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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史诗研究的拓新之作

──评《汗哈冉贵——卫拉特英雄史诗文本及校注》

发布日期：2006-12-17  作者：纳钦

【打印文章】

    2006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学者旦布尔加甫搜集、整理、校注的《汗哈冉贵——卫拉特英雄史诗文本及校注》由

民族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可望引起国内外相关学界关注的精品著作。而且一如他的《卡尔梅克<江格尔>校注》一样，为我国的史诗研

究提供了有益的收集、整理、校注、编纂之经验。 

  

   《汗哈冉贵》是继《江格尔》、《格斯尔》之后蒙古族第三大口头史诗集群，在中、蒙、俄三国蒙古语族民众中影响很大，也是除

《江格尔》、《格斯尔》之外，唯一一部以口头与抄本两种形式流传下来的史诗。《汗哈冉贵——卫拉特英雄史诗文本及校注》具有重

要学术价值，它为我国史诗学界展示了蒙古族第三大史诗集群。 

  

    自上世纪30年代俄罗斯学者开始搜集、收藏该史诗抄本以来，各国蒙古史诗研究者对其产生了浓厚兴趣。目前，从蒙古国境内已

经搜集了该史诗18部长诗，从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布里亚特共和国也搜集到了两部手抄本。此前，曾有人出版过该史诗文本，但国

际学界认为，只有宾·仁钦在德国出版的文本是科学本，其他的都是混编本或经过编辑改动的整理本。以上情况制约了该史诗研究，也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蒙古史诗研究的深入。 

  

    现在，旦布尔加甫严格按照文献编纂与口头文学整理原则，亲自将从田野搜集的《汗哈冉贵》原始文本10部集中汇编，并辅以文

化、方言、民俗、宗教词汇注释。全书126万字，由1万字的绪论和68万字的文本、40万字的注释、11万字的索引及6万字的艺人简历组

成，为学界提供了较完整可靠的科学资料。这部著作是旦布尔加甫历时20余年完成的呕心沥血之作，而且对蒙古史诗资料建设具有重要

的学术意义。该书的出版必将有助于推动蒙古族史诗研究向纵深发展。 

  

    首先，该书的出版反映和说明了该史诗在我国卫拉特蒙古人中流传的情况。其次，该书收入了旦布尔加甫本人从卫拉特蒙古民间

搜集的《那仁汗克布恩》史诗4个文本，这4个文本也是不同于以往出版的各种版本，是属国内首次发现和发表，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

第三，卫拉特方言是蒙古语之一种，有特殊的方言特色，且遗存大量古代蒙古语词汇，与我国蒙古学界通行的蒙古语及蒙古文有较大的

距离。非经专攻学习，我国及国外蒙古学界的多数学者是无法顺利阅读的。其书面语和很多方言词汇为非卫拉特方言的学者所不能理

解。本书用回鹘式蒙古文出版卫拉特史诗文本，因此，其转写难度之大不亚于翻译，对它的注释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该文本对3200多

个卫拉特方言词汇进行注释，这部分工作对于解读卫拉特史诗文本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第四，本书还特别附录有一些艺人演唱史诗的

曲调和艺人的生平简介，这对于较全面地了解卫拉特蒙古史诗传统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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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蒙古族文学的相关文章

· 真正成为农牧民作家之家 

· 拥抱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春天 

作者纳钦的相关文章

· 胡仁·乌力格尔及其田野研究途径

· 访蒙古族词作家：蓝色是蒙古高原永恒的色彩



 

· 强化传统扶持重点培育新型学科

· 《蒙古英雄史诗大系》（卷一）

· 新疆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在博

· 展示蒙古族第三大史诗《汗哈冉贵》的全貌 

· 我所学者纳钦获第四届“胡绳青年学术奖”

· 民族文学所学者旦布尔加甫连续汇编重大史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