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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布旺丹]结集史诗经典 传承中华文脉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21-09-02  作者：诺布旺丹

　　我国拥有形态各异、蕴藏丰富且传承久远的史诗传统。它们不同程度地彰显了民族文化的当代传承和中华文化的创造精神。

结集经典彰显民族文化魅力

　　在海量的人类早期文化和精神遗产中，史诗便是少数几个荟萃诸多古老文明元素和人类原始文明基因的熔炉之一。它让我们看到了

人类在口传社会不同族群间本已存在的贯穿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神迹：跨越时空的同质性思维模式和人伦观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法

则，以及人类创造性、创新性发展的智慧和勇气。它让我们看到了在遥远的年代，世界各民族早已在神话与史诗的文化样态中相遇。居

住在地球不同空间中的人类，不仅找到了彼此交流之技，而且觅得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之道，由此确立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初思想基

础。正因如此，《格萨尔》史诗在境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亦有流传，成为“一带一路”不同族群间文明对话、互鉴和人类文化创造力的重

要例证。不过，由于《格萨尔》史诗流传年代久远、传承范围广、体量庞大，以往的搜集整理工作仅限于局部或某个时间段的文本，一

直未能全面、系统、完整地得以搜集和整理出版。四川出版集团、喜马拉雅文库、四川民族出版社及四川美术出版社积十年之功，推出

300卷的传世之作《〈格萨尔王传〉大全》，它是迄今最全的《格萨尔王传》藏文文库，诠释了我国在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领域所取

得的伟大成就。在文本类型上，它不仅包括口传、半口传和源于口传的文本，还囊括藏族传统意义上的各种手抄本、铅印本、木刻本、

分部本，以及新记录的版本等。在地理范围上涵盖青藏高原《格萨尔》所有“核心流传区域”，在内容上涵括作为民族文化“百科全

书”的基本面貌。其中的最大亮点，是收集编印众多优秀民间说唱艺人的各种口头演述本，展现了《格萨尔王传》的丰富性及活态特

征。这套书2021年荣膺“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不久前召开的“格萨尔百部汉译工程启动仪式”正式确立：由全国《格萨（斯）

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全国力量将其中100部翻译成汉文，于2023年出版发行。

体量宏大反映史诗全貌

　　所谓“活态史诗”，是由艺人、文本和语境三重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其兴盛衰败与三者内在结构性互动有着极大关联，任何一方

的缺失均会造成活态史诗的终结。当下，《格萨尔》之所以是活态的，就是因为其赖以生存的这三大要素仍然保存完好并依然有效互

动，发生生态性关联。在这个结构体系中，篇帙浩繁的文本是承载《格萨尔》史诗的本体和核心，是产生一系列《格萨尔》文化的滥觞

和母体，即“作品”本身。文本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作衡量和把握《格萨尔》内在价值的重要参照系。因此，对它的挖掘、抢救、辑录和

整理，成为国内外学者和社会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现代意义上的《格萨尔》学术研究肇始于近代。1776年和1883年，俄国学者帕拉

斯、帕塔宁分别在《在俄国奇异的地方旅行》和《中国的唐古特——西藏地区、蒙古西北散记》两部著作中，将蒙文版《格斯尔》和藏

文版《格萨尔》介绍至欧洲，并出版了俄文译本。此后，陆续涌现出俄国的帕拉斯、帕塔宁，德国的弗兰克，法国的达维·尼尔、石泰

安，蒙古国的策·达木丁苏伦等一批研究专家，他们通过当时收集到的文本，向外界介绍这部史诗。在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老一

辈民族学学者任乃强、韩儒林等对史诗进行了最初的发掘、评述和翻译，而大规模的抢救保护工作则肇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1984年

经中宣部批准，成立了《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之后，在《格萨尔》流传的7个省区相继成立了相应机构。这标志着《格萨尔》

抢救和保护被赋予了国家意义上的学术使命，并正式纳入国家文化建设内容，从此开启了对史诗进一步抢救、保护与研究的序幕。仅就

《格萨尔》文本而言，直至晚近，从民间收集到藏文手抄本、木刻本289种；出版135部藏文分部本；搜集到大量的《格萨尔》唐卡及相

关文物；蒙藏《格萨（斯）尔》录制优秀说唱艺人的音像资料1万多小时。关于《格萨尔》史诗的体量，学界普遍以“100多万诗行、

2000多万字、170多部文本”来描述。然而，这一记录随着这套书的出版发行被彻底改写，书中共收录104部古本、珍本等手抄本和196部

艺人新近演述本，共计300部、2000多万诗行，另有相关附件文本34部。它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格萨尔王传》藏文文库，基本反映了

《格萨尔》史诗全貌，成为党和政府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例证。

诗性智慧展示文化的边缘活力

　　无论是书中辑录的古本，还是现代誊录本，无一例外均源自作为文盲的史诗艺人的口头创作。如此体量庞大的史诗文本是如何创作

的呢？在欧洲古典学中，因《荷马史诗》创编引起的“荷马诸问题”讨论由来已久。其中，在前文字时代，如此长的史诗如何被创作保

存便是重要问题之一，围绕此问题引起西方学界跨越数个世纪的争鸣。就《格萨尔》而言，当我们走近史诗演述艺人时，发现一位艺人

能够口头演述的文本多达几十部，甚至上百部。譬如，西藏艺人桑珠老人生前一共说唱完成49部，近46万诗行；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国

家级非遗传承人格日坚赞，素有“写不完的格萨尔艺人”之称。他能撰写的史诗诗部约120部，已撰写完成并出版30部。什么因素造就他

们引人注目的叙事才能？这便是艺人独特的文化创造力，诗性智慧是这一文化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直至今日，诗性智慧仍然是生活在青

藏高原的人们观照世界的主要方式。这里的民众在一种超验的想象和神话性思维形态中，延续着人类古老的诗性智慧。这种隐喻性、想

象化的思维方式，把他们带入特定的生命情景中去，造化出“贯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奇迹，有学者称之为文化的“边缘活

力”。在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境内的德尔文部落，现有400多户共900余人均从事牧业生产。这里的人们将祖先追溯到格萨尔王。

格萨尔是该部落的保护神，敬拜格萨尔是他们世代不变的信仰。《格萨尔》史诗是他们族群记忆的重要载体，传承《格萨尔》是部落成

员的天赋使命，唱颂《格萨尔》也成为该部落生活世界中的神圣传统。这里的男女老少均可说唱《格萨尔》，并常常以在大众场合吟诵

说唱《格萨尔》为荣。他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尚保留着千余年前史诗时代的流俗。置身于此，不由得会感到时空穿越到那个人神互

动的诗性灵动时代。显然，没有断裂的文化体系、空灵的自然语境、质朴的人文气质，以及诗性的思维方式，共同为艺人天才般的创造

力提供了艺术灵感、生命价值和道德空间。这套书的出版，便证明了这一文化创造力在当下的活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创作精神在当

代的实践。

（作者单位：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1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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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诺布旺丹（俄日航旦）的相关文章

· [诺布旺丹]遥远的绝唱 献给玉树震区《格萨尔

· 走近活佛：评诺布旺丹新作《生命之轮》

· 诺布旺丹：《格萨尔与藏族文明》第3集 语境

· 诺布旺丹：《格萨尔与藏族文明》第2集 王者

· 诺布旺丹：《格萨尔与藏族文明》第1集 活形

  下页   末页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cel.cssn.cn）”。

http://cel.cssn.cn/2006/
http://cel.cssn.cn/zydh/
http://cel.cssn.cn/bszq/bqsm/
http://cel.cssn.cn/bszq/lxwm/
http://cel.cssn.cn/bszq/wzdt/
https://www.cnzz.com/stat/website.php?web_id=1255767453
http://www.cssn.cn/
http://www.literature.org.cn/
http://ifl.cssn.cn/
http://www.chinafolklore.org/
http://cel.cssn.cn/ztpd/ktctyj/gzccr/201005/t20100531_2762269.shtml
http://cel.cssn.cn/yjfz/zzwx/zcfjyfjwx/200701/t20070105_2761133.shtml
http://cel.cssn.cn/ztpd/zgss/sdssct/201708/t20170816_3611319.shtml
http://cel.cssn.cn/ztpd/zgss/sdssct/201708/t20170816_3611318.shtml
http://cel.cssn.cn/ztpd/zgss/sdssct/201708/t20170816_3611317.shtml
javascript:getlistpage('row','/was5/web/search?page=2&channelid=270259&searchword=%28zhuanjia%3D61+*+docid2%21%3D5357223%29&keyword=%28zhuanjia%3D61+*+docid2%21%3D5357223%29&perpage=5&outlinepage=5')
javascript:getlistpage('row','/was5/web/search?page=8&channelid=270259&searchword=%28zhuanjia%3D61+*+docid2%21%3D5357223%29&keyword=%28zhuanjia%3D61+*+docid2%21%3D5357223%29&perpage=5&outlinepage=5')
http://cel.cssn.cn/
http://cel.css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