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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编纂出版一套精选本是学科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时代的需要 

  因此，在《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从大量鲜活的第一手资料，从众多的分部本和异文本，择优选粹，取

其精华，精心编纂出版一套能够反映《格萨尔》的主题思想、基本内容、主要情节、艺术特色和整体风貌的比较完善的精选本，就显得

十分必要和重要。这套精选本，应该具有浓郁的雪域文化的风采、鲜明的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和时代特色，要能够更集中、更突出、更

鲜明、更强烈地表现这部古老的英雄史诗固原的思想内容、社会意义和艺术魅力，成为能够反映古代藏族社会历史的一部“百科全

书”；同时也要能够比较集中地展示20世纪、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作为我们对于新的世纪、

新的千年的一个奉献。 

在藏族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使《格萨尔》这部古老的史诗能够以较为完整的形态保存下来，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更好地得到继承、传播和弘扬，让她在建设藏族新文化的过程中，放射出新的光辉。 

  这一工作也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心和重视。特别应该提到的是：1988年和1990年，先后有几十位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提

出提案，建议国家加大对《格萨尔》工作的支持力度，并拨出专款编纂出版《格萨尔》精选本，作为体现国家水平的正式版本。根据全

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提案，并从《格萨尔》工作的实际进程和学科发展的客观需要出发，经有关部门批准，于1995年正式立项，并

得到国家财政的专款资助。所有这一切，对我们的工作是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编纂整理的基本要求是：既要保持民间文学固有的风格和特色，保持《格萨尔》的神韵，又要提炼和升华，使之更突出、更鲜明、

更强烈、更有感染力，更能震撼人心，更具艺术魅力。 

从口头传承到文字记录，编纂整理，使之成为更高形态的艺术精品，成为经典作品，更便于保存和传播，而不让它们自生自灭，这也是

世界上一切伟大的史诗和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发展的一个共同规律。 

  从历史上看，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古印度的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以及芬兰的《卡勒瓦拉》等世界上一些流传广

泛、影响深远的著名史诗，在它们发展的历史上，大体都经过历了这样的过程。 

  我们这套精选本，拟编纂出版40卷，包括从《天界篇》到《安定三界》的全部内容。每卷约2万诗行，40万字；有的几个分部本，

可能汇编成一卷。有的一卷可能分成两、三册。总计约为80万诗行，1600万字。由此看来，尽管我们经过严格的选择，但是，这套编纂

本的篇幅依然十分宏大，比号称“世界五大史诗”（即：古代巴比伦史诗《吉尔迦美什》、希腊史诗《依利亚特》、《奥德修纪》，印

度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的总和还要长，内容自然也会非常丰富。 

  《格萨尔》作为一部伟大的史诗，就其本质意义上讲，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广大藏族人民群众集体创造的。在其流传、演

变和发展过程中，虽然有众多的文化人、尤其是僧侣文人参与搜集整理、记录刊印，对《格萨尔》的流传、保存和发展，做出过不可磨

灭的巨大贡献。但是，从藏族的社会历史，从藏族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实际情况来分析，就其《格萨尔》的本质特征和民间文

学的基本特征来讲，《格萨尔》是民间说唱艺人用嘴唱出来的，而不是文人用笔写出来的。因此，我们在编纂出版的整个过程中，应该

牢牢地把握这个本质特征。如果忽视了这个本质特征，也就忽视了《格萨尔》作为英雄史诗的本质特征。 

  正因为这样，我们在编纂出版工作中，十分注意尽可能准确地把握并充分反映这一本质特征。 

  扎巴老人是当代最杰出的《格萨尔》演唱家，为《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是我们这条战线、这一学科领域一

面光辉的旗帜。扎巴老人生前共说唱25部，总计近60万诗行，600多万字。这25部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它相当于25部希腊的荷马史

诗。15部印度史诗《罗摩衍那》；3部《摩诃婆罗多》。如果按字数计算，相当于5部《红楼梦》。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是迄今为止最系统、最完整的一套艺人说唱本。它凝聚着人民

艺术家扎巴老人的智慧和艺术天赋，是他生命的结晶。 

  因此，这套精选本，拟以扎巴老人的说唱本为基本框架。同时参考桑珠、才让旺堆、玉梅、昂仁、古如坚赞和其他优秀艺人的说唱

本，尽可能吸收各种唱本和刻本、抄本的优点和长处。 

  关于《格萨尔》的结构，按照传统的说法，有《天界篇》、《英雄诞生》、《赛马称王》等分部本作为序篇，描绘了整部史诗的基

本框架。接着是四部降魔史。格萨尔降伏四大魔王的英雄业绩，构成了史诗的主体部分。假若把《格萨尔》这部卷帙浩繁的史诗，比作

一座宏伟的艺术宫殿，那么，这四部降魔史就是支撑这座宫殿的四根大柱。其它各部，都可以看作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由此便产生出



“十八大宗”、“十八中宗”、“十八小宗”等部。最后是《地狱救母》和《安定三界。 

  民间艺人在说唱时，常常用这样三句话来概括史诗的全部内容：“上方天界遣使下凡，中间世上各种纷争，下面地狱完成业果。” 

  “上方天界遣使下凡”，是指诸神在天界议事，决定派天神之子格萨尔到世间降妖伏魔，抑强扶弱，拯救黎民百姓出苦海。“中间

世上各种纷争”，讲的是格萨尔从诞生到返回天界的全过程，这一历史，构成了格萨尔的全部英雄业绩，也是史诗的主体。“下面地狱

完成业果”，是说格萨尔完成使命，拯救坠入地狱的母亲，以及一切受苦的众生，然后返回天界。 

  《格萨尔》这部英雄史诗，通过主人公格萨尔一生不畏强暴、不怕艰难险阻，以惊人的毅力和神奇的力量征战四方的英雄业绩，热

情讴歌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斗争。降妖伏魔、惩恶扬善、抑强扶弱，除暴安良、维护公理、主持公道、消除苦难、造福百

姓、铲除人间不平、伸张社会正义的主题思想，像一根红线，贯穿了整部史诗。正因为《格萨尔》反映了人民的疾苦，表达了人民的心

声，表现了藏族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在深受苦难的藏族人民当中引起强烈共鸣。这是《格萨尔》这部古老的史诗世代相

传，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我们这套精选本，就是按照这一艺术结构编纂的。 

  总的原则是： 择优选粹，取其精华，尽可能保持《格萨尔》的原始风貌和文化底蕴，使文学性和学术性达到高度的、和谐的统

一。 

  既要保持民间文学、英雄史诗固有的风格和特点，保持史诗的神韵，又要提炼和升华，使之更突出、更鲜明、更强烈、更有感染

力，更能震撼人心，更具有艺术魅力，也更有可读性。因而也更有利于《格萨尔》本身的继承、流传和发展，深入发掘她丰富的文化内

涵，充分发挥她“百科全书”的多功能性。 

这套精选本，要能够反映当代我国、同时也是世界《格萨尔》研究的最高水平和最新成果，要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经得起人民群

众的检验，经这得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检验，而流传久远。 

  一切优秀的民族文化，不应该、也不可能为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所私有，而应该成为全体进步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这套精选本，

还可以作为翻译成汉文、国内各民族文字及各种外文的基础，使她在促进国内外文化交流方面，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向全世界展示我

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风采。 

  我们深信，《格萨尔》这部古老的史诗，在促进国内外文化交流、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相互了解方面，能够发挥日益重

大的作用。在这一领域，同样能够显示《格萨尔》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这套精选本每卷附有6幅精美的插图，40卷，总计250多幅。这套插图，以藏族传统绘画艺术“唐卡”为基础，融会了现代艺术的表

现方法。 

  按照我们的设想，《格萨尔》精选本的插图，在传统绘画艺术的基础上，应该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从题材上讲，要达到从宗教到

世俗的转化；在表现手法上，要有一定的革新和创造，吸收别的绘画艺术的长处，融入现代意识和时代精神，以便更好地体现《格萨

尔》丰富多彩的内容。 

这些插图，就单个来讲，能够表现《格萨尔》故事中的一个情节，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汇总起来，又能够体现《格萨尔》的基

本思想和主要情节，成为一部完整的《格萨尔画传》。 

  承担这套插图绘制工作的是被誉为藏族“艺术之乡”的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热贡地区的民间画师。 

  我们希望，通过精选本插图的绘制，“唐卡”这种古老的艺术，也会获得新的艺术生命，体现时代精神，放射出灿烂的光彩。 

  整个《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是一个完整的、有机联系的系统工程。精选本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八五”规划中的

“《格萨尔》优秀艺人说唱本丛书”，也是一个阶段性成果。它们都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40卷精选本的编纂出版工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它本身也是个完整的系统工程，其中又包括许多具体的内容。同时又是一个

标志性的著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是，编纂精选本，又不是《格萨尔》的全部工作。《格萨尔》还有许多重要工作要作。搜集整

理、艺人说唱本的整理出版、资料库的建立、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翻译、国内外文化交流等各项工作，还要继续进行下去。 

  编纂出版《格萨尔》精选本是一项意义重大、学术性很强、难度很大的工作。我们缺乏经验，会遇到一系列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

题。对于各级领导、社会各方面给予我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我们表示最真诚的谢意。这一工作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因此，我们真诚

地希望、并热切地期待着广大读者和一切关心《格萨尔》工作的专家学者，随时给我们提出建设性的宝贵的意见、建议和批评，我们将

虚心接受，认真改正，使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圆满完成编纂出版任务。 

  藏文《格萨尔》精选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级重点科研项目，由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负责组织领导，得到财政部专款资助；由民族

出版社出版。院、所两级领导对这一工作非常关心和重视，经常给予指导，严格要求；民族出版社把这套精选本作为该社的重点图书，

精心印制。在编纂出版过程中，还得到国家民委、文化部、全国文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出版署等各有关方面和专家学者，以及

各新闻单位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我愿借此机会，向所有关心、支持和帮助我们的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同志们和朋友们，表示最真诚

的谢意和敬意。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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