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专题频道 → 口头传统研究 → 关注传承人 

让口述史登上大雅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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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中国目前正处在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重要时期，外来文化的侵蚀，商业化、现代化的冲击，使得传统民族民间文化艺

术、民间艺人及其技能正在变为即将消失的一道风景。几千年来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传统技艺和民风民俗正面临生存的危机，处于消亡

的边缘。如何保护我们祖先优秀的文化，如何汲取传统文化的营养来滋养我们的子孙，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和使命。 

 

      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是全民族的事情，是每一个当代中国人应当自觉的责任。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对那些从事民间文化艺术事业的

艺人的保护。如果对文化艺术创作者的关怀和保护不重视，保护工作就成了一句空话。当前，尽快地抢救、记录、整理那些有代表性的

民间艺术家鲜活的口述史，记述他们精湛的技艺，展示他们美轮美奂的艺术创作，让全社会尤其是青年一代真实地了解我们的传统文

化，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我们迫切的任务之一。 

 

      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生存依据的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民俗，一个是民间艺人的口传心授。民俗的存在让民间艺术的使用功能得

以体现，使得民间艺术依靠民俗的传承一代一代承接下来，而口传心授的教授方式则让民间艺术的制作技艺和相关规矩活在了正史之外

的民间艺人的口中和心里。民间艺术的作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记录一个民族的图像史书。民间艺术的灵魂也正是在这样的口诀式的口

头语言中蕴藏着的。民间文化香火不断链，随着文明的发展走到今天，民间艺人的口头传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在没有文字的

少数民族中更加明显。 

 

      口述史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相当的篇幅，众多的正史在形成文本之前，一直也是靠着民间的口头传承沿袭下来的，这一点在文学

尤其是民间故事、传说和民谣等中表现明显。民间艺术方面，承担传习任务的民间艺术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他们所掌握的关于

民间艺术的由来、发展、流变、技艺和相关事项，从来没有得到官方文化和上层文化正史的重视，一直以来都存在于掌握着这门技艺的

艺人头脑中，依据艺人的记忆和技艺而存在。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定义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是十分正确的，它不仅仅

指无形的文化现象和技艺之类内容，还包含了口述形式的、最为鲜活的、最有生命活力和原生态性质的文化类型。 

 

      口述史是一个独特的视角，从中可以提炼出非常丰富、具有深厚哲学和审美思考的文化精神。我们的先民是具有实践理性的，中

国自汉代起就已经有深入民间采集诗歌的采风先例，汉乐府民歌的留存于世就是功在千秋的文化举措。对于依赖口述形式传承的文化，

口述史的地位和作用就更加重要。以苗族为例，苗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千百年来它的文化传承靠的就是一代代的口传心授，靠的

是传唱苗族古歌，靠的是妇女们绣在衣服上的刺绣以及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蜡染艺术。在没有影像手段记录的几千年时间里，古老的文化

传统倚仗口传方式依然活生生地保留在人们的生活中，直到今天。这是口传文化的力量。传唱至今的苗族创世纪古歌所叙述的苗族文化

的历史、宗教、信仰、习俗和诡秘奇异的祖先缘起故事，与苗家的传统刺绣、剪纸、蜡染所表现的内容异曲同工，密不可分，苗绣被称

为“穿在身上的史书”。由于苗族是从中原迁移到边远山区的，苗族文化又与中原和其他民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想见，苗

族刺绣和古歌的生存就是口述历史的活的见证。然而，在传统文化面临全面冲击的今天，古老的苗族文化也同样不能幸免。年青的女子

已经很少有人学习绣花了，没有人再去学唱古歌。如果任由这样的状态发展下去，无须多久，我们就再也听不到优美的古歌，见不到美

轮美奂的苗绣了。口述史失去了精神的灵魂，也就失去了色彩和生命，受到威胁的将是整个苗族文化，口述史的抢救和整理已经成为时

不我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内容。 

 

      在我们大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今天，民间艺术传承人的作用和地位已经被越来越深刻地认识，但是，用什么方式和手段来保

护传承人身上最有价值的东西呢？除了采用现代的影像记录方式外，口述史的记述和整理工作是目前最为急迫的。众多的民间艺术传承

人都是年事已高的老人，对他们口述史的整理和文本的出版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还没有真正开展整理民间艺人口述史的工作，更没

有对口述史有着开创性作用的学术书籍。口述史不仅是简单的记录和整理，而是记述者学术水准的体现，其中问题的设计、观念的提

炼、评注的文字，更能体现学术规范和水准。我们应该还口述史一个应有的地位，让口述史登上大雅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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