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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推荐                                相较《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记录口述历史：社会科学家的实践指南》
、《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口述史研究方法》等论著，
该书稿偏重于方法指导，更像一部口述历史的工具书，指导读者“可以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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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或许有人会想，既然生平讲述是由受访人讲述自己的故事，还要口述历史采访人做什么？
由于生平讲述需要求诸受访人的记忆，且与受访人的记忆能力、记忆方式、理解能力及理解问题的方
式、表述能力及表述方式等有关，因而需要口述历史采访人做大量工作。
采访人的工作，包括选择并联络受访人，准备采访的背景资料，向受访人说明工作目标、工作规范及
具体工作程序，在联络及采访过程中不断刺激受访人的记忆，提出具体问题方式引导受访人的回忆和
讲述，并以适当的提示或质疑帮助受访人辨析与甄别记忆的真伪虚实，直至完成采访后对受访人及采
访过程进行必要的记录和说明，有些采访人还要担任录音整理、编辑和注释工作。
由此可见，采访人在生平讲述采访中绝非可有可无。
实际上，采访人是口述历史生平讲述的主导者及联合创制人。
 传统史学的局限 历史学是人类最早建立的专门知识学科之一，已有成千上万年的积累。
甚至在人类使用文字之前，人类就存在有意识地通过口传形式建立历史记忆。
以文字形式记录和书写历史，也已经有数千年传统。
人类史学已有丰富的精神遗产。
 说到传统史学的局限，主要有下面几点。
 其一，是过于倚赖书面历史文献，而轻视乃至蔑视鲜活的口述资料信息。
人类早期的历史学著作，并无此类局限，大部分早期历史记载，都会征集大量的口述资料。
随着文字记载的通行，历史文献的丰富，后代的史学家大多倾向于相信并采用书面历史文献，并建立
历史学的传统常规。
采信历史文献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历史学家对历史文献的迷信走向极端，几乎形成了文献崇拜
，而将口述资料信息排斥在史学大门之外。
口述历史发展之初，曾被严肃正经的史学家轻蔑和排斥，就是最好的例证。
史学家排斥口述资料信息的理由，是因为口述资料信息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存在明显疑问，所以不予采
纳；这理由听起来堂而皇之，想起来却有些可笑，因为历史学家的主要工作，正是要辨析史料真伪及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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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口述历史门径(实务手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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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口述历史用人民自己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了人民。
它在展现过去的同时，也帮助人民自己动手建构自己的将来。
 ——[英]保尔·汤普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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