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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萨尔》与《伊利亚特》：跨文化视域下英雄史诗的

多维比较研究

王雅菁 周灵颖通讯作者

昆明学院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214；

摘要：代表东方藏族文化的《格萨尔》和代表西方古希腊文化的《伊利亚特》作为经典英雄史诗，在世界文学

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学界对二者的研究多从各自文化语境出发，剖析其多方面的价值意义。而从跨文

化视域下的多维角度出发，在文化背景、主题表达、人物塑造、叙事艺术等方面对这两部英雄史诗进行比较研

究，不仅可以深化对两部英雄史诗本身的理解，同时也可以拓展跨文化文学研究视野，促进东西方文化之间的

对话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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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文明史上，英雄史诗以其独特的形态承载着

不同民族的人民对生存境遇、价值信仰与民族文化的深

刻思考。而《格萨尔》和《伊利亚特》分别作为象征藏

族游牧文明和代表古希腊海洋文明的英雄史诗，纵然文

化语境大不相同，却构建了人类文化早期英雄叙事的巅

峰。

1 文化背景

黑格尔认为，“史诗这种纪念坊简直就是一个民族

所特有的意识基础。如果把这些史诗性的圣经搜集成一

部集子，那会是引人入胜的。这样一部史诗集，如果不

包括后来的人工仿制品，就会成为一种民族精神标本的

展览馆。”英雄史诗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孕育成熟，承

载着民族精神传播开来。

《格萨尔》的诞生与传播离不开藏族的历史文化、

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等因素。地处高原的藏族人民在游

牧文明传承下与自然共生共处，人们团结友爱，渴望过

上和平安定的生活。然而当时民族迁徙频繁，动乱频发，

藏族人民渴望有一位英勇的领袖来统一部落。因而史诗

内容不自觉反映出藏族人民对理想英雄的向往和对美

好生活的追求。

《格萨尔》的另一特征是其主要依靠口头传唱。自

诞生起便在民间艺人的说唱中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

“活态”的文化传统。这种口头传承方式不仅赋予它极

强的互动性和适应性，也使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极强

的可塑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格萨尔》逐渐从藏族地

区流传到蒙古、纳西等民族，并在其他民族的再创作中

焕发了新的生机。

而《伊利亚特》诞生于古希腊的城邦时期。彼时人

文主义精神盛行，追求理性、民主，与藏族人民的社会

环境有很大区别。海洋文明孕育了其大海一样汹涌澎湃

的性格,成就了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思想。但整体

社会环境是相似的动荡不安，著名的特洛伊战争引发了

古希腊人民的深刻思考。《伊利亚特》以这场规模宏大

的战争为创作背景，带着对和平正义的渴望，塑造了民

众们心中的英雄式人物，展现了古希腊时期备受推崇的

英雄精神以及对正义、理想的追求。同时期完备庞大的

神话体系也使众神成为这部史诗的一部分，为《伊利亚

特》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不同于《格萨尔》的“活态”口头传承，《伊利亚

特》流传至今仍经久不衰主要依靠书面形式的记载。据

记载，《伊利亚特》的规范诵本在公元前 6世纪由雅典

执政官裴西斯特拉托斯指派完成，标志着其书面化的初

步完成。书面文本的记录和保存使《伊利亚特》历经岁

月侵蚀却还是以相对完整的内容流传下来。

综上所述，《格萨尔》与《伊利亚特》二者纵然诞

生于迥异的民族文化土壤——青藏高原的游牧文明与

爱琴海的城邦文明——但人们对与和平的向往是一致

的，共同的向往和精神追求让他们创造出了本民族的英

雄。

2 主题表达

伟大的主题往往具备普遍适用、广泛覆盖以及深刻

隽永的特质，它能够生动地展现人类对于生命意义的探

寻，以及对真善美这一永恒文化心理的不懈追求。与此

同时，各个民族的文学在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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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着自身独特的文化历史印记，这些各具特色的民族文

学元素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世界文学主题丰富多元的

鲜明特征。

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以主人公“格萨尔”戎马

一生的故事为主线，讲述了青藏高原从分散走向统一的

历史。在史诗讲述中，格萨尔王率领着众多英雄征战沙

场，与周边部落进行数次战争后最终成功建立了岭国，

带领子民们过上了和平安定的生活。格萨尔诞生之前的

岭国，“那时，南瞻部洲大地，特别是雪域藏土境内，

到处战乱纷起，民众灾难横生。”在如此残酷恶劣的生

存环境下，百姓们虔心渴望能够出现一位盖世英雄拯救

他们。格萨尔的出现无疑是众望所归。史诗从最初的《天

岭》部到最后的《安定三界》部，格萨尔都为了实现统

一而发动着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因此可以说，和平统一

是史诗《格萨尔》中最重要的主题，同时表达了为了“大

我”，为了和平统一的英雄行为的歌颂与赞扬。

而关于《伊利亚特》的主题，史诗开篇就鲜明地提

出:“女神啊,请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喀琉斯致命的愤怒。”

荷马已直接将“阿喀琉斯的愤怒”作为《伊利亚特》的

主题。关于阿喀琉斯，《欧洲文学史》中对他这样评价，

“阿喀琉斯的弱点是明显的：残忍、任性、过分执拗”。

那他的愤怒由何而来呢？当希腊联军受国王牵连所苦

时，阿喀琉斯站出来揭示了真相。国王恼羞成怒，夺走

了阿喀琉斯的女俘。阿喀琉斯的愤怒由此而生。这份愤

怒是身为平民的他，对国王背后的王权的挑战与质疑。

国王身居高位却德不配位——那就推翻不合理的专制

统治。《伊利亚特》的人本主题在民主的呼声下熠熠生

辉。

3 人物塑造

史诗中的英雄形象通常是高高在上, 威严、勇猛、

无所不能的, 他们是天神, 在口头传承的过程中, 也

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 他们能屈身于老百姓当中,

和普通人平起平坐, 成为老百姓的护佑之人。格萨尔王

作为一位英雄，自出生时就具有神的属性。在成长过程

中，他经历诸多磨难仍不改初心，始终坚守正义。他的

形象既具有神性的仁慈悲悯，又具有人性的正义勇敢，

可以说是无私奉献、不顾小我的完美的英雄形象。他的

身上带有典型的集体主义色彩，一切都是为了大家，没

有个人主义的“逞能”。作为英雄人物，他谋求的是整

个民族的幸福和平。

同时，受藏传佛教影响，格萨尔王身上带有明显的

宗教色彩。他作为民族英雄文化符号，实则是本民族人

民集体无意识的投射。“集体无意识”出现在很多神话

和人类历史上的原始记忆中，特别是关于人与神在时间

和精神上的交汇地带。集体无意识是非个体的，无论是

赋予形象以神性还是人性，都对个体和社会行为产生了

心理影响。

但《伊利亚特》中的英雄人物阿喀琉斯并不是一个

典型的“完美”英雄。他有正直勇敢的一面，在国王因

一己私欲与代表神权和教会的克律塞伊丝和她的父亲

对立，以致整个国家都被牵连时，阿喀琉斯勇敢揭示真

相，向专制王权发起讨伐。而他也有极具争议的性格冲

动、具有强烈个人主义色彩的另一面。朱维之认为，“通

过阿喀琉斯愤怒的情节,诗人还给我们显示了在氏族集

体的英雄身上开始萌芽的个人意识,这是不利于集体,

需要加以谴责的东西。”在“阿喀琉斯的愤怒”后，他

选择直接退出战斗。而希腊将士们就此突然失去伟大英

雄的庇护，在面对敌人时连遭重创。因此许多人将这惨

重的伤亡归咎于阿喀琉斯。但真正的幕后凶手，其实是

腐朽落后的专制王权。阿喀琉斯退出战场，实则剑指王

权，不屈的民主精神成为他结束王权统治、真正结束战

争的利器。

从跨文化视角来看，《格萨尔》与《伊利亚特》中

的人物形象和英雄观念呈现出显著的差异与一定的共

性。《格萨尔》中的英雄形象更多地体现了集体主义、

利他主义和宗教属性，而《伊利亚特》中的英雄形象则

更多地体现了个人主义、荣誉至上和理性精神。这种差

异不仅源于两种文化的不同，也与其各自的传播方式密

切相关。《格萨尔》作为一部“活态”史诗，其英雄形

象更注重集体利益和宗教信仰的表达。而《伊利亚特》

作为一部书面化史诗，其英雄形象更注重个人能力和荣

誉的彰显。但两部史诗在英雄观念上也存在共性。例如，

它们都强调了英雄的勇气和智慧，都通过英雄的行为来

传达正义和道德观念等等，反映出了人类文学在不同文

化语境中的共通性。

4 叙事艺术

《格萨尔》与《伊利亚特》虽同为英雄史诗，在叙

事形式上都具有书面文本和口头演述两种方式，但在叙

事艺术上却大有不同。

从史诗叙事中的外在样态看，《格萨尔》重视空间

思维，淡化线性时间，情节缓慢推进。其叙事结构宏大

而复杂，采用了多线并进、环环相扣的方式。全书以格

萨尔王的经历为主线。在《格萨尔》的主体部分“征战”

涵盖了四大降魔史（北方降魔、霍岭大战、保卫盐海、

门岭大战）以及 18大宗、18中宗和 18小宗，每个重要

故事和每场战争均构成一部相对独立的史诗。其中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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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相互交织，每篇围绕格萨尔王的一个重要事迹展开，

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单元。这些单元之间虽有简单的相

连关系，但缺乏紧密的逻辑联系，因此呈现出一种多线

并进的叙事效果。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叙事网络，体现出

其叙事的空间性特征。

同时，《格萨尔》在叙事过程中还穿插了大量的神

话传说、民间故事和宗教仪式，使整部史诗内容更加丰

富多彩，反映了藏族文学独具特色的叙事传统和艺术风

格。其叙事节奏和韵律也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长篇的

说唱形式使叙事既有节奏感又富有韵律美，易于在民间

传唱和记忆，成为《格萨尔》经久不衰的重要前提。

与《格萨尔》的分散并列结构不同，《伊利亚特》

的叙事结构呈现出高度的集中化和整一性。它以特洛伊

战争的最后 50天为时间切入点，围绕阿喀琉斯的愤怒

展开。这种集中化的叙事方式体现了古希腊叙事思维的

时间性特征，即围绕一个核心事件展开构建情节。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伊利亚特》的情节结

构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是一个完整划一的行动，而

非试图描述战争的全过程。这种结构方式不仅使《伊利

亚特》成为叙事文学的典范，也体现了古希腊文化对时

间逻辑的重视。《伊利亚特》是以时间思维来构设情节

的，而《格萨尔》是以空间思维来构设情节。前者带着

“担心”而谨慎推进，唯恐时不我待、机会难再；后者

带着自信而大胆推演，自信王业定有神助，所以大王坦

然拯救、轻松行动。

5 结语

英雄史诗作为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反映社会历史

进程的同时，也为后世的人们延续传承了民族的集体记

忆。通过比较研究《格萨尔》与《伊利亚特》之间两种

不同的文明碰撞出的灵感火花，探讨两部英雄史诗在文

化背景、主题表达、人物塑造和叙事艺术方面的异同，

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揭示它们作为民族文明的集大成作

普遍价值和文化意义，同时有助于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

的文学表达和价值观念，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化

之间的交流与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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