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夏季口述歷史研習營紀實
—多元的聲音、多元的歷史

林東璟

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灣口述歷史學會合辦之

「2019夏季口述史研習營」，2019年 9月 4、5日於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舉行室內研習課程。活動過程順利，人員平

安，圓滿結束。本次研習營紀實如下：

第一日

2019年 9月 4日上午，學員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
案館報到，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呂妙芬所長致詞揭開序

幕，呂所長表示：本次研習營的講者都具有豐富的口述歷史經

驗，主題是「多元的聲音、多元的歷史」，講題涵蓋政治、宗

教、原住民、地域等不同領域，相信這兩天的研習會非常精彩、

豐富。口述歷史工作看似簡單，其實不然，訪問前要做好充分的

準備和相關知識，才能問出到位的問題，整個過程有其機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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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回來的記錄整稿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查證。口述歷史徵

集的第一手史料非常有意義，可以看到檔案中所看不到的史料，

不過口述歷史也有其限制，因此，「珍貴」與「限制」是口述歷史

史料最常被探討的兩面性。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理事長、國史館館長陳儀深致詞時首先感

謝中研院近史所提供人力、物力支持學會的運作。有關口述史本

身的方法、方法論，在本次研習營不同的課程中都會提到，只要

具有問題意識，找到適合的受訪者進行訪問，口述史工作就成功

了大半，後續把聲音變成文字等整稿工作則需要一定的技術。口

述史的「多元」，除了大範圍的「以原民聲音建構原民歷史」，也

有更深層的內容，譬如，在威權時代，郭廷以所長領導的近史

所所訪談的對象，可能是當權派的政敵，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多元」的背後是「學術自由」的價值。

第一堂課由陳儀深老師講述「戒嚴時期政治案件訪談經

驗」，以 1970年泰源事件之研究為例，探討口述資料與政府檔案
的對照，亦論及「蘇東啟政治案件口述史」，由於有檔案資料的

出土，不是光靠訪問紀錄，因而可以讓歷史學者從事研究。陳老

師以 1979-80年美麗島事件之研究為例，指出口述資料可以幫助
再現歷史現場。從種種戒嚴時期政治案件研究可知，檔案和口述

史不可偏廢，有些事實非要從檔案去獲知不可。最後，陳老師認

為，每個人都可以以個人為基地，做自己的家族史、地方史等。

第二堂課由林志宏老師講述「口述歷史及其侷限：以戰後接

收東北的回憶為例」，歷史研究經常缺乏文獻的佐證，使得真相

難以究明，為了解決相關問題，口述訪談於是成為史家重建史實

的工具。林老師以戰後接收東北的經驗為例，探討口述資料之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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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以及史實與現實的關係。一般說來，口述訪問是一種結合個

人記憶與特定敘事的資料，有時研究者必須考慮到紀錄者採訪的

時機，如同戰後滿洲的個案所示，因為國共內戰的問題複雜，導

致相關口述呈現各說各話的情況。林老師分析來自不同群體的自

白，認為它們有別於檔案，提供理解史實的其他管道。當我們回

顧戰後中國東北史之際，應該留心到多元的聲音及其「地方性思

維」的意義；此外，也要關切視覺圖像或其他語言史料，因為歷

史並非只是單純的文字而已，蒐羅非文字史料亦有同樣有助於幫

助理解史實，這也是今後應該繼續發展的方向。

第三堂課由侯坤宏老師講述「宗教人物訪問經驗談：以臺灣

佛教為主」，侯老師指出，透過口述訪問臺灣佛教人物，可掌握

臺灣佛教史，並理解臺灣宗教與社會的互動關係；截至目前為

止，侯老師所訪問的佛教人物，已有二十冊出版品。接著侯老師

個別介紹幾位他訪問過的佛教人物，包括：華嚴蓮社住持成一法

師，曾出版《萬行雜誌》，他是佛教界的中醫師，來臺延續華嚴

法脈；東和禪寺源靈法師，從日本統治到國民政府來臺，「經懺」

法事與民間社會習俗息息相關，透過口述訪問可藉此研究經懺

在戰後臺灣佛教史的價值與意義；此外還有恆清法師、菩妙老和

尚、如悟法師、方甯書、圓香居士、傳道法師⋯⋯等。

侯坤宏老師指出，成功口述訪談的三個步驟是：訪問前要收

集受訪者資料，訪問過程是一種對話，要扣緊主題深入交談，主

訪者要引導受訪者講出醫生中投入最多、最有心得得那一部份。

訪談結束後，要將錄音內容整理成文字稿，整稿既要符合歷史事

實，也要顧及讀者在閱讀時的接受程度。口述歷史個案的完成，

需有眾多因緣條件配合，要能認識變遷快速的外在環境、選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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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時機、採訪最適當的人選，營造最好的訪問氣氛，以達成

最好的訪問效果。

第二日

2019年 9月 5日，第四堂課由李明仁老師講述「口述歷史的
地方研究之運用：宗教與族群之踏查」。李老師先介紹歐美及臺

灣口述歷史概述，並闡述口述歷史的重要性、採訪技巧、訪問後

的整理工作。李老師接著具體案例說明如何進行口述歷史和地

方文史的實地踏查：範圍主要在嘉義和北臺灣，探索宗教族群與

聚落課題，包括：嘉義雙忠研究、嘉義和臺北的保生大帝信仰

調查，並談到「堂號、郡號、郡望」等各姓氏的記號，因北魏孝

文帝改漢性，漢人為了區別，在自己的姓前方加上居住地，成

為「郡姓」，而改漢性的鮮卑人則為「國姓」。有別於傳統檔案資

料、單純的口述訪談稿，李老師特別提出了歷史工作者前往地方

族群、廟宇、墓碑⋯⋯等實地調查的重要性。

第五堂課由詹素娟老師講述「以原民聲音建構原民歷史」，

詹老師首先回顧了原住民口述歷史成果其中以臺灣省文獻會在

1980至 90年代的口述歷史座談會 出版品為主。而檢視山地鄉
志書、平地鄉鎮市志、部落誌，可發現「口述歷史」的採集方法

與由此產生的資料，幾乎是所有原住民編者在方法上的最大公

約數。而關於「以原民聲音建構原民歷史」，詹老師拋出問題給

與會者思考：在「我族記我史」的思考下，是否一定要原住民身

分，才能做原住民口述歷史？接者，詹老師介紹了原鄉社會文化

（神話、狩獵祭儀、遷徙過程等）的記錄、原住民運動史料的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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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口述歷史作為活力聚落或活力部落的策略。

詹老師指出：口述歷史對原住民史書寫極為重要與關鍵，口

述歷史固然是所有原住民博碩士研究生採集資料的方法，也是所

有原住民志書編纂者的資料主要來源，如何讓學位論文、原住民

調查報告及相關志書的口述歷史更成系統，完整而正式的出版，

對原住民史料的累積而言，將是未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第六堂課由林玉茹老師講述「口述歷史經驗談：以臺南善

化孫江淮和雙城舊事訪談為例」，林老師首先介紹口述歷史的特

性、方向的轉變，以及如何製作口述歷史；當代口述歷史從政

治、軍事轉向多元化發展，從大人物轉向平民百姓，從錄音轉向

錄影，從類比到數位。林老師接著詳細介紹了如何進行口述歷

史，包括：受訪者選擇、問題設計、器材準備、訪談方式、整理

口述稿等。特別要注意爭議內容的處理、勿使受訪者再度受到

傷害、控管訪談流程等。林老師使用「孫江淮先生訪談大綱」、

「雙城舊事目錄」、「訪談紀錄表」以及《雙城舊事》圖檔為範例，

一一為學員具體解說。

綜合座談

最後一堂課是「綜合座談」， 由研習營學員自由發問，再由與
會講師答覆，摘錄部分討論議題如下：

學員問：有些歷史人物有口述訪問紀錄，但相關檔案尚未開

放，如何看待歷史事件的「真相」？

林玉茹老師回應，口述歷史不可盡信，希望研究者找到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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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印證，但如果確實找不到文獻，則可以尋找相關主題的口述

訪談、回憶錄、日記，去印證受訪者所說是否存在。

詹素娟老師則說：「其實大部分的口述歷史，我個人都不太

相信。」問題在於如何界定可信、不可信？因為很多東西是主觀

的，受訪者完全相信自己講的東西，可是若擺在一個相對客觀的

位置上，他所說的內容可能是記憶挪用或時間疊壓，主訪者訪談

的可能是一段自己沒有親身參與的事件，因此很難判斷受訪者講

話的真實程度。

學員問：《孫江淮先生訪問紀錄》，大量記載了日常生活的

詳細片段，跟一般印象中，口述歷史記載受訪者的生平事功的內

容，似乎不大一樣？

林玉茹老師回應，她個人做口述歷史的原則是只做她熟悉的

領域，因此這些訪問主題偏向於受訪者當年過的是什麼樣的節慶

生活？身為臺南人，也想知道臺南地區的節慶生活細節，想從口

述歷史去知道，當年居民的日常生活，受訪者對這些內容比較不

會隱諱，因此所產生的口述內容可信度比較高。

學員問：閱讀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口述歷史叢書，內容似乎

都讀不到「情緒」，沒有受訪者做了什麼動作的「⋯⋯」符號，人

類系的同學常問我，這樣的稿件算口訪稿嗎？

侯坤宏老師回應，歷史學界的作法的確如此，比較少呈現受

訪者大笑⋯⋯等情緒；如果用「一問一答」的紀錄格式，就比較

能呈現現場的氣氛。歷史學界這種呈現方式比較費工，要花心血

去整理，而「一問一答」的稿件處理起來比較快比較方便。

詹素娟老師回應，歷史學很少自稱「田野」，這是不同學科

的區別，舉例來說，社會學的文稿不會透露受訪者的個資，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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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代號呈現，受訪者只要有階層代表性就可以了，個體的特殊性

不是那麼重要，這個訪問材料放在他／她的研究裡面，跟歷史學

者引用這個材料的目的是有差異的。這也是為什麼口述歷史要取

得受訪者的授權，因為歷史學需要受訪者的個資等真實內容。而

心理學的訪問紀錄對肢體語言特別重視，包括受訪者眼神、手部

的位置⋯⋯等都是記錄重點，因為心理學研究者的重點是受訪者

的心理機制、人格。歷史學問的是「事情、敘事」等相對客觀的

東西，因此情緒並不是最主要的東西。你可以回答人類系的同

學：「這是學科的不同，我們本來就不一樣。」

林玉茹老師表示，站在歷史學的立場，口述歷史工作應盡量

「價值中立」，避免參雜情緒，亦有利於讀者閱讀和參考。

陳儀深老師回應，口述歷史也曾被質疑，為什麼是以第一人

稱的「我」來呈現？「問答式」的作品會不會比較接近真相？但

是太詳細的一問一答稿件會出現重複的內容、多餘的東西，原本

一頁就能解決的，「問與答」可能寫了三頁都寫不完。況且，所

謂的真實記錄要「真」到什麼程度？「受訪者咳嗽、受訪者去端

水、受訪者手機鈴聲響了看了一下⋯⋯、受訪者陷入沈思⋯⋯」

這些內容要不要記錄？甚至，受訪者的語言使用要怎麼紀錄和呈

現也是個問題，受訪者講臺語、華語、原住民語，稿件要用原音

呈現嗎？因此，中研院近史所以第一人稱為主的出版品，已是兩

害相權取其輕。

學員問：口述歷史整稿或完稿後時，發現受訪者跟歷史史實

不同時，該如何處理？

林玉茹老師回應，就像其他老師提到的，受訪者的記憶本來

就有可能記錯，因此會跟史實有出入，如果有機會訪問第二次，



486　2019夏季口述歷史研習營紀實—多元的聲音、多元的歷史

就在下次訪問跟受訪者求證，或是以「註釋」的方式，提出其他

另外一方文獻的講法，讓讀者自行判斷，主訪人必須誠實呈現多

元材料，以拼湊出可能的真正的圖像。

詹素娟老師表示，歷史學門為什麼會發展出口述歷史，而且

越來越受重視？因為歷史學門主要仰賴文獻，而文獻有其侷限，

現代學術社群越來越重視生活史、常民史，並希望聽到底層、弱

勢的聲音，透過口述歷史，這些永遠不會被寫在正式文獻（官方

檔案）中的人才能夠發出聲音，不在於說話的內容對或錯，而是

這些人有說出心聲的機會，說出他／她的處境，要靠口述歷史才

做得到。

侯坤宏老師說，不論任何議題，主訪人都要對時代的基本事

實要充分掌握，當受訪者記憶錯置的時候，就很容易看出來。若

能將檔案和口述歷史相結合，寫出來的東西就比較豐富，只靠檔

案資料寫不出好的論文。

陳儀深老師表示，中研近史所在張玉法老師那一代被稱為

「南港學派」，因為近史所檔案館從經濟部、外交部（總理事務衙

門）徵集來許多針對的檔案，在反共抗俄的冷戰時代，西方學者

無法進入中國，只能先來臺灣閱覽檔案做研究，近史所以檔案取

勝；而近史所創所所長郭廷以很重視口述歷史，應該把口述歷史

也納入「南港學派」的意涵之中。陳老師認為，不必為「檔案史

料」和「口述史料」孰優孰劣辯論，不必在方法學上爭論哪個比

較可靠，那只是遊戲之論；合格的研究者應該知道用多少檔案、

多少口述史才能把事情說得精確，端視研究對象而定，沒有一定

的準則，存乎一心。

學員問：我們的生活環境還不錯，當我們口訪弱勢族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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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訪人應該要有什麼樣的情緒和心態？

侯坤宏老師回應，要有同情的理解，抱持關懷的態度跟他們

溝通，深入他們內在的心靈，才比較能問到我們想要的東西。口

述歷史工作永遠不嫌多，而且要趁早做，為社會多留下一些歷史

紀錄。

詹素娟老師以自己父親為例，以前如果懂得做口述歷史，就

可以從父親口中問到許多後來才知道跟歷史事件有關的人物，但

已經來不及了。口述歷史隨時可做，因為你永遠不知道，生活中

某個你不在乎的人，可能也是某個歷史事件中一個重要的角色，

非常鼓勵各位學員從身邊的人開始做口述歷史。

林玉茹老師表示，要有同理心，回到受訪者的時空中去瞭解

對方長期以來的生命歷程，林老師同樣也鼓勵學員進行家族史，

透過口述的過程，瞭解老人家過去發生過什麼事情，也許他們不

是什麼偉大的人物，但每個人本來就可以留下歷史，還有什麼比

自己的家族更重要的呢？而這些內容是在文獻裡面看不到的。

陳儀深老師表示，由於父母過世得早，因此未能找他們做口

述訪問，後來把握時機，回到雲林家鄉為叔伯輩的長輩做口述訪

問，終於拼湊出父親的形象。可堪告慰的是，父親去世前，陳老

師曾問他對二二八事件的見聞和觀感，從父親的回答中得知他的

政治態度，雖然當年沒有錄音，但這個對話過程也是一種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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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夏季口述歷史研習營由陳儀深館長（右）、呂妙芬所長（左）致
詞揭開序幕

陳儀深老師講述「白色恐怖政治案件口訪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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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宏老師講述「口述訪談中的記憶及其問題」

侯坤宏老師講述「宗教人物訪問經驗談—以臺灣佛教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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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仁老師講述「口述歷史的地方研究之運用—宗教族群之踏查」

詹素娟老師講述「以原民聲音建構原民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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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玉茹老師講述「口述歷史經驗談—以孫江淮和雙城舊事為例」

綜合座談時間講師，左起：侯坤宏、陳儀深、詹素娟、林玉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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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營師生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