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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圣经研究很大程度来说是十五、六世纪当时高科技（印刷技术）的产物。《圣
经》是早期工业时期最重要的印刷书籍，人们在印刷过程中提出了圣经文本的基本研究问
题。因此，圣经历史学家和评论学家冒着不合时代文化精神的风险，通过古代媒介手段传
播了现代的交流文化。

尽管圣经绝对以文本为中心，但是历史评论也绝对认识到了口头文化对圣经文本的
影响。形式评论、改进后研究口头传统的方法对研究《希伯来圣经》／《旧约全书》和
《新约全书》具有巨大的影响。现在形式评论存在着诸多问题，而最重要的一个是形式评
论对《古藤堡圣经》后时代的古代传播工具的看法。

大体上来说，圣经文本与演说有着紧密的关系，而且形式评论研究也存在很大的误
区。因此，口头文化研究挑战了圣经研究，迫使学者重新思考西方社会的一些根本思想，
比如：文本和互文性、阅读、写作和创作、记忆和想象、演说和口头／脚本联系、作者和
传统等等。而且这些发展让我们不再坚信传统是独一无二的、或者传统是文本对文本的关
系，相反我们要逐渐习惯一些其他的观点，比如：创作性听写、记忆性理解、听众接受、
记忆和手稿的联系等等。当代口头文化研究仅仅是文本研究的装饰物。John Miles Foley总
结说“我们现在反抗的不过是不完整的口头艺术理论”，这一说法尤其适用于圣经研究
（1991：5）。

我们需要从口头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福音研究的三个方面：寻找历史性耶稣、前福
音时代传统的特征、以及三部福音之间的关系等等。

上个世纪恢复耶稣原始话语的做法深深影响了寻找历史性耶稣。很多时候最简单的
模式正是最原始的模式。但是口头文化研究让“原始模式”的说法大打折扣。口头表演引发
了多种原始演说，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演说文化和其所代表的原始模式完全不一样。

口头传统在纵向、横向、发展等方面缩小了耶稣历史和福音之间的差距。其实演说
具有即时的特征，但完全不具备概略特征。口头传统是在福音文本中的口头痕迹基础上重
建而成的，但是我们还不确定这些话语和故事是否真的是口头表演。

二源假说、和解释三个福音之间关系的经典模式是一个传统的文学问题，这个问题
需要我们从文学角度研究并给出一个文学答案，但是没有留下任何余地让我们从口头联
系、福音诗学、和记忆活动等方面做出相关解释。

众多学术领域里，圣经研究－尤其是《新约全书》研究受口头传统影响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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