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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口头传统”不仅仅包括普通意义上主流的人类学和民俗学里的歌曲、寓言、民
间传说等等，还有其他通过口头传播、表演的叙述体，比如：史诗（gunki monogatari)。
史诗特别是平家“格达”（《平家物语》、第十四章等等）现在仍然还在表演，一般表演者
拿着手稿或者打印的文本唱词（kodan),大声地朗读或者吟唱史诗。现在至少有三种表演
传统，一般是由盲人表演者或者是非盲人表演者伴随着笛子来吟唱平家“格达”。因为这三
种现存的口头传统和《平家物语》本身有一百多种文本，关于它们的学术讨论分为不同的
二元关系，比如：城市的－农村的、工会的－非公会的、精英阶级的－非精英阶级的、朗
读－表演、学术层次的－大众的、文本－文本变体、文字－音乐、文学－宗教、以及盲人
表演－非盲人表演。一般来说，关于“口头传统”的研究要么着重于中世纪行会和非行会的
表演者，要么着重于现代不同表演者对于不同传统的演绎。

因此，很难说现在有非常纯粹的“口头传统”，因为基本上叙述体都是通过表演来创
作、传递、并达到继承的目的。但是，说起“传统叙述体”，口头传统的确是通过手稿（或
者是印刷文本）保存下来的。在这种口头传统中，叙述手法主要是建立在口头创造和公式
化用词基础上的。虽然学术界广泛承认了现代日本史诗的口头文化，但是我们还很难预测
派瑞－洛德口头化理论将会对日本史诗学术研究产生何种影响，因为日本史诗界更侧重于
建立手稿分类系统、并研究相关手稿中的宗教仪式和相关实施者，最终试图证明到底是谁
对手稿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已经哪些人使用了这些手稿。另外一方面，口头公式化理论对
于西方英语语系学术研究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平曲研究中，音乐理论家发现了文本
表演与手稿文本变体、音乐形式变体与用词变体之间的相似之处，并以及高度个体化传统
表演的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似之处。在研究《平家》和其他史诗的时候，历史学家和文学家
确定了文本中的主题和典型场景，发现了这些典型场景和主题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关于严
格遵守口头－书面字词的质疑。有趣的是，《平家物语》的研究把文本、历史、音乐研究
都融合到了一起，这样就可以得出对于这种叙述体和其他史诗发展更清楚地理解。因此，
我希望能够和研究欧洲语系的学者进行更紧密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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