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文为日语，翻译：于 宁 

 

    生活在国家内部的人们是如何去把握构成“本国史”的要素，并将之转化为自身之物的呢？

色川大吉（1925-2021）在 1960年代通过民众思想史这个方法重新审视了当时的战后历史学，

并于 1970年代提出了“本人史（自分史）”这一方法。本报告将以此作为线索，考察历史性的

身份认同以及学问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讨论色川从各地区居民记录生活的实践中抽取的被称

作“本人史”的问题系是何种存在，以及其在提出之后有怎样的发展？与色川以外的研究人员

以及市民们所从事的挖掘地区历史的实践相关，在该过程中战争经验成为了一个重要主题。在

这个成年市民的历史实践中，公民馆等机构作为现场的社会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现代日本，

“本人史”这一用语在出版业以及职业生涯教育等各个领域被广泛使用。甚至回顾个人记忆这

个行为在健康方面所持有的功效也被广泛关注。个人通过回想来书写历史的行为通常被认为

与历史学者描绘的历史是无缘的，但本报告通过关注其在现代史中的存在状况及可能性等相

关问题，试图将其作为重新审视现在的专家所扮演角色的素材。为此，提出人们“编纂其历史

的权利”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习权宣言》将成为指导型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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