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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是一类重要的人类文化遗产。史诗风格崇

高、结构宏伟，卷帙浩繁，影响深远，在人类文化史

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

史诗，其中著名的西方史诗有古希腊荷马史诗（《伊

利亚特》和《奥德赛》）、英国的《贝奥武甫》、法

国的《罗兰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西班

牙的《熙德之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和芬

兰的《卡勒瓦拉》等，而且西方史诗很早就借助文字

定型，成为古典文学的一部分。近两个世纪以来，在

世界各地特别是东方各国发现了大量的活形态史诗，

史诗在这些民族和群体中口耳相传至今，传诵着与

本民族群体命运紧密相关的历史本事。史诗不仅仅

是一种古老的文学样式，而且还是不同群体标示文

化认同的最重要方式，在东方尤为突出。在许多西方

国家，史诗作为一种文化源头受到特别关注，从而得

到了充分研究，中国对西方史诗的了解相对较多。然

而，我国对东方史诗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因此，对东

方史诗进行翻译与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提到并高度评价了

人类的史诗遗产，2014 年 10 月，他在文艺工作座谈

会上讲道：“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吉尔伽美什》

史诗，反映了两河流域上古人民探求自然规律和生

死奥秘的心境和情感。《荷马史诗》赞美了人民勇敢、

正义、无私、勤劳等品质。”并在谈及“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时提到了中国

“三大史诗”《格萨尔》《玛纳斯》和《江格尔》。

2018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上再次提及《格萨尔》《玛纳斯》和《江格尔》，

称其为“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2019 年 7 月 15 日，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格斯尔》史诗艺人并观看

史诗说唱表演，做出了要“支持和扶持《格萨（斯）尔》

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培养好传承人，一代一代接下

来、传下去”的重要指示。2022 年 7 月 13 日，习近

平总书记观看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说唱

展示后指出，要做好保护、传承、整理《玛纳斯》的

工作，使之发扬光大。这些充分说明史诗具有重大

的文明互鉴和文化传承价值。翻译研究东方史诗可

以让全国人民了解包括中国史诗在内的东方史诗遗

产和史诗传统，更好地为深刻体会习近平总书记对

史诗的论点发挥实质性作用。正是因为东方史诗翻

译研究具有重要的文明互鉴价值，所以才有深入研

究的必要。

东方史诗是人类史诗文化宝库中色彩斑斓的宝

藏，对东方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和人类文明都具有不

可替代的文化价值。世界上最早文字定型的史诗《吉

尔伽美什》、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

衍那》、伊朗民族史诗《列王纪》等早已经是享誉世

界的一颗颗璀璨的文学明珠。中亚、蒙古高原和东南

亚地区以及非洲大陆至今流传着大量的活形态史诗，

不少史诗传统被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但是因为翻译与研究的欠缺，我国人民对东

方各国的史诗传统还不是很了解，所以全力翻译东

方史诗并进行系统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

实意义。中国是史诗大国，除了举世闻名的三大史诗

《格萨尔》《玛纳斯》和《江格尔》外，北方民族中

还流传着几百部英雄史诗，南方民族中传承着大量

形态更为古老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而且中国史

诗与东方各国史诗之间具有很多共性和历史文化联

系。因此，东方史诗的翻译与研究能够丰富和促进中

国的史诗研究，能够助力作为史诗大国的中国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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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史诗研究大国。

本期“东方史诗研究专题”组织的 4 篇论文，各

有侧重。马来古典史诗《杭·杜亚传》讲述了 14—

15 世纪马来民族的传奇英雄杭·杜亚为马六甲王朝

和马来民族建功立业的英雄业绩。杭·杜亚忠君、

机智、勇敢，是印尼—马来地区人民心目中的理想民

族英雄，更是几个世纪以来印尼—马来民族精神力

量的源泉。青年学者郄莉莎正在翻译《杭·杜亚传》，

并结合翻译工作对这部马来史诗做了系统研究，本

期论文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成果。日尔蒙斯基是世界

著名的史诗研究专家，他的一些重要论著对世界史

诗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日尔蒙斯基对中亚

史诗《阿勒帕米西》和荷马史诗《奥德赛》的比较研

究是国际史诗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式学术经典。张京

京在精心翻译乌兹别克史诗《阿勒帕米西》的同时

认真研读日尔蒙斯基的史诗研究著作，深入梳理了

日尔蒙斯基的史诗研究思想。鄂温克族有没有史诗

传统，在学界一直有争议。白图亚对鄂温克史诗《宝

日勒岱莫日根》与俄罗斯布里亚特史诗《江格尔》做

了详细的文本和母题比较，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

答案。我们翻译东方各国史诗，并进行解读，首先要

对史诗这种重大文类有学理性的认识和理论思考。

建设中国的史诗学学科，也需要对史诗进行理论思

考和理论阐释。石子萱的论文体现了青年学者对史

诗的理论思考和学理性阐释。对东方史诗乃至人类

史诗的认识和理解，只有结合史诗文本的翻译传播

和史诗内容的文化解读与理论阐释，才能达到文明

互鉴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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