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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顾名思义，就是研究蒙古史诗的文本构成与隐喻意义。从程式到隐喻，是动态的，是蒙古史诗文本

在与文化语境的互动中产生并获得意义的过程，包括三个层面：文本、意义、语境，三者缺一不可。文本是意义的载体，有它自己的构

成机制，但它的意义是语境所规定的。不仅如此，就连艺人对文本构成机制的运用，也受制于传统语境的约束。因此，本课题研究将蒙

古史诗文本放在它赖以产生和传承的传统文化背景中，从传统的角度审视文本，揭示其创作和传承上的程式化运作机制，以及它在与传

统文化每根神经的紧密联系中获得多重意义的过程；从文本的角度反观语境，阐释和印证传统对蒙古史诗创作、表演、接受各个环节的

深层约束力，揭示围绕史诗表演形成的史诗文化语境之存在意义。 

面对浩瀚的蒙古史诗传统，本课题选择了流传在国内外卫拉特蒙古地区的《那仁汗克布恩》史诗六个文本作为分析样例，首先探讨

了蒙古史诗文本构成上的程式化运作过程。也有三个层面，程式、母题（素）、主题。蒙古史诗的主题及其序列在一部史诗多个文本中

相对保持高度一致性；主题内部也有可供选择的多种相对稳定的结构模式，是由一系列母题（素）的规律性组合构成，这些母题（素）

也有自己的特定模式，但是，一部史诗多个文本相同主题内部，母题（素）数量、组合方式不尽相同；程式在蒙古史诗传统中呈现出传

承上的稳定性，但在一部史诗多个文本中却表现得相当自由（关于人物、马匹的特定程式除外）。三个层面表现出的稳定与自由倾向，

同传统语境对于史诗艺人演唱活动的约束直接相关。这种约束来自传统的深处，其威力通过与神话和信仰交织在一起的种种禁忌、仪式

的力量得到充分发挥。 

蒙古史诗存在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的双重甚至多重意义结构。在浅表层面上，史诗的叙事往往不符合世俗的逻辑、情理，甚至矛盾

百出，令人费解。对矛盾叙事的解读催生对史诗隐喻结构的分析，使得本书从文本结构深入到文本背后的传统的意义。史诗的人物、人

物的行为、母题、被叙事的事件等，具有隐喻意义。而史诗隐喻同日常语言常规隐喻和书面文学隐喻不同，其创造和传承紧紧依赖口头

史诗的程式化特点，基于母题隐喻、神话隐喻和人物称号隐喻来建构和传承。本书运用结构主义和认知隐喻学的理论方法，从蒙古文化

与蒙古史诗母题的意义关联中析出狩猎/战争、盛宴/集会、结义/冲突、婚姻/结盟、死亡/再生、迁徙/征服等一系列隐喻性对应关系，

探讨了这些对应关系如何主宰了史诗的深层意义结构。 

本书的最后，把作者从田野调查中获得的一部与《格斯尔》史诗融为一体的关于成吉思汗的史诗性作品作为引子，把一部具有清楚

的历史事实依据、具有鲜明的史诗特征的蒙古卫拉特口头叙事所保存的800年历史记忆，同800年前的蒙古历史文献记载和400年前的蒙

古历史文献记载以及图瓦人的一部口头史诗进行比较，确认了它基于历史事实被创作，在流传过程中为蒙古历代历史文献提供史料依据

和叙述模式，同时保持各地各民族中的口头流传状况的过程。在比较中，还发现了不同文本为保持历史记忆所做的种种努力，而这种努

力集中体现在对核心情节的处理上。从这一点上，我们却发现了蒙古史诗传统语境之真实意趣。这是对蒙古史诗与蒙古历史文献之间的

关联性研究，就这种研究来讲，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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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读意见（一） 

 

从哲学的角度思考，程式总是可以归结为具有方向性和相对稳定性的联结。《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也是从这样的角度，

亦即从母题的传递、人物形象的对称、词语的顺应，以及隐喻的特定内涵等不同侧面探讨了蒙古史诗的程式问题。作为史诗叙述中的有



 

方向性的联结，程式又总是与语言结构、心理结构和习惯交织在一起，显示出民族的特性。《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注意了史诗

程式的这种内在力量。在史诗程式中，隐喻显示为更加曲折的联结，也可以认为是程式的深化。《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也是这

样理解隐喻在程式中的位置的。应该说，我们的史诗研究面临着向理论层面的跃进。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从中国史诗传统出发建立中

国史诗学。《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的意义，就在于向这个方向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 

  

——扎拉嘎研究员 

 

 

审读意见（二） 

 

本书以文本分析为基础，探讨了蒙古史诗的程式、母题和篇章组织结构。作者运用程式和母题分类学说，在研究蒙古史诗的诗学方

面多有创见。本书对文本背后的史诗隐喻进行的探讨，创造性地揭示了蒙古史诗的文化史的意蕴。程式化的诗歌语言、类型化的母题和

篇章组织结构，这些都不可否认地来自于一种不可琢磨、难以企及的古老传统，因此，本书表明了正是史诗的内容决定了看似永恒的艺

术形式这样一种根本立场。本书对史诗语境的关注，表明作者试图超越一般专门家的偏狭，他借助于田野调查的第一感受，借助于蒙古

史诗丰厚的地域传统，在史诗与神话、史诗与历史等多重纬度上，展示了蒙古史诗传统的深邃和博大，提出了许多大胆的假设，为今后

的史诗研究开拓了新的有待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本书叙述谦逊朴实，论述有理有据，讲究策略，具有学术的包容态度，能够根据本土的史诗材料，融会前人和时贤的成果。本书作

者大量参阅了以汉语、蒙古语和日语撰写的学术著作和文本材料，尊重学术史上的创造，并注意与当代学术潮流对话，在引用他人成果

时不掠人之美，能美人之美，显示了一个学者的人格魅力。本书将再一次证明，学问大不过人格。 

《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提供的材料可靠、丰厚，论者的见解独到，视阈广阔，论说充实，具有一定的思辨力度，是一部具

有学术前沿性和创新性的成果。 

 

 

——尹虎彬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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