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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文学家都倾向于把能剧和平家“格达”分开（能剧），但是口头传承的学生则会
在这两者中间发现很多相似之处。其中一个关键相似点便是两者都是叙述性传诵，并且都
利用声音来表现潜力。这两者都具备口头传统的特点。但是更早些时候，这两者都是通过
一个中心人物来表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两者都有乐器伴奏。一直以来，都是盲人乐
者来表演平家“格达”，他们一般是伴着琵琶的演奏来独诵。而能剧表演者则是用鼓和笛子
来伴奏。这两种表演方式一直延续到今天（能剧则比“格达”传播地更广泛些），并且我们
需要借助于听众地民间文学知识来理解这两种表演模式是如何随着时间推移慢慢改变来适
应观众需要的。  
       在日本，最广泛的能剧和平家格达的研究工作被叫做“国文学”（kokubungaku）。这
个领域专家的语言学理论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们主要研究文本传播、以及文本注释的准
确性。因为这方面的文本研究对学者有严格要求，所以我们并不奇怪很少有专家踏足到比
较性领域的工作中。通过比较能剧、平家“格达”、以及其他相关口头文学的传播媒体与表
演过程等方面，我们发现这些剧种都是在过去十年中才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我们发现，过
去四年中至少两本“国文学”的主流期刊都整刊讨论过日本的传统艺术和宗教中音乐、人体
声音的重要性。
         现在出现了不少横跨民族音乐学和民俗学（minzokugaku）的跨领域学者，他们着重
于口头传承的比较研究。其中一个重大贡献是于1997年发表的《口头传播文学》（kôshô 
bungaku）两卷书。卷1的开篇文章由Hyôdô Hiromi执笔主要介绍了口头传承研究的大致情
况和米尔曼.派瑞、艾伯特.洛德的发现，还简单涉及了一些其他的当代研究，比如约翰.弗
里。卷一的其他文章介绍了传统艺术的表演和传播模式，并重点介绍了当地的表演环境。
借用Hyôdo的话说，这些都有助于帮助理解“口头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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