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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地方文献工作之新视野与新拓展 

—以浙江图书馆为例 

刘杭 

(浙江图书馆 浙江杭州  310007) 

【摘 要】口述历史对于国内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来说是一种创新性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地方

文献资源体系建设方面,二是地方文献研究开发方面。本文以浙江图书馆为例,论述了口述历史的概念、意义、功用,

并对口述历史在地方文献工作中的运用进行了初步的探析。 

【关键词】口述历史；地方文献；收藏研究 

【分类号】G 255 

1 导言 

口述历史是时下风行于学术界的一种研究方法,尤其在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多有建树和贡献。它是以人为本的

研究方法,一如保尔·汤普逊在《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中所说:“口述史是围绕着人民而建构起来的历史,它为历史本身带来了

活力,也拓宽了历史的范围。”
①
正是由于其所具有的人民性,决定了口述历史应该而且肯定能够为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带来新的

视野、新的方法和新的趋势。因为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核心价值就在于服务民众,典藏人类的文化记录并使之传承后世。1930年 6

月,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为陈垣《敦煌劫余录》作序,说了这样一段话:“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

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

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②
因此,地方文献工作应如何顺应新时代的学术潮流,怎样利用口述历史

资料来完善地方文献资源体系,如何运用口述历史的方法来创造新史料并构建地方社会的集体记忆等都是需要地方文献工作者

们共同关注的课题。 

2 口述历史的概念、意义与功用 

口述历史就是过去的记录,它为我们开启了一扇触摸过去的窗口,而这种记录并不是以文字而是以口语来表现的。自有人类

以来,就有口述历史。中国本身就有着悠久的口述传统,例如上古时代的三皇五帝的传说。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中的上古史,就

是口述历史资料的集成。口述历史是根植于人类祖先的记忆中的。如今,口述历史的意义扩大了,它包括了对于人类记忆进行访

谈并加以记录的过程。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就是通过传统的笔录或者录音和录影等现代技术手段的使用,记录历史事件的亲

历者或者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证据。它产生于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互动,是双方紧密合作的产物。“口述历史”一词最

初出现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阿兰·内文斯(Allan Nevins)在 1940年代对美国“风云人物”的回忆所作的记录。他认为:

“现代生活的快速与多元,要以过去那种系统性及思考性的书写来表现是有困难的。”
③
口述历史属于社会记忆范畴。现代口述历

史研究的兴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通过口述历史的方法,如实记录下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科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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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抑或只是个人的亲身感受,对于后人研究我们所经历的这段历史,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或教训,都是深具意义的事情。 

口述历史赋予了我们一种穿越时空的力量,通过受访者语言的表述、情感的宣泄,我们得以知晓当时人、事所处的历史背景,

并从中探究到历史存在的多重面相。口述历史本身并没有独特的目的,它的目的应该是为文献史学提供更加丰富的史料和多元的

视角,以构建具有公共性的历史。它的特性就是:能提供一般研究使用、能重新加以阐释、能接受鉴定的确认。口述历史在复原

历史方面,有其他任何档案、文献资料无法替代的价值。口述历史的另一特殊的价值,在于它将亲历者的声音保留了下来,通过分

析语言、声调和口述者的主观意思,研究人员不仅可以从中体会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也可以明了历史事件背后的社会含义。由于

口述历史在弥补历史断层、关注弱势群体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殊作用,因此它也是“塑造社会共同记忆”的重要手段。以往的“历

史”往往依赖于知识阶级所掌握的文字来书写、保存和传递。口述历史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知识精英”与“文字”的双重限

制,让我们能够更广泛地倾听“过去的声音”。毋庸置疑,口述历史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口述历史的应用空间变得更加广阔,也让历史研究变得更多元化、民主化。所以,口述历史其实不只是一门历史技法,

它是一种理解人类历史的崭新立场和态度。自 1940 年代口述历史从美国兴起之后,经过近 70 年的发展壮大,当代西方口述历史

研究范围已涉及到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艺术史、地方史、妇女史、家庭史等历史学的方方面面,广泛地

应用于文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新闻学、医学以及课堂教学等领域,这集中体现了口述历史的社会功用和价值。口述历

史的引入,使得人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人人都可能成为历史学家。 

3 口述历史对地方文献工作之意义 

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口述历史的应用已深深地介入到西方社会的公共图书馆工作中。正如保尔·汤普逊所说:“它

们(口述史)还会对博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所呈现的历史产生影响。目前,这些机构都有能力将生活融入到收集工作之中,并借

此使其自身与社区之间建立一种更加积极的关系。”
④
据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资讯研究所学者陈昭珍针对欧美公共图书馆地方文

献征集工作的考察,可以发现 1970年代以来美国各州的公共图书馆进行过许多口述历史计划,邀请地方耆老谈述地方早期经历与

见闻并保存了大批录音材料。
⑤
台湾地区自 1980 年代解除戒严以后,口述历史研究除了在政治事件方面力图弥补过去的空白外,

还被广泛运用到社会活动的其他领域,小到地方街道的变化,大到民俗文物、传统产业发展史都有所触及
⑥
。现今,口述历史研究

在国内尚不普遍,特别是在公共图书馆系统。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不能与西方国家及台湾地区相比肩。但是,伴随着中

国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口述历史必然会成为公共图书馆开展征集文献资料与研究开发工作的必备手段。 

地方文献工作是公共图书馆必有的专职业务,是社会赋予的光荣职责,也是构建特色图书馆的基础。地方文献即是与地方相

关的各种信息的总和,也是一个地方的发展见证。地方文献记录、留存了社会变迁的印记、记忆和资料,反映了特定区域的习俗、

文化、精神、特质,是区域文明进程的记录和写真。如果将各地的地方文献结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国家最珍贵的史料。这些

珍贵的地方文献,具有保存地方史料、增进地方了解、提供乡土教材、凝聚地方意识等价值。地方文献是公共图书馆最主要的典

藏资源,因而地方文献工作被视为服务地方社会的责任和荣誉。地方文献工作的终极使命就是推进区域文化传统的充分和有序传

承,推动区域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而口述历史的应用对地方文献的贡献不仅仅是在历史资料收集上,它同时也在采集地方社会的

集体记忆,以此可以深化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因此,在地方文献工作中引入口述历史定然会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口述历史在地方文献工作中的应用大致可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能够完善地方文献资源体系建设,并突出地域特色,进而

形成馆藏优势资源。地方文献资源体系的建设,是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事业,立身之本,是开展其他一切工作的前提条件。体系的

规模、完整及独特程度是检验该体系优劣与价值的主要标准。口述历史恰恰能够在地方文献资源体系的规模、完整程度上给予

必要的支持,更能为公共图书馆建设和形成特色文献、强势文献提供重要的手段。严格意义上讲,口述历史只是一种收集史料的

方法和技巧。它已成为现时世界性极普遍的搜集史料的方法,而且适用于各个领域。1953 年 1 月,胡适在台湾文献委员会欢迎会

作《搜集史料重于修史》主题演讲时指出:“给台湾的历史保藏史料,原料越是保藏得多,搜集得多,比起将原料整理删除编整的

工作,都远为重要。”
⑦
由此可见,搜集资料、保藏原料对地方文献工作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因为口述历史获得的资料,都是难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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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出版的文献中寻获的珍贵材料。所以口述历史资料对于地方文献更是弥足珍贵。其二可以提升地方文献工作中研究和开发

的水平,籍此深化地方文献工作者对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研究与开发是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较高层次的业务,也是专业技

术含量较高、专业素质要求较完备的工作。研究工作需要有创造性。口述历史正是如此,它不只是在收集资料,而且是在“创造”

新的历史材料。由录音、录像技术形成的原始口述历史资料本身还有许多不尽完善及缺漏之处,这就需要对材料进行专业的文字

整理,通过分类技巧并在此基础上组织成一份正式的口述历史报告。口述历史资料的采获端赖于新技术设备的运用、采访者对地

域历史文化知识的储备、敏锐的洞察力、交际的协调亲和力和文字的编辑处理能力。口述历史的应用不但能够提高地方文献工

作者各个方面的专业素质,同时也能为地方文献工作开辟出重要的、新的探索领域。地方文献工作者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加深对

本地历史文化的了解,拓展与贡献对地方文化的研究,赢得应有的专业话语权和社会地位。口述历史可以成为地方历史文化研究

的丰富主题,诸如地方政治演变、地方家族源流与迁播、地方工业或手工业史、地方历史文化遗产等等。作为传统历史文献的一

种有益补充,随着高科技的突飞猛进、数字化浪潮的方兴未艾,口述历史必定会成为地方文献工作的拓展方向。 

4 浙江图书馆开展口述历史工作的构想 

公共图书馆引入口述历史的方法,可以拓展图书馆工作的视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是创新精神的一种体现。作为有百年历史

的浙江图书馆基础扎实、实力雄厚。在口述历史尚未普及的情况下,浙江图书馆开展口述历史工作必能引领一时风骚。这对于图

书馆服务社会公众,创造社会效益都是意义非凡的。浙江图书馆开展口述历史工作有其先天的优势和现实的需求。首先在于深厚

的历史基础优势。浙江历史积淀丰厚,文化灿烂多样,人文资源得天独厚。历史上名人辈出,素称“人文荟萃,著述斐然”之邦。

浙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尤其辉煌,一部民国史近半由浙人写就。文教艺术界有以鲁迅、蔡元培、黄宾虹等为代表一大批文化名人,

政军界以蒋介石、陈氏兄弟、陈诚等为代表,经济界有以虞恰卿为代表的浙江财团,这些都能够为口述历史工作的开展提供丰富

的素材。其次具备优渥的经济基础优势。浙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从南宋至民国,浙江的文明尤其是

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长期居于全国领先水平。时至今日,浙江的人均生产总值已居全国各省区之首。口述历史需要大量的资金投

入。发达的浙江经济可以为口述历史工作的开展提供资金的保障。最后是出于现实的需要。随着年华的流逝,许多经历过红军时

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反右时期、三年灾荒时期及文革时期,亲历重大历史事件的人物,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普通

人物都已渐渐老去。挖掘他们记忆中的历史资料已成为迫切的现实需求。而采用口述历史的方法正是最有效的。 

虽然近年来口述历史在学术界受到广泛的重视,全国性、区域性的口述历史学会纷纷建立,口述历史研究成果也大量发布,但

是浙江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涉足还比较晚,系统的口述历史调查活动也开展得较少。有案可查的事例也屈指可数,主要案例有

2005 年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曾经组织师生在浙江全省范围内展开了以抗日战争为主题的口述历

史访谈活动,收集了大量历史文献中难以看到的历史细节并结集出版了《烽火岁月中的记忆:浙江抗日战争口述访谈》;2003年为

配合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浙江省民族民间艺术保护工程工作会议下发了《浙江省民族民间艺术资源普查工作方案

(2002～ 2005 年)》,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广泛、深入、细致的民族民间艺术资源普查,以实地调查为主,运用了文字、录音、录

像等多种手段,这也可视为口述历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初步尝试。目前,浙江正在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深入实施文化保护工

程。值此浙江文化建设的战略机遇期,作为全省地方文献收集、典藏、研究、开发中心的浙江图书馆地方文献部更应积极投入到

口述历史工作中,利用创新方法拓宽新视野、开发新领域,以此扩大浙江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创新是文化发展的永恒主题,地方文

献工作者就应该是最少保守思想、最富于开创精神的人。基于社会的责任感和历史的使命感,开展口述历史工作是浙江图书馆地

方文献部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浙江图书馆地方文献部自 1997 年成立以来,经 10 年的积累,已构建了完善的文献征集网络。与众多的专业机构建立了良好

的业务协作关系,诸如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浙江省文物局、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等等,并在此基础上,掌握了大量可资利用的人脉资源。部门工作人员也

具电子科技、历史文化、电脑网络、文字编辑等相关知识储备,因此地方文献部完全有能力、有水平开展口述历史工作。鉴于口

述历史为历史研究和其他人文学科做出的重要贡献,地方文献部拟定的口述历史工作设想为:一是设置浙江口述历史研究中心,

以此常设机构申请经费支持,协调各专门单位的资助与合作,广泛收集有关浙江历史和社会的口述资料并建立一个系统化的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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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资源典藏库。在有可能的条件下,进一步实施数据化重整以利传播、推广和使用。建立一个属于浙江人的口述历史资源

数据库,可以促进浙江区域研究的发展,有助于浙江文化保护工程的建设。采集和保存浙江人的集体记忆,将增进浙江人爱土爱乡

的意识和对浙江社会的认同感。二是明确地方文献部口述历史资源馆藏发展政策,制定翔实和便于操作的计划。以此作为口述历

史资料征集、收藏、整理、撰述与服务的指针和依据,以便将有限的精力与经费做到最有效的应用。浙江图书馆地方文献部近期

口述历史计划访问的目标对象是以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科技等方面有重要经历的人物为原则。访问的目的在于采

访当代人物,就其所见所闻为历史作证并保留忠实而深入的记录。 

5 结语 

口述历史是一项耗时、耗力、耗费心神与金钱的活动。对于公共图书馆及其工作人员来说更是如此。出于社会荣誉感和历

史责任感,地方文献工作者们理应肩负起这项重任,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抢救日益消失的文化资产,为后世留下看不见的文化精华。

当然,口述历史工作的成功实施并不能一蹴而就,它需要日积月累的辛勤劳作,更仰赖于地方文献工作者们的专业、毅力、努力。

可以确定的是,口述历史必然会在不远的将来,为地方文献工作开创新的局面。(来稿时间:2009 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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