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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口述历史建设可持续发展保障机制研究

■ 王阮　邓君　钟楚依　孙绍丹　宋先智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长春 １３００２２

摘　要：［目的／意义］口述历史以独特的人文属性传承历史记忆，因其具有弥足史料、保护文化遗产等功能受到广泛关注，

构建我国口述历史建设保障机制，对口述历史价值实现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运用网络调

查、文献调研、Ｅ－ｍａｉｌ咨询等方法对当前口述历史建设现状予以揭示。［结果／结论］从战略政策导向、组织人员

规划、技术驱动支撑、法律伦理联动、资金筹措供应５个维度构建保障机制，就如何助力口述历史建设可持续发展

进行深入探讨，有利于完善我国口述历史建设体系，促进口述历史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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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口述历史（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作为历史文化与记忆传承

的重要载体与纽带，以记录时代变革、形塑社会记忆、

弥足史料、填补记录空缺与断层、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等

价值和功能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和普遍认同。

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世代相传，随着时间的洗淘，诸多

珍贵的文化遗产已经失传或濒临灭亡。１９９２年，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世界记忆工程项目（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旨在通过国际合作与应用数字技术抢救世界

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文献记录。近年

来，我国陆续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记忆工程项

目，拓宽了口述历史建设领域受众群体，使口述历史走

近大众视野，在一定程度适时扭转了我国口述历史建

设“重理论、轻实践”的现状［１］。

　　虽然我国口述历史建设逐步由理论探讨转向实践

延展，集中在资源采集、整理、传播与利用等层面，但不

可否认的是，我国口述历史建设仍停滞在初始化阶段，

缺少深度开发和知识挖掘，这不仅割裂了口述历史可

持续发展与文化传承的交织网系，更为口述历史资源

共建共享筑起了一道屏障。因此，如何创建保障机制，

传承并助力口述历史可持续发展已然成为当前亟需解

决的重要课题之一，也是本文的研究宗旨所在。

２　文献回顾

　　目前，口述历史定义的表述尚未达成共识。国际

档案理事会《档案术语词典》将其看作是为研究利用

而对个人进行有计划采访形成的口述档案，通常为录

音或根据录音逐字记录的形式［２］。部分学者从个体、

社群和记忆维度将其视为口述记忆、社会记忆、数字记

忆。尽管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口述历史进行了概念

描绘，究其本质而言，口述历史赋予了档案、文化和记

忆全新维度。因此，笔者认为口述历史是借助相关技

术设备采集，能弥补历史事件和相关记忆，再现历史发

展过程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的记录。

　　我国口述历史研究以１９８０年国家科学院自然科

学史研究所发起的口述科技史项目为标志，历经４０年

实践发展，现已涌现出大批研究者和专业研究团体。

通过网络调查、文献调研可知，目前，项目是驱动我国

口述历史建设的主流趋势。

　　在启蒙阶段，我国学者致力于梳理国外（如美国、

英国、新加坡等）实践流程，为我国口述历史建设提出

希冀启示，试图探索我国口述历史发展的新思路。

　　在实践阶段，从开发主体来看，以档案馆、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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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院所、高校等为代表自主开展或协同合作掀起口

述历史建设热潮；从辐射主题来看，囊括了非物质文化

遗产抢救、校史文化传承、少数民族口述历史建档保

护、城市规划发展等领域。立足资源采集维度，首小琴

对比分析了自采、社会征集、合作３种采集模式的特点
与差异［３］，建议档案馆等开发主体根据自身情况和需

求选择合适的采集模式；同时，因采集方式与资源留存

及丰富度息息相关，故而采集流程的规范化不容忽视。

古琬莹等［４］基于管控视角，从要素 －过程 －结果３方
面梳理了采集流程；吕豪杰等［５］将采集流程细化为宏

观和微观两方面，微观流程是具体操作过程，是在宏观

流程的总体管控下对流程的进一步细化。从资源组织

与整理视角审视，编目是链接资源采集与利用的关键

环节，然而如何针对我国建设现状选取合适的编目规

则和元数据著录标准对资源进行描述、标引、组织与揭

示，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与探索［６］。在聚焦技术层面，技

术环境的演进持续塑造着口述历史的不同发展态势，

伴随数字人文时代的到来，因数字技术对口述历史影

响深远，使口述历史呈现形式更加多元、丰富，故而各

开发主体致力于完善软件与硬件设施，加速口述历史

采集、管理、传播、开发与利用等各环节数字化建

设［７－８］，总体而言，我国口述历史数字化仍处于“探路”

摸索阶段，且与新媒体融合度较低［９］，亟需革新并引介

关联数字技术助推口述历史数字化进程，优化资源结

构，拓宽传播利用广度。从权益保护层面出发，著作权

始终贯穿于口述历史建设过程中每一个环节［１０］，因

而，制定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法律［１１］与伦理规范［１２］以

提高行业建设自律性至关重要。同时，为确保实践顺

利开展，资金来源也是口述历史建设稳步发展的关键

要素之一［１３］。

　　从文献内容来看，学者们聚焦口述历史概念探讨，
建设流程探索（如资源采集方法和模式的选择）；同时

调查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口述历史建设多以项目形式

展开，构筑了多元主体开发格局，包含独立建设和合作

建设两种模式，且项目辐射范围较为广泛。虽然我国

口述历史建设初具流程，但不可否认，相关研究尚停滞

在采集、存储、出版传播的初级阶段，显现出技术短板、

法律与伦理约束不规范、资金匮乏等弊端，阻塞口述历

史资源的深度融合、组织、存储与利用，这与我国口述

历史建设缺乏相应保障机制有直接关系。

　　基于上述现状，积极筹划并迅速响应建立口述历
史保障机制，不仅对抢救、传承与保护口述历史资源具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对完善我国口述历史建设体

系结构、促进口述历史长足发展、助力口述历史建设可

持续向前至关重要。

３　实践现状分析

　　所谓口述历史可持续发展，即维护和协调多元主
体有序稳定的平衡状态，使各主体效能在整体系统环

境下得以充分发挥。

　　口述历史实践由规划至完成，涉及多个环节，规划
设计包括方案制定、财政资金申请、组织团队创建；执

行管理包括邀约受访者、安排访谈、记录访谈内容、编

整访谈数据；后期工作包括监督项目质量和成效、开放

数据及宣传推广等［１４］。就组织筹备、资源采集、整理

归档等环节而言，由于操作过程涉及众多开发主体且

缺乏统筹规划安排［１５］，易造成资源利用率低、流失分

散、隐私泄露［１６］（尤其是对涉及知识产权争议的地方，

难以界定和把握）等问题，长此以往，不利于资源进一

步传播利用。在选题规划、访谈目标确立、资源鉴别取

舍、录音编辑及记录补充等过程中，口述历史建设融合

了实践性与学术性，无不需要广博的知识架构，现阶段

而言，人才队伍结构较为单一，多具备档案专业背

景［１７］，熟悉档案业务知识，在资源采集方面具有良好

的胜任力，但在数字化加工处理及开发利用阶段的信

息素养却有待提升。伴随口述历史需求的不断激增，

用户不再局限于文字记录和声像记录的获取，数字技

术的创新推广为口述历史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革

新。为最大限度保存口述历史，解决失真、老化、损毁，

可通过数字化复原、存储，创建数据库及数字平台［１８］

等方式进行修复与完善。然而，当前项目经费主要源

于政府财政拨款［１９］，资金来源渠道单一，没有充足资

金维稳技术投入，不得不暂缓或搁浅建设进程，故而技

术更新迟滞、手段陈旧，导致口述历史数字化建设畏葸

不前，常处于边缘化被动状态，阻碍口述历史可持续发

展与传承。

　　综上所述，随着口述历史建设的勃兴，当前学界对
口述历史的关注焦点基本突破了理论探讨，转向实践

各阶段进展解读，而对于助推口述历史建设可持续发

展的保障机制却遗荒待垦。

４　保障机制构建

　　为解决上述口述历史建设展露的弊端，摆脱现阶
段口述历史建设窘境，维护并巩固发展我国口述历史

建设稳定向好局面，笔者以助力口述历史可持续发展

为根本落脚点，以互惠共赢为原则，从战略政策导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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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组织人员规划机制、技术驱动支撑机制、法律伦理

联动机制、资金筹措供应机制５个模块构建口述历史
可持续发展保障机制，使各机制实现动态互促。具体

如图１所示：

图１　口述历史建设可持续发展五维保障机制

　　机制作为事物运行机理和内在逻辑，其本身是抽
象的，但真实作用力确是实际的。口述历史可持续发

展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多维合力共助，因此，口述历史

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机制可以理解为各环节的维稳

关键要素，以及各环节产生、传输并发生互动作用的机

理。

４．１　战略政策导向机制———统筹兼顾，铸就良好格局

　　战略政策导向机制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战略引
导；另一方面则是政策驱动。战略政策作为纲领性文

件，是口述历史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口

述历史面向未来确定其使命、愿景、目标及其实施计划

的思维过程与框架。具体而言，战略政策导向机制从

宏观———中观———微观３个层面进行归控，各层级间
由上至下形成一体化“联动”关系。

４．１．１　宏观———国家层面

　　国家航标导向的战略政策颁行是保障口述历史可
持续发展的催化剂。文化软实力是国家提升核心竞争

力的重要因素，战略政策导向对我国公共文化体系筑

建至关重要。事实上，从宏观层面引领战略政策在国

际组织以及国外早已蔚然成势。２００３年，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旨在保护以传统、口头

表述、手工技能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再如

《ＬＩＢＥ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发展战略报告》［２０］指引了知识开

放共享、数字文化遗产建设最新方向。

　　从国家档案资源建设范围而言，凡是对国家和社

会有保存价值的档案均应当属于档案资源建设的范

围［２１］。口述历史资源作为数字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日益凸显。２０１３年，我国文
化和旅游部制定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规范》，并不断完善形成《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操作指

南》［２２］。虽然目前国家层面尚未出台明确的口述历史

专项战略政策，但国际优秀路径为我国战略政策拟定

提供了可操作性指导。我国文化和旅游部应加速制定

符合国情发展战略，有效引导各开发主体应对变化、把

握未来、规范组织行为、增强组织活力，发挥核心领导

作用，同时遵循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协调各方原则，厘

革我国口述历史建设初始化现状，形成中国口述历史

特色发展体系并导引我国口述历史建设逐步上升至国

际视野，匡助口述历史可持续发展，促进文化遗产数字

化开发以及资源共建共享。

４．１．２　中观———专业管理机构
　　在宏观层面，文化和旅游部为口述历史可持续发
展引领战略导向，中观层面需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国家档案局等专业管理机构进行具体政策部署。

虽然国家档案局已出台《口述史料采集与管理规范》

（ＤＡ／Ｔ５９－２０１７）对口述史料采集与管理做出相应指
导，但相关专业管理机构仍需在践行已有政策要求的

基础上加紧督导落实各环节建设。

　　一方面，专业管理机构应着力推动口述历史建设
规范化，具体包括：紧密围绕文化战略部署落实体系建

设，扩充现行行业标准，联合相关部门出台集口述历史

资源采集、组织、管理、开发、利用、保护于一体的规范

准则，适时带动各地区口述历史建设协同发展；另一方

面，专业主管机构需强化监督指导，纵深落实建设具体

化，具体包括：在行业规范的指导下，加快制定修订口

述历史建设规章制度，引介国外典型经验，从程序、方

法、法规上做进一步规范，通过推广先行试点地区经

验，鼓励省部级建设向市县级延伸，指引口述历史建设

稳步迈进。

４．１．３　微观———具体执行
　　从微观层面执行推进战略政策是创启口述历史服
务的助燃剂。将战略政策执行“精细化、碎片化”，做

到中央与地方互补，综合与专业互补，重点与一般互

补，落实分级管理。

　　具体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各级各类图
书馆（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等）、各级各类档案馆

（综合档案馆、专业档案馆、部门档案馆等）及其他相

关执行机构应契合自身愿景与使命规划实践轨迹，如

落实城市记忆工程、乡村记忆工程等地方口述历史建

设；征集专业口述历史档案（如城建口述历史档案）；

出台口述历史管理方法，分别就著录原则、分类方案、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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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内容、相关法律和伦理内容等进行规范［２１］；开展

个性化口述历史建设（如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述历史、红

色口述历史等），对其进行收藏、展示、研究、传承与利

用，有助于资源整合与共享。不仅如此，上述执行机构

还可以基于自身角色定位，适时开展馆际交互，避免交

叉管理、资源浪费，力求打造全方位、立体化、一站式

“资源互通，有机协同”。因此，明确定位，因馆制宜，

以战略政策导向规划区域口述历史建设，有利于深入

挖掘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延续记忆文脉，推动口述历

史可持续发展。

４．２　组织人员规划机制———维稳运营，丰富岗位配置
　　口述历史建设涉及管理、采访、技术处理、统筹协
调等多个环节，各环节需明确岗位配置与职能分工。

虽然在建设过程中参与者不同程度地涉猎口述历史，

但尚未形成“组织人员共同体”。我国口述历史建设

组织人员体系以档案人员为主流，缺乏“增值性”梯次

配置，严重阻滞了口述历史的流通性、时效性与扩散

性。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口述校史项目，该项目初期

以档案馆员和青年教师为主流，虽然项目后期增补了

有经验的专家予以指导，但仍展露出组织人员“配置单

一”的弊端。因此，科学合理的组织人员规划机制应以

抢救史料留存的紧迫性为前提，为口述历史建设提供

人才保障根基，为口述历史可持续发展提供知识保障。

　　目前，国外开发主体基于自身优势在大量项目实
践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经验和技能，笔者运用网络调查

法对国外多元细化的人员配置格局（常见职位有顾问、

馆员、助理、档案管理员、项目负责人、项目协调员等）

进行梳理（见表１），为构建与丰富我国口述历史建设
人员配置等方面提供参考。其中，具有长期工作经验

的专业研究者（如顾问及项目负责人）担任实践“领头

羊”主管相关科研项目，把握口述历史建设发展方向；

助理协助开展相关活动、安排制作展览和播客等专业

性事务；口述历史的管理、保存、维护与访问以及音视频

支持等方面由馆员和档案管理员负责；资料收藏、法律

和道德问题以及不同工作间的衔接由项目协调员负责。

表１　国外口述历史建设岗位人员配置

组织／项目 岗位人员配置 网址

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ｌａｓｋａ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ｓ

助理、加工处理技术员、馆长、助理教授、馆藏资源经

理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ａｆ．ｅｄｕ／ｕａｆ／

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ｅｎｔｅｒ，ＴｈｅＢａｎｃｒｏｆｔＬｉｂｒａ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ＣＡ

主任、编辑团队、采访团队、技术团队、学术顾问、学者

会员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ｌｉｂ．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ｅｄｕ／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ｂａｎｃｒｏｆｔ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ｅｎｔｅｒ

ＶｉｒｔｕａｌＯｒａｌ／Ａ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ｒｃｈｉｖｅ，Ｃａｌｉ
ｆｏｒｎｉａ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ｏｎｇＢｅａｃｈ

馆员、档案管理员、特殊馆藏馆员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ｌａ．ｃｓｕｌｂ．ｅｄｕ／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ｒａｌｈｉｓ
ｔｏｒｙｐｒｏｇｒａｍ／ａｒｃｈｉｖａｌ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

ｎｓ／ＴｈｅＵＣＬＡ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项目负责人、高级作家、首席编辑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ｌｉｂｒａｒｙ．ｕｃｌａ．ｅｄｕ／ｓｐｅｃｉａｌ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ｃｅｎｔｅｒ
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ＧｅｏｒｇｉａＬｉｂｒａｒ
ｉｅｓ

项目负责人、项目协调员、数字化岗位、获取与推广岗

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５．ｇａｌｉｂ．ｕｇａ．ｅｄｕ／ｒｕｓｓｅｌｌ／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
ｒｙ．ｈｔｍｌＬｏｕｉｅＢ．Ｎｕｎｎ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Ｋｅｎｔｕｃｋｙ 主任、档案管理员、馆员、访谈员 ｈｔｔｐ：／／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ｕｋｙ．ｅｄｕ／ｎｕｎｎｃ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 主任、助理、教育与外联主任、项目协调员 ｈｔｔｐｓ：／／ｌｉｂｒａｒｙ．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ｅｄｕ／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ｃｃｏｈ．ｈｔｍ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ｏｆ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顾问、部门主管、访谈员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ａｓ．ｇｏｖ．ｓｇ／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ｏｎｌｉｎｅ／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
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ＳａｍｕｅｌＰｒｏｃｔｏｒ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ＰＯ
ＨＰ），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ｌｏｒｉｄａ

专职工作人员、咨询委员会、实习生及志愿者、杰出

校友

ｈｔｔｐｓ：／／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ｕｆｌ．ｅｄｕ／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Ｄｕｋｅ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主任、网页设计和制作经理、档案管理员、高级研究学

者、数字运营员、项目协调员等（共计９６人）
ｈｔｔｐ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ｄｕｋｅ．ｅｄｕ／ａｂｏｕｔ／ｐｅｏｐｌｅ

Ｆｏｌｋｌｉｆ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ｆ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民俗学家、口述历史学家、图书管理员、博物馆专业人

士、独立学者及其他研究人员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ｌｏｃ．ｇｏｖ／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ｌｋｌｉｆ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ａｂｏｕｔｔｈｉ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值得关注的是，杜克大学文献研究中心（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Ｄｕｋ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岗位设施最完

善，人员配置丰富，分工明晰。其多元细致的岗位配置

以及其他机构人员安排为我国口述历史建设组织人员

规划机制提供了标杆参考。从外部环境看，我国组织

人员规划机制需要政府、高校、社会团体、图书馆、档案

馆和博物馆（Ｌｉｂｒａｒｙ，Ａｒｃｈｉｖｅ，ａｎｄＭｕｓｅｕｍ，ＬＡＭ）、企

业、个人等多元开发主体支持及协同合作；就组织内部

而言，因口述历史以“人”为对象，细化而言，初始化人

员配置需要基础人员和专业人才的双重保障。不仅需

要档案管理员、音／视频总监等知识管理型人才，顾问、

项目协调员、客座专家等专业型人才，以及实习生、志

愿者等服务型人才，同时还需要精通网页设计、数字出

版与数字推广等应用型人才。除上述岗位人员配置，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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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通过开设培训课程、组织人才培训、举办知识讲

座等形式为领域培养持续发展型人才（见图２），打造多
元丰富“组织人员共同体”，锻炼和培育“一专多能”复合

型口述历史建设组织人员专业队伍，凸显人文优势。

图２　组织人员规划配置

４．３　技术驱动支撑机制———数字转向，助力可持续发展
　　口述历史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数字技术及相关标准
为支撑，驱动口述历史资源集成服务。伴随“数字记

忆”发展，口述历史数字化已为必然选择，数字化转向

为口述历史注入新活力的同时，诸多挑战随之而至。

口述历史可持续发展，不单单是通过墨守陈规的影音

方式记录保存，同时还要避免资源失真、损毁，如果缺

失相关技术标准支撑，那么口述历史就无法真正实现

资源深层共享与无缝连接。

　　口述历史数字化就是指通过现代信息设备将各种
载体的口述历史转化成数字化口述历史。就数字化口

述历史而言，数字技术的注入与革新为口述历史可持续

发展带来了新视野，驱动口述历史数字服务不断前行。

融入数字思维，引进国外专业数字化平台和开发系统，

开设数字生态互通网，突破地域局限性，利于资源传播、

共享及服务，激发大众参与热忱。笔者从平台构建、同

步查阅、访问权限及传播推广层面规范口述历史服务，

有助于全面提升我国口述历史信息化水平。如图３所示：

图３　我国口述历史数字化服务平台架构图

　　在平台构建层面，引入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ｍ工具［２３］，便于

上载、储存、检索、利用口述历史资源，健全平台功能，

为用户带来良好体验。

　　同步查阅维度，当用户不再满足于人工查阅纸质
抄本，而是希望网络便捷“接近”口述历史，此时开发

主体不仅可以借助数字开源平台 Ｏｍｅｋａ［２４］为用户在
线提供口述历史资源促进知识共享，还可以引介

ＯＨＭＳ［２５］口述历史索引系统（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ｍ、ＫＯＲＡ、

ＯＭＥＫＡ、ＤＲＵＰＡＬ兼容）实现口述历史抄本经济高效
转录，为用户提供字词搜索和时间关联的笔录或索引，

精准定位与输入相匹配的音视频片段，同步链接在线

文本与访谈实录，与此同时，为真实还原访谈笔录／索
引抄本，必要时还可以借助 ＰｈｉｌｌｙＳｉｍｐｌｅＧａｌｌｅｒｙ［２６］插
件再现口述历史访谈界面，为用户提供“鲜活”记录。

　　访问权限领域，在享受平台便利性的同时，不可忽
视安全控制的重要性。口述历史数字化服务平台上线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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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会面临挂马、脱库、ＤＤｏＳ攻击带来的安全隐患，为避
免网络开放性带来的数据安全窘境，应采用 Ｂ／Ｓ模式
架构，定期维护更新，必要时通过用户认证、数据备份、

法律框架约束等方式维稳安全防控体系，保障口述历

史“源于人”“关于人”并且最终“利于人”。

　　传播推广视角，应抓紧数字时代发展机遇，善用
ＶＲ／ＡＲ／３Ｄ等数字人文技术以及微博、微信等社交媒
体、网站、ＡＰＰ客户端等拓宽资源传播路径，提升平台
数字服务水平与社会影响力，予以口述历史艺术化与

活态性呈现，将多维资源推送给社会大众，让历史档案

文化以更鲜活的方式存活。不仅如此，还可以通过口

述历史出版物、专题纪录片、数字档案衍生产品等丰富

资源表现形式，与时代主题契合，打破注重拍摄眼前现

实而疏于表现过去历史的状况，突破注重意识形态宣

传而疏于对历史本身反思的局限，更加注重记忆传承

和档案见证作用。

　　我们还应注意到，从底层数据到信息到知识乃至
到理解与智慧，元数据是每个层次上升的粘合剂［２７］。

故而，口述历史数字化服务平台不仅要满足多样化资

源的统一管理、业务流程和系统功能的整合，更需要考

虑从上而下的统一数据建模和自下而上的标准数据编

码，以达到数据在不同应用之间顺畅交换、跨越资源类

型的藩篱、在知识组织层面实现融合［２８］。目前，我国

口述历史资源异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仅有少量

口述历史项目（如中国记忆项目、天祝口述历史与文化

实录项目）采用 ＤＣ元数据标准。通过网络调查与 Ｅ
ｍａｉｌ咨询可知，国外开发主体已在大量实践探索中建
立了图文声像一体化元数据框架（见表２），在著录标
准抉择上为我国提供了相应参考基准。因此，适时选

择通用元数据、混合元数据、图片元数据、音频元数据

以及视频元数据标准，有利于我国加速补齐元数据短

板，促进口述历史共建共享服务利用进程。

表２　国外口述历史元数据标准统计

类别 名称 开发主体／项目 网址

通用元数据 ＤＣ Ｗｏｍｅｎ’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Ｏ
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ＷＩＳＥ

ｈｔｔｐ：／／ｄｅｅｐｂｌｕｅ．ｌｉｂ．ｕｍｉｃｈ．ｅｄｕ／ｈａｎｄｌｅ／２０２７．４２／８３５１４

ＭＡＲ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ｔｅｒ
ｖｉｅｗｓ）１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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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驱动口述历史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技
术助力口述历史可持续发展一方面有助于“线下”与

“线上”共生等特点不断融合，迸发新活力，促进口述

历史资源互通，加深公众对实践认知；另一方面，技术

应用突破了地域时空阻隔，可联动国内外口述历史资

源传播交流，进一步实现口述历史著录、传播、利用等

各环节的优化。

４．４　法律伦理联动机制———维护权益，规避侵权风险
　　口述历史建设始终贯穿着来自法律与伦理的双重
考量。法律与伦理问题通常产生于两个方面：一是作

为一种研究方法，因其将具体的“人”视为研究对象，

通常需要研究者融入口述者的生活情境（生活经验和

情感历程）当中，探求隐藏在个体行为背后的历史意

义，因此产生由复杂的人际关系而带来的法律与伦理

问题；二是鉴于在访谈过程中涉及诸多参与者，通常涉

及口述者、访谈者、利用者及一般社会公众等群体，而

这些群体的利益并不相同，由此带来在利益的相互协

调中产生的法律与伦理问题［２９］。

　　作为口述历史不可逾越的重要部分，尊重相关者
的合法权益是法律与伦理问题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国

外开发主体通过设立指南、准则探寻最佳途径，有效规

避侵权风险。从流程来看，国外开发主体会事先进行

版权声明［３０］，并且通过专业协会（如英国口述历史协

会（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ＨＳ［３１］）、澳大利亚口述历史协
会（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ＯＨＡ［３２］）、新西兰国家口述历
史协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ｗＺｅａｌ
ａｎｄ，ＮＯＨＡＮＺ［３３］））做出明确规范，鼓励所有实践人员
遵守法律与伦理道德规范指南。不同于上述机构，美

国拥有一套完备的评估体系，该评估体系由美国口述

历史协会（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伦理审查委员会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Ｂｏａｒｄ）、知识共享组织（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３部分组成，树立了更为完善的“三重”卓越
标准。在漫长积淀的口述历史建设发展中，各国在法

律伦理轨道上稳步推进，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法律伦理

联动格局与安全实用的规范体系。

　　当前，我国口述历史建设在资源与权益保护领域
缺乏明确的法律条例，尚未健全伦理保护机制，这与我

国口述历史建设起步较晚，相关主体权益保护意识较

为薄弱，权责划分不够分明有极大关系［３４］。创建法律

伦理联动保障机制，逐渐实现我国口述历史建设规范

化与流程化，从以下３方面入手：①追本溯源。与口述
访谈过程涉及的所有参与者签署版权保护协议，树立

维权意识，明确注意事项。②技术约束。应用技术手

段设置用户访问权限，在线签订资源使用协议，针对访

问、阅读、下载、评论予以前端控制，防止隐私泄漏，规

避侵权风险。③规范机制。通过构建法律伦理联动机
制，编制相关指南、准则、操作手册，明确相关条文权

责，加强法律伦理协调，倡导法律伦理契约精神，有效

降低与规避法律伦理风险。

４．５　资金筹措供应机制———加速引流，拓宽来源渠道
　　资金是口述历史可持续发展的活力供应之源。在
实践过程中，既要规避资金链断裂危机，同时，还要持

续推进资金筹集。目前，我国资金来源渠道匮乏，且高

度依赖政府支持，难以供应资源、组织人员、技术的多

元整合，这种“被动单一”的资金供应链是我国口述历

史建设可持续发展“滞碍”的直接原因，如崔永元口述

历史研究中心曾迫于资金压力无法开展口述历史业

务，同时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也因经费拮据（如汕头

大学）或资金来源单一（如杭州图书馆）难以应对大规

模资源采集。而国外口述历史开发主体通过３种资金
路径（政府拨付、民间资本赞助和自有资金）解决了

“财政短板”这一难题。

　　政府拨付是指由政府出资资助项目研究，关注点
在于文化、政治、民生与教育［３５］；民间资本赞助源于

４种途径：基金会赞助、委员会资助、社会机构（如研
究所、社区、行业协会、学科学会等非盈利性组织）、

个人捐赠；自有资金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开发主体自

有资金，二是开发主体商业化自筹资金。同时，因口

述历史可持续发展是一项长期工程，囊括前期调研、

中期采集、后期整理及利用推广阶段，因而，资金来

源除了上述“分散”渠道来源，还可能来自“多渠道”

协同作用，且在建设各阶段资金来源也可能有所差

异。

　　多元资金渠道切实印证了合理规划资金走向为口
述历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来源保障。因而，快

速完善并健全我国资金筹措供应机制，拓宽资金来源

渠道势在必行（见图４）。具体而言，我国资金筹措供
应机制包含３层：第一层由政府拨付，设立口述历史建
设专项资金；第二层为社会资金，资金流源于组织机

构、科研院所、专业机构和社会捐赠支持；第三层为自

有资金，一方面可由开发主体自主提供资金，另一方面

开发主体可积极寻求外部资金“支援”，进行商业化自

筹，还可以在必要时辅以激励手段，吸引赞助商及大众

参与众筹资金。同时，上述３层资金筹措供应机制可
灵活调度、自由切换或协同交叉，全力保障资金流源源

不断供应口述历史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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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资金筹措供应机制

　　在上述五维保障机制作用下，各开发主体突破了
建设桎梏。口述历史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仅依赖各

机制的独立作用，更需要各机制的协同作用。战略政

策导向实则前瞻预见并正确引领了口述历史建设的发

展路径，有效催生了组织人员组建、技术标准制定、法

律伦理管控以及资金来源筹备。从建设需求维度看，

多元资金来源渠道有助于完善组织人员基础设施，推

动技术标准转型升级，而组织人员作为口述历史建

设的人力资源中坚力量，又离不开技术标准支持 －
法律伦理约束 －多渠道资金维系，同时在技术驱动
下，组织人员专业素养及技能不断强化、提升，法律

伦理引介、更新也更趋向规范化、透明化。在五维保

障机制“交互”作用下，口述历史建设“轨迹”平稳运

行。

　　因此，各机制唯有互动、联动，凝聚为整体合力，才
有助于口述历史建设实现个体与整体的有机统一，才

能共促口述历史建设各个向度、各个层面可持续发展，

不断前行。

５　结论

　　在本文构建的口述历史建设可持续发展保障机制
中，战略政策引领了航标导向，实现了中央政府主导、

多方共治的等级式层级良性互动；技术驱动为口述历

史数字化服务提供了路径支撑；组织人员为口述历史

建设输送了必需的人力资源；法律伦理联动能有效可

控并规避各环节风险安全；多元资金筹措能供应口述

历史建设长足发展。总之，我国口述历史建设保障机

制的形成和运行，要以各机制独立作用为基础，同时，

整体机制的功能发挥又依赖于各机制的协同完善。

　　不可否认，我国口述历史建设仍处于初始化向数
字化转型过渡阶段，与国外蓬勃发展之势相距甚远。

故而，作为维系口述历史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立根之本，

保障机制运行仍需在实践中不断协调优化，补齐短板，

联动运转，稳固口述历史建设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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