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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文化中，口头传统是指什么？
          在古希腊文化中，口头传统和著名的荷马问题有着紧密关联。虽然至今还有很多问
题人们依旧无法回答，但是学术界一致认为，荷马史诗（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
赛》）都是从口头传统演变而来。但是，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寻求和证明这种演变发
展需要话费多长时间？解释、承认荷马史诗中口头传统影响的难度究竟有多大呢？正如
Derrida所说，虽然我们可以西方文明看作是“一本书”，并且“这本书”几千年来都是由诗人
所书写，但是这一解释并不完善。对于这种误解，希腊这个国家本身负有很大的责任。
       直到公元前4世纪，希腊文明都是一个文明系统内的对话。在每个领域的每个活动
中，人们都被训练成不断地重复或者再创作演说的内容。众多作家，例如：希罗多德或是
柏拉图都验证了这个传诵过程。在这个传诵过程中，演讲者背诵他引用作者的话语，但是
这些话语则是由另外一人所创作。座谈会为重复、再创作演说这一过程的延续提供了文化
场所。并且希腊人充分认识到了韵律学在提高记忆方面的十足优势。亚里士多德也向大家
展示了如何通过修改韵律诗歌来逐渐适应各种不同类型的诗歌。尽管如此，古希腊学者并
没有注意到荷马史诗如迷一般的复杂性。有趣的是，学者们并没有意识到《伊利亚特》或
是《奥德赛》正是口头传统回顾远久历史、并改造史前神话故事的产物。因此，荷马是一
位特洛伊战争时代（希罗多德建议将荷马生平提前四个世纪）之后的作者，他根据已存在
的诗歌创造了荷马史诗。事实上，古希腊并不存在“荷马问题”。这样或许并不能直接回答
上面提出的问题，但是这种说法依旧说明了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到希
腊学者对于口头化和演说传诵的理解，并试图理解为什么希腊人对于口头传统的某些方面
漠不关心。

在口头传统研究中，哪些新的研究方向最有趣？
         如今一个驳论一直困扰着当代荷马研究学者。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荷马史诗其实是经
过两方面传诵的结果。公元六世纪之前主要是口头传诵，这之后更多的是书面传诵，并且
书面传诵对当代荷马史诗的影响更深。如果相关文件材料不足够对不同时期和不同版本的
荷马史诗口头演变文本进行比较，那么我们可以用很多文本进行比较。我们可以从这些不
同的文本版本中发现很多关于口头传诵和书面传诵的信息。如果我们想要更深层次地理解
古代希腊文化中的口头传统－这种说法多多少少有些自相矛盾，那么我们需要仔细研究这
些不同的文本。举个例子：柏拉图曾经多次引用荷马史诗，而他的引用与原本不尽相同。
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些区别呢？最有趣的莫过于研究这些实例，通过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
解柏拉图是如何背诵荷马史诗的（柏拉图在背诵的时候并没有阅读文本）。柏拉图到底有
没有运用六行诗歌的韵律结构呢？让我们更深层地讨论一下。在口头传诵传统诗歌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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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最重要的时刻是将即时记忆（inventive memory)转变为固定记忆（fixed memory)，也
就是说从一种再创作传统的艺术转变为一种带有微小改变的固定诗歌的记忆。只要人们认
为荷马史诗仅仅是书面文本，那么他们只能从哲学的角度来衡量其他的文本变体。今日很
多这种文本变体都可以看作是荷马史诗发展成为固定文本的时代遗留下来的。这些口头表
演的诗歌仅仅存在一些细小的差别，但是总体韵律结构没有大变化。因此，任何有利于比
较歌手在创作和表演时候的固定记忆和即时记忆的研究，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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