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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诗研究 (院重点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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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课题名称：中国史诗研究  

项目牵头负责人： 郎樱、仁钦道尔吉  

起止时间: 1996—2000  

  

【主要内容】  

    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进行综合性与比较研究，注重史诗形成、发展规律的探讨，加强对于国外史诗理论的翻译、译介。在对我国三

大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及南方原始性史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加强蒙古史诗群、突厥史诗群及南方英雄史

诗群的研究。此项目正在进行之中。 

【最终成果提要】 

 

《〈格萨尔〉论》内容提要  

作者：降边嘉措 

全书430千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格萨尔〉论》按照“中国史诗研究”丛书，编辑体例的要求，在回顾和总结过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吸收自己和同

时代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从宏观上全面地、系统地论述《格萨尔》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并阐述《格萨尔》在藏族文化史上的地位

和影响。 

     本书从搜集整理和编纂工作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出发，遵循“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到实践”的原则，围绕着“《格萨

尔》在藏族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这一主题，进行分析和论述，努力作到言之有物，持之有据，因此，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 本书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在纵向方面，从远古的历史，梳理和分析了藏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将藏族文化发展的历史，划

分为自然崇拜（泛神论）、苯教文化和佛教文化三个阶段。二、提出“雪域文化圈”这样一个概念，进而分析了藏族文化的内部结构，

指出藏族文化内部存在着“两种民族文化”，它的主要特征是“三足鼎立，三元汇合。”即由领主贵族文化、僧侣文化和民间文化三个

部分融汇而成。领主贵族文化，又可称作官家文化，或统治阶级文化，与之相对立的是民间文化。三、本书用较大的篇幅，比较系统、

比较全面地分析和阐述了《格萨尔》说唱艺人在史诗传承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和贡献。 此外，对《格萨尔》所反映的古代藏民的灵魂观

念和巫术活动，部落联盟和部落意识，苯教和佛教之间残酷的教派斗争及其对藏族文化发展的影响，都作了深入的探索，提出了一些精

辟的见解。 

《〈江格尔〉论》 

作者：仁钦道尔古 

全书334千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江格尔》是蒙古族英雄史诗。作者运用多次到新疆、内蒙古实地调查所获得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并系统地掌握了中、俄、蒙三国

出版的全部文本、演唱信息、演唱艺人传略和其他相关资料，参考了各国著名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将《江格尔》放在整

个蒙古文学、蒙古语族英雄史诗，乃至放在北方民族英雄史诗的大背景下，探讨了《江格尔》及整个蒙古英雄史诗的形成发展规律。作

者将长篇史诗《江格尔》与数百部蒙古中小型英雄史诗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了各类史诗的共同核心，即史诗情节框架所组成的母题系

列，并根据这种史诗母题系列的内容、数量和排列方式，把整个蒙古英雄史诗分为单篇型史诗、串联复合型史诗和并列复合型史诗三大

类型，论证三大类型史诗标志着蒙古英雄史诗的三大发展阶段，《江格尔》是在第三阶段上形成的并列复合型史诗，它是在蒙古古老的

英雄传说及单篇型史诗和串联复合型史诗的基础上形成的长篇英雄史诗。作者以文化渊源、社会原型、词汇与地名、宗教形态、早期江

格尔奇的传说、卫拉特人的迁徙史和演唱艺人的出现等七个方面的论据，提出《江格尔》是在15—17世纪上半叶在新疆阿尔泰山和额尔

齐斯河一带形成为长篇英雄史诗。 

    作者还分析了活态史诗生存的条件。只有具备史诗演唱艺人、喜爱史诗演唱的听众以及从古代以口头传承下来的史诗等因素，活态

史诗才得以存在。对于这些因素，作者也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 

《<玛纳斯>论》内容提要 

作者：郎樱 

全书404千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玛纳斯》论对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该著作分为三篇： 

    上篇是口承篇，此篇着重论述了口承史诗《玛纳斯》形成、变异、发展的特点及规律；论述了史诗演唱艺人及听众在史诗形成、发

展中的重要地位与能动作用； 

    中篇是文本篇，此篇论述了《玛纳斯》的美学特征及叙事结构与特点； 

    下篇是比较篇，此篇将《玛纳斯》与东西方史诗进行了比较研究。 

    此专著是作者在深入柯尔克孜牧区，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资料丰富、详实，论述清晰有据。  

《南方史诗论》内容提要 

作者：刘亚虎 

全书334千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本书论述了南方彝、苗、壮、傣等30多个民族的原始性史诗、英雄史诗、迁徒史诗的各种传播形态、源流、文本、类型、形象、艺

术特点、文化根基、与其他民族史诗的比较、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多学科价值等。 

    南方史诗具有分别在祭祀仪式、生产征战环节、人生礼仪、娱乐场合演唱的传播形态，各具有不同的功能。早期的原始性史诗的胚

胎是关于图腾、求同的欲望和“神秘互渗”的思维，随着形式对目的的不断超越而从祭词不断发展到史诗。 

    家长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初期分别出现了英雄史诗。原始性史诗表现了天地形成、人类起源、早期创造等，英雄史诗反映了过渡时

期“强者作了主、弱者降为奴”的征服掠夺战争和后期民族统一战争。它们包含奇孕、洪水、化生、射日、考验、离合等各种类型，塑



造了图腾、始祖、与自然斗争英雄、部落征战英雄等各种形象，具有象征、隐喻、实与幻交替叠印等各种艺术表现特点。 

    它们的文化根基是南方民族山地农耕文化、群体文化、神巫文化、口传文化等，在与其他民族史诗的比较中鲜明地体现出这些文化

特质。它们的原始意象、叙事形态不断地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重现复活，具有永久的魅力和多学科的价值。 

《<江格尔>与蒙古族宗教文化》 

作者：斯钦巴图 

专著：243千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是我国三大史诗之一。她以其惊人的规模，独特的艺术表现和深刻的文化价值震撼了世人，《江格尔》研究

也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国际性学科。综观《江格尔》研究史，有关这部史诗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历来是一个受人们关注但研究最为薄弱

的问题，其中有很多重要的问题需要人们去研究和解释。本书分上、中、下三编全面、深入、系统地探讨了《江格尔》与宗教的关系问

题。 

    上编克服了以往研究局限于《江格尔》文本研究而忽略史诗演唱民俗的缺陷，从演唱民俗入手，结合史诗文本内容，探讨史诗在部

落社会中的功能、地位、史诗与部落宗教的紧密关系，勾勒出史诗早期的宗教——文学的总体发展脉络，并在这一总体发展过程中解释

了围绕史诗的各种文化现象，这是以往研究所没有的。尤其是在《江格尔》序诗与古代突厥 蒙古祖先祭祀歌之间进行的比较更具学术

意义。 

    在中编，作者着重探讨了作为原始本土宗教和构成蒙古文化原生态的萨满教对史诗《江格尔》所起的作用。作者运用大量的例证证

明了萨满教宇宙观对史诗叙事时空的决定性影响，更以大量的证据证明萨满教观念构成了史诗艺人在安排史诗人物活动，组织故事情节

时的信仰依据、道德依据和民俗依据，构成了他们严格遵循的一种创作原则。书中对史诗中表现出的萨满教观念的具体分析非常深刻，

独具特色。 

    在下编中重点探讨了三个了问题，一是萨满教宇宙观和佛教宇宙观在史诗中的重叠以及史诗人物的萨满教和佛教的双重特征，二是

史诗《江格尔》中的佛教形象的佛教观念，三是佛教僧侣和佛教寺院对《江格尔》流传的影响与作用，指出《江格尔》基本形成以后传

入蒙古地区的佛教的影响在史诗中趋于得到强化。 

    该书思路清晰，结构合理，论据确凿，分析深入，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 

 

 

 

文章来源：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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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www.iel.org.cn）”。

专题中国史诗的相关文章

· 民族史诗和史诗背后的故事 

· 《格萨尔》史诗中的生态文化及其现代转换

· 古老的文学经典,当代的理论阐释

· [尹虎彬]口头传统视野下的史诗研究 

作者郎樱的相关文章

· [郎樱]贵德分章本《格萨尔王传》与突厥史

· 国内首部系统研究哈萨克史诗的专著

· 中华文学格局中的《福乐智慧》

· 《福乐智慧》与维吾尔文化



 

· [杨恩洪]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 · 《突厥语大辞典》的文学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