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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口头传统研究中一个颇为有趣的方向是，从口头诗作的角度研究人们对荷
马史诗的接受情况。这一研究涉及了广泛的研究素材和主题。这些研究包括：抒情诗人与
挽歌诗人如何将荷马诗作国际化、引用荷马史诗的诗人如何引起了诗作的“赋”变化、如何
改编荷马史诗以适应街头愤世嫉俗的布道、如何将荷马史诗运用到剪贴画中（被称作
cento)、还有如何将荷马诗作运用到魔术咒语中从而着手进行一些可能的调查。
          这里涉及到以下两个问题：在口头创作方面，古代读者和诗人受荷马影响究竟有多
深呢？我们又如何得知这一点呢？我们在回答这一问题的时候，必须运用口头－程式法的
基本手法－我们也可以把这一方法称作如何利用手头的文本“反方向”进行研究，从而“学
习如何创作这些诗作”（派瑞，1960：3）。正如某位权威学者所说，如果口头艺术的程式
和主题语言学分析能够让大家更好地理解“史前社会和文化……的认知过程”（Watkins 
1995:43)，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可以通过对荷马史诗中史前的引言进行类似的研究
分析，从而得到一些关于荷马史诗读者认知过程中的信息。 
          这些研究中尤为有趣的一个方向是，追踪研究荷马后时代的作者在进行典型口头史
诗创作的过程中是如何进行联想的 。Marcel Jousse在1925年着手进行了关于记忆技巧的案
例分析，主要正式了口头作品的创作与书面文学的创作是一致的。近来有一些关于认知心
理学记忆的研究，比如：Alan Baddeley（1990）、David Rubin（2001）－将这个理论着
重运用到口头艺术形式的研究中、Elizabeth Minchin（2001），还有其他的一些学者则将
这个理论与Jusse的研究结合在了一起。John Foley（1991）再次研究了他自己做的口头传
统田野工作－他将这个概念叫做“traditional referentiality”、或者是“immanent art”，这是另
外一次创世纪研究。这一概念主要解释了口头诗作结构与书面诗作结构的不同如何表达了
不同的含义。Mattew Clark（1997）则发表了一部了不起的作品，主要解释了在荷马史诗
创作过程中“深层次结构”起到了何种相关作用。尤其重要的是，他发现了（建立在
Michael Nagler，Joseph Russo等人成果基础之上）观众接受过程中的非程式结构同样是荷
马诗人创作的引子－根据派瑞的定义，这是一个既定的观点，这些词语不一定有意义（比
如：将不相关的词语与词组组合在一起）。
           荷马史诗对后代诗人存在影响这一观点是毫无争议的。如果荷马史诗这个系统内包
括了丰富的产品，那么使用这个系统的人们必然会或多或少表现出这个系统的特征。毕竟
多数的古希腊和荷马诗作读者都背诵了荷马史诗。但是，如果仅仅通过单独的个例来证明
这个观点，那么会影响我们如何证明古代口头\听力阅读影响了古代创作，而且反过来，
这种想法也会影响我们如何解释古代文本。因此，我们需要在全面考虑基础上更好地进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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