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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路径与领域：记忆史视域下的“口述”
信息来源： 《历史与社会》（文摘）2022年第2期 发布日期: 2022-06-13 浏览次数: 124

【作者】郭辉，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师范大学历史记忆与社会意识研究中心。

【摘要】现代口述史日渐兴起，并与记忆史发生联系。就研究史料而言，口述材料将为记忆史提供丰富的资料，且其本

身即可成为记忆史研究对象。就研究路径而言，口述方法强调受访者与讲述内容的主体性，力图书写出个人生命史。受此影

响，记忆史研究将强调“人的主体性”“回归人本”等思路，并在书写主体与书写对象两个层次强调普通人的生命价值与人

生意义。就研究领域而言，口述研究使记忆史的研究领域得以扩充，使之不再局限于记忆内容的探寻，而是关注记忆产生的

语境。记忆史的求真意识恰如口述历史，虽有求真之谓，但不以求史事之真为研究终途，更强调为何有如此记忆，以及跨学

科方法的使用。记忆史视域下的“口述”探寻旨在强调口述而非记忆史。口述不仅对记忆史有方法论启示，也提供了一种体

察史学的理念和视角。

一、史料：口述材料

口述并不与记忆史构成天然联系，“记忆成史”自有其学科发展路径与脉络。虽然在众多研究者视野中口述与记忆密切

相关，但其中同样也有“建构”成分。口述与记忆的关系之间从自发到自觉，正是人类自我意识的显露过程。口述与记忆史

就本质而言各自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口述作为材料搜集之法在中外皆有传统。若就历史现象而言，自然形态的口述更为

久远，不仅存在于史前社会，也存在于人类自古至今的生活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不少大型历史调查且影响甚

大。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始，颇为自觉的口述史就已经在中国台湾地区出现。相较之下，大陆的口述史起步较晚，大致始于

20世纪80年代。这些过程均未涉及口述与记忆之间的关联，换言之，口述在中国有着重实践而轻理论的发展倾向。实际上，

诸多实例早已涉及记忆理论问题。

从记忆史的发展历程来看，其在诞生之初并未将口述材料视为史料来源。记忆史的诞生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

“新社会文化史”研究倾向。该时期皮埃尔·诺拉主编的《记忆之场》影响甚大，不仅对法国记忆史研究的发展起到重要的

推动作用，而且在记忆史理论的形成、方法的运用、史料的选取等方面皆具开创性。不过，记忆史的研究实践却较少使用口

述材料。

口述材料对于记忆史与史学研究的意义不能混为一谈，尽管两者同为“史”学。记忆史视域下的口述材料有两个层面的

意蕴。其一，口述作为记忆史研究的史料来源，与其他记忆史料共同贡献于记忆史研究。其二，在口述材料被视为记忆史研

究史料来源的前提下，其本身便是记忆的口头表达，甚至可以被视为记忆史的研究对象。口述材料不同于回忆录、日记等典

型的记忆史料，后者尚属文献史料，而口述史料与其有着本质上的差别。严格来说，口述史料要有录音、录像，使研究者能

够最大限度地从中提取信息。口述材料背后的意义被格外强调。这涉及更深刻的问题。若要将口述材料本身作为个体研究对

象，则需要密集口述才能服务于记忆史研究，需要多轮或多重口述才能回答记忆史研究的某些问题。这些均涉及影响记忆史

研究的口述技术层面。显然，口述资料本身就是记忆的重要载体与象征性表达。

二、路径：口述方法

从本质上看，记忆史研究应强调记忆主体、载体、客体。而口述除为记忆史搜集材料外，还将提供方法启示。口述强调

通过细致的“深描”式的田野考察，对底层社会记忆进行发掘。以往的历史书写大多强调精英，所留存的文字史料往往属于

精英类的历史资料。其中虽然有诸多“日常生活史”，但主要是对文人活动的记载，普通社会百姓的思想、记忆消失在历史

长河中。所以，当人们试图发掘社会底层的记忆时，口述就成了绝佳法门。

社会底层记忆的发掘不仅从内容上影响记忆史书写，还在深层次意义上具有路径转换的意义与价值。口述影响下的记忆

史研究将强调“人的主体性”，这体现在历史书写者与书写对象上。历史书写对象的转换背后体现出的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强

调，对普通人生命价值与意义的凸显。历史中的诸多事件与人物可能并未留下任何痕迹和材料，而口述则有可能发掘出关于

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记忆。在此意义上，陈墨提出了“人类个体记忆库”的概念。每个人有活着的价值、尊严，呈现活生生的

生命不仅是史学研究的目的所在，也是记忆史研究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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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 中国考古学与世界古代文明图景

下一篇： 开拓后小三线建设的国史研究新领域

许多学者强调“人民史”，试图书写以人民为主体的历史。研究对象发生变化的同时，还需要追问的是：研究主体能否

也有所改变，人民的历史能否实现由历史学家与人民共同书写。这正是口述史给记忆史书写带来的第二层意义的体现，即

“个体生命史”的书写，这就要求历史工作者根据亲历者的回忆重新撰写历史。个体在口述其生命历程时，与回忆有密切关

联。口述历史通过对个人生命历程的梳理，将个体生命叙事转化为历史记忆叙事，体现出关怀个体命运和关注个体记忆状态

的人文精神。

当我们言及“小人物”的口述史为记忆史研究提供“回归人本”的思路时，其实只谈到了记忆主体、记忆客体问题，除

此之外，记忆载体也十分重要。社会底层民众并非今日才存在，但为何直到如今才被重视？最大原因或许还是新媒体时代的

到来，使社会底层有了发声的可能。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历史的记录者和口述者，口述历史变得易记录、易存储、易传

播，这就实现了记录者与口述者之间的身份调换。当然，对社会底层记忆的强调并非要让人们忽视精英口述记忆的重要性。

对个人生命史的口述因强调“自我”，往往显得较琐碎，有碎片化之嫌，虽有社会结构为背景，但也包含个人情感、情绪。

精英的口述记忆强调宏大叙事，较易形成社会记忆，某种程度上有助于社会共同体的建构。因此，我们也可拓展记忆史研究

领域，从纵深角度理解精英口述记忆。

记忆史视域下的口述不仅将口述主体与对象作为重点，试图书写个人生命史，犹如一粒粒璀璨的珍珠，有其价值和特殊

性。但如何将这些珍珠串成一条精美的项链，则显得更重要。个体记忆并非完全独立的存在，它受社会结构影响，在叙述方

式方面有集体的痕迹。此外，这些看似独立的个体记忆也可以被串联起来，形成群体性的共同记忆，实现个体记忆与集体记

忆之间的互动。

三、领域：口述历史

口述进入历史视域之中，成为史学研究方法与理念后，一般被视为口述史或口述历史。不管是口述材料、口述方法，还

是口述历史，皆有难以明晰的边界。当“口述成史”后，史学的求真问题也就顺其自然地成为口述史的重要议题。口述史虽

有方法与理论方面的创新，但却难以求真，甚至存在造假的可能。

“求真”固然重要，但在口述与记忆的视角下，即便是不真实的信息也应该被认真对待，甚至被视为不可避免的谎言。

“谎言”涉及各层面问题，多与记忆的相关特征有关。“谎言”被正确处理时，也有其学术价值。口述历史中有事实的真

相，也有谎言背后的真相，应该追问谎言的背景、语境与产生机制。

记忆史的求真恰如口述历史，虽有求真之谓，但不应以求史事之真为研究之道，而是应该回答为何有此记忆。史学研究

往往强调档案等一手史料，但档案的留存本身也有所选择。“真实”或许并非记忆史的最重要的议题，“建构”应成为记忆

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社会记忆中的“记忆”一词应该强调其动词属性，即社会依靠怎样的机制进行记忆。记忆史的研究应探

寻记忆背后的因素，把握记忆的社会化过程。

口述研究使记忆史的研究领域得以扩充，使之不再局限于记忆内容的探寻，而是关注记忆背后的广大空间。从记忆史角

度而言，口述者口述的历史本身即属于一种真实，但这种真实也需要与其他文本史料和口述史料相互验证，以了解口述者是

否存在重构史实的行为。当然，口述史研究不仅应注意“是什么”的问题，也应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即为什么口述者会

以这样一种方式而非其他方式叙述历史。换言之，口述史研究要揭示口述者重构史实的背后原因。如此，口述史能够带来两

种“诠释视角”：其一是口述者本身对历史事件的诠释，其二是研究者对口述材料的诠释。这两种“诠释视角”对史学研究

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史学研究的发展。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口述史研究而言，客观性来源于研究者对口述者所述的历

史事实的尊重、认可，若按照自己的研究目的编造口述文本材料，则无法深入探讨“为什么”的问题。

口述史还能从最现实意义上保存社会记忆。口述历史本身即历史事件亲历者的回忆，是口述者表达自身记忆的一种方

式，与社会记忆关系密切。总而言之，就个人记忆层面而言，口述者的回忆会受到社会环境和个人因素的影响。就社会记忆

层面而言，口述历史保存的记忆，多是被社会“遗忘”的记忆，它能够丰富社会记忆，有助于研究者全方位观察人们对社会

的认知和态度。

记忆往往受过去和现实两个方面的影响，它既是过往经验在人脑中的留存，又是不同现实环境下对过往的重构。口述历

史作为记忆的表达，自然也受到过去与现实的双重影响。口述者在叙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存在一个对自身记忆进行筛

选、描述和建构的过程，故口述文本反映的是人们的各种情感和偏见。同时，人又是社会的产物，口述文本还体现着各种社

会权力关系。因此，作为社会记忆遗存的口述材料有助于“探索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与个人情境，特别是当时社会人群的认

同与区分体系”。这正是口述史在“记忆留存”上的价值和意义。

记忆史的研究者很早即关注到记忆史同口述史及传记的联系。口述史研究不仅能够为记忆史提供方法论启示，而且其本

身也能够为我们提供体察史学的新理念和新视角。从记忆史视域出发观察“口述”，能够扩大口述的内涵与外延。诸多学者

指出，现代口述史传入中国后，表现出强大的实践本性，尤其在公共领域引起甚大的反响，且引发了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者

参与其中，甚至连媒体人也加入进来，但热闹的场景却反衬出理论研究的不足。所以，应从实践出发进行理论研究，以理论

指导实践工作。口述的诸多特征符合现代社会，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理应得到尊重。记忆史视域下的“口述”将加强记忆

史与口述史间的联系，不仅有助于实践，也具有理论预见。

 

摘自《理论月刊》2022年第4期，原文约10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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