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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口头传统（请参考你的研究领域加以解释）？
          我们通过研究荷马史诗发现：
（a）史诗传统包括：适合荷马史诗中某个特定场景的固定动词词组（这些词组适用于荷
马史诗中某篇诗作的某一特定场景、并推动非书面即兴创作作品的发展）、适合于创作重
复场景的史诗结构（这一特征有利于缩短或者增长某一固定场景的长度，从而能够让表演
者和听众在表演过程中能够一直发现表演中关键事物的次序）、以及展示史诗与神话故事
中的固定结构的重复故事模式。
（b）诗人通过不同于传统的方式使用了传统意义上的词语、场景、和故事等素材，从而
为观众创造出料想不到的特殊（有时候可能是全新的）效果。一般意义上来说，人们可以
借助于自身的口头传统知识理解口头史诗的内容，并理解特定的即时表演场景和口头诗人
的表演才能等。
（2）口头传统研究方向中，哪些比较有趣（请参考你的研究领域加以说明）？
          至今为止，荷马史诗口头传统研究的特征并不存在争议性（整体来说），同时也被
大众所熟悉。在笔者写这篇文章之时，最备受争议的问题是现当代的种种荷马印刷文本
（几乎都一样）与过去表演者所表演（以及表演者所记录的）的荷马史诗之间的关系、荷
马史诗最开始慢慢成形的时间（大概是公元前十八世纪）与公元前二世纪开始出现的荷马
史诗标准书面文本的时间之间的关系（现今我们的文本正是基于这一基础之上编辑而
成）。我并没有涉足这一研究。
          我的研究领域十分局限。在上述的口头技巧（以及口头传统的不同种类）中，最有
趣的研究新方向是跳出现有的口头表演的特征，发掘这些特征的发展原因以及这些特征运
用到表演中对表演者与观众的影响。荷马史诗研究已经开始使用近期的一些语言学与认知
学的研究成果，并产生了让人激动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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