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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周近日在中国传媒大
学落下帷幕，这届国际周以“承继·创新——口述
历史记录与呈现的多元探索”为主题。这是中国一
年一度规模最大的口述历史主题活动，与会专家学

者、项目代表、会员及媒体交流研讨了理论、实践与
应用等多个层面的问题，既涉及 2022 年中国口述历
史事业在方法上的深耕与突破，又涉及形式上的坚守
与创新……

现代口述历史概念进入中国40余年，并在公众领
域繁荣10余年后，口述历史界的同仁仍能持续在其中
找到新的视角并加以分析、研究。在第八届中国口述历
史国际周论坛上，关于“旧”问题的新讨论涉及：如何
将访谈的优势最大化、如何在常规选题中发现新的研究
方向、如何进一步拓展口述历史资料的应用等，这些讨
论将促进业界深入理解口述历史的优势和潜力。

在第八届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周论坛上，最吸引注意
力的话题是：对口述历史核心行为——“与人对话”的
应用探究。著名主持人敬一丹以“细节的力量”为主题
做了人物访谈经验的分享，鼓励从业者从影像、文字和
日常中发现具有代表性的“众生相”；中国传媒大学教
授崔永元通过对比新闻采访与口述历史访谈的区别，强
调因后者不具有发表的时效压力，操作中可以更具耐
心。访谈者通过时间的积淀加深与受访者的连接，进而
访谈到更多的细节内容；创作了《西南联大》等多个主
题口述历史纪录片的徐蓓导演在总结经验时也提到，访
谈过程是双方共同营造对话空间的过程，正式访谈之前
的准备是否充足、交流时的眼神是否真诚和专注都很重
要。中国传媒大学教师张明巍提醒实践中切勿理想化，
希望访谈到何人、是否能实现以及对方是否同意授权构
成完整的文献链条，缺一不可。口述历史始终是围绕人
而展开，最大的“技巧”是真诚。

其次，寻找同类题材的不同切入角度，也吸引了众
多研究者的关注。许多项目团队深耕以往无人涉足的题
材，重新审视看似寻常的研究领域，并提炼出独到的分
支主题。以战争题材为例，今年就涌现出了“胶东乳
娘”“红嫂的乳汁”“日军战俘营的盟军战俘”等主题，
与上一年度的“支前民工”等项目相接续，持续了十余
年的战争领域口述历史仍在焕发新的生机，凸显口述历
史实践者们更加关注具体细节、关注更为具体的人的视
角。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周东华在评价“寻找国立一中
1938”项目时关注到历史的拥有者问题，他表示：无
论历史学家、媒体，还是大时代中的平凡一员，讲出自
己的经历本身就构成了历史真实的一部分，也是民族认
同和家国情怀认同的一部分。另一种不同角度的纪录体
现在对同一批研究对象跨时间段的关注上，如时隔60
余年寻访新中国“二十二大影星”的纪录电影 《演
员》，该片导演潘奕霖认为，之前大家看到的是影星们
在银幕上塑造的形象，但他们的人生经历、对往事的看
法，诉说往事时的举手投足和对特定年代的回忆……这
些内容的历史价值在更久远的将来会更有意义。

此外，口述历史传播形式的新突破，是今年口述历
史周最值得关注的一大亮点。口述资料成果在领域、样
态、思路等方面均呈现出多样性。口述历史作为档案，
继续被广泛应用于校史、机构史、地方史、行业史的
研究中。以“文溯阁《四库全书》入甘55年口述史”
项目为例，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全根先评价其意义重
大、挖掘细致，是文化遗产类口述史项目的成功案
例。“电科记忆”“口述矿大校史”“南外记忆”“口述
滨医”“首都博物馆口述历史”“进士家族后人寻访”

“风起越城”“本溪话剧口述史”“小浪底库区移民”
“口述云南”“口述海南”“深圳大鹏红色革命口述
史”“干城·抗美援朝老战士口述史”“萧山践行‘八
八战略’”等文博方志机构开展的项目在2022年的口
述史创作中成为一种现象。民间团队关注并独立完成
的“见证·胜利”“老兵‘说’”“江城老兵忆军史”

“西藏八廓古城口述史”“吉安工业记忆”“一家基金
会理事会的故事”等项目，也彰显了口述历史在行业
历史纪录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口述历史成为作品，图书仍是常见的产出形式。当
《悠悠岁月》《记忆记忆》等书在国际上频繁引发人们对
个体记忆的讨论与思考时，当《漫长的余生》《历史的
微声》 等大家之作唤起更多人对微观述史的关注时，
《寻常百姓家》《长辈的故事》等作品也向读者展示了小
人物的人生缩影。对此，宁波大学教授钱茂伟将历史定
义为文本化的过往，个人、家庭、家族在历史长河中的
经历如果没有留下文本，就不能传承下来。本年度的其
他主题出版物也颇具价值，《身为动画人·上海美影人
口述史》被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薛燕平誉为“中国动画
黄金时代最温暖、浪漫、幽默、自由、平等的记忆，在
这个项目里比比皆是”，此书与 《“关东州”历史记
忆》《中国第一代电视剧人口述史》《逆流者》等都抢救
性记录了久未发声的特殊群体，为其在历史长河中留下
了独特的声音。

口述历史成果多场景应用探索，是2022年中国口
述历史事业最大的亮点。传统形式之外，今年涌现出了
将采集成果转化为剧本杀作品的“黄礁岛白果岛守岛人
离岛人军事遗址人文纪实”和将口述历史课程转化为装
置展览的“中央美院实验艺术学院口述历史课”项目。
纪录片导演章梦奇发起的“母亲影展”和导演顾雪发起
的“家庭影像”等主题活动，更是汇聚具体群体、通过
口述历史方法保存记忆，实现了“从自我的照亮到众人
的照亮”。可见，一方面，从业界乃至大众习以为常的
传统主题项目中发现新的选题和传播方向，有利于项目
团队的内容创新；另一方面，在法律与伦理框架内实施
的创新思维，也帮助许多项目团队拓展了空间，打破长
期困扰口述历史发展的“变现难”问题。“赣江渔民口
述史”等以文化投资心态做项目的团队，不仅保留下历
史和文化，也实现了团队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更为许多
同类民间组织蹚出了新路。这让口述历史项目商业化的
思考再次进入学术视野，得到了较以往更加正面的
回应。

方法上的深耕与突破：
发掘平凡对象的不凡之处

为促进口述历史的全面发展，需要口述历史人从不
同层面加以努力：既要对内潜心研究，不断完善采集方
法的研究；又要对外勇于承担，尽可能发挥口述史手段
在中国故事的采集与传播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激发记录
者的责任意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祥银总结了中国口
述历史事业面临的三大难题：如何培养下一代口述历史
学家、如何加强口述历史的研究、如何拓展口述历史人
的时代担当。

为了培养下一代口述历史学家，众多高校的口述史
教育将实践与研究结合在一起。很多高等院校推动的口
述历史项目吸引业界关注：“黑龙江工业建设口述史
1949-1999”“改革开放后湖南铁路的变迁与建设”“南
京市原工商业者口述历史”“‘大生人’口述历史”
“‘浙’里的村支书”“苏中地区新四军老兵记忆传
承”“黄河滩区乡村振兴影像图志”“口述史之歌以三
线”“档案中的军工文化”“张家口重要党史人物回忆
录”“新农人的致富记忆与带头密码”“陕西乡村振兴口
述史报告”“湖北省巴东县乡村教师口述史研究”“蒙医
整骨术口述史”“深圳科创家口述史”“中国帆船运动七
十年”“退役军人口述历史”等。“初中生学做口述史”

“奋斗西南岗”等青少年主持或参与的口述历史项目也
让人眼前一亮。

与口述史实践的丰富多彩相比，理论研究存在着诸
多问题与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定宜庄认为，学
界存在同一个口述历史问题被不同学者反复论证的情
况，和把过去已有结论的问题仍当作新问题开展研究
的现象，希望青年研究者的工作可以清醒、深入，并
强调了记忆的特殊性及其研究价值。中国传媒大学教
授王宇英同样认为，口述史记录的是口述者对自身经
历的阐释，是复杂的、创造性的和变动的，背后有值
得分析的文化和社会心理，并建议研究者关注口述者和
访谈者共同构建的双主体性。

口述历史的跨学科应用，是中外学者共同注意到的
趋势。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赵小建认为，
口述历史近年也展现出多学科、多视角的发展趋势。本
年度国际项目如英国《一战小人物口述史》、加拿大《原
住民口述历史读本》和加拿大华人移民《选择》（海洋省
卷），国内项目如“‘慰安妇’口述历史工作的转向与实
践”“生命的守望：全国麻风休养员口述史”“云南麻风
村的余生”“记忆·发声：农村妇女口述史”“寻访女性力
量·黎乡教师”“中华多民族作家口述历史”“黑白·性少
数群体自传”等项目进一步推动了对少数群体的记忆
资料的挖掘。新加坡学者赖素春强调，实践中访员和
外物的介入、使用者的解读等因素都会对口述历史信
息增加不确定性，这也是它经常遭受质疑的原因之
一。在资料整理过程中加入对这些变数的记录和解
读，会使研究更站得住脚。中国传媒大学教师高海涛
认为，对口述者原意的理解非常依赖于语境，口述历
史的编校工作不仅要面对文字，还要重温声画。此
外，《中国口述历史理论》《多学科视域下的当代中国
口述史学研究》等书的出版和江苏省口述历史研究会
年会、第五届全国音乐口述史研讨会、河阳研究院口
述史暑期班、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口述历史大赛
暨研习营、中国建筑口述史实践工作坊等的举办，也
显示出口述历史研究的跨学科发展态势。

口述历史人体现其时代担当，是口述历史社会价
值的深层次体现。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历史学教授阿
利斯泰尔·汤姆森表示，他40余年来“参加口述历史
周这样规模的国际活动，并了解不同文化差异下的口
述历史规范。亚洲文化背景下的交流方式是不同的，
口述历史需要顺应文化背景。”香港中文大学教师熊
景明认为，笼统看来，西方是以个人为单位的，中国
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中国对家族的认同也会延伸
到对故乡的认同、城市的认同，最后演化为对国家的
认同。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刘书峰认为，口述历史的多
元性不单体现在研究阶段，同样适用于应用传播环
节，口述历史素材可以制作成影像、广播等公共产
品，以扩大影响。

这三大议题回应了近年来行业内对于“标准化”问
题的讨论。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教授周晓虹近年带
领师生做出的新中国工业建设、人物群像等口述史主题
项目，采集到大量生动翔实的资料。他认为，口述历史
可以从多个角度切入，不主张用同一套标准来对口述史
进行整齐划一的处理，从而遮蔽口述史的亲历者以及研
究者、采集者个人的理解、个人的经历以及个人想象的
贡献和作用。当然，去标准化并不意味着各自为战，对
口述历史采集的基本方法和伦理问题还需要有根本的共
识，业界共识基础之上的发挥才有价值。中国历史研究
院研究员左玉河的“口述历史视域中的创伤记忆问题”
研究就具有普遍的伦理共识基础，他认为在研究记忆的
误差、记忆遗忘的成因以及对创伤记忆采集的尺度等方
面都要考虑“人”的因素，并提出“口述访谈的伦理底
线就是一切以不伤害当事人为准”的观点，强调对创伤
者的访谈要以当事人的意愿为准，避免在访谈中对当事
人产生二次伤害，并呼吁将此作为口述历史工作者必须
坚守的伦理底线。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2022年的中国口述历
史人较以往更能体会时代改变之猛烈与亲历历史的切
肤之感。口述历史事业担负着家国记忆的收集乃至战
略性信息档案资源建设的重任，围绕着更加立体的

“人民”形象，中国口述历史事业必将迎来更进一步的
全面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理念上的内观与外化：
提炼中国特色，记录中国故事

记忆是口述历史的核心。呈现记
忆的方法有许多种，除文字形式外，影
像已成为非常普通的记录载体。不仅
戏剧与影视学、传播学等相关领域长期
研究这一变化，其他学科也在投入更多
关注。实践者不断生发出新的创造力，
研究者随之发现新的观察领域，二者在
其中殊途同归，越发能达成共识。

2022 年的口述史实践给人们留下
了丰富多彩的研究对象。中国广播电
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特别节目部主任
闫东认为，口述历史这样一种厚重又多
姿多彩的表达力量，增强了他一系列作
品的主动性、生动性、平实性和可看性。
纪录片《无尽攀登》的导演叶俊策在创作
中摒弃了表达技巧，因为主人公夏伯渝
本身的故事就非常打动人，原生态的记
录比创作技巧更为重要。《自画像：47公
里童话》的导演章梦奇在谈及创作轨迹
时，明确提到：创作的初衷是因为其参与
了“民间记忆计划”，为了做祖辈的口述
历史访谈才回到故乡。在村庄的日子成

为她创作的转折：“我的世界被他人的故
事打开和填充，变得更丰厚了。”日本国
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副主任
野口裕子坦言，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
年之际完成口述史项目“风月同天 携
手共进——中国的日本研究50年回顾
与展望”，不仅记录了中国的日本研究发
展历程，还反映出不同时期的日中关系
和社会形态，更难能可贵地记录下了学
术往来沟通了学者之间的心灵，体现出
两国之间持续交流的重要性。

口述历史与影像的加法，带来了全
方位的跨界思考。“大江大海少年影像
学院”创始人唐建光将 10 余年口述历
史实践的变化总结为“从大到越来越
小，越来越做到外行”：他的口述历史教
授对象逐步向青少年沉淀，创作过程则
越来越多地纳入了新的方法与思路。
浙江传媒学院副教授潘志琪认为，口述
历史是纪录片创作的常用方法，纪录片
的国际传播要求简化语言表达，通过画
面展现时间、空间，最终达到个体或国

家意志的传播。中国传媒大学教师郭晓
明认为，口述史创作既要考虑个人情怀，
又要兼顾受众及平台、资金渠道等，这种
现状促生了口述史创作的“亚文化态势”，
即“小而美”的口述历史项目：口述历史记
录者用摄录设备记录观察到的内容，内容
的影像属性又为作品通过多平台传播提
供更多可能性。今年较受关注的《珠峰队
长》《宵夜江湖·第二季》等作品均属此列。

研究者对2022年的口述史实践进行
了谨慎的观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姜萌
认为，口述历史的记录、书写和知识传播
及接受方式正在发生深刻改变。历史学
界已经有越来越多人接受影像史料，但影
像作为历史书写的介质之一还没有得到
全社会的广泛认可，在记录方法上也亟待
进一步的规范。北京大学教授王奇生认
为，记录者如果在口述史记录过程中掺杂
进主观表达，就不是真正的客观记录。尽
管如此还是要特别重视口述历史，尤其是
共和国时期的当代史，以改变研究及教学
中现有官方史料的同质性和单一性现
象。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朱靖江认为，影像
可以提供更具象、更有个体生命感的口述
内容，口述史和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
多个学科都在建构历史叙事，在理论上有
很强的互补性。中国传媒大学教师于音
注意到前期数据整理的重要性，希望在影
音数据的整理过程中逐步完善规范各项
工作流程。从上述研究者们的观察可以
看出，口述历史的研究者们正在跳出单一
学科视角，正在构建口述历史的理论框
架和方法论体系。

技术上的坚守与创新：
势不可挡的影像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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