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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钦道尔吉]关于《江格尔》的形成与发展

  作者：仁钦道尔吉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1-05-16 | 点击数：5976

 

 

《江格尔》的形成过程类似于荷马史诗和印度两大史诗，最初是零散的口头传说和诗篇，经过数百年来民间演唱艺人的加工整理和润色，才

形成为长篇史诗。学术界认为，《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形成前，几百年间，有关特洛伊战争的零散传说和史诗篇章靠着古希腊乐师的背诵

流传下来，约于公元前9—8世纪盲诗人荷马根据那些零散的篇章整理成两部史诗。荷马是口头整理的，约公元前6世纪开始出现了一些繁简不同

的抄本，史诗的内容和形式基本上固定下来了。同样，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起初也是口头流传，最早的部分产生于公元前

4—3世纪，最后成书却在公元以后。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到底怎样形成，没有人做过系统的考证。但有的学者提出了一些看法。如俄罗斯

的卡尔梅克学者阿·科契克夫认为：“起初有过一个人的传说，也有过一个人的故事”，“可能是很早以前有过关于孤儿江格尔一个人的故事”。

他的依据是朔尔、雅库特等西伯利亚突厥民族都有一个孤儿的史诗，卡尔梅克人有关于绰罗斯部起源的传说。这种一个人的传说同基督教关于亚

当的传说一样，都是以古老的初人概念为基础的［①］。蒙古国学者娜仁托娅也认为，可能有过反映江格尔与蟒古思（恶魔）斗争的传说，这一

传说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史诗。笔者曾考证过《江格尔》与蒙古族卫拉特人的传说和古老史诗的传承问题［②］。在此做个补充和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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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口头诗人们运用各种各样的古老蒙古及世界性的神话传说材料，使《江格尔》逐步丰富和发展成为神话浪漫主义色彩的长篇英雄史诗。

诸如孤儿灭蟒古思的传说。孤儿成汗王的传说、神箭手传说、巨人传说、飞毛腿传说、举山大力士传说、三仙女传说、天鹅姑娘传说、化作美女

的妖精传说、黄铜嘴黄羊腿妖婆传说、下界寻人传说、地下库克达尔罕（青铁匠）的传说、驯养野生动物的文化英雄传说等等，在《江格尔》的

不同诗篇中出现。史诗的主人公江格尔和雄狮勇士萨布尔都是孤儿。江格尔刚刚两岁，蟒古思袭击他的国土，其父乌宗·阿拉达尔汗夫妇被杀害，

江格尔成为孤儿。从三岁起，江格尔跨上阿兰扎骏马，先后征服了多种蟒古思和舒姆那斯（妖精）。孤儿江格尔刚刚七岁，英名传遍四方，被推

举为宝木巴国的可汗。塑造这一形象时，民间艺人们运用了传统的孤儿灭魔传说和孤儿成汗王的传说，把二者有机地结合在同一人物身上。在蒙

古族民间，尤其是在卫拉特人中有多种神奇的孤儿传说。如卫拉特故事《孤儿灭蟒古思》［③］和史诗《孤独的努台》［④］描绘了孤儿报仇雪

恨，消灭杀害其父母的蟒古思的故事。在后者中说，曾有过一位巴彦，他有毛色不同的一批批马群，自己骑的是一头飞驰的白犍牛，他有一男一

女，女儿叫努台。15头蟒古思袭击、杀害了巴彦和他的白犍牛，烧毁了他的家，抢走了他的妻子和家畜。巴彦被杀害之前，让兄妹二人同骑一匹

高大铁青马逃走，他们二人受尽世间痛苦，经两代人的英勇斗争消灭了蟒古思。这个故事同卡尔梅克版本中所说的当敌人袭击时，童年江格尔和

洪古尔二人逃到深山密林中，后来向敌人报仇的情节有某种相似之处。此外，卫拉特英雄史诗《杭格勒库克巴托尔》、《北方孤独的伊尔盖》、

《那仁汗传》以及准噶尔或绰罗斯的贵族起源传说中都有孤儿成汗王的传说。《北方孤独的伊尔盖》［⑤］里，那仁汗骑着黑红马，在山林中狩

猎，他发现了一个婴儿。这个婴儿躺在柳树影子下，旁边猫头鹰在叫，身上披着桦树皮，吃着桦树枝上滴下的乳汁。给婴儿起名为北方孤独的伊

尔盖，人们以为这是汗霍尔穆斯达天神或山神赋予的婴儿。新疆一诗篇中说，勇士蒙根·西克锡力克在深山密林中发现了乌宗·阿拉达尔汗的孤

儿，是山神扶养的，将他带到家里收养，给他起名为江格尔。二者之间有相似之处。和这个传说有密切联系的是关于绰罗斯贵族传说。卫拉特文

献记载：“一位猎人在无人烟的森林中狩猎，捡到躺在一棵树下的一个婴儿，把他抚养长大了。那位男孩所在的树像个绰罗格（管嘴状），因此

给他起名为绰罗斯。树汁滴在婴儿的嘴里成为养料。在他附近除了猫头鹰外，未见其他动物。由此称他为以柳树为母，以猫头鹰为父的男孩。因

为有这种身世，以为他是上天之外甥儿，那些捡到他的人们在他长大后把他奉为诺颜（首领或官人）。他的子孙成为贵族，抚养他的民众作了他

的阿拉巴图（属民），他们成为准噶尔部”。［⑥］这些现象说明，相似情节的孤儿传说，以不同人物名字在卫拉特各部人中广为流传。卫拉特

人的孤儿传说与孤儿出身的江格尔可汗形象之间存在着源流关系。孤儿成汗王传说，在蒙古、突厥和藏族等整个中央亚细亚人中普遍存在着，

《史记》、《汉书》等一系列汉文史书和蒙古文献都记载了不同时代的变体。正如阿·科契克夫所说，这种孤儿传说与初人概念有渊源关系。 

《江格尔》里出现不少巨人、大力士、飞毛腿和神箭手母题。洪古尔的父亲蒙根·西克锡力克具有大力士和飞毛腿双重性格，史诗中描绘道：



“西克锡力克，洪古尔的父亲，万夫不当的大力士，他怀抱着一坛美酒，放在右膝上畅饮。这一坛酒，五百个勇士也抬不动。”史诗里又说，有

一次洪古尔与情敌马拉查干摔跤比赛，怕老人跑来较量。把蒙根·西克锡力克拴在大铁车上，五千名壮汉按住，不让老人上场。可是，当洪古尔处

境危急时，老人暴跳如雷，拉坏了大铁车，将五千名壮汉甩得远远的，跑进摔跤场，扭断了名将马拉查干的手脚。同时，蒙根·西克锡力克身上具

有飞毛腿形象的痕迹。史诗描绘道：“四面八方扬起尘土，江格尔的三十三名勇士，纷纷飞马来到，蒙根·西克锡力克老人，肩上扛着他们的东

西，跑在三十二名勇士中间。”另一处说：蒙根·西克锡力克老人，听到江格尔的长枪折断的消息，拄着檀香木的手仗，背着盛满美酒的巨坛，两

步迈过一个大盆地，一步迈过一个小盆地，来到战场上见到了洪古尔。阿·科契克夫指出，这个人物类似于卫拉特传说中的雅布干莫尔根（意为步

行神箭手）。他的原型是原始步行猎人（雅布干安格钦）。雅布干莫尔根集巨人、飞毛腿、神箭手于一身。他坐上十八架马车，马车陷到地里，

十八匹马一点也拉不动。他徒步行走，别人一天的路程，他迈一步就到，别人两天的路程，他迈两步就到。一只大凤凰遮住太阳，百姓见不到阳

光，他去一箭射中凤凰，怕它丢下来压倒百姓，只射丢了一根毛，那根毛也压塌了城墙。《江格尔》里有种种关于神箭手的描写，描绘勇士哈布

图温格道：“他的神弓利箭世间稀有，弓垫上雕刻着公绵羊和野羊，弓附上雕刻着搏斗中的虎熊，弓背用九十只公羊角捆成，箭杆有棱，雕着花

纹，箭尾的搭口是黄金。他的箭术高超出众，高耸入云的檀香树上拴一条黄线，他能把丝线射断”。《萨里亨·塔布嗄的婚事之部》里，萨里亨·

塔布嗄隐身变成秃头儿去参加争夺美女的射箭比赛：“小秃子手挽金弓，从黎明拽到正午才发射，箭尖喷射熊熊火光，箭尾喷出黑烟杂杂，它将

金针针眼射豁，落到图门河的源头，燃起一片野火”。［⑦］这些现象说明，《江格尔》里的巨人、大力士、飞毛腿、神箭手、天鹅姑娘和妖精

等母题来自蒙古族、汉族及世界各民族中普遍流传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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