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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陶宛，口头传统一般是指民俗学（德语中称作Volkskunde)，因此我们很难将
这两者的研究分开。纵观立陶宛口头传统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口头流传的民俗故事在我
们国家非常流行。人们通常把民俗学尊称为“国家灵魂”，而且民俗学在十九世纪末由德国
浪漫主义运动引起的国内文化解放运动、及二十世纪后半期文化运动中都起了一定的重要
作用。民俗歌唱传统在立陶宛人日常生活中的意义非凡。举个例子，国家性的文化解放运
动“Sa jud i s”推动了所谓“歌唱革命”的发展，而这一运动与戈尔巴乔夫的“重组改
革”（Gorbatchov’s Perestroika）又是紧密相关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从浪漫主义中衍生出来的口头传统学术定义一直没有发生
明显的变化（按道理来说，定义很早就该改了）。学术界是否会关注某首民俗歌曲一般取
决于下列标准：其真实性、古典性、道德和审美价值。人们通过这些标准衡量是否要采取
措施，即录音、保存、研究、并发表这些民俗歌曲。目前人们正在努力发掘、并保护濒危
的民俗文化。从二十世纪末开始，多数田野调查都围绕这一中心展开，当然这些对于一个
濒危民族来说是不难理解的，不过这是另外一个研究课题罢了。同时，追求民俗歌曲的古
典性在很大程度上也定义了“民俗”的概念和内容。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直至今日，民俗歌曲的一些情况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
农村地区的老年人不再是口头传统的主要资源库。受国外口头传统方法论和理论学的影
响，学生和学者们开始关注其他不同年龄层的社会群体、不同的民俗“种类”、以及民俗学
在日常生活中新的用途、作用、词义变化等等。

由于社会日益开放、人们的生活逐渐多样化、大众媒体的逐渐普及等原因，民俗学
的发展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导致了某些民俗歌曲的种类渐渐被大众遗忘，而另外
一些种类则向着现代歌曲靠拢。比如说，曾经很流行的一些鬼故事（魔鬼、女巫、神灵动
物、大自然神灵等等），现在已经被新的内容所取代（鬼魂、外星人、超自然力量等
等）。另外，各种无神论说法层出不穷，并逐步占据了一定的市场。当然这些现象并不是
在过去十年中突然出现的，并且也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发芽生根”。但是，由于学术界突然
开始关注这些现象发生的原因，所以多少给人留下了异军突起的印象。

概括来说，立陶宛民俗学田野工作中最突出的变化可以简单总结为民俗学的“现代
化”。人们不再认为民俗学仅仅隶属于过去、或仅仅是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故事、又或
是年轻人不感兴趣的文化，当下的民俗学则是生龙活虎、每时每刻不断发展中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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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reimas 1992运用了一种符号学方法分析立陶宛口头传统和其他的一些资料。Greimas是立陶宛的著名学者，他的作
品在该国非常流行。Dan Benamos Alessandro Falassi为其作品写了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