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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史诗《江格尔》：蒙古族精神的活化石(图)

发布日期：2007-02-07  作者：记者 鲁蒙海

【打印文章】

  内蒙古晨报报道 (记者 鲁蒙海) 《江格尔》是在我国蒙古族同胞中传唱的一部英雄史诗，被中外学者誉为“蒙古民族史诗发展的

顶峰”，是包括藏族史诗《格萨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在内的我国三大史诗之一，系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中的瑰宝。 

  《江格尔》除蒙古文版本外 在国外还有德、日、俄、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哈萨克、爱沙尼亚、图瓦等多种

文字的部分译文。研究《江格尔》已形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在苏、蒙、匈、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英、美、法、芬兰等国都出版过不少《江格尔》的研究著作。 

  《江格尔》为何有如此的影响力？它对人类有什么特殊的贡献？记者多方采访，得出结论：它是塑造蒙古民族精神的活化石。 

  ★蒙古民族智慧的结晶：《江格尔》 

  由于历史上卫拉特蒙古迁徙和战争等原因，《江格尔》成了一部跨国界的大史诗。据悉，无论中国、俄罗斯，还是蒙古国，凡有蒙

古人居住的地方，几乎都存在《江格尔》的演唱活动，而其发源地应该在中国新疆。过去，如同敦煌的所在地在中国，而研究活动首先

在国外开展一样，《江格尔》的研究也仅限在欧洲、日本和蒙古国”。谈及《江格尔》的影响。”我区著名蒙古文化学者郭雨桥接受记

者采访时讲，“1802年，德国的别尔克曼出版德文《江格尔》；1903年，俄国的米哈依洛夫出版俄文《江格尔》；1904年，芬兰的兰司

铁出版芬兰文《江格尔》。直到1942年，中国的边垣出版汉文《江格尔》。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于2004年9月份举行《江格尔》在欧

洲出版200周年学术讨论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外《江格尔》研究的连续性。 

  《江格尔》从产生到定型经历了漫长的流传过程，是蒙古族劳动人民长期的集体的智慧成果，它以神话传说为根基，以英雄故事为

主干，以诗韵说唱为形式，经过历代民间艺人江格尔奇的千锤百炼，内容不断丰富，篇章日益扩展，最终发展成为长达60余章、10多万

诗行的宏篇巨帙。 

  ★蒙古族文化瑰宝：《江格尔》 

  郭雨桥说：“《江格尔》这部宏伟的英雄史诗，内容极其丰富，情节结构极为独特。它的各部分、各章节，内容和主题思想并不十

分统一和贯穿，完全不像希腊史诗那样始终被一个主角和一系列基本情节连贯起来，而是以江格尔、洪古尔等英雄人物形象的数十个故

事所组成，每—部分都像一部独立的叙事长诗，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只有序诗才是歌颂赞美的抒情长诗，因而每一部分都可以单独被

民间艺人江格尔奇们演唱。全诗只有个别几篇故事在时间上和情节上有某些联系，而绝大多数故事的情节都互不关联，往往难以从中找

出故事发生的先后顺序”，关于《江格尔》的结构问题，郭雨桥对记者说，“因此，从故事结构框架上看《江格尔》很类似于中国《水

浒传》。可以说《江格尔》里除了江格尔、洪古尔之外，其它英雄都单独成立一个故事，而且每一部分都能起到教科书的作用，生活中

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有益的精神食粮。” 

  ★江格尔奇：塑造民族精神 

  《江格尔》以其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内容，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成就，在蒙古族文学史、社会发展史、思想史、文化史上都占

有重要地位，《江格尔》是蒙古民族文化的瑰宝。《江格尔》不仅代表了远古蒙古族文学的最高成就，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珍贵的史

学价值，而且对于研究远古蒙古族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视的认识作用。 

  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中短篇英雄史诗直接发展的结果，是远古蒙古族文学综合、演化、发展的高峰，它与藏族史诗《格萨



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并列为中国三大英雄史诗。由民间艺人江格尔奇抒情吟唱的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数百年来一直萦

绕在蒙古族人民的耳畔，至今还活跃在民间，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史诗。 

  演唱《江格尔》的民间艺人，蒙古语称作“江格尔奇”。江格尔奇同《江格尔》—样，产生在卫拉特蒙古人中，随着《江格尔》的

流传而世代传承。江格尔奇是不朽的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的创作者、保存者和传播者。目前国内外搜集到的60余章《江格尔》以及

近200种文字，都是靠江格尔奇们创作、记忆、演唱，—个世纪又一个世纪流传下来的。 

  ★道尔吉仁钦：当代“江格尔奇” 

  我区著名曲艺家道尔吉仁钦也是一位擅长演唱《江格尔》的江格尔齐。他20多岁时，就把《江格尔》全部背诵下来，每当乌兰牧骑

(1963年，道尔吉仁钦参加本旗乌兰牧骑，翌年调入内蒙古直属乌兰牧骑。)下乡的时候，他就给当地牧民演唱《江格尔》。同时也因受

《江格尔》主人公的鼓舞，道尔吉仁钦也努力把自己培养成演唱《江格尔》的好演员。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道尔吉仁钦创立了语言雄

浑而俊逸，节奏平稳而矫健，曲调婉转而流畅的艺术风格，因此他演唱的《江格尔》也颇受欢迎。 

  1993年10月，第二届中国曲艺节在南京举办，道尔吉仁钦演唱《江格尔》获一等奖；1997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蒙古国乌

兰巴托举办“亚洲蒙古族三大英雄史诗演唱研讨会”，道尔吉仁钦应邀参加演唱《江格尔》，获得蒙古国文化部“召哈”特别奖。 

  道尔吉仁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江格尔》包含了蒙古民族关于历史、社会、自然、科学、宗教、道德、风俗、文化、艺术

的全部知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美学价值和欣赏价值，是研究古代蒙古族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  

  谈到《江格尔》的影响，我国蒙古文学权威期刊《花的原野》编辑腾吉斯说：“小时候，在家乡我们听江格尔齐演唱《江格尔》并

不亚于今天的世人关注世界杯。《江格尔》的确培养了我自强不息的精神，使我不断努力成为一位翻译家。” 

  ★权威著作：《史诗〈江格尔〉校勘新译》 

  《史诗〈江格尔〉校勘新译》的面世，是课题组主持人贾木查教授组织新疆、内蒙古的多名学者克服困难、齐心协力、不懈努力的

硕果，也是对世界有关专家学者在《江格尔》搜集、整理、研究方面所取成果的总和。 

  《史诗〈江格尔〉校勘新译》由导论、正文和名词索引三部分组成。 

  《史诗〈江格尔〉校勘新译》正文共二十五章，包括托忒蒙文、拉丁文转写、汉译文等。这二十五章的故事情节均是从中、蒙、俄

三国《江格尔》的各种文本(包括以前没有出版的手写本和录音带)中挑选校勘和精品。用托忒蒙文、拉丁文、汉文所写或翻译的二十五

章故事，每一章的开头都分别用蒙文、英文、汉文附有内容梗概，每一章的结尾都有疑难名词、典故和历史人物、地名的注释。全书附

有用蒙文、汉两种文字编排的名词索引，以便读者查对。 

  《史诗〈江格尔〉校勘新译》导论对《江格尔》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二十五章故事分别用多种文字合璧编排，为读者和研究者

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中国著名作家王蒙在《史诗〈江格尔〉校勘新译》序中写到：“阅读该书的导论、正文和名词索引，觉得该《江格尔》版本的问

世，是国内国际《江格尔》研究中的一件大事。” 

  ★填补《江格尔》版本史上空白 

  《史诗〈江格尔〉校勘新译》课题负责人贾木查在该书后记中写到：“由于该二十五章《江格尔》的资料来自国内外《江格尔》不

同文种资料版本，托忒文手抄本和记录本以及口述录音磁带等，所以它的代表性和资料价值比以前的任何《江格尔》版本都强。 

  比如说，这次选用的《哈拉·肯尼斯》一章，据专家考证，是大约160多年前装订成册的手抄本；据中国科学院语言调查组1955年

来新疆时所记录的《洪古尔之子霍苟·乌兰杀死哈拉·索弄凯》一章故事听写本的后记，那是126年前新疆和静县小克列特部艺人巴德

玛说唱的《江格尔》故事。 

  新疆有些江格尔齐说唱的《江格尔》故事有的也发表过，但这次，我们发现已发表的故事与他本人说唱的故事有出入，于是根据录



音记录，认真地校勘并整理，以保持故事情节的真实性。” 

  《史诗＜江格尔＞校勘新译》是从200年以来国内外不同语言文字出版的435种版本中挑选整理的新版本，是新疆史诗研究领域里的

重大科研成果。该成果在政治上无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该版本用汉、蒙、拉丁、英四种文字进行整理校勘编成一部新版本，填补

了《江格尔》版本史上的空白，在国际《江格尔》研究史上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记 者 手 记 

  值得学习的经典 

  马克思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千百年来，蒙古族人民曾经创作过许多丰富

多彩的英雄史诗，从史前时期就流传在蒙古族人民中间，迄今还保持着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并且越来越多地引起我国各民族人民群众和

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兴趣。 

  据郭雨桥讲：在我国境内搜集到的蒙古族英雄史诗已经有近百部，在世界各国蒙古民族中收集到的有300余部。在这些为数众多的

蒙古族英雄史诗当中，最长而且最优秀的—部，是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 

  《江格尔》和《蒙古秘史》、《格斯尔可汗传》一起被学术界并称为蒙古族古典文学的3个高峰，这些传世佳作不仅是蒙古族精神

世界里的宝贵财富，也是我国和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化遗产。 

  如果说英雄史诗是蒙古族远古文学中最重要的民间文学体裁，那么《江格尔》就是这一体裁中篇幅最长、容量最大、艺术表现力最

强的代表，它代表了蒙古族英雄史诗的最高成就，从而也代表了蒙古族远古文学的最高成就，成为蒙古族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 

  《江格尔》给予后人的东西太多太多，它的确是蒙古族文化的瑰宝。《江格尔》不仅是塑造民族精神的活化石，也是我们人类值得

学习的艺术经典。 

  ★相 关 链 接 

  《江格尔》梗概 

  史诗《江格尔》以主人公的名字命名，它热情讴歌了以圣主江格尔为首的6000又12位勇士，歌颂了他们为保卫以阿尔泰圣山为中心

的美丽富饶的宝木巴国，同来犯的形形色色凶残恶魔进行的斗争，也赞美着英雄们的爱情、友谊和欢宴。多少年来，这些故事都是通过

口头传播而得以流传。它的情节和人物都是虚构的，深刻地反映了蒙古族人民的历史、现实生活、思想愿望和崇高理想，是一部不朽

的，富有理想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的英雄史诗。 

  《江格尔》的开篇是一部优美动听的序诗。它称颂江格尔的身世和幼年时代的业绩 讴歌江格尔像天堂一样的幸福家乡宝木巴地方

和富丽宏伟的宫殿 赞扬江格尔的闪射着日月光辉的妻子和智勇双全、忠诚无畏的勇士们。《江格尔》的故事繁多 归纳起来大致有三

大类作品 即结义故事、婚姻故事和征战故事 以最后一类故事最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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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文民俗学沙龙” 第十期活动计划

· 回族他称研究 

· 草原骏马追风去 文坛新秀踏春来 

· 欣欣向荣的内蒙古民族文学 

· 努力为民族精神增加新的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