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藏口头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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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口头史诗研究领域，《格萨尔王》传统主要是通过不识字艺人和群众传播
的，代代口头相传。现在有人担心这个传统会慢慢从现代社会消失。就像之前的希腊和印
度史诗一样，在人们开始用书面文本保存《格萨尔王》的时候，它就已经不再是一种活的
口头传统了。口头传统和文学艺术创作有很大的不同，它是整个文化中一座充满活力的智
慧宝库。

现在《格萨尔王》的表演者正在一个个消失，所以我们需要对现存的表演者进行研
究。我们主要从下列方面对西藏口头史诗着手进行研究：

1.最好的西藏《格萨尔》表演者也叫做神的表演者，他们可以表演整个故事，这需
要上百个小时、甚至是上千个小时的训练。现在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歌唱者可以做到这一
点。所以我们就需要从社会学、人类学、口头－公式化理论等角度来研究这个现象。

2.他们是如何学习这些长篇故事的？他们是从谁、又是如何学习的？
3.如果同一个艺人重复表演一个故事，但是由于时间、地点和观众的不同，表演又

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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