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头传说在非洲史研究中 的地位和作用
＊

张忠祥

【提要 】 随着传统史学向
“

新史学
”

发展 ，
历 史研究发生 了深刻 的 变化 ，新 的理论和方法层 出不

穷 。 在此背景下 ，
口述史 学方兴未艾 。 由 于非 洲尤其是撒哈拉以 南非 洲文献资料的缺乏 ，

口 头传说

对非洲 历 史的研究有着特别 重要的 意义 。 非 洲 国 家独立后 ，
在非 洲本土历 史学 家的努力 下 ，

口 头传

说的价值得以重新发现 。 口头传说不仅是研究非 洲历 史的 重要资料 ，
而且提供 了 从 内部解读非 洲 的

钥匙 。 与 欧美 口述史研究的 重点放在社会史领域所不 同 ，非 洲 口 述史研究重点遍及政治 史 、 民族史

和文化史等领域 。 非洲 口 述史不 只是对文献档案历 史的拾遗补缺 ，
而是历 史研究 的主体 ， 并且 已经

成为非 洲 史研究 的亮点和特色 。

【关键词 】
口头传说 口述史 非 洲 史学

自 2 0 世纪初以来
，
随着传统史学向

“

新史学
”

发展 ，历史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新的研究理论

和方法层出不穷 。 在此背景下
，
口述史学 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 所谓 口述史学

，

“

又称口碑史学或

口头史学
，
是以 口述史料和 口述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学 。

”
？
由于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文

献资料的缺乏 ，
口述史料对非洲史的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非洲 的 口述史料保存在丰富的 口 头

传说之中 。 学术界 ，尤其是国内学术界对非洲 口头传说和非洲 口述史的研究还十分薄弱 。

② 本文主

要剖析非洲 口头传说的特点 ，论述其在非洲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

一

、非洲史研究的资料问题

非洲史研究最常见的问题是资料短缺 ，
尤其缺乏档案资料和其他书面文献 ，这种状况在撒哈拉

以南非洲更加明显 。 自 2 0 世纪中叶以来 ，历史研究手段的多样化 ，甚至是革命性的变化
，
给非洲史

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 。 时至今 日
，对非洲史研究有用的手段多种多样 ，简直是五花八门 。 托马斯

？

＊本文为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 目
“

2 0 世纪非洲史学与史学家研究
”


（ 1 4 ＡＳＳ 0 0 1

） 的阶段性成果 ，
并得到

“

上海市髙校一流学科 （
Ｂ

类 ）建设计划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规划项 目
”

的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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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尔列举了1 1 种与非洲历史研究相关的资料来源 ，
包括考古资料 ，

语言学资料 ，
口 头传说 ，生物学

资料 ，
艺术 、艺术史和视觉文化 、档案与文字资料 、人种学和人类学资料 、地理 、气候和环境学 、卫生 、

疾病 、饥荒和人口统计学 、历史绘画 、海外非洲人的资料 。
？ 又如

，

Ｊ． Ｈ
． 格林伯格运用语言学的研究

手段
，
对非洲大陆的语言进行了全面的分类和比较 ，从而解决了班图人起源地争论不休的公案 。 格

林伯格计算出班图语中 4 2％ 的词汇至今仍存在于西非各种语言 中 ， 由此推断 ，

“

班图人起源于尼 日

利亚和嗜麦隆的交界地区
＂

。

② 历史绘画包括岩画 ，
可以从 中找到文字资料缺乏记载的历史信息 。

有时 ，农作物的改变也会影响非洲历史发展的进程 ，
如 1 6 世纪高产农作物玉米从新大陆引进到非

洲 ，促使班图人口 的激增 ，是导致班图人大迁徙的主要原因之
一

。 当然 ，对非洲史研究而言 ，最常见

的资料来源主要有三类 ：考古资料 、书面文献和口头传说 。

非洲大陆历史悠久 ，
历史遗址和文物都十分丰富 。 在 2 0 世纪

，非洲考古取得重大进展 ， 肯尼亚

1 4 7 0 号人的发现和埃塞俄比亚人类老祖母
“

露西
”

的发现 ，证明了非洲是人类最早的起源地 。 考古

资料弥补了非洲书面文献的不足 。 英国学者巴兹尔
？

戴维逊依据 2 0 世纪非洲考古学成就 ， 从非洲

人本身的活动出发 ， 比较系统地还原了非洲 的悠久历史和古老文明 ，写成《古老非洲 的再发现 》
一书

，

涉及非洲重大文明 ，如麦罗埃文明 、古代西非文明 、东非斯瓦希里文明 、南部非洲 的大津巴布韦文明

等 。 该书
“

所讲的是在殖民统治时期开始以前 ，

一千五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内 ，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

和非洲人的情况
”

。

③

戴维 ？ 菲利普森的 《非洲考古》 比较全面地总结了
2 0 世纪 4 0 至 8 0 年代非洲考古取得的成就 。

④

安德鲁
？ 里德和保罗

？

莱恩主编的 《非洲历史考古》
⑤
着重论述了与非洲历史学相关的考古成就 ，包

括努比亚、斯瓦希里海岸 、萨赫勒地区 、尼 日 尔河流域 、津巴布韦 、大西洋奴隶贸易 、南非的工业等领

域的考古进展 。 此外 ，还有一些对非洲历史研究有帮助 的考古文献 ，
如安 ？ 斯塔勒主编的 《非洲考

古 ：批判性的介绍》 、苏珊 ？

凯希主编的 《超越酋邦 ： 通 向非洲复杂性的途径 》 、约瑟夫
？

乌格尔主编

的《前殖民时代非洲百科全书 ：考古 、历史 、语言 、文化和环境》和马丁
？ 豪尔的《非洲考古》 。

？

就书面文献而言 ，非洲存在不平衡性 。 北非和东北非地区书面文献比较丰富 ，西非和东非地区

次之
，南部非洲和中部非洲最缺乏 。 古埃及发明了象形文字

，
后来又有了僧侣体 、世俗体 ，这些文字

为埃及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献 。 埃塞俄比亚历史上也曾 留下丰富的文献资料 ， 该国
“

编写皇家编年

史的工作早在十三世纪就已开始 。 几乎每代君主 ， 即便在衰落时期
，
至少有一部或一部以上详尽记

录当时大事件的编年史 。 这个传统流传于整个十九世纪并延续到二十世纪
”

。

⑦

古代地中海沿岸的史学家和中世纪阿拉伯学者的著作中有相当部分涉及非洲的历史 。 西方
“

历

史学之父
”

希罗多德在 《历史》中保存了部分古埃及的历史 。 例如 ，关于胡夫大金字塔 ，希罗 多德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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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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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 0 万人造了 3 0 年 ，
光修筑石头通过的道路就用了 1 0 年时间 ，金字塔本身的建造用了

2 0 年 。

“

金

字塔是用磨光的石头 ，极其精确地砌筑成功的 。 每块石头 的长度都超过三十尺 。

”？成书于公元 1 世

纪的《红海回航记》保存了东非阿克苏姆王 国 的皁期历史 。

一些阿拉伯学者 ， 如马 苏第 、 白克里

（
1 0 2 9
—

1 0 9 4 年 ） 、伊德里西 、亚库特 、阿布
－

菲达 （
1 2 7 3
—

1 3 3 1 年 ） 、欧麦里 （ 1 3 0 1
－

1 3 4 9 年 ） 、伊本 ■

巴图塔 （
1 3 0 4
—

1 3 6 9 年 ） 和哈桑 ？

伊本
？ 穆罕默德 － 武扎恩等人的著作 ，

记载了公元 9 世纪至 1 5 世

纪左右的非洲历史 ’特别是西部和中部苏丹的历史 。

1 7 世纪西非重要的伊斯兰文化中心
——廷巴克图的史学家编写的 《苏丹史》和《法塔史》 ，不仅

记述了桑海帝国及其被摩洛哥人征服和统治的历史 ， 而且还涉及这
一

地区的早期历史 ， 包括古代加

纳帝国和马里帝国历史 中的重大事件 。 1 9 世纪末 2 0 世纪初 ，非洲知名 的历史著作有卡尔
？ 克里斯

琴 ？

赖因多夫的《黄金海岸和阿散蒂史》和塞缪尔
？ 约翰逊的 《约鲁巴人史》 。 Ｊ－Ｄ ． 费奇认为 ，

“

这

确实是两部很严肃的历史著作 。

”②比较著名的阿拉伯文献还有莫拉斯
？ 法里亚斯主编 的《马里共和

国中世纪阿拉伯铭文 ：金石学 、年代学和桑海
－ 图阿雷格历史》以及塞纳 ？ 汉拉塔的 《穆斯林历史 ，非

洲社会 ：非洲伊斯兰研究前沿》 （
2 0 0 5 年 ）等 。

③

非洲人也用自 己的语言文字撰写历史。 用斯瓦希里语撰写的《基尔瓦编年史》成书于 1 5 3 0 年左

右 ，现在能看到的是 1 8 7 7 年在桑给巴尔复写的 。 也有用 巴蒙文和瓦伊文写的历史资料 。 巴蒙文是

土生土长的非洲文字
，
流行于喀麦隆中部 ，

是一种象形文字与音节文字相结合的文字 。
2 0 世纪初期

，

巴蒙王国的国王尼奥亚 （ 1 8 8 5
—

1 9 3 1 年在位 ） 利用在 巴蒙人中早已存在的象形文字符号 ，发明 了一

套特殊的字母符号 。 最初共有 5 1 0 个字母符号
，
经过 4 次改革后

，
到 1 9 1 8 年定型时简化为 9 2 个字

符 。 尼奥亚国王曾用巴蒙文编写了一部名为《 巴蒙 的历史和习俗》的著作 ，并主持编写了 巴蒙传统的

医学处方 ，整理了
一

些民间文学作品 。 瓦伊文是穆穆卢
？ 杜韦拉

？

布克勒于 1 8 3 3 年前后发明 的 ，
它

流传于利 比里亚 、塞拉利昂境内的瓦伊族 ，
是一种以记事符号为基础的音节文字 。 到了 1 9 世纪末 ，

几乎所有的瓦伊族人都认识这种文字 ，用这种文字写私人信札和官方书信 、记账
，
记载习惯法 、谚语 、

故事等 。 邻近民族 ，如门德族 、托马族 （ 即洛马族 ） 、格尔泽族 （ 即克佩勒族 ） 和巴萨族 ，采用和改革了

瓦伊文 ，用于类似的 目 的 。
④ 在尼 日利亚南部伊格博人和相邻的喀麦隆埃克伊族居住地区 ，

流行的是

另一种图画文字
——

恩西比迪文 。 它于 1 9 世纪末才被外人知晓 。 当地居民主要用它记载秘密社团

的活动 ，并在寺庙中使用 。 这套文字由无数个简化了 的图画文字符号组成 。

此外 ，西方文献 、印度文献 、波斯文献 、中国文献都保留着大量非洲史的资料 。 1 4 1 5 年葡萄牙 占

领摩洛哥的休达城 ，标志着非洲开始进人被西方殖民的时代 ，
在长达五个多世纪的时间里 ，殖民主义

与非洲结下不解之缘 。 来 自西方的传教士、探险家 、商人 、殖民官员 、旅行家和移民等都曾 留下对非

洲的记载 。 自 1 6 世纪以来
，
欧洲人对非洲的文献记载

“

浩如烟海
， 即使是最重要的著作或作者 ，也无

法一一列举 。

”？从书写非洲的欧洲作者的 国籍来看 ，
1 6 世纪主要是葡萄牙人 ，

1 7 世纪多数是荷兰人、

① 希罗多德 ： 《历史》 ，王 以铸译 ，商务印书馆 2 0 0 1 年版 ，第 1 6 6 页 。

② Ｊ． 基 － 泽博主编 ： 《非洲通史 》第
一

卷 ，
第 2 0

—

2 8 页 。

③Ｐ． Ｆ ．ｄｅＭｏｒａｅｓ Ｆａｒｉａｓ
，
ｅｄ ．

，
Ａｒａｂｉｃ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Ｉｎｓｃｒｉｐ 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Ｒｅ

ｐ
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Ｍａｌｉ
：Ｅｐｉｇｒａｐｈｙ ，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ａｎｄＳ ｏｎｇｈａｙ
－Ｔｕａｒｅ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ｙ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 ｓ

，
2 0 0 4

；ＳｅａｎＨａｎｒａｔｔａ
，

“

Ｍｕ ｓｌｉｍＨｉｓｔ ｏｒｉｅｓ
，
Ａｆｎｃａｎ Ｓｏｃ ｉｅｔｉ ｅｓ

：
ｔｈ ｅＶｅｎｔｕｒｅ ｏｆＩｓｌａ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Ａｆｒ

ｉ
ｃａ

”

， Ｊｏｕｒｎ
ａ

ｌ

ｏｆＡｆｒｉｃａｎＨｉｓｔｏｒ
ｙ 

ｙＶｏｌ ．
 4 6 （ 2 0 0 5 ） ，

ｐｐ
．
 4 7 9 

－

 4 9 1 ．

④Ｄ．Ｄａｌｂ
ｙ ，

“

Ｓｕｒｖｅ
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

ｉｇ
ｅｎｏｕｓＳｃ ｒ

ｉｐ
ｔｓｏｆ ＬｉｂｅｒｉａａｎｄＳ

ｉ
ｅｒｒａ Ｌ ｅｏｎｅ

＂

 ，Ａｆｒｉ
ｃ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Ｖｏｌ

．
 8 （ 1 9 6 7 ） 

，ｐｐ
． 1

－

5 1 ．

⑤ Ｌ 赫尔贝克 ：

“

十五世纪 以来的文字资料
”

Ｊ． 基 － 泽博主编 ： 《非洲通史》第
一卷 ，第 9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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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和英国人 ，
1 8 世纪多数是英国人和法国人 ，

1 9 世纪多数是英国人 、德国人和法国人 。 关于非

洲历史的西方文献可以参考费奇的 《欧洲 出版文献中关于西非前殖民时代的原始资料导读》 、 亚当
？

琼斯和比特里克斯 ？

海因茨主编的 《 1 9 0 0 年前撒哈拉以南非洲欧洲文献资源 》等 。

？ 记载非洲历史

文献的还有中文文献
，
如 曾经四次陪同郑和下西洋的费信撰写了 《星槎胜览》

，
该书记载了东非城邦

的商业贸易 、居住环境 、 风土人情 、气候物产等情况 ，
成为研究东非 国家历史和 中非关系史的重要

材料 。

总的来看 ，非洲尽管有阿拉伯文 、豪萨文 、斯瓦希里文 、 阿姆哈拉文 、 瓦伊文 、 巴蒙文和富尔富

尔德文等文字的书面资料 ， 以及中文和西方文献资料 ，
但是就历史研究而言 ，

非洲 书面文献明显不

足 。 首先
，
分布不均

，
撒哈拉以南非洲

，
尤其是中南部非洲缺乏文字资料 。 其次 ， 文字不够普及

，

“

至今黑非洲绝大多数本地语言尚无相应的文字
，

在 1 0 0 0 多种本地语言中
，
只有 5 0 多种有文字或

正在形成文字 ，不及总数的 1／ 2 0

”

。

？ 再次 ，
记述非洲 的西方文献尽管很丰富 ，但其不足也是十分明

显的
，
西方文献涉及的时间是有限的 ，

主要涉及非洲近现代历史 ，
即便是非洲近现代史仅凭西方文

献也是不全面的 。 最后 ，黑人创造的文字时间普遍 比较短 ，
黑人 自 己创造的语言文字 ， 如瓦伊文 、

巴蒙文 、富尔富尔德文等
一

般只有一两百年的历史 。 因此 ，非洲缺乏系统的 、贯穿古今的编年史 。

非洲的历史记录除了书面文献和考古资料两个来源之外 ，
还有 口头传说 。

口头传说在很大程度

上是最直接 、最丰富和最真实的历史资料来源 。 正如
一

则非洲谚语所说 ：

“

老人的嘴气味难闻 ，
但所

说的却是金玉 良言 。

”＠对非洲历史研究而言 ，
口头传说非常宝贵 。

二 、非洲 口头传说的特点

非洲传统社会里 ，语言不仅是 日常的交流手段 ，
而且也是传承先人智慧的一种载体 。 口 头传说

就是通过语言 口口相传保存和传播非洲人民历代所创造和积累的精神生活的活宝库 。
口头传说首

先是一种资料 ，
它不仅是关于过去的资料

，
同时也是关于人们怎样不断解释它的叙述 。

口 头传说还

是
一

种 内部信息 ，它的涉及面远比
一

般有文字社会所保留的书面资料广泛得多 ，如关于人生观、迁徙

争斗 、对外部世界的描述 、本地人口或本集团各阶层的内部叙述等 。 加纳谚语说 ：

“

悠久的往事存留

在人们的耳朵里 。

”④口头传说从各个侧面反映了非洲人民的风俗文化和社会生活 。 鉴于撒哈拉以

南非洲的大多数民族迟至 1 9 世纪尚无 自 己的文字
，
口 头传说对其早期历史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

意义 。 正如研究 口头传说的学者 Ｊ． 范西纳所指 出的 ：

“

撒哈拉沙漠及其以南地区的非洲文化在很大

程度上属于 口头文化
， 即使像西非这样从 1 6 世纪 以来就存在文字的地区 ， 也属于 口 头文化

，
因为只

有很少数人会写字 ，
而且文字对于一个社会所关注的大事常常是没有多大作用的 。

” ⑤

非洲的 口头传说与世界上有些地方的 口 头传说相比不仅时间悠久 ，从古代
一直延续到今天 ；而

①Ｊ． Ｄ．Ｆａｇｅ
，

Ｇｕｉｄｅ ｔ
ｏＯｒ

ｉｇｉ
ｎａｌ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Ｐｒｅ－ｃｏｌｏｎ
ｉ
ａ ｌ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ｆｒｉ

ｃａ Ｐｕｂ ｌ
ｉ
ｓｈｅｄ 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

ｙ
ｏｆＷｉｓｃ ｏｎ ｓｉ ｎＰｒｅｓｓ

，

1 9 9 4
；

Ａｄａｍ Ｊｏｎｅ ｓａｎｄＢｅａｔｒ ｉｘＨｅｉｎ
ｔ ｚｅｅｄｓ ．

，

“

Ｅｕｒｏ
ｐ
ｅａｎ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ｏ ｒＳｕｂ －ＳａｈａｒａｎＡｆｒｉ ｃａｂｅｆｏ ｒｅ 1 9 0 0

”


，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Ｐａｉｄｅｕｍａ
ｔ
Ｖ 6ｉ  3 3

（
1 9 8 7 ）

．

② 李保平 ： 《非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 9 9 7 年版 ，第 8 4 页 。

③ Ｊ． 基 － 泽博 ：

“

总论
”

，

Ｊ． 基 － 泽博主编 ： 《非洲通史》第
一卷 ，第 5 页 。

④Ｋ？Ｄａａｋｕ
，

“

Ｈ ｉｓｔｏｒ
ｙ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ａ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 Ａｋａｎ
＂

，
ｓｅｅ Ｒ．Ｄｏｒｓｏｎ

，
ｅｄ

．

，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Ｈｉｓｔｏｒ
ｙ ，

1 9 1 3
， ｐ

． 4 2 ．

⑤ 简 ？ 范西纳
： 《 口头传说与方法论 》 ，载 Ｊ

． 基 － 泽博主编 ：《非洲通史》第
一卷

，第 1 4 2 页 。



3 8



史学理论研究


2 0 1 5 年第 2 期

且相较某些地方的 口头传说要丰富 ，涉及神话 、历史 、祷词 、 民谣 、故事以及谚语等 。 除此之外 ，
还具

有下列的特点 。

首先 ，非洲 口头传说有专门的传授者 。 与现代 口述史研究者运用现代录音手段访问亲历者有所

不同 的是 ，
非洲的 口头传说靠专职讲述者代代相传 。 这种历史的讲述者往往是一些声音嘶哑 、讲究

礼仪 、白发苍苍的老人 ，如同历史的活化石 。 在西非曼德人的传统社会里 ，
人们崇拜那些专司讲述往

事的长者 ，认为越是年长者
，
越是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讲述者 ，讲述的真实性也就越强 。

①

在西非的传统社会里 ，
口头传说的传承者被称作格里奥 （

Ｇｒｉｏｔ
） ，被看作非洲历史的活记忆 ，

是非

洲的最好证据 。 关于马里帝国开创者的史诗《松迪亚塔》 ，就是通过格里奥代代相传保存下来的 。 最

后一名格里奥名字叫杰里 ？ 马莫杜 ？ 库雅泰
，
他的母亲是宾杜

？

库雅泰 ，他的父亲是说唱艺术大师

杰里
？ 克迪安

？

库雅泰 。

“

从上古时代起 ，库雅泰家族就专门侍侯芒丁国的凯塔王公 ：我们是存放语

言的 口袋 ，在这个 口袋里藏着千年万载历史的秘密 ，
我们觉得说唱艺术并不玄妙 。 如果没有我们 ， 国

王的名字就会被忘记 ，
我们就是人类的记忆

；
我们用生动 的语言 ，把 国王的丰功伟绩传给后代 。

”＠在

班巴拉语中 ，格里奥被称作多马或索马即
“

博学之士
”

，或被称作多尼凯巴 即
“

知识制造者
”

。 在富拉

尼语中
，
他们依地区的不同而被称作锡拉蒂奎 ，

甘多或特基奥里克内
，
意思均为

“

博学之士
”

。 他们通

常具有惊人的记忆天赋 ，
也往往是传说所传下的过去事件或当代事件的案卷保管人 。

③ 尽管在非洲

传统社会里的名称不尽相同 ，但是 ，他们的职责是类似的 ，就是通过博学和非凡的记忆能力 ，将各 自

民族的历史代代相传。 因此
，
要写出一部完全属 于非洲的历史 ，

就必须依靠这些 口 头传说者不可或

缺的叙述 。

格里奥
一直存在到现代 。 莫洛姆

？

加奥洛是塞内加尔著名的 口传历史传承人 ，拥有塞内加尔全

部富拉尼人的谱系学知识 。 他有参加各大家族的每次洗礼或葬礼的习惯 ， 以记下生死情况 ，将其列

入记忆中 已汇辑的名单 。 莫洛姆
？

加奥洛终年 1 0 5 岁 ，大约在 1 9 6 8 年去世 。 他的儿子马马杜
？

加

奥洛住在马里
，
继承父业 。

？ 此外 ， 为了培养 口头传说的传承人 ，非洲 的
一

些地方还 出现了专门 的学

校 。 例如 ，

“

在马里和几内亚 ，几个世纪以来 ，
在凯拉 、基塔 、尼亚加索拉 、尼亚尼等地

一

直有真正的启

蒙学校
”

。

⑤

其次 ，
非洲 口头传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 在非洲传统社会里 ， 因 为没有文字 ，各民族的历史

只能通过 口头传说来保存 。 如在津巴布韦的 口头传说中 ，有大量的关于绍纳人的历史王朝
——马塔

帕王朝和制罗兹维王朝的资料 。

？
南非的 口头传说中 ，人们可以听到无数关于祖鲁英雄恰卡 、丁刚和

丁吉斯瓦约的故事与歌摇 。 口头传说也有比较完整的谱系
，
如 《松迪亚塔》开篇就说 ：

“

凯塔族的祖

先毕拉里 ？

布纳马是先知穆罕默德忠实仆人 。 毕拉里
？

布纳马共有七个儿子 ，
大儿子拉瓦罗从圣城

出发
，
定居在芒丁 国

；
拉瓦罗生下的儿子取名叫拉塔尔

？ 卡拉比 ，拉塔尔 ？ 卡拉比的儿子叫达马尔 ？

卡拉比
，
达马尔的儿子名 叫拉希拉杜

？

卡拉比
……

拉希拉杜
？ 卡拉比有两个儿子 ，

长子名 叫卡拉

①ＪａｎＶａｎｓｉｎ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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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吉 ？ 塔 ＿ 尼亚奈 ： 《松迪亚塔》 ，
李震环、 丁世中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 9 8 3 年版

，第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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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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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 ？ 朋巴
，次子叫卡拉比

？

多曼……卡拉比
？ 朋巴的儿子名叫马马迪 ？ 卡尼 ……马马迪 ．

卡尼生了

四个儿子 ： 卡尼
？

新朋 、卡尼诺果 ？ 新朋 、卡巴拉
？

新朋和新朋
． 巴马里 ． 塔诺果克林……后来 ，

巴

马里 ？

塔诺果克林的后裔继承了王位
；
他的儿子名叫 巴里 ？ 奈奈 ，孙子叫 贝洛 ， 曾孙叫贝 洛

？ 巴孔 ；

贝洛 ？ 巴孔的儿子叫马汗
？ 孔 ？ 法塔 。 马汗

？ 孔 ？

法塔是伟大的松迪亚塔的父亲 。

”？可见 ， 《松迪

亚塔 》追溯 了主人翁之上的 1 4 代祖先 ，展示了
一

段比较完整的谱系 。

口头传说是非洲史研究的重要的资料来源 ，
有时也是唯一的可直接利用的史料 。 例如 ， 刚果的

姆博奇人 ，只有靠 口头传说才能在时间和空间上重现他们各个酋邦的历史 。 口头传说还能解决文字

记载无能为力的问题。 编年史学家德拉波特于 1 7 5 3 年和普罗亚特于 1 7 7 6 年都记载说 ，在中非西部

的洛安加王 国 ，历代国王分葬于两处墓地 ，

一处在卢布 ， 另一处在勒万吉里 。 至于分葬的时间和原

因
，
至今所知的文字记载都没有谈到 。

“

只有今天维利人的 口头传说解释了这个分葬现象。 由于马

卢安戈王朝和勒万吉里的人民之间发生了激烈争执 ， 当时的国王和王公不得已决定改换墓地 。 就这

样
， 由于王室同王国

一

个富饶省份发生了冲突 ，
放弃了勒万吉里墓地 ，

改葬在卢布的墓地 。

”
＜ 2 ）

在这件

事情上 ，
口头传说弥补 了文字记载之不足 。

最后
，力求真实 。 在兰克学派影响下 ，

通常只承认档案材料是历史研究唯
一可靠资料的西方学

者认为
，
非洲 口头传说经过历代讲述者的 口 口相传 ，其真实性值得怀疑 。 默多克的观点有

一

定的代

表性 。 他说 ，非洲
“

当地的 口头传说完全不可靠
”

。

？ 研究非洲 口述史的简 ？ 范西纳也表现出 比较慎

重的态度 ，
认为要使 口头传说成为可靠资料

，
就必须进行批评性的把握 。

④

事实上 ，非洲 口 头传说并非无稽之谈 ， 因为据实叙述历史是格里奥的职责道德 。 如 《松迪亚

塔》的传授者所言 ：

“

我的语言是纯洁的 ，
在里面找不到 丝毫谎言杂质 ，

这是我父亲 的语言 ，也是

我祖父的语言 。 我要把我从父亲那里听到 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你们 ； 国王的格里奧从不说谎 。

”⑤

英国非洲史学者巴兹尔
？

戴维逊认为非洲 口头传说是真实可信的 。 1 9 世纪末 2 0 世纪初
一

个名

叫托尔戴的 比利时人沿着刚果河大西洋 出海 口 溯流而上 ，来到非洲密林的中心布雄哥人的地

方 ， 听当地长老讲述他们的 口头传说 。 长老侃侃道来 ，从从容容地列举了 1 2 0 个国 王的名字 ，

一

直追溯到了雄才大略缔造 国家的神王 。 当讲到第 9 8 位 国王包 ？ 卡马 ？ 包曼恰拉时 ， 长老说 ， 在

他执政期间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 只是某天 中午时分 ， 太阳没有 了
，
顷刻间一片漆黑 。 过

了好几个月 ，
托尔戴清楚査到 1 6 8 0 年 3 月 3 0 日 发生过

一

次 日全蚀
，

正好就在布雄哥上空 。

“

托

尔戴的成就揭示 了
，

在有文献记载 以前 的许 多世纪
——

‘

原史
’

世纪
——非洲 巳有 历史是可

能的 。

”⑥

如实地讲述 口头传说不仅是格里奥的基本道德
，
也是有行业禁忌及规范的 。 对于

一个非洲传统

社会的格里奥或者多马 ，无论知名与否 ，都必须比其他人更尊重事实 。 因为
，
对于他们 ，

说谎不仅是

道德上的污点 ，而且违背礼仪禁令 ，
因而有碍完成 自 己的任务 。 所以 ，要成为一位受人崇敬的博学之

士
，成为一名真正的格里奧或者多马 ，

首先就是如实地 口述历史 。 这样的格里奥 ，
人们会称赞他是一

① 吉 ？ 塔 ？ 尼亚奈 ： 《松迪亚塔 》 ，李震环 、丁世中译 ，
上海译文 出版社 1 9 8 3 年版 ，

第 4
￣ 6 页 。

② Ｔ ． 奥邦加 ：

“

非洲史研究中所使用的资料和专门技术概述
”

 ，
Ｊ． 基 － 泽博主编 ： 《非洲通史 》第

一

卷 ，第 5 8 页 。

③Ｇ．
Ｐ ．Ｍｕｒｄｏｃｋ

，Ａｆｒｉ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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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Ｊ． 基 －泽博主编 非洲通史 》第
一

卷 ，第 4 4 页 。

⑤ 吉 ？ 塔 ■ 尼亚奈 ： 《松迪亚塔》
，
李震环 、丁世中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 9 8 3 年版 ，第 2 页 。

⑥ 巴兹尔 ＿ 戴维逊 ： 《古老非洲 的再发现》
，
屠尔康 、葛佶译

，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1 9 8 5 年版 ，第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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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史学理论研究


2 0 1 5 年第 2 期

个
“

马阿
”

（ 即
一

个完人 ．

） 。 与此同时 ，经受传统熏陶的非洲人 ，

“

对一位传统主义者
——

多马的话 ，
连

做梦也不会怀疑其真实性 ，特别是在传授从祖辈继承下来的知识时更是如此
”

。

？

三 、非洲 口头传说的再发现

非洲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 口头传说。 但是 ，长期以来各种荒诞的说法和偏见使得外界无法

了解非洲的真实历史 。 人们把非洲各时期的社会看成没有历史的社会 。 直到 2 0 世纪最初几十年

里 ，还有许多学者未能摆脱若干先入之见 ，
认为由于缺乏书面材料和文件 ，

无法对非洲社会进行科学

研究 。 牛津大学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休 ？

特雷沃尔 － 罗珀说 ：

“

可能在将来会有非洲历史可以讲授 ’

但目前还没有
，
只有在非洲的欧洲人的历史 。 其余是一团漆黑……而黑暗不是历史的题材 。

” ？
1 9 世

纪以来的实证主义史学对档案资料十分看重 。 在欧洲传统史学家看来
，
口头传说只是神话和童谣

，

根本不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材料 。 这种状况在非洲的一些国家独立后有 了很大改变 ，
人们重新认识到

口 头传说的价值 ，
把它广泛运用到非洲历史研究中去 。 原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马杜

－ 马赫塔尔 ？ 姆

博说 ：

“

口 头传说 ，长期以来它一直被人轻视 ，现在却成了了解非洲历史极其有价值的工具 ，使人们有

可能追溯非洲不同民族在空间和时间两方面的活动 ，从内部了解非洲对世界的看法 ，真正领会这个

大陆文化和制度所根据的准则的独有特征 。

”③

非洲 口头传说的再发现 ，兼具内 因和外因 。 从内 因角度来看 ，
重视非洲 口头传说是非洲民族主

义历史学派所追求的 目标之一 。 非洲 国家独立后 ， 迫切需要建立民族史学
，
消除殖民史学的影响 。

而 2 0 世纪非洲最有影响的史学流派是民族主义学派
，其中较为突出 的是尼 日 利亚的伊巴丹学派和

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学派 。

“

从非洲观点观察非洲
”

，
是伊巴丹学派的座右铭

，
也就是说要还非

洲历史的本来面貌 ，改变殖民史家从外部看非洲历史的偏颇做法 。 伊巴丹学派的创始人尼 日利亚历

史学家肯尼思
？

翁伍卡
． 戴克在其代表作《 1 8 3 0

—

1 8 8 5 年尼 日 尔三角洲的贸易和政治》
④
中就使用

了大量的 口述材料和文字记载 。 他的贡献在于承认 口述传统为历史研究的合法史料 。
1 9 6 5 年 ，

由戴

克教授主持的
“

伊巴丹历史
”

系列丛书开始出版 。 在
“

导言
”

中
，
戴克教授批判 了将文字档案等同于

历史的欧洲史学传统
，
批判了将非洲史写成在非洲的欧洲人的历史这

一

殖民史学传统 ， 明确地提出

要继承古代及 1 9 世纪以来的非洲史学传统 ，将 口头传说和多学科方法引入非洲史学 。

⑤
国际非洲学

会于 1 9 6 1 年召开的关于热带非洲史学家这
一

专题的达喀尔讨论会 ，
以及 1 9 6 5 年在达累斯萨拉姆召

开的关于非洲史新观点的讨论会
，
均主张采取新的研究方法 ，并特别强调了 口头传说作为非洲史资

料来源的独特作用 。

从外因来看 ，
非洲 口头传说重新受到重视

，
也有 国际学术背景 ，即与现代 口述史学的蓬勃发展有

关 。
1 9 4 8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口述历史研究 中心的创建 ，标志着现代 口述史学的诞生 。

1 9 6 6 年美

国 口述历史协会成立 ，创办 《 口述历史通讯》
，
后来更名为 《 口述历史评论》 。 口 述史学的兴起 ， 使之

① 九 哈姆帕特 ？ 巴 ：

“

逼真的传说
”


，
Ｊ

． 基 － 泽博主编 ： 《非洲通史》第
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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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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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史 、科学史 、劳工史 、社会史 、妇女史 、黑人史 、亚文化群体 、家庭史 、政治史和文化史等领域分

别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
不仅成为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和手段 ，而且成了

一个新的历史学分支 。 2 0

世纪 7 0 年代时任美国 口述历史协会主席的塞谬尔 ？

普罗克特由此宣称 ：

“

口述历史的时代已经来

临 。

”
（Ｄ西方学者开始在非洲史研究中注重对 口头传说资料的使用 ，如 《剑桥非洲史》关于马里帝国 1 3

世纪 2 0
—

3 0 年代历史的叙述
，

主要也是取材于《松迪亚塔 》提供的 口述史料。

？ 在欧美现代 口述史

学兴起之后
，作为 口述史学主要载体的口 头传说 自然不会继续被人贬低和忽视 ，它的价值亦被重新

发现。

2 0 世纪 6 0 年代之后 ，非洲的
一

些国家加强了对口头传说的保护 。 在马里共和国的凯拉村 ，就有

一些格里奥还保存着凯塔王室的 口头传说。 每过 7 年 ， 凯拉村的迪亚巴特氏族都要举行一次重建
“

卡加巴的卡马布隆
”

（茅屋礼堂 ） 的仪式。 他们在这种节庆典礼上 ， 总要回顾松迪亚塔的事迹和马

里帝国起源的故事 。 基塔是 口头传说的另一个传授中心 。 当地的格里奥家族的成员马萨 ？ 马坎
？

迪亚巴特已经把有关他那著名的叔父凯勒 ？

蒙松业绩的传说收集和记述下来 。 在几内亚境内有两

处 口头传说传授中心 ，

一

处是尼扬当河畔的法达马 ， 由孔戴族的格里奥主持 ；
另一处是杰利 巴科罗 。

在尼亚尼也可以收集到 口头传说 ，而当地的凯塔村则正好坐落在几内亚古都的遗址上 。 在塞内 冈 比

亚 ， 由格里奥传授历史 ，
除了传颂松迪亚塔的传奇故事外 ，还十分重视宣扬他手下名将蒂拉马汉 ？ 特

拉奥雷的事迹 。 正是这位名将征服了这一地区 ，
因而被认为是冈比亚河与里奧格兰德河之间的加布

王国的缔造者 。

③ 在塞内加尔有桑戈尔基金会卡布 口 头传说研究会 ，专 门从事 口 头传说的收集和

研究 。

四 、 口头传说与非洲史研究

非洲 口述史的研究起步比较早 ， 当伊巴丹学派将 口头传说作为主要资料来研究非洲历史的时

候 ，现代 口述史学刚刚在美国兴起。 非洲 口述史与现代 口述史学既有联系
，
又有区别 。

口述史是非

洲史学的传统 ，
口述史研究对非洲历史研究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发扬与用好这

一传统 。 而对于欧美

学术界而言 ，
口述史则属于新史学

，
甚至主要是

一

种社会生活史 、劳动人民的历史或者是对正史的补

遗 。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教授保罗 ． 汤普森认为 ，
口述史促使历史研究从

“

自上而下
”

的精英史研究转

向 了
“

自下而上
”

的平民史研究 ，
口述史用人民 自 己 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了人民 。 其在展示过去的同

时 ，也帮人民 自 己动手去建构 自 己 的未来 。
④ 在研究方法上 ，欧美现代 口述史主要利用现代的录音设

备 ，对事件的亲历者进行采访。 美国学者多纳尔德
？

里奇认为 ：

“

口述历史就是通过录音访谈来收集

口头 回忆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个人评论 。

”？而对于非洲人来说 ，
口 述的历史不仅是过去的积淀 ，

而且

是
“

现在与将来之躯体的活生生的气息
”

。

？ 在非洲传统社会里 ，
口述史是有生命气息的 、活生生的 ，

不仅包含丰富的历史信息 ，而且也是共同体的精神家园 ， 如果把它记录下来 ，刻板化了 ，那它就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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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3
，
Ｃａｍｂｒｉｄ

ｇ
ｅＵｎｉｖ ｅｒｓｉ ｔ

ｙ
Ｐｒｅｓｓ

，
 1 9 7 7

， ｐｐ
． 3 7 7 

－

3 7 8 ．

③ Ｄ． Ｔ ． 尼昂主编 ： 《非洲通史》第四卷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 9 9 2 年版 ，第 1 0 5 页

，
注释 2 8 。

④ 保罗 ？ 汤普森 ： 《过去的声音 ：
口述史》 ，覃方明 、渠东 、 张旅平译 ，

辽宁教育出版社 2 0 0 0 年版 ，第 3 2 7 页 。

⑤Ｄ ｏｎａｌｄＡ． Ｒｉｔ
ｃｈ

ｉｅ
：Ｄｏｉｎｇ 

ＯｒａｌＨｉ
ｓ
ｔｏｒｙ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 

1 9 9 5
，ｐ

． 1 ．

⑥Ａｙｅｌｅ Ｂｅｋｅｒｉｅ
，


＂

Ｔｈｅ Ａｎｃ
ｉ
ｅｎ

ｔ
Ａ＆

ｉ
ｃａｎＰａｓ

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Ｆ
ｉ
ｅｌ ｄｏｆ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

ｔ
ｕｄｉｅｓ

＂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ＢｌａｃｋＳｔｕｄ
ｉ
ｅｓ

， 

ＶｏＬ 3 7 （ 2 0 0 7
） ’ｐｐ

．
 4 4 5 

－

4 6 0 ．



4 2



史学理论研究


2 0 1 5 年第 2 期

了生命力 。

口头传说不仅是研究非洲历史的重要资料 ，
而且提供了从内部解读非洲的钥匙 。 非洲 国家独立

后 ，在本土历史学家的推动下 ，
口头传说广泛地运用到非洲历史研究之中 ，

取得了 比较明显的成就 ，

具体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

首先 ，非洲学者利用丰富的 口头传说资源
，
弥补 了档案和文字资料的不足 ，

与国际学者
一道

，
完

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8 卷本 《非洲通史 》 的撰写 。 《非洲通史》共有 3 9 名编委 ，其中 2 ／ 3 是非洲

学者
，
而且分卷主编主要是非洲学者 。 例如 ，第

一

卷主编是上沃尔特 （今布基纳法索 ）
的基 － 泽博

，
第

二卷主编是埃及的考古学家 Ｇ ． 莫赫塔尔 ，第三卷主编是摩洛哥的学者埃尔
．

法西 ，第四卷主编是塞

内加尔的 Ｄ ．Ｔ． 尼昂
，
第五卷主编是肯尼亚的奥戈特 ，第六卷主编是尼 日 利亚的阿贾伊 ，第七卷主编

是加纳的阿杜 ？ 博亨 ，第八卷主编是肯尼亚的马兹鲁伊 。 如果不收集和利用非洲丰富的 口头传说资

料
，要想撰写一部非洲通史简直是不可能的 。 所以 ， 《非洲通史》 的编委和作者都十分清楚 口 头传说

对重构非洲历史尤其是古代史的作用和意义 。 在编辑八卷本《非洲通史》 的第
一

阶段 ， 即从 1 9 6 5 年

到 1 9 6 9 年的收集资料和制订工作计划的阶段 ，他们便着手收集 口头传说 ，建立 口头传说的区域文件

中心 。 其重要性正如 Ｔ． 奥邦加所言 ：

“

非洲的 口 头传说比起其他任何地方的 ，都更是史学家基本材

料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它大大扩大了材料来源的范围 。 写非洲史的时候不能再像过去那样
，
把

口 头传说反映的时代呼声排斥在历史研究之外 。

”
？

《非洲通史 》在论述撒哈拉以南非洲历史的时候 ，大量运用 了 口 头传说 。 例如 ，
在《非洲通史》

第四卷的第 6 章至第 1 0 章中 ，
非洲史学家在研究马里 、桑海和加涅姆 －博尔努诸国 ，

以及位于尼 日

尔河湾内的莫西和达贡 巴等王国 的历史时 ，
尽可能地运用了 口述史资料 。 口头传说帮助历史学家

复原了公元 1 1 世纪至 1 3 世纪的西非历史 。 通过对口 头传说的研究 ， 非洲学者了解到 ，在加纳衰落

和马里崛起期间有一个索索族统治的时期 。 索索族是由索宁克
－ 曼丁哥人分裂出来的集团 ，

他们

反叛伊斯兰教
，

一

度统治了 曾经由卡雅
？

马汉统治的地方。 1 3 2 5 年 ，松迪亚塔 ．

凯塔在著名 的基

里纳 战役中打败了索索族国王苏曼古鲁 ，建立了新曼丁哥帝国 （ 即马里帝 国 ） 。 事实上 ，
从 1 0 7 6 年

前后阿尔莫拉维德王朝 占领昆比 ，到 1 2 3 5 年松迪亚塔取得军事胜利和建立马里帝国 ，这段时期关

于西苏丹的文字资料寥寥无几 。 非洲学者能够重构 1 1 世纪至 1 3 世纪 的西苏丹历史 ，
完全得益于

当地丰富的 口头传说。 曼丁哥地区 ，包括康加 巴 附近的凯拉在内 ，
有许多 口头传说传授中心 （ 或

“

学校
”

） 。 由迪亚巴特氏族的
“

格里奥
”

们主持的有 ：尼亚加索拉 、杰利巴科罗 、凯塔和法达马……

这些
“

语言大师
”

们所传授的是马里历史那丰富多彩的变形 ，而且全都汇集于松迪亚塔个人的传说

故事 。

②

其次 ，利用 口头传说研究地区国别史和 民族史 。 在口头文化的社会里 ， 历史存在于集体记忆之

中
，并被忠实地保存着 。 研究马里 口头传说的专家 Ａ ． 哈姆帕特

？ 巴在纯 口头传说基础上设法收集

各种资料 ，写出 了 《十八世纪马西纳富拉尼帝国史》 。 作者属于当地统治者提德雅尼家族 ，从童年起

便具有听取和记忆各种传说的理想条件 。 作者父亲的 邸宅里总是宾朋满座 ， 日夜都有大型集会 。

作者在幼年时就认识了讲富尔富尔德语的故事讲述人 、谱系学家和史学家科莱尔 ， 跟随他周游各

地 ，知晓了许多故事和传说 。 成年后 ， 作者开始系统地收集材料。 首先全部记录各种传说 ；其次 ，

① Ｔ ． 奥邦加 ：

“

非洲史研究中所使用的资料和专门技术概述
”


，
Ｊ． 基 － 泽博主编 ： 《非洲通史》第

一卷
，第 5 8

—

5 9 页 。

② Ｄ． Ｔ． 尼昂
：

“

马里和第二次曼丁哥人的扩张
”

，

Ｄ ． Ｔ ． 尼 昂主编 ： 《非洲通史》第四卷 ，第 9 6
—

1 0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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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马西纳克人的传说同图库勒人或其他有关种族人的传说加 以 比较 ，整个过程历时 1 5 年 。 收集材

料意味着旅行
，
作者从富塔贾隆 （ 塞内加尔 ）旅行至卡诺 （ 尼 日 利亚 ） ，走过塞古

？ 阿马杜和哈吉 ？

奥马尔当年旅行过的全部路线
，
记录了至少一千人讲述的传说 。

？
 1 9 6 0 年底 ，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

教授 Ｊ． 德维斯 、
Ｄ ． 罗伯特和 Ｓ

． 罗伯特对加纳王 国的城池泰格达乌斯特进行了挖掘 。 他们综合利用

了当地的 口头传说 、 中世纪的阿拉伯编年史和考古技术 ，复原了这
一地区的古代历史 ，

“

就这样 ， 非洲

史上一段很少为人所知的时期 （七世纪到十三世纪 ）
又人了档案了

＂

。
② 肯尼亚独立后第

一代史学家

奥戈特在他的博士论文《南部卢奥族的历史》中几乎完全依靠了 口头传说 ，撰写出
一

部肯尼亚卢奥族

的历史 。

③

最后
，
非洲 口述史的新发展 。 非洲 口 述史除了重新建构整个大陆的历史 ，或是某个国家和 民族

的历史之外 ，也开始向研究某个特定区域的历史包括社会生活史 、疾病问题等延伸 。 如简
？ 本德 ？

谢特勒在《 口 头记忆在 口传中的断裂 ：西塞伦盖地群落区域环境的变化 （
1 8 5 0
—

1 8 9 5
） 》
一

文中
，
利用

口 头传说聚焦坦桑尼亚西塞伦盖地地区的历史研究 。

④ 查尔斯 ？ 凡 ？ 奥塞伦在 《我的种子 ：卡斯梅

纳的生活
，

一

个南非佃农 ，
1 8 9 4
—

1 9 8 5 》的传记中 ，近 5 0 0 页篇幅是根据对 6 6 位受访者 、几十个受访

者的家庭成员和白人雇主的采访而写成的 。
⑤ 杰拉德

？

奥本海姆和罗纳德
？

贝耶的 《破碎的梦？ 南

非艾滋病 口述史》则是利用 口述史研究了疾病史问题 。

⑥

结 语

总的来看 ，
口头传说成了非洲得天独厚的史料资源 。 世界上没有任何

一

个地方的 口头传说有非

洲这样丰富 。 非洲 国家独立后 ，
本土史学家重新发现 口头传说的价值 ，

把它广泛运用到非洲历史研

究中去 ，从而推动了非洲 口述史学的发展 。 非洲 口头传说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是其他地方所无法比

拟的 ，这由非洲历史研究的资料现状所决定 。 如果没有 口头传说的支撑 ，非洲古代历史和
一

些非洲

国家民族的历史将无法知晓 。 因此
，

口述史在非洲史研究中不仅仅是拾遗补缺 ，而是必不可少的主

体。 欧美口述史研究的重点是在社会史领域 ，例如农村史 、城市史 、妇女史 、家庭史 、企业史和个人传

记等 ，
而非洲 口述史的研究重点是政治史 、民族史 、经济史和文化史等 ， 已经成为非洲历史研究的亮

点和特色 。 在非洲史研究中 ，
口 头传说从原先被忽视到现在被重视 ， 以至形成

一

种新的传统 ，
研究非

洲历史如果不收集和使用 口头传说 ，那是缺乏权威的 。

当然 ，对待非洲 口头传说也应持有客观的态度 。 非洲 口头传说既包含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 ，也

存在许多为了语言勻称和华丽所使用的辞藻 ， 为了在形式上修饰遥远的过去所编选的套话 ，甚至还

有为尊者讳等原因而产生的非事实 。 有时 ，
为夸大某个有魅力的君主的杰出 业绩 ，低估了其他人的

① Ａ ． 哈姆帕特 ？ 巴 ：

“

逼真的传说
”

Ｊ． 基 － 泽博主编

？

： 《非洲通史》第一卷
，
第 1 4 4

一

1 4 6 页 。

② Ｔ ． 奥邦加 ：

“

非洲史研究中所使用的资料和专门技术概述
”

， Ｊ
． 基 －泽博主编 ： 《非洲通史》第

一

卷 ，第 5 8 页。

③Ｃｈｒｉｓｔｏ
ｐ
ｈｅｒＦ

ｙ
ｆｅ ， ｅｄ ．

 ’
Ａｆｒｉｃ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ｉｎｃｅ 1 9 4 5

，
Ｌｏｎ ｇｍａｎ ， 

1 9 7 6
，ｐ

．  1 9 ．

④Ｊ ａｎＢｅｎｄｅｒＳｈｅｔｌｅ ｒ
，

“

Ｉｎｔｅ ｒｐｒｅｔｉｎｇＲｕｐｔｕｒｅｉｎＯｒａｌＭｅｍｏ ｒｙ 

：Ｔｈｅ Ｒｅｇ ｉｏｎａｌＣ ｏｎｔｅ ｘｔｆｏｒＣｈａｎｇｅ ｓ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ｅｒｅｎｇｅｔｉＡｇｅ Ｏｉ＾
ａｎ

ｉ
ｚａｔｉｏｎ

，

1 8 5 0 
－

1 8 9 5 

“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Ｙｏｉ 4 4 （ 2 0 0 3

） ， ｐｐ
．
 3 8 5

－

 4 1 2 ．

⑤Ｃｈａｒｌｅ ｓｖａｎＯｎｓｅ ｌ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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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9 4 

－

1 9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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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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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 口头传说列举历代国王姓名 ，
有时带着强烈的伦理道德色彩 。 海尼奇发现 ，

亡国之君不在其

中
，
因他使民族受辱 ；

篡权之君不在其中 ，
因他不被承认合法 。

？ 所以
，在利用 口头传说的时候 ，

必须

熟悉当地的文化背景
，
了解非洲人民的生活方式 、思考方式和价值观念 ，

必须对收集到的 口 头传说去

粗取精 、去伪存真 。 最好收集来源不同 的传说进行比较 ，如果可能的话应将各个敌对集团的 口 述史

互相印证
，
以此提高资料准确性 ，

如在利用曼丁哥人的 口头传说时若能与班巴拉和富拉尼人的 口头

传说进行比较和印证 ，资料的可靠性就会进
一

步加强 。

非洲 口 头传说属于传统文化 ，
在非洲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样面临着新的挑战 。 非洲传统社会里原

先靠传授 口 述历史而存在的专业人士 即格里奥正在消失 。 他们 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靠传述口头传

说为生 ，被迫改行从事其他工作 。 与此同时
，
非洲国家独立后 ，其教育事业的发展 、识字率不断提髙 ，

使得口头传说的文化氛围发生了很大变化 。 事实上
，
今天非洲国家的历史不再是仅仅通过口头传说

来保存了 。 非洲传统意义上的 口头传说正在消失 。 正因如此 ，非洲许多国家在独立后努力收集和整

理口 头传说 ，并用文字将其保存下来 。 但是
，
文字保持下来的 口头传说就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 口

头传说 ’ 因为它缺乏格里奥 口头版的生命气息 。 所以 ，如何抢救和保存非洲 口 头传说也是非洲史研

究面临的非常紧迫的挑战 。

（作者张忠祥 ，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 中心教授 ；邮编 ：

2 0 0 2 3 4
）

（ 责任编辑 ：景德祥 ）

（ 责任校对 ：王旭东 ）

《论历史》

艾瑞克 ？ 霍布斯鲍姆著 ，
黄煜文译 ， 中信 出 版社 2 0 1 5 年版 。 该 书 讨论 的 主要 内 容分为 三

部分 。

一是社会与 政治 两方面对于历 史 的运用 与 滥用 ， 历 史 学对于其他 学科特 别 是社会科 学

来说其价值何在 。
二是历 史 学家 与 其他研 究过 去 的人彼 此之 间 的关 系 ，包括调 查各种 历 史 的

Ｉ

； 趋势 与 潮 流并予 以批判评估 。 三是每个历史 学 家都该关 心 的 中心 问 题 ，
以及解决问 题 的 最有

；

效方 式 。

？

① 高峥 ： 《非洲 口头传说的史实分析刍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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