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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起源”的叙事及其社会功能

!万建中

史诗，是集歌唱和叙事于一身的最宏大的

文学，也是至今仍在口头演唱的最古老的文

学。人类最本原的问题，民族中最重要的历史事

件，祖祖辈辈最不能忘却的记忆，都包含在史诗

演唱的歌词里面。史诗是人类文化体系中最耀

眼的两个字。

在人类的早期阶段，一般的民众可以说都

是诗人，文学本身也还不具备后来那种美学意

义上的含义，而只是人们群体思维的一种特殊

的表现形式而已。马克思在谈到史诗存在的历

史条件时指出：“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

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

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上划时代

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

领域内，某些有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

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 " #恩格斯也说

过：“⋯⋯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 这就是

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

! $ #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明确指出了史诗的不

可复制和不可超越性，但两位伟人并没有具体

解释史诗何以不可复制与超越。尽管后世仍在

不断地制造与史诗相关的内容，诸如对世界本

原问题的追寻、族源问题的考辨以及各种考古

发掘等等，但这些 “最新”的学术成果再也难以

进入史诗的话语体系之中。史诗的不可复制和

超越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史诗具有永久的魅力，不可被复制和超越，又不断为“当下”社会所利用，之所以处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

境遇，在于其拥有其他体裁无可比拟的特征。史诗属于宏大叙事，提供了为后人无限的阐释和追忆的空间；

史诗又是关于 “起源”的叙事，讲述着最古老的祖先的故事。史诗理所当然进入了神圣的殿堂，字里行间洋

溢着崇高与伟大。史诗不断演绎出历史的必然与现实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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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最为宏大的叙事

史诗的篇幅和容量是其他叙事体裁无可比

拟的，其营造了一种最为开阔的叙事话语。史诗

是古代人类的特殊的知识总汇，这是史诗区别

于其它艺术形式的显著特点。史诗有外层结构

和内层结构，外部结构是史诗赖以生存的环境，

包括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经济状况和社会形

态，以及语言和各种民间文化传统。这是史诗透

露出来的外层的知识信息。内层结构指史诗文

本本身的结构。史诗文本的容量巨大，从人类起

源到创世，从早期生活到农耕，从迁徙到民族形

成等人类社会最基本的 “历史”尽在其中。史诗

作为一个民族的 “根谱”，成了一种特殊的知识

总汇，被奉为经典。

史诗在叙述事件的同时，包容了一个民族

的生活信息和文化信息，汇聚着大量的氏族社

会生活的真实图景，诸如议事、选举、征战、赛

马、比箭、摔跤、选妃、抢婚以及服饰、饮食、丧

葬、祭典等描写，从中我们可以找到古代历史、

地理、军事、医学、天文、早期手工业、萌芽状态

的农业，以及早期的体育、音乐等珍贵资料。史

诗涉及了古代所有的知识体系，几乎所有的学

科都可以从史诗中找到自己的源泉。所以，史诗

把人类的早期所有的经验化为叙述话语，把最

丰富的生活世界化为一个个经典符号。史诗是

历史，是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古代民众早期生

活的百科全书（&’()(*+,&-.( /+012）。 3 4 5

史诗博大的内容也要求其形式也是百科全

书式的，内容和形式互相张阔着其自身的容

量。在体式上，结合散文体作品的叙事传统和

韵文体作品的抒情与格律，构成宏大的综合性

叙事形式。这种形式是建立在已有神话、传说

等散文体文学体裁，已有祭词、祝词、赞词、歌

谣、谚语等韵文体裁基础上的。“它是创世史

诗、编年史、列王传、圣徒传、神谱和家族谱系、

箴言律法、哀歌、颂诗、情歌、民间传说、宗教寓

言、虚构故事、书信、预言、随感录、启示录和神

学论文的汇编。它体现着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写

作方式，是世界上可能有的最自由、最多样的写

作形式的混杂。更不用说，这些百科全书不仅

仅是一些知识体系，而是一种或各种信仰体

系。”没有哪一种文体能够像史诗一样，包容一

个民族几乎所有的表现形式，“把神话、历史、

传说、民歌合编在一起的百科全书型的作品，虽

然故事是虚构型的，但对它们的收集和编排无

疑都是主题型的。古冰岛的散文体《埃达》把诗

体《老埃达》的片段的抒情短歌的主题组织到一

个联系紧密的叙事系列中。西藏的 《莲花生大

师传》、《格萨尔王》、印度的两部史诗 《摩可婆

罗多》、《罗摩衍那》都在若干个世纪中不断地

扩展着。”一部史诗是属于一个或数个民族的，

在史诗还没有成为 “定本”之前，世世代代的族

民不断追加史诗的内容和形式，使之愈来愈像

百科全书。这种百科全书式叙述模式又坚固着

以民族为单位的文化共同体，“处在这个文化共

同体内的人们的生活，与这部百科全书之间是

一种互文性关系。”3 6 5

二、构建祖先的谱系

史诗是 “神话思维”的产物，别林斯基说：谁

“要是认为古代史诗在我们现代是可能产生的，

那荒谬的程度就跟认为我们现代人类能由成年

再变为儿童一样。”3 % 5既然如此，史诗为何又能得

到不断的传唱呢？

一个传统的族群集团绵绵不断的叙事素

材，无一例外，都是关于起源的故事。在追溯人

类社会或某一个族群历史起源的时候，也同时

把世俗权威和世俗权力诞生的基础追溯到创世

和初始时间，把某个统治集团或家族世系追溯

到上界，把家族的谱系追溯到诸神的谱系。史

诗、神话和传说是这类历史叙事的主要类型。彝

族史诗 《勒俄特依》的标题意即为历史书。米歇

尔·福柯把历史话语理解为 “口述或书写的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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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它必须在现实中为权力做辩护并巩固这个

权力”，从第一个罗马编年史家直至 !" 世纪甚

至以后的历史，其传统功能就是 “讲述权力的权

利”并把它们涂上绚丽的光彩。创世史诗、英雄

史诗还有迁徙史诗这类种族的历史话语，一方

面通过讲述掌权者的胜利的历史，以便在这种

表现之中把掌权者和权力合法地联系起来；另

一方面，它也利用光荣、用典范和功勋达到使人

慑服的效果。福柯说：“法律的桎梏和光荣的闪

耀，我觉得正是通过这两个方面历史话语的目

标，对准的就是巩固权力这个效果。作为仪式，

作为加冕礼，作为葬礼，作为庆典，作为传奇叙

事的历史是权力的操纵者和巩固者。”# $ %在福柯

看来，历史话语具有一种谱系学的任务：它必须

讲述王国的古老，伟大的祖先，奠基帝国或王朝

的英雄的丰功伟绩。

而且，这种似乎是遥远的叙事却将每个时

代联系在一起，法国后现代学术大师弗朗索瓦·

利奥塔在谈到这种 “叙述的语用学礼仪”时写

道：“一个把叙事作为关键能力形式的集体不需

要回忆自己的过去。它不仅可以在叙事的意义

中找到自己的社会关系，而且也可以在叙述行

为中找到自己的社会关系。叙事的内容似乎属

于过去，但事实上和这个行为永远是同时的。正

是现在的行为一次次地展开这种在 ‘我曾听过’

和‘你将听到’之间延伸的短暂的时间性。”# & %的

确，后世的人们在不断演唱和倾听史诗，并且将

“遥远”的祖先谱系拉近至现在，念念不忘本民

族的祖先及祖先的历史。史诗歌手的魅力在于

将过去与现在联系在一起，通过聆听故事，人们

知道了现在的生活是对过去的延续，更加理解

当下生活的意义和合理性。法国著名藏学家石

泰安（’( )( *+,-.，!"!! / !"""）在《西藏史诗和游

吟诗人的研究》# 0 % 一书中，强调史诗演唱者是当

地传统文化和历史的保护者，是一个民族或族

群记忆的保持者。因为史诗属于“过去”或历史，

是对过去记忆的意识的母体。他们神圣的责任

和目的就是让传下来的意识母体再传下去。

三、权力话语的合法性

当然，谱系学的任务并不只是对它的追忆，

演唱艺人所讲述的宇宙起源论或一个家族下界

到大地上的故事本身并不是目的，以想象的方

式叙述的故事，也可以伴以把神话改造成仪轨，

在节日或其他隆重的时刻上演，但并非是为了

娱乐的目的。重要的是为了使他们来担保延续

至今的权力合法性，而且使平常的平庸无奇甚

至已经腐朽无比的权力享受者，成为某种既英

雄伟大而又无比正义的事业。历史的这个权力

的谱系学 “必须抬高以前所有的国王和君主的

身价”，以便给权力的平庸继任者涂上光辉的油

彩。“伴随着对古人的追索，日复一日的年鉴，流

传着的典范汇编，仍然是而且永远是权力的表

现，它不仅仅是一种形象，而且是刺激人的一套

程序。历史，就是权力的话语，义务的话语，通过

它，权力使人服从；它还是光辉的话语，通过它，

权力蛊惑人，使人恐惧和固化。简言之，通过束

缚和固化，权力成为秩序的奠基者和保护人⋯

⋯”# " %史诗的情节发展脉络是从族群的诞生和起

源到历史的延续，叙事不只是或主要不是叙述

原初的开创或创世行为，而是阐述历史的合理

性和当今权力归属的合法性。

大部分史诗现在仍在口头流传，这是一个

极其漫长的传唱过程。时代传唱史诗的目的，不

只是单纯地记忆所谓的历史，实际包含两个具

体的又相互联系的社会功能：其一，国际著名史

诗理论家劳里·航柯从文化功能的角度阐述了

史诗的一般性质，认为史诗是表达认同的故事，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功能，它才作为文化群体

自我辨识的寄托而成为超级叙事。 # !1 % 其二，“无

论这种讲述神话的或讲故事的方式中包含了怎

样的虚构，它毕竟从混饨中建立了最初的人类

社会的秩序。它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一种纯粹

的意识形态的欺诈。在这些神话和史诗中，人们

史诗：“起源”的叙事及其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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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权威、神灵、人类社会秩序和宇宙秩序的方

式毕竟是一致的。这些史诗与神话也是人们力

图理解自己生存于其中的世界的一种方式，力

图为部族的历史给出一种意义和一种神圣性的

努力。当然，这种叙事成为神权政治的合法性的

一个主要的来源，已是一种历史事实。任何神权

统治都要通过对神圣起源的追溯即通过神话叙

事和史诗叙述使其现在的权威具有合法性。他

们也通过把神话故事仪式化而强化故事神秘的

威慑力量，以增加其魔力。无论在这些故事叙述

还是在仪轨化的叙事中，‘起源’都是一直持续

到现在的。”& ’’ (史诗与其后产生的各种体裁的不

同之处，在于史诗是神圣的，正是这种神圣，恰

恰可以为当代社会所利用。在认同民族共同祖

先的精神需求中，人们的血亲意识又一次得到

了坚固。

民族——— 国家的认同需要建构神圣的历

史，史诗是满足此种建构最好的体裁文本，也就

是说史诗是这一历史合适样式。有了共同的历

史，才有认同的基础，进而保障权威的合法性。

从另一个方面理解这两段话，也可以解释———

为何史诗演唱的是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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