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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世纪冰岛研究领域中，“口头传统”值得是在冰岛基督教新社会引入写作前后时
期通过个体传播积累下来的百科知识（包括神学知识和世俗知识）。这一传统一般使用故
事和诗学作为传播媒介和口头法律艺术的特殊培训。

冰岛之前是北冰洋中间一块无人开发的岛屿，最初大概于九世纪后期被来自斯堪的
纳维亚、苏格兰、爱尔兰、设得兰群岛、奥克尼郡、赫布里底群岛等地的一群人发现了，
这群异教徒由于基督教走到了一起。

冰岛人民于1000年决定把基督教立为官方宗教，这就为更加系统地使用书本和写作
打开了大门。最初只有教堂使用写作，到了十二世纪写作群体慢慢扩大，人们通过写作来
记录历史事件（从宗教的角度）、法律文本，然后从十三世纪开始，也人们也开始记录国
王和斯堪的纳维亚和奥克尼郡人的世俗故事。到了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慢慢出现了关于
当地农民和首领的故事（也就是萨迦）。十三世纪的时候，人们采用写作为诗学语言提供
书面的神话背景，并用来记录德意志民族神灵的传统口头诗作（《埃达》），这种情况下
写作被用来提到诗人的口头训练。

这些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本质上，与保存下来的中世纪欧洲文化都是不一样的。
而且这些不能仅仅被解释为对口头传统的文学看法，换句话说，可以借用John Miles Foley
的“口头派生文本”（1991）。不过这些在理念和结构方面都受到了书面艺术的影响，但是
我们仍将其归为口头传统的范畴，

现代考古学中可以发现对广泛、但不具名的社会记忆的承认，而且记录这些的书面
文本反映了最初这个国家是何时并如何成立的。这个理念同样适用于1000年左右关于格林
兰成立、以及从格林兰和冰岛去往新世界（传统中称为Helluland、Markland、Vinland）航
程的社会记忆。上面所说的都没有文字纪录，当然它们受到了故事表演的规则和艺术需要
的影响，这些都会影响表演的方式。十二、十三世纪的作家是不可能虚构这些信息的，而
且除了口头传统之外也没有其他的素材来源。这就强调了一个事实，如果我们希望利用现
存的书面文本，那么我们需要尽可能地勾画出它们背后的口头传统的大背景。而且，我们
在阅读这些文件的时候也需要考虑这些传统。

这个领域中最有趣的新的研究方向是，如果我们抛弃从前讨论这些文本是否是基于
口头传统基础上的讨论（Andersson：1964、Danielsson：2002a&2002b），而接受一种观
点，那就是我们需要将这些作品当作是传统的产物来阅读。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通过
田野工作积累的知识和当代关于口头传统的理论讨论知识，并运用到早期文本研究中
（Clover：1986、Sigur␣sson：2002）。这样的研究方向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从口头
时期到书面文化时期地历史发展（这与早期文本是同期发展的）。当然我们如果将《埃
达》和《萨迦》当作“口头派生文本”阅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这两部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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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美学特征。同时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我们可以如何将它们用作是社会现实的写照、和
传统以及后来的书面文本都是过去历史的一部分。

Árni Magnússon Institute, Ic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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