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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于1960年7月毕业于蒙古国立乔巴山大学，留学回国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
现已从事文学研究工作50年了。
即将出版的《蒙古口头文学论集》，是粉碎“四人帮”以来30年间撰写的研究论文的汇集。
1962年在内蒙古巴尔虎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时，我收集到大量的古老英雄史诗，被神圣优雅的英雄史诗
所吸引，越研究越有趣，于是投入到蒙古英雄史诗及其相关民族史诗的研究中去了。
　　英雄史诗是在史前时期产生的最古老的文学体裁。
它在人类社会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代表着人类童年时代的文
学艺术成就，而且，成为在它之后的文学艺术发展的基础。
英雄史诗广泛地反映了古代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保留着在古籍中没有记载的珍贵资料，为研究古代
社会的各门学科提供无穷的信息。
然而，至今保存下来的英雄史诗并不多。
世界著名的四大英雄史诗是古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
《罗摩衍那》。
这些英雄史诗起初以口头产生和流传为主，但是早在公元前后已被记录成为书面史诗，并退出民间艺
人的演唱舞台，后来逐步被后期的人们淡忘了。
可是，蒙古英雄史诗则不同，尽管它们的产生晚于希腊史诗和印度史诗，但至今还有几百部英雄史诗
流传在各国蒙古语族民众之中，而且其中有的史诗的篇幅远远超过希腊史诗而接近于印度的两大史诗
。
蒙古英雄史诗《江格尔》及蒙藏两个民族的《格斯尔》（或《格萨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
被誉为中国三大英雄史诗。
此外，还有数百部篇幅较短（由数百至数千行诗所形成）的蒙古英雄史诗。
研究欧洲史诗和印度史诗缺乏活的材料，不能了解到史诗的演唱和背诵活动，难以说明它们的产生和
发展规律，因此近一二百年以来，俄罗斯和西方文化发达的国家的学者对活态蒙古英雄史诗及其演唱
艺人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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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蒙古口头文学论集》是改革开放以来作者先后发表的蒙古英雄史诗研究系列论文选，也是国内
第一次较系统地探讨蒙古史诗的起源、产生、发展和演变规律的著作。
蒙古英雄史诗分布于中、俄、蒙三国的蒙古语族人民中，作者经过田野调查和研究，将它们归纳为三
大系统和七个流传中心，又将之划分为单篇型史诗、串联复合型史诗和并列复合型史诗三大类型，并
说明了它们的发展传统和发展顺序。
经几十年研究，作者发现了国内外学者从未接触到的抢婚型史诗、家庭斗争型史诗和独眼巨人斗争型
史诗。
总的来说，这是一部高层次的研究论文集，它与作者的几部专著一起对我国和国际史诗研究有具体的
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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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仁钦道尔吉，男，1936年生，蒙古族，内蒙古巴林右旗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研究员、国际蒙古学协会书记处书记，曾任中国蒙古文学学会副理事
长、中国《江格尔》研究会副会长。
历任文学所民间文学研究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少数民族文学所内蒙古
东北室主任、副所长和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少数民族
文学系主任等职。
于1997年8月荣获国际蒙古学协会最高奖赏——国际蒙古学协会“荣誉会员”称号。
主要著作有：《蒙古民间文学论文集》，专著《英雄史诗（江格尔）》、《（江格尔）论》、《蒙古
英雄史诗源流》和《蒙古英雄史诗论》（台湾出版）；在国内用蒙古文和汉文发表论文100余篇，在国
外用英文、德文、俄文和蒙古文发表论文近30篇和出版民间说书资料《西凉演义》（德国）；编辑出
版了《蒙古英雄史诗大系》另外，《蒙古民歌一千首》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论》获该院第二届优秀科研成果奖，《论》荣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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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一 蒙古英雄史诗总论中国蒙古族英雄史诗蒙古英雄史诗情节结构的发展蒙古英雄史诗的勇士及其
类型的发展关于蒙古史诗的类型研究萨满教与蒙古英雄史诗论巴尔虎英雄史诗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关
于巴尔虎英雄史诗和卫拉特英雄史诗论抢婚型英雄史诗论家庭斗争型英雄史诗略论勇士与独眼巨人斗
争型英雄史诗《珠盖米吉德胡德尔阿尔泰汗》绪论《蒙古英雄史诗源流》内容提要关于波恩蒙古英雄
史诗讨论会二 《江格尔》研究《江格尔》研究概况关于新疆的《江格尔》和江格尔奇《江格尔》与蒙
古人民英雄史诗传统再论《江格尔》的产生时代关于《江格尔》的形成与发展略论《江格尔》的主题
和人物评《江格尔》里的洪古尔形象关于国际“江格尔学”的形成世界诗歌名著——蒙古英雄史诗《
江格尔》《（江格尔）论》简介三 史诗比较研究关于阿尔泰语系民族英雄史诗、英雄故事的共性蒙
古-突厥英雄史诗情节结构类型的形成与发展蒙古-突厥英雄史诗形成和发展的三阶段蒙古-突厥英雄史
诗考验方式的共同性略论《玛纳斯》与《江格尔》的共性《格斯尔》和《江格尔》的相似现象《格斯
尔》文本的一项重大发现——被埋没的天才艺人金巴扎木苏新发现的蒙古《格斯尔》印度文学对蒙古
文学的影响——以《罗摩衍那》为例四 蒙古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蒙古古代文学研究概况——台湾
民族学年会上的报告关于1961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大力发展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学事业——中
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前言作者科研著作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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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众所周知，科津院士分析的作品主要是19世纪中叶在伏尔加河一带卡尔梅克人中间记录的。
远离新疆200年的卡尔梅克人演唱的作品里出现三分之一的阿尔泰山一带地名，只能说明史诗顽强地保
留着它的诞生地的特征。
此外，科津院士经过具体分析后还说，《江格尔》的词汇不可能属于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人，但它属
于中世纪准噶尔的卫拉特人的词汇之列。
这些事实可以证明，《江格尔》17世纪以前已在新疆形成了。
　　第四，《江格尔》之所以成为长篇英雄史诗，是与卫拉特陶兀勒奇（史诗演唱艺人）的整理和加
工分不开的。
各国著名的长篇英雄史诗和历史传奇题材的长篇小说，大多经过了一个整理过程，完成这种历史使命
的往往是天才的民间艺人或作家。
中国14～15世纪的著名小说家罗贯中就是其中一位代表。
长篇英雄史诗也是如此。
学术界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起初只是口头传说，是古希腊乐师们口头传诵流传下来的零散
篇章，到公元前8～前7世纪盲艺人荷马把零散篇章加以改编，使它初步定型的。
公元前6世纪开始出现了一些用文字记录的定本。
现有研究还不能确定是什么人把民间传说、故事、古老小型史诗和其他零散材料改编为长篇英雄史诗
《江格尔》。
但是笔者推测应该有过蒙古一卫拉特的荷马式人物，而且这个“荷马”可能是卫拉特传统的史诗演唱
艺人——陶兀勒奇。
如前所述，和鄂尔勒克时代曾有过“达兰脱卜赤”土尔巴雅尔，他这样的民间陶兀勒奇难说不会起希
腊荷马起过的作用。
巨型史诗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前提在当时的卫拉特社会业已具备。
蒙古一卫拉特社会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之中，小汗国之间内讧和外战，给人民群众带来了灾难。
群众对当时社会不满，期望克服分裂割据和混战，建立和平统一的国家。
在文化方面，卫拉特人已有数百年的英雄史诗传统，创作了数以百计的小型英雄史诗。
随着史诗的迅速发展和人们对艺术生活的要求的增高，约从15世纪起卫拉特社会产生了职业的史诗演
唱艺人——陶兀勒奇。
其他蒙古地区则没有这种职业的陶兀勒奇，他们是卫拉特地区特有的。
后来随着《江格尔》演唱的产生和发展，在新疆卫拉特人中陶兀勒奇被江格尔奇（《江格尔》演唱艺
人）所代替。
然而陶兀勒奇继续存在于蒙古人民共和国西部各省的卫拉特人民中间。
俄罗斯著名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院士曾高度评价西蒙古陶兀勒奇及其演唱的英雄史诗。
他说陶兀勒奇是“职业”歌手，他们了解本民族的艺术，经过一定的训练，并是被有名望的老歌手承
认的艺人。
他们演唱的英雄史诗不同于布利亚特英雄史诗，是经过“文学”加工的作品，其结构严谨和谐，优美
雅致，比起布利亚特史诗向前发展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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