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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格萨（斯）尔》千年纪念活动

发布日期：2004-05-01  

【打印文章】

    口头传承史诗《格萨（斯）尔》是中国西部民族在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共同创造的优秀文化遗产，

作为活形态的史诗，《格萨（斯）尔》至今仍在藏族、蒙古族、土族等少数民族民间（还有百余名民间

艺人在民众）传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杰出代表。目前，世界各国、国际社会对口头传承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非常重视。联合国教课文组织近年来制定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和民

间团体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进一步宏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向世界充分显示我国在

《格萨（斯）尔》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推动文化多样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向联合国教课文组织提出申

请，将《格萨（斯）尔》史诗的千年纪念列入世界千年纪念名单。2001年10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课文组织第  31届大会上，此项提

案获得通过，我国的《格萨（斯）尔》千年纪念活动被列入"会员国2002--2003年联合国教课文组织千

年纪念项目"，这是我国在本界大会上唯一被列入联合国教课文组织参与的项目，也是与会140多个国家

的代表全票通过的联合国参与项目，这充分说明我国的《格萨（斯）尔》事业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与高

度评价，同时也在学术领域为我国赢得了国际声誉。对他的纪念就是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创造力的纪

念。 

  为了加强对于《格萨（斯）尔》千年纪念活动的领导，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部、国家民委、中

国文联、国家广电总局五部委共同组建筹备委员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社科院院长李铁映同志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  

  《格萨（斯）尔》千年纪念活动主要以纪念大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宣传活动、举办《格萨（斯）

尔》艺术周及有关《格萨（斯）尔》文物与文化遗迹的保护等为主要内容。各种展览、演出、民间艺人

演唱及《格萨（斯）尔》文化节等相应纪念活动同时在北京、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新疆、

内蒙等史诗流传省区举行。由我国和联合国教课文组织共同举办。 2002年7月18日，"史诗《格萨

（斯）尔》千年纪念大会"在中国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由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江蓝生同志主持大

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社科院院长李铁映同志做主题报告，铁映院长在报告中高度赞扬了这部

流传上千年，至今仍在民众中演唱的，洋溢着英雄主义气概的伟大民族史诗，认为《格萨（斯）尔》千年纪念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深远的政治影响。希望以《格萨（斯）尔》千年纪念活动为契机，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在经

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我国丰富多彩的多民族文化，党和国家对于西部开发、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

济、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十分重视。我们要珍惜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大好形式，以"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

做好各项工作，迎接党的十六大的胜利召开。 参加纪念大会的有，中国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

会、中国文联、国家广电总局、中国社科院等各部委的领导，中国著名藏学学者及全国各省区《格萨

（斯 ）尔》研究专家；外国驻华使节，中外新闻记者。  

                                                    2002年7月22---25日，在长江、黄河的源头，史诗《格萨尔》的故乡青海

省西宁市召开了第   五届《格萨（斯）尔》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此次研讨会的有来自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和全国各省

区的150多位专家、学者。提交论文120多篇。本届《格萨（斯）尔》学术研讨会是这一学科进入新千年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国际性的学术

研讨会，加强了国内外"格学"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的交流与合作，相互学习、共同切磋，进一步了推动新世纪《格萨（斯）尔》史诗的

学术研究。联合国教课文组织总干事布什纳基先生到会并讲话。 

  2002年8月7---17日，在雪域高原古城西藏拉萨，古老的"《格萨尔》藏戏艺术节"在喜庆的"雪顿节"期间 隆重开幕，喜闻乐见的歌

舞戏形式；著名艺人桑珠老人、艺人玉梅以优美的演唱，向人们讲述着英雄格萨尔王降妖伏魔、除暴安良的英雄业绩。波澜壮阔、气势

恢弘的史诗永远吸引着这些传承者、演唱者和创造者。同时在西藏博物馆举行"格萨尔千年纪念活动专题展"。 



 

  深入开展《格萨（斯）尔》千年纪念活动，是肯定文化特性，宏扬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因素，对于促进和推动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

化交流，提高民族自尊性和自信性，振奋民族精神，保护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进文化多样性，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现实意

义、政治意义。随着千年纪念活动的进一步深入，一系列的学术研讨会、表演活动、资料抢救工作等各种文化活动还将在全国各地充分

展开。我们相信，在各部委与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史诗《格萨（斯）尔》千年纪念活动一定会搞得热烈而隆重。《格萨（斯）尔》不仅

代表人类史诗的一种形态，而且代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一个子文明形态。对他的千年纪念也是贯"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一次盛

举。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www.iel.org.cn）”。

与本文相关的文章

· 专家呼吁保护中国少数民族说唱艺术遗产

· 台湾地区文化遗产的保护 

·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志愿者联盟《甲申

· “《格萨(斯)尔》史诗文化周”即将拉开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