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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口述史作为一种特殊的传记形态，区别于传

统传记的最大特点是它由采访者、讲述者共同完

成、共同负责。华裔美籍学者唐德刚教授曾经参

与了多部口述史的采访与整理。其中，顾维钧的

口述史先后有 5 名采访者，顾氏最满意的是唐德

刚。因为顾氏从政时间太长，对早期的事件记忆

已经模糊，而唐德刚 “是学历史的，凡涉及到

的历史事件”，“就想方设法将有关的资料查找

出来，加以补充和核对”［1］( P86)。同样的情况也

发生在《胡适口述自传》的创作中。唐德刚表

示: “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外的百

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资料加以印证补充。”［2］( P2)

军人出身的李宗仁的口述史中，本人口述的比重

更只有 15%，其余要靠采访者查找资料。因此，

唐德刚得出一个经验式的结论: “一般而言，大

学者的口述史料大概只有 50% ～ 60% ; 而非学

术人 士 的 口 述 史 料 大 概 只 有 15% ～ 20% 左

右。”［2］( P3)
口述史料之外，组成口述史其余 40%

～85%的部分就是采访者的贡献，可见采访者在

口述史的完成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如果讲述者是普通民众，采访者则不需要也

不可能花费这么多的精力，但仍要 “做好准备，

以便了解被采访者所归属的类型或亚类型的态

度、词汇和身体语言”［3］( P10) ，以保证口述访谈

的顺利进行和完成。
做口述史是为了保存史料，采访者的资料功

夫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一目的能否实现。以唐氏

最精彩的《胡适口述自传》为例，曾经盛传的

“先看德刚，后看胡适”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唐德

刚自己查找的 40% ～ 50% 的资料和他做的占全

书篇幅 38%的注释
［4］( P52)

极有价值。
采访者的角色在传记史上有过先例，司马

迁、希罗多德、修昔底德都曾采写史实。西方的

经典传记《约翰逊传》、《歌德谈话录》也是一

人口述、一人记录的，《约翰逊传》的作者 “包

斯威尔使用的基本上就是采访者的那种方法，尽

管 谈 话 原 本 不 应 该 是 一 方 聆 听 另 一 方 说

话”［5］( P33)。但采访者不同于传记作者的地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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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 他无法通过自己的资料收集工作来完成

最终成书的作品，必须要借助讲述者的口述。传

统传记大多是由传记作者自行搜集资料撰写的，

也有少数例外，如记言体的 《约翰逊传》。那么

《胡适口述自传》的采访者与《约翰逊传》的作

者角色究竟有何不同?

《约翰逊传》是包斯威尔 “用了 21 年的友

谊和耐心换来的”［6］( P8)。包斯威尔的谦恭、自嘲

和对约翰逊的尊敬、崇拜、热爱使他对约翰逊始

终是仰视的，“对包斯威尔来说，约翰逊就是伦

敦的灵魂”［7］( P65)。约翰逊认为传记最好由传主

本人来写，他说: “不是文笔不优美，而是因为

他没有什么材料。没有谁可以写一个人的生平，

除非 他 与 这 个 人 在 社 会 交 际 中 同 吃 同 饮 同

住。”［8］( P474)
包斯威尔正是通过做到 “同吃同饮

同住”来获得 “材料”的。究竟包斯威尔与约

翰逊两人见面多少次，有多长时间，这一直存在

争议。目前至少有三种公开的说法，分别是 180
天、约 425 天、327 天，其中最可信的是第 二

种
［6］( P246)。包斯威尔付出了极大的精力，收获了

约翰逊的信任和友谊，写出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传

记之一，却被人怀疑人品有问题
［7］( P9)———他以

自己的名誉为代价换来了 《约翰逊传》的成功。
包斯威尔把约翰逊当作了崇拜的对象，他把

自己的主体性依附于对约翰逊言语的记录之中。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 《歌德谈话录》的写作中。
这两本书的共同点是，一个居高临下的长者的谈

话，被一个崇拜者忠实地笔录下来。这种不平等

的地位也使得传记作者作为著作权人，却无法享

有对传记的话语权。包斯威尔使用了各种谈话技

巧来引出约翰逊的连珠妙语，如 “引入一个话

题、下一个结论或者提出问题来引出约翰逊的回

应”，偶尔“他会扮演更积极的角色”［9］( P27) ，又

如他安排了本来不会发生的约翰逊与约翰·威尔

克斯的见面和谈话。但不论包斯威尔如何处心积

虑或者虔诚，他与约翰逊的 “谈话很明显是由

约翰逊控制的”［9］( P27)。此时他没有自己的独立

声音: 倾听而不宣讲。因此，他的身份异常尴

尬: 包斯威尔被认为是阿谀奉承者，艾克曼不能

保证自己对《歌德谈话录》的著作权。“一个西

方的传记作者或者自传的引出者更乐意在 ‘伟

人’传统的文化典范内行动，在这个传统中，

一个生命的故事，是个体的线性过程，是一个从

重要的社会语境孤立出来的英雄获得公共认可的

故事，是一个强调人格发展的过程。”［10］( P21)
包斯

威尔和艾克曼在 “伟人”及其声音面前是沉默

的。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德刚在口述史中

发出了怀疑的声音。不论是对被奉为 “胡文公”
的胡适、“一代天子”李宗仁还是外交界的传奇

人物顾维钧，唐德刚都没有一味听从。他对胡、
李的谈话有着戒心: 因为他是以史学家的眼光来

考求史料，而胡、李可能会提供不实的史料，同

时他还要时刻留意通过对话来引出有价值的史料

———他提出的“问题决定了讲述的方向和重点，

甚至采访者的沉默都有意义”［10］( P21)。最重要的

是，他不再被动，而是与谈话者形成了对话。在

谈及胡适在美求学期间对康奈尔大学教授的感恩

时，唐在注释中这样说: “胡适之先生乃至和胡

氏同辈的有观察力、有学养的老辈留学生，他们

言必 称 美 国，并 不 是 如 一 般 洋 奴 大 班 的 ‘崇

洋’。只是他们早年，乃至暮年，对美国的基督

文明的感染，就始终没有跳出笔者上述的那个阶

段。”［11］( P43)
这一批评，是以与传统传记作者相类

似、又有不同的口述史采访者的身份进行的。采

访者不是如包斯威尔般一味忠实笔录，而是以自

己的学识、观点参与其中。胡适曾经问 “德刚，

我应该怎么说?”［11］( P230) ，而在《约翰逊传》中，

约翰逊是不会向包斯威尔请教的。另一处胡适问

的“我们还可以谈多少时间?”［11］( P260)
则说明采

访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据采访者的意愿。
包斯威尔对约翰逊的话全盘照抄，这样的情

况在口述史中是不存在的。以 《李宗仁回忆录》
为例，唐德刚即认为 “李氏所能提供的故事，

只是一堆 ‘原始史料’而已。他偶发牢骚，那

也只是这位老将军个人的成熟或不成熟的个人意

见”［12］( 794)。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唐即减少访问

次数，设定背景由李宗仁口述，然后唐 “独坐

研 究 室， 广 集 史 料、参 照 笔 记、搜 肠 刮

肚”［12］( P795) ，写出纸本。唐德刚对口述的过程、
最后写成的文本都拥有相当的决定权。采访者不

仅仅是记录者、笔录者，他参与了口述史的创

作。

二

以上论及的文本，都不是传统传记和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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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领域的一般情况。更多的传记不是记言的，

而是传记作者搜集已故人物的资料，进而描述、
勾勒此人的行迹、形象。口述史也日益人民化，

在以普通民众为讲述者的口述史中，采访者如同

传记作者一样，拥有了更大的权威。
如英国学者保尔·汤普逊所言: “口述史特

别适合于课题工作，它不仅可以成为群体，也可

以成为单个学生的事业: 不管是在学校、大学或

学院，还是在成人教育或社区中心。口述史可以

随时随地落实下去。在国内任何地方，口述史都

可以成为地方研究的丰富的主题: 如地方工业或

手工业史、特定共同体中的社会关系、文化和方

言、家庭的变迁、战争和罢工的影响，等等。口

述史课题肯定是可行的。”［13］( P9)
采访者为了完成

一个课题进行采访，必然会把讲述者作为史料的

来源或者自己观点的佐证，采访者因此具有了先

天的优势: 他设计课题、寻找谈话对象、提出话

题、确定谈话范围、引导谈话发展方向。为普通

民众做的口述史，基本就是采访者意图的体现。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中有三卷 《幸存者调查口

述》，就是研究者及相关人员以搜集史料为目的

展开的口述采访。在采访者，这是 “义不容辞

的使命感和责任感”［14］( P284)
的体现，而讲述者就

是史料 ( 提供者) 。2005 年，一位南京大屠杀幸

存者去世，南京师大张连红教授为其不公正待遇

鸣不平: “很多人有个误解，等到需要幸存者的

时候，就把他们请出来说几句话，平时就很少关

心他们。其实对于自己的往事，幸存者有权利

说，也 有 权 利 不 说， 他 们 是 人， 而 不 是 工

具”［15］。这恰恰说明在普通民众的口述史中，采

访者拥有对讲述者的绝大权威，经常把民众当作

工具，恰如传记作者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传主的

材料。
传记作者在面对众多材料时，选择的是最有

利于表现传记人格的材料，“这是因为传记关注

的首先是人，其次才是事件; 对传记家来说，揭

示那些以传主为中心的意义联系才是他们的更高

任务。”［15］( P174)
高明的传记作者通常在材料的选

择上显示出他匠心独具。
日本医学奇才野口英世曾被众多传记作品偶

像化、英雄化，成为 “野口英世神话”。渡边淳

一在参考诸多已有传记、广泛采访的基础上写成

了《遥远的落日》，既不讳言野口英世 “嫉妒、

自我显示欲、妄自尊大”等缺点，又真实地刻

画了他“竭尽全力地活着”的感人一面。渡边

有“赤裸裸地描写男人的本质、本性的强力意

识”［17］( P468) ，所以对野口英世有如此精准把握。
不同传记作者对传主的不同把握，既反映出其不

同的出发点，也说明传记作者对传主形象的塑造

有相当的决定权: “传记作者是生平的第二作

者，或者说是编辑。”［18］( P3)
当生平的第一作者即

传主本人在世的时候 ( 特别是当传主对传记作

者拥有极大影响力时) ，传记作者不得不尊重其

权威，有时甚至只能笔录其言词。当传主去世

后，传记作者的写作就不再如此简单。他遇到了

困难。首先是处理材料的问题，“他不得不依赖

他人的报道、或者他人已付诸文字的话语、或者

对象本身 ( 的文字) ”［19］( P17) ; 其次是主观的困

难: “传记作者很容易被 ( 道德、政治、社会和

个人的) 偏见和先见误导。他几乎肯定对传主

有喜爱或厌恶之情，这都是不可避免的，会扭

曲、破坏他的描绘。”［19］( P17)
传记作者对传主的解

释因为传主的缺席显得合理。传记 “为一个人

借助更有名的亲友提供了进入被记录的历史的手

段”［20］( P3) ，更是 “一个反省的所在，一个人在

那里 主 动 地 建 构 和 反 思 发 展 中 的 身 份 /主 体

性”［21］( P7)。“作为传记作者的历史学家要面对讲

述历史还是讲述生命的双重挑战。”［23］( P1)
历史上

很多精彩的传记作品都是因为出色的文学技巧而

不是因为历史事实流传下来的。奥地利作家茨威

格在谈到关于玛丽女王的互相矛盾的材料时说:

“如果无法回避地要在这种或者那种看法中选择

一种，那么决定取舍的根本准则，便是那种行为

在心理上是否符合整个性格。”［23］( P3 － 4)

口述史中采访者对讲述者的批评，则是出于

史学家的“科学”态度。他的难题在于他追逐

史料而讲述者的讲述却未必就是史料，于是他把

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对史料的考求上。
传记要写一个人的生平，要写出传主的人

格，要对传主的人格进行解释，这都是传记作者

的工作。这些在口述史的采访者那里不再重要。
首先，口述史关注的不是人，而是事实。特定的

讲述者被列入口述史，并不是因为其人格高尚，

而是因为其经历的史料价值。为此，采访者要有

确定 的 课 题——— “口 述 史 尤 其 适 合 课 题 操

作”［13］( P204)。课题的设计也体现了采访者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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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他通过引导讲述者的讲述参与自己的意见，

虽然讲述者并不总是如其所愿。

三

普通民众的人格通常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

在被置放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背景中，则变

得更加渺小。在 《口述历史导论》中，作者描

述了学生应该怎样做口述史: 他们 “要选择一

个文化历史的课题，这个课题可以是人们思想观

念的变化或者延续，这些思想观念存在于风俗习

惯———从艺术创作到街头游戏———之中。少数族

裔是很好的资源，因为他们为了适应美国社会经

常要作出巨大的变化和调整”［24］( P48)。要求这些

学生描绘讲述者的生平、解释他们的人格，是不

可能也没有必要。随着口述史的人民化，需要做

的采访工作越来越多，口述史也不再是史学家的

自留地，更多的新闻工作者甚至略经训练、未经

训练的学生也投入到挖掘史料、抢救历史的工作

中。他们“由于没有受过正规的培训，在操作

中出现很多问题，诸如没有考虑专利权问题，访

谈的主题经常偏离，受访者不愿坦诚地讲述。很

明显这些问题在专业的口述史学家身上是很少遇

到的”［25］( P251)。当然不能排除采访者关怀作为讲

述者的普通民众的可能性———事实上，这种关怀

是存在的，也因为对普通民众的重视，口述史才

会蓬勃发展———但是在采访者的眼中，更重要的

是南京大屠杀或者另外的某史实，而不是某个幸

存者的人格，更谈不上对其人格的解释。
同时，不是每一个讲述者都能进入口述史，

采访者要对口述者进行筛选，这更加说明了讲述

者的从属地位，只有采访者才是口述史的主导角

色。保尔·汤普逊为创作 《爱德华时代的人》
采访了 500 多人，这些人涉及了娱乐、犯罪、贫

民窟外的都市生活、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女

工、未加入工会的男性工人、中产阶级的生活方

式、社会行为、儿童、婚姻等。作者希望能够藉

此“自下而上的观察以发现爱德华时代社会究

竟是怎样运作的”［26］( P344) ，同时“把自己限制于

变化着的以及当时的人力图要加以改变的英国社

会”［26］( P344)。最终只有符合其考察动机的 100 多

人进入了《爱德华时代的人》。
普通民众从一开始就在采访者划定的范围之

内。中国大陆较早开展口述史的定庄宜，如是介

绍自己采访旗人妇女的原因: 首先她们是特殊的

少数民族，“从边缘到中心再到边缘的矛盾在这

个民族身上表现得分外突出而且淋漓尽致”; 其

次，“即使是这些文盲的、半文盲的、极少受到

官方话语影响的下层普通妇女对于自身经历的口

述，也 几 乎 都 可 以 与 文 献 一 一 互 补 和 互 证”。
“通过对访谈对象和访谈计划的不断调整”，她

把访谈主要集中在旗人妇女的集体记忆、生活婚

姻、“辛亥革命以后这些妇女的家庭变迁和个人

的生活经历”［27］( P7)。此即所谓目的决定态度和

行动。
最后有两个问题需要指出: 一个是采访者的

采访受到众多因素的限制，包括政治等外部因

素，也包括采访者个人素质等内部因素。唐德刚

在为张学良做口述史的时候，就遭遇了台湾当局

的严 密 控 制， 甚 至 无 法 继 续 采 访， 遑 论 成

书
［28］( P1211) ; 另一个问题是，采访者做口述史，

对他自己而言也是一个很好的进步契机。以定庄

宜为例，她即通过采访改变了对旗人妇女的一些

旧有的错误认识
［28］(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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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ond Author for Truth

———An Analysis on the Function of the Interviewer of Oral History

WANG Jun
( College of Literature，Huaqiao University，Fujian 362021，China)

Abstract: The interviewer of oral history differs from the traditional biographer． His presence in oral his-
tory is for truth from the narrator，not to describe the narrator’s personality． He shows different attitude and
efficiency when facing different narrators． The interviewer is a part of the completion of oral history and is co －
responsible for its product．

Key words: oral history; interviewer; biograp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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