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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戈金]朝向未来 面向大众——古老常新的格萨尔史诗传统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20-12-30  作者：朝戈金

　　（此文为《格萨尔史诗通识读本——朝向地方知识的现代性阐释》一书的序一）

 

　　“格萨（斯）尔”史诗位居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之首。它在多个民族地区流传，但以藏蒙地区为主。藏族民众称之为“格萨

尔”，蒙古族民众称之为“格斯尔”，近年经常将这两个主要传统合称为《格萨（斯）尔》。我国的《格萨（斯）尔》史诗的大规模保

护工作迄今已经开展了四旬有余，这期间每年都有多种资料辑录类和研究类出版物面世。不过，今天看到《格萨尔通识读物》即将与读

者见面，还是十分开心。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凝结了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心血，其中一半的内容都出自青年学者之手，目标读

者也主要是高校的青年学生。这一指导思想是朝向未来的，值得充分肯定。

　　我国党和政府长期关心和多方面支持“格萨（斯）尔”工作。早在1957年，中宣部曾就格萨尔工作专门签发文件;1959年毛主席接见

著名蒙古族《格斯尔》艺人琶杰;1980年民族文学研究所成立之初，由国家民委和中国社科院在四川峨眉山联合召开了被业内称为“峨眉

会议”的第一次《格萨尔》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为促进和推动全国《格萨尔》工作，成立了以贾芝同志为组长的协调全国《格萨

尔》工作的领导机构。198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签发七号文件，批转《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格萨尔〉工作的报告》，批准

成立“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专门负责组织、指导和协调全国《格萨(斯)尔》工作。这个“领导小组”由国家民委、文化

部、中国文联、中国社会科学院四个部委的领导和《格萨尔》流传的七个省区的有关领导共同组成，办公室设在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

究所。与此同时，在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内蒙古、新疆七个省区分别成立了《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

多年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乌兰夫、习仲勋、阿沛·阿旺晋美、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布赫等同志都曾作过重要指示和批示，有力

地推动了“格萨（斯）尔”工作。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数次提及“三大史诗”《格萨（斯）尔》《玛纳斯》和《江格尔》，称

其为“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视其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经典。2019年在内蒙古赤峰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同《格萨(斯)尔》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代表亲切交谈，并表示党中央是支持扶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这为少数民族文学文化事业的未来

发展进一步提供了强大动力。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说中国没有史诗，一度让很多中国学者感到很“恼人”。后来随着少数民族史诗传统的发现，我们可以很骄傲

地说，我们是有史诗的；随着搜集工作的大规模展开，今天我们还可以更骄傲地说，我们是有丰赡蕴藏的史诗大国。

　　我们知道，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民众都非常重视他们的史诗传统。自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来，

许多国家都把他们的史诗当作代表性的文化遗产，申报进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史诗传统往往是一

个民族文化的丰碑和文学的高峰，是民族自豪感的源泉、创造力的见证和认同感的根源。

　　为什么说史诗很重要呢？在我看来，可以大致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是它的内容丰富，篇幅宏长，历史文化的含量是很重的。

其次，它的题材重大，往往涉及全民族的命运。再者，史诗主人公往往是一个民族审美理想的生动化身。关于善良，正义，忠诚，勇

敢，爱国等品性，都集中生动地体现在史诗主人公的身上。还有，史诗的艺术风格崇高庄严，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综合以上几点，史

诗往往被称作一个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史诗的语言艺术往往就代表一个民族语言艺术的高峰。

　　《格萨尔》就是这样一个长久传承的、内涵异常丰富、文学和文化价值巨大的叙事传统。

　　过去几十年的《格萨（斯）尔》研究工作的重心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着变化的。在国家层面的重视下，目前的“格萨（斯）

尔”研究工作取得了较大成绩，做好相关史诗研究工作，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抢救、保护、传承、复兴、发展的基

本工作方略，也是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继承好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的重要举措。

　　当前，国际社会对史诗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今后的史诗研究将持续发展，前景广阔。但也要承认，史诗演述是文学活动，更是生

活事件；史诗固然是生动的故事，但掌握和传承它并不容易，因为史诗往往体量巨大，包罗万象。想要全方位地了解和阐释史诗，可不

是一件能轻易做到的事情。在生活节奏加快，阅读趋向于细碎的当下，阅读卷帙浩繁的史诗作品更是很大的挑战。

　　在2009年，由中国申报的“格萨尔史诗传统”和“玛纳斯”成功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我们的史

诗工作又增加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维度。这几年在政府主导、民众广泛参与、学界持续介入的形势下，格萨尔工作上了新台阶。民

众的参与热情，民众的惊人创造力和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真挚情感和奉献精神，都令人感动，让我们看到了格萨（斯）尔的伟大存续力

和生命力。

　　在这本通识读物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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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中

青年学者贡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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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奏响了一曲多声部的交响诗。

　　在我看来，精深专业的研究和惠及大众的普及工作是同样重要的。《格萨（斯）尔》的普及工作至少有如下意义:

　　第一，《格萨（斯）》尔具有多重文化艺术价值：一是认识价值，格萨尔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和传承的，它承载了大量的历

史文化信息。二是教育功能，史诗歌颂什么、肯定什么，摒弃什么，反对什么，就以潜移默化的方式，长期模塑了相关社区民众的人伦

规范、好恶情操、精神境界等。三是美育作用，民众的审美理念在这里有集中的体现。

　　第二，史诗本身是民间文化艺术生命力的一个生动见证，是民间口传文化的高峰。虽然历史上形成过一些抄本和刻本，但《格萨

尔》主要是口头传承的。可能有人会说，格萨（斯）尔不就是个大型故事吗？有那么高的文化价值吗？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叙事传统

可不简单，它不光是一个故事，还是一部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从天文到地理、从动物到植物、从历史到文化、从个人到社会，从肉体

到灵魂都蕴含其中，堪称文化的宝库。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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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为今后我国文化建设

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需要我们立足当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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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带来了无数新的契机和新的可能。例如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的景观已经发生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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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朝戈金的相关文章

大的变化。大数据、海量存储、便捷搜索等,带来新的学术维度和新的学术生长点。各领域之间亘古未见的广泛合作和交互影响的时代已

然来临。以笔者比较熟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而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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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通过迥异于传统的方式和平台,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广度传播和接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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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为人们的学习

和欣赏、继承和发展、改编和创新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这本读物的编写，就是为推动《格萨（斯）尔》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做出的有益尝试。希望青年朋友们能够通过这本书

来了解史诗、关注史诗、热爱史诗，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阵营，共同推动史诗等民众诗性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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