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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史诗见证民族团结——写在《〈格萨尔王传〉大全》（1-300卷）出版之际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9-09-17  作者：张玉玲

　　近日，1.3亿字，300卷印刷精美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大全》藏文版亮相北京民族文化宫，带给人们厚重震撼之感。

　　从半部到329部的集大成 

　　一生戎马、征战南北、惩恶扬善的格萨尔王英雄传奇故事，历史悠久、结构宏伟，跌宕起伏、气势磅礴，口口相授、代代流传，被

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源于民间生活、传于说唱艺人，藏族人称其为《格萨尔王传》，蒙古族人称为《格斯尔王传》。

　　“《格萨（斯）尔》是民族融合的结晶，更是民族团结的见证。”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斯塔把这部巨著看作一部跨

国界、跨民族传播的史诗，它流传于我国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内蒙古和新疆等七省区的藏族、蒙古族、土族等民族聚居

区，还跨越山川河谷、走出国门，传到了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俄罗斯、蒙古等国家和地区，位于“一带一路”轴心线；在内容

上，它崇尚英雄、讴歌正义，讲述了格萨（斯）尔降临人间降妖伏魔、各民族和谐相处、建设美好家园的故事，这对民族团结、边疆稳

定、社会和谐、文明互鉴等具有积极意义。

　　《格萨（斯）尔》和《玛纳斯》《江格尔》被称为“三大史诗”。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诺布旺丹介绍，

中央很重视“三大史诗”，将其作为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性成果。它们是“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的生动体现，不仅为中华民

族提供了丰厚滋养，也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

　　这次的《大全》囊括了历史上的各种手抄本、铅印本、木刻本以及新记录的版本，是迄今最全的藏文文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博士生导师丹珠昂奔高度评价由四川出版集团、喜马拉雅文库、四川民族出版社及四川美术出版社强强联合，积十

年之功，推出的这部精品力作，认为它“充分展现了《格萨尔》作为古代藏族社会历史‘百科全书式’著作的风采，体现了‘世界最长

英雄史诗’的宏大特点，是‘三大史诗’保护工作的新里程碑”。

　　“从1958年的‘半部’到今天的329部，代表了几十年来《格萨尔》整理、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

员、博士生导师降边嘉措回忆起1958年国家专门发文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抢救工作，揭开了《格萨尔》保护的新篇章，但那一次只收

罗整理了半部，而这次整理出版的300卷，共有329部，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扎根于民间的活态传承 

　　在劳动人民中产生的英雄史诗，还没有结束，在毡房中、在篝火边，在马背上、在舞台中，已有千年历史的《格萨尔》至今仍在藏

族群众中广泛传唱、活态传承，有着强大的艺术魅力及旺盛的生命力。

　　“民间说唱艺人想象力丰富、创造力强，一个人一个版本、一个区域一个版本，为整理工作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提出要求。”《〈格

萨尔王传〉大全》编纂委员会主任，四川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罗勇道出十年编纂的艰辛和严谨：从录入到校对、校勘都采用全流

程的标准作业，保证了书稿的编校质量；校勘阶段特别邀请了近百位专家、著名说唱艺人现场沟通。这次编纂最大的亮点是收集编印了

众多优秀的民间说唱艺人的各种说唱本，有55%以上的内容是首次出版，充分展现了《格萨尔》的丰富性、活态性。

　　“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传唱格萨尔是少数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娱乐方式和教育方式，民间艺人还在创造新的内容。”青海

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青海省《格萨尔》学会会长角巴东主希望进一步挖掘整理，一方面继续丰富内容，另一方面还要通过电影、电视、

短视频等多种形式来呈现。

　　“说唱艺术，传承人是核心，不同传承人有不同的特点和风格，这正是格萨（斯）尔的魅力所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保护

基地专家委员会主任马盛德建议，把握其传承规律，通过师徒传承、家族传承保持其生命力。

　　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次旦扎西深切感受到对说唱艺人抢救性记录的重要性：刚整理完说唱老艺人扎巴的25部《格萨尔》和

1000小时说唱录音带后，老人就去世了。现在又开始整理新秀艺人斯塔多吉的说唱，他能说唱100多部，其中20部属于孤本，正通过现代

科技手段抢救、整理、录制和翻译他的系列说唱本。

　　　继续讲好中国故事 

　　在我国21个文化生态保护区中，格萨尔文化生态保护区是唯一以非遗项目为主题的文化生态保护区。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

司司长陈通指出，未来还要保护优先，体现整体保护、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保护其孕育发展的人文环境

和自然环境，培养好传承人，一代一代接下来传下去；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不断巩固各族人民对

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能叫史诗，史诗有两大特点，一是主题的崇高性，讲的都是英雄和人类和平、统一、团结、平等的大主题；二

是内容结构的宏大性，包含诗词歌赋句等不同叙事门类，涵盖社会、经济、历史、宗教等多个学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

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看来，2009年《格萨（斯）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这不仅是中国的优秀

文化，更是全人类的文化。以这次出版《大全》为母本，要向世界讲好中国的文化传承故事、讲好中国民族团结的故事。

　　格萨（斯）尔歌颂英雄和人民，歌颂正义和勇敢，歌颂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歌颂广大人民对和平安宁和幸福生活的珍惜与追求，

把宏大的主题用老百姓能听懂的语言讲出来，兼顾崇高性和接地气，群众喜闻乐见、主动参与传承，也激励广大群众热爱祖国、热爱生

活。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博士生导师喜饶尼玛提出要学习和挖掘英雄史诗讲故事的功能，讲好今天的中国故事。此外，要进一步挖

掘古老史诗的时代价值，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原文载于：《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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