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口述歷史系列講座」 
活動紀實

一、前言

為持續推廣口述歷史之應用，本年度學會規劃辦理一系列講

座活動，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擔任主講，以口述歷史實務案

例，讓參與者對口述歷史的理論與實踐有更進一步的理解。

二、講座辦理

為擴大活動的參與度，本會特規劃於臺北、花蓮兩地辦理系

列講座共 3場，分別於臺北辦理 2場、花蓮辦理 1場。並特別邀
請臺北市立文獻館、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

會、國立東華大學共同合作辦理，由臺北市立文獻館與本會共同

出資及籌劃辦理，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提供場地、茶水及志工人

力，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協助花蓮場次之辦理。全部活動於 2023
年 11月 18日順利落幕，總參與人數共計 90人。
本年度講座活動採自由開放入場方式，於活動開始前即進行

公告，除本會及合辦單位之網站公告宣傳之外，並請本會團體會



166　「2023口述歷史系列講座」活動紀實

員協助於網站宣傳，且 email給本會個人會員，鼓勵踴躍參與。
各場次講座辦理情形分敘如下：

（一）10月 28日臺北場

本場講座於在萬華靜思堂 5樓「合心和氣」教室，主講人為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許雪姬教授，以「口述歷史

的採集與運用」為主題，為聽眾進行專題演講。許教授從臺灣口

述歷史的起源開始，分別談述口述歷史的發展及目的，解析口述

歷史的性質、功能與貢獻，並論及口述歷史的手法。許教授以自

身豐富的經驗、出版成果及精彩的實務案例內容，為現場學員進

行深入淺出的解析。演講之後，現場學員進行提問，針對口述歷

史採訪對象與實務進行方式提出相關疑問，與許教授進行討論，

互動相當熱烈。講座順利結束之後，參與學員紛紛表示聆聽本場

講座收穫豐碩，對接下來的講座也充滿期待。

許雪姬教授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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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雪姬教授演講一景

講座與參與人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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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提問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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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月 4日臺北場

第二場講座同於萬華靜思堂 5樓「合心和氣」教室辦理，主
講人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游鑑明教授，主題為

「為時代留聲：口述歷史經驗談」。游教授除講述口述歷史的方法

之外，並以自身豐富的口述歷史及治史研究經驗，闡述有關性別

研究之口述訪問及特色，解析口訪對象來源，以及事前準備等事

項。游教授並分享自身採訪醫師、護理師、產婆、女工等各界職

業女性的精采過程，也分享採訪男性的口訪經驗。演講後學員也

針對自身進行口述歷史訪談的方式及內容就教游教授，獲得游教

授相關建議；最後在熱烈的討論之中，本場講座圓滿落幕。

詹素貞理事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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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鑑明教授演講一景

游鑑明教授演講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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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鑑明教授演講一景

學員提問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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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現場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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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鑑明教授演講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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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素貞理事長致詞

（三）11月 18日花蓮場

第三場講座於花蓮靜思堂地下 2樓 220講堂辦理，主講人
為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陳進金教授，主題為「口述歷史訪談實

務、應用及案例」。陳教授首先介紹口述歷史在臺灣推動及興盛

的歷程，接著分別闡述口述歷史的定義、特性及方法，具體提

出事前準備工作、採訪以及整稿應注意的事項，並介紹口述歷史

在臺灣的應用方式，並分享豐富的案例，且以慈濟出版六十系

列專書為例，進行解說。會後學員亦針對進行口述歷史時遇到的

疑問，一一請教陳教授，均獲得具體的建議，獲益良多，收穫滿

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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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進金教授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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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現場一景

講座現場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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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學員提問交流

講座學員提問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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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本年度講座未採事先報名機制，而是開放自由入座方式，雖

較不利於事先掌握人數及參與者之身分，然於活動辦理上亦較不

受限制，配合講座活動之公告及宣傳，亦有助於提升對口述歷史

有興趣的各界人士之參與。

本年度 3場講座之辦理，幸賴各合辦單位之大力協助，使得
活動得以順利推動並圓滿完成。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提供非常好

的場地及相關設備，不但於事前聯繫討論及活動辦理時均大力支

持，更提供充足志工人力，於事前場布、講師接待、學員指引、

茶水點心、事後撤場等方面均慷慨支援；東華大學歷史學系積極

協助辦理花蓮場次講座，使得該場次活動得以順利圓滿，在此表

示由衷感謝。

講座與參與人員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