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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交流$民间文学的演说范式
*

!万建中

%摘"要&"口头交流是民间文学生存和展现的必需的方式’口头交流即是面对面的交流(构成了一

种彼此互动的具体情境’没有交流就 没 有 民 间 文 学(人 们 面 对 面 的 交 流 是 民 间 文 学 最 基 本 的 生 存 状 态’

传统的村落和现代都市都是一个口头 交 流 的 社 会(社 会 生 活 诉 诸 于 口 头 交 流(人 们 在 不 断 的 口 头 交 流 中

形成了种种民间文学的范式’这一范式具有鲜明的演说特征和优越性’

%关键词&"民间文学)口头交流)方言)演说)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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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头交流是民间文学的存在形态’在中国古代(民间

文学很少得 到 研 究(古 代 文 学 家 们 理 所 当 然 地 认

为(+文学,本身就 含 有 文 字 书 写 的 要 求(不 成+文,

的东西不能算是 文 学’因 此(历 代 都 有 一 些 文 人 将 当 时 的

民间口头文学书写为书面文学(并自视是一种升格的行为’

至 今(仍 有 许 多 民 间 文 学 工 作 者 在 从 事 这 一 转 化 的 工 作’

在过去(广大民众不识字(不能运用文字进行交流和表达思

想感情(他们从事的文学活动只能停留在口头语言的层面(

民间文学只能在 口 头 创 作-口 头 交 流’民 间 文 学 的 口 头 交

流依靠的是记忆(而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民间文学如果没

有 得 到 及 时 记 录(许 多 作 品 就 会 像 风 一 样 消 失(所 以 需 要

+采风,(即及时搜集和记录民间文学演说的内容’

一-口头语言系统的必然存在

在文艺学中常常把区别于作家书面文学的民间文学称

作+民众口头创作,或+口 传 文 学,(就 因 为 它 有 诉 诸 于 口 头

语言系统这个明 显 的 特 征’当 然(口 头 演 说 并 不 是 民 间 文

学独具的特征’因 为(在 作 家 文 学 或 作 家 文 艺 的 传 播 和 演

说活动中(也都借助 了 口 头 语 言 系 统(也 有 其 一 定 的+口 头

创作,(它们也都同样需要口头演说’

作家书面文学作品(本来也可以诉诸于口头语言系统(

但是(对于以文字写作为表达形式的作家创作来说(这种口

头方式并不是必 须 的 方 式’例 如 诗 词 的 吟 诵-散 文 的 朗 读

都是辅助性的(第二 义 的(文 字 写 作 才 是 必 需 的-第 一 义 的

方式’相反(民间 文 学 也 可 以 用 书 面 文 字 记 录 下 来(但 是(

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文字形式也不是必需的表达形式(它也

只是对民间文学的流传起辅助性作用的第二义的方式’因

此(民间文学的明显标志(正是呈现于民众口头上的语言艺

术特色’民间 文 学 是 存 在 于 民 众 口 耳 之 间 的 活 动 着 的 文

学’%:&!!=="+如果.民间文学/只能转换成文字的存在方式(那

么可能变成另一种形态的.通俗文学/(而非.民间文学/了’

.民间文学/可以被采集(以.文字/方式出现(其真正的生命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8DbZ;?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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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语言#上$唯有还原到"语言#的表达形式和情景$才

能体会到民间文学的浓厚情感%&’7(只有在民众中口耳相传

的民间文学才能真正展示其艺术和生活的魅力%

自然形态的民间文学$呈现的载体$一般不求诸文字或

其他符号$人们对它的传播$只凭借口语和行为等人身天赋

的一些本能%可 以 说$本 能 的 情 感 宣 泄 就 是 民 间 文 学%日

本的柳田国男曾对以)声音&来传播民间传统的时代表现出

热情的追恋*

再以+保元物语,为 例$只 要 是 考 虑 过 此 种 文 艺 的 起 源

的人就谁也不会否 认$从 一 开 始 就 有 默 着 背 诵-嘴 上 说 着-

手舞足蹈着的类型和将文字记录记载的东西用眼睛看着读

念给大家听的两种不同类型%不言而喻$前者多且属主要%

据说$+平家物语,是 为 盲 人 而 写 作 的$朗 朗 上 口$从 耳 可 以

接受是其特点$至于游方的女子$大约也多属文盲吧%从绘

画图册上的风俗画可以看出$将谱台-书架等摆在身前的连

一例也没有%即便是 女 说 书 家 在 书 桌 上 放 了 一 本)书&$也

仅作为道具$如果她 不 靠 提 词 就 讲 不 下$便 根 本 无 法 登 台%

这一)暗诵&的技能$没有传到冲绳$只有八丈岛局部地区有

些传来的痕迹%’=(.!::;/

在过去$声音比书 面 文 字 更 能 占 据 民 间 传 承 的 主 导 地

位%因为口头创作有 两 个 方 面 是 书 面 文 本 所 没 有 的*没 有

固定的范本以及存 在 的 时 间 问 题%)我 们 必 须 牢 牢 记 住 口

头诗人并没有要 遵 循 固 定 的 范 本%歌 手 拥 有 足 够 的 模 式$

但这些模式并不是固 定 的$他 也 并 未 意 识 到 要 记 住 这 些 固

定的形式$一部史诗歌的每一次演唱在他听来都是不同的%

第二$还有一个时 间 问 题%书 面 诗 人 可 以 按 照 自 己 喜 欢 的

速度悠闲地去写 作%而 口 头 诗 人 需 要 一 直 不 停 地 唱 下 去$

他的创作就其本质来 说 必 须 是 很 快 的$具 体 到 每 一 个 歌 手

的创作速度可以有些差异$但是这是有限定的$因为观众等

着要听故事%&’A(.!7@/听 众 的 参 与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影 响 了 歌 手

的演说$同时也就影响了他的)这一次&创作%

口传方式向书写 方 式 的 变 迁 伴 以 生 活 方 式 的 变 迁-口

传经验的丧失-集体经验或史诗经验的衰落-经济个人主义

与私人生活空间的出 现$叙 事 艺 术 开 始 逐 步 地 进 入 孤 立 的

个人化处境$即进 入 了 强 调 个 人 独 创 性 的 时 代%与 口 头 语

言相比$书写语言从公开表达偏向了具有独白性质的思维%

然而$民间文学的记录文本应该游离于这种时代的趋势$努

力保存其应有的口传 经 验 和 集 体 经 验$这 是 民 间 文 学 工 作

者的神圣使命%

二-口口相传的优越性

首先$这种口头交流都是通过方言进行的%因此$口头

交流突出表现为民间文学以地方方言为载体的特征%任何

人都成长于某一方 言 区$其 思 维-表 达-交 流 等 必 然 受 到 方

言的影响$也最习惯于使用自己的方言%在现实生活中$民

间文学都是用方言 演 说.唱/的%即 便 用 普 通 话$各 地 也 有

难以消除的地方口音%方言是造就民间文学地域性特色的

根本因素之一%任何 民 间 文 学 作 品$只 有 用 其 流 传 地 的 方

言进行演说.唱/$才能达到最佳的演说效果0而用普通话或

其他地方方言演说.唱/$必然失去其原有的艺术魅力%

其次$口头交流使民间文学流传很广$相传很久%口头

语言造就了民间文学$也传播了民间文学%没有口头语言$

就不可能产生各个古 老 民 族 伟 大 的 史 诗-伟 大 的 神 话 和 伟

大的口头 传 统$各 民 族 悠 久 的 历 史 便 黯 然 失 色%)不 能 设

想$如果在特洛伊战 争 时 代 有 了 发 达 的 报 纸 业 和 同 时 性 的

电视转播$还会有 荷 马 史 诗 的 产 生？传 统 的 口 口 相 传 的 传

播方式$使一个事件 的 最 初 的 讲 述 者 达 到 千 万 里 外 或 前 百

年后的听众或另一些 讲 述 者 那 里 时$早 已 变 成 了 一 个 融 入

了千百万人自身的经 验 与 想 像 的 故 事$变 成 了 一 个 民 族 的

神话或史诗$变成 了 一 部 民 族 生 活 的 百 科 全 书%而 被 报 纸

电视即刻报道的海湾 战 争 或 科 索 沃 战 争$只 不 过 是 一 堆 充

满了各种解释的杂乱的信息%&’8(.!7A/

第三$口口相传造就和宽容了民间文学的重复叙事$使

得重复叙事成为口头叙事区别于书面叙事最显著的外部标

志之一%朱维之先生在论述史诗的重复叙事时曾说*

典型的民 间 形 式$和 荷 马 史 诗 一 样$不 避 重 复%例 如

+伊利亚特,第@章$阿伽门农自己说送给阿喀琉斯的礼物$

一一列举出来$并 说 明 如 何 可 贵0奥 德 修 斯 把 礼 物 送 到 时$

又一一列举出来$一字不漏地重复一遍%在约瑟的史诗中$

雅各在+创世记,第A7章 里 表 示 了 不 愿 让 便 雅 悯 被 带 到 埃

及去$说了)要我白 发 苍 苍-悲 悲 惨 惨 地 进 坟 墓&的 话0在 第

AA章约瑟要留下便雅悯时$兄 弟 们 又 把 雅 各 的 话 一 字 不 差

地重复一遍%这是 民 间 口 头 文 学 的 特 点$有 些 在 书 面 上 不

必重复的原话$在口头上却有必要重复一遍$这是为了听众

能加深印象%’?(.!:8;!:8:/

第四$民 间 文 学 的 口 头 交 流 又 是 建 立 在 其 生 活 属 性 基

础之上的%民间文学是民众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产生和传

播的$民众不是专业作家$一般没有专门的时间从事文学活

动$不能离开生产 和 日 常 生 活 而 专 心 伏 案 写 作%由 于 运 用

的是口头语言$民众在创作和传播民间文学时$不需要纸和

笔$一般也不需要腾 出 专 门 的 时 间 和 空 间$也 就 是 说$不 会

影响民众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创作和传播民间文学本身就

是民众不可缺少的生 活 样 式$它 和 民 众 其 他 的 生 活 样 式 共

同构成了民间生活的有机整体%

美国学者特里斯特拉姆1普1科芬在论及美国民间文

学时说*)民间文学好似树上的绿叶$海岸边的贝壳$把它从

生长的自然环境中采撷来$它就会枯萎$失掉原来的美%只

有在口耳相传的环境中$人们拿它交换着说和听$没有把它

记录下来 置 于 凝 固 不 变 的 形 式 中 时$民 间 文 学 才 繁 荣 昌

盛%&’>(.!A@/学者和读者 们 往 往 对 记 录 下 来 摆 在 图 书 馆 里 的

一成不变的民间文学 作 品 惊 叹 不 已$却 少 有 机 会 感 受 生 活

当中口头形态民间文学的无穷魅力$这实在是我们的悲哀%

三-口头文学是永恒的

口头 语 言 是 全 方 位 的 交 流 方 式$是 具 体 场 景 的 交 流 方

式$而文字则是单 向 性 的 和 脱 离 情 景 的%美 国 著 名 学 者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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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顿"史密斯认为#$说 话 是 说 话 者 生 命 的 一 部 分%且 由 于

如此而分享了说话者生命的活力&这给予它一种可以按照

说者以及听者的意愿来剪裁的弹性&熟悉的话题可以通过

新鲜的措辞而重新赋予生气&节奏可以引进来%配以抑扬’

顿挫’重音%直到说话 近 乎 吟 诵%讲 故 事 演 变 成 了 一 种 高 深

的艺术&()6*+!=@6,口头语言即 说 话 具 有 书 面 语 言 无 可 比 拟 的

优越性&

还有%民间文学是相对自由的文学%现实生活中的许多

内容%诸如与现实社会主调格格不入的$黄(色$段子(%带有

政治讽喻性的笑话’歌 谣%刺 痛 某 些 官 方 的$谣 言(等%就 不

能进入当下社会的主流 话 语 之 中%也 不 能$白 纸 黑 字(地 公

开诉诸于文字或 各 种 大 众 传 媒&这 类 作 品 只 能 口 耳 交 流%

并在口耳相传中不断得到修改和完善&依据俄国思想大师

巴赫金+D)P"0#*,的意思%充 分 利 用 民 间 口 头 文 学 形 式 和 形

象体系的权利和自由%对现实社会实行狂欢式的惩治%不失

为一种机智的自 我 保 护 手 段&而 且%我 们 不 应 把 民 间 口 头

文学形式和形象体系 的 运 用%仅 仅 理 解 为 对 付 书 刊 检 查 的

外部的’机 械 的 手 段%迫 不 得 已 而 为 之 的$伊 索 寓 言(&须

知%数千年来广大民众 一 直 享 有 运 用 民 间 口 头 文 学 的 权 利

和自由%并在这些形象身上体现自己最深刻的’对独白式的

官方真理的批判态度%显 现 自 己 最 熟 悉 的 宣 泄 方 式 和 对 美

好愿望的追求&$自 由%与 其 说 是 外 部 权 利%不 如 说 是 这 些

形象的内在内容&这是数千年来形成的-大无畏的言语.的

语言//()@*+!7@?,这 是 根 植 于 广 大 民 间 和 广 大 民 众 身 上 的

一种狂欢意识&狂欢意识不绝%民间文学永存&

$黄(色$段子(%带有 政 治 讽 喻 性 的 笑 话’歌 谣%刺 痛 某

些官方的$谣言(等%最通常出现的场合是在饭桌上%朋友间

的宴饮是口头语 言 能 够 充 分 发 挥 的 时 机&在 中 国%吃 饭 喝

酒形式是团团围坐%成为最民间化的活动%任何神圣都会被

浸泡在水酒里%筵席形 象 是 民 间 狂 欢 形 象 体 系 中 最 重 要 的

形象之一&于是%大 量 的 当 代 民 间 文 学 作 品 汩 汩 地 从 餐 桌

上喷涌而出&巴赫 金 也 非 常 关 注 筵 席 与 口 头 语 言 的 关 系&

在他看来%这是文 化 面 对 自 然 的 最 初 表 达&他 在 饮 食 与 对

话之间建立起了联 系#$甚 至 对 于 古 代 筵 席 交 谈 的 作 者 们%

对于柏拉图’色诺芬’普鲁塔克’阿特纳奥斯’马克罗比乌斯

等人来说%吃与说的联系也没有成为过去的残迹%而是有着

活生 生 的 意 义&()@*+!=:=,对 话 性 的 筵 席 语 言%亲 昵’坦 率’不

拘形式’亦庄 亦 谐’风 趣 幽 默%有 着 一 种 民 间 特 有 的 自 由&

酒肉的力量激活了语言&自由戏弄神圣的事物是狂欢酒宴

的基本内容%滑稽模拟是最常见的形式&只要存在官方’神

圣%这种口头语言能够自由运用的场合就永远存在&

作家文本是一个单数%而由于民间文学是口头的%必然

出现其任何文本都是复数&任一民间文学文本都是无数文

本中的一个文本&当一个民间文学$文本(成为相对独立的

演述形式时%它四 周 已 是 一 片 无 形 的 文 本 海 洋&每 一 个 文

本都从流传的语境中提取已被聆听过’演述过的段落’片段

和词语%所以%对民间 文 学 而 言%从 来 没 有 什 么$原 初 的(文

本%每个文本中的一切成分都是已经演述过的%都是由其他

文本的碎片组成 的&民 间 文 学 中 的 文 本 之 间 不 断 转 移’渗

透’自相矛盾甚至颠 覆&文 本 的 这 种$复 数(的 特 点 取 消 了

一切中心和同一%有的只是各种相互关联的文本在流转’扩

散’变换和增值&

从更本质的层面而言%民间文学的存在%保证了文学和

文化形态的多样性%体现了多种叙事方式并存的良好态势&

而且%民间文学特有 的 民 族 性 和 地 域 性 更 能 够 将 意 识 形 态

展示得丰富多彩&$关注民间的或地方性记忆与叙事%既是

对历史和当下文化的 一 种 实 证 态 度%也 是 希 望 在 主 流 的 声

音之外能够听到民间的’地方性的’边缘的叙事&在任何情

况下%都存在着对历 史 与 现 实 的 多 种 可 能 性 和 多 种 演 说 方

式%有些演说可能只是以一种主流的姿态出现%代表着占统

治地位的文化解释%另 外 一 些 则 可 能 是 作 为 主 流 叙 事 的 对

立面而存在&():;*没 有 民 间 文 学%民 众 就 没 有 自 己 的 文 学%

民间也就无从展示%多 元 的 生 存 空 间 和 文 化 空 间 便 难 以 坚

固%而这是不可想象的&

四’大众传媒的介入

当然%我们不能机械理解和把握民间文学的口头特征%

尽管面对面的口头交 流 仍 为 民 间 文 学 演 说 的 主 要 状 态%但

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 无 孔 不 入%导 致 一 些 民 间 文 学 的 传 播

排斥了面对面的口头交流&

在所 有 大 众 传 媒 中%网 络 对 民 间 文 学 的 介 入 最 为 全 面

和深入&一个重要 原 因%就 是 网 络 写 作 带 有 民 间 口 语 的 书

写特征%写者 总 是 在 努 力 保 持$说 话(或$聊(的 在 场 效 果&

既然是$说话(和$聊(%所写东西的内容和形式便$俗(起来&

另外%网络写作和阅 读 具 有 民 间 讲 故 事 所 需 要 的 现 场 气 氛

和故事听众群体%因 此%非 常 类 似 于 民 间 文 学 的 讲 述 状 态%

重视如何把故事讲得有吸引力%而不是把文本复杂化’深奥

化’陌生化&还有%网 络 写 作 接 近 民 间 文 学 的 面 世%带 有 一

定的匿名性&有 人 写 了 一 个 故 事%总 有 人 传%有 人 听%有 人

想提高它%便$加 油 添 醋(%让 它 更 精 彩%受 众 更 多&说 故 事

人关心的是听故事人的反映%他在其中得到$创造(的快乐%

听的人也兴高采烈%加入再创作%也来一段%目的是$皆大欢

喜(&下面提供的这个网络文本%与民间文学的记录文本没

有任何区别#

网上最喜欢用天津话编搞笑段子%也许%天津方言$哏(

的天性%刺激了大众的幽默热情&

仪个 汽 册 暂 销 会%一 位 农 村 来 的 老 大 爷 掏 促 两 千 块 钱

递到卖册的淆姐面前%淆姐问他#

$腻喽甘嘛？(

$甘嘛？埋汽册&(

$埋嘛汽册？(

$奏介个%奏行(

$钱够嘛？腻喽？(

$赠好&(

$腻喽至都介册多儿钱吗？(

$至都%桑塔纳凉千&(+桑塔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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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腻喽甭买 介 个 了#介 册 大 贵#腻 喽 看 内 册 了 吗？内

册便宜#腻喽买内个得了$%

"内个多儿钱？%

"奔驰六百$%&奔驰?;;’

这是一段曾在网上和手机短信里疯传的段子$即便没

去过天津#理解起来也没有太大难度$类似的还很多#多数

体现了天津式的"打岔%幽默#原本简单的话他不明说#绕个

圈子逗你玩$网络文学以一种类似于民间文学的方式树立

其形象#力图打破文学精英对于话语权的垄断#让文学重返

民间$这些地域色彩 如 此 浓 厚 的 网 络 文 本#我 们 不 妨 称 之

为"新民间文学%#是 新 技 术 进 入 民 间 空 间 后 产 生 的 新 的 民

间文学现象$(::)&!7>6’网络空间是一个公共话语空间#又是一

个崭新的滋生民间文学的场域$

另一种对传统书 写 形 式 产 生 强 大 冲 击 的 是 手 机 短 信$

手机短信是书写 民 间 化 进 程 中 一 个 鲜 明 的 注 脚$大 众#哪

怕是再不起眼的一个 打 工 仔 或 一 个 小 学 生#他 们 也 可 以 随

时随地拿起手机#发送一则短信#发给他或她想要发给的任

何一个人#而无须任何人的批准和审核#也无须等级森严的

排队等候#更无须像以前那样还要别人帮助排版印刷#只要

用手指敲击几下就可以迅速地完成了文字传播的功能$即

使是以前风行的电报#其 速 度 和 覆 盖 面 以 及 随 心 所 欲 都 无

法和它相比$

在世俗的世界里#文字的霸权成为了文化的一种象征#

好像谁能在纸面上书写文字谁就有文化$虽然文人如今已

经无法像商人一样有 钱 有 势#文 人 却 还 矜 持 地 拥 有 最 后 的

自尊和清高#他们把持着文字#就像是把持着玻璃旋转大门

的势力的门童#只允许少许持票者的进入#让他们去舞文弄

墨#会风花雪月#去进 行 自 己 的 文 字 狂 欢#而 把 大 众 拒 之 门

外$网络写作和手机 短 信#打 破 了 这 扇 看 似 透 明 高 雅 却 壁

垒森严的玻璃门#让 任 何 人 可 以 出 入 自 由$文 字 作 为 语 言

的载体而形成的语言关系#从来都是社会关系的缩影#大众

传媒迅速颠覆了文字 书 写 的 神 圣 与 权 威#这 无 疑 是 一 种 对

以往文字世界的陈胜 吴 广 式 的 造 反#是 一 种 新 形 式 的 语 言

资源的"均贫富%#也 是 对 日 益 没 落 的 文 字 制 造 者 所 把 持 的

死气沉沉的文字空间的一种补氧$

在较深的意义上对大众传媒和民间文学之间关系的探

讨#需要回答海尔曼*鲍 辛 格&E.MR)**D)O&#*I.M’提 出 的

问题$他认为#民间 文 学 研 究 最 紧 迫 的 问 题 之 一+"是 不 是

我们这个时代口头讲述的基本需要还没有被各种完全不同

的媒介#如电影,电视,某些阅读材料等所满足$毫无疑问#

这些 媒 介 在 今 天 比 以 往 任 何 时 候 都 有 更 多 的 接 受

者$%(:7)&!:?’民间文学 大 多 产 生 于 前 工 业 时 代#当 下 流 行 的

文学或艺术主要 为 非 民 间 文 学$而 在 全 球 化 的 进 程 中#民

间文学产生和流传的新的可能性是什么？全球大众传媒的

统一和信息的一 致 性#导 致 民 间 文 学 发 展 走 向 是 什 么？这

些是民间文学工作者需要面对的问题$

有一点是明确的#大众传媒和书面记录一样#客观上在

确立所记录版本的权 威 性 和 统 一 性#而 消 磨 掉 口 头 文 本 的

地域性及多样性特征$大众传媒往往以对待作家文学的态

度来录制播放民间文学作品#"当他们录制了某艺人某部故

事之后#就坚决不再 从 其 他 艺 人 那 里 录 制 同 一 部 故 事 的 异

文#由此这些故事被贴上电台-演唱权.的标签#成了其他艺

人不可能再在 电 台 录 制 的 权 威 本$//可 见#电 台 资 料 是

一位艺人0一次文本0一种文本0标准本的堆积#而口头文学

是没有这种-标准本.和-权威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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