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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的外语学习都严格遵守语义规则。要精通语言的基础要素－包括音素、字、
词组、从句等－我们就需要理解词语解释、语法规则、句法公式等等。我很难说这些不是
学习语言的关键。但是，我也想告诉大家，我们在从语义方面学习外语的同时，也需要从
实用性的角度学习口头表达中的表演规则。Dell Hymes首创了民族诗学，为这一理论奠定
了理论基础，并于1981年发表了《In Vain I Tried to Tell you》一书。Hymes发表的关于表
演才能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判断表演者的表达方式，并确认某位表演者是否具有表
演才能。他提出的“表演突破”理论开创了口头艺术的全新研究，他不认为从书本上捕捉到
的声音和词组是研究的终极目标。而且，他提出的诗句分析手法也为各领域的学者研究口
头文本提供了实用的指导工具。

我在课堂上一般先播放一段音频、或者是试听文本，而且这些段子都已经被分析过
了相关的诗句形式和文体特征。在初步观摩这段口头表演之后，我们先讨论其声音模式、
韵律、语调、声音特征、以及音乐中表现出的任何其他特征。我们从文本重建的角度解释
文本中的不规则发音，同时再听一遍或者看一遍表演。学生们在二次聆听过程中，被激发
了自身对表演的“直觉”，并从中发掘出一些已经学过的语言特征（比如：语法、音素、韵
律等等），从而获得了满足感。最后我发给学生录音的文本，进而着手全面的文本分析。
学生们通过阅读文本再将录音中难以通过音素分辨的声音与文本中的词汇配对。

如果一切顺利，学生们能够从诗学的角度理解表演。学生们在第三次、第四次学习
之后，他们经常从文化角度问一些关于诗人写作思路的问题。而且经过课堂讨论，他们也
逐渐理解了表演的含义。我问他们对表演本身以及表演的审美含义有何看法。简单来说就
是，他们为什么喜欢这个表演呢？而且他们一向很喜欢这些表演！

学生和老师对学习口头诗作都非常满意。广义上来说，学习外语的对话者一般都能
理解诗学功能，而且学习这类知识有助于更好地全面理解这种语言所生存的文化环境。观
看视频表演与现场表演是不一样的，但是视频表演同样可以激发出个人对语言的理解，以
为他不仅仅是语言大家，还是有创造性的语言使用者。一个人如果想要发掘口头诗作形
式，那么就需要细心观察才能强化自身对语言以及跨文化的理解，这是学习外语的关键。
因此，老师和学生都是观众的一员，而对表演的解释也就变成了化解“填鸭式”教育方法的
另一种合作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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