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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自20世纪40年代从西方兴起，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严格定义和规范的专门学
科，在我国史学界也越来越受关注并有蓬勃发展的趋势。
《口述史读本》精选国内外有关文章近20篇，旨在尽可能系统和全面地向读者展现口述历史这一学科
的发展过程、基本理论和学术规范。
有鉴于口述史学实践性强的特点，《口述史读本》特别注意收集国内国外题材与风格各异的口述史经
典研究范例，以及研究者的经验体会，展现口述?实践中诸多关键环节的操作过程、注意事项，以期为
初涉口述历史的读者了解口述史学科和从事口述史实践，提供某些有意义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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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定宜庄，满族，北京市人，1948年出生。
先后从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获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专业为清史、满族史。
著有《清代八旗驻防研究》、《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合
著)等。
有关口述史的著作有《最后的记忆：十六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与《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下)
及多篇探讨口述史学理论与实践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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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马长寿先生的《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与上述路、程二位先生的著作
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运用了文献与口述相结合的治史方法，同样是深入的成一家之言的学术研究，
而不是简单的采写记录。
但作为受到过民族学与史学两个学科训练的学者，马先生的研究比前者更具民族史的特色，他的口述
史作业方法，也明显更接近于民族学的田野工作。
在中国大陆，民族史作为一个学科，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有长足发展，且始终与民族学紧密结合。
具体地说，它既是传统史学吸纳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结果，也是民族学家为“本土化”进行努力的一
个方向。
马长寿先生这部书，正是老一辈学者中将二者的相互借鉴、相互融通做得最出色的典范之一。
该书从今天的学术发展水平来看，仍然是上乘之作，且与今天的历史学与田野调查相结合、民族学与
历史学相结合的两大史学发展趋势暗合。
在中国口述史的学术史中，马先生和他的作品，无疑具有开拓地位。
口述史与民族学的田野作业有同有不同，正如口述史学与如今方兴未艾的历史人类学也有同有异一样
，二者虽然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也各有自己的学科规范，但相互间的借鉴与互补导致二者间的密不
可分。
有些学者也采取既做口述，又对被访者身处的环境进行参与观察的形式，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只不过有些人类学家不肯承认这属于口述史范畴而已。
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专业的学术机构和学者开始大量参与到口述史的工作中来
。
不过，口述史在中国的发展，始终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是沿着一条单一的路径，即先有部分学者将
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介绍进来，并指导国内学者从事实践的方式而展开。
事实恰好相反，中国大陆为数颇多从事口述史学实践的学者和已经取得的实践成果，都是由这些学者
直接吸收借鉴西方理论与经验并应用于国内实践的产物，更有一些，则是受到台湾学界口述史的影响
，因而出现一部分人致力于介绍和探讨理论、另一部分人一头扎进实地访谈，二者几乎互不相干的局
面。
不过，这倒反而使口述史的发展呈现一种“多源多流”的多元化特征，是近年来口述史学在我国学界
显示出蓬勃生机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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