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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我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的《格斯(萨)尔》是广泛流传于蒙古族、藏族和土族等民族中的著名活形态史诗，而且很早就被记录成文

字，在蒙藏民族中蕴藏着各种各样的蒙古文和藏文版本。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史诗《格斯(萨)尔》的搜集、整理、出版和科学研究事业，

自“六五”期间以来，把《格斯(萨)尔》定为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项目，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抢救工作，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绩。《格斯(萨)尔》学作为一门国际性显学，其研究领域涉及到文学、语言、历史、宗教和其他众多学科，对《格斯(萨)

尔》史诗活形态口头传承的研究和版本的文献研究成为国际《格斯(萨)尔》学的两个最重要研究领域。由于《格斯(萨)尔》史诗篇幅宏

大，其版本整理、校勘和注释工作是一项艰巨的研究工程，以往的各种整理本和注释本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因此，已经有

了二三十年抢救和整理出版背景并积累了丰富经验的《格斯(萨)尔》学研究，在新时期仍然不断提出出版更准确、更高水平的科学版本

的课题。斯钦孟和博士主编的《格斯尔全书》正是以这种新的学科发展要求和新的学术标准重新审视《格斯(萨)尔》版本的整理工作，

科学整理、校勘和注释蒙古文《格斯尔》全部版本(包括口头文本)的一项意义重大的研究工程。  

  《格斯尔全书》第一卷于2002年7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受到学界的欢迎，并在第五届国际《格斯(萨)尔》学术研讨会和第八

届国际蒙古学大会上获得了高度评价与褒奖。该书的导论可谓全书的点睛之笔。主编在这篇长篇学术导论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格斯

尔》口头文本和书面版本的流传与蕴藏情况，梳理了国内外《格斯尔》研究的学术史，指出了《格斯尔》研究中存在的重要问题，总结

了蒙古族《格斯尔》的独特性。 

  该书第一卷由长篇学术导论、1716年北京木刻本和北京隆福寺削竹写本《格斯尔》影印原刊、蒙古文校勘注释和拉丁字转写等四个

部分组成，在校勘、注释与研究中体现了主编和参与者的学术理念和科学态度。该书主要在两个方面具有值得借鉴和推崇的成绩：一是

整理和注释者在书的校勘注释中体现了民族古籍和文献整理的多重标准理念和学术思维；二是撰写的学术导论比较系统地概述了《格斯

尔》各种书面版本和口头文本的流传与传承以及错综复杂的源流关系，论述了《格斯(萨)尔》学的学术史和问题，阐明了编者对《格斯

(萨)尔》学研究的全面把握和对《格斯(萨)尔》科学版本的学术意识。如果对国内外《格斯(萨)尔》学研究没有宏观把握和长期研究，

不可能主持和完成《格斯尔全书》这样科学版本的标志性成果。 

  《格斯尔全书》第一次影印刊布了1716年北京木刻本和北京隆福寺削竹写本《格斯尔》原本，将这两部珍贵的《格斯尔》文献直接

展现在研究者面前。无论从文献学的角度还是史诗学的角度看，文献影印刊布是整理校勘本中最有科学价值的部分。学者所进行的整理

校勘因为不同角度和学识的原因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讹误和缺点，但是原件影印永远都是真实的，可靠的。把原本影印本和整理校勘

本同时公布于众，有利于读者和研究者鉴别和检验科学版本的准确性和学术价值。 

  该书第一次完整地以拉丁字转写了1716年北京木刻本和北京隆福寺削竹写本《格斯尔》，使该科学版本与国际接轨。书中主要参考

匈牙利蒙古学家李盖提和日本学者粟林均的音标体系，以语音转写为主，辅以字形转写，比较正确地反映了蒙古文元音和谐律和软硬辅

音的区别，特别是成功解决了蒙古文同形词不同读音的音标转写。这种做法对《格斯尔》的语言学研究来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以往

的版本校勘中字词的注释多侧重于版本学的校勘上，而该书的字词注释首先在版本校勘上正确处理字词的正确读音和写法以及澄清讹误

的前提下，对一些疑难词汇做了详细而富有说服力的解释，不仅依据了各种文献，而且还和民俗学和民族志材料相结合和对照，比较准

确地解读了这些字词的含义。这种整合多学科的注释方法也是民族古籍整理工作中值得吸取和借鉴的。 

  该书第二卷于2003年9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由学术导论、评介艺人金巴扎木苏、金巴扎木苏演唱的《格斯尔》、蒙古

文注释、《格斯尔》演唱曲谱等五个部分组成。对艺人金巴扎木苏的发现，被学界誉为“重大发现”，他所演唱的《格斯尔》是我院民

族文学所学者于近年集中抢救整理的大部头史诗作品，长度规模为迄今所发现的单一艺人演唱的《格斯尔》史诗之最，内容上更多显示

了草原蒙古的历史文化，语言上更具鲜明的个性特点。民族文学研究专家仁钦道尔吉评价金巴扎木苏演唱的《格斯尔》“丰富了蒙古族

《格斯尔》的内容，因而它将使《格斯尔》研究进一步深入，出现突破性进展，学术界将会重新评价蒙古《格斯尔》与藏族《格萨尔》



 

的关系”。《格斯尔全书》第二卷就是对该艺人演唱的全部《格斯尔》史诗文本的整理结集与评介注释。该卷的出版，为今后的《格斯

（萨）尔》研究，尤其对口承《格斯（萨）尔》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整理版本。 

  （《格斯尔全书》（第一卷），斯钦孟和撰，民族出版社，2002年7月； 

   《格斯尔全书》（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９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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