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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

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口述史项目的亮点与启示

文/ 王鹏 肖波 王霞

新加坡非常重视口述历史工

作的开展，对口述历史的研究经

验较为丰富。20世纪60年代末，

新加坡一些机构、私人组织、历

史学家、学者便开始了口述资料

的搜集工作。新加坡口述历史中

心成立于1979年，是唯一有规划

地、系统性地收集、保管和推广

新加坡口述历史资料的机构。该

中心开展了众多口述历史项目，

经过近40余年的发展，在口述历

史标准化建设，口述历史资源收

集、整理、建档、保管、利用等方

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本文

对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口述历史项目开展

情况进行介绍并分析其实践亮点，以期为

我国口述历史项目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概 况

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隶属于新加坡国

家档案馆，作为新加坡国家记忆的重要保

存库，中心通过征集、访谈、建档、保管、研

究、传播与推广，保存国家历史，传承民族

文化。中心不断丰富和完善口述历史项目的

规划，开展了新加坡先驱人物、多元种族

社会、口述传统、表演艺术、医药服务、面

临消失的行业、社区与公益服务、城市发展

史、政治发展史、经济发展史、日据时期新

加坡历史等主题的口述历史访谈项目。中心

自成立以来，便非常重视访谈建档和资源

保管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口述历史资源，保

证了口述录音长期可读、可用。中心通过举

办展览、出版刊物、制作音像产品，以及与

报社、广播电台等合作，研究和传播口述

历史，通过搭建移动互联平台，让大众可以

随时随地访问档案资源。据统计，目前中心

开展了45个项目，对4500余人进行了口述访

谈，录制口述历史资料长达2.3万小时。

亮 点

1.科学规划，加强规范

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非常重视口述历

史项目的整体规划和细节设计。中心不断

丰富和完善口述历史项目的规划，按政治、

经济、文化、教育等不同主题进行分类，开

展口述访谈，并在项目实施前，针对具体项

目进行规划和细节设计。此外，负

责指导和监督中心口述历史工作

的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档案与口

述历史咨询委员会于1988年制定

了《口述历史手册》，内容涵盖口

述历史方法学基本概念和口述历

史访谈的各个步骤。2007年，该

机构在《口述历史手册》的基础

上加入大量实例与科技资料，出

版了《记忆与回忆—新加坡国

家档案馆口述历史工作手册》，不

仅规范了中心口述历史工作，也为

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口述历史工

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2.重视建档，强化培训

中心自成立起，便开展了访谈建档及保

管工作。访谈建档资料包括受访者简历、内

容概要和访谈协议书等内容。中心以规范的

格式对访谈录音加以保管，并定期转存、迁

移档案，将档案进行本地备份和异地备份，

避免档案丢失或损毁，确保档案长久保存。

此外，中心对工作人员、志愿者、民间团体进

行了专业化的培训和指导，通过概念讲授、

实地教学、分享讨论、成果展示、动手实践

等互动式教学方式，帮助学员深入地了解口

述历史工作。为提升访谈效果，中心会寻找

在文化程度、宗教背景、性别、职位等方面

与受访者相匹配的访员进行采访。为使受访

者尽快消除紧张情绪，进入最佳受访状态，

中心还开辟了3间专用录播室，室内装饰风

格和家具摆放都尽量贴近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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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内部深耕，外部借力

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成立以来，一直

致力于国家记忆的收集、保管和利用，形成

了较为清晰的工作思路和流程化的操作程

序。随着访谈项目的不断增加和深入开展，

中心积极与外部力量合作，以解决人力、资

源不足问题。中心通过招募义务访员协助开

展口述历史的采访工作，这些访员大多是所

在领域的专家或知识渊博的学者，可以有

效弥补口述历史采集工作的不足。中心也积

极与相关机构和组织合作，开展口述历史访

谈和收录工作。为鼓励更多人参与到口述历

史工作中，中心与新加坡教育部合作，通过

培训学校教员，再由教员培训学生的模式，

使学生了解中心工作、推广口述历史、开展

口述校史访谈。中心还通过征购或募集的

方式向大英图书馆、澳洲战争纪念馆、帝国

战争博物馆等外国机构购买有关新加坡口

述历史访谈资料，并接受新加坡相关团体

和研究者捐赠的口述历史档案。

4.强化利用，重视研究

鼓励公众使用口述历史资源、提升公

众对历史的兴趣是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的

一项重要工作内容。为方便公众使用口述

历史档案，中心整理了受访者的访谈摘要、

目录索引和访谈内容文字稿。公众既可以

在阅览室利用访谈音频及文字资料，又可

以通过线上查询系统远程查阅。社会机

构、组织和个人利用中心馆藏出版《吴庆瑞

传略》《陈文希画展特刊》等出版物，拍摄

《雾锁南洋》《出路》《父亲的土地》《接

生妇的故事》《新移民》等影视作品，编排

《李大傻》等舞台剧，中心馆藏口述历史资

源得到广泛利用。

中心积极开展口述档案的研究工作，

利用口述档案出版《回忆：人与地》《消失

的行业》等刊物；推出《新加坡的沦陷》

《新加坡的犹太人》《新加坡河—生活

的回想》《掌中乾坤—一个掌中戏师傅

的艺术》等视听教材；制作《新加坡河》

《雪泥鸿爪》等文化产品。中心在举办的各

类展览中大量引用口述历史资料，使展览

更具真实性、直观性。中心口述档案研究成

果丰富、形式多样，充分发挥了口述历史档

案在文化育人、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作用。

启 示

1.加强科学规划，提升预期效果

近年来，我国各级各类档案部门积极

开展口述历史访谈项目，在口述历史档案

的采集、利用、传播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

成果。但大多数档案部门采集专题口述历

史档案仅是为配合某项重大活动，随意性

较强，系统性较弱，缺乏长远规划。在充

分调研的基础上科学规划、全面布局，可

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口述历史项目的成功实

施。科学规划不仅在宏观层面上确保了口

述历史项目分类科学、有序开展，而且在微

观层面上也能够对访谈深度、受访者配合

度、采访所需人力物力等进行充分考量，

制定合理的预案。我国档案部门在开展口

述历史项目时，也应注重从全局出发，统筹

协调，加强规划，围绕不同主题，形成完整

体系，使口述历史工作结合当地政治、经

济、文化特色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

2.加强标准化建设，提高专业化水平

口述历史工作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

操作性，设计、采访、记录、编辑、保管、

利用各个环节都要加强规范。新加坡口述

历史中心形成了采集口述历史规范的操作

程序：拟定口述历史项目规划，按政治、经

济、教育、文化、艺术、名人等专题分成若

干类目，再寻找受访者进行访谈，将访谈

音视频进行编辑加工，之后整理出访谈内

容文稿，最后修正文稿。完成一项口述历史

项目后，中心会编制访谈摘要及目录索引

供公众查找利用。为提高口述历史工作的

专业化程度，规范各环节操作流程，我国

档案部门在开展口述历史工作时，也应加

强标准化建设，提升专业化水平，从采访备

案、受访协议、现场采访、受访反馈到成果

确认，实现制度化、流程化和规范化。

3.加强资源建库和保管工作

我国档案界口述历史工作方兴未艾，

各级各类档案部门积极采集、开发口述历

史资源，成果较为丰富，已成为档案工作

的新领域。不少部门在口述历史资源采集

和开发利用方面下足了功夫，却忽视了资

源的建档保存，导致口述资料散存在个人

手里，没有分类整理和集中保管，存在较大

丢失及损毁的风险。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

自成立起，便开展了访谈建档及保管工作，

对访谈音视频、文字资料都进行了分类建

档和保存，建立了完备的转存、迁移和备

份机制。笔者建议我国档案部门加强口述

历史资源建库和保管工作，不断积累和丰

富口述历史资源，在挽救历史文化遗产、构

建社会记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4.借助外部力量，搭建多元化运作

模式

无论是开展口述历史资源的采集工

作还是进行开发利用，都需要工作人员有

扎实的采访功底和跨学科的专业素养。新

加坡口述历史中心积极与专业人士及相关

机构合作开展口述历史工作，借助外部力

量，弥补人员和资源的不足。笔者认为，当

前我国档案部门开展口述历史工作的专业

能力和经验都还不足，在实施口述历史项

目时，更应加强与图书馆、文化馆、文史研

究所、高校、新闻媒体等组织机构合作，

开展跨学科、跨馆际的交流合作，整合社

会资源，发挥各领域优势，促进口述历史

工作在资源采集、开发利用、信息化建设

等方面提升水平。

5.促进开放利用，打造立体化传播

路径

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一直将口述历史

资源的利用与传播作为中心的重要工作，

不仅通过线上、线下提供口述历史查询

利用服务，还积极开展口述历史的研究工

作，对口述历史资源进行立体化开发。我国

档案部门也应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借助信

息化手段，多渠道提供口述历史资源的利

用，在有效保护版权的基础上，最大程度

促进口述历史资源的开放利用。信息时代，

社交媒体、自媒体的广泛使用和智能移动

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口述历史工作的推

进开辟了崭新的天地，档案部门应充分利

用音视频载体形式的传播优势，为公众提

供口述历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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