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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博导朝戈金教授谈“口头传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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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4月12号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朝戈金教授在文学院204室作了题为“口头传统研究”的学

术演讲，报告会由文学院陈金文老师主持，我校部分师生参加。 

  朝教授首先从人类基因技术谈起。相关的科研工作推算出人类有说话能力的时间约达14万年，而人类的书写和文字发明却都很晚，

并且只是属于一小部分人的权利。所以说，人类说话的历史就远远长于书写的历史。人类的文化创造及其演进的历史，其实在许多地方

都是用口头方式记录和保存下来的，人类的文明也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得以传承和传播。就像日耳曼民族的精神就孕育在他们的民歌当

中，民歌就是他们民族传统和文化的命脉。 

    但是，由于经济全球化、教育标准化、战争，乃至人类的重视不够等原因，目前口头传统与民间文化面临着严重的濒危。特别是在

我国，尽管1989年国际社会就开始号召保护人类口头文化遗产，但并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朝教授指出，口头传统是民族档案馆，

是民族精神的遗产，她再现了人类知识积累的进程，他用了“非洲部落死去一个老人就失去一个图书馆” 的生动比喻来说明口头传统

所蕴涵的文化意义。口头传统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报告会上，朝教授重点向我们介绍了中西方在口头传统研究领域的主要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他说，在西方，口头传统研

究被视为追寻人类表达文化的根。作为跨学科的口头传统研究在18、19世纪就开始了理论建构，20世纪的30年代以来，美国哈佛大学的

米尔曼·帕里和艾伯特·洛德让口头传统研究真正具备了一种跨学科的理论框架。西方学者大多从荷马史诗研究入手，认为规模宏大的

希腊史诗当属口头演述的杰作，是人类文化创造力的一个奇迹，蕴藏着丰富的口头叙事内涵，因此需要深入的学理性挖掘，并取得了一

些令人瞩目的成果。1960年洛德所著的《故事的歌手》出版，标志着以“口头程式理论”为核心的口头诗学学派及其体系的形成，此后

这一学派的理论和方法论在超过150种语言传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一般而言，广义上的口头传统是指口头交流的一切形式，狭义上的口头传统则是指传统社会里的沟通模式和口头艺术。20世纪60年

代前后，由于“大跃进”和“文革”等等原因，我国学界没有关注并跟踪国际学术前沿的口头诗学成果，因此也就忽视了几十年。但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社会开始大力倡导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的保护以来，我国也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开展调查研究，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例如：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和西藏社会科学院联合开展的藏族《格萨尔》史诗抢救工作，对一位年过八旬的民

间艺人桑珠进行跟踪采录和研究，已经出版了他演唱的《格萨尔》30部，长达2000多万字，但这还不到这位歌手能够演唱65部史诗叙事

的二分之一。可以展望，随着我国口头传统研究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口头叙事传统和口头艺术传承人也将进入国际学界的视野，进而丰

富人类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最后，朝教授强调说，口头传统是一个融音声、语言、表演为一体的文化表达形式，也一种综合的口头艺术。我们从用眼睛看转为

耳朵听，这不单单是感觉器官的转移，实际上是阅读规则的转移。由于我们的教育提倡简明扼要，我们基于文本的阅读往往走向梗概的

提炼，这使我们的解读“模式化”了，导致了对口头传统的“误读”和“误解”，忘了口头传统是思维规则的产物。所以有些东西可看

不可读，而有些东西可读不可看。以音乐为例，乐章的核心、曲子的循环往复就如同史诗演述中出现的特定叙事段落的重复律，目的是

为了增强故事的结构和韵味，听可以让我们沉浸在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的过程当中，要比只看文本好得多。由此也为研究文学的人

提供了一种方法，特别是对诗歌的研究，可以说，应该是诉诸于听觉的“耳识之学”，不能只局限于文字文本的“目治”，而应该走向

朗读，走向音声表达的研究。故而，研究古典诗歌的人也可以借鉴口头传统的研究方法，去找寻古代歌诗的精神与气韵，进而深拓这一

学术空间。 

    两个多小时的讲座，师生们听得聚精会神，被朝教授生动形象的比喻和娓娓道来的学识所深深吸引，没有丝毫的疲惫感。朝教授的

到来，也拓宽了我校科研教学的新思路和新视角。（编辑：张玉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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