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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革命与美国口述史学

杨祥银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３２５０３５）

　　摘要：作为一种实践性和操作性很强的研究领域与方法，美国口述史学的兴起 与 发 展 直 接 得 益 于 现 代 技

术的发明、创新与应用。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以个人计算机、智能手机与互联网等计算机、网络、通信、

信息管理以及多媒体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化革命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则给美国口述史学的发展带来前 所 未 有 的

机遇与挑战。概括而言，数字化革命对于美国口述史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 不 仅 极 大 地 促 进 了 更 为 广 泛 而

深入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更为重要的是，它 改 变 着 记 录、保 存、编 目、索 引、检 索、解 释、分 享 与 呈 现 口 述

历史的方式与内容，这些都将严重挑战以书写抄本为基础的口述历史的传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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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学与现 代 技 术 有 着 非 常 深 远 和 紧 密 的 联 系，美 国 现 代 口 述 史 学 之 父———阿 兰·内 文 斯

（Ａｌｌａｎ　Ｎｅｖｉｎｓ）就直言美国口述史学诞生于现代发明与技术。①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初，内文斯曾指出，
电话、汽车和飞机等现代通讯与交通技术的发展使人们之间的相互接触变得更加容易，它们将逐渐取

代旧有的秘密信件来往，而可能使将来的历史学家失去不可估量的宝贵原始资料。正是如此，他认为

随着手写记录的进一步衰退，口述历史在弥补传统文献资料的不足方面将大有可为。②
美国口述史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现代技术手段的革新与应用，录音机、录像机 （摄影

机）、记录介质、转录器、文字处理机、计算机、互联网以及相关信息管理技术 （存储、编目、索引、
检索与访问）的发明与应用都极大地提升了口述历史工作者的工作效率与社会影响力。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时任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ｆｉｃｅ）主任路

易斯·斯塔尔 （Ｌｏｕｉｓ　Ｓｔａｒｒ）就曾强调，口述历史运动可以被看成一种利用技术 （不仅包括录音机，
也包括缩微、计算机以及这个时代的其他技术手段）的有意识的努力，进而抗衡内文斯所哀叹的技术

侵袭。③ 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以个人计算机、智能手机与互联网等计算机、网络、通信、信息管

理以及多媒体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化革命则给美国口述史学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在２１
世纪到来之际，美国 《口述历史评论》（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组织了一场有关新世纪口述史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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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的圆桌讨论，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数字化技术对于口述史学未来发展的影响。①

在过去２０多年间，数字 化 革 命 对 美 国 口 述 史 学 的 影 响 已 经 成 为 实 践 与 理 论 思 考 的 重 要 议 题，②

除相对零散的单篇论文或著作中的某些篇章以及学术研讨会之外，③ 最能体现美国口述历史学界在该

领域所做的努力就是２０１０年启动并于２０１２年上线的 “数字化时代的口述历史”（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网站以及２０１３年出版的 《口述历史评论》特刊 《数字化时代的口述历史》（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
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和２０１４年出版的口述历史专著 《口述历史与数字人文科学》。④ 本文将从数字

化记录、数字化管理以及数字化传播与交流三个方面来分别阐述数字化革命与口述史学之间的紧密关

系。

一、数字化记录

　　作为口述历史计划完整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核心环节，口述历史访谈过程的适当记录是保证和实现

口述历史资料后续处理以及有效性应用的重要因素。正是如此，在过去６０多年间，美国口述历史工

作者总是紧随记录技术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的发展潮流，进而选择便利且经济实用的高质量记录

设备和技术手段。
从１８５７年法国发明家斯科特 （ｄｏｕａｒｄ－Ｌéｏｎ　Ｓｃｏｔｔ　ｄｅ　Ｍａｒｔｉｎｖｉｌｌｅ）发明声波记振仪 （ｐｈｏｎａｕ－

ｔｏｇｒａｐｈ）开始，记录 （录音与录影）技术取得重大进展，而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日益发展的模拟

记录 （ａｎａｌｏｇ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向数字记录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的 转 变 更 被 认 为 是 人 类 记 录 技 术 史 上 的 数

字化革命。⑤ 这种记录技术的数字化革命为口述历史访谈记录手段的应用与革新带来了相当重要的影

响，为口述历史学家的录音与录影访谈提供了日益优良、便利、经济与高效的多元化选择。正如唐纳

德·里奇 （Ｄｏｎａｌｄ　Ａ．Ｒｉｔｃｈｉｅ）所说：“自从第一套记录设备问世以来，由蜡筒式留声机 （ｗａｘ　ｃｙｌｉｎ－
ｄｅｒ　ｒｅｃｏｒｄｅｒ）发展到钢丝录音机 （ｗｉｒ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ｒ）、盘式磁带录音机 （ｒｅｅｌ－ｔｏ－ｒｅｅｌ　ｒｅｃｏｒｄｅｒ）、盒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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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

该网站网址为ｈｔｔｐ：／／ｏｈｄａ．ｍａｔｒｉｘ．ｍｓｕ．ｅｄｕ／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８日访问）。《数字化时代的口述历史》特刊请参阅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４０，Ｎｏ．１，２０１３。有关 《口述历史与数字人文科学》的详细内容请参阅Ｄｏｕｇｌａｓ　Ａ．Ｂｏｙｄ　ａｎｄ　Ｍａｒｙ　Ａ．Ｌａｒｓｏｎ　ｅｄｓ．，Ｏ－
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Ｖｏｉｃｅ，Ａｃｃｅｓｓ，ａｎｄ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１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ｕｎｄ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ｈｔｔｐ：／／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ｓｏｕｎｄ＿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８日访问。



磁带录音机 （ｃａｓｓｅｔｔ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ｒ）、盒式磁带录像机 （ｖｉｄｅｏｃａｓｓｅｔｔ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ｒ）、数字磁带录音机 （ｄｉｇｉｔ－
ａｌ　ａｕｄｉｏ　ｔａｐ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ｒ）和 迷 你 光 盘 录 音 机 （ｍｉｎｉ－ｄｉｓｋ　ｒｅｃｏｒｄｅｒ）……口 述 历 史 学 家 通 过 记 录 他

（她）们的声音以建构一个更加多元和准确的历史图景。”①

就田野记录 （ｆｉｅｌｄ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技 术 发 展 历 史 而 言，从１９世 纪８０年 代 末 期 开 始，包 括 历 史 学、

民俗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相关学科的田野工作者开始利用录音技术来记录他们所需的资料。据记载，

首位从事田野录音工作的可能是美国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杰西·菲克斯 （Ｊｅｓｓｅ　Ｗａｌｔｅｒ　Ｆｅｗｋｅｓ），他

于１８８９年开始用蜡筒式留声机在缅因州记录巴萨马瓜迪族印第安人 （Ｐａｓｓａｍａｑｕｏｄｄｙ　Ｉｎｄｉａｎｓ）的歌

曲、祈祷文和传说故事。② 菲克斯声称：“原住民民俗研究无法达到它的最高科学价值，除非能够采

用某些方法，只有这样，有关故事的准确记录才能获得和保存。”③ １９４８年现代口述史学正式诞生之

后，美国口述历史工作者最先应用的记录手段则是继留声机技术之后的磁性记录技术的初代产品———钢

丝录音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则是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它在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９日与勒恩德

·汉德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Ｈａｎｄ）法官的口述历史访谈中首次使用钢丝录音机。④ 而在此之前，该研究室主要利

用传统速记方法，钢丝录音机不仅使口述历史访谈的声音记录与逐字抄本成为可能，甚至有学者认为

它改变了一切，为整个口述史学领域提供了便利、即时性和全新的可能性。⑤

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开始，以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为代表的口述历史计划纷纷开始转向

利用容易操作且相对便宜的磁带录音机，进而逐渐代替那些在操作上经常打击历史学家热情的钢丝录

音机。⑥ 正如有学者指出：“多年来，口述历史依赖于访谈者的记忆或访谈期间所做的粗略笔记。钢

丝录音机乃至最终磁带录音机的引入极大地改变了口述历史程序。在今天，几乎所有的口述历史计划

都利用磁带录音机来收集访谈资料。”⑦ 在口述历史访谈中，根据所用磁带格式的不同，一般可以将

磁带录音机分为盘式磁带录音机 （ｒｅｅｌ－ｔｏ－ｒｅｅｌ　ｔａｐ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ｒ）和盒式磁带录音机 （ｃａｓｓｅｔｔｅ　ｔａｐｅ　ｒｅ－
ｃｏｒｄｅｒ）。相对于盘式磁带录音机来说，盒式磁带录音机在携带便利性、操作容易性和价格经济性上

具有更多优势，因而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经费来源并不充足的个体口述历史工作者的偏爱。⑧ 正是如

此，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开始，盒式磁带录音机日益成为美国口述历史工作者的主要记录手段，而

进入８０年 代 之 后，盘 式 磁 带 录 音 机 已 经 基 本 为 口 述 历 史 工 作 者 所 遗 忘。维 拉·鲍 姆 （Ｗｉｌｌａ
Ｋ．Ｂａｕｍ）在１９８７年曾指出，使用盘式磁带录音机或盒式磁带录音机的争论已经被市场解决了，现

在几乎没有可以获得的盘式磁带录音机，因此磁带录音机就是意味着盒式磁带录音机。⑨ 更加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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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随着便携式盒式磁带录音机的日益流行与普及，同时在 “自 下 而 上 看 历 史”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ｕｐ）的新社会史运动的影响下，美国口述史学被广泛地应用于美国少数族裔史 （土著美国人、
非裔美国人、华裔美国人等）、妇女史、劳工史、社区史与家庭史等新兴领域。①

不过，对美国口述史学产生深刻影响的则是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数字化录音技术的兴起与发展

以及相应的记录介质的不断开发与应用，正如唐纳德·里奇所说：“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数字化电子

技术就像浪潮一样席卷模拟记录世界。”② 其中，以磁带、光盘与硬盘为存储介质的数字录音机在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成为美国口述历史工作者的主要记录设备。而在数字化录音时代，真正为美国

口述历史工作者带来革命性影响的是２１世纪初以存储卡为存储介质的便携式 （手持式）数码录音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ｕｄｉｏ／ｖｏｉｃ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ｒ）的广泛流行与应用。数码录音笔通过对模拟信号的采样和编码，将模

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并进行一定程度的压缩后存储在可插拔的闪存卡上。相对于以往的模拟盒式

磁带录音机、数字磁带录音机和迷你光盘录音机来说，它有众多无可比拟的优点，主要体现在：（１）
设备外形灵活轻便、设计时尚并且易于操作；（２）连续录音时间长且录制过程中噪音少；（３）与计算

机连接方便，可以实现即插即用；（４）录音笔价格实惠 （价位选择多）并且使用寿命长；（５）记录的

电子文件的后期处理相当便利。③

当然，近１０年来，一些具有录音功能等更多功能的音频、视频播放器以及智能手机也开始为一

部分美国口述历史工作者 （尤其是学生实践者）所利用。比如，从２００１年苹果公司推出ＩＰｏｄ开始，

ＩＰｏｄ、ＩＰａｄ以及ＩＰｈｏｎｅ等产品都具有录音或录影功能 （部分产品需要配件支持），这些设备除自带

录音或录影软件之外，用户还可以在苹果商店 （Ａｐｐ　Ｓｔｏｒｅ）下载各种免费 （或付费）录音与录影软

件，甚至有些录音软件 （比如Ｒｅｃｏｒｄｉｕｍ和Ｓｍａｒｔ　Ｒｅｃｏｒｄｅｒ）都具有强调、标记 （文字和图片）、注

解、分割、剪辑以及上传云端存储平台等便于录音文件后续处理与管理的功能。而且，这些产品的内

存和储存容量都在不断增加，完全可以满足较长时间的口述历史录音和录影访谈。因此，近年来，美

国许多以学生和社区志愿者为主导的校园、家庭 （家族）与社区口述历史计划都在不断地探讨与尝试

如何将这些新式的数字化手段更好地应用于口述历史访谈当中。④

同口述历史录音访谈一样，数字化技术也为口述历史录影访谈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物

质基础与技术支持。正如道 格 拉 斯·博 伊 德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Ａ．Ｂｏｙｄ，英 文 名 经 常 简 称 为 “Ｄｏｕｇ　Ｂｏｙｄ”）
所说，数字录影正受到消费者的广泛欢迎。而且，新兴技术使得以下发展成为可能，包括利用价格实

惠的摄像机来捕捉高质量的数字信号、在家庭电脑上编辑视频、创建和分发ＤＶＤ光盘或者再次从家

庭电脑中将压缩文件上传到ＹｏｕＴｕｂｅ上。⑤ 随着研究者与更为广泛的受众对口述历史视觉信息价值

的逐渐认可以及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便携式数码摄像机的日渐流行，在美国口述历史学界开始出现一

些主要以口述历史录影为记录手段的视频口述历史计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

尔伯 格 （Ｓｔｅｖｅｎ　Ｓｐｉｅｌｂｅｒｇ）与 南 加 州 大 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简 称 “ＵＳ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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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ｎａｌｄ　Ａ．Ｒｉｔｃｈｉ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　Ｄｏｎａｌｄ　Ａ．Ｒｉｔｃｈｉｅ　ｅｄ．，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ｘ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９．
陈华：《音 频 技 术 及 应 用》，重 庆：西 南 交 通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００－１０１页；Ｖａｌｅｒｉｅ　Ｊ．Ｊａｎｅｓｉｃｋ，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Ｃｈｏｒ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Ｇｕｉｌｆｏｒｄ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Ｕｓ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ｏｏｌｓ，”ｈｔｔｐ：／／ｆａｍｉｌｙ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ｕｓ／ｎｅｗｓ／Ｃ６；Ｊｏｅ　Ｈｏｏｖｅｒ，“Ｕｓ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ｉＰｈｏｎｅ／ｉＰａｄ　ｔｏ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ｈｔｔｐ：／／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ｍｎｈｓ．ｏｒｇ／ｍｎｌｏｃ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ｂｌｏｇ／２０１２／０３／１２／ｕｓｉｎｇ－ｙｏｕｒ－ｉｐｈｏｎｅｉｐａｄ－ｔｏ－ｒｅｃｏｒｄ－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Ｗｅｓｌｅｙ　Ｆｒｙｅｒ，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Ｓｍａｒｔｐｈｏｎｅ　Ａｐｐｓ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ｅｒｓ　ｆｏｒ　Ｓｔｏｒｙｃｈａｓｉｎｇ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ｈｔｔｐ：／／ｓｔｏｒｙｃｈａｓ－
ｅｒｓ．ｏｒｇ／２０１３／０１／２５／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ｓｍａｒｔｐｈｏｎｅ－ａｐｐ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ｅｒｓ－ｆｏｒ－ｓｔｏｒｙｃｈａｓｉｎｇ－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上述访问 时 间 为２０１４
年５月８日。

Ｄｏｕｇ　Ｂｏｙｄ，“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ｏｆ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ｉｎ　Ｄｏｎａｌｄ　Ａ．Ｒｉｔｃｈｉｅ　ｅｄ．，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Ｏ－
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ｘ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２９０．



１９９４年共同合作启动的南加州大学大浩劫幸存者影像历史基金会 （ＵＳＣ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ｏａｈ　Ｖｉｓｕ－
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作为一个非营利机构，它致力于以视频的形式来记录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与

其他目击者的证词。目前该基金会下属的影像历史档案馆 （Ｖｉｓ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是全世界有关

犹太人大屠杀的最大的视频口述历史资料库。①

与此同时，美国口述历史学界在出版的学术刊物与理论方法著述以及网站中对口述历史录影问题

的探讨也日渐增多，除实践操作方法之外，还提出了视频 （影像）口述历史对于理解和诠释口述历史

多元价值与意义的许多理论性思考。② 甚至有学者提出今天的口述历史实践与研究正处于一个日益为

数字视频所主导的文化与技术背景当中。基于此，这位学者认为口述历史应当相当自然地成为视频历

史，而口述历史学家至少可能需要考虑配置视频技术，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屏幕和视频时代的关

注需求，同时也是为后代记录尽可能多维度的人类 （受访者）经历。③

最能反映美国口述历史数字化记录发展水平的则是网络应用程序 （ＡＰＰ）的开发与应用，其中最

具前沿性的探索则是美国民间口述历史推动机构———故事团 （ＳｔｏｒｙＣｏｒｐｓ）于２０１５年３月发布的免

费应用程序 “ＳｔｏｒｙＣｏｒｐｓ”（同时设有同名网站），其宗旨是希望它们能够成为聆听、连接与分享人类

经历故事的全球平台，进而打造人类智慧档案馆。该程序试图真正实现 “自己动手做口述历史”，简

单而言，用户在手机等移动设备上下载该免费程序之后，便可以分步实现口述历史访谈的前期准备

（问题设置与受访者选择）、正式记录、初步编辑与管理以及保存、在线发布与分享等完整程序。④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口述历史工作者也开始通过网络摄像机和远程网

络视频会议系统等手段进行跨越地理障碍的 “跨空间访谈”。这不仅严重挑战传统的 “面对面访谈”
（ｆａｃｅ－ｔｏ－ｆａ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模式，同时对口述历史最基本的定义、方法与理论问题都将产生重大冲

击。
综上所述，记录技术从模拟时代向数字时代的转变为美国口述历史工作者提供了携带便利、操作

容易、价格实惠以及品质优良的数字记录设备的多样选择，它们不仅为用户提供了更高质量和更具多

元信息 （文字、声音与影像）的口述历史记录，也吸引越来越多的不同实践者参与到这场 “大家来做

口述历史”的学术与社会运动当中。在某种程度上，数字化记录技术为实现口述历史的民主化提供了

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技术条件⑤，部分实现了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 （Ｃａｒｌ　Ｌ．Ｂｅｃｋｅｒ）在２０世纪３０
年代所倡导的 “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⑥ 这一崇高目标。当然，从技术角度而言，口述历史数

字化记录的最大优势在于它们为后续的数字化管理与数字化传播 （应用）提供了诸多便利。

二、数字化管理

　　美国口述史学界习惯于用管理 （ｃｕｒａｔｉｏｎ）这个术语来指代所收集的口述历史资料的后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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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ｈｔｔｐ：／／ｓｆｉ．ｕｓｃ．ｅｄｕ／，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２日访问。

Ｍａｒｙ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Ｃｌａｒｋ， “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　Ｖｉｄｅｏ　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Ｖｏｌ．２４，Ｎｏ．２，２００５，ｐｐ．２６６－２８２；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ａｒｄｙ　ＩＩＩ　ａｎｄ　Ｐａｍｅｌａ　Ｄｅａｎ，“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Ｓ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Ｍｏｖ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ｉ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Ｌ．Ｃｈａｒｌｔｏｎ，Ｌｏｉｓ　Ｅ．Ｍｙ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ｅｂｅｃｃａ　Ｓｈａｒｐｌｅｓｓ　ｅｄｓ．，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ａｌｎｕｔ　Ｃｒｅｅｋ：ＡｌｔａＭｉｒ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ｐ．５１０－５６１；Ｂｒｉｅｎ　Ｒ．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Ｄｏｉｎｇ　Ｖｉｄｅｏ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　Ｄｏｎａｌｄ　Ａ．Ｒｉｔｃｈｉｅ　ｅｄ．，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ｘ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ｐ．２６７－２７６．

Ｐｅｔｅｒ　Ｂ．Ｋａｕｆｍａｎ，“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ｄｅｏ　Ａｇｅ，”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４０，Ｎｏ．１，２０１３，ｐｐ．１－７．
具体内容访问ｈｔｔｐｓ：／／ｓｔｏｒｙｃｏｒｐｓ．ｍｅ／，２０１５年４月８日 访 问。有 关 该 移 动 应 用 程 序 的 相 关 资 料 还 可 参 阅：Ａｎｎｅ　Ｑｕｉｔｏ，

“ＳｔｏｒｙＣｏｒｐｓ，ｔｈｅ　ｂｅｌｏｖｅｄ　ＵＳ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ｓ　Ｎｏｗ　Ｇｏ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Ｑｕａｒｔｚ，Ｍａｒｃｈ　１８，２０１５；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Ｈｉｔｚ，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Ｖｏｉ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ａ　ＳｔｏｒｙＣｏｒｐｓ　Ａｐｐ，”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Ｍａｒｃｈ　２７，２０１５；Ｐａｔｔ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Ｄａｖｅ　Ｉｓａｙ　ｏｎ　ＳｔｏｒｙＣｏｒｐｓ’ＤＩＹ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Ｔｉｍｅｓ，Ａｐｒｉｌ　７，２０１５。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Ｋｕｈｎ，“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
Ｃａｒｌ　Ｌ．Ｂｅｃｋｅｒ，“Ｅｖｅｒｙｍａｎ　Ｈｉｓ　Ｏｗ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３７，Ｎｏ．２，１９３２，ｐｐ．２２１－２３６．



维护与保管工作。在南希·麦凯 （Ｎａｎｃｙ　ＭａｃＫａｙ）看来，管理是指历史记录的长期维护与管理，目

的是为确保它们在当前和未来的最大程度的访问。① 而在数字化时代，信息管理者的任务与职责会变

得更加复杂和多元。简言之，所谓数字化管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ｕｒａｔｉｏｎ）就是指数字资产的选择、保存、维

护、收集与保管。② 而英国数字化管理中心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ｕｒ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ｒｅ）进一步阐释这个概念，将其定

义为 “为了当前和未来的使用而对可信的数字化研究资料库 （ａ　ｔｒｕｓｔｅｄ　ｂｏｄｙ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进行维护和增值；它包含在整个研究生命周期期间对资料的积极管理”③。上述概念对于理解数字化

时代的口述历史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至少强调了管理在口述历史整个环节当中的重要性，尤其

对于充分发挥口述历史资料的未来应用价值更是如此。
综观美国口述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美国口述历史工作者对口述历

史记录的兴趣与热情远远超过口述历史资料管理工作。究其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传统的以人

工处理为主的口述历史管理模式给大部分人力、物力与财力不足的口述历史计划带来诸多困难，而且

无法满足不同使用者对以多元形态存在的口述历史资源的充分利用与开发。以口述历史转录为例，它

是一项需要专业技巧、人力、物力与财力投入的复杂工作。事实上，即使对于一些大型口述历史机构

来说，高昂的费用支出也让它们无法转录所有的口述历史访谈资料。以肯塔基大学图书馆路易·纳恩

口述历史中心 （Ｌｏｕｉｅ　Ｂ．Ｎｕｎ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为 例，据 该 中 心 主 任 道 格 拉 斯·博 伊 德 坦

言，即使能够获得适当经费资助，也永远不可能转录所有的口述历史访谈资料。据他估计，该中心还

有数以千计的访谈资料尚未转录，如果要对它们进行转录和整理则至少需要数百万美元，而这种可能

性是非常小的。④ 而且，转录尽管被认为是口述历史实践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其局限与弊

端也日益显现。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口述历史转录会造成许多内在意义的扁平化，尤其是散失了

口述历史自身所具有的口述性与视觉性特征。迈克尔·弗里斯科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ｒｉｓｃｈ）指出：“口述历史

令人费解的秘密是没有人花费很多时间倾听或观看记录和收集的访谈记录……每个人都承认口述历史

的核心的音频与视频维度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一个更为浅显的道理是，在话语之外还存在意义世

界，在任何真正意义上，没有人可以假设抄本相对于声音本身来说是一种对于访谈的更好再现。意义

是依赖于背景和环境、姿态、语调、身体语言、停顿、表演技巧与运动的，并且需要通过它们表现出

来。如果我们被局限于文本和转录的某种程度中，我们将永远找不到诸如此类的瞬间和意义，我们也

将更少有机会研究、反思、学习和分享它们。”⑤

同口述历史转录一样，传统的编目 （ｃａｔａｌｏｇｉｎｇ）与索引 （ｉｎｄｅｘｉｎｇ）方法不仅主要依赖于人工操

作⑥，而且其实际效果也并不尽如人意。就编目而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以前，美国大部分口述历史

机构对口述历史资料的编目处理主要是基于口述历史收藏层次的信息描述，即使那些针对个别口述历

史访谈层次的信息描述也过于简单，除了提供基本的受访者、访谈者、访谈时间、访谈时长、访谈地

点、访谈主题、访谈设限条件以及保存与访问方式等简略信息之外，很难让使用者真正了解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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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中所包含的具体内容。而索引信息的制作主要是基于访谈中所涉及的重要人物、地点、机构、事

件与主题等基本信息，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口述历史抄本，也就是说很少对口述历史访谈的音视频记

录进行有效的索引编制。① 上述编目与索引方法的局限也直接影响了使用者对口述历史资料了解的深

度与有效检索，进而直接影响了口述历史资源的使用价值。
正因为如此，美国口述历史学界一直在寻找和探索改善口述历史管理水平和提高口述历史资料访

问率和使用率的替代性选择。比如，在改善转录技术方面，除了利用转录器、文字处理机、电脑以及

文字处理软件等辅助工具之外，美国口述历史工作者最为期待的选择是利用自动语音识别技术与转录

软件来代替人工转录。不过，真正产生 影 响 的 则 是 以 数 字 化 馆 藏 （内 容）管 理 系 统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
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元数据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数字化编目与索引以 及 数 字 化 检 索 与 保 存

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口述历史资料的转录、编目、索引、检

索、访问与保存方式，进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应用价值。需要强调的是，数字化时代的口述历史管理

的主要对象是以数字化形态存在的口述历史文本、音频、视频、图像资料以及相关的元数据信息，其主

要特征是能够依托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这些不同形态的口述历史资料的一体化编目、索引、检索与访

问。
目前最受关注的口述历史数字化管理系统是路易·纳恩口述历史中心于２００８年开发的口述历史

元数据同步系统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ｚｅｒ，简称 “ＯＨＭＳ”），其目的是使口述历史的在

线管理、访问、检索与利用变得更为有效、流畅和经济，并以此提升口述历史资料使用者的用户体

验。作为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免费开源应用程序，该系统能够为用户提供字词检索功能 （ｗｏｒｄ－ｌｅｖ－
ｅｌ　ｓｅａｒｃｈ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和 标 有 时 间 码 （ｔｉｍｅ　ｃｏｄｅ）的 口 述 历 史 访 谈 抄 本 或 索 引，并 且 将 文 本 检 索 词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ｓｅａｒｃｈ　ｔｅｒｍ）与在线口述历史访谈的音视频记录的相应时刻连接起来，即实现二者之间的同

步功能。②

正如该系统主要设计者道格拉斯·博伊德所指出的，尽管以数字化网络平台和电子数据库为代表

的数字化技术已经改变了口述历史资源的管理、呈现与访问方式，但它们仍将对不同形态的口述历史

资源 （包括抄本、音频、视频、索引和元数据等）以独立的方式进行管理和呈现。通过这些网络平台

或数据库，用户可以获得不同形态的口述历史资源，甚至能够实现文本检索。但是，这些不同形态的

资源却很少被纳入一种能够促进访问与利用的整合系统当中。③ ２００８年设计和开发的第一版口述历史

元数据同步系统则相当有效地完成口述历史抄本的编码过程，并同时很好地实现口述历史抄本与音视

频记录之间的同步 检 索 功 能。不 过，该 版 本 也 存 在 两 个 非 常 明 显 的 缺 陷，博 伊 德 将 其 归 结 为 两 点：
（１）主要针对那些 已 经 完 成 转 录 工 作 的 口 述 历 史 访 谈； （２）其 范 围 只 适 用 于 肯 塔 基 州 数 字 图 书 馆

（Ｋｅｎｔｕｃｋ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的口述历史收藏。④ 基于上述缺陷，路易·纳恩口述历史中心于２０１１年

对该系统进行进一步开发，新增索引模块并支持口述历史视频记录的处理功能。⑤ 新版索引功能的开

发被认为是相当有效的，博伊德认为它很好地解决了口述历史转录工作所需的财力与人力负担。相比

较而言，完成１个小时的口述历史访谈的转录工作可能需要６—８小时，而利用该系统进行索引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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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只需２—３个小时。而其成本也相应降低，以路易·纳恩口述历史中心为例，聘请研究生进行转录

工作的费用是每小时１８０—２００美元，而完成同时长访谈的索引编制的费用则低于３０美元。① 此外，
该系统索引功能还有助于实现对于口述历史访谈内容信息的准确检索与深度挖掘。② 索引编制可以通

过对于不同字段的多元描述，呈现口述历史访谈所包含的丰富内容，这相对于逐字抄本来说具有更为

明显的优势。特别是在检索过程中，以口述历史逐字稿抄本为基础的关键词检索是有局限性的，即用

户检索时所用的关键词未必出现在抄本中，这样可能检索不到任何内容，而在索引编制时，用户会通

过对于访谈内容主题的多元描述，尤其会用不同的关键词或美国国会图书馆标题表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ｏｎ－
ｇｒｅｓ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Ｈｅａｄｉｎｇｓ）和其他叙词表 （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来 描 述 同 一 个 主 题，这 时 所 用 检 索 关 键 词 尽 管

并非受访者原词，也能保证检索到相关主题的内容。③ 正是如此，越来越多的美国口述历史工作者倡

导将索引 （以及交叉引用和标注）而不是转录作为创建口述历史资源描述性访问点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ａｃ－
ｃｅｓｓ　ｐｏｉｎｔｓ）的一种方式。④

关于兼容问题的解决，则有赖于美国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研究院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ｕｓｅｕｍ　ａｎｄ　Ｌｉ－
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国家领袖基金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Ｇｒａｎｔ）的支持，该基金的主要目的是将口述历

史元数据同 步 系 统 发 展 成 为 开 源 应 用 程 序，使 该 系 统 能 够 作 为 一 种 插 件 与 诸 如 Ｏｍｅｋａ、Ｄｒｕｐａｌ、

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和Ｋｏｒａ等开源内容管理系统和ＣＯＮＴＥＮＤｄｍ等大型商业内容管理系统实现兼容。作为

整个计划的一部分，肯塔基大学图书馆和路易·纳恩口述历史中心将与那些利用不同内容管理系统的

各种机构进行直接 合 作，其 目 的 是 能 够 测 试 口 述 历 史 元 数 据 同 步 系 统 与 其 他 系 统 之 间 的 兼 容 性 问

题。⑤ 这些机构包括贝勒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 （Ｂａｙｌｏ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和密歇

根州立大学 数 字 人 文 与 社 会 科 学 中 心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等等。当然，该系统也会与那些希望提升口述历史数字化管理水

平与在线访问和传播率的小型机构乃至个别口述历史计划进行直接合作，而最终目标是能够满足用户

的不同需求。正如博伊德指出：“口述历史元数据同步系统的任务已经从提高对于路易·纳恩口述历

史中心口述历史馆藏的访问而转向支持其他大大小小的机构，为它们大批量地处理口述历史资源提供

一个有效的、以用户为中心的发现平台，同时能保证较低成本。”⑥ 经过几年测试和完善，目前口述

历史元数据同步系统已经成为众多其他口述历史机构管理和利用其馆藏的重要手段。
同时，该系统的价值也不断得到各种保存机构管理者与口述历史工作者的高度认可，它不仅能够

让各种各样的机构提升数字化口述历史馆藏的使用，并且能够为那些具有丰富经验或缺乏经验的研究

者节省大量时间。⑦ 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民俗生活中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ｌｋｌｉｆｅ　Ｃｅｎｔｅｒ）主任佩吉·巴尔

杰 （Ｐｅｇｇｙ　Ａ．Ｂｕｌｇｅｒ）给予高度评价：“在实现口述历史访谈的音视频记录与它们的抄本之间的同步

方面，口述历史元数据同步系统是一项独创性的发明……在某种程度上，它保存了口述历史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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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ｉｎｇ　ｗｉｔｈｉｎ　ａｎ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ｉｎ　Ｄｏｕｇ　Ｂｏｙｄ，Ｓｔｅｖｅ　Ｃｏｈｅｎ，Ｂｒａｄ　Ｒａｋｅｒｄ　ａｎｄ
Ｄｅａｎ　Ｒｅｈｂｅｒｇｅｒ　ｅｄｓ．，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ｕｓｅｕｍ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ｈｔｔｐ：／／

ｏｈｄａ．ｍａｔｒｉｘ．ｍｓｕ．ｅｄｕ／２０１２／０６／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ａｕｄｉｏ－ａｎｄ－ｖｉｄｅｏ－ｐａｓｓａｇｅｓ－２／，２０１４年７月４日访问。

上述详细 内 容 请 参 阅 “Ｎｅｗ　Ｗｅｂ　Ｓｅａｒｃ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Ａｉ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Ｕｓｉｎｇ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Ｎｅｗｓｗｉｓｅ，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

２０１１。

Ｄｏｕｇ　Ｂｏｙｄ，“ＯＨＭＳ：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Ｆｒｅｅ，”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４０，Ｎｏ．１，２０１３，ｐ．１０６．
Ｄｅｎｉｓｅ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Ｃｉｎｄｙ　Ｓｋａｌｓｋｙ，“Ｕ　Ｋｅｎｔｕｃｋｙ　Ｇｏｅ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　ｏｆ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Ｃａｍｐｕ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ｅｐ－

ｔｅｍｂｅｒ　９，２００９．



性……在最近的时期内，在口述历史转录领域，我相信不会出现一个像口述历史元数据同步系统那么

重要的发展。”① 此外，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执行主任克利福德·库恩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Ｋｕｈｎ）也高度赞扬该

系统具有相当的开创性，真正将口述历史访谈当中丰富的字词内容呈现出来。②

此外，目前美国口述历史学界较为常用的口述历史数字化管理系统还有兰德福斯联合有限责任公

司 （Ｒａｎｄｆｏｒｃ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ＬＬＣ）、卡耐基梅隆大学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Ｍｅｌｌ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和加拿大康考迪亚

大学口述历史与 数 字 故 事 中 心 （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
ｉｎｇ）分别开发的 “Ｉｎｔｅｒ　Ｃｌｉｐｐｅｒ”、“Ｉｎｆｏｒｍｅｄｉａ”和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Ｍａｔｔｅｒ”三个系统。③

需要指出的是，诸如口述历史元数据同步系统这样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并不是一个数字化保存机

构，因而仍然无法解决数字化时代口述历史资源的保存问题。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以来，网络服务器

日益成为美国大部分口述历史保存机构的重要选择。而为解决网络服务器存储容易遭受病毒破坏等稳

定性问题，近年来美国一些保存机构开始致力于发展数字化保存网络技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

阿拉巴马州的奥本 大 学 等６所 大 学 和 阿 拉 巴 马 州 档 案 历 史 局 （Ａｌａｂａｍａ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Ｈｉｓｔｏｒｙ）于２００６年共同参与开发的阿拉巴马州数字化保存网络 （Ａｌａｂａｍ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
ｗｏｒｋ），该项目同样获得美国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研究院国家领袖基金的资助。该网络以服务器为基

础，并利用斯坦 福 大 学 一 个 团 队 开 发 的 多 备 份 资 源 保 存 （Ｌｏｔｓ　ｏｆ　Ｃｏｐｉｅｓ　Ｋｅｅｐｓ　Ｓｔｕｆｆ　Ｓａｆｅ，简 称

“ＬＯＣＫＳＳ”）软件作为技术支撑，从而实现同一数字资源的多节点保存与互补。简单而言，上述每所

大学的数字资源的副本都可以保存在另外５所大学；如果其中一个文件出现损坏情况，另外５个文件

将会用一个新的副本来代替或更新它。④ 尽管这项网络技术并不是特定针对口述历史资料的数字化保

存，可是其应用原理是完全相同的，尤其能够通过不同机构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来解决小型口述历史

机构 （因经费或人力所限）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超负荷保存问题。
综上所述，以数字化馆藏 （内容）管理系统、元数据、数字化编目与索引以及数字化检索与保存

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不仅改变了口述历史资料的转录、编目、索引、检索、访问与保存

方式；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数字化管理能够更大限度地开发与挖掘口述历史资源中所潜藏的多元的和

深层次的历史与文化信息，而这也将为口述历史的数字化传播与应用提供内容来源与技术支持。

三、数字化传播与交流

　　在２１世纪到来之际，有学者通过调查总结了兼具传统与创新特征的口述历史资源的主要传播形

式与成果类型：（１）书籍 （历史、传记、诗歌、出版的抄本）；（２）讲故事盒式录音带、口述历史录

音带、有声读物 （ａｕｄｉｏ　ｂｏｏｋｓ）和光碟；（３）各种形式的电影；（４）培训视频与书籍；（５）博物馆

与多媒体展览、艺术设施 （ａｒｔ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６）文化保护和遗产计划；（７）流动／语音导览 （ｄｒｉｖ－
ｉｎｇ／ａｕｄｉｏ　ｔｏｕｒｓ）；（８）广播节目； （９）为孩子与老师提供的教育资料； （１０）戏剧作品 （表演、歌

剧、戏剧和喜剧）；（１１）舞蹈设计；（１２）万维网网站；（１３）法律诉状 （ｌｅｇａｌ　ｂｒｉｅｆｓ）和其他法律相

关文件。⑤ 尽管如此，口述历史资料 （尤其是音视频记录）仍然是一种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历史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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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信息资源，部分原因在于研究者和普通公众在访问与利用口述历史收藏方面存在困难或不便。①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化革命大大提升了口述历史资料进行全球

传播与共享的机会与可能性。道格拉斯·博伊德就指出，从口述历史角度而言，数字化革命最具革命

性的影响是以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方式为口述历史的访问、出版与最终传播提供各种各样的可能性。②

而对于互联网为口述历史工作者所带来的好处，唐纳德·里奇更是称赞不已：“互联网为分享和推广

口述历史访谈开启了世界范围内的可能性，不管是以抄本还是以音视频记录形式存在。不需要长途跋

涉到遥远的档案馆，研究者就能够从他们自己所在的位置访问访谈资料，并且可以实现主题或关键词

检索以及链接到相关的收藏。家庭与社区都能查看它们自己的口述历史。学生们可以通过考察其他访

谈来学习访谈技巧。档案馆可以通过淘汰出版那些过时的目录和其他印刷的检索工具来节省成本。”③

从形式与内容来看，口述历史数字化传播的主要模式是依托于静态或动态网站以及具有浏览与检

索功能的网络数据库或数字资源库来传播与呈现以数字化形态存在的口述历史目录、抄本 （摘录或全

文）、音视频 （摘录或完整记录）以及相应的元数据信息等内容。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美国一些

口述历史机构或保存口述历史资料的专业机构 （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和历史学会等）从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开始就以纸质或缩微形式出版口述历史馆藏指南或目录来介绍和宣传其馆藏资源。而对于那

些希望在线呈现和传播其口述历史馆藏信息的早期实践者而言，将这些已经编辑和整理好的口述历史

指南或目录上传到网络上则成为首选。除了以网页或在网页上提供 Ｗｏｒｄ或ＰＤＦ等格式的下载链接

等形式④ 之外，有些口述历史机构还开发了专门用于检索和访问其口述历史目录以及相关元数据信

息的在线查询系统，其中目前具有代表性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中心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与哥大图书馆数字保存团队联合设计的 “口述历史在线门户”（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ｏｒｔａｌ）以及

路易·纳恩口述历史中心开发的在线口述历史目录查询系统——— “ＳＰＯＫＥ”。这两个系统都能够实现

针对口述历史馆藏、口述历史计划以及个别口述历史访谈的关键词检索。相对来说，“ＳＰＯＫＥ”的功

能则更为强大，它同时具有浏览功能 （按照主题），而且可以根据目录检索结果直接链接到那些能够

在线阅读或观看的口述历史抄本或音视频记录。⑤ 当然，那些没有专门口述历史目录查询系统的口述

历史机构或计划会将相关编目信息纳入它们所在的图书馆或档案馆的馆藏目录系统以及诸如研究图书

馆信息网络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简 称 “ＲＬＩＮ”）或 联 机 计 算 机 图 书 馆 中 心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ｅｎｔｅｒ，简称 “ＯＣＬＣ”）等在线联合目录系统当中，以实现口述历史目录

的全球在线检索与访问。⑥

尽管以元数据信息为基础的不断发展和日益完善的数字化馆藏 （内容）管理系统为发现和检索在

线口述历史资源提供了重要手段，可是，数字化革命已经极大地改变了用户对于互联网所能提供的服

务内容的期望，不再局限于在线访问和检索有关口述历史资源的编目记录，而是希望能够在家里、办

公室或任何能够上网的地方浏览甚至免费下载完整抄本、音视频摘录或完整音视频记录。而在这些数

字化探索与努力当中，一些口述历史资料保存机构开始以网页或在网页上提供 Ｗｏｒｄ或ＰＤＦ等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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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áｎｄｉｄａ　Ｓｍｉｔｈ，“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Ｗｈａｔ　Ｉｓ　Ｉｔ　Ｔｈａ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ａｎ　Ｄｏ？Ｔｈｅ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ｏｎａｌｄ　Ａ．Ｒｉｔｃｈｉｅ　ｅｄ．，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ｘ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４２２．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Ａ．Ｂｏｙｄ，“Ｓｅａｒｃｈ，Ｅｘｐｌｏｒ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ｉｎ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Ａ．Ｂｏｙｄ，Ｓｔｅｖｅ

Ｃｏｈｅｎ，Ｂｒａｄ　Ｒａｋｅｒｄ　ａｎｄ　Ｄｅａｎ　Ｒｅｈｂｅｒｇｅｒ　ｅｄｓ．，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ｕｓｅｕｍ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ｈｔｔｐ：／／ｏｈｄａ．ｍａｔｒｉｘ．ｍｓｕ．ｅｄｕ／２０１２／０６／ｓｅａｒｃｈ－ｅｘｐｌｏｒ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２０１４年７月５日访问。

Ｄｏｎａｌｄ　Ａ．Ｒｉｔｃｈｉｅ，Ｄｏｉｎｇ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ｘ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ｐ．２３５．
更多信息可通过Ｇｏｏｇｌｅ检索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ｃａｔａｌｏｇ／ｉｎｄｅｘ／ｇｕｉｄｅ”等关 键 词 来 查 询，便 可 以 发 现 许 多 各 种 主 题 的 口

述历史馆藏指南、目录或索引。

ｈｔｔｐ：／／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ｏｒｔａｌ．ｃｕｌ．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ｅｄｕ／；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ｅｎｔｕｃｋｙ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ｒｇ／，２０１４年７月５日访问。

ＲＬＩＮ于２００６年并入ＯＣＬＣ，目前ＯＣＬＣ拥 有 全 球 最 大 的 图 书 馆 在 线 联 合 目 录 系 统———“ＷｏｒｌｄＣａ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ｏｒｌｄ－
ｃａｔ．ｏｒｇ／）。



的下载链接等形式来上传完整抄本，这使得口述历史资料能够为更为广泛的用户所访问和获取。当

然，在２０００年前后，提供完整抄本下载服务的网站基本都不具备抄本全文检索功能，而这对于那些

希望了解与查询特定访谈中特定内容的用户来说是相当不便的。基于此，越来越多的网站开始提供抄

本全文检索功能，比如约翰逊总统图书馆 （Ｌｙｎｄｏｎ　Ｂａｉｎｅｓ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口述历史馆

藏不仅提供目录浏览与抄本ＰＤＦ下载功能，还可以对在线抄本进行全文检索。①

为超越传统的口述历史抄本所呈现的印刷文字的限制，并充分挖掘真正体现口述历史访谈核心特

征的音视频维度，一些保存机构也开始将音视频记录的摘录或完整资料上传到网络上。这个方面的开

拓者是一项启动于１９９８年的学生口述历史计划——— “全世界在注视：１９６８年口述历史”（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ｓ　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Ａｎ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１９６８），该计划当时就将搜集到的口述历史访谈的完整抄

本和音频记录全部上传至网络上。② 当然，有些机构之所以选择在线上传完整音视频记录，部分原因

可能是因为它们未能提供完整的抄本资料。比如，到２００２年７月，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虚拟口述／
声音历史档案馆 （ＣＳＵＬＢ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Ｏｒａｌ／Ａ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已经将该校保存的有关妇女史、劳工

史和长滩地区史的长达３００小时的完整口述历史音频记录上传到网络上。经过１０多年运行，该虚拟

档案馆在馆藏内容、元数据描述与技术设施方面都有很大改善，目前在线音频记录达到１０００多个小

时 （包括３５０多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受访者）。③ 而近年来较受美国口述历史学界关注的一个在线完整

呈现口述历史视频记录的网站是伊利诺伊州博物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Ｓｔａｔｅ　Ｍｕｓｅｕｍ）主办的伊利诺伊州农业

口述历史计划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音视频谷仓”（Ａｕｄｉｏ－Ｖｉｄｅｏ　Ｂａｒｎ）。该

计划启动于２００７年，它主要致力于在线呈现有关伊利诺伊州农业与农村生活的口述历史音视频记录。
同样，该网站所上传的访谈记录都没有完整抄本，为帮助用户更为准确地查询相关内容，每个访谈被

分割成若干标有时间码的片段并提供每个片段的内容摘要。④

不过，越来越多的机构也开始将完整抄本或音视频记录同时在线上传，为那些希望阅读抄本或聆

听和观看音视频资料的用户提供多元选择，同时还提供了更为详细的有关口述历史访谈计划的描述性

资料、索引信息以及与访谈相关的其他资料 （包括照片、地图与报纸等相关资料）。就整体网站设计

以及抄本、音频、视频与其他元素的融合与互动程度来说，其中相当具有代表性的是启动于１９９６年

的 “传承：日裔美国人遗产计划”（Ｄｅｎｓｈｏ：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ｅｇａｃ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该计划旨在以

影像口述历史方式记录二战期间日裔美国人的拘禁经历，目前该计划数字档案馆总共包含７００多位受

访者的８００多份访谈资料，视频长达１６００多小时，并同时在线收录多达１２　０００多份照片、文件和报

纸等资料。⑤

当然，由于涉及口述历史完整音视频记录在线上传的技术支持与内容控制等问题，美国大部分口

述历史机构或计划在提供完整抄本的同时，一般只选择上传音视频摘录。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片段主

要是起到介绍与推广的作用，如果需要聆听或观看完整音视频记录，则需要到实体保存机构申请借阅

或在线购买。而随着ＹｏｕＴｕｂｅ与ＳｏｕｎｄＣｌｏｕｄ等社交媒体的不断应用，也有机构或计划会通过这些

平台来推介其口述历史音视频摘录。
此外，考虑到用户对涉及相关主题的不同类型资料的需求，也有机构或计划将口述历史资料与诸

如书籍、文件、日记、报纸、杂志、信件、手稿、照片、明信片、剪贴本、地图与影片等不同类型的

资料共同上传到网络数据库或数字资源库当中，并提供浏览与检索功能。其中的代表性网站包括美国

国会图书馆老兵历史计划 （Ｖｅｔｅｒａｎ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肯 塔 基 州 数 字 图 书 馆 以 及 那 些 利 用ＣＯ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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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ｂｊｌｉｂｒａｒｙ．ｎｅｔ／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２０１４年７月９日访问。

ｈｔｔｐ：／／ｃｄｓ．ｌｉｂｒａｒｙ．ｂｒｏｗｎ．ｅｄｕ／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１９６８／，２０１４年７月９日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ｕｌｂ．ｅｄｕ／ｖｏａｈａ，２０１４年７月９日访问。

ｈｔｔｐ：／／ａｖｂａｒｎ．ｍｕｓｅｕｍ．ｓｔａｔｅ．ｉｌ．ｕｓ／，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４日访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ｅｎｓｈｏ．ｏｒｇ／ｄｅｎｓｈｏ．ａｓｐ，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４日访问。



ＥＮＴｄｍ等内容管理系统来呈现其馆藏 （其中包含口述历史资源）的各种类型的数字资源库。①

需要强调的是，面对个别口述历史机构与计划在数字化呈现与传播口述历史资源方面的相对迟

缓，口述历 史 商 业 数 据 库 也 应 运 而 生。其 中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就 是 美 国 亚 历 山 大 出 版 社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Ｓｔｒｅｅｔ　Ｐｒｅｓｓ）开发的 《口述历史在线》（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ｎｌｉｎｅ）数据库，它提供全球超过２７００个主要

英文口述历史收藏的文本、音频和视频的阅读 （聆听、观看）、浏览 （按照保存机构、收藏名称、访

谈名称、访谈日期、地域、历史事件与主题词进行分类）、检索、下载与延伸链接等服务。该数据库

目前收录的文本资料达到３３０　０００页左右、而音频和视频文件以及编目记录也分别达到４２００多份和

２０　０００余条，而且通过定期更新以实现逐年增加。其目标是对网络上可以获得的大部分英文口述历

史收藏进行深度索引，并提供尽可能详细和完整的编目记录。②

上述口述历史资源数字化传播的主要内容是以原始资料形式存在的口述历史抄本与音视频记录，
相对而言，这些资料对于研究者、教育者或各种类型的节目制作人来说是具有吸引力的。③ 而为提高

普通公众对口述历史资源的兴趣与关注度，数字化时代的口述历史工作者也开始对以原始形态存在的

口述历史资料进行更为多元的利用与开发。除了将传统的口述历史光盘电子书、广播、实体展览与音

视频纪录片等成果实现在线传播之外，在线 （数字）展览、语音导览 （同步导览或语音漫步）、播客

节目与移动应用程序等新媒体则成为近年来美国口述历史学界促进口述历史资源数字化传播与呈现的

重要方式。④

在口述历史在线展览方面，不管是从展现方式还是从展现内容来说，相当具有开拓性的是阿拉斯

加大学费尔班克斯 分 校 口 述 历 史 项 目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ｌａｓｋａ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ｓ）的

“自动点唱机计划”（Ｐｒｏｊｅｃｔ　Ｊｕｋｅｂｏｘ）。该计划最先启动于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２年发展成为一个由苹果计

算机、光驱和打 印 机 等 设 备 组 成 的 可 以 安 置 在 合 适 位 置 的 自 动 点 唱 机 工 作 台 （Ｊｕｋｅｂｏｘ　Ｗｏｒｋｓｔａ－
ｔｉｏｎ）。从严格意义上而言，真正实现该计划在线展示的功能则依赖于互联网的逐渐普及与应用，首

个 “自动点唱机计划”于２０００年正式上线。而截止到目前，该口述历史项目通过对其口述历史馆藏

资源与其他相关资料的数字化处理，并按照特定主题进行在线展示，计划总数超过３５个。⑤ 相对于

实体展览而言，在线展览能够更加方便与生动地展示口述历史的音视频记录 （通常只提供片段），并

且实现它们与其他相关资料的互动与补充。
随着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媒体播放器、平板电脑、应用程序、全球定位系统与二维码等硬件

与软件技术的不断发展，作为在线展览的变体，语音导览日益成为呈现与展示口述历史资源的重要媒

介。在涉及博物馆、历 史 街 区、历 史 遗 迹、消 逝 社 群 与 特 定 历 史 文 化 路 线 等 记 忆 景 观 （ｍｅｍｏｒｙ－
ｓｃａｐｅ）的虚拟展示中，与导览 （游览）主题相关的口述历史音视频记录成为设计语音导览的重要选

材。在２０１３年，布朗大学公共人文学科课程 《口述历史与社区记忆》的学生们制作了一个手机语音

导览计划——— “玛莎保格的街坊邻里：来自池塘之外的声音”（Ｍａｓｈａｐａｕｇｓ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Ｖｏｉ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ｎｄ），其主要资料来源于他们收集的有关美国罗德岛普罗维登斯 （Ｐｒｏｖｉｄｅｎｃｅ）玛莎保

格池塘 （Ｍａｓｈａｐａｕｇ　Ｐｏｎｄ）及其附近居民的口述历史访谈。该语音导览旨在通过聆听那些关注池塘

环境、社会与经济发展历史的人们所讲述的故事来了解池塘及其周边社区，以提升池塘环境保护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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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ｔｔｐ：／／ｌｃｗｅｂ２．ｌｏｃ．ｇｏｖ／ｄｉｇｌｉｂ／ｖｈｐ／ｈｔｍｌ／ｓｅａｒｃｈ／ｓｅａｒｃｈ．ｈｔｍｌ；ｈｔｔｐ：／／ｋｄｌ．ｋｙｖｌ．ｏｒｇ／，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５日访问。

ｈｔｔｐ：／／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ｓｔｒｅｅｔ．ｃｏｍ／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１５年４月８日访问。

Ｉｒｅｎｅ　Ｒｅｔｉ，“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ｂ，”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２６，Ｎｏ．２，１９９９，ｐｐ．１４７－１４９．
Ａａｒｏｎ　Ｈａｙｗｏｒｔｈ，“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ｈｔｔｐ：／／ｓｏｈｐ．ｏｒｇ／２０１４／０４／０７／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

－ｎｅｗ－ｍｅｄｉａ－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５日访问。

ｈｔｔｐ：／／ｊｕｋｅｂｏｘ．ｕａｆ．ｅｄｕ／，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６日访问。



众意识。①

同样，伴随着新媒体与 Ｗｅｂ２．０应用程序的发展，播客也日益成为美国口述历史实践者推广与利

用口述历史资源的重要技术革新。由于播客制作简单且经济有效，而且其节目也容易为公众所获取，

口述历史播客节目成为美国一些口述历史机构吸引受众、展示馆藏内容、增加机构知名度、扩展公共

推广计划、改善口述历史教育效果与提升公众参与度的重要选择。②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北卡

罗来 纳 大 学 教 堂 山 分 校 南 方 口 述 历 史 项 目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ａｔ　Ｃｈａｐｅｌ　Ｈｉｌｌ）、佛罗里达大学塞缪尔·普罗克特口述历史项目 （Ｓａｍｕｅｌ　Ｐｒｏｃｔｏｒ　Ｏｒａｌ　Ｈｉｓ－
ｔｏｒ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ｌｏｒｉｄａ）与 路 易 斯 安 那 州 立 大 学 Ｔ．哈 里·威 廉 姆 斯 口 述 历 史 中 心

（Ｔ．Ｈａｒｒｙ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等机构推出的口述历史播

客系列。③

近年来，随着移动技术革命与 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Ｏｍｅｋａ和Ｄｒｕｐａｌ等内容管理系统的不断发展，移动

应用程序也成为呈现与传播口述历史信息的重要手段，真正实现在掌上聆听与观看口述历史。在这方

面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是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公共历史与数字人文科学中心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于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 间 开 发 的 免 费 移 动 应 用 程 序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该程序可以在Ａｐｐ　Ｓｔｏｒｅ和Ａｎｄｒｏｉｄ　Ａｐｐ　Ｍａｒｋｅｔ免费下载）。该程序可以让

克利夫兰州的历史触手可及，即通过分层的、以地图定位为基础的多媒体信息 （包括文字、图像与口

述历史为主的音视频记录）展示，让用户能够探索与浏览塑造该城市历史的人们、地方与重要历史瞬

间的精彩故事。简单而言，用户可以在手机等移动设备上下载该免费程序，通过点击地图上相应的

“地方”并可以呈现与该地方相关的各种历史信息。目前，“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提供了大约５００多

个故事和３０余条历史旅游路线，其中文字３０万字、图片４０００幅、音频文件１０００个与视频文件１００
个左右。④ 正如该程序主要设计者马克·特博 （Ｍａｒｋ　Ｔｅｂｅａｕ）所说，基于口述历史与数字人文学科

理论与实践的交叉应用，该程序提出了一种强调动态的、分层的和背景化的讲故事活动的管理模式，

其中尤其强调口述历史的音视频元素对于数字 （移动）历史解释计划的重要性。而随后的管理过程将

景观转换为一个活生生的博物馆，在其中，社区可以积极地参与空间和社区认同理解的重新构造。⑤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应用程序的核心技术平台是 “Ｃｕｒａｔｅｓｃａｐｅ”，该平台是一个利用Ｏｍｅｋａ内容

管理系统来发表基于位置的人文科学内容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的低成本开源移动

框架。正是如此，目前 该 平 台 为 全 世 界３０多 个 机 构 与 组 织 所 采 用，它 们 纷 纷 开 发 了 与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几乎完 全 相 同 的 以 口 述 历 史 资 源 为 核 心 元 素 的 免 费 应 用 程 序 与 同 名 网 站，其 中 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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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ｔｔｐ：／／ｓｔｏｒｉｅｓｆｒｏｍ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ｐｏｎｄ．ｃｏｍ／，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８日访问。相关研究还可以参阅Ａｎｎｅ　Ｖａｌｋ　ａｎｄ　Ｈｏｌｌｙ　Ｅｗａｌｄ，“Ｂｒｉｎｇ－
ｉｎｇ　ａ　Ｈｉｄｄｅｎ　Ｐｏｎｄ　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Ｉｍｐａｃ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ｏｏｌｓ，”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４０，Ｎｏ．１，２０１３，ｐｐ．８
－２４。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Ａｂｒａｈａｍ　Ｃｒａｍｅｒ　ａｎｄ　Ｅｒｉｎ　Ｍ．Ｈｅｓｓ， “Ｗｈａｔ　Ｅｎｄｕｒｅｓ：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ｎ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ｏｄｃａｓｔ，”ｉｎ　Ｄｏｕｇ
Ｂｏｙｄ，Ｓｔｅｖｅ　Ｃｏｈｅｎ，Ｂｒａｄ　Ｒａｋｅｒｄ　ａｎｄ　Ｄｅａｎ　Ｒｅｈｂｅｒｇｅｒ　ｅｄｓ．，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ｕｓｅｕｍ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２０１２，ｈｔｔｐ：／／ｏｈｄａ．ｍａｔｒｉｘ．ｍｓｕ．ｅｄｕ／２０１２／０６／ｗｈａｔ－ｅｎｄｕｒｅｓ／，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８日访问。

ｈｔｔｐ：／／ｓｏｈｐ．ｏｒｇ／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ｐｏｄｃａｓｔｓ／；ｈｔｔｐ：／／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ｕｆｌ．ｅｄｕ／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ｏｄｃａｓｔｓ／；ｈｔｔｐ：／／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ｂｌｏｇｓ．ｌｉｂ．
ｌｓｕ．ｅｄｕ／ｐｏｄｃａｓｔ－ｌｉｂｒａｒｙ／，２０１５年４月３日访问。更多信息还可以通过Ｇｏｏｇｌｅ或ｉＴｕｎｅｓ来搜索口述历史播客节目。

ｈｔｔｐ：／／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ｏｒｇ／；ｈｔｔｐ：／／ｃｕｒａｔｅｓｃａｐｅ．ｏｒｇ／，２０１５年４月４日 访 问。有 关 该 程 序 与 网 站 的 评 论 请 参 阅 Ｄａｎｉｅｌ
Ｋｅｒｒ，“Ｍｅｄｉａ　Ｒｅｖｉｅｗ：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　Ｆｒｅ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ｐｐ　ｔｈａｔ　Ｐｕｔｓ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ｔ　Ｙｏｕｒ　Ｆｉｎｇｅｒｔｉｐｓ，”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
ｖｉｅｗ，Ｖｏｌ．３９，Ｎｏ．２，２０１２，ｐｐ．３１４－３１７。

Ｍａｒｋ　Ｔｅｂｅａｕ，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ｉｔｙ：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ｒａ，”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４０，Ｎｏ．１，

２０１３，ｐ．２５．相关研究 还 可 参 阅Ｐａｕｌ　ＭｃＣｏｙ，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ＳｔｏｒｙＭａｐｐｅｒ–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Ｍａｐ－ｂａｓｅｄ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　Ｄｏｕｇ
Ｂｏｙｄ，Ｓｔｅｖｅ　Ｃｏｈｅｎ，Ｂｒａｄ　Ｒａｋｅｒｄ　ａｎｄ　Ｄｅａｎ　Ｒｅｈｂｅｒｇｅｒ　ｅｄｓ．，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ｕｓｅｕｍ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２０１２，ｈｔｔｐ：／／ｏｈｄａ．ｍａｔｒｉｘ．ｍｓｕ．ｅｄｕ／２０１２／０６／ｓｔｏｒｙｍａｐｐｅｒ／，２０１５年４月４日访问。



“Ｎｅｗ　Ｏｒｌｅａｎ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ｅ　Ｋｅｎｔｕｃｋ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与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ｃｕ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等。①

需要指出的是，数字化革命不仅为口述历史原始资料以及后续开发产品的在线传播与呈现提供了

巨大潜能，而且互联网本身就是一个资源异常丰富的口述历史在线指南库。许多口述历史网站与博客

为各层次的口述历史实践者 （尤其是学生、教师与自愿者）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操作指南，其内容涉及

口述历史 实 践 的 方 方 面 面。只 要 在 Ｇｏｏｇｌｅ上 检 索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ｇｕｉｄｅｓ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ｐｒｉｍｅｒｓ）”或

“ｔｉｐｓ（ｓｔｅｐ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ｆｏｒ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等关键词，便可以发现众多相关的口述历史指南类网

络资源。②

而另一方面，作为数字化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电子 邮 件、简 单 信 息 聚 合 订 阅 （ＲＳＳ　ｆｅｅｄ）、

博客 （微博，如 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Ｂｌｏｇｇｅｒ和Ｔｕｍｂｌｒ等）、社交网络 （如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ＭｙＳｐａｃｅ、

ＬｉｎｋｅｄＩｎ和 Ｇｏｏｇｌｅ　Ｐｌｕｓ等）、内 容 社 区 （如 ＹｏｕＴｕｂｅ、Ｖｉｍｅｏ、Ｆｌｉｃｋｒ、Ｐｉｃａｓａ、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 和

ＳｏｕｎｄＣｌｏｕｄ等）、维基 （Ｗｉｋｉ）、播客、网络论坛与即时通信 （如 ＭＳＮ与Ｓｋｙｐｅ等）为代表的社交

媒体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的发展与不断应用则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口述历史学界的国内外交流。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始，电子邮件逐渐成为美国口述历史工作者的重要交流方式。而为进一步

加强同行之间的交流与深化对于某些口述历史问题的讨论，以电子邮件为基础，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从

１９９３年开 始 提 供 邮 件 用 户 清 单 服 务，即 口 述 历 史 协 会 讨 论 组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Ｌｉｓｔ）——— “ＯＨＡ－Ｌ”。③ 而从１９９６年开始，该讨论组发展成为以网站为基础的在线论坛——— “口述历史

论坛”（Ｈ－Ｏｒａｌｈｉｓｔ），其功能基本不变，即通过电子邮件与网站平台向任何在论坛登记的用户提供信

息交流与提问服务。④ 到目前为止，该论坛已经发展成为美国乃至国际口述历史学界最具规模和权威

的交流平台。⑤ 此外，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前后出现的美国最早一批口述历史网站的基本功能也主

要是出于交流目的，其内容主要是介绍口述历史机构或计划的基本信息。⑥

就数字化交流而言，真正对美国口述历史学界产生深刻影响的则是以 Ｗｅｂ２．０技术为核心的社交

媒体的兴起与发展。作为人们彼此之间用来发表见解、观点与分享经验、体会的工具与平台，它以参

与性、共享性、交流 性、社 区 性、互 动 性 与 连 通 性 等 基 本 特 征 而 广 受 用 户 欢 迎。正 如 有 学 者 指 出：
“诸如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和ＹｏｕＴｕｂｅ等社交网站为包括口述历史学家在内的任何人开启了大门，有

助于人们在一种虚拟的合作性环境中分享内容、创建关系和进行对话。”⑦ 正因为如此，这些社交媒

体深受众多口述历史机构或计划的欢迎，它们一般都会在这些社交媒体上创建自己的主页，并结合各

种社交媒体的主要特征定期发布各种信息，其信息类型包括文本、图像、音频与视频等多元形式。而

且，它们还会利用多种社交媒体同步或交替发布信息，以美国 《口述历史评论》为例，除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ｏｈｒ．ｏｘｆｏｒ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ｏｒｇ／）之 外，它 还 通 过 Ｔｗｉｔ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Ｇｏｏｇｌｅ　Ｐｌｕｓ、Ｔｕｍｂｌ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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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这些免费应用程序和同名网站可以通过Ｇｏｏｇｌｅ或ｉＴｕｎｅｓ来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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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ｎｔｅｒ　１９９８，ｐｐ．１，３．
该论坛网址为ｈｔｔｐ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ｈ－ｎｅｔ．ｏｒｇ／ｈ－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８日访问。

据笔者查询相关网站推测，美国最早设立官方网站的口述历史机构可能是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口述历史项目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
ｒ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ｔ　Ｌｏｎｇ　Ｂｅａｃｈ），其网站创建于１９９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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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２０１２，ｈｔｔｐ：／／ｏｈｄａ．ｍａｔｒｉｘ．ｍｓｕ．ｅｄｕ／２０１２／０６／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８日访问。此外还可参

阅Ｒｅｉｓａ　Ｌｅｖｉｎ，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Ｌｉｆｅ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ｏ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ｆｔ　ａｎｄ　Ｐａｒｏｌｅ　Ｃｉｔｏｙｅｎｎｅ，”ｉｎ　Ｓｔｅｖｅｎ
Ｈｉｇｈ，Ｅｄｗａｒｄ　Ｌｉｔｔ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ｉ　Ｒｙ　Ｄｕｏｎｇ　ｅｄｓ．，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ｉｎｇ　Ｍａｓｓ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ｏｒｏｎｔ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ｒｏｎｔｏ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ｐｐ．１３１－１５１。



ＳｏｕｎｄＣｌｏｕｄ与博客帖子 （Ｂｌｏｇ　Ｐｏｓｔｓ，通过电子邮件和简单信息聚合订阅）等社交媒体实现预览、学

习、连接、发现与研究口述历史的目的。为促进对某一问题的深入讨论与交流，一些口述历史组织或

个人也会通过社交媒体创建讨论组。比如，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上 就 有 一 个 讨 论 组 “数 字 化 时 代 的 口 述 历 史”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目前其成员达到２８４位。在讨论组中，任何成员都可以围绕该主

题发表见解或提出问题，而相关问题也会引起群组成员间的相互讨论与交流。①

尽管将口述历史纳入社交媒体当中需要相当的人力与物力资源，但是其积极作用也是不言而喻

的，这不仅有助于推广与分享来自档案馆或图书馆等实体空间的口述历史资源，同时还能够以新的方

式实现口述历史工作者与公众乃至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交流。简言之，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化革

命超越了地理空间界限，将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口述历史实践者联系起来，他们相互交流与分享信息，
紧随当代口述史学发展的最新趋势。

结　　语

　　对于数字化革命给口述史学发展所带来的直接好处与潜在希望，大部分口述史学家都兴奋不已。
布雷特·艾农 （Ｂｒｅｔ　Ｅｙｎｏｎ）指出，我们日益提高的对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控制以及传播的能力将

会影响新世纪口述史学发展的许多方面，其中包括改善口述历史馆藏的可访问性、可用性和透明性；
转变口述历史在教学与学习过程中的应用方式；促使我们回到口述性以及回到包括讲述和倾听在内的

作为过程的口述历史的基本核心问题。② 而阿利斯泰尔·汤姆森 （Ａｌｉｓｔａｉｒ　Ｔｈｏｍｓｏｎ）则进一步强调：“数
字化技术正在改变我们作为口述历史学家的工作的许多面向，包括人们回忆与叙述他们生活的方式，而且

随着时间的变迁，它们将改变我们思考记忆与个人叙述、讲述与搜集生活故事、共享记忆与创作历史的方

式……口述史学的将来以及口述历史学家的角色从来都没有如此兴奋，或者如此不确定。”③

但是，对于口述历史学家来说，新技术并 不 是 万 能 药，许 多 与 技 术 本 身 直 接 相 关 的 挑 战 仍 然 存

在，而且许多新问题也将不断涌现。布雷特·艾农继续指出，不管技术如何发展，人的因素 （ｈｕｍａ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对于我们这个领域的未来来说仍然是至关重要的。技术的影响以及口述史学在２１世纪的活

力与方向将取决于我们。④ 甚至也有学者质疑是否存在一种由技术所定义的口述史学发展模式，罗纳

德·格里 （Ｒｏｎａｌｄ　Ｇｒｅｌｅ）认为，“恐怕不是技术定义我们的实践，而是历史编纂学。如果我们的确

正在进入一种新的转变，那它也应该是一个由全球化问题所定义的转变……数字化世界开始了许多新

的可能性，但是真正的问题仍然是历史中的人的问题。”⑤ 同时，数字化传播与呈现使口述历史所潜

藏的法律与伦理风险进一步加剧，其中涉及著作权侵犯、隐私侵犯与诽谤等各种问题。
不管存在或带来哪些问题与挑战，数字化技术已经成为过去２０年来美国口述历史学界实践与理

论思考的一个热点问题，众多口述历史学家都宣称我们正在快速步入新的数字化时代或飞跃进入新的

数字化信息技术世界。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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