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濟口述歷史實務交流 
座談會紀實

記錄：林東璟

時間：2017年 4月 16日，10:00-13:30

地點： 花蓮縣新城鄉慈濟基金會人文志業發展處 

（靜思精舍）

慈濟口述歷史簡介

2017年 4月 16日，臺灣口述歷史學會陳儀深理事長，偕同

詹素娟常務理事、陳進金常務理事、郭双富理事、何鳳嬌理事、

沈懷玉常務監事、楊永裕監事，以及兩名會務人員，前往花蓮縣

新城鄉靜思精舍，與慈濟基金會人文志業發展處何日生主任、賴

瑞伶高級專員，以及慈濟會務人員展開口述歷史座談會。

座談會一開始，由何日生主任介紹慈濟基金會文史資料組成

員，接著由賴瑞伶高專簡介慈濟從事口述歷史的緣起、經歷與成

果。慈濟從 1989年開始，即有志工團隊負責撰寫慈濟的歷史故

事，但呈現方式比較偏向報導體。大愛電視台成立後，也有影視

志工進行影音的歷史保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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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從事口述歷史的主力亦是各地的志工，除了台灣，約

旦等世界各國都有志工協助從事歷史紀錄，名為「真善美人文志

工」，除了口述歷史工作，他們平常肩負其他志工工作，譬如醫

療志工等，以專業背景從事賑災口述歷史工作，對於訪談內容可

能較為深入，但是歷史觀念與訪談技巧，恐怕較為參差不齊，需

要進行有效的教育訓練。

慈濟最早從事的口述歷史是四川汶川大地震（2008），受訪

者是參與賑災的志工，事前擬定計畫、篩選採訪對象、擬定題綱

後開始訪談。2013年，海燕颱風重創菲律賓，賑災之後，慈濟

集合四百多位志工接受八小時的口述歷史訓練，訪問三百多位參

與救災的志工，雖然累積了許多錄音檔和稿件，但沒有出版，因

為整稿有其難度。但這次訪談經驗卻另有收穫，因為，透過鉅細

靡遺的口述訪問，讓救災志工覺得自己被完全傾聽，跟大愛電視

臺或《慈濟月刊》的訪問方式不一樣。

除了賑災等主題式的口述歷史，慈濟基金會常態訪談對象以

該會資深志工、委員、出家師父為主，主題為：與證嚴法師的互

動、早年慈濟志業發展、加入慈濟後的轉變、慈濟社區會所溯

源、對靜思語的體悟、國際賑災經驗⋯等。這些訪談內容偏向機

構內部本身，暫無公開的計畫，但基於「歷史是分享」的理念，

2016年嘗試投稿〈林勝勝女士訪問紀錄〉給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會

刊《記錄聲音的歷史》第七期，不只為慈濟寫歷史，也為時代作

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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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歷史實務交流

（一）主觀與客觀

賴瑞伶高專表示，訪問資深志工時，最困難的是有些受訪者

大量引用證嚴法師的話來代替自己的概念，脫口而出的都是靜思

語，可是慈濟口述歷史工作希望挖得更深，希望受訪者從己身的

經驗和內心的邏輯中說出自己的用字遣詞，以致於訪談非常冗

長，整稿過程很辛苦，耗費相當大的心力重新調整。

對此，陳進金理事表示，志工對於上人的尊敬可以理解，不

過，訪談最好還是回到口述歷史本身，減少引用上人的話語會顯

得更真實，可以用小故事來彰顯上人的事蹟。主訪人在訪談過程

中必須保持警覺心，引導受訪人談話的方向，才能為歷史留下真

實的口述資料。

陳儀深理事長則認為，若有此類訪談內容，不妨以「後記」

或「附錄」的方式，抒發自己的評論或感想，至於口述歷史稿件

本身，儘量還是保持一個針對真實經驗的敘述狀態，如果把主觀

感想和客觀事實混在一起，就不是一篇好的紀錄。至於作品呈現

的格式，可參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相關口

述歷史出版品，那是最標準的。

何日生主任指出，宗教歷史跟學術歷史有所不同，學術歷

史偏向「社會真實」，好的、壞的素材都要保留，而宗教歷史以

強化信仰為主，就像《聖經》一樣，所要採集的素材是「心靈真

實」，對信徒而言，心靈真實比社會真實更重要。身為宗教機構

的口述歷史工作者，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是一個還在摸索

中的課題。慈濟發展至今已經五十年，對歷史的詮釋更趨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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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志業發展處願意創造一個內部多元的空間，希望外部的臺灣

口述歷史學會的老師們能幫忙指導訪談、協助看稿、改稿，長期

交流合作，乃至引薦口述歷史人才至慈濟服務。

（二）交互印證

隨著時間的演進，受訪者在不同時間點接受訪問，談同一件

事，內容有可能前後不一致；此外，某件事情明明不是這位受訪

者做的，他或她卻堅持那是自己的貢獻，不自覺地把某些事情納

入回憶之中，以為是自己做的，每個人的記憶都有可能被遺忘或

錯置。何日生主任表示，曾經有機構內部人員看到訪談作品後質

疑：「你們的訪談內容不是真的，這樣的內容有價值嗎？」

對此，沈懷玉常務監事回應，口述歷史的特質是：不會有兩

篇一模一樣的內容。針對同一個主題、同一個歷史事件，不同的

受訪者基於自身回憶所講出來的內容，有可能是不一樣的；即便

是同一位受訪者，遇到不同的人來訪問，也有可能講出不同的內

容。因此，遇到這種情況，不妨訪問受訪者周邊的相關人物，相

互印證內容；主訪者必須善盡查證的責任，以保護受訪者。或

者，邀請同一個主題的多位受訪者，以座談會的形式進行口述也

可以。

陳儀深理事長認為，座談會的好處是可以互相補充內容，缺

點是有的人不敢講話，面對其他強勢的與會者，他可能不太願意

發言，不願意堅持自己的記憶，把事實的詮釋權讓給座談會上講

話比較大聲的人。因此，如果某個個人的生命史很豐富，以個人

訪談的方式進行會比較好。

陳進金常務理事則說，在座談會上也有可能遇到受訪者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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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認為別人講的是錯的，自己講的才是對的。至於在查證

方面，如果受訪者堅持不願意修改主訪者查證過的內容，則應該

以註腳說明：「有關某某事件，根據誰誰誰的說法，⋯⋯。」讓

稿件內容更完備。

（三）素材的邊界

何日生主任詢問，假設一個訪談的目的是個人的生命史，受

訪者會談到自己曾經參與的事件，但那個事件還有許多其他人的

參與，而將來可能會出版針對該事件的專書，機構可以從個人訪

談稿中，抽出部分段落，放在專書裡面嗎？此外，進行訪談時，

應該是同一組主訪者和記錄去進行即可，不用切割成兩組人馬去

訪問同一個人吧？賴瑞伶高專補充說明，譬如訪問參與海燕風災

賑災的志工，他或她之所以會參與，是因為之前已經參與多次救

災經驗，豐功偉業甚多，如果之前的賑災經驗也要問，那麼訪談

時間會進行很久。

關於這點，與會者皆認為，由同一組人去訪談即可，而且

事件前後的個人生命史都要談；至於個人生命史中的某個事件

（譬如海燕賑災），可集結其他人的訪談，放在同一個主題的書籍

裡。陳儀深理事長以自己的親身經驗來說明，他曾經進行《海外

臺獨運動相關人士相關人物口述史》，有中研院近史所的前輩認

為，這本書的內容似乎不只是海外臺獨運動，還講到每個個人的

生命史，範圍太大了。但陳理事長認為，受訪者不是從石頭裡蹦

出來的，總是在生命中的某個段落，接觸了某些人事物，觸發受

訪者臺獨意識萌芽，因此，主訪者要保持覺知，把範圍放大、保

留脈絡，不要輕言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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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何日生主任分享上人的指示，許多老一輩的智慧已漸

漸流失，訪問環保志工時，應該採集受訪者古早的生活智慧、沒

有冰箱的年代如何保存食物⋯等，不要只問「環保」，不要因為

「這不是這次的訪問主題」就跳過不談。

（四）專業與通俗

一部好的口述歷史作品，除了事前工作要做足，慎選訪談對

象，再加上主訪者現場的訪談技巧外，陳儀深理事長指出，整稿

者的功力也很重要，整稿者的文筆要好，要懂得分段落、下標

題，賦予作品可讀性。

面對不同的訪問條件，主訪者要適當運用技巧，有效率地進

行訪談。陳儀深理事長分享了自己在日本訪問宗像隆幸的經驗，

他帶一位懂日文的翻譯者前往日本，現場同步口譯，錄音筆開

著，同時把受訪者的日語、翻譯者和主訪者的中文錄下來，訪談

結束，翻譯同步完成，不用返國後另請翻譯，節省很多時間。

訪談成功與否，「運氣」也扮演一個重要的因素，如果主訪

者遇到不好訪問的對象，「看你有多厲害？」舉例來說，前總統

陳水扁的口述訪談比較好做，因為受訪者的生命階段性很明顯，

從學生時代、律師、臺北市議員、立法委員、臺北市長、總統⋯

一路走來，十次訪談就有十個階段，可以撰寫成十個章節。至於

某位臺獨前輩教授就很難訪問，因為他的人生經歷沒有那麼明顯

的段落性，再加上他的政治經歷以失敗居多，訪談氣氛不像陳水

扁那樣虎虎生風；而且，前輩教授在政壇上跟臺獨組織有許多恩

恩怨怨，訪談進行間，受訪者總會猶豫要不要批評別人？就算講

了，受訪者卻說：「這個不要登」，很難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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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懷玉常務監事進一步指出，就專業性口述歷史出版品而

言，譬如《都市計畫前輩人物訪問紀錄》，在專業人士來看，口

述內容顯得不夠專業、不夠水準；可是，如果通篇都是專業術

語，對一般讀者而言，卻又太高深。由此可知，專業主題式的口

述歷史困難度滿大的，雜音也很多。要讓專業人士覺得專業，又

讓一般讀者看得懂，的確需要一番技巧。

（五）出版品的價值

何日生主任表示，人文志業發展處參考古人「經、史、子、

集」的分類方式規劃出版書系，其中「子」的部分以個人為主，

口述歷史作品也屬於這個分類。但，如果為一個個人出版一本專

書，現代人已經不太有閱讀習慣，出版這麼厚重的書，價值在哪

裡？這是該處正在思考的問題。

對此，沈懷玉常務監事回應：口述歷史作品，對有需要的人

而言就是黃金，對於沒需要的人而言就是垃圾。陳進金常務理事

則認為，口述訪談下了很大的功夫，整理好的作品應該出版，否

則之前付出的心血就太可惜了。

何日生主任指出，有別於帝王史，口述訪談保留的是個人的

歷史，至於後人要怎麼摘錄、運用，那是後人的事。口述歷史是

一個可供參閱、很有生命力的素材。

（六）數位時代

資訊科技的進步，對口述歷史採集工具也產生影響。早年要

用錄音機記錄、手寫謄稿，現代人則有錄音筆和電腦；以往口述

歷史採集的素材以聲音、靜態照片為主，現在越來越多人從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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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影像的錄影工作，素材越來越多元寬廣。陳儀深理事長指出，

《史記》作者司馬遷當年也是四處訪問人、做田野調查，只是沒

有錄音筆這種工具，只能在竹簡書寫，比現代人辛苦多了。

有關數位工具的應用，慈濟會務人員詢問，現代的訪問工

具除了錄音、拍照，還有錄影，影像檔案非常大，佔掉硬碟空

間；有關口述歷史的影像檔案，是要留存原始的拍攝帶（很佔空

間）？還是剪輯過後的檔案（歷史流失）？ 

陳儀深理事長認為，數位化之後的檔案比較不佔實體空間，

應該要把原始素材保留下來。陳進金常務理事舉例，一個人可能

經歷五種事件，如果這次的訪談主題是其中一個事件，訪問者只

保留那個事件，把其他事件都刪除，過了十年以後，受訪者可能

已經不在世上，但是有其他研究者想要調閱參考資料，卻發現相

關影像都被剪掉刪除，當事人可能會心生怨恨，畢竟，當年只有

你們訪問過他，這些寶貴的第一手訪談資料只有你們有而已。

何日生主任聽了有感而發，他說：多年前，有個初來乍到的

年輕人接受訪問，當年他的資歷不是很顯赫，因此訪問者只保留

需要的剪輯片段，把其他段落都刪除。過了二十年，這個年輕人

變成大師，擔任慈濟重要的職務，想要找出當年受訪的資料卻已

經被刪除，甚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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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日生主任致詞歡迎臺灣口述歷史學會到訪

何日生主任（右）致贈《行願半世紀》一書給陳儀深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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