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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男性要來得困難，因為女性往往受限於傳統

價值、家人的阻止，認為口述訪談與性別、階

層、族群及地區是有所關聯。游鑑明教授說明受

訪者「說」與「不說」均有其意義，從其中找出

背後的線索，亦可視為新議題，且無須做紀錄受

訪者訪談神情及內容的逐字稿。並進一步表示口

述歷史提供了性別、環境史的多元視角，得以認

識底層文化如女性、少數民族的生命史，及進行

歷史事件的比較研究課題如臺灣二二八事件及東

北地區被政府接收的情況。

隨後，他們三人分別回答國家教育研究院朱美

珍、劉紹華等人的提問後，結束了這場工作坊。

「從口述歷史尋找新議
題」工作坊紀實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整理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近史所）

於 2015年 3月 21日在檔案館一樓中型會議室舉
辦為期兩天的「從口述歷史尋找新議題」工作

坊。游鑑明教授 （近史所副所長／臺灣口述歷史
學會理事） 於致詞中表示這次研討會的目的在於
試圖從已出版的書籍中找尋研究的課題，或是從

這些課題中發掘口述歷史與其他史料的關聯，希

望對現在的口述歷史研究能有所突破。

在兩天工作坊期間，與會學者們針對如何區

別、運用他人口述歷史訪談紀錄、坊間回憶錄、

個人親身訪談經驗、口述歷史的不同題材如紀錄

片是否為另一種口述歷史、口述紀錄如何與檔案

如日記、會議文件等產生互動或取捨 ?等種種議
題，熱烈提問、討論並分享心得。

最後，綜合討論由游鑑明、李洪濤、佐藤仁史

等三名教授主持，佐藤教授首先表示，問答式紀

錄有利於日後學者的引用，並強調採集的內容須

與史料互相驗證。再者，利用不同人的口述訪談

資料去求證同一件事，可發現同一件事有著不同

的說法。而為了克服傳統史學的限制，除了以口

述訪談，也可利用紀錄片或吟誦歌謠等不同素

材，以考證訪談內容虛實。李洪濤教授則分享她

在訪談期間所碰到的挫折，認為從事訪談女性比

2015年3月21日綜合討論由佐藤仁史（左，一橋大學大學院社會學研究科教授）、游鑑
明（中，中研院近史所副所長）、李洪濤（右，北京中華女子學院社會學系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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