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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伊消得人憔悴

──记精选本的编纂工作（二） 

发布日期：2007-04-17  作者：降边嘉措

【打印文章】

坎坷的历程 

  在社会各方面的关怀下，在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经过课题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1985年超额完成了

“六·五”规划（1981年—1985年），受到国家科委的表彰。 

  《格萨（斯）尔》的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绝不是一个五年计划所能完成的。何况“六·五”规划已开始两年

多以后，才于1983年正式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所以，“七·五”期间完全应该继续进行下去。但是，遗憾的是，1986年在制定“七

·五”规划时，《格萨（斯）尔》未能上项，更没有把精选本的编纂列入规划，而将《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的编写工作列为“七·

五”期间的国家重点项目，由仁钦道尔吉和降边嘉措担任学科牵头人，包括5本专著，即：《〈格萨尔〉与藏族文化》（降边嘉措）、

《〈江格尔〉论》（仁钦道尔吉）、《〈玛纳斯〉论》（郎樱）、《南方创世史诗》（刘亚湖）、《史诗理论》（刘魁立）。 

  加强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完全是应该的，必要的，我也是赞成的。这一项目的确立和实施，对促进和推动我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

提高整体的学术研究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不需要以削弱《格萨（斯）尔》为代价。恰恰相反，可以互相促进，互相推动，共

同发展。 

为了将《格萨（斯）尔》的搜集整理工作进行下去，我和课题组的其他同志向院领导和全国规划办反映情况，不厌其烦，一次再次申

述，领导上都表示理解和支持。但整个立项工作已经结束，最后经规划办批准，作为“滚动”项目，在“七·五”期间继续进行下去。 

到1990年，我们超额完成“七·五”规划。1991年初制定“八·五”规划时，整个《格萨（斯）尔》工作又未予考虑。 

当时我正在国外进行学术访问，杨恩洪同志向院、所两级领导汇报，我回国后，我俩又一起向院领导和全国规划办提出申请，直至引起

胡绳院长的关注，胡老亲自给中宣部和全国规划领导小组写信，要求将《格萨尔》工作列入“八·五”规划。最后将“《〈格萨尔〉优

秀艺人说唱本丛书（科学版）》”列入规划。 

  后来，我们说在“六·五”、“七·五”和“八·五”期间，“连续三次”将《格萨（斯）尔》工作列为国家重点项目，一方面是

为了宣传工作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鼓舞士气，振奋精神。前面谈到，“六·五”立项十分顺利；“七·五”很勉强，属于“滚

动”；“八·五”就危险了，差一点落空。若不是胡老亲自关怀，肯定上不去。而精选本的编纂工作根本提不到议事日程上。 

《格萨（斯）尔》工作面临半途夭折、前功尽弃的危险。 

  这种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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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明确

建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进行这个项目。这样的提案并不多见。这对我们的工作是极大的关怀和支持，使我们深受鼓舞和感动。 

  但是，人大、政协的提案也未能得到贯彻落实。阻力之大，可想而知。这一拖又是几年。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同课题组内和社会上愿意从事精选本编纂工作的同志一起，默默地、艰难地、同时又是坚定不移地继续进行

准备。准备工作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资料准备。 

  第二．学术准备。 

  第三．组织队伍。就是说，发现、选拔、培养、团结和组织一切愿意 

  从事《格萨尔》工作、尤其是精选本编纂工作的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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