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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族是中国的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之一1。要给朝鲜族口头文化下定义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朝鲜族学者和韩国学者在定义口头传统的时候，着重强调了以下特征：口头传统
的传播进程和工具、乡音起源、表演中的创作过程、和艺术特征（2002年：Gang，1999
年： Gim）。但是口头传统领域的口头表演并不完全符合这个定义。朝鲜族的收集专家
（比如：Piao Changmo）就遇到过这样的尴尬情况。他发现真正的“口头”文化表演受到了
书面文本的影响，而这一特征又和口头文化的特征相冲突。

通常来说，朝鲜族口头文化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本族的调查人员积极
收集、记录的口头文化。第二类是学者专家提出的基于书面化的口头文化基础上的主题基
数（比如：Jin Dongxun）。这一类适用于朝鲜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口头文化之间的比较研
究。第三类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朝鲜族口头文化学者正在尝试着根据口头传统的理论基础
提出不同的研究方向。从以前的经验来看，朝鲜族学者已经意识到盲目跟从西方理论发展
的不足，因为这样并不能真正体现出本地口头传统的历史和社会环境。

中国的朝鲜族口头文化研究正在经历一个转变的过程，学者专家们正在尝试综合国
内外不同的研究方向和理论。过去几十年中，不同国家的学者进行了很多与口头传统相关
的研究。Jin Dongxun（朝鲜名字是Gim Donghun）和Piao Changmo（Bak Changmuk）是
朝鲜族口头文化和传统研究的领军人物。Piao Changmo的合集（Bac 1996）包括了体现朝
鲜族特征和历史的数个故事。 Park Heh-rahn是一位住在美国的韩国学者，她研究了中国
国家－地方的叙述故事和朝鲜族的叙述历史故事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地方叙述故事对
朝鲜族口头文化的影响（1996）。韩国民族传说和民俗传说相关的学者，比如说：Im 
Jaehae和Gim In-hee，他们分析西方的研究方向（比如：表演理论），积极参与中国少数
民族的田野活动，从而缩小了朝鲜族与西方的口头－文学研究的差距。而西方的一些学
者，比如：Mark Bender、Vibeke Børdahl、Louisa Schein都在中国一些地区进行了采风工
作。虽然他们的工作没有直接涉及到朝鲜族的口头传统，但是他们的研究工作都推动了中
国和西方口头传统研究的交流与合作。

朝鲜族作为一个“移民民族”，他们在很多层次上都在经历一个转变的过程。其中有
一个转变就是，移民一代身上的传统正在传承给在中国出生的朝鲜族的年轻一代。朝鲜族
口头文学研究的众多方向中的一个，就是密切关注和研究社会变化对于朝鲜族口头文化的
影响。其他可能的有趣研究方向还包括上面提及的比较研究。在散居的朝鲜族口头传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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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章使用了韩国的罗马拼音、中国拼音（比如：“chaoxianzu”）。而笔者对于一些人名的翻译则是根据
本人的意愿使用的。



涉及到的“自我”和“其他”研究，如何理解和分析朝鲜民族内的不同的政治和历史问题是很
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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