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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史诗研究
,

现在己成为世界性学科
。

史诗这种最早产生于人类童年时代的文学样

式
,

如今在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民间失传
,

只

留下一些早期记录的版本
。

然而
,

蒙古史诗

却很特殊
:

迄今在民间仍以 口头形式流传着

大量的作品
。

我去年作了初步统计
,

目前在

国内外已经出版和已被记录但尚未出版的蒙

古史诗共计约有二百八十多部
。

这些史诗的

形式和篇幅不尽相同
,

其中多数是以数百行

诗所组成的短篇史诗
,

也有一批长达数千行

至上万行的中篇史诗
。

此外
,

还有长篇的组

史诗 (这里我们借用
“
组诗

” 这个名词
,

把

《 江格尔 》等以人物为中心
,

并且各部在情

节上又能独立的史诗叫作
“ 组史诗

” ) 《 江

格尔 》 和 《格斯尔 》
。

蒙文 《格斯尔 》 的多

种版本都是散文体
,

但有 一种 布里亚 特的

《 阿拜格斯尔 》 是韵文 体
,

它长达三 万诗

行
。

《 江格尔 》这一部长篇组史诗的全诗约

有十万行
,

日前在我国发掘了它的六十五部

(或章 ) 作品的一百多 种异文
,

在 苏 联 记

录的有近三十部
,

蒙古人 民共和国出版了二

十多部
。

蒙古 史诗 不仅数量 巨大
、

形式多样
,

而且内容极其丰富多采
,

广泛地反映了蒙古

族古代社会的历史和风土人情
,

具有进步的

思想意义和优美的艺术特色
。

因而
,

二三百

年以来蒙古史诗 引起了各国学者的注意
。

搜

集出版蒙古史诗 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
。

最早

于康熙五十五年 ( 1 7 1 6年 ) 出版了著名的北

京木刻版 《 格斯尔可汗传 》
。

从十九世纪初

( 1 8 0越年 ) 以 来
,

开 始在俄国 搜集出 版了

《 江格尔 》 的一些部
,

约从十九世纪末
、

二

十世纪初起搜集出版了其它短篇史诗
。

在二

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
,

主要是俄 罗斯一苏联

和德国学者从事蒙古史诗的搜集出版和研究

工作
,

从五十年代以后
,

除苏联外
,

蒙古人

民共和国学者在蒙古史诗的出版和研究方面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

同时
,

我国及东欧
、

西欧

学者也开始进行蒙古史诗的出版
、

翻译和研
`

究工作
。

在蒙古史诗研究方面
,
苏联科学院

院士鲍
·

符拉基米尔佐夫
、

斯
·

科津
、

通讯

院士尼
·

波柏 (现住美国 )
、

芬兰学者格
·

拉姆斯特德
、

西德教授瓦
.

海希西
、

蒙古科

学院院士策
一

。

达木丁苏伦
、

宾
·

仁亲
、

通讯院

士普
·

害尔劳
、

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院士波
·

帕兀哈等著 名学者完成了许多重要著作
。

白从六十年代以后
,

蒙古史诗研究发展

到了新阶段
,

逐渐成为世界性的学科
。

这门学

科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较大的提高
。

一方

面
,

从事这项工作的国家和学者的数量有很

大的增加
,

他们出版了数百种论文和专著
; 另

一方面接触到了蒙古史诗的各个方面的广泛

性的问题
,

学者们采用各种新的研究方法
,

从

各个不同角度
,

进行多层次的研究
,

深入细致

地分析了一些复杂性的问题
。

随着研究这门

学科的国家和学者数量的增加
,

各国学者之

间建立了密切关系
,

他们相互合作
,

并为进

行学术交流而制定了召开各种国际性的会议

制度
。

例如
,

在 i , 5 9年
、

1 9 7 0年
、

1 9 7 6年和

1 9 8之年在蒙古首都乌兰巴花先后召开四次国

、`
、、了刃̀、矛夕、、矛矛、 1古了、
、
产叮.、 J、̀声̀、刃叮、、 J矛、、

.

矛̀、矛、、声.、、了口、
`

,、̀、了、

l
、J全、、矛、,产、、了、、占矛、、了、、汀夕、、矛`、形

蒙古族钦仁吉道尔

的类型研究

关于蒙古史诗

、了、、夕.、、尹̀、夕叮、、了̀、声叮、、户`、、声̀、J夕、、了̀、矛̀、J于
.

、叮夕、、于飞` .r、、了.、产气、刀r`、J犷、、矛r几、J七、、夕刃、、夕̀、、尸、、矛、.



际蒙古学家大会
。

当然
,

这些会议不是专门

讨 冷史诗问题
,

但在会议上宣读了不少有关

史诗研究的论文
。

苏联学者不断地研究蒙古

史诗
,

几十年前
,

日尔蒙斯基和麦列丁斯基
、

在史诗理论研究著作中
,

就一直把蒙古史诗

作为例 子引用
。 `

苏联学者先后出版了几百种

研究蒙 古史诗的 专著 和论 文
,

并在卡尔梅

克自治共和国首都厄利斯塔市儿次召开了全

苏民间文学专家和民族学家参加的大型的蒙

古史诗 讨论会
,

即 于 1 9 67年羊行的
“
纪念著

名的江格尔奇鄂
.

利杨夫拉诞反 1 10 周年
,,
学

术讨论会
、 1 9 72 年在为纪念《江格尔》学家瓦

·

科特维茨诞辰 10 0周年而召开的
“

阿尔泰学

和蒙古学问题讨论会
” 以及在 1 9 7 8年开的全

苏
“
《 江格尔 》与突厥一蒙古各民族史诗创作

问题
”

学术讨论会
。

近年来在苏联蒙古史诗研

究
,

尤其是《江格尔》研究和《格斯尔》研究有

很大的发展
,

格
.

米海依洛夫
、

斯
·

涅克柳多

夫
、

鲍
·

李福清和阿
·

科契克夫等学者发表

了许多著作
。

尤其是 19 8 4年出版的斯
.

涅克

柳多夫的《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 一书
, 〔 是

近几十年来研究蒙 古史诗方面的重要著作之

一
,

它概括了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蒙古

史诗及其研究成果
,

探讨了各地蒙古史诗的

一些重大问题
。

西德著名的蒙古学家
、

波恩大学教授瓦
·

海希西四十多年来不间断地进行蒙古史诗

的研究
,

在他的领导下
,

波恩大学中央亚细亚

语言文 化研究所已成为欧美研究蒙古史诗中

心
。

他们翻译了七十多部蒙古史诗
,

把这些

史诗及其演唱艺人
,

看作世界史诗理论研究

的活对象
。

海希西教授说
: 在蒙古和突厥各

、

民族地区
,

英雄史诗依然存在
,

并且经过改

变以新的形式流传至今
。

这样
,

就有可能使

对所谓口头流传理论的研究不是局限在阅览

室里
,

而是要研究活生生的对象
才 。

在他主

持下
, 1 9 7找一 1 9 8 3年波 恩举 行 了四 次 国际

“
蒙古史诗讨论会

” ,

参加会议的有西德
、

美国
、

英国
、

法国
、

意大利
、

瑞典
、

奥地利
、

日本

及苏联
、

蒙古人民共和国
、

匈牙利
、

东德
、

南斯拉夫和我国学者
,

在这四次会议上宣读

了近八士篇论文
。

在瓦
·

海希西教授主编的

《亚细亚研究 》和 《 中央亚细亚研究 》 两套

大型丛刊中蒙古史诗原文
、

译文及其研究著

作占十多卷
。

此外
,

在 1 9 8 3年出版 了海希西

教援的专著 《北京木刻版 < 格斯尔可汗传>

的续六章研究 》
` 。

这是近年来国外 《 格斯

尔 》 研究方面的一本重要著作
。

上述情况可以说明蒙古史诗研究已经成

为一门国际性科学
。

尽管各国学者研究蒙古

史诗的目的和方法有别
,

但在国外普遍盛行

的是类型研究方法
。

许多外国学者把民间故

事的
“ A T分类法

”
运 用到 蒙古 史诗 方面

,

采用这种方法来分类蒙古史诗的情节类型和

母题类型
,

并对这些类型进行分析
。

人们知

道
,

类型学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范围
。

比较文

学早已产生
,

它的先驱是维尔曼
、

安培
、

基

内等世界主义者
。

但只是在十九世纪歌德和

史雷格兄弟等人提出
“ 比较文学

” 、 “ 世界

文学 ”
等口号

,

才把这个概念明朗化了
。

近

代出现了法国学派
、

美国学派和中间学派
。

在比较文学中
“ 类比研究

”

和
“
影响研究

”
被

看作是两个主要方向
。

西方学者正是从这两

个方面来研究蒙古史诗的
,

当然
,

他们更多

的是侧重于类比研究
。

因为
,

他们研究蒙古

史诗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说明世界各国史

诗的共同性理论问题
,

找出史诗体裁形成和

发展的一般规律
。

海希西教授在他主持召开

的国际第一次蒙古史诗讨论会议上说
: “ 从

研究英雄史诗体裁的产生和典型内容来看
,

不仅欧洲骑士时代的史诗和古代史诗得到了

广泛发掘
,

而且也有一系列中亚突厥民族史

诗业已公诸于世
。

然而
,

为数众多的蒙古英雄

史诗却又当别论
。

特别是在西欧语言中诀乏

翻译作品
,

因而不可能引用蒙古史诗进行史

诗的一般理论研 究
` 。 ” 为了弥 补这一 空

白
,

近年来西方学者翻译了七十多种蒙占史

诗
,

并进行倩节相母题类型研究
。

文学类型



研究需要有一定条件
,

法国学者马
·

法
·

基

亚说应具备两个条件
:

固定的类型和接受这

种文学类型的环境 (时间和空间都 明确限定

的 )
几 。

我们知道
,

我国蒙古族人民
、

蒙古

人民共和国的喀尔喀人和卫拉特人以及苏联

的布里亚特人和卡尔梅克人
,

他们的祖先曾

共同居住在中央亚细亚和南西伯利亚
,

甚至

阿尔泰语系的其他许多民族 (包括突厥语族

人民和通古斯语支人民 ) 的祖先也曾经同住

在这些地区
。

在他们之间既有历史渊源所造

成的血缘关系
,

又有地域衔接所造成的因缘

关系
。

苏联和西方学者通过类比研究
,

发现 了

蒙古史诗和突厥史诗的各种类似现象
,

并接

触到了蒙古
、

`

突厥史诗同通古斯— 满洲叙

事作品 (如英雄故事 )的许多重要的共同性
。

苏联蒙古学家斯
·

涅克柳多夫在《蒙古人民的

史诗与民间文学的相互联系问题》动 一文中
,

指出了蒙古一突厥史诗在类型学和其他方面

的许多共同性
,

并说明了蒙古— 突厥史诗

与通古斯英雄故事之间的类似现象
。

美国学

者伊尔塞
·

洛德一西尔托特斯在她的《蒙古和

中亚突厥史诗中的几个共同点和不同点 》
一

一文中
,

列举了它们九个方面的共同性
。

她

认为蒙古和东突厥史诗的英雄具有超自然的

力量
,

他们施展法术 达到 自己的 目的
。

可

是
,

中亚突厥史诗的人物没有这种超自然的

力量
,

他们是现实生活中的人
。

除这种不同

点外
,

蒙古和突厥史诗有以下共同性
:

1
.

中亚突厥史诗以没有儿女的老人祈求

得儿女为开端
,

在蒙古史诗中也有个别类似

现象
;

2
.

祈求得子女的结果
,

出现将得子女的

予兆 ;

3
.

对新生儿的描写也类似
,

如在蒙古和

阿尔泰突厥史诗中新生儿女有金色的胸膛和

银色的臀部
,

他们的脐带难以切断 ,

4
.

给新生 儿起名的情况相似 ;

5
.

英雄长大后所 参 加的冒 险活 动都一

样
,

.

即战胜掠夺者和到远方去通过斗争娶美

女 ;

6
.

选择和寻求配偶情况类似
;

7
.

英雄娶亲必须经住赛马
、

射箭和摔跤

的考验
,

8
.

蒙古和东突厥史诗的英雄在斗争中施

展法术
;

9
.

突厥史诗的神奇的母题正在变化着
,

虽然在西突厥史诗的神奇现象已消失
,

但在

他们的民间传说中仍然存在着
。

此外
,

还有一些外 国学者把蒙古史诗
、

突厥史诗 与希腊和印度的神话和史诗作了比

较
。

尽管这些国家和民族人民之间没有什么

血缘联 系和地域衔接关系
,

但是文学的发展

是为社会发展的过程所决定的
,

它在社会发

展的共同阶段具有极大的相似
,

尤其是作为

一种文学现象
,

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样式
,

它

们之间必然会有某些关系
,

必然会有某些共

同的有关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

如蒙古学者沙
·

嘎当巴在 《 < 蒙古秘史 > 与文学联系 》
、

出

一文中
,

考证了
“ 都蛙锁豁儿

” 一词
。

《 秘

史 》 中说
: “ 都蛙 锁豁儿的 额中生 了一 只

眼
,

能望见三程的地方
。 ” 作者根据这种用

法认为
,

它是由突厥语和蒙古语两个部分组

成的混合词
,

意思为
“
独目巨人

” 。

这一形

象出自民间口头文学
,

多半来自古希腊的波

利菲姆型人物
。

嘎当巴还提出了在 《 秘史 》

和 《伊利亚特 》 中出现的同一类型的叙事和

描写方式
。

美国学者尼
·

波柏认为蒙古史
一

诗

中敌人的灵魂变成了鹤鹑
、

小鹿等动物及英

雄化作不同形象追踪敌人
,

这使人想到印度

《 僵尸鬼故事二十五则》 通
。

嘎当巴在上述

论文说
,

敌人化作鹿
、

野马
、

鱼
,

追击它们的

英雄变成海青等粤的现象
,

在希腊的希 罗多

德的著作中就有类似的母题
。

这种现象来源

于西徐亚人
。

然而
,

这到底是受到外来的影

响还是在共同的社会基础上 产 生 的 类似现

象
,

目前还无确凿的根据
,

不过
,

蒙古史诗

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史诗之间确实具有某些

共同性
,

所以
,

蒙古史诗及其演唱艺人的研

1 0 0



究
,

必然对探讨欧洲和世界各国史 诗具有借

鉴作用
,

对研究史诗体裁的发展规律具有重

要的意义
。

如今
,

德国学者对蒙古史诗的重视

完全可以与几十年前德国学者对斯拉夫史诗

的重视程度相比
。

瓦
·

海希西教授在上述一

篇论文中就明确说
,

对蒙古史诗的研究
“
对

找出史诗形成的规律有一定的意义
。 ”

外国学者比较研究蒙古史诗是以 民间故

事的
“ A T 分类法 ” 为前提的

。

关于 这 种分

类法
,

刘魁立同志 曾专门发表过一篇详细论

述的文章帅
,

我就不多谈了
。

这种原来针对

民间故事的分类法
,

后来被逐渐运用到神话

和史诗的范围
。

当然
,

在蒙古史诗的分类方面
,

不是一

开始就采用这种分类法的
。

瓦
·

海希西和斯
.

涅克柳多夫先后 介绍过各 国学 者对蒙 古史

诗
,

结构的分类情况
。

据他们长久以来
,

人

们把欧洲史诗的结构分为两大类
:

一
、

求婚

史诗 ,
二

、

失而复得史诗
。

苏联著名学者 弗
·

日尔蒙斯基把这种分类方式运用于中亚突

厥英雄史诗的分类上
。

最早对蒙古史诗进行分类的是原苏联科

学院通讯院士尼
.

波柏
。

他在 1 9 3 7年出版的

专著 《 喀尔喀 蒙古英 雄史诗 》
一

④中
,

在 欧

洲史 诗结 构分类法的 影响 下
,

把 蒙 古 史

诗分为单一情节的史诗和两个或多数情节的

史诗两大类
。

他以 英雄 史诗 《 好汉 雅 干达

尔》和 《 好汗扎鲁堡莫尔根 》等为例
,

把史诗

的结构分解成四个组成部分
:

1
.

英雄同蟒古思的斗争
;

2
.

英雄的婚事 ;

3
.

在战斗中牺牲的英雄借助于某种力量

获得再生 ,

4
.

英雄携子去战胜抢走他妻子和双亲的

蟒古思
,

解救亲人和百姓
。

尼
·

波柏把这四个部分中的每一部分又

分为 A l
、

A .2 二 ,
B l

、

B .2 二
等

。

在 1 9 7 8 年
,

苏 联 学 者 特
·

博 尔查 诺

娃在 《 关于蒙古一卫拉特英雄史诗的体裁特

征 》
「”
一文中把著名学者弗拉基尔

·

普罗普

在其 《 故事形态学 》 一书中所归纳的俄罗斯

民间故事的形态结构分析法运用到蒙古英雄

史诗上
,

把蒙古史诗的结构分为八个部分
:

开场
、

希望找到未婚妻
、

启程远征
、

途中经

历
、

斗争和胜利
、

消除不幸和灾难
、

返回家

乡及英雄的婚礼
。

苏联学者阿
·

科契克夫在

与上文同时发表的 《关于故事史诗 》 呻 一文

中曾把卫拉特叙事作品的结构分为十二类
:

1
。

年事已高而无子女的可汗和汗后 (或

老两 口 ) ,

2
.

无子女的老两 口祈求得子
;

3
.

神奇的怀孕及孩子的降生 ,

4
.

给神奇降生的孩子起名 ;

5
.

未来英雄的神奇成长及不平凡的幼年

时代
,

6
.

为小英雄挑选坐骑
,

7
.

关于英雄的末婚妻的消息
.

8
.

小英雄启程出征
;

9
.

英雄为获得未婚妻而进行斗争 ;

1 0
.

英雄携妻子返回家乡
,

归途中 离奇

的经历
,

1 1
.

英雄解救被敌人奴役的 父母
,

消灭

敌人
;

1 2
.

英雄的和平幸福生活及其统治
。

正如瓦
·

海希西教授所说
,

上述几种划

分有相当大的漏洞
,

因为史诗中的许多共同

性的细节并未考虑在内
。

在 1 9 7 8年于波恩举行的国际第一次蒙古

史诗讨论会上
,

学者们宣读了研究蒙古史诗

类型的一些重要文章
。

如尼
.

波柏在过去研

究的基础上
,

进一步深入分析蒙古史诗结构

的母题类型
,

他在文章初 里列举了常见的二

十一个母题
,

例如
:

1
.

让求婚者完成艰 巨
、

危险的任务
,

2
.

把猜出公主的名字作为接受求婚的条

件 ;

3
.

女仆施展诡 i卜
,

冒充公主嫁给英雄 ,

4
.

小马向射死马妈妈的敌人复仇 以一种

1 0 1



少见的母题 )

5
.

无子的老两 口 生一子或双子
;

6
.

由一位老人给初生的儿子起名
,

等等
。

尼
.

波柏在这里不是系统地分析蒙古史

诗的全部问题
,

而是顺便举了一些常见的例

证而已
。

运用 “ A T 分类法 ” 最详细地分 析蒙 古

史诗的结构母题类型的是瓦
·

海希西教授
。

他在 自己主持召开的第一次蒙古史诗讨论会

上
,

宣 i卖了题为 《 关于蒙古史诗的问题结构

类型的一些看法 护
“
一文

。

这是一篇具有代

表性的著作
。

瓦
·

海希西几十年来收集各国

出版的大量的蒙古史诗及其研究著作
,

对为

数众多的蒙古史诗进行详细的分析综合
,

把

蒙古史诗的结构类型归纳为十四个大类
,

并

在大类下分有若干小类
,

小类下又分许多相

似的母题
。

现将海希西教授归纳的十四个大类型列

举如
一

F
:

1
.

时间

2
.

英雄的出身

3
.

英雄的家乡

4
.

英雄本人 (外貌
、

性格及财产 )

5
.

与主人有特殊关系的马

6
.

启程远征

7
.

助手及朋友

8
.

受到威胁

9
。

仇敌

1 0
.

遇敌作战

1 1
.

英雄的机智和魔力

1 2
.

求婚

1 3
.

婚礼

1 4
。

返回家乡

如前所述
,

海希西教授把每一个大类又

分若干小类和许多母题
。

如 “ 英雄的出身
”

这个大类被分为十个小类
、

十四个母题和事

项
; “

英雄
” 这一大类下有二十二个小类

,

这些小类又被分解为三十多个母题和事项
;

助手和朋友
”
共有十个小类

、

三十个问题和

事项
。

现在
,

我 们 把第 2 大个类
“
英雄的出

身
”
作为例证介绍如下

:

2
.

英雄的出身
:

2
.

1 :

由人世间的父母正常生育

2
.

2
:

从石头里出生

2
.

3 :

英雄自行造就

2
.

4 :

非尘世间产生
、

神生

2
.

5 : 双亲

2
。

5
。

1 :

无子
、

年龄

2
.

5
.

2
:

为获得儿子所采取的办法

2
.

5
。

3 :

预 卜出生

2
.

5
.

4 :

父母返老还童

2
。

5
.

5 : 兄弟姐妹

2
.

6 :

降生时发生的事情和降生标志

2
.

7 :

英雄出生的年龄

2
。

8 :
英雄年龄始 咚不变

2
.

9 :
起名

2
.

1 0 :

其他出生时的习俗
。

因篇幅关系
,

海希西教授分类法就介绍

到这里
。

在我国没有人作过蒙古史诗的母题
类型分类

。

我在为绝念瓦尔特
.

海希西教授

七十寿辰而作的题为 《 关于巴尔虎史诗和卫

拉特史诗的共性与特性 》 L 的论文 中
,

为了

比较这两个地 区 (或两种流派 ) 的史诗
,

把

史诗的基本结构分为三大部分
,

即序诗
、

故

事的前奏和主要故事
。

此外
,

还有一部分是

不能归纳为类型的派生情节
。

我把序诗分为

七个事项 (或母题 )
,

故事的前奏分为十一

个事项
,

主要故事分为婚 姻故 事和 征 战故

事
,

在征战故事中还有两种类型
,

共计四十

多个母题和母题群 (部分情节 )
。

我只是把两

个地区 (或两种流派 ) 史诗结构都分成若千

部分去比较的
,

没有打算 作详 细的 母题分

类
。

我写那篇文章时
,

因为语言障障
,

没有

看到瓦
·

海希西教授的上述论文
。

他的分类

很细致
,

他分析了在我国
、

蒙古人民共和国和

苏联搜集到的七十多部蒙古史诗
,

把它们分

解为十四大类
,

三百多母题和事项
。

海希西教授关于蒙古史诗结构的母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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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
,

至今仍属最 i羊细最全面的分类
。

可以
一

说
,

是瓦
·

海希西教授建立了划分蒙 古 史 诗 情

节
、

母题类型的体系
。

几年来西方学者大都是

围绕海希西体系
,

对蒙古史诗进行研究的
。

这种史诗类型分类
,

对蒙古各类史诗的

比较研究提供了方便条件
。

在蒙 古 各 类 史

诗中有大量的相似的 情节 类型和 相同 的母

题
。

尤其是各种短篇史诗具有一定的模式
,

这些模式便是由一些情节类型和母题的更换

所组成的
。

因此
,

把所有的英雄史诗解剖为

若干情节类型和母题
,

并对各个母题进行分

析
,

对探讨各种蒙古史诗内部的相互关系
、

相互影响以及蒙古史诗同其他 民族史诗的相

互联系都有一定的意义
。

如果对这些母题不

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

就很难说明蒙古史诗

的产生
、

发展和演变问题
。

目前
,

有不少西方

国家和东方国家的学者足以海希西教授的分

类法为依据
,

对蒙古史诗的结构和母题进行

研究的
。

自从 1 9 7 8年以来
,

先后在波恩举行的

四次蒙古史诗讨论会都是围绕史诗的类型问

题进行了讨论
。

迄今为止
,

各国学者比较详细

地分析了蒙古史诗的几十种母题
。

如海希西

写了 《 关于蒙古史诗的母题结构类型的一些

看法 》
、

《从岩石里诞生和对山的崇拜 》
、

《 阿尔泰史诗母题的分类研究 》
、

《 黄金史

中的史诗母题 》
、

《 叙事模式的内部逻辑和

历史事实 》
、

《 论 < 格 斯尔 > 史 诗的一 致

性》和《蒙古史诗中的起死回生母题 》等论文

和北京木刻版 《 格斯尔可汗传 》 续六章研究

专著
,

他探讨了一系列重要问题
,

深入解释

了蒙古史诗的结构和母题
。

尼
·

波柏和他的

助手突厥学家伊尔塞
·

洛德一西尔托特斯完

成了 《 对蒙古史诗母题的研究 》
、

《 蒙古史

诗中的天鹅姑娘 》
、

《 蒙古史诗中的叛变和

谋杀母题 》
、

《 以贫苦小伙子形象出现的英

雄 》
、

《蒙古和中亚突厥史诗中的几个共同

点和不同点 》 等论文
,

他们对蒙古史诗的母

题
、

蒙古史诗和突厥史诗的一些共同性的问

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

如前所述
,

苏 联学 者在研 究蒙 古史诗

方面
,

尤其是 在 研究 《 江 格 尔 》 和 《 格

斯尔 》 ( 布 里 亚 特 版 本 ) 方 面 作 了 许

多工作
。

例如 阿
·

科 契 克夫 用俄 文 和 卡

尔梅克文发表了塔江格尔 》 研 究 专 著勺
。

如 前所 述
,

斯
·

涅 克 柳 多夫 的 《 蒙古

人民的英雄史诗 》一书
,

于 1 9 8 4年在莫斯科

出版
。

苏联学者在 1 9 7 8年召开的
“ 《江格尔 》

与突厥一蒙古各民族史诗创作问题
”
讨论会

上宣读的论文和会前会后发表的不少文章中

接触到了 《 江格尔 》和其他史诗的类型学问

题
。

如在这次会议论文中有十三篇专门谈了

类型问题
。

苏 联学者分 析的类型问 题有
:

《 江格尔 》 的情节结构
,

《 江格尔 》 中所反

映的卡尔梅克 人的物质文化 ( 如食物 和住

宅 )
、

家庭一婚姻关系
、 “

英雄的助手分 母

题
、

关于英雄出身的古老母题
、

英雄神奇诞

生的母题
,

神箭手的母题
、

神话色彩的形象

和情节以及 《 江格尔 》 与各种史诗关系等问

题
。

此外
,

有的学者研究了蒙古说书和东蒙

古史诗的妇女形象
、

蒙古史诗中 的生 命树

(或智慧树 ) 母题
、

灵魂崇拜母题
,

等等
。

为了更好地说明题母研究情况
,

我们简

单地列举几个实例
。

如海希西教授在一篇文

章中专门探讨蒙古史诗的英雄诞生于石头的

母题
,

他不仅对各类史诗中的这种母题进行

分析
,
而且把这种母题与萨满诗歌作比较

,

说明这种观念可能 来源 于萨满 教的 山神崇

拜
,

它产生于石器时代
。

又如尼
·

波柏研究

蒙古史诗中的天鹅姑娘母题
,

说难以考证这

种母题的起源
。

它可能与敦煌发现的八世纪

的所谓昆仑版本有关
。

另一方面
, “

它也可

能属于欧亚大陆古老文化的共同财富
” 。

他

说
,

有的学者认为
,

天鹅姑娘最早起源于图

腾崇拜
,

确实布里亚特人认为他们是天鹅的

后裔
。

蒙古史 诗的 天鹅 姑娘 母题
“
同中亚

和东西伯利亚突厥史诗和神话中的天鹅姑娘

十分相似
。 ”

所以
,

如果 深入 研 究蒙 古史

诗
,

必须重视突厥 民间 文学 材料
。

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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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

丹题类型研究对确定史诗情节组成的各

个部分的来源和产生时代具有重要的意义
。

海希西教授分析的主要是较短的蒙古史

诗的结构和母题
。

至于长篇英雄史诗 《 江格

尔 》 和 《 格斯尔 》 的完整的结构类型
,

问题

还没有人作过系统的分析
。

如前所述
,

各国学

者虽然对蒙古史诗的一些母题进行了一定的

探讨
,

但还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
。

一方面
,

大

量的母题没有人接触过
; 另一方面

,

某些学

者已经接触到的一些母题
,

也还分析不够深

刻
,

没有全完搞清楚它们的来源和发展变化
。

在我国
,

史诗类型研究尚未充分展开
。

我们现在还停留在对 史诗的综 合性 研 究阶

段
。

诚然
,

这种研究阶段是不可缺少的
,

因

为
,

直到本世纪五十年 代
,

尤其 是近 年以

来
,

我国蒙古史诗才有大量的发掘和出版
。

许

多工作需要从头做起
,

我们应该系统地了解

我国史诗的总的面貌
,

对这些史诗作综合性

的评价
。

然而
,

在各种流派
、

各种理论更迭频

繁
,

信息交流 日益发达的今天
,

为了使包括

蒙古史诗在内的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

有新的突破
,

我们必须很好地借鉴国外学者

近 年来的各种 研究方法 一一其中包 括 类型

研究的方法
。

尽管它已不属最新方法
,

但它

毕竟是一种有利于揭示史诗内在特点的有效

方法
,

能够为我们提供新的角度和层次
,

展

现新的广度和深度
,

因此
,

我将它介绍给我

国的史诗研究界
,

愿我们的研究工作能够尽

早跨入世界史诗的研究先进行列
。

① C
。

斯
.

涅克柳多夫《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

(俄文 )
.

《科学 》 出版社
、

莫 斯 科
、

1 9 8 4年
。

② 瓦
。

海希西 《关于蒙古史诗的母 题结 构类

型的一些看法》 一文
,

见西德 《亚细亚研

究》 丛刊第B8 卷
.

瓦
.

海希西主 编
、

奥托

哈拉索维茨
、

威斯巴登
、

1 9 7 9年
、

第 ,一

2 7页
。

③ 瓦
.

海希西《 (北京木刻版格斯尔 可汗传 》

续六章研究》 (德文 )
、

出版社同注②
、

1 9 8 3年
。

④ 同注②

⑤ 《比较文学》
、

〔法〕马
.

法
.

基亚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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