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民间文学的口头语言范式
万建中

口头交流是民间文学的存在形式
。

历代都有一些文人并不以为 口头文学为
“

文

学
” ,

致力于将当时的民间 口头文学书写为书面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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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书面语言普及以后
,

民间口 头文学能否持续下去呢 民间文学

的口头语言范式有什么特点呢 谈论民间文学的范式
,

应该在 口头语言的层面上进

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一
、

口头语言范式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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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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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独具的特征
。

因为
,

在作家文学或作家文艺的传播和表演活动中
,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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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间文学与社会生活的一体性决定了没有交流就没有民间文学
,

人们面对面的

口头交流是民间文学最基本的生存状态
。 “ 口头讲述者却直接与听众发生接触

,

话

语总是对话的和互动的
。

一位言说者总是会被打断
。

从某个角度来看
,

说者与听众

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
。

谁都是说者
,

谁也都是 某一类 听众
,

始终存在着交谈
,

常常是不完整的句子
,

也几乎总是未完成的叙述
。 ” ’

鲍曼 凡
“

所

说的
‘

表演
’ ,

是交流实践的一种模式 ‘ 。 ,

是在

别人面前对 自己的技巧和能力的一种展示
。 ” ’

传统的村落就是一个 口头交

流的社会
,

社会生活完全诉诸于 口头交流
,

人们在不断的口 头交流中形成了种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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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文学的传统模式
。

民间文学的 口头叙述范式又是建立其生活属性基础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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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伏案写作
。

乡民的 日常生活及仪式生活都伴

随着 口头文学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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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间文学是没有脱离现实功

利性的审美活动
。

民间文学具有作家书面文学无可 比拟的优势
,

对此
,

李亦园先生有过十分具体

的论述

书写 的文学作 品大致都是一个作者的作品
,

而 口 语文学作品则经常是

集体的创作
。

一个人的创作在某种情形下通常都不如集体创作那样能适合

大众的需要
。

而且书写文学一旦 印刷 出版
,

就完全定型而不易有所变化 了
。

口 语 文学的作品
,

即使是一个人的创作
,

一 旦 经过不 同人的传诵
,

就

为个人的身份地位 以及传诵的情境而有所改变
,

这样因时因地的改变

是发挥文学功效最好的方法
,

所以说 口 头文学最能适合大众的需要
。

口语文学与书写文学另一重要不同点在于听者与读者之别
。

口语文学决

所以对象是听者
,

书写文学是看与读的
,

所以对象是读者
。

听者与读者之

于听者是出现于作者之前
,

读者则与作者不会碰面的
。

假如我们用传播的

明二者的差别
,

也许就更清楚一点
。

书写文学可 以说是一种单线交通
,

作者很不易得到读者的反应
,

即使有亦不能把内容改变了
。

口语文

学则可说是双线的交通
,

作者或传诵者不但可以随时感到

听者的反应
,

而且可以借这些反应而改变传诵方式与内容
。

爱斯基摩人的传说讲述

者
,

经常会在讲述过程中受到听众的抗议
,

而不得不改变内容以适合当时的需要
。

台湾高山族中若干族群有时也有类似的现象出现
。 口语文学的这种应变能力

,

确比

书写文学更能发挥
“

文学
”

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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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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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脱离情景的
。

美国著名学者休斯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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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口头语言即说话具有书面语言无可 比拟的优越性

。

人们常说
“

语言是苍白

的
” ,

这决不是指 口头语言
,

口头语言永远是最有生命力的
。

二
、 “

声音
”
构建了民间文学及其文化场域

运用 口头语言是民间文学生活属性最重要的范式
,

口头语言亦即生活语言
。

理

解和研究民间文学
,

关键是理解和研究各地民间文学的话语形式
。

我们之所以谓之
“

民间文学
” ,

就是因为它是诉诸于 口 头语言的
。

民间文学的呈现方式是
“

发音
” ,

而

对于民间文学而言
,

口头语言绝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或者说载体
,

而是

二身
,

是声音构建了民间文学及其文化场域
。

今克思主义文论家特里
·

伊格尔顿 卿 卿 在评论结构主义时说

先于个人的存在
,

与其说它是某人某人的产物
,

不如说某人某人是语言的

人们能明确表达什么意义首先取决于人们所掌握的文字或言语
” “

现实

呀言来反映
,

而是有语言产生的
” 。

索绪尔将语言符号分为 口头语 或言

弓面语 或言书写 两种系统
,

认为前者是一种独立体
,

后者只是前者的

是派生的
。

他提出
“

语言的确具有 ⋯⋯口 语传统
,

它独立于书写
” ,

“

语言和书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符号系统 后者存在的唯一 目的就是再现前者
。 ” 口

语
、

声音是第一性的
,

是语言的根本或者说是语言本身
,

而书写则是第二性的
,

是

声音的容器和
“

衣装
” 。

马林诺斯基也认为
“

语言是常被视作人类特有的机能
,

和人的物质设备及其它的风俗体系相分开的
。

⋯⋯但是在研究实际应用中的语言时
,

却显示了一字的意义
,

并不是神秘地包涵在一字的本身之内
,

而只是包涵在一种情

境的局面中由发音所引起的效果
。

⋯ ⋯
” “

语言知识的成熟其实就等于他在社会中

及文化中地位的成熟
。

于是语言是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
,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工具的

体系
,

而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
。 ”

进人民间文学的发音世界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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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研究的主要 目标和路径
。

这种 口头交流都是通过方言进行的
。

因此
,

口头性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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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才能达到最佳的表演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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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各地不同的方言导致了民间文学的发音世界的差异
,

同时
,

也使民间文学完

全融人当地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之中
。

民间文学最突出的地域性表征就是方言
,

换句

话说
,

方言让民间文学涂上了鲜明的地域色彩
。

与其说是某种民间文学构成了流传

圈
,

诸如故事圈
、

传说圈
、

歌谣圈
、

史诗圈等
,

不如说这种圈是由方言所决定的
。

譬如
,

河北
“

乐亭地区有说唱
‘

乐亭大鼓
’ 、

影戏
‘

乐亭影戏
’ 、

地方戏

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民间艺术体裁
。

这些体裁的演出范围大致限制在一个

言与农业周期的区域内 例外的是评剧原来是以该地区为摇篮地的
,

但 〕

整个华北地区
。

就是说
,

与语言语音关系密切的说唱
,

唱腔 曲调 以

的影戏一旦走出乐亭地区这个方言圈就不能被接受
,

因此 自然只能在炙

出
。 ” “

三
、

面对
“

声音
”

的记录和研究

既然民间文学诉诸于方言
,

就要求用方言记录民间文学
,

这也符合民族志诗学

大力倡导的表达精神
。

民族志诗学不满以往民间文学的记录
, “

那些记录 自美洲讲

述者的神话
,

也通常被翻译为呆板的
、

正式体的英文
,

并附加上文法的阐释和语文

学的注释
” ,

或者
“

被比较随意地翻译为散文体
,

不过其间丝毫没有捕捉和再现原作

模样的努力
,

甚至是以固定不变的相同方式翻译相同的词语
” ,

这两种呈现方式
“

都

一样大半剥夺了原来叙事中表现的潜在空间和优雅风格
” 。

因此
, “

民族志风格的第

一个 目标
,

就是要从美洲本土文化中呈展出一种新的诗歌叙事
,

并格外看重存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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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搜集的文本和声音录音中的形式和表达方面的因素
” ,

从而呈现当地民间社会

口头文学 自身所具有的美感和价值
。

口头说唱是民间文学的基本存在形式
。

为了便于保存
、

研究及阅读
,

民间文艺

工作者纷纷将民间文学诉诸于文字
,

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搜集
、

整理和编辑
,

正是

属于此类工作
。

将民间文学作品记录下来并印行
,

是完全必要的
,

于民间文学本身

的繁荣有益无损
,

并不会改变民间文学 自身特定的运行规律
,

不会也不可能改变民

间文学传播的形态
、

方式
,

反而可使一地的民间文学珍品为更多的民众所享用
。

问题是用文字表现出来的民间文学是不是真正的民间文学
。

首先
,

记录者是否

把握了所叙说出来的民间文学作品的本意及韵味
,

记录者与讲述人在言语上能否真

正沟通
。

其次
,

用普通话能不能把 口头文学的意蕴和演说情境完全表达出来
。

再其

次
,

爱好卖弄的文人能否保证不对记录下来的民间文学添枝加叶
。

所有这些
,

归结

起来
,

就是能否保证民间文学的原汁原味
。

否则的话
,

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有何区

别 进行过修饰或被歪曲了民间文学作品绝非严格意义的民间文学
,

而是文人的民

言型
’

语言是在
‘

忠实记录
’ 、 ‘

立体搜集
’

的基础上
,

经过整理者分析
、

炼而写成的故事
,

它最能反映故事的原貌和地方特色
。

因此
,

具有更高的
。

我们如能做到以上要求
,

民间故事的语言的科学性才有保证
,

从而也就

事内容的科学性
。 ” ‘“ 为强化民间文学的本真性

,

我们在搜集
、

记录民间文

要千方百计维持其原貌
。

用国际音标记录民间文学作品
,

可以尽量使民间
‘

样
。

通过一些必要的注释
,

既可以让不同方言圈的人读懂
,

又不减损民间

文学的地方风味
。

民间 口传话语与当地 口传传统融为一体
,

丰富而鲜活
,

但民间口头话语的表达

又 自相矛盾地呈现为模式化与重复
。

对某一作品的反复演说而使之成为老生常谈
,

因其为当地人耳熟能详而显得贫乏
。

就民间 口头话语的高度生活化
、

具象化而言
,

民间的口头话语的确成为形象而又生动的表达
。

篇幅短小的民间表达
,

已成为俗话
、

格言
、

谚语
、

谜语和歇后语
。

只有重述才能使一句话成为格言
、

谚语
。

它被创造出

来正是为了被重述
,

正像一个故事或一个传说
。

其他篇幅较长的民间表达也是如此
,

它们无一例外都是模式化与重复的
。

神话
、

传说
、

故事
、

歌谣
、

俗话
、

格言
、

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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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是非个人化的
、

集体生活的隐喻
。

它是以共同体的为前提
,

并诉诸某一区域公众

面对面交流的 同时
,

作为当地人都能听懂的方言成为一种隐去说话人个性的语言
,

它使说话人成为一个融合于话语共同体的成员
。

对于民间文学工作者来说
,

除了在

田野作业中要面对一个个具体的故事讲述者
,

还要面对一个
“

共同体叙事
” 。

这个
“

共同体叙事
”

完全是用当地 口头语言建构起来的
。

在
“

共同体叙事
”

面前
,

分散的

个人显得无足轻重
,

他们总躲藏在
“

一片由许多无名无个性的面孔组成的大墙背

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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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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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即但

说书家在书桌上放 了一 本
“

书
” ,

也仅作为道具
,

如果她不靠提词勃

下
,

便根本无法登 台
。

这一 “

暗诵
”

的技能
,

没有传到冲绳
,

只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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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头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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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听众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歌手的表演
,

同时也就影响了他的
“

这次
”

创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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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
,

就给我们研究民间文学提出了理想的目标
。

这就

是摈弃记录文本而直接对处于
“

声音
”

和演说状态的民间文学进行研究
。

美国民族

志诗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邓尼斯
·

泰得洛克 改 曾调查了祖尼印第安人

的口传诗歌
,

描述当地诗歌演唱的
“

声音
”

状态
,

诸如音调
、

旋律
、

停顿
、

音量
、

节奏等等
,

面对的是
“

声音
” ,

记录下来的也是
“

声音
” ,

而不是以往被切割了的
“

内容
” 。

他的这种研究被称为
“

声音的再发现
” 。

结构主义语言观认为
,

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
。

能指就是音响形象
,

所指就是概念
。

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
·

德
·

索绪尔 , 说
“

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
,

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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