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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口述历史记录的内容，为口述者的亲历、亲见、亲闻，它包含有许多文献史料
未被记载或记载不清的历史细节。历史学者通过对当事人或知情人的采访和口述记录，
通过对所获口述史料去伪存真的研究、整理以及转变成文字稿，即可以补充真实历史记
述的不足，从而使历史展现得更宽阔、更充实、更完整、更全面。在中国现代口述历史
的初期阶段，涌现出了一些颇有成就的代表人物，他们当中有一位表现突出的学者，这
就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黄现璠。 

【关键词】口述历史；人物采访；黄现璠 

 

                                  On  the  Oral history and  interview 
        ——The interview achievements of  Huang Xianfan  as an example  
                                                Huang wen-Kuei 
                                      
［Abstract］：Oral history records the contents of the Oral personal 
personally experience , witnessed and personally heard，It contains many 
historical details that is historical documents have not been documented or 
recorded unclear.Historians through interviews and oral records to the 
parties or insiders，and through  research，collate to the Acquired oral 
history and transformed into text，Can add real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inadequacy，So that the history shows a more spacious，more enrich，more 
complete，more comprehensive.In China's modern oral history of the early 
stages，emerged in a number of  fruitful  representative，One of them 
outstanding scholars，he is Chinese Modern famous historians Huang Xianfan.  

［Key words］：Oral history；interview；Huang Xian-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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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口述口述口述口述历历历历史史史史与与与与人物人物人物人物访谈访谈访谈访谈    
         
作为一门学科的口述历史（oral history），致力于“对过去事件的参与者和目击者等
当事人的采访，目的在于重建历史。它是一种不可估量和令人注目的20世纪历史的研究
方法。”［1］（p63）这种研究方法当前正受到中国学术界的普遍青睐。［2］口述历史
成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学科，起源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西方学界。尽管如此，利用口述
史料写作和研究历史事实上古已有之，可说是中外的一种老传统。中国汉代已出现了通
过访谈来収集口述历史资料的形式，以后代代不乏。只不过现代与古代的口述历史收集
方法有所不同而已。现代关于口述历史的定义，国内外学者各持一说，尚无定论。［3］
（p43-45）综合各家之说，笔者认为：口述历史是指由准备充分的访谈者，以笔录、录
音或录影的访谈方式，收集和整理当事人或知情人等被访谈对象的口头叙述或口传记忆
资料的记录。口述历史资料收集的基本方法为调查采访或人物访谈，这已为中外学者所
认同。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各地开展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及对太平天国、义
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事件的实地历史调查，搜集口述资料，使用的就是口
述历史的方法。［4］（p3）口述历史记录的内容，为口述者的亲历、亲见、亲闻，
［5］（p1）它包含有许多文献史料未被记载或记载不清的历史细节，历史学者通过对当
事人或知情人的采访和口述记录，通过对所获口述史料进行去伪存真的研究、整理以及
转变成文字稿，即可以“补充真实历史记述的不足，从而使历史展现得更宽阔、更充
实、更完整、更全面。”［6］（p1） 
  

现代口述历史的方法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学术领域，特别是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
民族学和民俗学领域。［7］（p107-114）中国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
的学者皆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出发，对口述历史有着不同的理解、表达和实践。特别是我
国有56个民族，它们当中有许多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历史上难以留下文字材料，
民族文化大多遗留在自己的民族记忆里，保留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为了保存这些民族
的文化精髓，口述历史无疑是“还原”这些民族历史的最佳方法。同时，口述历史的价
值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访者的学识修养和访谈艺术水平。正如有识者明确指出：
“口述回忆是否有价值……要依靠访问者的能力和功力，访问者除了基本的史学训练之
外，还需具备广博的专业知识、语言能力和综合能力。访问事前的准备工作是否仔细研
究过所要访问的对象与相关的问题?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是否问得有意义与深度?能否指出
矛盾及时代错误?更重要的是，访问者是否能与受访者建立互信的关系?访问是面对面的
沟通、是语言和情感的交流，能否使受访者敞开心扉，到达一种无所不谈的共鸣境界?这
些因素无疑都直接间接关系到访问的成败，并决定访问纪录的史料价值之高低。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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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料搜集的越多，可信度也就越高、口述史料的客观性也就能够充分体现出来。再
者，口述史料必须与文献史料相互结合印证和补充，才能确保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
性。”［8］（p146） 

                                          二二二二、、、、口述史料口述史料口述史料口述史料収収収収集集集集简历简历简历简历    
       
现代口述历史的发展，虽然在美国、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中国、日本各有不
同，但世界各国现代口述历史的基本方法始终同一，这就是调查采访，只不过在不同的
发展阶段进行调查采访是以笔录还是以录音或录影的方式不同而已。在20世纪50～60年
代，由于条件制限，中国学者收集口述史料而进行社会调查与人物采访时皆以笔录方式
展开。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些颇有成就的代表人物，他们当中有一位表现突出的学
者，这就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黄现璠（1899～1982）。正如一位识者指
出：在上个世纪新中国成立后的50～60年代“民族识别三个阶段的工作里，费孝通、黄
现璠、夏康农、秋浦、翁独健、李有义、李安宅、吴泽霖、方国瑜、杨成志、杨堃、吴
文藻、江应樑、刘咸、林耀华等20世纪中国人类学界和民族学界的名家以及大批学者、
民族工作者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正是基于全国民族识别工作的研究成果，国务院先后公
布了中国共有55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总共56个民族。通过科学研究和民族自愿原则决
定民族成分，成为中国民族研究工作的创举，同时也引起了国际民族学界的广泛注意，
得到很高的评价。”［9］（p66） 

黄现璠一生从事高等教育工作和史学、民族学研究，中年后尤重少数民族田野调查工作
和近现代史研究。他在组织领导的多次少数民族田野调查工作中以及一些有关近现代史
的研究课题中，曾对众多人物进行过采访，收集到大量口述历史资料，这从他遗存家中
的九册《少数民族调查笔记资料》和数十册《人物采访笔记》中可见一斑。黄现璠生前
访谈过的人物，既有中国现代史上国共两党上层人物龙云、黄绍竑、陈铭枢、罗章龙、
张云逸、韦国清、谢扶民、谢鹤筹、黄松坚、黄举平、覃应机、甘苦、吴西、黄一平、
陆秀轩、黄荣、赵世同等，又有国内外著名学者梁启超、章太炎、威廉•施密特（1868～
1954，奥地利“维也纳学派”领袖）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等人，还有众多普通老百姓
和乡村农民，采访人物涉及面之广，可说在中国现代学术界屈指可数。现将黄现璠生前
的一些人物采访经历、方法和特点略论于下，以为当代中国学术界热衷于口述历史的各
学科学者们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黄现璠最早开始采访的人物，当属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的梁启超。黄现璠于1926年考
入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后结识了肖一山教授，而肖一山教授是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梁启
超的同事和密友。在肖一山教授的引荐下，黄现璠曾于1927年春两次登门拜会梁启超先
生，一是请教学术问题，［10］（p30）二是作人物专访。按黄现璠遗书稿《民国秘史》
（后更名为《民国史片断》）所记：他第二次去拜会梁启超的目的主要是采访当事人梁
启超于1916年（民国五年）在上海策动反袁以及后来抵广西发动广西宣布独立的内幕，
以为他计划撰著的《民国秘史》收集第一手口述史料。“1932年，章炳麟老先生来北京
在燕京大学等校讲演，经业师钱玄同教授、邓之诚教授的引荐，我曾登门拜会过他，聆
听教示。”［10］（p31）这是黄现璠于遗文中的自述。他在《民国秘史》遗书稿中同样
提到当时采访章太炎先生曾问及过章氏于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后又为袁世凯禁
锢的经历，以为自撰《民国秘史》书稿收集当事人的口述史料。为了完成这部书稿，新
中国成立后，黄现璠借赴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历次会议之便，还多次专访了同为一
届全国人大广西省代表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黄绍竑、陈铭枢以及龙云等人，主要了解
“蒋桂战争”的发生以及当事人黄绍竑后来离开桂系投蒋的真相；陈铭枢与李济深等人
发动“福建事变”的内幕以及“云南王”龙云于1948年底在陈纳德等人的帮助下从南京
出走香港而脱离蒋介石控制的亲身经历，［11］（p309）以为他正在撰著的《民国秘
史》收集第一手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述史料。 

黄现璠对日本学者白鸟库吉（1865～1942）、津田左右吉（1873～1961）等人的采访，
发生在他于1935年底～1937年底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期间。日本东洋史学奠基
人白鸟库吉，曾任日本昭和天皇的西洋史侍讲（即天皇的老师），被公认为日本近代东
洋史学泰斗和东京文献学派领袖，弟子满门。1934年他创建“日本民族学会”，任首届
理事长。黄现璠留日时的导师和田清教授（日本现代研究中国满蒙史的最高权威）及其
同窗津田左右吉教授皆为白鸟库吉的学生。按照黄现璠遗书稿《日本吸收中国文化史
稿》和遗文稿《日本近代学者的民族观探析》中所言，他曾多次陪同导师和田清教授拜
会白鸟库吉和津田左右吉，一方面请教和讨论学术问题，二方面对这两位学者进行了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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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主要了解1908年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满铁）在东京支社内设置“满州朝鲜历史地
理调查部”时白鸟库吉任调查部主任期间所领导开展的“满州朝鲜历史地理”资料收集
工作以及津田左右吉任南满州铁道调查员时收集资料的内幕秘闻。 

1937年底，黄现璠从日本归国后，相继在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国立桂林师范学院任史
学教授。教学之余，他的研究重心逐步转向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研究，曾多次组
织少数民族调查团深入广西区内和贵州省内开展调查工作，调查工作中采访的人物越来
越多。1943年8月，黄现璠带领中山大学学生组成“黔桂边区考察团”，任团长，带团深
入到广西义宁、龙胜、三江等县考察；1945年4月，黄现璠带领广西大学学生，组成“黔
南边民考察团”，任团长。他率团赴贵州榕江县大有乡一带考察壮、侗、苗、水、瑶等
少数民族生活，重点是调查当地苗民教育、文化、生活、习俗和婚姻状况；1945年9月，
黄现璠带领学生张寿祺（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到融县附近的少数民族聚居地作学术考
察。以上三次考察分别调查了黔桂边区少数民族生活、教育、行政、婚姻等方面状况，
共历时近一年之久。他与“蜷伏于荒山长谷之中，度其黯淡非人生之生活”的少数民族
同吃同住，食不饱腹，夜无卧具，不分昼夜地采访当事人和知情者。他于三次学术调查
过程中前后采访的当地边民达30多人之众，十分艰辛地收集到大量文献史料和“口述历
史”资料。调查结束后，黄现璠将一部分调查和访谈得到的“口述历史”资料整理成
文，以《黔桂边民教育散记》、《黔桂边民社会组织的民主政治》为题，连载于《广西
日报》桂林版上。［12］特别是黄现璠将采访笔记摘其要点写成的《黔桂边民教育散
记》一文，既属一篇调查报告，又似一篇反映当地边民教育实态和现状的采访报道。时
任国民党广西省主席的黄旭初看了报上登载的这篇报告后，立即派人来请黄现璠前去面
谈，了解黔桂边民教育现状。黄现璠提出了一些改善边区少数民族教育的良策供政府制
定民族政策时参考。这种为政府进行政策制定而提供调查资料和出谋划策的事例在黄现
璠于新中国成立后多次领导和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过程中层出叠见，不一而
足。 

新中国成立后， 1951年6月，黄现璠参加了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广西分团（即第
一分团，团长费孝通）工作，任副团长，与费孝通、陈岸等人一道率团深入到区内各少
数民族地区慰问兼调查。黄现璠到东兰县韦拔群烈士的家乡武篆区东里乡慰问时，曾亲
自登门慰问和采访了韦拔群的妹妹韦武月、韦武丁和弟媳黄美伦。由于在对这些革命人
物的采访过程中，黄现璠深为老革命者韦武月、韦武丁和黄美伦等人所谈的她们与韦拔
群一道当年闹革命的事迹感动，加上同为壮族人，采访上无语言障碍。为此，黄现璠萌
芽出了撰写韦拔群评传的念头。从此之后，黄现璠借着经常与韦拔群烈士生前的领导张
云逸大将以及生前部下韦国清、谢扶民、谢鹤筹、黄松坚、黄举平、覃应机、黄一平、
陆秀轩、黄荣、赵世同、牙美元、韦国英、廖熙英等人在一起开会的机会，多次采访或
专访了这些革命前辈人物，收集到大量第一手“口述历史”资料，并运用这些人物采访
资料所得到的口述史料和其他人撰述的一些回忆文章，陆续写出了《右江苏维埃政权之
建立》初稿一卷和《韦拔群评传》初稿三卷。《韦拔群评传》现已由广西师大出版社于
2008年9月出版，全书90余万字。正如韦拔群的好学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务委员会
原主任黄荣（韦拔群生前的农讲所学生）于《韦拔群评传》“代序一”中所言：“为了
收集韦拔群同志的革命事迹，黄现璠教授曾多次到我家做客访谈，我不断鼓励他早日完
成。”［11］（序p5）可谓从一侧面道出了黄现璠为撰著《韦拔群评传》而广泛进行人
物采访的实态。《韦拔群评传》中即收录了许多亲身参加过右江革命运动的老革命前辈
亲历、亲见、亲闻的“口述历史”。以致该书于2008年9月推出后立即引来了学术界的关
注和主流媒体的好评如潮，它既“具备了学术研究的信史价值”，［13］又是“是关于
韦拔群烈士的最新研究成果”，［14］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部革命烈士评
传”。［15］ 
  

1956年10月，身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副组长兼壮族组组长的黄现璠，负
责调查组的全面学术调查工作，领导开展了广西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调
查。他带队在深入区内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展开调查的过程中，采访的人物更是繁多，收
集到大量珍贵文献和口述史料。 

1978年7月，年近80岁高龄的黄现璠拄着拐杖，带领助手赴龙州、凭祥、宁明、崇左等县
收集红八军革命史料；1979年11月，黄现璠又带领助手赴广西百色、田阳、田东、巴马
等县调查“百色起义”和收集韦拔群烈士的史料。正如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
席的覃应机说：黄现璠教授晚年“以八十岁的老迈之躯，拄着拐杖，领着他的学生和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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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到本区的百色、靖西、宁明等地，还到了四川省的一些地方，去进行综合考察并搜
集资料。”［16］（序p3）黄现璠生前的学生兼助手周作明教授回忆说：“恩师在80高
龄的年纪，还经常拖着年迈的身驱外出做社会调查，在1978年7月11日至8月5日，竟有近
一个月穿行在宁明、崇左、龙州、凭祥等县市的群山峻岭和大街小巷之中。在考察中，
每到一处，恩师都亲访民宅，探究遗址，总是那样地乐此不疲。”［17］（p44-45）文
中所言“亲访民宅”便是登门采访人物，收集口述史料。这从黄现璠当时的助手何英德
研究员的回忆文章中同样可资佐证：“一九七八年夏天，我与周作明同志一路陪他（指
黄现璠——笔者按）到龙州调查红八军起义，还到凭祥、宁明、崇左等地……当时黄老
已是八十高龄，仍顶着烈日奔波于江河、乡村之间，逢人必问，无论是老幼，真是‘不
耻下问’。”［18］（p41）文中所言“逢人必问”、“不耻下问”，正是黄现璠为收集
口述史料而进行人物采访时的一贯作风和特点之一。 
                                    

                                                三三三三、、、、方法和特方法和特方法和特方法和特点点点点 

从黄现璠一生进行的众多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中，从中可以看出他在收集口述史料而进行
人物采访时善用的一些方法及其特点，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事前准备充分。调查和采访前充分准备调查与采访对象的背景资料，做足对背景资
料的阅读和分析研究，对于最终获得良好的人物采访效果和优质口述史料至关重要。黄
现璠于1956年10月带领“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深入山区展开调查前，“他向
图书馆借了一大堆少数民族地区各县的志书，整天泡在旅馆翻阅。”［19］（p21）此即
反映出他在调查和采访前重视事前资料阅读之一貌。 

二、调查与采访提纲详细。写出详细的调查和采访提纲，明确调查和采访对象，以达到
高质量的调查和采访效果，堪为黄现璠善于收集口述史料的特点之一。黄现璠于1956年
10月带领“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深入山区展开调查前，他撰写了近万字详细
的调查提纲，当中具体写明了调查地区、目的、任务和问题，行走路线，采访对象，访
谈要领，开会讨论，经验总结，注意事项等内容。特别是在黄现璠家中遗存的这份由他
自撰的近万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提纲”中，黄现璠对于社会历史调查以及收集口
述史料中的重要事项之一的个体“人物采访”细目考虑较为周全，几乎写得面面俱到。
他在“采访要点”中，要求调查组成员对个体人物进行采访时一定要有礼貌，同时对采
访人物要有针对性和时间观念，即进行采访前必须征得采访对象的同意及事前约定采访
时间。了解当地少数民族风土人情、民风习俗和传说掌故时，尽可能采访老年人；了解
当地的经济和生产的历史与现状时，尽可能采访村领导和会计人员；了解当地农民解放
前受压迫状况时，尽可能采访苦大仇深者；了解当地妇女地位的历史与现状时，尽可能
采访已婚妇女；了解当地教育的历史与现状时，尽可能采访教师和乡间文士；了解当地
少数民族医疗卫生的历史与现状时，尽可能采访村医或干部；了解当地少数民族宗教信
仰的历史与现状时，可以在村干部的陪同下采访巫婆和麽公，切勿乱找对象进行采访，
以免采访对象一问三不知而造成双方难堪。由于社会历史调查中的个体人物采访对象大
多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民和村民，他们白天需要劳动，因而将采访时间尽可能选择在村
民劳动休息时或晚饭后登门造访，不能随便占用农民的劳动时间，以免引起反感。这是
黄现璠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提纲”中所谈的“采访要点”。黄现璠对于社会历史
调查以及收集口述史料中的集体“人物采访”，同样考虑周到。他将集体“人物采访”
归为四类：一是招集贫雇农开会的“集体采访”；二是招集村干部开会的“集体采
访”；三是招集当地长老和乡绅上层人物开会的“集体采访”；四是招集当地地主、富
农开会的“集体采访”。由于采访对象不同，谈话方式自然有别。黄现璠要求组员作
“集体采访”时只能一人提问，以免七嘴八舌的提问造成被采访对象回答问题时无所是
从。同时要求组员进行“集体采访”时所提问题要有明确的针对性，要求组员进行“集
体采访”时关健是仔细做好笔录，越详细越好，以使口述史料尽可能全面完整。黄现璠
是这样要求调查组员的，同时也是以身作则这样做的。 

三、语言能力强。会说日语、英语、官话（即普通话）、粤语、壮话、侗话、瑶话，既
是黄现璠进行人物采访时能够得心应手的前提条件，又是他能収集到大量口述史料的基
础。他采访梁启超、章太炎、黄绍竑、陈铭枢、龙云、罗章龙、张云逸等人时讲普通
话；采访施密特时讲英语；采访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时讲日语；采访韦拔群的亲属时
大多讲壮话；采访韦拔群生前的学生和部下韦国清、谢扶民、谢鹤筹、黄松坚、黄举
平、覃应机、陆秀轩、黄荣、赵世同、韦国英、廖熙英（皆为壮族人）时既讲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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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讲壮话；采访瑶族同胞时讲瑶话；采访侗族同胞时讲侗话。采访苗族同胞时，因黄现
璠不懂讲苗话，他便叫上苗族朋友陪同前往采访。例如1945年9月，黄现璠带领学生到融
县（今融水苗族自治县）附近的荣安乡一带调查苗民的“埋岩会议”时，因“埋岩会
议”大多用苗歌记述流传，黄现璠不懂苗话苗歌，他便叫时任融县四安乡中心学校的杨
春福老师请假数天陪同前往，找到会唱“埋岩会议”苗歌的荣安乡塘秃村麻布苗人梁老
岩（他是当地会唱“埋岩会议”苗歌的仅存者），请梁老岩唱“埋岩会议”苗歌，托杨
春福用汉文做笔录，从而收集到一些珍贵的“埋岩会议”苗歌。接着黄现璠又相继采访
了融县安陲乡江门村的麻布苗人董老金（时年66岁）、荃老金；东兰村白苗人梁应保。
这三位苗民皆会讲官话（普通话），他们分别向黄现璠介绍了当地“埋岩会议”的历史
状况，［20］（p248-254）使得黄现璠收集到不少有关苗歌的珍贵口述史料。正因如
此，黄现璠在多次领导和组织社会历史调查的工作中选择调查组成员时较为重视语言能
力，因而成员大多为少数民族人，以利于调查与采访时的语言沟通，加深采访者与被采
访对象的亲和情，从而获得意想不到的访谈口述史料。正如黄现璠生前对家属回忆采访
韦拔群的亲属部下的经历时深有感触地说：“见到韦武月、韦武丁和黄美伦等人时，我
马上用壮话予以亲切的问候。当她们得知我是壮族人时，亲近感随之顿生。访谈前我首
先唱起了事前学到的几首韦拔群烈士当年闹革命时流行传唱的壮话革命山歌，立刻唤起
了这几位当年名响一方的革命山歌手兼妇女运动宣传家的唱歌兴致，一首首当年的革命
宣传山歌便从她们的口中脱口而出，我立刻开始了歌词笔录，随后的访谈自然水到渠
成。以后几次对她们的访谈都是从唱壮话革命山歌开场的。”解放初期，黄现璠先后到
都安六也乡春贵村瑶寨（现属大化瑶族自治县）采访当地瑶族寨老罗民生（69岁）；到
东兰板升区瑶寨（现属大化瑶族自治县）采访当地瑶族寨老韦桂荣（64岁）；到南丹大
瑶寨采访当地瑶族寨老王老牛（67岁）等人时，皆用瑶话进行采访。1954年3月，黄现璠
深入到贵县一带调查壮族革命英雄黄鼎凤事迹以及收集有关太平天国革命的口述史料
时，他相继深入到贵县一些乡村采访了当地知情人李六婶（高岭村人，时年60岁，3月
11、12日采访）、林赓扬（覃塘乡人，时年73岁，3月17日采访）、黄延宏（覃南乡甘碑
村人，时年71岁，3月18日采访）、覃三妈（覃塘乡人，时年81岁，3月18日采访）、陈
公福（根竹乡人，时年77岁，3月20日采访）、黄广文（根竹乡人，时年74岁，3月21日
采访）、潘老花（社岭村人，时年77岁，3月23日采访）、林四全（三里乡林村人，时年
66岁，3月23日采访）、覃九叔（三里乡人，时年62岁，3月24日采访）以及黄亚德、谢
术寿（黄练乡人，时年82岁）、黄五叔（覃南乡青云村人，时年79岁）等人，皆以壮话
进行采访。 

四、请上门来采访。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被国民党广西省政府视为韦拔群的最高
政治顾问的叶一茅（又名叶非英）先生，曾任东兰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韦拔
群）教务长，与韦拔群亲密相处过一段时期。他是黄现璠在广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
（1922～1926）时的哲学老师。1951年9月，黄现璠到东兰等县慰问、调查和采访时，从
三师校友黄润生（广州中央农民部第六届农讲所学员、东兰第二届农讲所教员）处得知
叶一茅在广州新民中学任教。1955年5月下旬，黄现璠应邀到原任过教的广州中山大学历
史系作学术报告，报告完后的第二天，即在自己的私淑弟子、中山大学张寿祺教授的陪
同下前往广州第十四中学看望和采访叶一茅老师，了解到一些情况，黄现璠仍感不够，
便于翌年寒假期间邀请叶一茅老师重游桂林，住在家中三天，每天采访一、二个小时，
笔录了一些十分有价值的“口述历史”资料。［11］（p205）上述一系列对右江革命知
情人的采访，为黄现璠后来完成《韦拔群评传》（初稿三卷）打下了坚实的“信史”基
础。 

五、采访笔录准确完整。一是时间、人名笔录准确完整。例如，1952年夏、1955年春和
1956年底，为了收集宋代侬智高起义和清代吴凌云、吴亚忠反清起义的史料，黄现璠先
后三次前往扶绥、上思、宁明、龙州、大新、天等、德保、靖西等县调查和采访知情
人，收集口述史料。他先后采访了莫晚（曾任清代吴凌云创建的延陵国的义军副帅）后
人莫成春（扶绥县东罗居民，时年79岁）、程世芳（东罗上屯村人，时年88岁）；扶绥
渠芦村人吴明靖（时年76岁）、吴文华（时年82岁）；德保县马隘人林春和（时年84
岁）、东关人黄宗德（时年81岁）；靖西县新圩人李大头（时年84岁）、安德人覃大春
（时年72岁）；上思县平福乡人黄清源（时年86岁）等，获得了一批重要的“口述历
史”资料。［21］（p12-58）每次采访黄现璠都将采访地点、人物、时间、采访对象年
龄准确完整地笔录下来，以增加“口述历史”的信凭性。二是笔录用词准确，这主要体
现在对少数民族人物的采访中，例如当被采访对象说到壮族历史上的乌浒人、俚人、僚
人、僮人等时，采访笔记中就不能一律写成“壮人”，因为前者与后者为不同的历史概
念。再如当被采访对象说到彝族的“曲诺”时，采访笔记中就不能记成“佃农”，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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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极大的误会。这是黄现璠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提纲”的“采访要点”中明确
写明的要求，同时，黄现璠在遗存的采访笔记中也是严以律己这样做的，这从他遗存的
十几本采访笔记中可窥一貌。 

六、谈话艺术非同一般。谈话艺术水平如何无疑影响着人物采访的质量高低，进而影响
着所集口述史料的价值高低。高质量的采访提问，既离不开采访前的充分准备，又与谈
话艺术的水平关系密切。采访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素材和“口述历史”资料，记者或学者
所有的采访技巧都应该为这一目的服务。但是，技巧并不意味着为了达到采访目的而可
以不择手段。黄现璠在对形形色色的人物进行采访或专访的过程中，极为讲究提问形式
和谈话技巧，表现在黄现璠采访时善于针对不同的被采访者而采取不同的提问形式和谈
话技巧，例如针对一般农民或村民提问，黄现璠通常采用由浅入深，层层追问，环环相
扣，发掘细节的提问形式，再配以谈话开场唱山歌，拉家常和谈话中耐心倾听，善于引
导的技巧，既营造了一种双方融洽的气氛，又拉近了采访者与被采访对象的距离，还避
免了谈话中主题或正题的偏离。针对乡儒文士提问，黄现璠通常采用抓住核心问题，开
门见山，单刀直入，切中要害的提问形式，再配以专业化术语，既能使被采访者感觉采
访者讲求效率，不会产生过多罗嗦占用时间的厌烦情绪，又能让被采访者知道采访者内
行，值得交谈。而针对上层人士提问，黄现璠通常采用诱导性的提问形式，再配以谦虚
谨慎，察言观色，旁敲侧击，刨根问底的谈话技巧，从而经常能得到生动具体、细节鲜
明的访谈成果或意想不到的珍贵“口述史料”。这一切在黄现璠遗存的采访笔记中皆有
着充分的反映。采访中善于观察、沉默、倾听，同样是黄现璠谈话艺术非同凡响的表现
之一。特别是遇到采访对象隐晦或易于伤感的问题时，黄现璠善于采取不直接问当事人
而以迂回采访的方式获取答案。黄现璠采访韦拔群的亲属和生前部下时，从不当面问及
当事人隐晦或伤心的问题。举例而言，黄现璠采访韦拔群的妹妹韦武月、韦武丁时，从
不问及韦拔群一家17口人（韦拔群全家共20口人）被害的细节问题，以免引起两位革命
老人的伤心，而是采取采访其他知情人的方法来获得详情；采访韦拔群的弟媳黄美伦
时，黄现璠从不问及她的丈夫牺牲过程以及她被捕后被敌人卖往外地的详情，而是提问
她和大哥、二哥、三哥如何跟随韦拔群一道闹革命的细节。韦拔群生前闹革命时的得力
干将黄榜呈、陈鼓涛、黄润生等人，皆为黄现璠早年在广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时的
校友。黄现璠采访黄润生时，从不问及他后来脱离革命队伍的原因，仅仅提问他与韦拔
群一道闹革命的详情细节。这也是黄现璠进行人物采访时从不因人废言而只注重客观事
实的特点之一。层层追问以挖掘事实的细节和深层详情，同样是黄现璠于人物采访中值
得称道的谈话技巧之一。采访中，黄现璠凡是遇到被采访者对自己做过的事情当中的许
多细节不以为然、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的状况时，他便会以敏锐的判断力迅速捕捉住细
节，从而层层追问下去。例如 1951年9月6日，黄现璠到东兰县东里屯采访韦拔群的妹妹
韦武月、韦武丁和弟媳黄美伦时，谈话中黄美伦讲到韦拔群于1930年初在西山弄京开办
训练班时无意中提到两个人名“双凤”、“飞来”。当黄美伦讲完训练班一事后并未意
识到“双凤”、“飞来”的重要性，便未加以说明和补充。黄现璠首次听说这两个人
名，多年采访经验造就的敏锐性使他马上意识到这两人的命运有可能非同寻常，弄清她
们的来龙去脉十分必要，黄现璠便迫不及待地向黄美伦追问，结果引出了一段韦拔群收
养孤儿“双凤”、“飞来”以及黄大权收养孤儿“金美”的生动往事以及“双凤”、
“飞来”、“金美”三位孤儿在东兰农运失败后被敌抓获卖往外地而至今下落不明的曲
折故事。进而黄现璠追问当时东兰革命遗孤如何安排的问题，又引出后来韦拔群在公布
的《最低政纲》中制定“创设贫民救济所”的创举。随着层层追问，革命领袖韦拔群身
上闪闪发光的人道主义人格形象完整地呈现出来。黄现璠在采访中诸如此类问话巧妙和
穷追不舍的提问事例不胜枚举，不一而足。这种善于提问的技巧，无疑为他能收集到许
多细节丰富的“口述史料”创造了良好条件，亦为他的遗著《韦拔群评传》能收录大量
珍贵真实的口述史料打下了基础。 

七、采访后诚恳表示谢意。采访后表示谢意对黄现璠而言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采访
完后送些酬金或酬礼给采访对象，以表谢意。例如1945年9月25日，黄现璠深入到融县荣
安乡进行调查和采访，当天晚上请白竹村麻布苗长老潘民珠来到乡公所谈白竹村苗族风
俗，黄现璠对潘民珠采访完后送他法币百元。二是采访完后请采访对象吃饭，以示谢
意。例如1945年9月30日，黄现璠深入到融县安陲乡，住在邓家。晚上，黄现璠托邓家请
来一位当地颇有学识声望的老先生，对他进行了采访。这位老先生所谈“麻布苗风俗和
埋岩会议，言之颇详，闻所未闻。翌日余请老先生吃饭答谢时，他介绍了邻村朱老先
生，告余值得前往会晤，余定明日前往访谈。”这段话引自黄现璠于1945年9月30日写的
“采访日记”。这方面的事例，仅在黄现璠遗存的《融县采访日记》（见见见见上上上上图图图图：：：：1945194519451945年年年年9999
月月月月黄黄黄黄现现现现璠璠璠璠赴融赴融赴融赴融县县县县一一一一带对带对带对带对苗苗苗苗瑶瑶瑶瑶进进进进行行行行调调调调查查查查和采和采和采和采访时笔记访时笔记访时笔记访时笔记）中便有数件记载。由此推想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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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事例在黄现璠的长期人物采访史中不乏其数。 
                      
                                                   四四四四、、、、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新中国成立后，黄现璠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既注重收集和抄录残存于少数民族地区的
文献史料，又特别重视收集“口述历史”资料。“口述历史”资料从何而来？人物采访
为其唯一来源。可说“口述历史”资料获得的多寡与质量高低，无疑与人物采访的频度
与水平高低关系密切。黄现璠一生中之所以能收集到相对丰富的“口述历史”资料以及
运用这些史料在“还原”民族历史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关健在于他具有“逢人必问”
和“不耻下问”的采访作风以及逐步积累起来的丰富采访经验和谈话艺术技巧水平。这
同样是黄现璠中年后善于将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相互结合印证和补充从而进行史学和民
族学论述以确保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前提条件。因而说黄现璠是中国当代最早运用
“口述历史”资料从事学术研究和论述的先驱之一，绝非言过其实。正因如此，这为黄
现璠突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而运用“三重证据法”创造了条件。所谓“三重证据
法”，是指将历史文献、考古史料、口述历史或调查材料三者结合起来的治史法，这种
治史法在黄现璠对民族史和壮学研究的大量论著中随处可见，尤以在自著《广西僮族简
史》和遗著《壮族通史》中表现显明。关于“三重证据法”，20世纪80年代后，不同学
科领域的一些学者相继提出过多种形式的“三重证据法”，例如饶宗颐先生提出：探索
一个文化，必须将田野考古、民族学、异邦古史、文献记载和出土文字的研究三个方面
结合起来。［22］即主张从出土文献和实物中系统地整理“寻绎有规律的历史理据”。
［23］杨向奎先生主张：纸上的文献材料、地下挖掘出考古材料和民族学的材料皆可作
为史料证据。［24］汪宁生先生认为：文献、 考古发现、民族学资料、考古学的发掘皆
可为古史研究提供新的实证，而语言学的分析可为古史研究（特别是民族历史及古代习
俗的研究）提供有用资料。即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调查来的资料，同样可供研究古代
社会和文化进行类比。从而主张：研究中国史现在已不再限于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
法”，而应提倡“三重证据法”（文献、考古发现和民族学资料），甚至“多重证据
法”，即有关学科所能提供一切证据均可利用。［25］叶舒宪、萧兵认为：纸上的文献
材料、 地下挖掘出的考古材料以及 跨文化的民族学与民俗学材料皆可作为证据而运用
于历史研究。毛佩琦先生针对《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一书所撰的书评《历史研究
中的“三重证据法”》中提出的“三重证据法”为：纸上的文献材料、地下挖掘出的考
古材料和社会调查材料。马彪先生于2006年12月25日在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作题为
《谈谈简牍学研究的三重证据法——以龙岗秦简与云梦禁苑为实例》的学术讲演中提出
的“三重证据法”为：纸上的文献材料、地下挖掘出的考古材料和实地调查史料。彭裕
商先生认为徐中舒先生运用“边裔的少数民族，包括民族史、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
史料研究先秦史，即运用了“三重证据法”。从而主张“徐中舒先生是“古史三重证”
的提出者”［26］笔者通过对饶宗颐、杨向奎、徐中舒等学者的论著细读，发现三位学
者的主张及其学术实践，并未突破王国维的“古史二重证”中“历史文献”和“考古史
料”的范畴。笔者理解的汪宁生提出的“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调查来的资料”；毛佩
琦先生提出的“社会调查材料”；马彪提出的“实地调查材料”，包括调查所获得的文
书、实物、口述三方面的资料。这些“调查资料或材科”显然是独立于“历史文献”和
“考古史料”之外的第三重证材料，特别是口述史料。黄现璠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多次领
导和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不仅采访过各阶层众多人物，收集到大量口述史
料，而且还收集到大量调查材料（文书和实物）。由此为他广泛地将口述史料或调查材
料用于治史创造了条件，从而形成了他将历史文献、考古史料、口述历史或调查材料三
者结合起来治民族史的“三重证据法”。客观地说，黄现璠生前没有提出过“三重证据
法”，同时他将“三重证据法”运用到古史研究的事例不多，仅限于壮族古代史，但他
将“三重证据法”运用于近代史和民族史研究的事例层出叠见。因此可以说：在20世纪
历史学界，黄现璠是较早突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而运用“三重证据法”的实践者之
一。有关这点，因非本论主题，権当结语余话，于此不赘。 

今年是黄现璠先生诞辰110周年，笔者谨以此文纪念这位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和民族学作
出过重要贡献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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