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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萨尔》史诗：抢救一个民族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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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格萨尔》是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演唱篇幅最长的英雄史诗，代表着古代藏族和蒙古族民间文化与口头叙事传统的最高成就，

是研究古代少数民族的一部百科全书，国际学术界将此称作“东方的《伊利亚特》”。但是随着民间说唱艺人的“人亡歌息”，口口相

传的史诗传统也许会变成仅仅记录在纸上的干枯文字——— 

    英雄史诗：民族精神的标本 

    “即使有那么一天，飞奔的野马变成枯木，洁白的羊群变成石头，雪山消失得无影无踪，大江大河不再流淌，天上的星星不再闪

烁，灿烂的太阳失去光辉，雄狮格萨尔的故事，也会世代相传……”说唱艺人桑珠老人用深情的吟唱，讲述着英雄的格萨尔王降妖伏

魔、救护生灵的征战史。 

    忧患的文化情结、救赎的英雄梦幻、平和的理想远景、拯救的历史担当，构筑了史诗的吟唱基调。史诗，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学样

式，是极其宝贵的口头传统、民间表演艺术和无形文化遗产，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希腊史诗、印度史诗、巴比伦史

诗、芬兰史诗等都成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文化的象征和文明的丰碑。从希腊神话《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苏美尔神话《吉尔伽美

什》、印度神话《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日耳曼神话《尼泊龙根之歌》、盎格鲁—撒克逊神话《贝奥武甫》，到法兰西的《罗

兰之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罗马的《埃涅阿斯纪》，世界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在远古留下他们的故事和歌谣。史诗不仅是民间

文化的宝库，是民族精神的标本，更是一个民族的心灵记忆，是认读这个民族的百科全书。 

    “中国史诗”的缺席 

    美丽的爱琴海边，盲诗人荷马的悠然吟唱，长久以来一直是西方文明的最大骄傲。这个西方的骄傲曾经深深地刺痛了几代中国学

人，试图在汉文化的祖先文字遗产里寻找足以与荷马史诗相媲美的伟大作品。几个世纪过去了，“中国史诗”在文学史中的缺席仍然令

人扼腕叹息。 

    然而，我国少数民族口承史诗蕴藏之丰富、传承历史之悠久、演唱活动之活跃，在当今世界上却是独有的。举世闻名的三大英雄史

诗———藏蒙史诗《格萨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结构宏伟，情节曲折，内涵丰富，气势磅礴。其

中《格萨尔》是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演唱篇幅最长的英雄史诗，这一古老的史诗传统自11世纪以来，在藏族和蒙古族古老的神话、传

说、故事、歌谣、谚语等民间文学的基础上，由民众集体创作而世代传承至今，是藏、蒙民族民间智慧与口头艺术的结晶。 

    《格萨尔》史诗共有120多部、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仅从篇幅来看，已远远超过了世界几大著名史诗的总和，代表着古代藏

族、蒙古族民间文化与口头叙事传统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古代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民族交往、道德观念、民风民俗、民间文化等问题

的一部百科全书，这部口头传承了千年的宏伟史诗，国际学术界有人欣喜地将她称作“东方的《伊利亚特》”。 

    随着我国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深入和发展，《格萨尔》传播到我国蒙古族、土家族、纳西族、裕固族、普米族等兄弟民族地区，

与他们的文化传统相融合，在各民族文化发展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这部史诗还流传到了境外的蒙古国、俄罗斯的布里亚

特、卡尔梅克地区以及喜马拉雅山以南的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等国家和周边地区，文学的这种跨文化传播力量是异常罕见

的。 

    史诗面临人亡歌息的境地 

    史诗是古老的口头艺术体裁，正是凭借游吟诗人的口头吟唱，才得以代代相传。《格萨尔》之所以能够流传百世，至今仍活在民



 

间，首先应归功于史诗最直接的创作者、继承者和传播者———民间说唱艺人———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用创造性的诗艺术和叙事才

华，用孜孜不倦的心灵歌唱，筑就了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篇制最长的史诗，他们是史诗的“活载体”。 

    然而，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这一重要的口承史诗面临着巨大的冲击。目前我国大约有近百位藏族、蒙古族、土族说唱艺人，他

们是《格萨尔》史诗的传播者，也是史诗的创造者。但是这些演唱艺人年迈体弱，人数锐减，面临着“人亡歌息”的危险境地，如藏族

史诗演唱大师桑珠老人，能够演唱45部以上的《格萨尔》，但是他已年过八旬。在民间还有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史诗传承人，由于受财

力和条件所限，他们演唱的史诗尚未得到记录，其中一些优秀艺人已经与世长辞。民间史诗演唱艺人面临着“自生自灭”的困境，史诗

传承也面临着断代的危险，如果不及时抢救，许多传承千百年的民族史诗，就会随着他们的辞世而永远消失，英雄的格萨尔王的故事也

许会变成仅仅记录在纸上的干枯文字。 

    承续民族历史的根谱 

    史诗作为各民族世代传承的大型族群叙事，流传久远，影响深广，一直被人们珍视为民族历史的根谱，吟唱出的故事在特定仪式语

境中被赋予了非凡的力量，因此史诗的传承不应该局限于书面的保存。著名学者叶舒宪认为：“在许多无文字的部落社会，史诗的演唱

是神圣仪式的组成部分。这种原生态的仪式功能绝不只是文学的、修辞的或审美的欣赏，而是起到非常重要的文化整合作用。”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已将中国史诗学列为学科建设重大项目，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各民族史诗学者承担起了这个历史重

任，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微弱努力使这部史诗薪火相传。 

    2001年10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一届大会上，“史诗《格萨尔》千年纪念活动”被正式列入2002年至2003年

47个周年纪念活动项目之一。从2002年起，中国社科院在北京、四川、西藏、内蒙古、青海等史诗流传省、区、市先后以多种形式对这

一史诗传统以及文化保护进行了大力的宣传和推广，陆续举办了一系列学术纪念活动，《格萨尔》的抢救、搜集、整理、出版与研究工

作得到国际学界的承认与好评。 

    在民间还留存着大量的手抄本、木刻本，以及绘有《格萨尔》史诗故事的唐卡。这一史诗传统也是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活水源头，

随着时间的推移，直接引发了多种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如《格萨尔》藏戏、《格萨尔》歌舞剧等，一批格萨尔文化中心、格萨

尔宫殿等在藏区相继落成。 

    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人类口头和无形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行动中，格萨尔学家们希望及时抢救《格萨尔》，保护这一古老的史诗传

统及其传承人群体，推进文化传承的多样性和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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