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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集是一种起源于中世纪的文学体裁，其间各角色自己讲述各自的故事。短
篇小说集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口头传统与传播。口头传统为这些文本的发展提供了原
始素材，同时远古观众与现代读者的不同反映又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口头传统。短篇小说
集描述故事的方式，让现在学者了解了当时的作者是如何讲述故事的。《一千零一夜》展
示了丈夫与妻子之间一种很亲密地讲故事的方式；在《十日谈》中，主人公人通过讲故事
来娱乐生活、并努力忘记生活的不幸；而《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角色则是通过讲故事来
打发时间。从此可见，短篇小说集与口头传统互相影响，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欧洲和
北亚的口头文化。

从上面讨论的内容，我们发现口头传统指的是一个故事创作与表演的过程。而短篇
小说则指的是，作者在作品中创作出假象观众、并同时为口头传统和其他描述口头传统的
文学搭建沟通桥梁的一个过程。而且，这种叙述结构背后也暗藏了史诗和歌谣的手稿影
子，告诉我们短篇小说集的作者从口头传统中借鉴的不仅仅是故事叙述这一概念。很多小
说中的主人公都来自口头传统，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讲述着不同的故事。中世纪的口头
表演者本身也在创作短篇小说，从而保证了表演的一致性。因此，短篇小说集的故事内
容、结构、表演环境均来源于中世纪的口头文化。

由于短篇小说的书面文学集是文学传统的产品，因此近来口头传统学者最重要的研
究成果便是化解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之间的“鸿沟”。有一种观点是声音和文本、表演和 
文本之间互相影响，这种观点的起源是当代观众可以阅读、并能诠释短篇小说集的内容。
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之间互相交流所造成的影响，同样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中世纪时短篇
小说集非常流行，但是不久就衰退了的现象。短篇小说集在当时特定的口头环境中盛行，
但是一段时间后就让位于小说，因为口头艺术越来越趋向于文学化。通过口头传统研究，
学者们不用再无止境地在中世纪故事中不停地搜索其间地关系，这样他们就可以集中研究
这些故事的含义。我们可以通过重点研究短篇小说集和其中的小故事，从而了解中世纪的
读者是如何理解这些故事的。故事手稿是我们追寻历史踪迹的方式，而口头传统研究则把
这些历史踪迹带到现实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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