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1 兰台内外

凡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

从事政治、军事、经济以及科技文化

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

的，有事件当事人或事件亲闻者口述

的，以标准方法采集的各种文字、声

像形式的历史记录统称为口述档案。

一、高校口述档案资源建设的途径

高校口述档案主要有访谈录、回

忆录、口传史料、调查记等形式。凡

根据个人亲闻亲历口传或笔记的材

料，都可以划作口述档案的内容，具

体地讲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展开。首

先，确定口述对象。要从“因事找人，

因人找事”的角度出发，选取历史事

件和活动中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同

时，聚焦重要人物所亲身经历的事

件。可以从一个项目的角度记录制

作，如回忆某个项目、某个活动、某个

工程、高校组建经过等等，这样参与

回忆的人数相对增多，受访者成份相

应扩大，可以从精英到普通人士。其

次，确定每个时期的口述档案计划。

每学期制作几位人士、几项活动或几

个事件，采访制作的内容重点，以最

能代表某一阶段人物、活动和事件为

主要的采访制作内容。第三，选择记

录制作口述档案的胜任者。口述档

案的制作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记录和

摄像，是一项操作性很强的工作。从

事这项工作的人员需要提出问题，引

导受访者讲述，对记录下来的内容进

行取舍，因此，他在整个过程中都要

有很深的介入。因为受访者记忆上

的局限性，所以要求访谈者和整理者

要大胆介入，用相关文献的补充与互

证等口述史料，纠正受访者记忆方面

的失误。访谈者要以互动的方式与

受访者合作，要求会提问题，让受访

者愿意并毫无顾虑地畅谈，针对受访

者的回应做追踪，并提供人名、日期

和其他一般人容易遗忘的资料来协

助对方。第四，做好鉴定、安全制作、

保管保密工作。整理者要结合已有

的档案文献，对受访者记忆的偏差

处，口述的失真失实处，采取以下措

施处理：一是征求口述者意见后作出

改动；二是由整理者自行作出适当的

校正性注释或旁白说明。值得注意

的是，访谈者的介入以及用已有档案

文献补充，并不意味着访谈者在整理

口述录音并加工制作成作品时，可以

随意改变受访者的口述访谈录音。

要注意保护好原始访谈录音的信息

安全和实体安全，尤其涉及个人隐

私或国家机密内容，更要谨慎处理，

防止外泄。第五，利用一切可用媒

体渠道，加强口述档案的宣传与征

集。高校档案馆采访搜集和运用口

述史料建立口述档案，目的是再现

历史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某一方

面或某个人物的成长过程。这项工

作若仅仅依靠高校档案部门的宣传

远远不够，应当借助校刊、社会新闻

媒体等渠道，大力宣传口述档案，引

起人们对口述档案的重视和共识，

进而为高校档案馆征集口述档案打

开便利之门。

值得一提的是，口述档案是访

谈者和受访者共同参与才能完成的

工作。“真实”是口述档案的价值所

在。但口述档案要求的真实性，不仅

仅是口述访谈录音整理的“真实”，更

重要的是受访者所口述的“内容”的

真实。因此，整理访谈录音无论再

“真实”、再“原汁原味”，也无法保证

口述“内容”的真实；口述档案信息的

真实与否，主要取决于受访者口述

“内容”的真实与否，而不完全决定于

整理者是否忠实于访谈录音。要求

受访者所讲的一切都符合“客观事

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口述者

无意作伪造假，而是抱着实话实说的

真诚，但因为其当时的见闻条件、历

时记忆在一定程度上的失真，以及不

可能不加进的主观因素等等，对历史

事件、典型活动和历史人物的忆述也

不可能完全符合已逝的客观。这是

高校建立口述档案访谈中需要警惕

和注意的。

二、高校口述档案资源的服务

方式

高校口述档案作为高校档案信

息资源的补充和丰富，不仅能为高校

档案工作增色，而且也有它自身服务

的价值优势。首先，制作影视作品。

借助影视改编的专业技术手段，将高

校某些重大活动、重要历史事件、重

要人物以及典型的和有代表性的普

通人士的口述档案，变成影视作品，

通过影视媒介播放，让广大的教职学

工和社会人士看到鲜活生动的某个

历史片段或整个历史事件、整个人物

经历的全过程，让更多的影视观众全

面了解到更多的历史真相和过程细

节。其次，借助网络提供服务。可以

将高校口述档案资源按内容分类，设

置专用网上出口，通过网上传输方

式，为利用者提供服务。第三，举办

展览进行现场观摩答疑服务。开设

一个平台，通过先进的多媒体技术，

用银幕、投影仪和触摸屏等设备，播

放高校口述档案资源，设置答疑人

员，专门为参观者进行边观答疑，满

足观看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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