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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跨学科与跨领域的口述史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杨祥银 
 

 
    口述史是新兴的历史学研究方法与学科领域。由于研究主体、研究对象、研究目标与传播形
式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口述史在当代的发展呈现出日益明显的跨学科与跨领域的特征与趋势。 
    口述史的跨学科与跨领域特征及其趋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术层面的，一是社会层
面的。学术上表现为口述史与其他学科及研究领域互动的加强。口述史本身的方法与理论来源是

高度跨学科的，在某种程度上，它几乎涵盖了全部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口述史料的采集需要新闻

学的方法；采访对象的搜寻和确定需要社会学的方法；口述历史的写作需要文学的手法；口述历

史的深入解读需要用到心理学理论；口述历史档案化与数字化需要图书馆学与档案学知识；口述

历史的传播需要掌握现代媒体的操作方法；口述历史的著作权、隐私权和名誉权则涉及一些复杂

的法律问题。事实上，当代口述史学家充分吸收与借鉴了上述学科的有关概念与理论，初步形成

了一套科学、规范的口述史操作流程，相应的解释模式与理论框架也在形成中。从事口述史研究

需要精研上述各学科的某项具体方法，兼通其余，形成复合型的知识结构和开放包容的态度。 
    反过来看，口述史也引起了其他学科与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并在推动与促进跨学科研究与
应用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综观口述史在中国与世界各地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可以发现它已

经被广泛地应用于图书馆学、档案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教育学、文学、艺术学、心理

学等众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这些跨学科与跨领域应用中，其初级形式是利用口述史方法来记

录、保存、书写与传播相关学科本身的发展史，即口述形式的学术史。在这方面，较具代表性的

口述历史计划是由中国科协牵头，联合中组部、教育部、科技部等 11部委于 2010年启动的 “老
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通过回顾科学家的人生历程，记录中国自然科学成长发展的历

史。当然，更主要的应用还是体现为口述史学术术语、研究方法与视角、学科理论与功能等在其

他学科与领域中的交叉借用与整合。 
    口述史在实践层面的跨领域现象，是指口述史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互动的加深。目前，以抗
战史为代表的军事史仍然是口述史关注的重点，但口述史的实践对象并不限于此，正从军事领域

扩大到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诸多具体环节。史学研究者要具备现实感，通过关注社会生活各

个领域的变化和发展发现可研究的问题并予以回答，可以说，史学研究本就是跨领域的。口述史

作为史学的分支学科，自然也不例外。但由于口述史比传统史学更加趋向大众化，带有显著的实

践特色，因此与现实社会生活的结合也自然更加紧密，这也是口述史健康发展的必然之理。国内

口述史研究者普遍认为，中国口述史如果要得到学术界、教育界、政府和社会的认同，就必须进

一步面向社会和大众，分别去做专题性的口述史，让社会大众通过口述自己的历史，汇聚成厚重

的家国记忆。 
    需要指出的是，口述史与社会生活的互动是由口述史带动的。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无数事
物、事件和人群，都可以进行口述历史记录，也就是说，可以找到相对明确的口述历史访谈对象，

但只有通过口述史的方法对其加以挖掘，才能将潜在的历史呈现出来，赋予其以清晰的面貌。事

实也证明，口述史一旦进入某个领域，就会引起那一领域人们对历史的重视，或者引起对那一领

域历史的重新认识。而这种对历史的重视或重新认识，又会回过头来推动口述历史工作的深入开

展。中国口述史发展到今天，涉及的领域已经非常广泛，参与的人群也已达到相当的规模，这为

口述史与更多的社会领域深度融合提供了条件。 
    口述史对社会生活的跨领域渗透主要表现为实践与研究主体的多元化，典型之一就是社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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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历史计划。这些计划的发起者与实践者绝大部分都不是专业的学术研究者，而通常是一些拥有

某种共同业余兴趣与爱好并深耕于某一社区的专业学会、志愿者组织或个人。在某种意义上，口

述史近几年来在中国的日益流行与广受关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这些社区口述历史计划的倡导

与推动。它们围绕特定的街区、乡村、城市、历史遗迹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一系列的挖掘、

记录、保存、整理与传播的工作，进而以口述历史活动来提升个人历史意识、增强社区意识以及

凝聚与塑造社区认同。 
    时至今日，口述史学科还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创新中不断发展，我们对其的理解也要与时俱
进。我认为，应该对口述史进行更高定位，将其与其他一般性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区别开来，突出

其开放性、实践性与兼容性，以利发掘由口述史本身跨学科及跨领域特征所带来的巨大应用价值。

未来，学界同仁应努力使口述史在更新学科研究方法、加强文化代际传承、推动教育事业发展以

及提供决策咨询信息等多个方面发挥更大价值与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