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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19世纪在华传教士把西方史诗引入中国，到20世纪20-30年代对东两方史诗的介绍，再到20世纪
中叶中国史诗的发现和学科的建立，后至21世纪初史诗研究的发展以及观念和范式的转换，中国史诗
研究的著述已经蔚为大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研究书系：中国史诗学读本》精心遴选的二十五篇论文基本上反映了百年来
中国史诗学的前沿性成果，在中国史诗学发生和发展脉络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见解独特，且影响力
持久，是史诗学界同仁们一直称道和反复引证的经典性理论文献。
编辑此书的目的是希图国内外史诗研究者，本科生和研究生，乃至广大史诗学爱好者们能更好地了解
百年来中国史诗学的学人们在这个领域的开拓与创造，进而推动中国史诗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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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朝戈金，1958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法学（民俗学）博士，美国密苏里大学博士后。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长、研究员，口头传统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民俗学会会长，国际
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CIPSH／ICPHS）副主席。
主要研究方向为口头传统与口头诗学，史诗学与民间叙事传统。
已出版专著《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等，译著《口头诗学：帕里一洛德理
论》；代表性论文有《从荷马到冉皮勒：反思国际史诗学术的范式转换》、《口头诗学五题：四大传
统的比较研究》（合写）、《西方史诗学术史谫论》、《关于口头传唱诗歌的研究——口头诗学问题
》等。
冯文开，197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俗学博士。
现为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口头传统与史诗学学术史。
发表论文《声音的再发现：（捉季布传文）的知识考古》、《20世纪（诗经）“史诗问题”的论争与
反思》、《论国外史诗及其理论译介与中国史诗学的建构》、《20世纪中国史诗学研究的诠释与思考
》、《西方文论语境中史诗观念和研究范式的演进与转换》及《多重标识：史诗演述中歌手的身体语
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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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正名杂义·史诗摩罗诗力说门外文谈·不识字的作家故事诗的起来史诗史诗问题“藏三国”的初步介
绍《罗摩衍那》在中国谈史诗《江格尔》中的《洪格尔娶亲》日出扶桑：中国上古英雄史诗发掘报告
——文学人类学方法的实验近东开辟史诗·前言蒙古英雄史诗中马文化及马形象的整一性格萨尔王与
历史人物的关系——格萨尔王艺术形象的形成英雄的再生——突厥语族叙事文学中英雄入地母题研究
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序蒙古——突厥英雄史诗情节结构类型的形成与发
展《摩诃婆罗多》译后记叠加单元：史诗可持续生长的结构机制——以季羡林译《罗摩衍那·战斗篇
》为例叙事语境与演述场域——以诺苏彝族的口头论辩和史诗传统为例藏族口头传统的特性——以史
诗《格萨尔王传》为例口头传统与书面传统的互动和表演文本的形成过程——以蟒古思故事说唱艺人
的田野研究为个案二十世纪汉语“史诗问题”探论奥德修斯的名相史诗观念与史诗研究范式转移从荷
马到冉皮勒：反思国际史诗学术的范式转换《中国史诗学文选》选文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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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事情是何以至此的呢？
如前所论，《天问》羿神话的完整线索在王逸的注中屡被斩断，却从中衍生出一些旁枝末叶来，如“
阻穷西征，岩何越焉”一问被王注拐到了鲧的故事中，而不死药一问，又被张冠李戴，扣到了一位寻
仙学道的崔文子头上，后代人的注意力就这样都被王逸引到了这些旁枝末叶上，羿神话的主干反倒湮
没无闻了。
让我们看看王逸是怎样曲解羿的结局的吧。
　　式，法也，爰，于也，言天法有阴阳纵横之道，人失阳气则死。
言崔文子取王子乔之尸，置于室中，履以弊筐；顺臾则化为大鸟而鸣，开而视之，翻飞而去，文子焉
能亡子乔之身乎？
言仙人不可杀也。
　　前引闻一多等现代学者对前一问不死药失主问题提出异议，但在这里终未能超出王注窠臼，顾颉
刚、童书业等皆认为羿的故事在“良药”一问就终止了，游国恩等编《天问纂义》引前代学者19人，
只有陈远新、刘梦鹏等少数人不同意王注，但他们又将鲧事拿来做解，还是王逸前面引出的旁枝。
闻一多说，“大鸟二句以为王子乔事，以汉世所传王子乔事证之，似无不合。
”这里，笔者不禁要问，屈原《天问》自上古开天辟地神话问起，历经洪水神话，昆仑乐园神话、夏
禹夏启神话而问到羿神话，后面接着对夏、商历史及神话一路问下去，怎么会在羿这里问出个汉代求
仙传说来呢？
　　问题的症结很明显，由于羿与太阳神的同一性关系失传了，所以“大鸟”一句难住了屈原，更苦
了后人，现在既然我们已恢复了这种关系，只要再证明太阳与大鸟的同一性关系，那么，汉代的仙客
王子乔就该从在《天问》中窃居了2000年之久的羿的位置上，被我们请将下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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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史诗学术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最初的译介域外史诗和研究成果、开展中国史诗传统的收
集、整理和出版，到渐次展开浅显和专深不同层次研究工作的几个阶段。
晚近的中国史诗研究，在问题意识、研究理路、技术路线、田野方法等多个方面，逐渐显现出某种学
术研究范式的创新和开拓，那就是牢牢立足中国极为丰富的活形态史诗传统，结合国际史诗学晚近的
发展趋势，在如下环节上有所建树：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史诗学术语体系，总结田野研究和田野再认
证模型，归纳意义生成和传递的“五个在场”要素，反思文本制作的“格式化”弊端，搭接起古代经
典和当代活形态口头传统之间的类比关联，阐释句法程式与隐喻之间的对接和组构规律，等等。
读者当能从朝戈金、冯文开编著的《中国史诗学读本》中看到中国史诗学发展的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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