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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交流协会的表演学学者对口头传统的定义很广泛。他们利用表演理论和实践来
解释口头传统的各种问题，比如：个体、家庭、民间叙述故事、以及复杂的表演种类，非
裔美国人的踢踏舞就是一个例子。踢踏舞不仅有口头叙述、歌曲演唱，同时还有脚部的动
作（Pollock：1999; Langellier & Petersen：2004; Fine： 2003)。有些个人叙述表演因为不
是是以代代相传的方式传播，所以不能被称作“传统”，但是这些表演方式还是包含了一定
的文化价值和模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表演仍然是具备传统意义的。通过表演实
践来传授口头传统是一种非常有活力的方式，这样不仅可以复活当时的社会环境，还为有
些口头传统不完整的现存书面纪录完善了艺术形式。

当人们从书本中剔除了外部背景、进而提取出口头传统内容的时候，其实大多数时
候口头传统已经丧失了声音、身体、社会交流等方面的审美特征。一般学生学习的“显
著”口头传统都是通过书面形式记录的（极少部分有电影改编版本），比如：《吉尔伽美
什》、《伊利亚特》、《奥德赛》等等。因此，学生在学习书本形式的口头传统之前，他
们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先亲身体验口头传统。

因此我让学生在课堂上表演他们以前听说过的口头传承故事。大多数学生都可以回
忆起鬼故事、笑话、传说故事、或是家族故事。大多数学生都是从当时故事的社会背景开
始讲起。在表演之前，学生学习了如何运用戴尔.海兰的民族志叙说模式来描述故事的重
要特征（Hymes： 1972）。 他们还为他们的口头传统故事写了相应的表演文本，并讨论
了为什么表演的特征不能直接翻译到文本中（Fine：1994）。这个作业能帮助学生更好地
观察其他学生是如何传播口头传统的，有利于他们在社会环境中分析口头传统，并同时学
习了将口头传承写成文本的种种困难。

第二个作业要求学生以小组形式来创造并表演一个共同的社会背景，然后他们在这
个北京下各自表演不用的内容，比如：踢踏舞、切诺基、以及约翰 .布瑞森（John 
Burrison）的南方故事选集中的故事（Burrison：1991）。他们还要表演电影“民谣搜集
者”（Songcatcher）中在阿巴拉契亚搜集歌曲的片段，重现了在当时社会交流的基础上口
头传统如何复生的场景。

因为布瑞森故事选集是通过采访的模式收集的，而不是建立在日常社会背景之上，
因此学生们自己需要分析可能的故事开头结尾，从而构造出合理的故事情节和令人信服的
对话，最后这几部分组成一个可行的口头表演。这样的小组表演融合了更偏向于民俗学方
向的表演理论。学生们通过表演展示了如何将口头传统融入到社会环境中，并发挥出其社
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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