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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珍草 ]当史诗遇见新时代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21-12-27  作者：丹珍草（杨霞）

　　随着世界文化多样性观念的深入，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重视，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格

萨（斯）尔》，《玛纳斯》，《江格尔》）已受世界关注。习近平总书记称“三大史诗”为“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19.9.27.)。在大力推动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格萨尔史诗通识读本：朝向地方性知识的现代

性阐释》（以下称《格萨尔通识读本》）出版，适逢其时。

　　《格萨尔通识读本》2020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得到“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统筹保护项目”“中国社会

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建设‘中国史诗学’项目” 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哲学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所长、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主席朝戈金研究员和著名藏族作家阿来为本书作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全国

《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诺布旺丹任主编。《格萨尔通识读本》由15位来自不同学科、不同身份的专家、学者、作家

就现当代语境下格萨尔史诗传承实践、理论成果以及史诗文化的多样性展开的有关个人的、历史的、文化的、理论的多重阐释与多视角

解读，是一部面向大众的普及性读物，旨在揭示英雄史诗的宏大叙事之于教化民众、参与民俗生活事象和艺术创新的精神文化价值，以

及史诗与特定时空中的当下日常生活实践相濡相融的联系，从而推动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和弘扬。

　　《格萨尔通识读本》是当代中国格萨尔史诗文化知识与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当口耳相传的民间说唱进入当代文化语境、审美取向

和情感结构时，格萨尔史诗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置身于当代历史进程中的英雄史诗、神秘的格萨尔艺人、丰富多样的格萨尔音乐、格

萨尔唐卡、格萨尔漫画、格萨尔书面文本、格萨尔藏戏、格萨尔石刻、格萨尔影视动漫等正在经历着怎样的传承与变异。《格萨尔》与

口头诗学，《格萨尔》与荷马史诗，《格萨尔》的跨文化语境传播，以及走向世界的格萨尔史诗其历史轨辙、现实遭际、地方知识、美

学品格、传承规律、实践方式、社会功能、文化意义等是如何通过迥异于传统的创新方式被大众所接受？更多人们希望了解和认识这部

伟大英雄史诗留下的文化遗产。

　　一、回味经典 传承文明

　　格萨尔史诗艺人在说唱这部伟大英雄史诗时，经常用三句话来概括史诗的宏大叙事：“上方天界遣使下凡，中间世上各种纷争，下

界地狱完成业果。” 格萨尔史诗是藏族民间诗歌的汇集，是集体记忆、本土知识、母语表达、民间习俗、宗教信仰和文化认同的重要载

体，带有鲜明的本土文化印记。是由于它并非狭义的文学，却又像种子一样可以生长或长入文学，它广泛地联系着乡土情调、民间心

理、民俗事项、民众信仰等民族历史的遗传。《格萨尔通识读本》对此都有多角度的精到解析。全书分三个部分：“回味经典”“流动

的艺术”“他山之石”。43万言。集格萨尔学界老、中、青三代学人的集体智慧，是一本融知识性、学术性、前沿性和通俗性为一体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识读本。这一专辑难得地具有了经验、理论、历史与美学的多重自觉，彼此说明，互为支撑。开放的编辑体例，丰

富的文类书写，视野开阔，文字优美，见解独特，从时间和空间的多维视野全面展示了格萨尔史诗文脉的演进过程，格萨尔史诗的基本

命题，现代性学术理念下的学术思潮、学科体系和话语方式，即“声音、文字、影像、超文本链接、云技术等，即便没有取代传统非遗

的存在方式和传播方式，也已经成为非遗传承和传播的新业态、新走向。能够大为便捷地接触到非遗，为人们的学习和欣赏、继承和发

展、改编和创新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朝戈金），让我们看到多元观点与丰富思想相互碰撞所产生的耀眼光芒。

　　格萨尔史诗在漫长历史传承中从未定型。现代生活的加速变迁以及文学场域和学科转型的变化，正在重新定义、拓展和丰富史诗研

究的边界。面对风格多样，带有鲜明时代意识和本土文化印记的现实图景，《格萨尔通识读本》突破学科壁垒，打通古今中外，将口头

传统，文学研究与历史、哲学、艺术、人类学、美学等相结合，追求整体性视野的多学科互涉研究，体现了格萨尔史诗文化本应具有的

宏大视野。

　　二、多声部交响诗

　　从口头传说到书面文本再到传承形式的多样化，格萨尔史诗的当代传承是对民族民间文化资源选择、判断和再创造的结果，是对史

诗所蕴含的民间文化精神的绵延传续，其传承与创新效应呈现出的开放姿态和丰富内涵，已然成为多民族现代文化艺术巨大的再生资

源。格萨尔史诗的当代传承已日益走向丰富与多样，几乎覆盖了各种艺术门类。在《格萨尔通识读本》第二部分“流动的艺术”中，读

者将会看到“诸多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以往研究成果进行了出色的梳理和呈现，其中体现跨学科多方法思想的篇什，由中青年学者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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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我们看到了学问的代际传承，看到了新锐的开拓创新。于是，一个既有资深学者铢积寸累的经验，又有青年学者革故鼎新的见地交

错叠加的成果，奏响了一曲多声部的交响诗。”如：“战神之裔：格萨尔史诗传承人”“王者风范：格萨尔史诗故事谱系”“格萨尔史

诗人文符号”“格萨尔史诗美学断想”“英雄史诗《格萨尔》的情采之美——一位作家眼中的《格萨尔》”“格萨尔口头史诗的音乐世

界”“格萨尔史诗当代传承——艺术形式的多向性：格萨尔石刻、藏戏、唐卡、文本、 漫画、影视…… 以及格萨尔酥油花、格萨尔音

乐剧、格萨尔水墨画、格萨尔动漫”……“格萨尔史诗造型艺术：视觉的神圣叙事”。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史诗研究者在世界各地形

形色色的当代社会里，发现了丰富的活形态史诗传统，它们既不是古典史诗，也不是西方史诗，在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中，活形

态的“故”事“新”编，无论是创造性转化或创新性发展，重构、改写或者创作，都使“活样态”格萨尔史诗呈现出耳目一新的新文化

样式。

　　《格萨尔通识读本》中，多样化的艺术传承形式，虽然依托于各种不同的载体和媒介，却不仅仅停留在对史诗人物形象或其他造

型、符号和人文色彩的展示和说明上，依然呈现出鲜明的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其民间性、神圣性、世俗性、审美性相互交织的特征，

蕴涵了史诗所承载的民族文化心理以及传统与现代的熔铸，同时还满足了审美接受者、民众信仰者对古老史诗与多民族文化的好奇与期

待，折射出格萨尔文化的大众影响力，开拓了格萨尔史诗的审美视域，促进了史诗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视角，打开了新的世界。

　　三、创新性发展的现代性阐释

　　格萨尔史诗的传承除了口传系统，还有书面文本系统。口传系统是在时间之流中生生不息的活态系统，借声音传播，此一时，彼一

时，是人们无法同时踏进的一条河流，体现了民间口头传统的多样性变异机能。书面文本系统则是在空间中铺陈的篇章，用文字传承，

把时间长河中不断流逝的语音流，再现于文本空间，通过“有意味的文字”记述逝去英雄时代的雄浑壮阔和金戈铁马。传统意义上的格

萨尔史诗有其固有的说唱程式、情节框架和传承方式，在《格萨尔通识读本》中，史诗除了保持传统，更像是在历史话语、文学话语与

个人话语之间的一次探险，与广阔的人文关怀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更富于多元异质包容力的能动关系，突出了创新性和现代性。作为民

俗文化事项和民族文化精神的象征，以艺人说唱为主体的史诗原叙事，成为现代读本的叙事背景和创作素材，并赋予了诸多新的内涵。

源于民族集体记忆的格萨尔史诗又被不断演绎生发出新形式和新内容。将史诗的宏大叙事，一个民族“想象的共同体”愿望，转换为个

人话语的抒情性叙事，甚至现代性的修辞叙事策略，表现为一种现代性身份的诗意性想象，充当了民族集体记忆的意义载体，延伸了英

雄史诗的家国情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格萨尔通识读本》作为第一本面向中文读者的格萨尔史诗通识读本，全方位展示了格萨尔史诗文化的丰富内涵、历史意义、艺术

美学 ……文体活泼明快，语言诗意庄严。格萨尔是藏民族史诗，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所以这也是一部中国史诗。习近平总书记在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今后我国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需要我

们立足当下，深入研究优秀传统文化，发掘其当代价值，从而推动新时代的新发展，而思想匮乏与创新意识缺乏的具体表现就是研究的

模式化与形式僵化，阻滞民族史诗研究的活力激发和创新发展。《格萨尔史诗通识读本》的出版，为推动《格萨（斯）尔》史诗的“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行了一次有益尝试。希望读者能够通过这本书了解史诗、关注史诗，共同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

　　即使有那么一天

　　飞奔的野马变成枯木

　　洁白的羊群变成石头

　　雪山消失得无影无踪

　　大江大河不再流淌

　　天上的星星不再闪烁

　　灿烂的太阳逝去

　　雄狮大王格萨尔的故事

　　也会世代相传

　　——格萨尔艺人说唱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格萨尔史诗研究中心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2021.10.13.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2021年10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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