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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口头叙事被划入两个广泛分类。一是“民间文学”，另一个是由专业或业余
表演者所表现的以城市为基础的叙事。

这一研究领域侧重口头文学，关注在有个大致而不一定具有描述性的标题下趋于组

成的传统文学类型，如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儿童故事、动物故事、叙事诗、史诗等
等。这些分类在二十世纪早期从西方介绍给中国（从某征程度通过日本），被学者，如刚
逝世的钟敬文先生，修改得更加适合中文的需要。这些分类仍然是当今中国大多数学者和
文化工作者所遵循的基于文本的口头文学研究基础。大部分的叙述形态（民谣也是）被假
定为存在于乡间，并被那里的人收集。在最近几十年，大量的民间传说收集项目编选成集
了许多文本（1949年后几十年间被检查），在各种媒介上广泛刊登，如报纸、杂志、期
刊、书籍，以及系列图书。很多时候这些民间传说被用来促进政治议程，很多文本也被大
众媒体刊登。此外，大量的作品出版成为仅在1949年后学者们“内部传阅”的文件。近几
年，随着评论的放松，大多数学者更倾向于公众论坛。

 虽然大部分出版的材料都是“基于文本的”（有的也几乎没有表演过程的表述和上
下文），近年来少数年轻而处于有利位置的中国学者将他们具有判断性的眼光转向欧洲和
美国的民间文学，并开始用许多方法进行试验，如果从长远角度考虑，可能会被称为西方
民间传说或民间叙事研究的“口头语用学”流派。构成这个融合方法（看起来在描述方法
和民族诗学的政治意义上都很务实）的理论主体掌握了一套理论工具，包括Parry-Lord的
口头公式化理论，表演/上下文/沟通方式的人种史，Lauri Honko对“民间文学进
程”和“文本化进程”的思想，美学接收，John Miles Foley在“传统参考”（以及他不
同主张信仰统合的方法），以及对表现上心理暗示的研究。

 在中国青年学者和编辑中最为活跃的是中国社科院里蒙古族的学者朝戈金。他对蒙
古史诗演唱（2000）的头口诗学的开创性工作是第一例对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的全面研
究，其充分利用以上列举的方法的不同方面，介绍文本中关键术语的翻译和解释。近年来
中国主要的民间文学刊物还包括了学者们所认为的西方民俗学研究的重点工作翻译，包括
一些Foley著的《口头传统教学》（Teaching Oral Traditions ，1998) 中关于基本方法
的重点章节。其它创新的声音，包括那些多产的巴莫姐妹的工作室，彝族姐妹（包括巴莫
阿依以及巴莫曲布嫫）的一小组人通过他们对口头和书面诗意的叙述的研究、风俗特色文
本、近期在华盛顿大学博物馆物质文化的展览、以及2001年哈佛大学会议，帮助整个中国
西南地区的彝族树立了国际形象。彝族民间叙事研究的情况是个例外，但是，很多民族不
论在中国还是中国以外都很低调，全国各地的研究机构的资金不一致。尽管现代化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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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日益增加，仍有大量的地方口头传统可供研究，因此中国这种口头语用方法的去向将
成为一个有趣的话题。

 另外一个庞大的主体即口头或口语连接的叙事也存在于中国，虽然它们往往被归类
为“表演叙事艺术”（曲艺），或者以“白话文学”（俗文学）的形式写出来。这些叙事
艺术中，许多在形式上都是诗歌和散文，并在19世纪末有超过300个音乐层面。它们曾经
（或现在）在城市或小镇上（市场、茶楼，或一些“故事屋”）被表演出来，并且向下某
些情况下也在广播和电视播出。其中一些传统有着强烈的戏剧元素，而大多数是世俗的，
少数在仪式的背景下进行的。武术或爱情相关的主题以及故事往往在中国传统戏剧中体现
共享。这些艺术被中国学者（一直到最近才被视为粗野的娱乐）代替出演，代表作由地方
政府文化办公室的研究者，如上海的吴宗锡（笔名左弦）和苏州的周良所著，他们研究苏
州评弹（Bender 2003)。外国学者如Vibeke Børdahl, 大量发表了关于扬州专业评书的文
章，帮助促进了很多因为年轻表演者和观众的缺乏而正在下降的对艺术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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