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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肇庆学院口述校史资源建设为实践探究案例，探索口述校史资源建设的新路径，力求突破传统高

校口述档案建设的旧有模式，进一步开拓地方高校口述校史传播途径，以丰富高校口述校史工作的实践

和研究内容，为地方高校口述校史工作的开展提供不同的思路。力图在资源建设与创新的过程中探讨口

述校史在呈现和表达中的深度，更好地发挥口述校史的思想文化教育功能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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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construction of oral history resources of Zhaoqing University as a case study 
to explore a new path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oral history resources, strives to break through the 
old mode of oral history construction in tradit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urther opens up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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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s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oral history in local universities, enriches the practice and re-
search content of oral history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rovides different ide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ral history work in local universities. In the process of resource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pth of oral school history in presentation and expres-
sion, and better exerts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education function and social value of oral 
schoo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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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校史研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需求和高校文化建设的需要。

近年来，随着高校办学水平的提升，社会功能的拓展，校史研究呈现普遍趋势。而口述史的方法能够对

个人记忆进行挖掘和记录，是个人记忆的表达，也是记录历史的一种重要方式。这种形式为挖掘新的史

料以深化校史研究提供了有效途径[1]。口述校史已成为高校校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受到国内各高等

院校和大众媒体的普遍关注，具有广泛的利用价值。 

2. 高校口述校史工作的开展现状 

随着各高校口述校史工作的推进，目前口述校史资源在各个开展口述校史的高校中不断积累。对于

口述校史的资料采集和档案整理方面的认识已发展得相对成熟。在口述校史资源建设方面，国内各高校

在本校实践的基础上陆续提出了一些路径和方法。绝大部分以高校档案建设、深化校史研究和校园文化

建设为主要方向。各高校口述校史工作的形式上也主要以口述档案的收集、整理、保存，或编写校史著

作、人物传记为主，资源建设模式较为单一。 
20 世纪以来，随着公共史学和社会记忆理论的不断发展，口述历史的方法和成果逐渐表现出社会化

的特征。人们渐渐将口述史与社会记忆两个话题相结合。在记忆的研究范围里，口述史被认为是延续记

忆的一个重要方法。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等都是承载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所以国内的一些博物馆、

档案馆和图书馆也开始根据自身需要牵头或参与某些口述史项目。高校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其历史发展

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所以高校记忆作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也日益受到重视。口述校史是挖掘和保存高

校记忆的重要手段，在社会记忆构建这一大方向和大趋势下，高校及口述校史相关研究人员对口述校史

的如何呈现与表达这一问题需进一步思考。 
肇庆学院口述校史资源建设过程是一次创新性的实践。秉承着保留校史记忆，讲好校史故事的理念，

口述校史项目组成员基于社会记忆构建的发展现状和未来需求，将口述校史的形式多样化，用人物故事、

传记图册、展览、纪录片以及自媒体的形式将口述校史的内容传达给大众。通过这些承载记忆的空间和

载体，将学校的历史用口述的方法呈现出来，同时也成为构建眼前的“肇院记忆”的一个契机。此次口

述校史活动的全过程将作为本次研究的实践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在实践的层面上总结策略和经验，进一

步设想口述校史资源建设路径上更多的可能性，促进口述校史资源建设领域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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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口述校史资源建设总体思路 

2020 年是肇庆学院建校 50 周年，是肇庆学院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自 1970 年建校，几

代砚园人筚路蓝缕，艰苦奋斗；风雨兼程，春华秋实。肇庆学院逐步实现了从专科向本科的提升，从师

范学院向综合大学的飞跃。在这关键的节点，开展口述校史项目，具有抢救校史史料、凝练肇院精神的

意义。将校史活化，让场景感、情节性的故事变成肇院人代代相传的学院精神、学校特色；也藉此丰富

学校的历史文化宝库，构建高校记忆。学校现有校史馆梗概介绍了学校五十年发展历史，但缺乏生动的

故事和代表性人物访谈，缺少生动的纪录片和宣传材料。因此，藉由肇庆学院 50 周年校庆之际，启动肇

庆学院口述校史工作意义重大。秉承着探寻校史、记录变迁，倾听历史声音，讲好校史故事，留下砚园

记忆的精神，为了更好的梳理学校发展的历史脉络，挖掘肇庆学院的大学精神，探索粤西地区地方高等

教育发展历史，肇庆学院于 2020 年开展“探寻校史，留声砚园”口述校史活动。围绕 1970 年建校以来

发生的重大变化，确定开展口述校史工作。口述校史项目工作的工作思路基本如下： 

3.1. 科学遴选口述校史访谈对象 

除立足学校发展历史，遴选确定口述校史访谈对象。遵循从关键时间节点、关键工作岗位(如学校建

设、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人才培养等)和重要代表人物(如学校领导、专任教师和优秀校友等)出发，既

要访谈学校发展顶层设计的领导者，又要访谈推动改革发展的中层干部，还要访谈深度参与学校发展的

教师和校友代表。通过口述访谈，了解更多肇庆学院发展的细节，探究肇庆学院沿革背后的历史动因。 

3.2. 合理搭建团队推进访谈工作 

项目开展需要搭建起稳定的工作团队。项目形成了由肇庆学院党委宣传部带领、校领导牵头的主要

由历史系师生组成的口述校史项目团队，以贯穿完成口述校史项目的一系列工作。并邀请宣传部、校史

馆、档案馆、校友会和文学院新闻传播专业相关领导和专家，共同完成口述校史工作。团队在组建成功

后，要集中开展培训，在访谈时需要做到：1) 口述校史技术组成员技术娴熟、前期准备充分。2) 录像、

录音及相关到场人员有效配合，不干扰访谈人进入社会记忆的情境，使口述访谈能够更好地完成。3) 重
点关注学校发展的五个重大阶段：1970 年建校；合并立校；成功升本；扩招转型和申硕改大。在稳步推

进访谈工作过程中，一是做好访谈分工。确定重点访谈人物，建立常态化联系交流机制，确保访谈工作

的顺利开展。二是保证访谈效果。访谈要保持礼节礼貌、注重双向互动，形成温情交流效应；还要做到

全面细致、引导访谈人展开社会记忆，输出更多地亲历者的观点与想法，由于口述往往包含着诸多主观

因素在内，这是口述史不可避免的特点，所以无论遇到何种情况，采访者必须尊重采访对象的意图和表

述，保持中立的立场，忠实、客观地记录[2]。三是推进后期整理与研究。口述史口述校史资料整理是逐

字逐句的复刻，但后期的历史事件与人物故事需要在力求客观真实的基础上，升华、凝练，已形成校史

文化资源，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3.3. 档案化管理与活化利用并重 

口述校史项目需要立足校史口述多样化特点，对口述资料进行档案化管理，为校史馆口述校史展览

和校庆纪录片提供更丰富的素材。根据口述校史档案材料，推进后期整理与研究，口述史口述校史资料

整理是逐字逐句的复刻，但后期的历史事件与人物故事需要在力求客观真实的基础上，升华、凝练，为

形成校史文化资源，进一步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并且进行校史文化的再创作和活化利用研究，形成学

校改革探索和创新发展的系列主题化的历史图景材料。团队还根据口述校史访谈的资料，配合校庆活动

提炼系列主题(如人物故事、建设图谱、校园怀旧，历史图景)，充分利用多媒体传播平台，包括微信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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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平台、新闻网站和视频网站平台进行传播，以扩大学校的影响力和社会认可度。 

4. 口述校史资料收集阶段 

基于以上的要求，口述校史项目组在三个月内完成了前期的访谈工作。相比历史悠久的传统名校，

肇庆学院作为一所地方高校，创建时间短暂，对于口述校史的开展来说，存在了一定的局限性，却也有

很大的优势。学校的历史较短暂，这在校史研究中也占有了便利之处，即学校建校初期的老前辈多有健

在，口述校史确立的访谈对象中就包括建校时期最早的一批老教师，给校史研究创造了保留一套完整口

述史的条件。口述校史团队根据对已有校史资料的了解，进行了口述访谈相关理论知识和技能的学习，

制定具体访谈计划。此次口述访谈根据学校发展所分成的四个时期，确立每个时期的访谈对象。团队分

阶段地先后对 18 位肇庆学院教师领导代表进行了密集访谈，尤其是访谈到了若干名参与创校的老教师，

为我们留下了最真实的学校创立时期的故事，真正将校史追溯到了起点。此次访谈以个人生命史的形式

开展，努力为受访人创设轻松的“讲故事”氛围，一段段个人与学校发展的生动故事被徐徐道来，在记

录个人记忆的同时也组成了关于学校的集体记忆。在访谈过程中，团队注重口述录音、口述记录的收集

的同时，也注重照片、视频、实物资料的收集。并且还开展了实地寻根之旅，团队前往最初建校的旧校

址进行考察，与老校友一同身临其境，倾听过往的故事，利用照片、视频等形式进行实地记录。 
访谈结束后，项目小组成员对访谈资料进行了分类、整理和保存。此次访谈共形成口述史录音文稿

70 余万字，保存有效视频、音频资料近 50 小时。翻拍老照片、老物件若干，收到赠书、实物若干。这

些原生口述档案的数量和质量影响着后续口述校史资源建设的广度和深度。大量的口述历史资料为口述

校史具有持续的生命力奠定了基础。 

5. 口述校史资源建设阶段 

5.1. 校史文化的再创作与口述材料活化 

在口述校史技术组完成了口述校史的资料整理后，校史文化研究组需要进行口述材料研究利用工作，

寻找到代表性的人物与事件，进行校史文化的再创作。形成了口述资料汇编一册，人物传记十二篇，其

中记录了若干生动感人的校史故事，这些资料也成为校史馆口述校史专题展览的布展文字材料来源。 
成果转化组在口述访谈完成后，一是需要整理同期录制的实物、图像、视频和音频。二是考虑成果

后期使用，进行视频二次录制与编排、剪辑，纪录片的制作以及图片的筛选分类，同时筛选相关内容用

于口述校史的专题展览。 

5.2. 校史馆口述校史专题展览 

为了拓宽口述校史成果的运用和宣传领域，策划口述校史展览是一次创新性的实践。在记忆的范围

里，口述史展览可以作为延续记忆的一个载体，被赋予保存、呈现记忆的责任[3]。口述史专题展览呈现

口述史成果的过程中应更加注重叙事，更加注重向参观者表达温度。展览在展示的目标上除了介绍内容，

并触发观众的审美体验，进而认知真善美的生命真理。基于以上的理念与展览目标，口述校史展览如何

叙事，如何讲好校史故事，如何呈现和表达口述校史的内涵，是策展时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在实际操

作上，如何将体量庞大的口述史资料呈现在有限的展览空间里，这是口述校史布展中重点需要解决的问

题。经过一系列的研究与设计，以下是口述校史专题展览的主要布展思路： 
口述校史团队以整理好的口述档案为基础，捋清学校发展变迁的经过，提取凝练校史故事，总结

口述校史实践成果，将口述校史展览分模块分主题处理，将校史发展历程、校友口述故事和师生口述

实践成果融合其中。比起传统的单一文字表述，展览的方式可以做到图文并茂，具有直观性、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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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感染力，是高校记忆载体传播的有效途径。以下四点为校史馆口述校史专题展览布展过程中的一些

工作要点： 

5.2.1. 叙事细节化，碎片记忆故事化 
口述史本身是有温度的，口述史是记录社会记忆的一种重要方式。社会记忆传承和建构的主要内核

是回忆历史、书写历史以及展现历史。而口述史因其可以见证历史活动的过程和情况，具有亲历性、记

录性和叙事性等特点，帮助再现历史原貌。严建强在《博物馆与记忆》中提到，博物馆的收藏、研究与

展览工作正是对社会记忆的保存、找寻、重构与再现，记忆概念进入博物馆，是对博物馆责任感的强调。

在博物馆语境下，展览中口述史的运用无疑能够深化大众对口述史的理解[3]。所以利用展览的形式和口

述史本身具有的叙事性特点，结合校史发展脉络，将口述校史的成果进行呈现和表达，能够达到多层次

的效果。从微观视角来看，最能够打动观众的就是对口述资料的细节性描绘。而这些细节又分散在碎片

化的口述内容中，所以在展览文本撰写过程中，注重细节和故事化处理是两个重要的工作原则。 
展览在设计时，按照学校历史发展脉络，在重要的办学节点上穿插回忆办学故事和人生记忆。通过

故事串联起不同时期的碎片记忆，同时刻画细节，依靠细节增加感染力。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团队在口

述史原始资料中将相关的故事提取凝练时，要尽量做到不改变讲述的原意，多采用原话，做到唯真唯实，

使口述内容真实可信，以帮助观众与展览拉近距离、产生代入感。 

5.2.2. 丰富展览内容，拓宽叙事视角 
口述校史展览除了文本故事的呈现，还需要通过物品、图片、多媒体等各种传递信息的方式以及这

些方式的结合来给参观者讲故事。目的是增进参观者的参观体验，以期观众能够更好地获得展览信息，

理解展览的目的和意义，引发情感共鸣，进而扩展到认知和情感层面的交流[4]。所以展览叙事并不局限

于文字表达，同时也需要新的媒介的加入。口述校史展览主要展出的是“记忆”、“故事”或是“一段

历史”，而图片、实物等材料则作为承载记忆的“物”，在展览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在口述校史

前期访谈阶段，团队收集到的许多图片、视频和实物资料都是口述校史专题展览中展出的重要部分。图

片、实物与文本故事相对应，能够大大提升观众参观的体验，同时这些图片实物资料也是口述校史工作

过程中最直观的记录，也能向大家展示口述校史的流程与成果。 
口述史专题展览不仅能够以文字说明、实物展品、图片等实体形象出现在展厅中，还能够通过音频

视频资料来丰富展览的内容。在肇庆学院口述校史专题展览中，同时用多媒体展出了一段自制的口述校

史专题纪录片，包括了大量口述史访谈现场录像，各位访谈人结合校史发展过程讲述他们自己的经历，

辅以丰富的校史资料，对口述校史工作过程作了一个整体的呈现。口述校史专题展览加入了纪录片的形

式，通过口述现场再现将每个人物的个体经历融合进了高校历史发展与沿革这一主线当中，再结合文本、

图片和实物的展出，在有限的展览空间内实现了叙事角度的多元化。 

5.2.3. 注重口述校史的教育功能 
校史口述资料是体现高校精神风貌最为生动的“活档案”，是传承办学精神、校园文化和实施教书

育人过程中不可替代的活资源。所以在口述校史展览中，需注重校史本身带有的教育功能，拓展口述成

果运用和宣传的领域，服务于大学文化软实力建设。在策展过程中，团队力求能够通过一个个有温度、

有感染力的故事，帮助参观者感悟肇庆学院在传承中不断积淀的大学精神，为参观者提供口述校史在呈

现与表达中不同的思考角度。口述校史能够丰富学校历史发展的细节，并且能够从中凝练教育理念和办

学精神，具有一定的思想文化教育作用。而在实践教学层面，展览也能够作为口述史实践教学的一个成

果示范点，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口述史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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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口述校史资源建设工作的思考 

6.1. 突出地方性 

我国共有 3000 左右所大学，其中地方高校数量颇多，地方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校

史建设同样需要引起重视。当前，国内的很多高校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展了口述校史工程。但是即使同样

是口述工作的开展，因为地域间、校际的差别，不存在一套普遍适用的工作模式，由于建校时间、所经

历时代、关联人物的差异，面临的状况也不尽相同。各地方高校面临着不同的优势和困境，因此地方院

校并不能够完全照搬一些在口述史上走在前端的名校的工作流程甚至经验，而需要正视自身的情况探索

适合自己的道路[5]。地方高校在口述校史资源建设过程中，需要突出地方性特点，地方高校校史映射了

地区等教育的发展，梳理地方院校的校史也为研究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变革提供一个新的切入点。 

6.2. 推动口述校史参与社会记忆构建 

高校在当今社会发展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社会记忆构建过程中，高校是不可或缺的参

与者，而记录了高校记忆的高校校史档案，也是社会记忆构建中重要的一部分。随着互联网新技术的发

展，网络上的社会记忆构建平台也正在悄悄兴起。如今部分高校在实体校史馆的基础上建设了与实体校

史馆配套的校史馆或博物馆的网站，包涵了收集校史记忆的功能模块，以收集个人提供的校园图片、视

频、感想和记忆等资料，再经由官方的整理编研进行展出。这些高校的共同点是办学历史悠久，文化底

蕴深厚，所以在收集整合校史相关材料时面临的困难相比起新建高校来说较少。而今天的媒介环境创造

了一个可以广泛书写和记录的契机，有越来越多的民间叙事、影像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深入社会的脉络

肌理，生成着共感和共情。也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记录下属于自己的记忆。对办学时间较短的地方高校来

说同样适用，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有机会记录下自己与学校的故事，网络社会记忆构建平台则充当着

能够将这些“故事”进行保存与呈现的“容器”，既是记忆主体之间信息交流的重要媒介，又是集资源

与服务于一体，信息记录与信息交流传播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平台[6]。 

6.3. 拓宽传播路径 

基于肇庆学院口述校史的工作实践，我们在运用口述资源开展教育和宣传传播方面已经有了一些

初步的探索，但是依然具有很大的实践空间。高校可以根据口述历史档案的特点设计出适合的管理方

式，建立便于检索和利用的电子数据库，同时在汇编出版、系列讲座、网络展示等多种方式的实施上

还需继续落实[7]。此外，还可以进一步探索数字媒体层面的平台联动，健全传播格局。如合作官方媒

体，增强口述校史成果的社会认可度；联动内部自建平台，充分利用官方网站、校史馆网站、校自媒

体平台和官方公众号等不同定位的平台形成联动性传播；延伸至外部平台，积极转化成果，参与到地

方史、教育史、口述史、文博等主题的外部网站以及诸如抖音的新媒体平台，以扩大口述史成果的传播

范围[8]。通过各种方式拓宽传播路径，能够弥补校内平台传播的不足，从而提高口述校史资源建设的深

度与广度。 

7. 结语 

从口述校史工作筹划到资源建设的实践，耗时近半年的时间，肇庆学院口述校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

成果与收获。证明普通地方高校的口述校史工作经过筹划、开展、口述校史专题展览的策展布展、专题

纪录片制作、传播途径的探索以及对参与社会记忆构建方式的创新性思考，可以突破地方院校的局限，

从而达到较为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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