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emic history． And in the methodology consciously，we should fade the so － called paradigm and ideology
＇s consideration，establishing relative objective academic history narrative mode． Modern academic history
should slam preset“paradigm”and ideas，compiling a modern academic histor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With the style of witnesses is a performance to establish a relatively objective academic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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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口述史本来是一种古老的历史叙述形式，远古的

神话传说其实就是一种口述史。现代口述史兴起于

1940 年代，美国学者 A． 内文斯在 1938 年出版的《通往

历史之路》一书中，最早提倡开展现代口述史研究。
1984 年，英国学者保罗·汤普森的《过去的声音———口

述史》面世，成为现代口述史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
近十余年来，伴随着海外口述史学理论的逐步引

进，各个领域的口述史研究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
戴逸先生认为，现代“口述历史”是在现代社会“记录、
保存、传播历史知识”手段取得重大进步的条件下“应

运而生”的; 过去的“历史学家奉‘文省事增’为概写历

史的准则，但文字过于简略，就不可能把历史过程的细

节详细地笔录下来，就会有简化、省略、遗漏及错误的

地方。而录音则能够保存耳闻目睹者原始的叙述，每

字每句毫无差错，连语气口音都不会走样，而录像更能

够保存口述者生活和行动的某些片断形象，使后人与

原始口述者几乎零距离”［1］。刘志琴教授则把田野调

查引起史学研究者的关注和口述史的兴起视为当代中

国史学发展的两大趋势，并指出，“这两者标志当代史

学研究的视野从单纯的文献求证转向社会、民间资料

的发掘，这是历史学进入 21 世纪的重要倾向。对传统

的史学研究方法来说，口述史学无异是一场革命性的

变革”［2］。随着一些著名史学家肯定口述史的价值，一

些口述史学者热议“口述与文献谁能还原历史”，一些

著名文化史学者预言口述史将会引起史学领域的革

命，以及一系列口述史学术会议的相继召开，不仅学术

界连年出现了口述史、口述史学、口述方法之类的广泛

研讨，同时产生了一批又一批口述史研究成果，中国口

述史研究蓬勃发展，方兴未艾。
在现代口述史研究中，一大批生动的研究成果借

助报刊、电视、网络等多种媒体广泛传播，内容涉及到

中国现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各个方面，如抗日战争、抗美

援朝、农业合作化、“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诸多历

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和大众生活面相。涉及政治、外交、
社会、政策理论、经济、教育、文学艺术、影视、灾荒与赈

济等多个学科领域的大量口述、访谈、纪实、见证、见闻

以及老百姓日常生活经历感受的各类口述叙事蜂拥而

起。卸任官员、社会名流、资深教授、著名学者、演艺名

家、一代知青、各层民众、特殊职业或群体中人……纷

纷成为口述历史的主体。人物自传性口述备受读者青

睐。电视节目中“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转为情景再

现式述说，切入家庭伦理、道德与法以及群体、个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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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历记忆。《我的抗战》之类口述已见续集，著名作

家以口述材料讲述灾荒的《温故一九四二》被搬上了银

幕……执政党和政府坚持思想解放的方针、知识分子

探究真实的理性良知和国人渴求真相的普遍心理夹杂

窥伺隐情的欲望，成为口述历史、口述文化持续不衰的

市场需求。
总之，口述史规模的扩展及其成果的持续积累，为

当代中国文化平添了许多丰富多彩的内容，对学术史

研究将会产生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这些影响主要体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为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提供大

量的资料，为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提供纵深研究、细致

描述的途径，并有助于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和书写范

式的创新。

二

口述史对于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的第一个影响

是，口述史可以为之提供大量生动的资料。
学术史如同一般史，具有历史存在和历史记忆两

个层面，中国当代学术史亦即新中国迄今六十余年来

学术发展至今的存在及学者笔下有关这个存在的记忆

构建。就前者来说，运用录音、录像承载资料的现代口

述史之前存在一个“回忆录”形式的口述史。笔者曾经

做过论证，那是传统的范围较狭的受政治影响较大的

史料学意义的口述［3］。尽管它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

但著述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史料学、文
献学却不能不开辟专章专节讨论“回忆录”。如果说史

料学是史学不可或缺的内容，那么，对于回忆录的研究

事实上已经是当代中华民国史学、中国现代史学、中共

党史学的组成部分。诸如回忆录如何产生发展变迁，

如何形成规模并长期延续流行，其推动因素及其学术

社会文化影响如何? 学者如何判定其价值与局限，以

及如何规范使用回忆录等，都当成为中国当代学术史

研究的内容。
而以录音、录像工具革新为标志的现代口述史，其

十余年来取得的大量成果所反映的历史存在，在两个

方面为中国当代史学增添了材料: 一是为更丰富、全
面、准确的历史书写提供了已有文献无法提供的史实

记忆。口述形式的历史固然有着因为各种原由造成的

非真实讲述，但不容否认的是，其中有许多历史真实存

在于文献记载未能涵盖的记忆历史真实的空间、触及

文献记载未能展现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感受，亦即涵容

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研究成果所没有提供的一部分实

际存在过的历史。今天的历史叙事应当补充这一空间

的史实，传统的史学理论应当直面这一空间史实的相

关问题、价值及意义。二是从事历史及史学研究的学

者自身的口述，可以直接成为史学学术史的材料，从中

亦可以得到文献无法提供至少不能完全提供的许多历

史细节，对精致的学术史叙事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就记忆层面的史学而言，口述叙史方式的强劲呈

现，特别是当它涉及同一史境、史事时呈现的与传统文

献证史所示不完全一致甚至迥异的历史画面或感受

时，所揭示的历史真相如何、口述与文献谁更接近历史

本相的问题，的确对传统史学提出了严峻挑战，逼使历

史学者特别是史学理论工作者正视并思考: 是否承认

口述史是记忆历史的一种方式? 口述史成果即便更多

地体现在“史料”层面上，但“史料学”即是“学”，强调

客观史学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之说更否认截然分开

二者; 那么，口述史是否可以称为“学”? 如果承认口述

史的确具有“学”的资格，它在史学的大范畴中居于什

么样的地位? 与其他部分构成什么样的逻辑关系? 口

述史本身的生成发展所体现的十余年来中国史学的发

展，只是资料意义上的变革，还是具有叙史方式意义上

的变革? 如果这一变革的趋势的确存在，未来的史书

应当怎样写? ……即便对这些问题不能一时得出定

论，将口述史这一叙事方式的出现以及有关口述史、口
述方法、口述史学之类的讨论作为当代历史学术的建

构记忆即中国当代学术史的组成部分，也是不应当有

疑问的。这样一来，现代口述史的出现及其研究就改

写了中国当代史学史。口述史相关理论的讨论及口述

史著成果，则为当代历史学术史的书写提供了新鲜资

料。

三

口述史对于中国当代学术史的第二个影响是，口

述史可以为之提供了纵深研究和细致描述的途径。
中国学术史的记忆，大抵自刘向、刘歆父子撰《别

录》、《七略》记载图书并分类，《汉书·艺文志》简述诸

子百家，迄明末、清初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宋元学

案》，到 20 世纪梁启超、钱穆分别写作《中国近三百年

学术史》，直到当代学者写《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

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等，其中学术生存发展的时代背

景，学术潮流，入史学者的学术创建，所涉人物的家世、
师承、心路、经历、为学缘起、讲学著述以及官学、私学

书院，学人萃聚，学派洐生，乃至师生问答、回忆记述

等，无不依据文献资料。相对于汉唐时期简单的学派

分类、学术内容概要介绍，从明清以学者为中心到近现

代以思潮发展、学术进步为中心，围绕著述成果，尽可

能扩大相关资料范围，应当能够将学术发展的历史描

述下来。
今天的情况则不同了。以钱穆、梁启超为例。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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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的学术史所涉基本上是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经学学

术，讨论的内容无非明末、清初以迄晚清儒林学者如何

梳解、释发先秦至宋代儒者的仁、礼、义、利、理、气、心性

之类的道德伦理。梁启超的学术史虽然以传统的“反

动”即学术革命立意，以思潮、学人、学科、成就等经纬，

观照历史进步大势和西学分类，但所涉“近三百年”是

尚未进入现代的中国学术，其经学、小学、音韵、古籍、
史学、方志、地理、谱牒、历算、乐曲之类多非现当代学

术内容。明清至民国，中国学术发生重大变迁，晚清迄

今的学术与西方现代科学理论相关，学者的研究思考、
时代给予学术的影响固然仍是考察的对象，但中西文

化碰撞与交流，传统经学让位于现代科学，学术分科复

杂化，学术机构组织化，学者个体研究之外，学科式、学
院式、集团式研究成为主导，师承学派关系愈益复杂。
学术成果以印刷图书杂志代替讲学、问学、刻版，周期

缩短，批量剧增，研讨交流面陡然扩大。以学术刊物发

表论文成为推动学术发展的基本渠道，学术成果体现

学术进步，从中反映出极其复杂的主客关联与群体效

应。注重问题意识使学术与遽变的社会生活紧密联

系，导致了研究主题多出而频繁变化，古今中外文化进

一步融会交流的语境和学者自由研究意识的觉醒，导

致了价值取向复杂化、研究方法多样化，不同观点的学

术论争与对研究主体理性和语言科学性的质疑，导致

了学术本身出现诸多问题……这就使中国现当代学术

史研究需要拥有更宽阔的眼界、更强的驾驭能力，从更

多层面和视角讨论问题，处理更为复杂的关系。
中国当代学术史即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来的学术

史，有其自身建立、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及规律。其中，

既有承袭古代经历近代民国延续下来的学术传统，也

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渊源及其不同时期的

理解发展，既有发达国家现代学术文化的影响，也有中

国从闭关锁国到开放、重新走向世界的曲折经历，以及

中国社会发展大起大落复杂变动、经济社会转型对学

术和学者心灵造成的影响。就其内容而言，仅人文社

会科学即有文、史、哲、政、经、法诸大门类，若以二级学

科划分，有数十个专题领域。运用传统的依据文献为

主的方式进行研究并非不可，问题是，现在已经出现了

口述史的成果和口述证史与文献证史的分野［4］，人们

已经意识到口述对文献的重要补充作用，中国当代学

术史的研究便有了一个新的方法选择。
事实上，随着近年来媒体影响的日益扩大，新闻采

访得到广泛应用。此外，社会学的田野考察、政治学领

域如阿尔蒙德以多个国家和地区调研问卷访谈为依据

研究比较政治文化的成果［5］，以及近些年被普遍接受

并流行的注重“深度访谈”获取资料途径的“质性研究

法”［6］等，与口述史的勃兴相呼应，口述方法已为多门

学科借鉴和采用。就学术史而言，以学术以及与之相

关联的文化教育部门负责人为主体的口述，可以提供

党和国家不同时期制定、实施方针政策的情况及其对

知识分子思想、生活、心态和研究活动，以及在学术层

面所产生的影响; 以研究机关、学校院系和学会、学社

群体负责人或知情人为主体的口述，可以了解相关研

究机构的形成和发展变迁及其与学术发展的关系; 以

专家学者为主体的口述，可以提供关于学术潮流发展、
学风变化、研究课题转换、科研体制变革、成果评估、学
术规范、学术交流等情况; 以博士、硕士研究生为主体

的口述，可以从就近感受不同学者的成就、思想、人格

风范、教育、传承等方面情况，了解学人、教育与学术的

关系。通过口述，可以在文献之外了解许多史实细节，

使学术史的构建和讲述更为真实可信，细致入微。这

是传统的以文献证史的学术史研究所无法相比的。
还需指出的是，当我们重新走向世界感受 20 世纪

西方学术思想的巨大变化，回应和消化分析哲学、存在

主义、批判理性主义、语言学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后
现代主义等一系列新理念、新视野、新方法带来的极大

冲击之际，反思六十年余来当代中国学术之路，愈发感

到有许多问题仅仅依靠文献资料，满足于表面上的理

解，显然还是远远不够的。而已往的六十余年又恰在

口述可及的取材时限之内，可以提供相对比较完备的

口述史成果。从事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学者若能有

意识、有计划地运用口述访谈获取那些无法在文献中

得到的资料，同时与文献材料对照互补，则能更加全

面、细致、深入、准确地掌握史实，对于写出更为完整、
真实的与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生存心灵史相关联

的学术史，一定会有十分重要的帮助。

四

口述史对于中国当代学术史的第三个影响是，口

述史有助于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和书写范式的创新。
一般认为，已有的学术史研究范式大抵为以学人

为中心的“学案体”和以学术思潮、机构设置、学科体系

建构、学术成就为主要内容的“综合体”。笔者认为，实

际上学术史可以有不同的体例和表现形式。宽泛地

说，常见于学术刊物的综述性文章，以不同学术范围、
不同主题为中心，讨论一段时期学术发展的趋势、研究

进展，介绍学术活动、热点问题、学术争鸣、新成果、新
资料，评价学术观点，展望学术前景，就是一种简略而

直观地反映学术核心内容的学术史成果。改革开放以

来，日益增多的由各出版机构出版的年鉴体学术报告，

评述上一年度学术发展成就，综述学科内不同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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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状况，介绍学者、新著，报导学术活动，是一种分科

的、定期的关于学术发展的整体性总结，也是一种学术

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但一般来说，这类成果缺乏一

定范围界定的、系统性的、高度概括性的以及深层次的

反思，尤其是较为分散和庞杂的门类与内容，并未给了

解、书写学术史带来多大的便利。
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当代学术史可以从两个层面上

来进行撰著: 一是相对具体的分科学术史。可以根据

学科本身的范畴、内容特点及其自身发展的历史，体现

学术思潮、学术组织、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学术发展

等。二是宏观学术史。研究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来学

术发展的整体面貌，涉及学术发展的时代背景、政治制

度和意识形态对学术发展的影响，学术组织的建构与

变迁，学术与文化繁荣进步、经济发展、社会生活之间

的互动关联，探索六十余年学术发展的规律，总结经验

与教训。从中国当代学术发展的宏观视野上立意，大

体来说应当涉及如下各方面内容，比如新中国从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成为意识形态主流和学术指导思想，到

党和国家领导下社会主义学术体制的建立发展，从国

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和高等学校教育科研体系的建

立到各门学科的形成及曲折发展，从知识分子思想改

造及“双百”方针的提出，到反右派、反右倾和“文化大

革命”对文化学术的破坏，从闭关锁国的自我发展到改

革开放重新打开国门感受全球化浪潮，实现新一轮现

代学术引进、与世界发展潮流接轨，中国当代学术经历

了大变动、大曲折、大发展，学术史与中国当代政治、社
会、文化以及经济发展密切关联，并伴随着整个民族、
文化、知识分子的动荡坎坷，走过了十分曲折的历程。
这样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当代学术史，迥非以往，其重

点之处可以不放在具体的学术内涵上，而应考虑其整

体的生存状态，即重写学术与社会时代的关系，精写学

术的内容及其发展线索。这样，就需创建与以往完全

不同的研究和书写范式。可以想见，有关学术环境、学
术体制、方针政策、院所设置、高校教学科研体制、知识

分子与体制的关系及其自身彼此相互的联系和思想状

态、从封闭到开放引起的学术变动等，都可以而且必须

借助口述方法和口述史成果。即便研究学术本身的问

题，也可以通过不同层面学者的访谈口述，增补档案文

献类资料无法提供或至少无法提供具体细节的内容。
已有的口述史成果可以在两个层面上有助于宏观

学术史研究: 一是有关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著名学者，

即当代中国学术的参建者、亲历者的口述，无疑可以成

为直接的主题资料。二是一些涉及其他阶层和非学术

的口述如“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之类，有不少内容

可以作为学术史与社会关联的间接参考资料。对此，

有经验的历史研究工作者做这样的区分并非难事。
以上从三个方面粗略论述了口述史对于中国当代

学术史的影响。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也是笔者先前发

表的几篇有关口述史文章曾反复强调的，若使口述史

真正能够引起史学的革命性变革，真正成为中国学术

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甚而引起学术史研究范式的

创新，不仅要加大口述史采集的规模，尤其是要加强口

述叙史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因此，在“学”的层面上认

真研究口述史，规范其科学性，是从事史学理论研究的

学者们应当重视的课题。这也是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

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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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Influences of Oral History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Academic History
ZHU Zhi － min

(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 In the past ten years，contemporary Chinese oral histo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Some famous
scholars of cultural history predicted that oral history would bring about a revolution in the areas of histori-
ography． The research fruits of oral history influenced the orient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cademic
history，which can be reflected in the three aspects． First，a lot of vivid items are given; second，re-
search approaches are more than ever; third，new writing paradigm is innovated．
Key Words: oral history; contemporary Chinese academic history; orientation;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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