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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为编纂《格萨尔》精选本白了头发

发布日期：2007-07-17  作者：文/天粒

【打印文章】

    在今天的藏学界，降边嘉措这个名字同藏族史诗《格萨尔》不可分割。 

    25年前，降边嘉措曾说过：“敦煌学”既是辉煌学又是伤心学，《格萨尔》也同样如此! 

    20年前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宣告成立。对于久历浩劫的中国人来说，它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越

了个人参与价值，降边嘉措此时正有这种感受。可以想象，他在此前不久来此报考副研究员的那个令人激动的场面：面对主考官，这个

做了25年藏文翻译的藏族人，言辞昂奋--“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教授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却在国外，所以敦煌

学既是辉煌学，又是伤心学。无独有偶，《格萨尔》在中国，可是中国却没有一部研究专著。我为此感到沉痛!”不必赘言，降边嘉措

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藏族副研究员，并由此开启了他长达20年之久的《格萨尔》研究生涯，最终成为目前中国《格萨尔》研究领域

里的顶尖级人物。 

    10年磨一剑，20年该是两把剑了吧?果真如此。在降边嘉措家里，他向记者坦言——“这20年，对我而言，有两件大事，一件是编

纂整理《格萨尔》精选本，一件是拍摄大型电视专题片《话说〈格萨尔〉》。”10月，精选本前4卷将面世；而电视片，7月已开机。 

    40卷《格萨尔》精选本意味着什么？降边嘉措说：“《红楼梦》是10年披阅，《格萨尔》精选本可是花了17年时间啊!” 

    始于17年前的《格萨尔》精选本整理编纂工作，到如今前4卷面世，这仅仅是全部工程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这项工作的浩大，艰

巨！ 

    17年来，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始终是流动的；人们参与进来，又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而整个过程唯一坚持下来的人，就是降边嘉

措。对此，降边嘉措说：“这不能怨人，我们做编辑工作，有职称可评；作编译工作，也有职称可评；作研究工作，则又有职称又有成

果可论；唯独做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既十分艰苦，又难以见到成果。所以，这十几年来一批批人参与进来又离开了，实在是一

个正常现象。” 

    降边嘉措的头发已完全银白，是这20年的心血熬的。说起精选本，他显得格外激动。17年后的今天，他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完

成了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此时，他仿佛完成了一生的使命般，有几分轻松，又有几分厚重。 

    ——让我们不要忘记：降边嘉措，一个只读过小学四年级的藏族人，一个为藏族人贡献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格桑梅朵》的人。 

    《格萨尔》：搜集整理历时半个世纪；今后还将继续下去，所以这是一项跨世纪的文化工程。 

    记者：让我们从头说起。《格萨尔》是一部什么样的史诗？ 

    降边嘉措：《格萨尔》是我国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后来流传到其他民族地区。她通过对主人公格萨尔一生不

畏强暴，不怕艰难险阻，以惊人的毅力和神奇的力量，征战四方，降伏妖魔，造福人民的英雄业绩的描绘，热情讴歌了正义战胜邪恶、

光明战胜黑暗的伟大斗争。 

    仅从篇幅来讲，《格萨尔》堪称世界史诗之最，是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比世界五大史诗——《吉尔伽美什》、《伊利亚特》、

《奥德修记》、《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总和还要长。 

    《格萨尔》不仅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而且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认识价值，是研究古代藏族社会生活、民族历史、经济文化、阶

级关系、民族交往、意识形态、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问题的一部百科全书。 

    记者：这部宏伟的诗篇能够世代相传，从遥远的古代流传至今，还将继续流传下去。它是怎样得以广泛流传的? 

    降边嘉措：千百年来，《格萨尔》能在世界屋脊之上广泛流传，历久不衰，主要应该归功于那些优秀的民间说唱艺人，他们是史诗

最直接的创作者、继承者和传播者，是真正的人民艺术家，是最优秀、最受群众欢迎的人民诗人。 

    《格萨尔》有着独特的传承方式。一个生长在偏僻山村或牧区，目不识丁的农民或牧民，为什么能讲述十几部乃至几十部史诗故

事，吟诵十几万、几十万，乃至上百万诗行？若将他们的唱词全部记录整理成文，有几百万字，乃至上千万字，那是厚厚的几十部书。

他们是怎么学唱，怎么记忆的？这样的艺术天赋，令人惊叹。惊叹之余，也使人感到疑惑不解。这种记忆之谜，至今我们没有能够做出

科学的、准确的、令人信服的解释。有人把那些能吟诵几十部、数十万诗行的优秀民间艺人，称为“奇人”。一代又一代艺人群体的存

在，是藏族历史上一种很特殊的文化现象。这些“奇人”究竟奇在什么地方，怎样揭开他们的记忆之谜，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重

要课题。 

    记者：《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工作从50年代就已开始，请您谈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 



    降边嘉措：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部史诗过去从未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搜集整理，至今没有能够反映史诗全貌的整理本。众多研究

《格萨尔》的专家学者，如同瞎子摸象，只能从一个侧面、一个局部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工作从50年代开始至今，

还将继续下去，所以这是一项跨世纪的文化建设工程。它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参加人数之多，影响面之宽，在藏族文化史上是空前

的，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壮举，在我国民间文学发展史上也不多见。它本身也是一首歌，一首动人的歌，一首可歌可泣的歌。同时也提出

了许多理论问题、学术问题和实际问题，促使我们去深入研究。 

    从目前搜集的资料来看，《格萨尔》有120多部、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无论是过去流传下来的手抄本、木刻本，还是民间艺

人的说唱本，同一部故事，又有一些不同的异文本，它们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各自的听众和读者对象，有继续流传下去的意义和价

值。彼此都不能替代。这些分部本和异文本加起来，就有几百部之多，几百万诗行，上亿万字。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部史诗具有如此宏大

的篇幅。但是，它也给读者和听众在阅读和欣赏时造成很大的困难，也影响了史诗本身的流传和发展。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读者能够掌握

和拥有那么多资料来阅读和欣赏，甚至也可以说没有这个必要。实践表明：在目前条件下，即使是从事《格萨尔》研究的专业人员，也

很难得到如此丰富的资料。因此，编纂整理一部能够反映史诗全貌的精选本，就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为此，我们拟编纂出版一套40卷

的《格萨尔》精选本，包括从《天界篇》到《安定三界》的全部内容。每卷约2万诗行，40万字；有的几个分部本可能汇编成一卷，有

的一卷可能分成两、三册。总计约为80万诗行，1600万字。为了编纂这套精选本，我们已经花了17年时间，到10月出版的仅是全部工程

的十分之一。 

    记者：在编纂整理这套精选本时应把握什么样的原则？ 

    降边嘉措：应把握“三性”和“四不变”的原则，即：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主题思想不变、主要情节不变、主要人物不变、

语言风格不变。 

    我们的基本要求是：这套精选本应该具有浓郁的雪域文化风采、鲜明的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和时代特色，要能够更集中、更突出、

更鲜明、更强烈地表现这部古老的英雄史诗固有的思想内容、社会意义和艺术魅力，成为能够反映古代藏族社会历史的一部“百科全

书”；同时也要能够比较集中地展示20世纪、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这套精选本，力争能够反映当代我国、同时也是世界《格萨尔》研究的最高水平和最新成果，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经得起人

民群众的检验，经得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检验，成为传世之作。 

    《格萨尔》就其本质意义上讲，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广大藏族人民群众集体创造的成果。在其流传、演变和发展过程中，

虽然有众多的文化人、尤其是僧侣文人参加搜集整理、记录刊印，对《格萨尔》的流传、保存和发展，做出过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但

是，从藏族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实际情况来分析，就其本质特征和民间文学的基本特点来讲，《格萨尔》是民间说唱艺人用嘴

唱出来的，而不是文人用笔写出来的。因此，我们在编纂出版的整个过程中，应该牢牢地把握这个本质特征。 

    扎巴老人是当代最杰出的《格萨尔》演唱家之一，他为《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是我们这条战线上的一面旗

帜。扎巴老人生前共说唱25部，总计近60多万诗行，600多万字。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是迄今为止最系统、最完整的一套艺人说唱本。它凝聚着人民艺术家扎巴老人的智慧和艺术天赋，是他生命的结晶。 

    因此，这套精选本，拟以扎巴老人的说唱本为基本框架，同时参考桑珠、才让旺堆、玉梅和其他优秀艺人的说唱本，尽可能吸收各

种唱本和刻本、抄本的优点和长处。 

    记者：精选本《格萨尔》大致包括哪些基本内容和情节？ 

    降边嘉措：关于《格萨尔》的结构，按照传统的说法，有《天界篇》、《英雄诞生》、《赛马称王》等分部本作为序篇；接着是四

部降魔史。此外还有十八大宗、十八中宗、十八小宗等部。最后是《地狱救母》。 

    民间艺人在说唱时，常常用这样三句话来概括史诗的全部内容：“上方天界遣使下凡，中间世上各种纷争，下面地狱完成业果。”

“上方天界遣使下凡”，是指诸神在天界议事，决定派天神之子格萨尔到世间降妖伏魔，抑强扶弱，拯救黎民百姓出苦海。“中间世上

各种纷争”，讲的是格萨尔从诞生到逝世的全过程，这一历史，构成了格萨尔的全部英雄业绩，也是史诗的主体。“下面地狱完成业

果”，是说格萨尔完成使命，拯救坠入地狱的母亲，以及一切受苦的众生，然后返回天界。 

    我们这套精选本，就是按照这一艺术脉络进行编纂的。 

    总的原则是：择优选粹，取其精华，只删不增，只编不改，尽可能保持《格萨尔》的原始风貌，使文学性和学术性达到高度的和谐

和统一，充分发挥她“百科全书”的多功能性。 

    记者：作为《格萨尔》精选本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您怎样评价它？ 

    降边嘉措：整个《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是一个完整的、有机联系的系统工程。精选本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八五”

规划中的“《格萨尔》优秀艺人说唱本丛书”，也是一个阶段性成果。它们都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这套精选本，还可以作为翻译成汉文、国内各民族文字及各种外文的基础和蓝本，使她在促进国内外文化交流方面，发挥应有的积

极作用，向全世界展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风采。 

    我们这次编纂出版的精选本，只是整个搜集整理工作中的一个部分，一种形式，一种尝试，而不可能、也不应该代替一切、包揽一

切，代替所有的功能。也不可能满足所有读者、所有人的需要。只能照顾大多数。今后有条件、有机会、有兴趣，还可以编纂别的形式

的版本。这套精选本的编纂出版，只会起促进和推动作用，而不会妨碍任何一项有意义的编纂出版和学术研究工作。 

    在整个编纂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应该特别提到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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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国家组织力量，并拨出专款编纂整理《格萨尔》精选本。阿沛·阿旺晋美副主席担任顾问。全国人大办公

厅、全国政协办公厅，以及我院领导，对这两个提案的执行情况，也非常关心和重视。中宣部、国家民委、文化部、财政部、中国文

联、中国民协、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等有关部门也很关心这一工作。院、所领导一直非常关心，并给予直接指导和帮助。财政

部还拨出专款支持这一事业。民族出版社把这套精选本作为重点图书，精心印制。在此，我要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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