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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 要 】 在过去 的 漫长 世 纪 , 非 洲 大 陆 各族群 创 造和 积

累 了 丰 富 的 口 传形 态 的 诗歌 、 故 事 、 谚语 、 格 言 、 神话 和 故 事 。

－

这 些 口传 文 学 曾 经是非洲 原 始 部落 的 精神 家 园 与 启 蒙老 师 , 是 非

洲 大 陆 的 精 神 史诗 , 也 是 非 洲 本 土知 识 的 基本载体和非 洲 各族群

历 史 的 集体 记忆 。 理解非 洲 各部 族 的 传 统 文化 , 把握非 洲 各族群

的 心灵 结构 , 可 以 从倾 听 、 理解这 些 古老 的 口 传 文 学 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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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诞生之地的非洲大陆 , 因其有得天独厚之 自 然地理环境而形成了

多彩多姿之文化风貌 。 中 国古人云 ：

“

无识之物 , 郁然有彩 , 有心之器 ,

其无文欤 。

”？ 在这块独特的 大陆上 , 那些看似无意识 的宇宙万物都充满

了千姿百态的形态风采 , 那充满了心灵智慧 的非洲各族人 民 , 自 然会拥有

丰富的文学艺术 。 正所谓
“

心生而言立 , 言立 而文 明 , 自 然 之道也
”

气

有 了精神生命的人类 , 必然会用语言去表达 内心情感 , 用话语去传承文明

成果 。

文学语言始终是伴 随着人类精神 自 觉和文明 昌 盛 而发展 的 , 在过去

① ( 梁 ) 刘勰 ： 《文心雕龙 》 , 中 州古籍 出版社 2 0 0 8 年版
,
第 2 8 页 。

② 同上书 , 第 2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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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世纪 , 非洲 大陆各族群创造和积 累 了 丰 富 的 口传 下来 的 诗歌 、 故

事 、 谚语 、 格言 、 神话 和历史故 事 。 这些 口传文学曾经是非洲原始部落

的精 神家 园与启 蒙老师 , 直至今 日依 旧是给他们提供生 活 的 忠告 和精神

的 营养 。

－

口头文学和
“

无国家的社会
”

从世界文学史 的角度上看 , 通过 口头语言传承的 口传文学要比文字写

作的书面文学有着古老得多 的历史 。 绝大多数民族都经历过漫长的 口头文

学发展阶段后 , 而后才进人文字文学的发展阶段 。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的大

多数黑人族群社会 中 ,
由 于书写文字出现得比较晚 , 书面文学一直到 近代

以后才出现 , 有的 民族直到 2 0 世纪初 以后才有正式的书面文学 。

在非洲 大陆 , 悠久的 口头文学传统决定了 口传文学 与其社会 、 历史 、

政治始终有着
一种特殊的互动关系 。 公元 1 5 0 0 年前后 , 世界上并存着许

多文 明 。 撒哈拉以南非洲 ( 黑非洲 ) 因 为与外界交往的不易 ,

一

直相对独

立地创造和发展着 自 己 的文明 。 历史上 , 非洲大部分地 区受生产力低下 、

人 口密度低和游牧部族流动性大等特点 的影响 , 加上书面语言缺乏 , 语言

隔膜和交通不便 , 建立大型 国家体制和 中央集权政府十分不易 , 因而传统

非洲政治体制多表现为小型的部族王 国或部落酋长 国 。

？ 在广大的 内陆深

处和雨林世界 , 许多非洲人族群组成 了所谓
“

无国家的社会
”

或
＂

前国家

社会
”

。 这种社会 的突出特点是没有形成大一统的 中央集权制 的 国家 , 没

有职业化或专业化官僚集团 。 尼 日 利亚东南部的伊格博人有句格言
“

伊格

博人无君主
”

, 这个部族到 2 0 世 纪初 总体上仍 维持着 无 国 家 的政 治制

度 。

②
而正是这样

一

种 口传文化 , 赋予非洲大陆黑人各族群的部族文化
一

直保持着 自 己 的传统与特色 。

2 0 世纪初叶 以前 , 撒哈拉 以南非洲 的 文学形式主要是 口耳相传 的 口

头文学 , 如神话史诗 、 部落传说 、 家族历史 、 诗歌故事 、 谚语格言等等 。

① 刘鸿武 ： 《黑非洲文化研究 》 ,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 1 9 9 7 年版 , 第 8 3 页 ？

② 参见 ［美 ］ 埃里克 ． 吉尔伯特 、 乔 纳森 ？

Ｔ ． 雷诺兹 《非洲史 》 , 黄磷译 , 海南 出 版社 、

三环 出版社 2 0 0 7 年版 , 第 7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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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千百年来众 口 相诵 的 口传 文学质朴 活泼 , 凝聚着非洲人民 的精神财

富 , 寄寓着丰富的人生哲理 。 非洲传统 口头文学的 内容 主要是部落传说和

家族历史 。 著名 的黑非 洲长篇英雄史诗 《松迪 亚塔
——

曼 丁人 的史诗 》

( Ｓｕｎｄｉａｔａ ) 由 世袭的史官 、 民间艺人格里奥 ( Ｇｒｉｏ ｔ )
？
等 口 耳相传至今 ,

‘

由几内亚文学家 、 历史学家用法文记录并整理成书 于 Ｉ 9 6 0 年出 版 。 全诗

1 8 章 , 歌颂了 1 3 世纪西非马里帝 国的奠基人松迪亚塔创建 国家的英雄业

绩 。 传说松迪亚塔是古代曼 丁国 ( 今 马 里 、 几 内 亚
一

带 ) 凯塔王朝继承

人 , 国王去世前遵照 先知预言立 7 岁 还在地上爬的松迪亚塔为王 , 但王后

莎苏玛违背 国王遗愿立 自 己 的儿子为王 。 松迪亚塔不堪忍受侮辱 , 逃往 国

外 。 成人后的松迪亚塔文武双全 , 在王后母 子无力抵御外敌人侵的情况

下 , 他联合十几个国家 , 起兵讨伐入侵之敌 ,
最后创建了盛极一时的马里

帝国 。

口头文学是 口头语言而非书面语言的文学 , 但是人类最古老的 文学

样式 。 从人类会说话 的 那天 起 , 就有 了 口 头文 学 的创 作 , 就有 了 讲故

事 、 听故事的 活动 。 通俗易懂 、 无拘无束的 口传文学是 自 然之音 、 率 真

之作 , 所谓
“

饥 者 歌其 食 , 劳 者歌 其 事
”

, 人们
“

感 于哀 乐 , 缘 事 而

发
”

。 口头文学形态丰富 , 有反 映远古 时期 人们对 自 然对 自 身认识 的神

话 , 饱含生活理想 的幻想故事 , 还有鸿篇巨 制 的英雄史诗 , 短小精悍 的

谤语格 言等等 。 在 非洲 ,
口 头 文学有 悠久 的 历史 , 种类 丰富 , 但 凡谚

语 、 格言 、 寓言 、 诗歌 、 神话及各种叙事故事 , 在非洲 国 家都有丰富 的

资源 。 当 代非洲许多重要作家 , 如阿莫斯 ？ 图 图奥拉 、 沃尔 ？ 索 因卡等

都不断从 民 间 口头文学汲取灵感 , 增加非洲 现代文学 的蕴涵 。 在他们看

来 ,

“

非 洲几乎从有语言开始 就有诗人 、 演说家和 歌词作家
”

。

② 历史悠

久 、 内 容丰富 的 口 头文学为非洲现代书 面文学提供了 独特的想象空 间与

情感积淀 , 让 当代非洲书面文学得以呈现出 它不 同于外部世界 的奇幻 色

彩与地域精神 , 它所传承的非洲部族文化也构成 了非 洲 当 代人 民 的精神

家园与心灵归属 。

① 冈比亚土著语 , 指演唱部落史和家族史 等的西非歌舞艺人 。

② ［肯尼亚 ］ 马兹鲁伊主编 ：
《 非洲 通史——第八 卷 ： 1 9 3 5 年 以 后 的非 洲 》 , 屠尔康等 译 ,

中 国对外翻译 出版公司 2 0 0 3 年版 , 第 4 0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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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部族语言与口头文学传统

非洲是
一个语言种类繁多 的 大陆 , 总数在 8 0 0 种 以上 , 占世界语言

的 1
／ 3 左右 , 非洲语言数量如此之多主要是因 为非洲部族众多 、 交通不

便 。 已知的非洲部族就有 7 0 0 多个 , 有 些部 族 内部 因交通不便等原 因 ,

同
一

部族 内部也有着不 同 的语言 。 每种语言使用的人数相差很大 , 多则

几千万人讲 , 少则几千人甚至几百人讲 。 非洲语言虽然历史悠久 , 语汇

和表达方式丰 富 , 但在语言理论方面大多 比较落后 , 语言理论方面研究

成果 比较成熟 的语言有阿拉伯语 、 斯瓦希里语 、 豪萨语 、 阿姆哈拉语 和

祖鲁语 。 直到近代早期 , 大 多数非洲 语言还没 有文字 , 更没有 出版物 。

在非洲语言的发展 中 , 拉丁化是主要倾 向
。 出于殖 民统治 的需要 , 欧洲

殖 民主义者从 1 9 世纪初就开始使
一些非 洲语言拉丁化 。 非洲最重要 的

民族语言东非 的斯瓦希里语和西非的豪萨语原来都是用阿拉伯字母拼写

的 , 在 1 9 世纪先后被拉丁化 了 。 至今 巳 经被拉 丁化了 的非洲语言不下

数十种 。

神话传说是非洲各族人 民最初 的 口头文学 , 反 映了非洲人 民认识 自

然 、 探索 自 然 的意识 和能力 , 其主要 内容是关于开天辟地 、 解释 自 然现

象 的神话和 为本 民族利益作出 巨大贡献的英雄传说 。 口 头文学讲述者是

一群在 当地德高望重并 了解本地掌故传说 的人 , 是当地历史记忆 的代表

和讲述者 , 通过 自 身对历史 和传统 的 掌握来积极延续 当 地的 口 头传统 。

2 0 世纪初叶基督教会和非洲 的 知识分子开始对 口 头文学 做过不少搜集

整理工作 , 先后 出 版了一些神话传说故事集 , 如塞内加尔 的 《 阿马杜一

库姆 巴 的故事 》 、 科特迪瓦 的 《非洲 的传说 》 、 喀麦隆的 《 在美丽 的星空

下 》
、 乍得的 《在 乍得 的 星空 下 》 、 加蓬 的 《 加蓬 故 事集 》 、 尼 日 尔 的

《 尼 日 尔的 故事和传说 》 等 。
Ｉ 9 6 0 年 由 几 内亚历史学家 、 文学家吉布里

尔 ？

塔姆希尔
？ 尼 亚奈整理出 版 的 《松迪亚塔 》 , 无疑是黑非洲 口 头文

学 的优秀作 品 , 具有较高 的文献价值和 文学价值 。 用铁努阿 ？ 阿契 贝 的

话来说 ,

“

非洲人 民并不是从欧洲人那里第
一 次听说有

‘

文化
’

这 种东

西 的 , 非洲 的社会并不是没有思想 的 , 它经 常具有
一种深奥 的 、 价值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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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而又优美的哲学
”？ ( 《尼 日 利亚杂志 》 1 9 6 4 年 6 月 号 ) 。 在非洲 , 非洲

本身的文化是与其殖民地经历相 比具有更加强大的力 量 。

②
因 此 , 考察非

洲文学必须认识到 口 头文学传统的特点 。

通过 口耳相传经过反复加工 的民 间创作 , 具有浓厚 的生活气息和强烈

的 民族特色 , 体现了群众的智慧和艺术创造性 。 非洲 口头文学是集体创作

的经久不衰的结晶 , 为了方便 流传 , 基本采用易记 、 上 口 的诗和韵文的形

式 , 具有强烈的节奏感和感染力 。 东非海岸的斯瓦希里古典文学主要是诗

歌体裁 , 它的古杂体诗通常都是长诗 , 四行为一节 , 与 民间歌谣相 同 。 产

生于 1 9 世纪末期的佛得角克列奥尔语文学的第
一

代诗人 , 他们有一个共 同

的特点 , 即 熟悉各种 口 头 的 民 间创作形式 , 其 中最流行的 形式是
“

莫尔

纳
”

,

一种来 自 民间 口头创作的诗歌样式 , 节奏很像华尔兹舞 , 格调忧郁 。

圣多美的民间 口头创作的最普遍形式是
“

索科佩
”

, 它和佛得角 的莫尔纳
一

样 , 是一种歌舞结合的混合形式 , 不 同 的是它节奏较快 , 活泼轻松
？
… …

这一切 , 都形成了非洲 口头文学的 民族特色 , 直接影响着现代文学 的形成

和发展 。

三 非洲群体的历史和记忆

早在历史上阿拉伯 国家和西方 国家入侵 , 并将书 写符号带入非洲之

前 , 非洲便有着世代相传的 口头文学传统 , 它帮助非洲部族形成对世界的

感知 。 其中著名 的有北非埃及的拉神开天辟地的神话 、 世界文学史上最早

最长的史诗 《亡灵书 》 、 约成于公元前 1 3 世纪 的 《 尼 罗河颂 》 、 被认为是

最早 的传记文学埃及古王 国时期的 《梅腾传 》 等 , 此外 《金字塔铭文 》 上

还保存有 ；＾及古王 国米耶王朝 ( 公元前 3 2 0 0
—

前 2 9 8 0 年 ) 哀悼奥西里斯

和欢呼其复活的宗教剧片段 , 可说是人类最早的戏剧 , 这些都是文字创立

① 转引 自 《成功的文 学 , 有希望 的文 学——代译 序 》
, 载 ［美 ］ 伦纳德 ？

ｓ． 克 莱 因 主 编

《 2 0 世纪非洲文学 李永彩译 , 北京语言出 版社 1 9 9 1 年 版 , 第 5 页 。

② ［肯尼亚 ］ 马兹鲁伊 主编 ： 《 非洲通 史
——

第 八卷 ： 1 9 3 5 年 以 后 的 非洲 》 , 屠 尔康等译 ,

中 国对外翻译出 版公司 2 0 0 3 年版 , 第 4 6 3 页 。

③ ［苏联 ］ 伊 ？ 德 ？ 尼基福罗娃等 ： 《非洲现代文学 ( 东非和南 非 ) 》 , 陈开种等译 , 外 国 文

学出版社 1 9 8 1 年版 , 第 3 7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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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经过搜集 、 整理 、 记载下来的上古时期的 口头文学 。

战胜希特勒法西斯 , 是非洲文学发展中
一个最显著的里程碑 , 这一胜

利表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 已 经威信扫地 。

？ 书面历史资料的 缺乏 、
4 0 0 多

年奴隶贸易 的丑化 、 近百年殖 民地历史 的险恶用心 , 使遮蔽在非洲人身上

的误读和污蔑厚重而荒诞 。 非洲 曾经被认为是一块没有历史和文化的 、 黑

暗的大 非洲部族是等待着 白 人来教化的野蛮人 。 随着第
一

、
二次世界

大 战的爆发 , 随着
一

系列 民族国家摆脱殖民后的独立 , 非洲 民族获得了 自

信 , 人们开始平 和客观地看待各种文明 , 此外考古上的新发现让非洲文化

赢得了人们 的尊重 。 因此 , 虽然非洲 现代文学受到西方文学深切 的影响 ,

但 口 头文学是非洲文学的传统和基础 , 是非洲 民族的历史和记忆 。

非洲大多数民族由 于没有创造 自 己 的书面文字 , 长期 以来依靠 口头传

说保 留 民族历史和传统 。 非洲 口传文学是
一种动态展演的文学样式 ,

口头

编创 、
口头传承 , 没有固定文本 , 始终处于变异之中 , 是千百年来非洲无

数人智慧的 结晶 , 是群体的 历史记忆 , 是隔代相传的 寓意 , 是智慧的 矿

藏 。 口传文学讲述者是一群了解本地掌故传说的人 , 在当地德高望重 , 是

当地历史记忆的代表和讲述者 。 他们一般见多识广 , 比其他人有着更为深

刻 的社会阅历 , 通过 自 身对历史 和传统 的掌握来积极延续 当地的 口 头传

统 。 通 过聆听故事 , 人们将过去与现在联系在一起 , 知道了现在的生活是

对过去的延续 , 祖先的足迹依稀可辨 , 隔代 的智慧不绝于耳 , 从而在传统

的生活道路上不断行进并延续着传统 。

在文字产生之前 , 历史主要是靠 口头文学来记忆和记载的 ,
口述历史

尤其适合一向 较少使用文字的非洲部族 。 在很多非洲 民族地区 , 这些 口头

文学还没有用文字记录下来 , 当地的历史传统主要通过 口述得 以延续 ,
口

传文学是传授历史知识的 唯
一

媒介 。 讲故事是人类生活 中
一项不可缺少 的

文化活动 , 讲述部落史和家族史的非洲艺人 ( 如
“

格里奥
”

) 往往成为 当

地德高望重的人 。 在没有 文字但有着
一种严密组织的社会里 , 民间艺人 以

及一些正式掌握家谱和传说的人就相 当于古代的编年史家 , 于是史诗 《松

迪亚塔 》 成为 当代史学家编写 1 3 世纪 2 0
—

3 0 年代马 里帝国 历史的主要

依据 , 史学家经过筛选将该史诗的 主要 内 容写人联合 国 教科文组 织编 写

① ［苏联 ］ 伊 ？ 德 ？ 尼基福罗娃等 ： 《非洲现代文学 ( 东非 和南非 ) 》 , 陈幵种 等译 , 外 国文

学 出 版社 1 9 8 1 年版 , 第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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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非洲通史 》 和英国 著名 学者编写 的 《剑桥非洲史 》 等权威性的历史

著作 中 。 口述史
“

眼睛 向下
”

的学术取 向 以及平 民化 、 大众化的 基本特

色通过多层次多渠道的在历史 中保 留 了更多来 自 民 间 的多重声音 , 使历

史变得更加丰满 。 以撒哈拉为界 , 撒哈拉以南 的黑非洲是黑人为主的地

理区 域 , 也是非洲 黑人传统文化 的代表区域 。 黑非洲传统文 学主要是 口

头文学 , 部落史和家族史往往是其主题 ,
口传 的历史故事通 过世世代代

口述历史学家的传承保 留 下来 , 后来才被记 录和翻译出来供其他地 方读

者 阅读 。

四 隔代相传的智慧和寓意

非洲 口 传文学广泛地存 在于社会 生活之中 , 涉及 民众生活 的 方方面

面 , 不仅是
一

种文学 , 更是
一

种文化和生活 。 正如钟敬文所说
“

民间 文

学 , 在今天我们的眼里看来 , 不过是
一种艺术作品 。 但是 , 在人类的初期

或现在的野蛮人和文化 国里的下层民众 , 它差不多是他们立身处世
一

切行

为所取则的 经典
”

。

？口 传文学表演 主要集 中在神庙 、 祭祀 、 竞技等公共

场所 , 具有集体性和展 示性 。 人们常常在这些公共场所表演 、 祭祀 、 聚

集 、 歌舞 、 庆贺等等 , 举行场面宏大的公共仪式 , 这种高度的集体性使得

口传文学的传统力量得 到极大发挥 , 这种讲述活动具备的教化功能不仅是

知识 、 道德及宗教信息的传输 , 而且让
一

个地方的文化传统在代际之间得

到不断传承 。 正如伊格博格言 ,

“

如果演讲不用谚语就像是没有绳索却要

爬上棕榈树
”

％ 约鲁巴诸语 ,

“

智者用谚语解决问题
”

气 口头文学传统作

为矿藏的价值由 此展现 ,

一

句谚语 、

一

个故事能够在时 间长河里历经涤荡
’

却依然传入我们耳 中 , 足以证明它有着与那些湮灭在历史烟尘里的事物的

不同之处 。

进入 1 9 世纪之后 , 随着反抗殖 民主义运动 的开展 ,
口 头文学 的思想

① 钟敬文 ： 《钟 敬文 文集
一

民 俗学卷 》 , 安 徽教育出 版社 2 0 0 2 年版 , 第 2 6 9 页 。

② ［肯尼亚 ］ 马兹鲁伊 主编 ： 《非 洲通史——第八 卷 ： 1 9 3 5 年 以后 的 非洲 》 , 屠尔 康等译 ,

中 国 对外 翻译 出 版公司 2 0 0 3 年 版 , 第 4 0 6 页 。

③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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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发生 了重大变化 ： 歌颂民族英雄 、 争取民族独立成为 口头文学的
一

个

主题 , 如几内亚流传的关于萨摩利 ？ 杜尔在 1 9 世纪末叶领导武装 队伍 同

法国殖民主义者斗争的英勇故事和传奇人生的 《坎 比利史 诗 》 , 歌颂了行

伍出身并笃信伊斯兰教 的曼丁哥人萨摩利 ？ 杜尔 , 他不但 在 1 9 世纪末建

立西非最强大的国家乌阿苏鲁王 国 , 而且在西非海岸的高山峡谷中和法国

殖民远征军进行了 持续十多年的 长期抗 战 , 最后被俘 囚禁 而死 。 其遗言
“

与其活着受辱 , 不如死了更好
”

至今为国人传诵 , 其刚毅勇 敢 、 坚持独

立的精神被他的曾 外孙塞古 ？ 杜尔继承 。

黑非洲的现代文学 在反对西方殖 民主义残酷统治的 斗争 中 发展 ,
1 9

世纪末基本上结束了 口头文学阶段 , 经过 2 0 世纪上半期的觉醒探索过程 ,

四五十年代获得较大发展 。

？
其中用民族语言创作 的非洲 文学作品不容低

估 ： 黑非洲最早的长篇小说是用聪加语写的 《萨萨沃纳 》 , 最早的史诗是

用斯瓦希里语写的 《德国人同海岸人 民之间 的战争 》 , 最早 的剧本 是用马

尔加什语写的 《魔环 》
； 乌干达诗人奥考特 ？ 普 比泰克用罗 语写的 《拉维

诺之歌 》 英文译本一问世 , 即轰动西方 , 用斯瓦希里语创作的坦桑尼亚作

家夏巴尼 ？ 罗伯特被称为
“

东非的莎士比亚
”

。

② 这些伟大 的作品与作家 ,

成为非洲大陆走 向独立时期的精神号角 ,
迄今为非洲人 民所喜爱 。

( 责任编辑 ： 赵俊 )

① 孟昭毅 、 黎跃进编著 ： 《 简明 东方文学史 》
, 北京大学出 版社 2 0 0 5 年版 , 第 1 4 1 页 ＞

② 参见 《成功的文学 , 有希望的文 学——代译 序 》
,
载 ［美 ］ 伦纳德 ．

Ｓ． 克莱 因 主编 《 2 0

世纪非洲文学 ) )
, 李永彩译 , 北京语言出 版社 1 9 9 1 年版 , 第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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