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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五世纪中期之前的希腊口头传统如何呢？其实这个概念涵括了很多方面，比
如：法律、宗教仪式、舞蹈（带有教育意义的舞蹈khoreia)、谩骂诗、游戏、格言、表
彰、哀歌等等，几乎每种可以想象到的口头艺术都采用了程式化语言、程式化词组、特征
化的旋律、和遵守时间限制的表演。这些艺术形式可以完全或者至少部分不依赖书面形式
进行传播。同时，人们可以不断地赋予这些艺术形式（某些可以追寻到千百年之前）新的
定义与解释。正如其他很多口头文化一样，创新本质上还是隶属于“传统”。我的理念是，
如果我们需要研究一种既定的“口头传统”，那么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早期古希腊社交生活的
方方面面。但是我们需要避免将这些艺术纠结在一起研究，因为它们所共通的“口头化”并
不是我们的研究重点。
           米尔曼.派瑞和艾尔勃特.洛德首次开始创造性地分析研究荷马史诗的传统特质的时
候（他们是通过研究“口头化”来进行这一研究的），他们同时也开创了古希腊口头文化的
全新视野。重新研究荷马史诗的技术传统及其产生的社会环境，激发了人们用新的眼光审
视古希腊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比较研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各种比较素材可以启
发这种比较研究。
             那么什么是比较有趣的新研究方向呢？首先，我们需要扩展、并重新定义比较研
究这一概念。John Foley在这一方面为我们做出了贡献，他不仅仅为大家提供新的观点
（2002），更创立了有效的共享资源网络。有趣的是，复杂的民俗学（Reynolds， 
1995，Honko ，1998）提出了关于环境表演（performance in context）的问题。其次，我
们还需要发掘公元前十五世纪不同的“表演”（“performance”）种类之间的关系。Robert 
Conner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这主要是建立在诗歌不同的社会“种类”基础之上的。他
影响了很多年轻一代的学者，这些年轻学者将“口才”（oralist）融入了他们的研究中，从
而根据主题的不同判断这些口头作品是古希腊抒情诗、格言、特尔斐神谕、还是口头故
事。另外，认同“表演”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诗学概念，研究这个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
而且现在我们很难找出哪位美国的希腊研究学者没有涉及这一领域1。最后，现在出现了
一种革命性的涉及多领域的研究方向，这一研究方向开始取代“新批评”理论。“新批评”理
论认为文本是研究对象，技巧是首要研究目的，而荷马史诗是最终研究目的。其中具有代
表性的是Gregory Nagy。他于1979年在其作品《Pindar’s Homer》中，提出了关于文化语
义的开创性研究。他近期的作品主要是将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一世纪的荷马文本具体
化，从而更好地诠释新历时（New Diachrony）。新历时不仅仅可以用来描述古希腊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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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2000年Connor发表的(座谈会文章)；他的影响参见1993年Dourgherty & Kurke发表的文章。



歌系统，还可以追踪该系统内的变化发展2。他重新拾起了艾尔勃特 .洛德后期作品
（1991，1995）中隐藏的难题，在那些作品中，“口头”和“书面”的界限已经没有那么清楚
了。过去关于荷马史诗接受历史的分析为我们理解口头衍生的过渡性文本指出了新的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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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本期刊中Nagy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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