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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研究》

内容概要

《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研究》以云南省档案部门近年来开展的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抢救保护试点
工作为例，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抢救保护及其资源建设问题。全书在明确口述
史、口述档案、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介绍了白、哈尼、傈僳、佤、
壮、羌族口述历史档案，探讨了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的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阐述了少数民族口述
档案管理方法与整合途径，回顾了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工作的历史、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总结了少数民
族口述历史档案抢救保护与国际合作的实践经验，思考了少数民族口述档案资源建设和构建边疆多民
族口述档案资源体系等问题。该书属于专门档案管理或口述档案与口述档案工作的研究成果，对构建
民族口述档案学的学科体系和充实完善口述历史学、口述档案管理学的知识结构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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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子丹，男，汉族，1963年生。历史学博圭，档案学硕士生，博士生导师，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
授。主要从事中外档案事业史、民族档案学、档案信息开发利用等学科的研究。主攻民族档案史料学
方向，其研究成果涉及少数民族文字档案、金石档案、谱牒档案、口述档案、影像档案、地方特色档
案以及中外档案和档案工作等领域，对云南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研究成绩显著。对民族档案学理论与方
法、民族档案史料编纂、民族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也取得一定进展。已公开发表学术论文95篇，
其中在核心期刊上发表44篇，出版教材1部、专著3部、合著2部。主持完成省级项目3项、校级项目2项
。教学和科研成果多次获省、校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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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 口述档案与少数民族口述档案
第一节 口述史与口述档案
一、口述史
二、口述档案
第二节 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
一、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刍议
二、亟待抢救保护的云南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
第二章 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专题研究
第一节 白族、哈尼族口述历史档案
一、白族文艺口述档案
二、哈尼族口传历史记忆
第二节 傈僳族、佤族口述历史档案
一、傈僳族口述档案资源
二、佤族口述历史资料
第三节 壮族、羌族口述历史档案
一、壮族口碑历史档案
二、羌族口述档案史料
第三章 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的理论探讨
第一节 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的研究成果
一、少数民族口述史著作
二、少数民族口述档案论文
三、少数民族口述档案项目
四、云南大学师生的研究成果
第二节 创立“民族口述档案学”刍议
一、民族口述档案学的学科特征
二、民族口述档案学的任务与学科体系
三、建立民族口述档案学的初步设想
第三节 云南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研究的构想
一、研究现状和不足
二、研究意义和价值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
四、研究重点和难点
五、基本观点及创新之处
第四章 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管理方法和途径
第一节 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管理利用方法
一、访谈记录
二、征集采集
三、整理归档
四、保存保护
五、翻译注释
六、编研利用
第二节 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整合路径
一、直接采访制作口述历史档案
二、征集社会已有的口述历史档案资源
三、整合现有的口述历史档案资源
第五章 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工作的历史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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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少数民族口头文学遗产抢救工作回顾
一、口头文学遗产抢救的“三大战役”
二、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
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资料库”项目
四、云南口头文学遗产抢救工作
第二节 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文化抢救工作实例
第三节 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工作存在的问题
第六章 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抢救保护与国际合作
第一节 抢救保护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试点工作
一、实施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口传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程
二、形成少数民族口述记忆抢救保护工作机制
三、完成13个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采集工作
四、建立少数民族档案资源特藏库和口述记忆数据库
五、建立系统、完善的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平台
第二节 抢救保护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的国际合作
一、中新两国合办“抢救保护云南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培训班”
二、云南省档案人员赴新加坡接受口述历史档案专业培训
三、在南宁举办“抢救保护广西少数民族口述历史培训班”
第七章 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建设
第一节 加快建设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浅议
一、理清对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的认识
二、明确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建设的定位
三、建立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建设的长效机制
第二节 构建边疆多民族档案资源体系的思考
一、边疆多民族档案资源建设的历史、现状和不足
二、构建边疆多民族档案资源体系的目标、原则和方法
三、构建边疆多民族档案资源体系的几点浅见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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