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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文所“中国史诗学”学科建设成就显著

[ 作者 ] 塔娜 

[ 单位 ]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 摘要 ]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9月9日报道 近年来经过学院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史诗学”学科建设成就显著，并开始在国际学术

界产生影响。据介绍，以史诗作为研究对象的“史诗学”，在国际上有长久的学术传统。史诗是一种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文类，早期印

欧语系诸民族曾拥有规模可观的史诗演唱传统。在世界上的其它地区，也发掘出大量不同类型的史诗。我国的史诗学研究工作起步较晚，

这与我国丰富的史诗蕴藏形成了反差。在对我国的史诗研究中，可以归纳出我国史诗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第一，口头流传的活形态是我

国史诗的一大特征。第二，由于我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各民族的史诗表现出多元、多层次的文化史的特征。第三，我国各民族

史诗的类型具有多样性。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 关键词 ] 中国史诗学;学科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9月9日报道  “史诗学”在我国学术界是个人们还不十分熟悉的领域。但近年来经过学院学者的不懈努

力，“中国史诗学”学科建设成就显著，并开始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影响。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重点学科“中国史诗学”负责人朝戈金说，

史诗是一种古老的文学样式，在人类文化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因而得到普遍的重视。民间口传史诗不仅代表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艺术成

就，还为研究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和人类精神文化的演进历程提供了大量其他文献所不能替代的信息。每一部宏伟的民族史诗，都是一座

民间文化的宝库，是认识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还是“一个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一些史诗在形成文字的文本以前，曾作为口头艺术

长期流传。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本国本民族的史诗视作民族的精神和文化象征。据介绍，以史诗作为研究对象的“史诗学”，在国际上有

长久的学术传统。史诗是一种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文类，早期印欧语系诸民族曾拥有规模可观的史诗演唱传统。在世界上的其它地区，

也发掘出大量不同类型的史诗。一般认为，史诗的学术总结始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欧洲古典学在史诗研究领域里积累了深厚

的学术传统。欧洲18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19世纪民俗学的勃兴，都极大地推动了史诗研究的发展。进入20世纪，西方的史诗研究传统得

到了空前的发展，文艺学、美学、语文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的成就，为综合地研究史诗提供了有利条件。20世纪的西方史

诗研究，在几个方面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就地理分布和语言传统而言，印欧语系史诗的研究，是最为充分和细致的，学术发展脉络也最为

清晰。伴随着古典学一道发展起来的古希腊史诗研究，不仅学术传统悠久，积累丰富，而且能够不断从其他学科获得新的启发，持续推出

新的成果。与我国史诗关系紧密的中亚和突厥史诗研究，蒙古语族史诗研究，南亚史诗的研究成就斐然。与史诗相关的理论纷纷创立，如

“史诗法则”,“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等，不仅在史诗领域中得到广泛运用，而且对民俗学、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等都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朝戈金说，与国外的史诗学研究传统相比较，我国的史诗学研究工作起步较晚，这与我国丰富的史诗蕴藏形成了反差。在

对我国的史诗研究中，可以归纳出我国史诗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第一，口头流传的活形态是我国史诗的一大特征。虽然我国少数民族有

着悠久的史诗演唱传统，但由于缺少早期以文字记录下来的史诗文本，因此，我国史诗基本上是以口头方式流传于我国边远的少数民族当

中。第二，由于我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各民族的史诗表现出多元、多层次的文化史的特征。早期史诗与创世神话和原始信仰关

系紧密，关于氏族复仇、民族迁徙和征战的史诗又与英雄崇拜联系在一起，表现出英雄诗歌的特点。有些民族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仍然

不断有新的史诗产生。第三，我国各民族史诗的类型具有多样性。北方民族如蒙、藏、维、哈、柯等，以长篇英雄史诗见长，南方傣、

彝、苗、壮等民族的史诗多为中小型的古歌。我国少数民族著名的三大史诗《格萨（斯）尔》、《江格尔》、《玛纳斯》，结构宏伟，情

节曲折，内涵丰富，都是有几十万诗行的鸿篇巨制，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人类最伟大的史诗行列。我国各民族史诗传统形态多样，对于揭

示史诗形成和演化规律，对于把握史诗传承和变异规律，对于理解史诗传播和接受过程，对于阐释史诗在特定社会中的形态和功能，都提

供了得天独厚的前提条件。朝戈金指出，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史诗研究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该学科曾经在“六五”和“七五”



期间两次承担国家重点项目，完成并出版了我国三大史诗和南方史诗研究专著4部，“中国史诗研究”丛书7部，英文论文集两种，译著和

译丛多种，这些著作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较高评价。其中一些著作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奖，教育部优秀学术著作奖，学院优秀科研

成果奖和胡绳青年学术奖等重要奖项。“中国史诗学”研究作为民族文学所的长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又继续列入“八五”重点规划项目

和“九五”重点目标管理项目。一些新成果陆续在国际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该学科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围绕学科

建设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2003年成立了“口头传统研究中心”，在美国的《口头传统》季刊出版了“中国口头传统专辑”（英

文）；在《读书》杂志上开辟“口头传统专栏”；在荷兰皇家科学院的资助下，与荷兰莱顿大学合作完成《史诗与英雄》（英文、中文）

论文集的出版；承担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紧急委托项目“中国西部的文化多样性与族群认同：怎样保护沿丝绸之路的少数民族口头传

统”等。这些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史诗学术研究，提高了学科声望，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朝戈金说，目前，我国史诗学研究

的优势主要在于蕴藏丰厚，可以提供众多新的学科生长点；不足之处在于以往理论探索相对薄弱，学科规范尚需强化。“整体规划、分段

实施”是该学科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史诗“文本研究”和“类型学研究”等“中国史诗学”子课题已经启动，随后将进行田野

作业规程的建立、形态学研究、传播学研究、歌手研究和表演艺术研究等。该学科的发展目标就是通过长期建设，构筑“中国史诗学”理

论体系。“中国史诗学”重点学科的建设，恰逢我国开始重视“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的大好时机。民族文学

研究所以前所从事的有关工作，已经越来越显示出了多方面的意义。我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也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创造

的民族民间文化，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心理和精神特征的纽带，也是建设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基

础。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项重

要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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