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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纳粹大屠杀史学家希尔伯格为中心

刘颖洁

【提要】 在西方史学界关注事件如何被回想与建构的“记忆转向”下，个体记忆所具有的史料

价值被重新发现。但来自普通人、强调情感与伦理价值的个体记忆，同样带来了如何认识其中的历

史真实、如何有效使用史料的问题。面对个体记忆不断增长的重要性，纳粹大屠杀史学家劳尔·希

尔伯格对其持谨慎与批评的态度，并从视角与材料类型的局限性、内容的疏漏以及需要警惕的扭曲

等方面对它的局限性做出全面的分析，但他也重视犹太人隔都主席等重要人物具有档案价值的日

记。希尔伯格对个体记忆的批评建立在重构论的史学观念基础之上，并且因为没能及时更新史观与

方法论，从而造成了史料认识的片面性，但他的观点也提醒学界应当更为辩证地认识个体记忆的价

值及“记忆热”。
【关键词】 记忆转向 个体记忆 历史材料 劳尔·希尔伯格 重构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记忆成为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热点，历史学领域中也出现了“记

忆转向”。记忆不仅为实证研究注入新动力，也影响着对历史本身的理解，它在研究视角、史料解读、
范式转型和历史认识等不同层面上共同影响着历史阐释。本文所关注的是主要被视为历史书写材

料的个体记忆。随着各类口述档案的累积以及学界对历史主体情感与经验的关注，个体记忆的内容

与理解方式得到扩展。但如何平衡个体记忆不准确性的缺陷和它在情感与伦理上的价值，更为全面

地认识其史 料 价 值，仍 是 值 得 探 讨 的 问 题。本 文 以 纳 粹 大 屠 杀 史 学 家 劳 尔·希 尔 伯 格 ( Raul
Hilberg) 为中心，讨论在实证研究中常见的对个体记忆持保守态度的做法。分析希尔伯格为何，以及

如何形成对个体记忆史料价值的批评观点，将有助于学界在当前记忆研究的热潮中，更为辩证地认

识个体记忆的价值和局限性。

一、“记忆转向”与个体记忆的重思

个体记忆是记忆最为人熟悉的形象，是我们对过去产生兴趣的基础，并且从“历史之父”希罗多

德的时代起，就被视为史学研究和叙述的材料。① 尽管“历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论断有着明显的时代

局限性，但史料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仍旧从根本上影响着史学家所呈现历史的面貌。在强调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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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希罗多德《历史》对希波战争的记述，就是将不同立场的亲历者和知情人对战争起源与经过的不同说法组织起来。参见希罗多

德:《历史: 希腊波斯战争史》上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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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学性的现代史学中，个体记忆因其主观性和难以验证性而遭到质疑与批评，甚至被视为与客观

的历史相对立。① 但精英群体、尤其是推动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的回忆录、日记等并未淡出史学家的

视线。由于回忆主体的特殊身份，以及内容的可靠性与不可替代性，它们在政治史与思想史等研究

领域被视为基本史料。
从 20 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口述史的兴起以及历史学的记忆转向，个体记忆的面貌发生了巨

大改变。记忆研究关心的不是已经一劳永逸地没入过去的事件本身，而是事件如何被经验和回

想，如何与其身后的社会、文化相互塑造的新问题，并伴随着对历史主体情感与经验的关注。个体

记忆的主体从精英转为普通人，曾经被档案抽象为数据和图表的普通人、少数群体，通过口述访

谈、日记、司法证词等形式，为新史学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材料。但普通人的记忆缺乏准确性、稳定

性以及连续性; 其内容缺少对时代与重大事件的宏观把握，而聚焦于自身经历与经验，主观性特征

也更鲜明。
个体记忆内容和特征上的转变，首先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与问题。以在欧美学界口述档案收集

中最引人注目的纳粹大屠杀见证为例，长期以来，纳粹大屠杀史学关注的是加害者，以探究事件的根

源为中心问题。② 随着幸存者与受害者见证在西方社会与学界逐渐受到关注，悲剧的真正主角终于

在 20 世纪末成为大屠杀历史图景中的焦点，研究的重心也转向事件的余波，即它如何被经验、理解

与回应。③

但对极端性事件的见证也鲜明地反映出，在认识个体记忆蕴含的历史真实上，史学家们面临着

两难境地。一方面，历史学家首要的任务应该是批判地分析个体记忆的内容。他们常引用“恐怖伊

万”( Ivan the Terrible) 的例子来说明幸存者见证的准确性问题: 在 1987 年的一场大屠杀战犯审判

中，有五名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幸存者都指认名为约翰·德米扬鲁克( John Demjanjuk) 的集中营看

守是虐杀犹太人的“恐怖伊万”，但此人实际上是索比布尔的看守，从未去过特雷布林卡。④ 但另一

方面，历史学家们也认识到，个体记忆在情感与伦理上的价值，是见证者在当下确立身份与存在的基

础，事实上的错误并不意味着见证者的经验完全失真。⑤

此外，对极端性事件的见证更与历史正义的实现密切相关。大屠杀以彻底抹去受害者的痕迹为

目的，如党卫军头目希姆莱所声称，它是“我们历史中不被书写，也绝不会被书写的光荣一页”。⑥ 也

因此，幸存者的见证本身就代表了历史正义的在场。而一些在战后鼓吹大屠杀否定论的反犹主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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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林伍德对个体记忆性质的阐释在科学历史学观念中具有代表性。参见 R. G.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 增补版) ，何兆武、张
文杰、陈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35、251 页。
大屠杀历史的专门研究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主要有动机主义( intentionalism) 、功能主义( functionalism) 与新功能主义( neo-
functionalism) 三种不同范式，但均以“大屠杀为何会发生”为核心问题。相关梳理与总结，参见 Dan Stone，“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Context”，in Histories of the Holocaust，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 64 － 112。
大屠杀研究从加害者中心转向受害者中心的趋势，参见 Dan Stone，“A Victim-centred Historiography of the Holocaust?”，Patterns of
Prejudice，Vol. 51，No. 2，2017，pp. 176 － 188。
不少大屠杀史学家或考察记忆问题的史学家们都曾引述过这个例子。参见 Christopher R. Browning，Collected Memories: Holocaust
History and Postwar Testimony，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2003，p. 42; Raul Hilberg，Sources of Holocaust Research，Ivan R. Dee
Publisher，2001，pp. 176 － 177，183; 阿兰·梅吉尔:《有记忆的历史、无记忆的历史》，阿兰·梅吉尔:《历史知识与历史谬误: 当代

史学实践导论》，黄红霞、赵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7—28 页。
Annette Wieviorka，“The Era of the Witness”，in The Era of the Witness，trans. Jared Sta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pp. 130 － 131.
“Himmler's Summation，October 4，1943”，in Lucy Dawidowicz，ed. ，A Holocaust Reader，Behrman House，1976，pp. 132 －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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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却利用幸存者回忆细节上的瑕疵与错误，否认毒气灭绝等暴行的真实存在。① 这类行动虽然拙

劣，但也使得应该如何认识个体记忆的史料价值成为愈发紧迫的问题。
面对成为新史料的个体记忆，史学家们主要关注如何重新认识其主观性问题。在以个体记忆为

基础的口述史领域中，如阿里斯泰尔·汤姆森( Alistair Thomson) 所言，口述史家们既要严密地审视

访谈材料，更要“理解事件的特定环境塑造记忆故事的方式以及回忆的复杂过程”。② 大屠杀史学家

克里斯托弗·布朗宁总结了史学家们使用见证的主要方式: 一是以证词本身为研究对象，结合文学

批评、心理分析等不同方法来分析见证的叙事结构以及生成过程; 二是将焦点从见证者本身转向社

会，关注见证群体的集体记忆。③ 总体来看，学界主要从记忆如何被建构的角度来重新阐发个体记

忆，但对于旨在利用各类材料、从不同层面和角度探究历史事件本身的史学家们来说，如何更为全面

地理解个体记忆的史料价值、应对上述认识历史真实中的困境，同样值得关注。
本文将聚焦欧美大屠杀史学的奠基人劳尔·希尔伯格对个体记忆的理解和使用方式。希尔伯

格的大屠杀历史书写主要基于对大量纳粹德国档案的分析，但应该如何使用来自大屠杀受害者、幸
存者的材料( 尤其是见证与回忆)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成为希尔伯格要面对的问题，并始终伴随

着他对大屠杀历史的理解与书写。本文将重点分析以下问题: 希尔伯格为何以及如何批评个体记忆

的史料价值，又如何应对个体记忆情感价值对传统史学的挑战? 以及更进一步地，他的史料观念基

于怎样的历史认识论，应该如何理解他的观点在记忆转向潮流中的价值和局限性?

二、希尔伯格: 大屠杀史学的“正典”与争论

劳尔·希尔伯格 1926 年出生于维也纳一个普通犹太家庭，在德国入侵波兰前和家人移民到美

国。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德国政治体制研究专家弗朗茨·诺依曼( Franz Neumann) ，并以考察纳

粹德国对欧洲犹太人灭绝的研究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④ 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希尔伯格于 1961 年

出版了开创性的《欧洲犹太人的毁灭》( 以下简称《毁灭》) 一书，他对大屠杀历史理解的不断深化，都

在对这部巨著的反复修订中体现出来。⑤ 希尔伯格显然具有总体史的视野和雄心，他系统地分析了在

权利褫夺、隔离、驱逐、最终灭绝等不同阶段中，纳粹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策、指令、不同部门的参与和

协作，为 读 者 拆 解 了 在 时 间 和 空 间 上 层 层 推 进、不 断 强 化 与 极 端 化 的“毁 灭 机 器”( machine of
destruction) 。《毁灭》一书开启了结合社会科学的分析模式、强调纳粹决策与行政机制导致种族灭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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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譬如，名为“历史评论协会”( 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Review) 的伪学术机构，公开挑战犹太幸存者对毒气灭绝的见证以及《安妮日

记》的真实性，要求他们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证词。参见 Deborah Lipstadt，“The 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Review”，in Denying the
Holocaust: The Growing Assault on Truth and Memory，Plume，1994，pp. 138 － 156。
阿里斯泰尔·汤姆森:《口述史中的回忆和记忆》，唐纳德·里奇编《牛津口述史手册》，宋平明、左玉河译，人民出版社 2016 年

版，第 81 页。
Christopher R. Browning，“Survivor Testimonies from Starachowice: Writing the History of a Factory Slave Labor Camp”，in Collected
Memories: Holocaust History and Postwar Testimony，pp. 37 － 38.
希尔伯格的生平可参见他的回忆录《记忆的政治: 一名大屠杀历史学家的旅程》。参见 Raul Hilberg，The Politics of Memory: The
Journey of a Holocaust Historian，Ivan R. Dee，1996。
《欧洲犹太人的毁灭》目前共有三版，分别相隔十数年，每版都有增删与修订。Raul Hilberg，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1st edition，Quadrangle Books，1961; 2nd edition ( Student edition) ，Holmes and Meier，1985 ( 3 Vols. ) ; 3rd edi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 ( 3 Vol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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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研究范式。借用费德里克·芬克尔施泰因的说法，它堪称欧美大屠杀史学中的“正典”。①

但在 1961 年，由一名年轻学者在名为“四边形”( Quadrangle) 的非知名出版社推出的厚重大书，

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更重要的是，希尔伯格在《毁灭》中对犹太人角色的认识也不合时宜，并招

致来自犹太学界的质疑和批评。通过博士阶段对纳粹德国毁灭机制的研究，希尔伯格已经形成了对

犹太人角色的认识。他认为，从行政管理上来说，德国人政策和行动的推进有赖于犹太人遵守命令。
换言之，犹太人的合作部分导致了自身的毁灭。他的导师诺依曼虽然并未反对这一观点，但仍旧建

议将其删去，因为“这让人太难以接受了”。②

诺依曼敏锐地意识到，希尔伯格走上了一条与当时的主流大屠杀研究相背的道路。这条道路由

犹太史学家主导，以以色列与国家大屠杀纪念馆“亚德·韦谢姆”( Yad Vashem) 为中心，目标是重构

1933—1945 年欧洲犹太人的生活和斗争。其中的代表人物菲利普·弗里德曼( Phillip Friedman) 明

确表示，以色列学派采取的是“犹太中心”( Judeo-centric) 研究路径，反对“纳粹中心”，并强调利用犹

太人档案。③ 大屠杀史学家阿莫斯·戈德伯格指出，犹太史学家将犹太人视为具有行动能力的民族

群体，而非毁灭的被动客体，他们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民族历史范式中书写大屠杀史，具有强烈的情感

和立场倾向。④

在《毁灭》一书寻求出版的坎坷过程中，希尔伯格曾在 1958 年接到来自亚德·韦谢姆出版机构

的退稿信。信中称他的研究几乎完全依赖德语材料，而没有使用来自被占领国家的或意第绪语、希
伯来语的第一手材料; 此外，对于希尔伯格对犹太人抵抗的评价，专家也持保留意见。⑤ 在该著刚刚

问世之时，研究犹太移民问题的哈佛大学教授奥斯卡·韩德林( Oscar Handlin) 就猛烈地批评了希尔

伯格的观点，将他对犹太人抵抗的阐释指为“亵渎”，是“对死者的诋毁”。⑥ 来自犹太群体的批评和

质疑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90 年代。1986 年，希尔伯格曾在海法大学发表文章讨论大屠杀的历史编

纂，强调在有关纳粹政策和迫害手段的事实性论述上，德国档案要远比幸存者的回忆来得可靠。他

的观点立即遭到一家以色列媒体的强烈谴责，批评他相信纳粹凶徒而非犹太幸存者。⑦ 直到 1993
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阿尔诺·吕斯蒂热( Arno Lustiger) 还在德国《明镜周刊》中表达对他的

不满，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德国犹太人的主流意见。但希尔伯格在与犹太知识分子交往的过程中并

没有退让，他在回忆录中将这场持续的对立和争论称为自己的“三十年战争”。⑧

希尔伯格将犹太史学家的批评总结为三个方面。首先，对大屠杀的回忆与研究必须以犹太人的

环境和经验为焦点，要将受害者而非加害者放在中心，并且应将加害者的名字抹除。希尔伯格回忆

到，在他参与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的设计时，几乎所有的规划都围绕着受害者的经历展开。而他

本人为了增加参观者对于加害过程和加害者的认识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基本都被搁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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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克尔施泰因对希尔伯格的著述、研究方法以及学界的相关讨论做了全面的分析和评述，参见 Federico Finchelstein，“The
Holocaust Canon: Rereading Raul Hilberg”，New German Critique，No. 96，Special Issue: Memory and the Holocaust，2005，pp. 3 － 48。
Raul Hilberg，“Crossroads”，in The Politics of Memory: The Journey of a Holocaust Historian，p. 66.
Boaz Cohen，“First Efforts to Institutionalize the Research and Teaching”，in Israeli Holocaust Research: Birth and Evolution，trans. Agnes
Agnes Vazsonyi，Routledge，2013，pp. 83 － 84.
Amos Goldberg，“The Victim's Voice and Melodramatic Aesthetics in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Vol. 48，No. 3，2009，pp. 220 － 237.
Raul Hilberg，“The Road to Publication”，in The Politics of Memory: The Journey of a Holocaust Historian，p. 110.
Raul Hilberg，“The Thirty-Year War”，in The Politics of Memory: The Journey of a Holocaust Historian，p. 127.
Christopher R. Browning，“Survivor Testimonies from Starachowice: Writing the History of a Factory Slave Labor Camp”，p. 40.
Raul Hilberg，“The Thirty-Year War”，p.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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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求对犹太人材料的支持和使用。在纳粹德国档案中，犹太人是没有个体特征的，他们往

往是一系列数字。也正因如此，吕斯蒂热批评希尔伯格将受害者赶进了“隐藏与遗忘的无名公墓”，

用“杀人犯的记录”掩盖了死者。虽然希尔伯格在《毁灭》中也使用了犹太人委员会在当时的通信，

但批评者们主要关注的是他是否使用了来自受害者与幸存者的见证和回忆。
最后，犹太受害者的形象必须是英雄的、反抗的。即便是犹太人隔都( Ghetto) 之中的日常生活，

如相互照料和医护，都应被视为抵抗。希尔伯格引述犹太裔英国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 ( Martin
Gilbert) 的《大屠杀》一书的结尾来说明对犹太人抵抗的普遍强调: “即使是消极，也是抵抗的一种形

式……有尊严的死去是抵抗的一种形式……仅仅只是活下来，也是人类精神的胜利。”但在他看来，

这会将残酷现实都转化为人们更熟悉、也更希望看到的奋力鏖战的图景，德国人的灭绝手段及其基

本特征会随之模糊，犹太人在隔都与集中营中生活的真正现实也将失真。①

与犹太知识分子不同，希尔伯格研究的出发点是关注加害者的体制和行政过程，而且这一认识

基础和立场始终没有改变。他在初版《毁灭》的导论中就明言，这不是关于犹太人的书，而是一部关

于那些毁灭者的书。② 在回忆录中，他也解释了自己为何始终坚持以加害者为研究中心:

如果没有对加害者行动的洞察，人们就不能全面地理解这段历史。加害者有对事件的

整体概观。他自己就是解局的关键。只有通过他的眼睛，我才能看到事件的发展，从其源

起直至顶峰。③

对于希尔伯格来说，关注加害者的视角和整体的历史图景，是他始终坚持的信条。
支撑起希尔伯格大屠杀研究的，是他对大量纳粹德国档案孜孜不倦的掌握与爬梳。从 1951 年

起，希尔伯格作为研究助理加入到“战争文献计划”( War Documentation Project) ，处理一批美国政府

收集到的纳粹官方文件，其中大多数是军事材料，包括军队采购、强制劳动以及在被占领地的军事管

理等主题。这批“原封未动，躺在排列起来有 28000 英尺长的架子上”的纳粹档案，无疑为希尔伯格

打开了宝藏的大门。④ 究其整个学术历程，希尔伯格都保持着对档案，尤其是对各类官方文件、纪要、
通信等材料的热情。他称自己在收集资料时是个“野蛮人”，以“全面”与“数量”为宗旨: “能看到材

料的机构越多，越好; 卷宗里的文件越多，好上加好”。⑤

对于德语的、官方档案的关注和依赖，奠定了希尔伯格从加害者角度去重构大屠杀历史过程的

基本特点。他对犹太学者的反驳，则建立在他对来自犹太受害者与幸存者史料认知的基础之上。从

外在条件来看，在战后初期，来自受害者的材料主要集中在以色列的犹太人社群以及欧洲的研究机

构之中，并以意第绪语、希伯来语和东欧各国语言为主，对欧美学者接触与使用此类材料的可能性有

所限制。但更重要的是，希尔伯格并不认为自己可以从中获得内容上足够可靠、数量上足够充分，甚

至足以改变其现有观点的内容。他并没有草率地对待来自受害者的材料，而是对这类史料的特点与

价值加以理性且系统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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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希尔伯格对犹太知识分子批评意见的汇总与个人述评，参见 Raul Hilberg，“The Thirty-Year War”，pp. 129 － 137。
Raul Hilberg，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1st edition，p. v.
Raul Hilberg，“Crossroads”，pp. 61 － 62.
Raul Hilberg，“Documents”，in The Politics of Memory: The Journey of a Holocaust Historian，pp. 71 － 72.
Raul Hilberg，“Documents”，p.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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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体见证: 有缺陷的历史档案

希尔伯格在他出版于 2001 年的最后一部著述《大屠杀研究的史料》中，系统地从类型、结构组

成、风格和内容等方面对各类材料加以评述，这也是大屠杀史学奠基者对其终身研究的心得总结。
希尔伯格将语言形式的材料分为在纳粹德国崩溃前的材料，也即当时的材料，或者说“档案文件”
( documents) ，以及在战后回顾性地创造出来的材料，也即回忆性的证词( testimony) 。① 战时的文件

主要包括官方文件、战时法令、隔都与集中营的规定和政策、口头行政命令、文书证件、新闻报道、信
件往来等，是未经中介的史料。希尔伯格将私人日记归入战时文件之中，但他只关注重要人物的日

记，如戈培尔和犹太委员会的领导人。战后回溯形成的材料，主要包括司法审判中形成的证词与记

录，如纽伦堡审判、艾希曼审判的案卷与资料以及具有自传性质的陈述，如访谈、口述、回忆录等。②

希尔伯格认为，回溯形成的材料是经过中介的二手史料，它们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

特定视角与材料类型带来的局限性; 二是内容的疏漏与缺失; 三是必须要加以甄别的扭曲和错误。
其中来自普通犹太人群体的材料，尤其是战后的证词和回忆等，缺陷最为明显。希尔伯格常把它们

与战时的文件和纳粹的档案加以对比，并且提醒研究者注意其中的各种陷阱。
个体见证与口述等材料的问题，首先在于它们所呈现的历史经验在范畴与内容上具有局限性。

证词在回溯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陈述主体与对象，以及陈述方式和情境的限制。即使是在司法程

序的约束之下、有具体目的的司法证词，也总是对见证者个人的背景、观念、意图、行为习惯等有适度

的限制，且证词内容也因不同诉讼类型、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司法惯例而异。
局限性更大的是口述访谈与回忆录。这类项目主要由幸存者参与，并多由关心犹太人命运的同

胞或机构组织，从情感上来说，他们坚信幸存者会讲述最深层的认识，是最值得信赖的。希尔伯格认

为口述证词在内容上的局限性主要有三重表现: 其一，幸存者整体并非被摧毁的犹太人社群中的随

机样本。幸存者往往因其个性、心理状态、健康状况、社会地位以及在隔都与集中营中有利于生存的

身份等，获得了有利的生存条件。就如莱维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中所言:

我们这些幸存者，不是真正的证人……那些触及深渊底层的人，那些目睹蛇发女怪戈

尔工( Gorgon) 的人，无法回来讲述它的可怕，即使回来，也失去了讲述的勇气和能力……他

们是常例，我们才是例外。③

其二，愿意作证的人也并非幸存者中的随机样本。保持缄默的人或许曾伤害过其他受害者; 或

许不想重新回忆那些虚弱、无助，或是羞辱的经历; 又或者认为自己的经历乏善可陈，缺少惊心动魄

的事件，如在奥斯维辛幸存、从火车上跳车逃跑。
其三，被讲述的证词同样并非证人所有经验的随机样本。无论由幸存者自己准备的陈述还是伴

随引导的访谈，主题的选择一般取决于见证者如何理解信息的必要性与相关性。如果讲述者不能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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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Raul Hilberg，“Types of Sources”，in Sources of Holocaust Research，p. 20.
Raul Hilberg，“Types of Sources”，pp. 42 － 45.
普利莫·莱维:《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杨晨光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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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他人想在证词中寻找什么，许多细节就会被忽略。经过设计的对谈框架，也会影响到证词的内容。
比如在斯皮尔伯格建立的大屠杀基金会( Shoah Foundation) 中，访谈问题多由见证者的亲属与后代，

而非同辈人或专家提出，他们常常准备仓促，并且对访谈主题与背景不够熟悉。与口述访谈类似，回

忆录等形式的证词同样建立在对经验的选择之上。回忆者要从观点、大纲，再到草稿、成稿，逐层推

进，最终呈现一份“经过拣选的真相”。①

简言之，无论司法证词还是口述见证，都基于特定的目的，而幸存者、见证者以及证词内容，都不

具有随机性与普遍性。如芬克尔施泰因指出的，希尔伯格从这些证词中看到的是片面的、碎片化的

历史，这与他致力寻求的整体性叙事相背离。②

自传性材料的第二类重大缺陷，是回忆内容中的信息疏漏。希尔伯格将信息缺失归为非故意与

故意两大类。最普遍的情形是，记录者和见证者出于个人认知，认为某些内容无需讲述，或由于自然

原因无法准确讲述。档案文件中同样会出现这样的信息缺失，如默认接收者知晓的背景信息，以及

一些旁人难以理解的标注。但在日记、通信、证词等主观性的材料中，信息缺失带来的问题则更为

棘手。
有些信息省略是可以理解的，如省去人名、人物关系、谈话背景等; 但令希尔伯格十分失望的是，

在战后的证词和回忆中，见证者略去了大量的事实，因为他们认为这并不重要。见证者通常不会专

门说明他们所处的环境与条件，如特定的地点、相关人物的姓名和身份。他们对自己的谈论也不会

涉及某些日常的信息，如经济状况、身体状况、在隔都等地的日常生活等。他们或许认为，听众对这

些琐事并不感兴趣。与之相比，证词中最常看到的是遣送、集中营、死亡营、逃跑、躲藏等重要事件，

以及幸存者对生存代价的描画。简言之，他们更倾向于谈论听众难以想象的经验，但希尔伯格却更

想从他们的讲述中了解完整的隔都与集中营生活。③

自然遗忘同样是证词内容缺失的重要原因。随着幸存者年龄的增长以及所处环境的变迁，回忆

重心的变化与细节的模糊都是不可避免的。如莱维在集中营解放 40 年后写道的，仍旧健在的见证

者们“拥有迄今为止最模糊且最风格化的记忆”。④ 恐惧、痛苦、焦虑所导致的记忆表述能力的丧失，

同样会导致回忆内容缺失。希尔伯格发现，有时见证者会转而用绘画、漫画等方式来描绘他所见的

历史，这或许能补充部分历史细节，但其中总夹杂着诸如象征主义、幻想的成分。⑤

此外，更为棘手也更具复杂性的是，见证者还通过刻意隐瞒来掩盖自己的身份与经历。此类情

况常常出现在决心掩藏与回避相关事实的前党卫军军官、纳粹党徒和纳粹德国官员，以及犹太社群

的领导人中。但对于一些有着复杂经历的亲历者来说，他们同样在战后小心地制作了自传性陈述，

致使史学家们很难辨认出传主在犹太人迫害和灭绝中的真正角色。借助一些少见的、幸存者在不同

时段多次陈述其经历的例子，希尔伯格向我们表明了这类证词的复杂性。
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下来的犹太医生埃利·科亨( Elie A. Cohen) 在战后初期写下的见证，主

要是基于对集中营中犯人的身体和心理状况的观察的医学论文，并将自己为了生存而做的个人调试

作为例证，来说明受害者应对集中营高压的一般模式。但根据后来的回忆，他的早期叙述有意把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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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ul Hilberg，“Types of Sources”，pp. 47 － 49．
Federico Finchelstein，“The Holocaust Canon: Rereading Raul Hilberg”，p. 39．
Raul Hilberg，“Thirty-Year War”，p. 133.
Raul Hilberg，“Content: Omissions”，in Sources of Holocaust Research，p. 166.
希尔伯格对各类非故意的细节缺失情形的评述，参见 Raul Hilberg，“Content: Omissions”，pp. 164 －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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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严重影响自己的内容删去了。在 20 年后的回忆录《深渊: 来自埃利·科亨的忏悔》中，科亨获得了

直面自身缺陷与残酷真相的勇气，揭露了此前被隐瞒的一些事实，如在德国人的威胁之下，为了自我

保全，不惜用注射胰岛素的方式杀死一个试图逃跑的“疯子”。又过 20 年，他在 80 岁时写下题为《德

国人的罪责》的文章，内容主要是极端个人化的感性陈述，其中既有对德国人的仇视———因为没有任

何德国人向他表示过忏悔; 也有对自己为德国人工作，越过了人性准则之边界的悔恨。① 对于史学家

来说，这类刻意隐瞒带来的问题主要在于，除非是科亨这样有条件多次讲述自己经历，并且勇于自我

暴露和自我剖析的少数个例，史学家基本无从判断见证者是否在自己的证词中有意隐瞒了重要的事实。
第三类削弱了战后证词有效性的问题，是在各类陈述中被无意或有意制造出来的错误。最常见

的无心之失主要来自数字、名字、日期等细节上的差错。有误的观察和记忆的偏差同样会带来错误，

而且任何事情都可能被记错，比如证人错认“恐怖伊万”的故事。有意制造出的错误则包括否认和编

造。对事实的否认常见于司法审判中的自我辩护。在党卫军军官和纳粹德国官员中，无论其官阶高

低，否认自己知道或者参与了犹太人灭绝的情况所在多有。但更需小心甄别的是，在幸存者或代表

历史正义一方的见证中，为了给读者或听众以某种印象，同样存在事实歪曲与捏造的情形。
1942 年夏末，扬·卡斯基( Jan Karski) 作为使者被流亡中的波兰政府从伦敦派往华沙。他在自

己的回忆录和许多公开场合中都讲述过，自己在去往贝尔泽克( Belzec) 的短途旅行中，看到爱沙尼

亚守卫从来自华沙的列车上把大批活人像尸体一样卸下车。但希尔伯格指出，并没有爱沙尼亚军队

驻扎在贝尔泽克，而且从华沙出发的遣送列车也不开往那里。他结合史料和卡斯基的其他回忆判

断，这位使者去的应该是伊兹比卡( Izbica) ，并在那里听到了有关贝尔泽克的传闻。卡斯基证词的问

题在于，他剪接了自己的经历，经过专门设计来强化讲述的效果，从而吸引听众更多的关注，而且他

并不认为这对历史事实有损害。更为极端的做法，是捏造全部证词的情形，比如自称是犹太儿童幸

存者，并在德国出版了“回忆录”的宾亚敏·威尔克米尔斯基( Binjamin Wilkomirski) 。实际上，他既

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幸存者，而是在瑞士度过童年的瑞士人。②

在犹太知识分子批评希尔伯格缺少对幸存者证词的重视时，他表示:

我阅读了不计其数的幸存者陈词，想要为自己的拼图寻找缺失的环节。但大多数时

候，我必须提醒自己，无论受害者们讲了多少，我最想得到的内容却是这些陈述无法给

出的。③

显然，希尔伯格最想获知的是大屠杀事件这幅拼图的全景，而不是受害者本身的经验。他的做法并非

特例，另一位颇具令名的大屠杀史学家露西·达维多维奇同样指出，被转录出来的证词充满错误，而且

回忆者们显然对这些事件的理解有误。对于不够审慎的读者来说，这些陈述不仅无用，甚至有害。④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希尔伯格对自传性材料多持谨慎和批评的态度，但他并非完全否认个体记忆以及

经过主观中介的材料，其中最受他重视的是亚当·切尔尼亚科夫( Adam Czerniakow) 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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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ul Hilberg，“Content: Omissions”，pp. 171 － 174.
Raul Hilberg，“Content: Falsity”，in Sources of Holocaust Research，pp. 182 － 183.
Raul Hilberg，“Thirty-Year War”，p. 133.
Lucy Dawidowicz，The Holocaust and the Historian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p.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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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切尔尼亚科夫日记: 一项特例

1968 年，希尔伯格在亚德·韦谢姆访学时从档案家约瑟夫·科密兹( Josef Kermisz) 处得知，对方

获得了华沙隔都的犹太人委员会主席亚当·切尔尼亚科夫的隔都日记，涵盖了他从 1939 年被任命

为隔都领导人一直到 1942 年隔都被清空、他本人自杀前的全部内容。希尔伯格相当重视这部日记，

希望将它引介到 英 语 世 界。他 认 为，较 之 于 在 华 沙 隔 都 创 建 了 地 下 档 案“安 息 日 快 乐”( Oneg
Shabbes) 的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林格布鲁姆( Emmanuel Ringelblum) 的手记，切尔尼亚科夫的日记更

为重要。① 它将解答许多在理解大屠杀的组织和发展上的重要问题，如担任隔都领导人是怎样的经

验，东欧最大的犹太人隔都的主席是什么样的人，等等。② 数年后，希尔伯格与来自波兰的同事斯坦

尼斯瓦夫·斯塔隆共同主持了日记英文版的翻译和出版。③ 在希尔伯格后来的研究和对个人学术历

程的回顾中，这部日记都成为他常常引用和谈起的重要材料。
在希尔伯格看来，切尔尼亚科夫日记的特点与意义有二。其一，它是对华沙隔都历史完整且详

细的记述，其中许多信息都无法在其他史料中找到。斯塔隆在阅读过波兰语原版的切尔尼亚科夫日

记后，贴切地称之为一部“塞缪尔·佩皮斯( Samuel Pepys) 式”的日记，并把犹太人委员会主席比作

那位事无靡遗地书写日记，并记叙了 1666 年大瘟疫与伦敦大火的英国政治家。④ 从 1939 年 9 月 23
日被任命为犹太人委员会主席起，日记的主人就相当清楚自己承担的“历史性角色”，并“尽力担起

这份责任”。⑤ 贯穿切尔尼亚科夫日记始终的，是作者对于记录历史之重要性的意识。就像希尔伯

格在克劳德·兰茨曼( Claude Lanzmann) 的纪录片《大浩劫》中所介绍的，“记录是推动他( 切尔尼亚

科夫) 、迫使他度过这将近三年时光的动力”。⑥ 直至 1942 年 7 月 23 日他自杀的前一天，切尔尼亚科

夫几乎每一天都规律且系统地记录发生在华沙隔都中的事件。
希尔伯格将这部日记比作“由众多细小事实构成的马赛克镶嵌画”。⑦ 日记的内容包括作者每天

经历的会议、行政交谈、命令传达、隔都管理面临的严峻问题、隔都犹太人生活状态( 包括文化与教育活

动) ，以及他所听闻的消息与重大事件，有时一天可有数条记录。虽然他没有沉溺于犹太人在隔都和集

中营中遭受的苦难，但主要的困顿情形都得到了记录，如纳粹德国与波兰总督府的恶法、恐怖、强迫劳

动、饥馑、流行病、强制移民等，甚至难民数量、财产没收、疾病与死亡的程度和具体数目都得到了详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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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ul Hilberg，“The Diary of Adam Czerniakow”，in The Politics of Memory: The Journey of a Holocaust Historian，pp. 176 － 177. 伊曼纽

尔·林格布鲁姆在华沙隔都中招募了犹太历史学家、知识分子、记者等，加入地下档案的事业中，收集整理了囊括新闻报道、个
人著述、日记、隔都文件与会议备忘录等各类材料。林格布鲁姆本人的手记在 1958 年被翻译出版。参见 Emmanuel Rigelblum，

Notes from the Warsaw Ghetto: The Journal of Emmanuel Ringelblum，trans. Jacob Sloan，McGraw Hill，1958。
Raul Hilberg，“The Diary of Adam Czerniakow”，pp. 176 － 177.
Raul Hilberg，Stanislaw Staron，and Josef Kermisz，eds. ，The Warsaw Diary of Adam Czerniakow: Prelude to Doom，trans. Stanislaw Staron
and the staff of Yad Vashem，Stein and Day，1979.
Raul Hilberg，“The Diary of Adam Czerniakow”，p. 178.
“Entry 1939. 9. 23”，in Raul Hilberg，Stanislaw Staron，and Josef Kermisz，eds. ，The Warsaw Diary of Adam Czerniakow: Prelude to
Doom，p. 76.
这部纪录片中的全部访谈内容和脚本已编辑出版，引述内容参见 Claude Lanzmann，Shoah: An Oral History of the Holocaust: The
Complete Text of the Film，Pantheon Books，1985，p. 177。
Raul Hilberg and Stanislaw Staron，“Introduction”，in Raul Hilberg，Stanislaw Staron，and Josef Kermisz，eds. ，The Warsaw Diary of Adam
Czerniakow: Prelude to Doom，p.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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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切尔尼亚科夫记录的事实往往有着具体的日期、数字和人物，比较准确，一般来说不会产生争议。①

其二，这部日记有着平实的记述风格，几乎可视为华沙隔都内各类事件的年表，其可信度和可利用

性也因此而增加。希尔伯格认为战时日记之所以具有重要价值是因为，日记主人来不及增添太多个人

的回味反思，因而具有简洁的风格，切尔尼亚科夫日记正是其中的代表。这位犹太人主席将随身笔记

本中大部分的空间都贡献给了与隔都公共事务相关的内容。他的语言朴实甚至枯燥，缺少修饰与情感

上的渲染，是相当浓缩且缺少过渡的一系列事情的排序，有时甚至是没有动词的句子。② 此外，切尔尼

亚科夫也少有在日记中添加个人理解。例如，他没有对所接触的德国官员展开个性上的描述，也没

有写下自己的观感; 对于那些与他经常打交道的人，如政府特派员奥斯瓦尔德( Heinz Auerswald) ，他

会在日记中就其行为和谈话内容加以恰当和细致的记录，但并不会评论。③ 科密兹和希尔伯格都认

为，切尔尼亚科夫无所不包的记录应该是为了给随后写作一部相关著作做准备。因此，他有时会在

某些条目后附上具体的命令、信件等材料，在日记中也只记录关键信息以免遗忘。④ 在这一层面上，

隔都领导人与知识分子们的“安息日快乐”项目，都有着为后世制作档案、留存证据的共同目的。
在希尔伯格看来，切尔尼亚科夫的双重身份奠定了这份日记作为档案材料的意义。他这样描述

阅读切尔尼亚科夫日记时的感受:“这是我第一次进入的奇异之地。我如同一个窥私者，是躲藏在切

尔尼亚科夫办公室里没有被察觉的鬼魂。我在这里待的时间越长，看到的东西就越多。”他看到了两

个切尔尼亚科夫，“一个是欧洲大陆上最大的犹太人社群的领导人，要履行其官方的职能; 而另一个

则是在逐条记录中与一切社会身份疏离的观察者”。⑤

作为犹太领导人，切尔尼亚科夫如同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一座桥梁，拥有独一无二的视角。
日记表明他如何和德国人进行艰难的官方对话，然后沮丧地回到一个为了住房、食物、疾病、税收等

问题苦苦挣扎的犹太受害者的世界。作为观察者，切尔尼亚科夫清晰且冷静的记录，则使得希尔伯

格能够在此基础上，结合德国档案与犹太人委员会的官方报告，归纳出隔都生活的不同阶段和犹太

人社群的管理模式。⑥

与简明扼要的记录相比，切尔尼亚科夫本人的经验与情感，很少出现在希尔伯格所关注的内容

之列。这位犹太人主席偶尔会在日记中展现出自己的感受和偏好，记录下越来越渺茫的希望、痛苦

与焦虑。他竭力协调纳粹不断加剧的灭绝行动与隔都内持续恶化的生存状态，但在接到要求清空犹

太孤儿的命令后，日记以他的自杀告终。他在前一天( 1942 年 7 月 22 日) 提出应该妥善处理孤儿的

建议，第二天却得到要和纳粹冲锋队长一起“解决他们”的答案，“现在所有的希望都丧失了”。⑦ 在

战后初期，切尔尼亚科夫的日记并没有得到犹太人社群的高度评价，因为这一时期的幸存者们对并

非“非黑即白”的、更为复杂的大屠杀形象表现出排斥，也因此，这部重要的日记直到 1968 年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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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切尔尼亚科夫日记中所记录内容的简要介绍，参见 Josef Kermisz，“Introduction”，in Raul Hilberg，Stanislaw Staron，and Josef
Kermisz，eds. ，The Warsaw Diary of Adam Czerniakow: Prelude to Doom，pp. 2 － 4。
Raul Hilberg，“Composition”，in Sources of Holocaust Research，pp. 59 － 60.
Raul Hilberg and Stanislaw Staron，“Introduction”，p. 67.
Josef Kermisz，“Introduction”，p. 3; Raul Hilberg and Stanislaw Staron，“Introduction”，p. 67.
Raul Hilberg，“The Diary of Adam Czerniakow”，p. 185.
Raul Hilberg and Stanislaw Staron，“Introduction”，in Raul Hilberg，Stanislaw Staron and，Josef Kermisz，eds. ，The Warsaw Diary of Adam
Czerniakow: Prelude to Doom，pp. 27 －64.
“Entry 1942. 7. 22 － 23”，in Raul Hilberg，Stanislaw Staron，and Josef Kermisz，eds. ，The Warsaw Diary of Adam Czerniakow: Prelude to
Doom，p.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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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被出版。而在大屠杀见证研究者安耐特·韦维尔卡看来，切尔尼亚科夫日记所表现出的，是一种

陌生的现代性( strange modernity) :“不断失败的行动与没有目标的世界隐秘地相互协调。在这个世

界里不会有成功，因为没有目标，所有事情的终点都是失败”。① 作为地位特殊的受害者，尽管少有

明确的表达，但切尔尼亚科夫的记录实际上反映出对事件、时代以及犹太人命运都更为深刻的感受。
在希尔伯格对大屠杀史料的系统性论述中，切尔尼亚科夫日记、来自隔都犹太人委员会的记录

与档案( 如罗兹隔都的编年档案) 等，都被归入战时文件，是对官方和德语档案的重要补充。希尔伯

格没有把他们视为普通的、被动接受其命运的受害者。相反，这些记录和陈述的主体是纳粹推动大

屠杀的“毁灭机器”中的组成部分，是与被灭绝对象有最直接联系的环节。切尔尼亚科夫在日记中所

流露的主观感受诚然增添了希尔伯格对人物的同情与敬佩，如不利用职务之便谋私以及对忠诚和尊

严的看重等，这些内容虽然有助于他理解犹太领导人本身的风格与隔都的运转，但他无意深究受害

者经验的深层意义。②

五、希尔伯格的重构论史观及其局限性

值得注意的是，20 世纪 90 年代后，希尔伯格充分认识到大屠杀史学中关注普通人、受害者复杂

经验的趋势，也尝试转变研究范式，更多地使用个体记忆作为分析工具，并出版《加害者、受害者、旁
观者: 1933—1945 年犹太人的灾难》一书。③ 希尔伯格从分析制度性的“灭绝机器”转而以不同的

“人”作为理解灭绝进程的媒介，选择了三重主体来重写大屠杀的整体史，并将之称为“三联画”。他

称该书的目标既更小也更大:“更小，因为人毕竟不是官僚体制那样的庞然大物; 更大，则因为它想要

把每一个曾登上犹太人灾难舞台的个体都囊括在内。”④

希尔伯格尝试使用日记、证词等自传性材料来分析受害者历史，如切尔尼亚科夫日记、罗兹隔都

的犹太人委员会档案、林格布鲁姆的“安息日快乐”档案、科伦姆佩尔等有着特殊身份的受害者的日

记。但总体上，希尔伯格的风格并没有太大变化。他仍旧更信任战时日记( 尤其是具有特殊身份的

记录者留下的叙述) 而非战后回忆，纳粹官方的文件与犹太人委员会报告中的数字统计、政策法令等

还是扮演了更权威的角色。此外，虽然希尔伯格希望把个体经验囊括进历史图景之中，但受害者多

以不同的“身份”出现，如犹太人委员会、流亡者、起义者、儿童等，具体的“人”以及差异性的经验被

隐没在了群体性的标签之中。总体来看，希尔伯格的新尝试按大屠杀事件中的不同角色重新聚焦，

凸显了不同主体( 尤其是受害者) 的经历，但他并没有更新《毁灭》一书中的结论———纳粹德国的行

政体制依然是推动历史进程的主要动力，受害者也仍旧是被动、顺从的承受者。
与希尔伯格对受害者记忆的使用形成对比的，是一些在大屠杀历史书写中更关注新史学方法的

研究者，如克里斯托弗·布朗宁。布朗宁主要借助个体记忆、司法证词等来书写大屠杀的微观史。
他指出，如果缺少那些“枪口还冒着烟的”、正能说明问题的文件，尽可能细致精当地分析“被收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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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tte Wieviorka，“Witnesses to a Drowning World”，in The Era of the Witness，pp. 20 － 21.
希尔伯格对切尔尼亚科夫所记录的对自身感受的评述，参见 Raul Hilberg and Stanislaw Staron，“Introduction”，pp. 67 － 70。
Raul Hilberg，Perpetrators，Victims，Bystanders: The Jewish Catastrophe，1933 － 1945，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2．
Raul Hilberg，“The Triptych”，p.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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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collected memories) ，同样可能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书写事实准确的历史。① 布朗宁曾完全依

靠来自斯特拉霍维采( Starachowice) 的奴隶劳动营 173 位幸存者的 292 份证词，为这座在档案中几乎

没有被提及的劳动营书写了一部详尽的微观史。② 布朗宁通过回忆内容勾勒劳动营运作模式的历

史; 与此同时，他分析不同见证如何被得出，而不评判其“真假”，让幸存者自己发声，并尽可能让史学

家隐入幕后。见证中的问题，如扭曲、隐瞒、共同的沉默或彼此的包庇等，成为集中营经验的表达，幸

存者如何回忆和理解被迫害的经历也被视为集中营历史的一部分。
希尔伯格与布朗宁在史料利用方式上的差异表明，个体记忆可以有着多重理解维度。最为希尔伯

格关注的，是幸存者对事件具体情形加以描述的事实维度。在有充分条件时，其真实性可以被客观地

加以判断。但布朗宁的著作提醒我们注意记忆在情感与经验层面上的“真实可信”，或者说本真

( authenticity) 维度，以及在回忆主体与外在环境、其他见证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认同( identity) 维

度。③ 通过个体记忆三重理解维度的结合，布朗宁也得以呈现出大屠杀事件在微观层面的丰富与复杂。
在希尔伯格看来，个体记忆更为丰富的认识维度反而是对事实维度的削弱。他对史料的选择和

使用、对个体记忆史料价值的批评，本质上基于其重构论的历史认识模式。彭刚将 20 世纪西方史学

家们的历史书写模式总结为三种“理想型”: 力图还原历史本来面貌的“重构论”、承认史学家本身立

场与视角的“建构论”和关注历史学文本特性的“解构论”。其中，重构论以兰克的“如实直书”为最

典型的表达，认为真实的过去就蕴含在史料之中; 历史学家们如能不偏不倚且秉持历史学家家法来

处理史料，它自然会呈现在我们眼前。④ 希尔伯格同样坚信，他书写的大屠杀历史都是由史料所赋予

的，而他的困境在于，虽然他希望自己生产的是档案文件的合集，但无法排除拣选、摘录、编排等工作

的影响。希尔伯格把自己的角色定义为“观察者”，依所观察内容写作; 他甚至向朋友表示，如果他的

稿件能成为一部书，在它的封皮上不应该出现任何与作者个人经验有关的内容。⑤

在“让史料说话”的同时，他却忽视了自己的立场与“偏见”。当史料的新内容和历史阐释的新

方式展现出蓬勃生命力时，这一重构论的理念从三个方面导致他对个体记忆的性质和使用产生有限

认识。其一，希尔伯格总是关注尽可能具有总体性且足够客观的材料。他坚信，只有着眼于发动并

主导了犹太人灭绝过程的纳粹德国，尽可能多地获得由加害者一方保留下来、未经中介和整编的档

案材料，史学家和读者才能获得整体性的视野。芬克尔施泰因指出，希尔伯格为各类史料构建了“高

度等级化的类型学”，对来自纳粹德国的档案文件更为偏爱，而对碎片性的、有着高度主观性的幸存

者证词持更为批判的态度。⑥ 除切尔尼亚科夫日记这类基本具有官方档案性质的个人记述外，大部

分来自幸存者的陈述通常只是被小心地用作档案的补充材料，比如遣送时的具体情景可能出现在个

22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Christopher R. Browning，“Perpetrator Testimony: Another Look at Adolf Eichmann”，in Collected Memories: Holocaust History and Postwar
Testimony，pp. 35 － 36. 布朗宁对“被收集的记忆”的论述，参见 Christopher R. Browning，“Survivor Testimonies from Starachowice:

Writing the History of a Factory Slave Labor Camp”，pp. 38 － 39。
Christopher R. Browning，Remembering Survival: Inside a Nazi Slave-Labor Camp，W. W. Norton，2010.
学界对个体记忆“本真性”的阐释，参见詹姆斯·E. 扬:《在历史与回忆之间———论将回忆之声重新纳入历史叙述》，哈拉德·韦

尔策编《社会记忆: 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0 页。对“认同维度”的论述，参

见 Annette Wieviorka，“The Era of the Witness”，p. 143。
彭刚:《史料、事实与解释: 20 世纪西方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考察》，彭刚:《叙事的转向: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17 年版，第 151—155 页。
Raul Hilberg，“An Art”，in The Politics of Memory: The Journey of a Holocaust Historian，p. 87.
Federico Finchelstein，“The Holocaust Canon: Rereading Raul Hilberg”，p. 37.



个体记忆史料价值的批判及其局限

体回忆的片段中。①

其二，希尔伯格认为可以与史料保持疏离，持不偏不倚的立场，但他对加害者视角的过度关注已

经带来先入为主的问题。显然，加害者留存的史料并非完全客观，并且也存在缺乏总体性的问题。
希尔伯格对德语和官方材料的偏好，实际上固化了他对犹太人经验的认识。米歇尔·马鲁斯认为，

希尔伯格眼中的犹太人形象———犹太人社区是纳粹德国灭绝机器的延伸、犹太人在自己社群的毁灭

中扮演着顺从合作的角色等，通常都是从德国史料中获得的。“懦弱且失去人类特性”的受害者，

“是已经预先确定好的、来自纳粹的犹太人形象”，显然是片面且刻意曲解的。②

其三，希尔伯格实际上已经认识到，幸存者的证词具有文本特性，回忆主体、讲述对象、环境和心

态等均对文本内容有所影响，但他并未将这种认识延伸到在他看来“更客观”的史料上，也没能意识

到自己的历史书写本身也是一种文学制品。他曾批评大屠杀幸存者埃利·维瑟尔( Elie Wiesel) 的回

忆录《夜》在叙事上的非现实特性，认为这是对大屠杀的“小说化”。虽然小说家采用叙事工具是为

了接近那些远离了真正历史经验的读者，但他强调历史的研究者“努力以其最原始的状态重新唤回

过去”，“文字造就的外壳并不能给这一现实打开一扇窗”。③

芬克尔施泰因指出，希尔伯格对个体记忆的批判出于“档案搜寻者”的狭隘视角。④ 多米尼克·
拉卡普拉同样认为，希尔伯格所坚持的是狭隘的客观主义，将历史书写严格限制在经验与分析技巧

中，回避了应该如何分析受害者证词的问题，并且在面对研究对象所做出的暗示和回应时，否认或轻

视了史学家作为研究主体的位置。⑤ 就像希尔伯格在评述自己的《加害者、旁观者、受害者: 1933—
1945 年犹太人的苦难》时指出的，小说家、记者以及布朗宁等史学家致力于寻找陌生性，“在日常的

景象中寻找不寻常的或古怪的事件”; 但他的工作正相反，他“寻找的是那些寻常之物”。他认为分

析体制性的“毁灭机器”与分析加害者、旁观者、受害者并无不同，“在日常的规程中，这些个体就像

机构一样都在寻求稳定性”。⑥ 可见，希尔伯格所秉持的重构论认识模式导致他忽视了史料与历史

阐释更为丰富的可能性，而只是把新史料纳入既定的理解模式之中。
诚然，在“记忆转向”的潮流下，学界关注过去如何被回想和经验，关心当下与过去的联系，丰富

了认识与使用个体记忆的方式。但希尔伯格对个体记忆史料价值的批评，以及他与强调受害者证词

道德价值的犹太学界对抗的经历，提醒我们应当辩证地认识“记忆热”，警惕让情感偏好与价值判断

超越历史事实本身的做法。
纳粹德国史专家理查德·伊万斯曾不无担忧地指出，西方社会的公众意识中弥漫着“记忆崇拜”

的情绪。⑦ 他认为，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下，历史学对主体性的关注带来了对历史加以道德化与合法化

的副作用，也导致许多史学家开始抛弃历史学的客观与中立，甚至形成价值判断。⑧ 褒扬或批评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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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ul Hilberg，“Content: Kinds of Information”，in Sources of Holocaust Research，p.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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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J. Evans，“History，Memory，and the Law: The Historian as Expert Witness”，History and Theory，Vol. 41，Issue 3，2002，pp. 3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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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帮助我们理解历史进程，对于事件本身的探究仍旧是历史研究的根本，记忆研究也应当建立在历

史真实的基础上。希尔伯格对个体记忆所存在缺陷的系统分析，将有助于史学家更好地利用当前不

断累积的海量口述档案，并避开其中的陷阱。
此外，通过分析希尔伯格对个体记忆的批判与有限的使用，我们也可认识到，史料与历史研究、

历史阐释的关系并非处在稳定的状态之中，它的理解和使用是史料制造者、史料内容、历史学家个人

以及特定史学观念与潮流之间互动的结果。对史料不同层次的理解与使用并不应该是相互排斥、非
A 即 B 的。例如，尽管希尔伯格晚期开始尝试使用个体记忆来书写受害者的历史，但他的重构论史

观却使他较难充分理解个体记忆在本真维度与认同维度上的价值。相反，不断推陈出新的历史阐释

与历史理解应当相互交织互动，形成既 A 且 B 的关系，从而实现层次更为丰富的历史理解。

( 作者刘颖洁，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邮编: 430072)

( 责任编辑: 李桂芝)

( 责任校对: 张旭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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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1 年下卷

杨共乐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1 年下卷( 总第 25 卷) 于 2022 年 1 月出版，全书

415 千字。
2021 年 5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为包括《文史哲》

在内的全国所有学术刊物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本卷特设专栏“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

《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刊发杨共乐、汪高鑫、周文玖、董立河四位教授的文

章。文章结合作者的具体办刊经验，讲述办刊人的使命和责任，坚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的

理念，把握时代脉搏，讲好中国故事，努力在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方面奉献力量。
本卷还有一个重要栏目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刊发赵梅春的

《“原始察终”———古代史家考察历史的重要方法》和邹兆辰的《史学社会功能在历史进程中的

演变与提升》两篇文章。通过考察“原始察终”这一古代治史方法以及史学社会功能在近现代

的演变和提升，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拓展和研究。
“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外国史学研究”“历史文献学研究”等常设

栏目所刊文章皆是学者用心之作，希望就教方家，切磋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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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F ARTICLES

historiography． Constructing a“complete and inclusive”Chinese historiography is the direction of our
future efforts． The fourth i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mainly from the
aspects of academic status， histori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narrative scopes， objectivity pursuit，
func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By comparing and contrasting ancient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ography，we can reveal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Rethinking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as a Scholarly Discipline / /
Zhang Baoming

While the stud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current academic field，it is still
worthy of our in-depth consideration to think about the subjectivit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as a scholarly
discipline． From this point view，research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should have both a unique
perspective and a solid foothold． Yet in terms of its connotation，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has not been
clearly defined; in terms of its extension，the object of its study and coverage of its outreach have not been
well explained; it terms of its methodology of argumentation，intellectual history has not become as
competitive in sophistication as other humanities disciplines are． In view of these shortcomings，we need to
make further efforts to analyze and define the scope and subjectivit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writing．

The Origin of the Concept of Sanshi( Three Histories) and the Reshaping of Its Connota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 / Cheng Yunlou

The Sanshi ( three histories)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scholars，represented by Zhang Heng and Ying Feng，
conducted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Shiji(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the Hanshu( Book of
Han) ，and the Hanji ( all compiled by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which promoted the concept of Sanshi．
After the Wei，Jin，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the concept Sanshi became separated from its
content: on the one hand，the concept was abstracted and canonized; on the other hand，Fan Ye's Hou
hanshu( Book of Later Han Dynasty) and other later Han history books nearly replaced the Dongguan hanji
in Sanshi． After the Tang Dynasty，the establishment of Sanshi Ke ( the discipline of“three histories”)
finally brought Hou hanshu back to the Sanshi category，which once again unified the name and content of
Sanshi．

Rethinking the Ibadan School of History in Niger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llection and
Study of Arabic Manuscripts / / Deng Zheyuan

In the 1950s，the Ibadan school of history emerged in Nigeria in the context of the rising influence of
nationalism． Chinese historians have argued that historians of the school innovatively employed local oral
sources to write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of Africa．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llection and study of
Arabic manuscripts． In doing so，it places the Ibadan school of history in the longue durée and within a
cross-disciplinary setting． In the 1950s and 1960s，scholar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disciplines
collected，cataloged，and studied a large number of Arabic manuscripts at the University of Ibadan． Based
on this，they refuted the racial biases of colonialists by proving that Muslin history is part of the“African
history of Africans”and by proving that Africans hav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state governance． From the
late 1960s，the collection and study of Arabic manuscripts by Ibadan historians started to suffer from the
lack of funding and to encounter challenges from other trends of historical writings，and its influence
gradually declined．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Ibadan school of history has transcended the limited scope of
“nationalism”and“oral materials”．

The Critique and Its Limitations of Individual Memory as a Historical Source: A Case Study on
Holocaust Historian Raul Hilberg / / Liu Yingjie

With the“memory turn”in Western historiography，which focuses on how events are recalled and
constructed，the value of individual memory as a historical source has been rediscovered． But as individual
memory prioritizes emotional and ethical values，it also brings about the paradox of how to comprehend

951



史学理论研究 2022 年第 3 期

historical truth embedded in personal narratives as well as how to use individual memorial as a historical
source effectively． In the face of the increasing significance of individual memory，Holocaust historian Raul
Hilberg took a prudent and critical attitude． He pointed out the limitations of individual memory from the
following perspectives: the deficiency of viewpoints and varieties of sources，the omissions in content，and
the distortions and errors that invite vigilance． However，Hilberg also valued the archival diaries of
important figures such as the late president of Warsaw Jewish ghetto． His critique of individual memory i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concept of reconstruction theory． Although his idea of historical writing and
methodology are not up-to-date，which resulted in biased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sources，his opinion
still reminds historians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dialectic understanding of individual memory and the
“memory boom”in historical studies．

Between Confucian Classics and Historiography: Meng Wentong's Theory on the “Uncrowned
King”and Revolution / / Bao Youwei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s together with the historiciz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Republica
of China gave rise 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fluenced by Liao Ping，Meng
Wentong explored the Confucianism of the Zhou and Qin Dynasties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the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the context of the political revol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he argued for the internal
spirit of Confucius-Mencius Confucianism，that is，the theory on“uncrowned king”and“Revolution”
( which literary means “a kingly revolution led by Confucius”) ． Through historical research，Meng
Wengtong intended to surpass the study of the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o
explore the true thought of the Zhou，Qin and Han Dynasties． His revalu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is an
important step to historicalize traditional Confucian classics and he introduced modern historiography in
order to re-evaluate the study of the classics． It is beyond doubt that Meng's research bears significant
elements of modernity．

“Triple Evidence Method”and Its Practice: Jao Tsung-I's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 / Chen Minzhen

At his early career，Jao Tsung-I initially had a lot of contact with the School of Gushi bian ( Debates
on Ancient History) ． Yet his view of ancient history pivoted，and he turned to reflect on the insufficiencies
of the Gushi bian movement． To him，the purpose of research about ancient history was close to what Luo
Zhenyu and Wang Guowei propose，following the path of the Xinzheng ( new validation) ． On the basis of
Wang Guowei's“dual evidence method”，Jao further divided unearthed materials into written materials and
non-written materials，and proposed the “triple evidence method” as well as “quintuple evidence
method”． He was committed to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history through handed-down documents，
unearthed doc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remains． He rethinks the periodization framework and the
evolution of legends in ancient history． His innovative work on paleogeography is a good example of the
practice of“triple evidence method．”

Gary B． Nash and Radical Historiography in the United States / / Yang Songyu

Gary B． Nash is one of the leading historians of the radical historiography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1960s． Drawing on methods and approaches of the New Social History and the“New Left”
Historiography，he decoded American Revolution through two dimensions: “class” and “race”．
Especially，he established a paradigm for radical historiogrpahy through which to interpret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hanks to his convincing research，he was able to introduce radicalism into the mainstream of
Ame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He also led the reform of history education in secondary schools，expanding
the influence of“radical historiography”among American students，educators，and even the public． His
historical thoughts and practices are built upon radical historians' reflec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and reality．
To study his works will help us to see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modern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and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ity of American history and the changes of modern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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