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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头传统？口头艺术？传统文学？表演？南非用来描述口头艺术的术语和口头艺术
本身一样多姿多彩。虽然这些不同的名字代表了学术界对这些不同艺术形式的不同看法，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更代表了这些艺术的本质特征。南非口头传统包括了广泛的形
式，从绝迹的、被遗忘的某些艺术到需要紧急抢救的艺术、或是尚未被发现的艺术。各种
关于口头传统的教科书在艺术形式和类型的解释上存在偏见，它们认为祖鲁口头传统包括
智慧传说（警句、格言、谜语等等）、诗作与歌曲、和民间传说。语境化，同时这也不是
口头传统类型学的成立标准。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十分糟糕的想法，但是另一方面，一些艺
术形式已经成为主导，从而导致了另一些艺术形式不曾在任何一本书中出现。但是，语境
是口头传统的一个主要因素。下面我们将以语境为主要特征来讨论祖鲁口头传统。

儿童在出生后的名字在非洲社会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名字－包括动物的名字－不
仅仅重现了某些场景，也表达了将伴随孩子一生的赞扬、激励、或是责骂。名字是妻子能
够辱骂丈夫为数不多的方式之一；丈夫同样也可以通过孩子的名字辱骂妻子。名字还反映
了南非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孩童时代还有imilolozelo和izilandelo。前者指得是母亲吟唱
的摇篮曲，而后者指得是孩子玩的游戏。母亲还会自创诗歌，从而安抚自己的孩子。更重
要的是，她可以在诗作中融入自己的婚姻生活。这样的赞美诗被叫做izangelo。农村地区
的放牧童通过补充赞美诗中动物的名字，学习了何为赞美。他们还通过imilozido娱乐，这
个习惯用语一般和动物名称相关。在欧洲地区，民间传说（izinganekwane）包括：神话、
传说、书本里的民间故事，这项活动一般在晚间进行，主要是母亲和祖母通过这些故事教
育、娱乐孩子，有时候也会在故事中加入一些抗议的内容。现代故事讲述和出版活动成为
了一些人的职业。

在祖鲁社会里不怎么举办成人典礼，而一般是女性庆祝成年礼(umenulo)。庆祝活
动中通常会有男团和女团的演唱表演。过去很多人主要通过求婚礼仪（izikhuzelo）追求
姑娘，而现在婚礼是祖鲁口头艺术的一种主要形式。在这些活动中，就数量而言，歌唱和
舞蹈表演（izithakazelo）是主要的口头艺术，izithakazelo（宗族赞美活动）也占据了一定
的重要地位，因为它们扮演了一个神圣的角色－那就是祈祷祖先允许人们举办家族聚会。

成人典礼不仅仅有宗教、政治活动、和现代乐器伴奏的歌唱表演，同时也推动了南
非新口头文化的发展。各种传统治疗者是这些庆祝活动的主要表演者，他们创造了无数新
的歌曲。他们通过祭拜骨头和其他方式表示自己的虔诚，并一边轻声说出治疗方法和对骨
头的赞美。Nazarite宗教（amaNazarethe）的成立是祖鲁社会的一大重要事件，它综合了
基督教和祖鲁社会的传统。这一组织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歌唱和颂扬风格。祖鲁社会的政治
环境是口头艺术发展最具活力的因素。活动分子每天都会通过祖鲁语演唱政治歌曲来表达
自己的抗议。甚至议会大厅里也飘荡着政治歌曲。年度恰卡日（Shaka Day）是人们展示

Oral Tradition, 20/1 (2005): 1-2



颂扬诗歌（izibongo）最重要的场合之一，但是这决不是唯一一个可以表演这一发展成熟
的艺术形式的场合。

祖魯雷村黑斧合唱团（L a d y s m i t h B l a c k M a m b a z o）采用了描述唱歌
（isicathamiya）的音乐风格，另外一位音乐家Phuzekhemisi（JZ Mnyandu）则是通过
Maskandi的音乐风格表演赞扬诗。他们的最新作品证明了他们的歌曲在最终写到viny1之
前口头创作的。其他很多音乐风格都继承了这一特征。

学者们除了发现口头传统的新形式之外，还重点研究创造性音乐种类和口头传统的
功能。口头表演的新研究方向不可避免地和南非的民主发展相关。Sangoma（传统治疗）
做法一般都包括了唱歌、治疗叙述、和药品名字的叙述等等。现在从前的“白人”区也开始
流行这些做法。以前各种宗教组织的唱歌、政治和工会组织的唱歌，现在已经在一个自由
的环境下进行了。因此，演唱就具备了纪念和庆祝意义。赞美诗也有同样的发展。商业音
乐创造出了新的庆祝风格，比如：maskandi、mbaqanga、kwaito等等，这些音乐风格都是
以传统为基础，这些歌曲也都是通过口头创作的。虽然很多部落还是比较贫穷，但是他们
在全国各地游居。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们通过观看表演，发现这些部落民族，不仅仅表示
出了对自己信仰的尊重和神圣的保护，还为自己提供了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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