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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辑内容仍然丰富，朱佳木在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充分肯定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口
述史学的重要性；何兆武和李小江的文章分别谈到口述历史的人民性和个性化的特点；何方讲述了张
闻天建国之初开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事业的故事；梁培宽回顾了乃父梁漱溟先生的人生追求和毕生
探索中国问题的经历；《启功先生访谈》则记录了启先生临终前对民国时期北京画学会的回忆，是极
难得的历史记录。
     给“口述历史”定性定位，最好的名称就是借用我国传统的史学典籍的一种称谓：《实录》。
“口述历史”只应该严格地规定为对于当事人（亦即口述者）亲历而非传闻的如实记录——实事实说
。
真实性，是“口述历史” 的灵魂。
本书记录了以20世纪这一百年革命当中一些老同志亲历亲为的史事，这些珍贵记忆作为了现在要作的
“口述历史”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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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的话卷首语谈口述历史评议与思考  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口述史学——在“首届中华
口述史高级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  历史中“人”在哪里——关于“口述历史”的跨文化对话名流青
史  梁漱溟：执著探求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的思想家  周有光访谈录  归去来兮——东北抗日义勇军老战
士谷梦麟访谈逝者留声  启功访谈——民国时期北京画学研究会及北京传统画坛情况  赤安（三边）事
变  沉浮跌宕爱同一生——我的父亲包尔汉传奇人生的一些经历苏尤木乌依古尔·沙依然口述长卷先
睹  上海市委平反王申酉冤案的前前后后  跟随张闻天在驻苏联使馆工作百姓沧桑  胰岛素研究：1966  
“勤行”的手艺  一位老神父的自述  钻石婚  有生之年我一定要知道他的下落——中国共青团创始人之
一俞秀松夫人访谈录  西南联大琐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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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同志们，朋友们：    我非常高兴能参加“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暨学
科建设会议”，非常高兴能和史学界的同仁们一起探讨口述史这门当今备受学术界关注的学问。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当代中国研究所，向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论坛的东道
主扬州大学表示衷心感谢，向扬州大学的师生们致以良好祝愿!    十多年前，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
时，为了撰写老一代革命家的年谱，曾经拿着录音机，采访过一些知情的老同志，整理过访谈笔记，
有的还经被访谈人审阅后发表过。
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就是从事口述史工作；即使后来知道了口述史是一门新兴学科，但究竟什么是口
述史，自己仍然不甚了了。
只是因为这次应邀来参加口述史论坛，临时抱佛脚，现找了一些有关的书和文章学习，这才对口述史
有了一点粗浅的认识。
    究竟什么是口述史呢?据我所知，目前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
我认为，从广义讲，所谓口述史应当是指历史工作者利用人们对往事的口头回忆而写成的历史。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可以说是一个有着悠久口述史传统的国家。
孔子著《春秋》，就运用口头传说追述了唐、尧、虞、舜的历史：司马迁写《史记》，更是大量引用
口述史料，从而使笔下的秦始皇、荆轲、陈胜、刘邦、项羽、韩信等等人物显得栩栩如生。
但是，科学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必须是建立在真实性基础之上的，而传统口述史的致命弱点恰恰是，或
者口头传说在流传过程中，或者历史工作者在记述某种口述史料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失真的情况
，从而有损作为主体的历史的科学性。
因此，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当人类发明了录音机，以后又发明了录像机时，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
历史工作者利用现代声像技术手段访问历史口述者以保证口述史料不失真的方法。
我们现在所说的口述史，正是这种由史学工作者与口述者合作的建立在录音、录像技术基础之上的现
代口述史。
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口述史学，也是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
无疑，这个意义上的口述史和口述史学，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与国际史学界交流的不断扩大和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合作的不断深入，和
录音、录像设备的日益普及，现代口述史也逐步发展起来，并有不少成果相继问世。
例如，扬州大学立足本地，开展了有关辛亥革命和扬州人物的口述史实践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所和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也在对近现代国共两党人物和思想文化界名人，以及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等问题的研究中，进行了口述史的有益尝试。
但从整体上看，我们无论在口述史实践还是口述史学科建设方面，都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
因此，由史学界召开这个口述史的高级论坛。
回顾和展望中国大陆的口述史工作，交流近年来口述史工作的经验，研究口述史的学科分类和学科建
设问题，讨论并设法制定口述史的工作规范、标准和原则，是非常必要的，对于我国的口述史发展及
其学科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口述史是建立在口述基础上的史学研究方法，为了保证口述本身的真实性，口述者的口述无论是以
人物，还是以事件，还是以专题为中心，都应当是他的亲历、亲见、亲闻，就是说，应当是“活史料
”。
显然，这一要求在古代史研究领域是无法做到的；就是在近代史研究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
越难以满足。
相比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或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以及地方志当代部分的编修，恰恰是最适宜运用
口述史方法的领域；同时，历史研究和地方志编修中的当代部分，也是口述史最能大显身手的时段。
因此，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当代中国地方史研究。
以及地方志编修的学者，应当高度重视口述史工作，并和口述史学的研究者密切合作，共同推动口述
史学科的发展。
    口述史不仅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工作方法，一种成果形式，也是一种新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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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突破了以往历史著述偏重于政治和上层、较多地“自上而下”写历史的传统，使普通人的生活、社
会的变迁、人民大众对历史的认识更多地走进了史学领域，从而有助于把“自上而下”写历史和“自
下而上”写历史结合起来。
这种新的史学理念，特别适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
大家知道，国史研究是从中共党史研究中分离出来的，国史研究离不开党史研究。
但是，国史研究与党史研究无论在研究范围上，还是在研究重点、角度上都有很大不同。
国史不仅要研究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参政党的关系史，而且要研究其他参政党本身的历史；不仅要研究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而且要研究国家政权史、经济史、文化史、科技史、
教育史、军事史、民族史、宗教史、社会史、体育史、卫生史、灾害史等等，甚至还要研究民间风俗
、服饰、饮食、居住、交通等百姓日常生活变化的历史：不仅要研究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决策过程，
而且要研究各级政府是如何组织实施这些决策的，各族人民又是如何在这些决策的指导和影响下从事
各自工作的。
国史研究的这些特点使它相对党史研究来说，更加需要通过开展口述史来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活跃
自己的研究思路，并弥补史料之不足，丰富写作之内容。
    任何一门学科，只要它是科学的，就必须有自己的学术规范。
现代口述史作为历史科学的分支学科，自然也有它被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学术规范。
例如，口述史工作计划的形成，访谈者与访谈对象契约的签订，访谈前的研究准备，访谈中的录音、
录像技术要求，访谈后的记录整理补充，口述档案的存放、保管，口述史成果的发表形式，以及著作
权的归属等等，都需要有一套为学术界公认的规则。
这方面，是不分中国和外国，也不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
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大半个世纪中形成的口述史工作的有益经验，我们可以也应当学习和借鉴。
但是，我们同时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到，我国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有着自己优秀的治史、修史经验
，在口述史的学科建设过程中，我们也要充分吸收和利用这笔丰富的民族遗产。
另外，口述史既然属于史学范畴，它就和其他史学分支学科一样，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性。
由于口述史主要适用于当代史研究，因此，它与现实的距离较近，政治性也更强一些。
我们在开展口述史工作和进行口述史学科建设时，更要注意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始终站在中国人
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
，要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遵守党中央有关建国以来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定。
文字史有文字史的缺陷，口述史也有口述史的缺陷。
我们无疑应当重视口述史，但也应当防止不恰当地夸大口述史的可信性和作用的偏向。
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学术性和政治性的统一，牢牢把握正确的学术方向，努力使口述史工作在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那么，口述史工作和口述史的学科建设就一定会得到社
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就一定会拥有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
    同志们，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时间虽然比较晚，但它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十分重视对口述史料的收集
和整理，并陆续发表和出版过一些口述史的成果。
我们为能和在座的史学界朋友们结识，共同研讨口述史的学科建设而深感荣幸。
我们非常愿意在今后和诸位继续就有关口述史学的问题进行学术交流，共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
思主义口述史学而不懈努力。
    最后。
预祝论坛获得圆满成功，祝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身体健康，事业有成!P3-7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口述历史（第四辑）>>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