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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主辦、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國史館協辦「記錄女

性的聲音」口述歷史研習營在國史館

臺北辦公室4樓會議室舉行。

研習營活動由國史館主任秘書同時也是臺

灣口述歷史學會理事陳立文教授致詞揭開序

幕。她表示在口述歷史中，女性兼具受訪者及

主訪者的角色，如何就異性及同性去執行訪問

作業，是要經過一番訓練過程；並以自身從事

口述歷史的經驗為例，說明口述歷史可以活化

生活、充實人生。曾經有位長者向她致謝，因

為她的口述訪談家族史的作業，使長者的孫子

跟長者談了很久，此舉拉近祖孫彼此之間的感

情，因而前來道謝。所以口述歷史不僅在活化

歷史，同時也在豐富人生。再者，從事口述歷

史並不難，只要有錄音工具及專業訓練，人人

都可進行口述訪談，其間最重要的是要有熱

忱，目前中國大陸方面有很多年輕學子投入口

述訪談，期望在學會及相關單位的推動，臺灣

口述歷史能蓬勃發展。

許理事長雪姬表示：誠如陳立文教授所言，

女性不僅是受訪者也可以成為主訪者，此次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以「記錄女性的聲音」為主

題，就是希望能傳授訓練女性在面對訪談對象

時所應具有的能力及原則。訪談基本原則有

四，一是確定主題，二是做好事前準備功課，

三掌握當天受訪者的情緒，四靜心耹聽。現在

口述訪談不僅要做好書面紀錄，也要注重影像

紀錄，進而運用這些資料於史學、社會學等，

學會希望能讓學員們在這期研習營中學習到基

本的訪談原則、整稿要領之後，進而應用所

學，出外訪談，成為種子教師。

學會成立於 2009年，目前會員有百餘名，
而 20名理、監事都是國內訪談專家，為了推
動口述歷史，去年底學會出版了一本《口述歷

史實務手冊》小冊；今年 6月底在27名學者的
努力下，撰寫了《臺灣口述歷史的理論實務與

案例》一書，提供有志者參考學習，歡迎學員

們於休息時間至會場外參閱，並以新書八折，

優惠學員。

研習營課程於上午9點開始，講師及內容依
序為張美鳳委員（宜蘭縣文獻委員會委員），

講題：我與女性口述歷史的美麗相遇；張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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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副教授（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副教

授） ，講題：當全球化遇上客家——新移民女
性的流動經驗；游鑑明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研究員），講題：從性別視角談女性

口述歷史、許雪姬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

究所研究員），講題：獄外之囚——受難者女

性家屬的訪談。

下午，陳主秘體恤學員們於燠熱天氣中學

習，送給每位學員、講師及工作人員一碗清涼

的豆花，令學員們精神為之一振。講師們不僅

授課內容豐富、生動並分享訪談經驗。在座談

會中，學員們如黃正宗、鍾敏、沈君彬等人紛

紛提出問題請教，最後，每位學員分別從陳立

文教授、張美鳳委員、游鑑明教授及許理事長

雪姬手中，領取研習證明，結束這一場次的研

習營課程。

「記錄女性的聲音」 
口述歷史研習營活動紀實

丘慧君 （學會秘書）
張美鳳委員講授：我與女性口述歷史的美麗相遇

張翰璧副教授講授：當全球化遇上客家——新移民女

性的流動經驗

學員黃正宗教授提問 學員沈君彬教授提問

明台高級中學董事長林董事長芳媖致詞

7.19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主辦、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明台高級中學協辦

「記錄女性的聲音」口述歷史研習營在

明台高級中學政光科技大樓6樓舉行。

明台高級中學董事長林芳媖女士在開幕式中
表示，臺灣在二十世紀中期時仍處於男尊女卑

的社會，然而先祖父林獻堂先生卻是十分重視

婦權，鼓勵家族婦女走出廚房，多閱讀、學

習，服務社會，從一新會等組織，即可看出霧

峰林家是走在時代尖端，沒想到多年後，呼應

了這個研習營主題。林垂益校長隨後致詞：董

事長及校方秉持林獻堂先生重視臺灣人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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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十分歡迎任何有關臺灣文化活動在學

校舉行。

許理事長雪姬表示：今年臺灣口述歷史學會

分別在臺北、臺中及臺南等三地舉辦以「記錄

女性的聲音」為主題的研習營，由於過去口述

訪談偏重以男性為主，但發生在女性身上的故

楊翠副教授講授「發現女聲——臺灣女性生命史書寫」

楊麗祝副教授講授「記憶與傷痕——政治受難者女

性家屬訪談經驗」

胡幼慧副教授講授「多元方法的核心議題——女性研

究實例」

事也很多，其內容豐富不亞於男性，因此不應

該忽略女性這個部份。學會很感謝林董事長及

其大伯林博正先生的對學會活動的支持，這次

學會主辦三梯次研習營活動的文宣海報、資料

都是由林博正先生贊助，而今日研習營的餐點

也由是林董事長款待，在此致謝。

研習營課程於9點準時舉行，分別由楊翠副
教授「發現女聲——臺灣女性生命史書寫」；

楊麗祝副教授「記憶與傷痕——政治受難者女

性家屬訪談經驗」；胡幼慧副教授「多元方法

的核心議題——女性研究實例」及許理事長雪

姬「家族史中的婦女：以霧峰林家婦女口述訪

談為例」等教授講授研習營課程。

下午5點舉行座談會，學員陳崇安、于潤如
及王雅麗等人針對如何整稿、結合史學與社會

學方法，應用於口述訪談等提出發問，也獲得

與會老師楊麗祝、胡幼慧及許理事長雪姬的詳

盡回答，之後由三位老師分別頒發學員結業證

明，隨後研習營活動在學員與老師們大合照中

結束，學員們帶著林董事長招待的三明治，踏

上歸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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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記錄女性的聲音」口述歷史研習營結訓合照

7.26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主辦、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國立台灣文學館協辦

的「記錄女性的聲音」口述歷史研習

營於國立台灣文學館舉行。

台文館館長翁誌聰致詞表示，文史不分家，

上任以來除努力推動臺灣文學本務之外，亦全

力支持台文館與口述歷史、地方文化館等單位

合作，持續培育文史人才。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理事長許雪姬指出，此次

研習營南部梯次選在台文館舉辦，主要是因為

台文館館長翁誌聰曾經是該學會理事長，現在

仍是理事，關係密切，她在開幕式中並致贈翁

館長一本《臺灣口述歷史的理論實務與案例》

一書，以示感謝。

研習會於上午9點20分開幕，邀請四位女性
主講者發表精闢演說，吸引眾多對口述歷史有

興趣的學生、老師及文史工作者參加。研習會

的講師及課程包括：成功大學歷史所博士生

國立台灣文學館館長翁誌聰開幕式致詞。

阮氏青河，講題「新移民女性——研究者與被

研究者」；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楊翠，

講題：「玫瑰與烈燄的對決——口述歷史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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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議題」；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劉靜貞，講

題：「尋訪女性生活詩篇——以記錄片作為方

法」；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許雪姬，講

題：「介於歷史與報導文學之間：女性口述歷

史的採集與運用」。

研習營以座談會為結束，林丁國等學員們熱

烈提問，充份交換心得及意見，後來由翁館

長、許理事長雪姬、阮氏青河女士、楊翠副教

授、劉靜貞教授等人分別為學員們一一頒發研

習證明，並拍攝團體照，為一整天的研習活動

劃下完美句點 。

阮氏青河女士講授「新移民女性

——研究者與被研究者」

許雪姬教授講授「介於歷史與報導文學之間：女性

口述歷史的採集與運用」

7月26日「記錄女性的聲音」口述歷史研習營講師與學員合照

劉靜貞教授講授「尋訪女性生活詩

篇——以記錄片作為方法」

楊翠副教授講授「玫瑰與烈燄的對

決——口述歷史中的人權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