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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各地的人们共享着很多特征，其中语言列属前面几大特征之一。我们经常
用“交谈”描述语言非正式的使用方式。人们通过各种不同形式和方式的交谈，互通自己对
社会上或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经历的看法。每个社会、文化群组都各自命名了这种多
元化的交谈方式，但是叙述故事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交流类型。不管不同
的群体如何命名了这种交流体，散文和诗歌是这一体裁的主要表达方式，而且这种交流方
式主要是通过口头表演向观众熟悉这些体裁的观众进行表演。不管是面对面的表演，还是
电台、电视、录像、甚至是今天的互联网传播，这种方式依旧口头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会生活交流表演中同样重要的还有宗教仪式中的象征性表演、庆祝活动、纪念活动、
传播、戏剧等等。不同的人们在这些文化活动中表现自己的发展历史、关注焦点、文化活
动，比如：音乐、文化、戏剧、烹饪等等。在正式和非正式文化活动中，如果大家对活动
的内容熟悉因为这些内容已经深深融入到了社会生活中，那么人们也可以随意发表建议，
这样可以重新复活该民族的优点，提出并改进缺点。这些文化活动也算是口头传统的一部
分，因为它们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集会的平台，他们聚集在一起向那些还不熟悉这些共享观
点传播给那些不熟悉的人们，并将这些观点固定称为一种模式。这样的表扬创造、又有时
候会破坏社会关系，因为表演通过为观众设定的表演让他们看到某些场景，并鼓励他们用
自己熟悉的方式解释了该行为，这样就揭露了该种族的关键特性、以及每个人在其中的地
位。

近年来在非洲口头传统研究中，有两个方向日渐显露出自己的重要性。第一个是研
究传统观点、做法与现代观点、做法的互相交叉融合，第二个主要是研究性／别的关系和
作用。当代学者、教学学家、电影人认识到了非洲社会在传统表演中交叉融合了现代因
素。当然传统法律和从西方、伊斯兰社会引入的法律共存也并不希奇。人们根据自己的需
要选择最合适的法律。而且非洲和西方社会喜欢音乐的人们也发现了，南非、加纳、摩洛
哥等地区的音乐也是本土音乐的韵律和声音与世界各地的音乐元素融合的产物。

但是让我们比较难理解的是在口头传统中，男性、女性谁的地位更关键。如果我们
不考虑性别角色，男性与女性的思想观点是区分社会组织类别的间接资源，而且这些组织
跟性别没有直接关系。性／别与权力关系紧密相关，不管这些关系是否明显，而且性／别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着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妇女集体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另外一点
是，过去十年中人们将妇女权益与人权放到了一起讨论。不过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一些观
点上出现了分歧。他们将那些号召“传统做法”的人划分为反对为妇女提供更好的工作环
境。这种做法是因为过去这么多年非洲社会受到了西方和伊斯兰社会的影响，这两个社会
一般都更重视非洲社会里男性的作用，却忽略了妇女的作用和权力。当代非洲社会中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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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的一个问题就是，将传统与现代分开推动了一系列的相关政治活动，但同时－正如我
们看到的－其他人也在电影《Sembene》或者电视节目来融合传统和现代的观点、做法。

Indian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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