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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研究的人文性及其难解之题∗

刘亚秋

提要：口述史内容涉及事件史和生命史。 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事件史的

口述研究较为充分，但事实上生命史才是口述史研究的底蕴，它也是口述史

具备人文性特点的根本原因所在。 所谓人文性是指立足于个人并关注个人

与社会间关系的知识。 口述史人文性更聚焦于生命史，对由细节堆积起来

的人生史报以极大耐心和敬意；人文口述史在尊重基本历史事实的前提下，
甚至不会忽视口述者有意或无意的“谎言”，而以社会建构视角来探查这一

存在的社会成因。
关键词：口述史　 事件史　 生命史　 人文性

一、导　 言

近年来，口述史研究在中国获得蓬勃发展，呈现开放性与多元化的格局，涉
及多个领域，以多种形式传播（李慧波，２０１９；杨祥银，２０００）。 在学界，参与口述

史讨论的学科众多，包括历史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档案学，等等。 社会学以

其学科特点给口述史研究带来了独特的视角和知识贡献。 社会学在理论上较为

关注对“社会性”的深入发掘，在研究方法上强调扎实的田野调查，加之近年来

中国社会学提出历史视野的回归（应星等，２００６；刘亚秋，２０１３；周飞舟，２０１６；应
星，２０２２），这三方面增进了社会学视野下口述史研究的深度。 社会学方面的成

果在口述史研究领域获得了广泛认可，甚至有些方面还超越了历史学。
社会学以口述史为方法对中国社会的深入研究可追溯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

期，目前已积累了较为丰厚的成果。 其基本特点是：视角聚焦于“社会性”研究，
理论底蕴较为深厚，往往会提出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例如方慧容（２００１）对河北

西村农民土改口述史的研究提出了“无事件境”记忆概念；郭于华（２００３ａ）对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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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骥村女性口述史的研究发现女性的记忆和遗忘与她们的生命体验密切相关；
王汉生、刘亚秋（２００６）对知青口述史的研究提出，知青在口述过程中，通过对

“代”的认同，将自己与国家历史相连，以确定自我形象并在更宏大的社会结构

中进行定位；周晓虹（２０２１ａ）在研究方法论上，明确提出将生命史带回社会学史

的主张，赋予社会学史研究以人文性特征。
周晓虹强调基于个人叙事构建的命运共同体概念，提出记忆主题、叙事基调

和话语体系三者共同构成个人叙事的集体框架（周晓虹，２０２２）。 在这一问题域

下，他一方面关注“代”的形成问题，将个体口述提升为超越个人主观经验、具有

社会客观性的研究对象或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的“物”；另一方面，他还强调，不
同于既往自上而下的传统历史书写，口述史研究（如三线建设口述史）坚持自下

而上的视角，即便是处理宏大历史叙事，也需要基于个人体验，将个人困扰上升

为公共议题。 后者涉及口述史人文性议题，其对普通人口述的“由日常琐事构

成的絮絮叨叨”报以极大的耐心，并致以敬意，历史因之被赋予了某种崭新的维

度。 在这里出现了普通人“反身性”等个人意识的作用，凸显了“人生意义感”在
构建历史中的价值（周晓虹，２０２１ｂ）。 这也属于费孝通所说的人的精神世界范

畴（费孝通，２００３）。 口述史人文性讨论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 口述史的研究可

分为科学取向的口述史和人文取向的口述史。
那么，什么是人文取向的口述史？ 这首先涉及对口述史到底是什么的理解。

口述作为一种个人述说，内容上不仅包括具体的事件和行为，而且包含叙述者本

人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和诠释，口述史的内容兼具事件和意义的双重特征。 口述

呈现的是个人对过去的一种记忆，其中掺杂了个人的认同感、价值观，也因历时

久远而经受了遗忘、拼接的“洗礼”，其真实性也因之受到质疑。 但口述方法的

本质就是研究者通过与亲历者的口述访谈，获得亲历者对过去发生事件的真实

经历的描述和解释，从而深刻地认识与理解过去（胡洁，２０２０）。
口述史在人类文化史中一直存在，如传说、神话，甚至一些古代学者的创作

中也有这部分的内容，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撰写的荆轲刺秦王事件就涉及亲历

者提供的内容；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更是充满了亲

历者的视角（里奇，２００６：３）。 但是口述史作为一种方法在学科史中的地位一直

比较低下，在科学观兴起后的 １９ 世纪末到 ２０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尤甚。 学科化

的口述史源自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美国，这一时期的口述史虽明确提出其与传统

史学不同，但还是较多受到历史学的科学范式如兰克史学的影响，关注“真的历

史是怎样的”等问题（肖皮斯，２０１８：６７４、６７６）。 口述史研究者努力阐释访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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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效度和代表性，以此作为自我合法性的辩护，且较多关注精英的口述史。
后来这种情况有所变化，对边缘人物的关注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凸显。

所谓边缘人物，主要指此前被史学家忽略的群体，包括少数族裔、妇女、政治和性

取向方面的少数人物以及工人阶级等。 访谈中一般会涉及家庭生活经验，以及

对个体而言有意义的生活经历，问题聚焦于“发生了什么” “当时的情形如何”
“你做了什么”“你如何理解所发生的事情”（肖皮斯，２０１８：６７７）。

在研究取向上，口述史逐渐从科学取向走向人文取向。 笔者认为，口述史人

文性的核心是口述史中的生命史问题。 周晓虹提出将生命史带回社会学史的主

张，突出历史事件中的生命历程维度，即不同生命时点对关键事件的记忆会有所

不同，突出社会结构与个体历程相交织的建构机制（周晓虹，２０１９），这一主张深

具人文意义。 口述史赋予历史以人性的维度（托什，２００７：２６６），事实上，就是强

调历史的多元性特征。 关于此，来自科学取向的传统史研究的质疑最多的是口

述史料的“真实”问题。 人文口述史对此的回应是不仅关注所收集资料的“真”
的问题，而且反思这些口述史料在何种角度是“真”的，即“真”的社会建构问题，
这构成人文口述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孙立平（２００２）等人的土改口述史研究、２１ 世纪初王汉生等

人的知青口述史研究以及近年来周晓虹的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研究等都具有

较强的人文取向。 在社会学领域中，口述史的人文取向日渐成为一个突出特征。
传统历史学所采用的口述史研究可以称为“科学取向”的口述史，例如，它

关注多重证据（口述史是一重证据），从不同角度求证一个历史事件。 而另一种

取向，即人文取向的口述史则一直面临科学取向历史观的质疑。 时至今日，学界

对于如何做口述史以及口述史如何才能“科学”“有效”、保证信度等问题还在争

论不休。 论者多受兰克史学观念的影响，强调科学性；他们通过口述方法去求证

某个事件，强调讲述的信度和效度。 这一观念仍然影响着很多口述史研究者。
也就是说，在“口述史的人文取向”具有重要价值已经取得共识的时代，口

述资料依然受到普遍的质疑。 批评者认为，这种“聊天式”的资料收集方式是不

科学的；这种资料过分关注细节，是个体化、非科学和非历史的（Ｓｈｏｐｅｓ，２０１５）。
尤其当口述史研究者不去就某一历史问题求证不同被访谈者时，口述史资料甚

至被嗤之以鼻。 查尔斯·梯利（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就批判过口述史过于关注个体能

动性，没有充分展示权力结构和不平等关系对行动者的限制（转引自肖皮斯，
２０１８：６８０）。 此外，还有人认为口述史只代表了口述者的主体性，是自我证明的

实践，不具有普遍性的智识和社会延展性。 口述史甚至还被斥为一种日常生活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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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的认同，一种平凡记事的狂欢以及一种本能的呼唤（肖皮斯，２０１８：６７１）。 笔者试

图在这一质疑的背景下探讨人文取向口述史的关键议题、难题及其应对。
综观口述史的广泛实践，本文归纳出口述史人文性的三个意涵：第一，正视

口述史料中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口述史料的生产过程至少来自两个主体之间

的互动，关系到口述主体的敞开程度。 第二，重提生命史进入社会史的意义。 第

三，强调口述史实践的社会建构性及其意义。 这三个意涵都涉及人文口述史直

面科学取向历史观的质疑及其应对，即反思口述史仅作为证据的局限性，因之，
情感真实问题被提上议程。

口述史人文性之所以成为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与中国社会研究的一个明

显转向密切相关，这便是社会学的人文转向。 费孝通 ２００３ 年提出的社会人文性

议题在当下中国社会学界获得了相对广泛的呼应，主要表现为社会学领域出现

了较为突出的历史转向和文化转向（费孝通，２００３）。 在这些转向下，中国社会

学对“社会性”的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对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层面的研究，而
是深入到对社会伦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探查（周飞舟，２０２１），在口述史研究中

的表现则为通过口述史方法呈现社会人文性。 而口述史人文性的宗旨就在于：
在面对个人和社会间的关系时，对人给予了更为深切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赋
予历史以人性的维度。 这是口述史人文性的一个最为深切和本质性的表达。

值得指出的是，“真相”问题与口述史料面对的科学取向的批评、口述史中

的生命史乃至口述者和访谈者的主体间性等问题都是密切相关的，它是本文的

潜在线索和关注。 在传统的科学史观中，口述史料的真实性之所以受到质疑，就
源于对“记忆的不稳定性”的疑虑。 修昔底德在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就

有过这种犹疑，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用口述史料，因为他认识到了这类资料的价

值。 但在近现代科学技术昌明后，修昔底德的这一疑虑被夸大，甚至口述史料被

科学史观所舍弃，至少被历史学家放在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这是由于他们没有

充分认识到口述史料中的人文价值。 所谓人文价值，就是在人和社会的关系中

更重视人的价值，尤其强调人性是构成社会性的基石。 口述史料中的生命史颇

值得关注，这是口述史人文性的基础。 事实上，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

成为中国文化经典，恰恰在于其中的人文性。 《史记》也运用了口述类史料，但
没有影响它的价值，反而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究天人之际，通
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探索路径对于今天的学术研究也构成了重要启发（刘
跃进，２０２０）。 从口述史料研究的角度，我们也需要重返这样的人文路径，更全面

地认识人与社会间互动的知识，从人本角度去寻求构筑美好社会的知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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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口述与“真相”间的张力

本文首先从主体间性入手讨论口述史人文性问题，主要是因为口述史料的

基本特征来自至少两个人之间的对谈。 在口述史研究中，对主体间性的思考占

据很重要的地位。① 事实上，这一关怀也回到了口述史料本身。 “口述”就是在

访谈人和被访谈人之间的深度问答过程中完成的，与对谈如何进行密切相关，因
为“口述”涉及的不仅是被访谈人的谈话内容，而且涉及访谈人如何提问，甚至

包括局外人的闯入、插话，等等。 严格来说，口述史文本是对谈生产出来的产品。
当然，口述访谈事先一般都有一个计划，例如会精心准备一份访谈提纲，目

的是让口述主题更加凝聚，便于之后的口述成果的整理，但在访谈过程中，有很

多不可控因素会发挥作用。 因此，访谈变成了一种实践、一个充满探寻的过程，
完全可以变成一个扩展了的生命史和事件史叙事（肖皮斯，２０１８：６７２）。 其中，
访谈者和被访谈者的“主体间”交流方式是非常关键的因素，这个过程既包括访

谈员的“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倾听式提问”，也包括被访谈者的坦诚相告。
因此，访谈者和被访谈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和谐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一把

“双刃剑”。 例如，事后研究者需要反思如下问题：这份口述资料是否为一种共

谋的结果？ 在访谈过程中，访谈者对“破坏”关系和谐的“信息”的追问，依然是

口述访谈的必要步骤。
它涉及资料的“求真”问题，但这一“求真”过程在口述史实践中是一个微妙

的存在。 真实与否受制于口述者和访谈者之间的互动情况，后者不仅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资料是否真实以及真实的程度，甚至还有真实的深度问题。 所谓真

实的深度，是指在双方真诚沟通的前提下，访谈者是否有能力发掘口述者所说的

事件的深度。 这里的真实也需要一个定义，即对于谁而言是真实的。 它背后是

一个历史多元性的问题。②

所谓“微妙”，是指主体间互动的不可控性和机缘巧合性。 例如刘小萌访谈

知青郑梦彪的过程便可以诠释这一主体间的“微妙”之处。 刘小萌提到，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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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主体间性主要是口述者和访谈者之间的互动，它来自口述史料的生产过程，是现象学理论意义上的

“主体间性”的一种实践样态（孙飞宇，２０１３）。 “主体间性”是口述史实践中的关键要素。
笔者并不主张据此走向一种虚无主义，而是坚持在客观标准下的真实，但这一客观标准不是科学史学

观下的一元真实，而是社会建构意义上的存在真实，涉及下文谈及的“真诚比真实更重要”的问题（陈

亚军，２０１８）。



是一个主体和另一主体间的互动，且常常是陌生人关系。 一般来说，对陌生人讲

述自己的经历乃至隐私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 在做知青口述史的过程中，刘
小萌有自己的优势———他也是知青，与口述者之间有基本的认同，所以很少遭遇

尴尬（刘小萌，２００４ａ：１０）。 但他在对郑梦彪的采访过程中遇到了很大障碍。 郑

梦彪是郑成功的第九世孙，“文革”中受到父辈的株连，吃过很多苦。 这些苦是

口述者不愿透露的，即便是对着心心相印的朋友，“我不愿意把结了痂的伤口再

揭开，那会很痛的，会有血从心底涌出来”。 在尝试进入口述者生命史的过程

中，刘小萌几次失败。 最后他终于找到一次机缘，口述得以圆满完成，那次他们

一直谈到凌晨三点半。 郑梦彪说，“那次谈话，多亏了那晚上的酒，让口述找到

了感觉”。 这一口述史料没有任何矫饰，也没有丝毫造作。 谈到兴奋处，访谈人

陪着口述者一起笑；讲到痛处，陪着一起落泪（刘小萌，２００４ｂ：３５０ － ３５１）。
刘小萌的访谈显然涉及口述者的敏感地带，而这些敏感问题对于口述史料

来说尤为重要，要获得这些史料需要跨越重重障碍。 刘小萌依靠自己的知青身

份以及与对方的朋友关系，机缘巧合地造就了一个成功的口述史访谈。 对于更

多人来说，这样的机缘很难遇到。 我们所做的口述史访谈很多时候面对的是陌

生人，与口述者至多是半熟的关系，那么，面对关键性的敏感问题，访谈人与口述

者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处理呢？ 是致力于一种和谐关系的建构，还是对敏感问题

不断追问？① 后者是打破和谐、让人不适的过程。 口述史研究强调震撼访谈人

的关键信息（一般是挑战性问题）不能因为这种和谐关系而被忽略（肖皮斯，
２０１８：６７９）。 因此，口述史的对谈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交往过程，是一

种社会建构的结果。
而访谈人与被访谈人之间的关系，在历史学家（同时是律师）纽恩施万德

（Ｊｏｈｎ Ａ. Ｎｅｕｅｎｓｃｈｗａｎｄｅｒ）的《口述史及法律导论》中有规范的指导原则，他明确

指出口述作品中严禁出现中伤他人的材料，保护好各方的隐私权、版权等，美国

口述史协会也出版有《口述史的准则与最佳实践》。 但无论怎样制定切实可行

的标准和规则，口述史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中依然有一些难以处理的悖论：访谈人

有义务提出重要的历史问题，力争保持学术诚信，但也可能因此扰乱了被访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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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口述史重视访谈者和被访谈者之间真诚的情感交流。 有学者指出，口述历史工作表面形式是访谈问

答，深一层则是心灵会话。 我们的目标是要引导对方勇敢、坦然、诚实、细致且自然地说出个人生平、
社会经历、专业历练及心路历程（陈墨，２０１０）。



的生活，包括他们的工作或者名声。① 这二者之间有时存在根本冲突。 还有其

他一些问题，如访谈者偷偷录音，之后未经允许公开使用等，这些都属于有悖伦

理的事情。 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鲍特利（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 Ｐｏｒｔｅｌｌｉ）的方法比较合适。
他指出，对于诚信的承诺，在个人层面尊重与我们一起合作的人；在研究层面尊

重我们所获得的研究材料。 对于真相的承诺（尽管更多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努

力）需要在“事实可能如何”的各种变体中去求索“事实究竟为何如此”（肖皮斯，
２０１８：６８６ － ６８８）。

在研究伦理上，口述资料（尤其是用于发表的成果）需要经过被访谈者再次

审定，而在口述者再次审定的过程中，经常发生对口述内容的“客观” “真实”的
极大伤害。 有一位口述研究者提到过，将口述资料的文字版发给访谈对象后，被
访谈对象一改再改，直到最后无法使用（刘小萌，２００４ａ），这说明能够被访谈对

象接受的口述资料并不是一种“真诚”和“真实”的资料，而是口述者自我建构的

结果，他 ／她保留的是一种希望别人看到的自我。
这涉及与主体间性密切相关的主体性问题。 口述史料的收集过程是通过主

体间的对谈完成的，但往往是口述者的主体性起根本作用，如郑梦彪的主体性。
一方面，关于个人经历中的敏感问题，他是否有意愿打开心扉？ 就他经历的历

史，他愿意谈到哪个层面？ 这决定了口述史资料的深度。 另一方面，即便口述者

愿意打开心扉，在讲述过程中，也不可避免会带有讲述者“自我确证”的内容。
有口述史研究者提到一个从战场上下来的老兵所讲述的战争经历，在客观上，他
经历的是一场失败的战斗，但他讲述的却是自己在战场上英勇奋战、取得胜利的

故事。② 这会影响口述史料的质量，尤其是科学取向的传统史观对这种带有主

体性特点的口述史料表现出嗤之以鼻的态度。
站在口述史人文性的立场上，虽然口述史料中有无法回避的主体间性和主

体性问题，即口述史料受制于主体间的微妙互动和机缘巧合，更有不可避免的口

述主体的自我宣称，但是对于这类资料也有合适的方法去分析它，例如以“主
体”视角进行理解性解释，社会记忆理论就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可以说，在资料

采集和分析中，简单以“客观”和“主观”的标准来做取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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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周海燕指出，在口述史的访谈中，当个体意识到一旦突破这种话语禁忌将可能给自己带来负面影响

时，其回忆的叙事时间线往往突然发生断裂（周海燕，２０２０）。
来自周海燕在“非虚构写作与中国问题———文学与社会跨学科对话”研讨会上的讨论发言。 该研讨

会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清华社会学评论》和《探索与争鸣》杂志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在清华大学社

会学系（熊知行楼）共同举办。



从口述史人文性的角度出发，我们还可以反诘：被主体间性和主体性建构的

史料就毫无价值吗？ 显然并不如此。 类似问题有待在口述史研究中进行全方

位、多维度的讨论。 这类质疑涉及的仍然是口述史料的真实问题。 对此，本文的

基本立场是：首先要尊重被访谈者的隐私，因为“真相”也是相对的。 它对谁来

说是真相？ 绝对的客观是值得商榷的。 但这一理念并不是主张走向绝对的相对

主义和虚无主义，而是在反思绝对客观标准的同时秉持“真诚比真理更重要”的
观念。 所谓“真诚比真理更重要”，是说主体与客体完全相符既不客观也不符合

现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坦诚面对各种关系，做到彼此“真诚”交流，但不放弃“客
观”的标准，并努力追求真相（陈亚军，２０１８）。 事实上，“客观”是存在的，尽管完

全的客观无法达到，但客观是一个准绳，在口述史研究中，需要借助这一理念反

对“怎样都行”（虚无主义）的价值观。 这应该是对待口述史料的妥当态度。
也就是说，即便口述访谈中主体性和主体间性都十分关键，也必不可少，但

同时，口述史料的客观性也是其衡量标准，这一标准包括主体间（访谈者和口述

者）的真诚交流，彼此之间的相互尊重，以及口述主体的情感真实。 在“真诚”和
彼此尊重的基础上，追求一个“合适”的真相。 由于社会习俗、文化传统等的存

在，相对的客观和真相是存在的。 而且，相对的真相并不是虚无主义的真相，或
无法参透的“罗生门”。 如果我们做口述史时陷入一种虚无主义的价值观，这样

的口述史研究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在建构主义视角下考察口述史料的“真
相”维度以及主体是否秉持情感真实态度等问题，就是客观和科学的表现。

三、生命史与生命底蕴：重大事件与个人历程

口述史人文性的核心要义是赋予历史以人性的维度，这里的人性很大程度

上就是人的生命性。 其中的生命历程视角就是对人的生命过程进行整体性考

察，它首先是生物性的。 生命历程视角主张，人在不同年龄阶段，面对同样的社

会机会和境遇会有不同反应。 其中，不同年龄阶段就是人之生物性的一个表达。
人在生命历程中不可避免会“遭遇”社会环境（如重大历史事件），由此生发出极

具个人性的生命史。 而口述者讲述的动力，往往也来自个人的独特生命体验，对
于普通人而言也是如此。 口述史研究的科学取向往往更关注重大历史事件的呈

现样态。 这一取向的研究即便融入了生命历程视角，但立足点还是在“重大历

史事件”上，这时“生命史”容易成为一个背景，从而忽视“生命底蕴”的基础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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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当然，凸显生命史的口述史研究更容易遭到质疑。 即便如此，人文口述史还

是强调生命性这一更为基本的因素。

（一）口述史的生命底蕴及其困境

口述内容本身就包括了历史事件以及口述主体的评述，是一种记录个人见

证的方法。 对口述主体述评内容的甄别不可避免地涉及个体生命史的内容，可
以说，个体生命性是口述史的底蕴。 美国口述史研究协会就曾将口述史定义为

“收集和整理人类记忆以培养人类知识与尊严的方式”（肖皮斯，２０１８：６７１）。
胡洁也认为，口述史访谈最核心的要义在于采集个人生命史，这是口述史的

基本架构或底蕴，因此，需要获得被访者真实完整的个人生命史。 在具体方法

上，她更倾向于采用“倾听”的方法，倾听亲历者讲述的生平经历、对历史的描述

和个人感受。 同时还使用“观察”的方法，观察口述主体流露出的表情、情绪起

伏和语气用词。 胡洁参与的“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就是立足于对亲历

者口述史的记录和分析，以分别实现对生活事件、生命历程、社会记忆和文明逻

辑等研究主题的回应（胡洁，２０２０）。 周晓虹提出将“口述史”与“生命历程”两种

视野并置，说明口述史研究中的生命底蕴问题不可忽略。 他指出，口述史是个体

记忆的复数形式，口述记忆建构性的背后埋藏着生命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而
“转折点”中有些是重大历史事件，如开始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支援“三线”建设

事件或 １９７７ 年的恢复“高考”事件（周晓虹，２０１９）。 在这种情况下，以生命为底

色的口述史方法可以很好地呈现重大历史事件和生命历程之间的关系。 王汉生

与刘亚秋的知青生命历程与上山下乡运动的口述史研究也是立足于此的一项探

索（王汉生、刘亚秋，２００６），但这一探索在凸显人之生命性方面还有尚待进一步

阐发之处。
王铭铭在讨论口述史研究时进一步凸显了生命性问题，“将他们的人生视

作一切，会发现口述史的一个新境界”（王铭铭，２００８：２９）。 他认为，只有在方法

上更尊重历史和人生的整体性，将之视为“活生生的生命体”，才有可能真正做

好口述史；而我们采访的人物可以说是历史中的幸存者，他们的生命记载着历

史。 尽管课题的起点是历史事件，而且该事件与政治史关系更为密切，但课题研

究者若是能暂时地忘却事件，而将采访聚焦于人生，则所获资料将出乎意料地丰

富，具有说明性（王铭铭，２００８）。
王铭铭指出，在口述史研究中，需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秉持从内心理

解历史的态度：对所研究人物的所有语言进行细致记录，即使是语法、词汇、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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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确，即使是言谈中那些为了表示疑虑、警惕、不屑以至虚伪的沉默，都一一记

录下来。 这些细致入微、不加修饰的记录，最能表现我们对历史和人生的起码尊

重。 而由这些细节所堆积起来的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也值得被理解。
他认为，当我们对一个社区做尽可能翔实的研究时，连口述史采访中的微微

感叹声都不放过，就能使我们更贴近历史。 而且，这些“细微的历史”是理解宏

大历史不可或缺的根基。 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近现代百年大变局，甚至千年变

局，口述史、口承传统、人生史这些“活生生的历史”才是根本（王铭铭，２００８）。
口述史是构成总体史不可或缺的部分。 人的历史是社会历史的根基，需要通过

理解社区中的人去理解社区。 这也是潘光旦人文史观的一个意涵，即人性是社

会性的根基（潘光旦，２０１３）。
口述史资料收集是以讲述者个人为中心的。 讲述者经常把自己塑造为英雄

的形象，口述主体所确证的是其认为特别重要的方面，不仅存在“虚假”的情形，
而且更为常见的是多为细枝末节，与我们了解的宏大历史大多无关，而只具有普

通民俗或文化的意义，但对个体的人生经历至关重要（肖皮斯，２０１８：６８２）。 可

以说，无论涉及何种主题的口述，都难以逃脱这一基本的人生史问题，也无法回

避口述者（相对普遍地）对自己的人生史料“作假”的问题。 因此，口述史研究者

具备有关个人与社会间关系的理论是必要的。
口述史内容中不可缺少个体对重大历史的评述，而且，个体往往对于亲历的

大历史有一个特别的视野，这尤其值得重视。 口述史中经常出现一种比较复杂

的自我与社会间的关系，①一般的口述史都是围绕某一历史事件去提问的，例如

土改口述史、上山下乡运动口述史、三线工厂建设口述史，等等。 这些历史事件

提供了“公共性”的视野，但讲述者的内容中势必有“非公共”的部分。 后者可归

为个体的内容，往往是这部分内容引发了较多的所谓记错问题。 有学者发现，有
些是越战老兵听来的故事（或看过的影视剧故事），却记成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事

情，而这些都是“他们想要认为是真实的事情”（肖皮斯，２０１８：６８３）。 笔者认为，
这是建立个体认同和社会认同之间的关键联结，颇值得在理论上探索。 当下口

述史的研究已经从个体记忆的信度效度问题转向记忆和口述之间的关系问题，
以及个体意义和社会意义的联结问题。 在弗里希（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ｒｉｓｃｈ）和鲍特利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 Ｐｏｒｔｅｌｌｉ）之后，个体角度的口述史观察渐成主流。 这种观念认为，口
述历史是对那些被官方抹掉的、混淆的以及被操控的公共历史的一种反抗（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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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斯，２０１８：６８３）。
生命史是口述史的底蕴，由此也带来一个口述史的“困境”，也即众所周知

的宏大历史和个体提供的细节之间的“错位”问题，例如前文提及的抗战老兵的

虚假记忆问题。 该老兵在战场上参加过一个失败的战役，但他讲述了自己奋勇

杀敌、取得胜利的故事。 与此类似的是阿莱达·阿斯曼提到的玛丽·安汀的

（虚假）大丽花记忆问题：别人告诉她祖父去世时栽种在花园墙头上的是罂粟

花，但她坚持是大丽花。 因为只有认为是大丽花，她才能恢复对过去的讲述，她
也才能找回身份认同和社会认同（阿斯曼，２０１６：３１２）。

有关“虚假记忆”的社会建构的经典案例来自一位奥斯威辛的女幸存者的

口述。 这位年近 ７０ 的女证人在讲到 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发生在奥斯威辛的起义事件

时，她的讲述中出现了“强度、激情和色彩”，一改单调的声音，“我们看见四个烟

囱着了火，爆炸了。 火焰冲上天，人们四散奔逃。 真是不可思议” （阿斯曼，
２０１６：３１３ － ３１４）。 这份证词后来为历史学家所否定，因为当时被炸掉的烟囱只

有一个，而不是四个。 在传统史观下，由于记错了烟囱数量而使这份证词失去了

价值。 但在社会建构的视角下，这份讲述是口述主体情感真实的体现，即便她记

错了，但她的生命活力在这一刻被激发。 如同心理分析师多力·劳卜（Ｄｏｒｉ
Ｌａｕｂ）所言，“这位女士证明的，不是爆炸烟囱的数量，而是一些完全不同的东

西，是一些更为极端、更为核心的东西，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件的真实” （阿斯

曼，２０１６：３１５）。 笔者认为，这一不可想象的“事件的真实”正是该历史事件与这

位女士生命发生碰撞的结果，要理解这一“事件的真实”，必须正视这位女士的

生命性：尽管她记错了一些细节，但她的情感是真实的。 这正是口述史人文性所

强调的：不因记错一个数据而否定她的真实生命体验及其自我生命意义建构

行为。
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张力构成口述史认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笔者认为，

“真实”是有多维度的。 这里涉及“情感真实”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张力，那些看

似虚假的记忆却是人的“情感真实”，这是口述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二）人文性与口述史中的生命底蕴

由于尊重口述主体作为人的存在，口述史带有浓厚的人文性特征。 口述史

中存在一种“治疗性访谈”，就是通过重构个体故事，帮助个人解决其自身问题，
它假定口述者也是自身生活的积极参与者。 例如，女性口述史提供的不仅是关

于女性的信息，它更是由女性书写、为了女性福祉而发掘的女性经验。 “拯救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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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就是通过对幸存者的访谈完成的，其实拯救历史和拯救幸存者是一起发生

的。 通过对底层的口述史发掘，研究者们发现，口述中呈现的并不是茫然无措和

无根的个体，也不是不能在新环境中扎根的个体，而是一些积极运用创造性策略

努力融入新生活的人（肖皮斯，２０１８：６７３、６７８）。 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历史，关
注从属性和能动性的关系问题。 甚至可以说，这也不仅仅是口述者建构自我的

叙事，同时也是访谈者的主体建构过程。 在口述中，访谈人和被访谈人存在一个

密切的主体间性，是二者“深入分享知识”的过程。 口述史甚至还与社会运动发

生关联，例如，通过重新理解历史人物关系，刺激和唤起更广泛的社会运动，口述

史与社会变迁建立勾连。 土改口述史中的“翻身”和“翻心”的记忆，就是贫下中

农对地主与农民关系的重新建构过程（方慧容，２００１）。
由此我们发现，口述过程涉及参与者的“自明”方面的知识。 口述会唤醒研

究对象的自我意识，还可以赋权和改变他们，这也是创造新知识的过程（Ｓｈｏｐｅｓ，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尤其对于那些被遗忘、在历史中失声的人更是如此。 有学者指出，
口述史使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去重新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环境，它使人们意

识到那些他们置身其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意识形态与文化障碍（肖皮斯，２０１８：
６７９、６８１）。 可以说，口述史本身就是一种生命状态的唤醒，被唤醒的包括个体的

经历体验、自我认知、情感状态、生命感受、自我认同等（朱义明，２０１９）。
周海燕在研究中发现，口述者往往在与访谈者的一问一答过程中被推动着

反思那些也许以前很少思考的问题，由此，对自我的认知逐渐清晰和强化，而访

谈者的观点和问题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口述者对自我的认识。 一个非常明显

的例子是，一些女性在口述的开头总是以“我们”或是以丈夫的附属身份来进行

自我表述，“我们这些人真的没什么可说的”，而在访谈者的不断提问下，部分女

性逐渐展现作为主体的自我感受，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自我的存在（周海燕，
２０２０）。 郭于华的骥村女性口述史展现的就是这一过程，她们开始对访谈员的提

问表现出不自信，诸如对土地生计等问题的生疏，并经常说“那得问老汉去”。
但在口述不断展开的过程中，她们生发出自身主体性，发出集体劳动场面“可红

火了”的慨叹。 当涉及生命和生活的切身之处，她们讲述了鲜活的历史，如生养

孩子的经历、挨饿的经历、参加集体劳动的经历，等等（郭于华，２００３ｂ）。 她们在

历史中不再是失语者，而是参与者和制造者。
老年人更有叙事的欲望，他们通过“讲故事”维持记忆、复述过去、激活以往

的体验，同时建构与修复终其一生的集体认同。 此外，普通的民众也有参与历史

复述和建构的浓郁兴趣。 周晓虹认为，作为社会学家和访谈者，帮助这些人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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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重构其生活事件，也是这一学科和学人的使命（周晓虹，２０１９）。 事实上，这也

是学术研究帮助被研究者获得“自明”的一种方式。 按照费孝通和潘光旦的观

点，这是社会学人文性的一个目标（费孝通，２００３；潘光旦，２０１３）。
此外，口述史人文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的“个性”问题。 对同一部上山下

乡运动史，不同人的讲述和评价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有人认为“青春无悔”，有人

则“青春有悔”，争论不休。 事实上背后关涉的是人的“个性”问题，在这里指每

个人经历的个别性和不同人应对相同困难的个别性（刘亚秋，２０２２）。 刘小萌访

谈的知青在家庭出身、文化背景、人生遭际、政治观念等方面各不相同，对上山下

乡的评价和感受都带有极鲜明的个人色彩（刘小萌，２００４ａ：７ － ８）。 而这些充满

个性的生命史讲述也是口述者找回主体性的过程，他们才是历史的主体。

四、历史与历史性：口述史的社会建构与历史真实

对口述资料的处理涉及“历史性”问题。 所谓历史性，指不同的人叙说着不

同的历史真相，这是历史多元性的问题（Ｓａｎｄｉｎｏ，２００６），而这也构成了全部历史

真相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可以说，口述史的重要价值就在于此。 “历史性”也是

最近兴起的“公共史学”关注的问题，它强调参与者“同理心” （ｅｍｐａｔｈｙ）的重要

性，同理心带有“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的意涵（蒋竹山，２０２１），关涉上述的主体

间性问题。 它与传统史学所关注的历史样态有很大差别。

（一）传统史观和口述史观的张力

口述史议题涉及一元历史与多元历史之间的关系。 前者是传统历史观的核

心内容，强调求真，多方求证一个事实。 二重证据法的使用即是典型。 即便 ２０
世纪末期强调多元史观价值的口述史研究日益凸显，很多口述史研究者也从未

完全放弃这一传统史观。 而且传统史观还是口述史的学科底蕴，至少是其准绳

之一。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口述史的核心观念之一就是赋予历史以人性的维度，
这也是口述史弥足珍贵的价值。 因之，历史性是人文口述史探索的另一重要议

题。 当然，历史与历史性二者并不是截然二分的，前者涉及的是资料基础、资料

信度和有效性问题；后者涉及看问题的视角，赋予“真相”多维的意涵，让历史研

究更具人文价值。
在口述史人文性视角下，“什么是历史” “历史学家是谁”等问题被重新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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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因此，“访谈谁”“使用什么方法访谈”“访谈什么内容”等问题也随之被提出

来（肖皮斯，２０１８：６７９、６８１），这些问题本身就带有很强的反思性。 古希腊历史

学家修昔底德在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指出，“不同的亲历者会对同一事

件有不同的看法，会讲述故事的不同侧面，这些不同侧面来自不完美的记忆”
（肖皮斯，２０１８：６７４）。 这一观点较为典型地表达了历史学家对口述史料的犹疑

态度，涉及口述史的“历史性”问题。 在 １９ 世纪末和 ２０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科
学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在西方占据主流，口述史被“打入冷宫”。 兰克史学寻求

历史的真相，将纸质档案放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它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这
就是使历史缺乏人文意义，不仅忽视历史学家主体意识的作用，还忽略了民众在

历史中的作用。
可以说，口述史研究本身是对“历史性”的研究，修昔底德所说的“不完美记

忆”就是它要研究的内容，即它不仅是“历史”的研究，事实上它超出了传统史学

的范畴，还表现为关注生命史、社会记忆的建构，以及同一个历史事件中不同亲

历者的心态。
口述史的内容本身就富含“历史性”议题，如前所述，它首先是一个多方主

体共同制作的过程，如访谈人、被访谈人以及无关他人。 在内容上包括更多类型

的信息，不仅有语言，还有各种社会交往符号，如沉默几秒（甚至包括表情、动
作），（被何人以何种方式）打断，无关他人插话，等等。 这些“微妙”之处都会影

响口述主体所讲述的内容，也会影响口述资料的使用价值。
对于如何对待采集来的资料问题，口述史呈现一种敞开、多元的状态。 它深

受多学科视野的影响，如人类学的文化视角、社会学的权力制度视角、传播学的

媒介视角、社会记忆的建构视角等都对口述史研究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而

且，口述史资料引发的“卓越”洞见经常不是发生在历史学领域。 一般来说，传
统历史学的贡献表现在甄别史料方面，即史料收集和比对。 但如何看待这些史

料，尚需跨学科的理论视野。 而且，在一些研究者看来，洞见多来自工作于一线

的实践者们（肖皮斯，２０１８：６７２、６７４）。 从根本上说，口述史是一种根植于历史

的活动，同时又是一种记忆行动。 秉持开放社会科学视角的人对口述史料一般

也更宽容，更容易产生洞见。
不过，不能忽视的问题依然是口述史人文观和传统史科学观之间存有的张

力及其应对。 传统史对于口述史的批评至今仍较为常见：口述史与社会史一样，
过分依赖生活细节的引证、个体的能动性，从而对权力结构和不平等关系的认识

有所不足（肖皮斯，２０１８：６８０）。 可以说，口述史的“历史性”在根本上是一个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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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多元化的问题，它承认不同来源史料的价值，对历史主流化，包括权力、市场等

主导的历史书写都是一种挑战。 当然，多元历史观也有“求真”的问题，即不主

张历史虚无主义，它的“真实性”体现在考察一个历史记忆是如何被建构的，试
图揭开更多“幕后”的东西，这也是“求真”的过程。 “真相”的概念发生了变化，
多维度的“真实”是其关键。

口述史人文性对传统史观展开了批评。 传统史观的弊端在“历史性”的视

角下被动呈现，例如同时以传统史学方法和口述史方法治史的刘小萌，先是在传

统史观下写作了《中国知青史———大潮（１９６６ － １９８０ 年）》（刘小萌，１９９８），之后

又写作了《中国知青口述史》。 从其个人的研究经验来说，口述史方法丰富了他

的历史观，表现在他对知青史中的重要人物柴春泽的研究上。 在传统的知青史

书写中，柴春泽是一个走“极左”路线的知青典型，刘小萌“无情”地将柴春泽称

为“有写信癖”的人。 但在后来的口述史实践中，刘小萌发现柴春泽是一个朴实

且循规蹈矩的人，他思想上虽然拘谨，但工作认真到了极点，绝对是一个“好人”
（刘小萌，２００４ａ：６）。 对于这一历史人物的两种书写间的张力颇值得反思。

笔者认为，这种张力在根本上来源于个人生命史与宏大历史之间无法弥合

的“缝隙”。 个体生命史赋予了历史多元化特征：历史从此不再是外在、客观甚

至铁板一块的形象，而是有了人性的气息。 “人性”和“生命性”正是历史性区别

于传统史观的根本所在，也是口述史人文性所坚持的价值。
对于研究者而言，口述史人文性视角有助于矫正史实简单化和立场单一性

的弊病。 如同刘小萌所说，以传统史学方法治史时，因长期与故纸堆打交道，研
究者对人对事的判断难免有偏颇之处，或者会把复杂现象简单化。 这是刘小萌

在做知青口述史过程中逐步悟出来的道理。 他在传统知青史中对知青典型有简

单的道德化书写的嫌疑，对一个人的判断好则好到极致，坏则坏到极点（刘小

萌，２００４ａ：１２），外在地打上了特殊时代的烙印，这与口述访谈中面对有血有肉的

人有极大差异，有时甚至找不到两种书写间的共同点。

（二）口述史的社会建构与历史真实

对口述资料的一个重要观看方式是考察口述叙事 ／记忆是如何建构的。 对

一个记忆建构过程的研究涉及口述实践成立的条件、性质及限制，并对其进行检

讨。 而口述史料本身就带有建构性，如周晓虹指出，因为口述史以个体的生命过

程、社会经历和情感世界的叙事为底色，必然充满了主观性、不确定性和变动性。
口述历史的建构性体现了个体对自己的生命历程、生活事件及其意义加以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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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的能动性。 个体生命和社会结构之间是互相建构的，个体在口述中用以描

述个体经历、时代背景等的言辞，本身就有着清晰的社会建构论色彩（周晓虹，
２０１９）。 周海燕也提出，口述既是历史的见证，也在不断地重新书写和建构历史

（周海燕，２０２０）。
从研究的角度来看，社会建构视角研究的主题不仅关注人们说了什么，而且

关注人们是如何说的、为什么这么说，它意味着什么，还包括谁在说，等等。 例

如，比起探究个体感谢苦难的言语是否真诚，讨论在什么语境下感谢苦难的叙事

会被广泛传播甚至形成主流话语模式，是社会建构视角下的重要议题（周海燕，
２０２０）。

对口述史料建构性的研究还需要关注以下议题：第一，市场化影响下的历史

口述 ／书写。 例如，有关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虚假写作在一段时间成为西方社会的

关注点，有一位作家把自己想象为一个亲历者而写作，他也因此赢得了声誉。 虚

假写作被揭穿后，他成为被指责和批驳的对象（阿斯曼，２００７：６４）。
第二，政治化的问题。 主导这一口述建构的动力是合法化问题。 本雅明等

学者指出过，历史往往由胜利者书写，建构的基本逻辑是成王败寇（弗莱切，
２００９：１６１ － ２１４）。 所谓“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三，社会性作为记忆建构的基本力量，即涂尔干所说的社会自成一类，社
会品质自身有流传下去的动力（涂尔干，２０１１；莫斯，２００２；哈布瓦赫，２００２）。 这

多见于社会传说，譬如有关三皇五帝的传说。 从历史的角度去考证这些传说的

真假是一个难题。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历代贤人的传说都是社会为了传递自

己的品质而强化的价值。 也就是说，社会有自己的精神，这是涂尔干学派的基本

观念，即社会为自己的利益而战。 涂尔干、莫斯、哈布瓦赫等人都从不同层面证

明了这一观念。
第四，个体确信所导致的建构性。 例如，对于个体为了确立自身而有意无意

说的“假话”，不能否认其作为个人精神支柱的社会价值。 确立自身的同时就是

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联结过程。 以退伍军人讲述的奋勇杀敌、取得胜利的记

忆为例，他没有说自己参加了一场失败的战役，他把自己建构为勇敢军人的形象

就是建立自我和社会之间联结的一种方式。
为明晰口述记忆的建构性，还需要准备很多层面的知识。 周海燕指出，可以

通过对口述者的社会关系、身份和行动方面的深入理解来考察口述者作为个体

如何在集体中生活和行动，也能较好地解决个体经验资料对于集体和社会研究

的价值（周海燕，２０２０）。 而对于记忆建构中的资料“求真”问题，周晓虹认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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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解决的，“口述史的采集常常涉及同一群体的不同成员，这也为我们比

较、对照和核实历史细节与生活事件的真伪提供了可能” （周晓虹，２０１９：１２）。
周晓虹还对记忆真实的丰富性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也回应了人们对口述真

相的质疑：口述史呈现的集体记忆作为历史性表征的一部分，虽源自个体，但它

并不是个人经历或个体记忆的简单之和，它一经形成就有了自己的特点和功能，
周晓虹认为这类记忆有“突生性”，颇具有涂尔干意义上的集体表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意涵（周晓虹，２０１９）。

综上，考察口述记忆的建构过程，就是资料的甄别过程，在这里指一种记忆

的建构过程，也是甄别所谓“罗生门”的过程。 这是走向“真相”的另一种思路，
是为了探寻“真相”而考察记忆建构的过程。 在这一问题上，笔者秉持“真诚比

真理更重要”的标准，重视情感真实的价值。 而且，在人文性视角下，探明“真
相”并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控制方面的知识（即“自
明”的知识）（潘光旦，２０１４）。 这也是本文强调口述史人文性的意义所在。

当然，确立多重证据法权威性的传统史学在“真相”方面的努力值得口述史

研究者借鉴和学习。 相较而言，社会学在这方面往往比较薄弱，即社会学视角下

的口述史可能还需要在史料甄别方面下更大功夫，以使口述史研究更值得信赖。
传统史学对口述资料“真实性”的批评和检视贯穿口述史的整个实践和研

究过程。 批评的内容涉及口述史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生命史和生命底蕴，以及

历史性的社会建构。
真相问题是传统史观质疑口述史的核心，也就是口述史料是否可信？ 因为

传统史观看到了口述史访谈中的诸多不可控因素，例如收集口述资料过程中主

体间的“微妙”之处；还包括如何处理口述主体的“诡计”，例如口述主体为了确

立自身而讲出来的情感真实，但在历史真实上有错误的情况；甚至还有一些出于

市场的原因故意提供虚假历史的问题。 概言之，口述史是流动的，同一个人在不

同的时间地点，面对不同对象讲述的可能是不同版本的故事。 相较而言，传统史

学依靠的档案是相对稳定的，传统史学家可以通过各种资料比对，在白纸黑字留

下的痕迹中发现客观的真实。
本文认为口述史料也具有相对的客观性。 研究者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探寻不

同讲述背后的原因，就是一种客观和科学的态度 ／立场。 事实上，探查社会记忆

如何建构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处理资料真假这一问题，即口述者讲述的是

否真实，以及在何种角度是真实的。 口述史人文性追问的是：口述者为什么这么

讲？ 对于他 ／她来说，合法性在哪里？ 这是口述史人文性尊重个体讲述的重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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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与传统史观大为不同的是，口述史人文性对情感真实的讲述给予了正当性，
但这么做并不是鼓励历史造假，而是重视人之生命性的一个结果。

五、结论与未尽的问题

口述史人文性是针对传统史观提出的，这是由口述史资料本身的特征提炼

出的一种对口述史研究立场和价值的坚守。 迄今为止，传统史观对口述史料的

严密审查从没有停止过，突出表现在对口述史料的“真实性”质疑。 这一质疑也

督促口述史研究者在做口述史过程中秉持一种更加审慎的态度，但口述史坚持

的价值在传统史观下无法被全面而深入地理解。 在传统史观下，口述史研究不

能获得应有的地位，因此有强调口述史人文性的必要性。
首先，口述史人文性直面口述史料中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问题，这主要指口

述史实践中访谈者和口述者需合力完成口述史料。 这会不可避免受制于两个主

体之间的互动：不仅包括口述主体的表现，如是否愿意讲述、可以讲到哪一个层

面的事情，还包括访谈者的表现，如访谈者能否在口述实践中与口述主体构建微

妙关系———能否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提问，对敏感问题是否追问以及追问的方

式。 这两方面都会影响口述史料的质量。 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传统史观在根

本上质疑口述史料的真实性，口述史的人文性则不因此而轻易否定口述史料的

价值。 口述史人文性强调在个人层面尊重与我们一起合作的人（口述者），在研

究层面则尊重我们所获得的研究材料，采取“真诚比真理更重要”的研究取向，
重视情感真实的史料价值。 口述史人文性强调多元史观，但也反对虚无主义，转
而甄别历史在哪个层面是“真实”的，反对在一元、外在的视角下忽视主体的情

感真实性，这来自对口述主体的生命性的尊重。
其次，口述史包括事件史和生命史，口述史人文性尤其以生命史为底蕴，尊

重每个主体的讲述。 面对传统史观批判的主体“记错”情况，除了做必要的甄别

外，我们并不因此否定口述史料的价值，转而认为有意或无意的“记错”与主体

的身份认同和社会认同有着密切关系。 这也是从个人角度入手探求社会性特征

的一个路径。
从聚焦个人讲述的重大历史事件转向关注“活生生的生命体”，可以给口述

史研究带来不一样的洞见。 口述史人文性强调回到人的生命性本身，重新评估

历史。 生命性不同于生活性，因为生活性本身还有事件性。 生命性在根本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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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人之存在本身，甚至无关政治、法律、道德伦理，但构成了政治、法律、道德伦

理的不可或缺的补充。 面对口述史料中的琐碎、无意义音节，如口述访谈中的一

声叹息、一个停顿，口述史人文性从不漠然视之，它捕捉的恰是这样的生命性，并
力图为这些琐碎赋予意义。 而这些意义甚至无关历史事件，它就是一个“简单”
的生命样态。 对这些“琐碎”的表达有助于唤醒口述者的主体性，便于人们建构

起人生意义，有助于口述主体安所遂生。
再次，口述史人文性与传统史观之间的根本张力在于历史与历史性的二分。

传统史观强调客观、真实，追求史料的可验证性。 它青睐档案资料，因为档案资

料是相对稳定的，可以较为便利地进行比对，以甄别出历史真实 （刘小萌，
２００４ａ）。 而口述史料则是流动的，甚至会出现同一个人对于一段经历在不同处

境下给出不同讲述的情况，真假难辨是口述史料经常被舍弃的根本原因。 这就

是本文多次提及的历史真相与历史真实的问题，这是口述史人文性首先要处理

的问题。 人文取向的口述史在处理这一问题时采用了一种建构主义视角，即从

另一个角度考察真实问题，具体方法是探查口述史料在哪一个层面是真实的，讨
论建构这一真实的影响因素。 这也是口述史研究所秉持的客观态度。 而人文取

向的口述史对真相的相对宽容来自对讲述主体的生命性的关注，目的是让不同

声音讲话，以汇聚成一部更真实、丰富的历史。
在研究目的上，口述史人文性不仅帮助口述主体确立生命意义，对研究者和

其他读者而言，也提供了历史的人文性知识。 通过赋予历史以人性的维度，帮助

更多人认识到多维度的历史和现实，从而有了位育更广泛人群和社会的意义

（潘光旦，２０００：４３９）。 口述史人文性构成了社会人文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同

费孝通所说，对社会人文性的探索，可以培育一种有利于社会全体的安所遂生方

面的知识（费孝通，２００３）。
即便有如上宣称，口述史人文性依然绕不开对口述资料真实性的质疑，以及

本文归纳的口述史的三个内在构成。 那么如何才能做一个有价值的口述史研

究？ 笔者认为，重点需要处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直面口述史料中过去的多样

性问题。 在研究层面，需要将主体、权力关系等作为基本考察对象，尤其需要注

意到主体“自我确立”以及访谈者和口述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第二，在聚焦个体

生命性问题时，也需要秉持客观和科学的态度。 考察虚假记忆的社会建构过程

就是在提供记忆的科学性知识，否则在主体视角下极容易走向历史虚无主义。
口述史研究尊重多主体的讲述，但从未放弃过对于“真实”的探索，这是学术研

究的使命所在。 第三，口述史研究的人文价值应该在我们这个时代得到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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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 当下，在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后，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不

可避免有所上升，这一需求甚至还十分迫切，而我们在知识供给上还有匮乏之

处。 口述史研究的价值更在于推进个体的安所遂生、社会的和谐有序。 口述史人

文性注重个人的主体性，并试图通过科学的口述史研究增加个体自我认知、自我控

制的知识能力，帮助人们建立个体和社会间的和谐关系，进而建设一个美好社会。
本文将口述史研究区分为科学性和人文性两种取向，事实上二者之间并不

是截然二分的。 在理想类型的意义上，科学取向的口述史来自传统史学家对待

口述史料的方法，他们多将口述史料与传统档案资料进行比对，秉持多重证据法

来探寻历史真实。 这是近代科学技术昌明后的历史观 ／社会研究观。 以 １９ 世纪

影响最大的德国兰克史学为典型，它树立了一套科学的历史研究观，在这一观念

影响下，充满人文意义的口述史料的地位日趋低下。 它也影响了对口述史料的

使用，如仅作为证据而存在。 但是，单靠这一科学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无法真正

认识到口述史的人文价值，在传统科学视角下被舍弃的口述资料可能恰是人文

价值的核心。 例如阿莱达·阿斯曼提到的大丽花回忆案例，这是主体确立自我

的“证据”，但被科学史观所舍弃，如此一来，人的价值也必将受到贬损。 口述史

人文性并非“不科学”，它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体现在从社会建构的视角去看待不

同主体讲述的真实，探求不同真实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从而提出多维

现实的可能性，丰富了社会人文性的内容。 口述史人文性构成社会人文性的重

要内容，社会人文性是矫正“唯科技马首是瞻”之偏狭科学观的利器，是培育健

全人格和健全社会的必由之路。
凸显口述史人文性有助于探索社会学的人文性。 本文针对口述史的科学取

向提出口述史的人文取向。 这一“人文”意涵与费孝通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

统界限》中的讨论密切相关。 ２００３ 年，费孝通明确提出社会学具有科学性和人

文性两个特征，人文性是他尤为强调的内容，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人的精神

世界，它被看作是人的一种意识能力。 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研究是一个跨学科领

域，所使用的方法超出了传统实证主义范畴。 简而言之，社会学人文性就是立足

人本身去理解社会的运行机制；强调忽略了人的精神这一因素，“就无法真正理

解人、人的生活、人的思想、人的感受，也就无法理解社会的存在和运行” （费孝

通，２００３：７）。
但是我们看到，口述史的科学取向无法回应这一问题。 科学取向来自传统

史观，它主要通过比对口述史料和其他资料来寻找客观历史真实，这一取舍标准

忽视了口述史料在历史真实之外的其他层面的真实，这便是口述史料中蕴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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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真实”。 历史事件虚假但情感真实的状况是存在的，情感真实是个体建构

生命意义的关键要素。 口述史人文性就是基于对生命史内容的重视，通过获取

有关个人对于历史事件的观感而凸显人的主体性，甚至有些无关历史事件的个

人生存状态都被认为具有重要意义。 这方面的探索有助于增加社会的人文性知

识，帮助社会成员更好地认识自我，理解自我和社会间的关系。 口述史的人文取

向立足个人去理解社会，为社会学人文性的探索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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