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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资助项目

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位于贵州省西南部，隶属安顺市，全县总面积

1648平方公里。

本县地貌千姿百态，石芽、竖井、漏斗、洼地、谷地、盲谷、丘峰、

峰林等到处可见，溶洞、暗河、地下廊道比比皆是。境内12.5%的低热河

谷地区有“天然温室”之称。

民族工艺品有织棉、蜡染、桃花、银饰等；民族乐器有铜鼓、芦笙、

唢呐、勒尤、姊妹萧、四弦胡、牛角二胡、月琴、木叶等；民间舞蹈有木

鼓舞、芦笙舞、花棍舞、踩堂舞、玩龙舞、狮子舞等。

主要资源包括土地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旅游资 

源等。

特色小吃有花江狗肉、花江剪粉、关岭达尔粑等。

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本县经济已进入快速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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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调研（在坡贡镇凡化村）

摩考记音、翻译现场（在断桥镇中心小学）



拍摄经文诵读视频
（在关索镇斗篷村）

领导、专家座谈
（在关岭县政协）

商讨校地合作
（在关岭县民族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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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布依族只有本民族语言而没有本民族

文字。这一认识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第一，布依族和我

国大多数少数民族一样生产力发展比较缓慢，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长期占主导地位，因而失去产生统一文字的经济基础；第二，布依

族在历史上没有建立幅员广阔、统治持久的政权，因而失去产生统

一文字的政治基础；第三，族群内部的交往局限在狭小的区域，依

靠口耳相传的语言足以满足交际需要，因而失去产生统一文字的社

会基础。大体由于这些原因，布依族一直没有产生通行于本民族内

部的通用文字。

令信众顶礼膜拜而又代代相传的宗教仪式，往往能够为早期文

字的产生、传播、发展提供绝佳契机。三千年前的商王室就利用甲

骨文来记录占卜内容。布依族自古就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有学者称

之为“摩教”。对宗教程序和宗教内容的记录和传承，迫切需要文

字符号来做媒介。从收集到的布依族古籍文献看，布依族很早就使

用一些特殊符号来记录宗教。随着汉文化的广泛传播，布依族知识

分子——“布摩”开始借用汉字来做记录。流传到现在，一般把主

持布依族宗教仪式的先生叫做“布摩”（“布”即人，“摩”即超

度），把记录宗教内容的经书叫作“摩经”。

从我们对关岭《摩考》的译注、整理看，布依族布摩对汉字的

借用大致有六个特点：（1）借汉字表音，这是最主要的形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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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译注的这部分《摩经》，布依语名称叫“muə33khau53”，意即 

“起经”（用于亡灵超度仪式之始），“布摩”借汉字记录为“墓

考”，“墓”对应布依语读音“muə33”（超度），“考”对应布

依语读音“khau53”（头）。这里借用汉字“墓”、“考”，表音

不表义，诵读者见字知音，进而联想到义。由于汉语声韵调系统与

布依语声韵调系统有很大差异，因而这种借汉字表音法，大多数只

能借读音近似的汉字来记录布依语，鲜有声、韵、调都相符的。因

此，一个通晓汉字的人无法识读《摩经》经文，一个通晓汉字同时

掌握布依语但未曾跟从布摩学习的人亦很难识读《摩经》经文。

（2）借汉字表义，这种形式很少见。如关岭布摩借用汉字“五”，

来记录布依语数词“ha53”（五），借用汉字“六”，来记录布依

语数词“soʔ55”（六），显然这里借用汉字“五”、“六”表义不

表音。（3）借音借义，这种形式限于汉语借词。如借汉字“ ”来

表示“龙”意义，同时也把“ ”的汉语读音“luŋ31”借进来。

（4）在汉字字符的基础上仿照汉字造字法“六书”创造新字。如

用自创字“ ”来记录布依语词pɔŋ13（急切），用自创字“ ”

来记录布依语词ɗɛŋ33（身体）。（5）借用的汉字字形一般是繁体

字。（6）布摩借用汉字具有较强的个体性、不统一性。相同的布依

语词，不同的布摩可能借用不同的汉字来记录，就是同一个布摩在

同一本经书里亦会借用不同的汉字来记录同一个布依语词，如借用

“門”、“蒙”两个汉字来记录布依语词məŋ31（你）。

布依族布摩借用汉字（包括以汉字字符为基础进行自创）来记

录《摩经》，一直不被认为是一种文字体系，由此形成的布依族

《摩经》亦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常被排除在主流文字和主流文

化之外。从实际情形看，布依族《摩经》文字已经能够完整地记录

布依语语素、词，文字的字序与语言的词序完全一致，呈线性排

列，而且民间留存有数量巨大的文献资料，至今仍在民间使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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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都是不争的事实。这些文字符号都有固定的音、义，布摩主持仪

式时用布依语诵读，除极个别文字外，字义与汉字原义无任何关

联。因此，布依族《摩经》文字已经构成独立的文字体系。它在文

字使用上的个体性、不统一性，正好体现这种文字的原创性和独特

的审美价值。《摩经》文字的形成，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

创造力。布依族《摩经》的产生，虽然源于宗教，但可以说是布依

族文化的“百科全书”，从中可以窥探很多历史文化信息，具有独

特的研究价值，理应受到广泛关注和足够尊重。

2009至2010两年间，贵州省荔波县选送的布依族傩书、经书

《献酒备用》、《接书神庙》、《接魂大全》、《关煞向书注解》等10

部布依族古籍文献，先后入选第二批、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

录》。这标志着布依族古文字正式获得国家部门确认，成为我国18

种民族古文字之一，从而开启了布依族古文字、布依族古籍文献研

究的新篇章。

从我们的实际工作看，对布依族古文字、《摩考》文献的调查

研究，也还存在许多困难，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对《摩考》进行

逐字的语义解读。不进行逐字的语义解读和记录，后续的语言学研

究、民族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历史学研究、文学研究都将失去基

础。但是，布依族《摩考》的代代传承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每一代

布摩所具备的对《摩考》文字的语义解读能力，应该说是呈递减的

趋势。我们推断，其中的原因，一是因为每一代布摩从上一代布摩

那里获得的语义信息量在减少；二是因为宗教活动一般只看重仪式

的过程，亦即布摩对各种经文的诵读，重在遵照经文完成准确的发

音过程，而不必思考经文的意义或进而要把经文的意义传递给受

众，受众亦不会或无从关注经文所饱含的具体意义，因此布摩可能

会疏于对《摩考》内容的精确解读，尤其是逐字解读。三年前，我

们在盘县羊场译注当地布依族《摩经》，遇到语义解读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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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逐字的语义解读，以至最终不得不放弃直译。近期我们在关

岭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尽管我们和当地布摩经常就某一问题进行

反复、多次研讨，但对某些字义、句义的解读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境内居住有布依、苗、仡佬、彝等21个

少数民族，布依族是该县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至今在民间仍保存

有大量的布依族古籍文献，亟需进行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县

民族宗教事务局、县人民政府高瞻远瞩，决定和贵州民族大学文学

院合作，联合开展本县布依族《摩经》调查研究工作。这种地方与

高校联合开展民族文化调查研究的新模式，突破了过去各自为战的

单一模式，能够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实现优势互补。这种校地

合作模式，能为全省的民族文化调查研究提供借鉴，必将结出累累

硕果。

此次布依族《摩考》调查研究工作，得到关岭县委县政府、县

民族宗教事务局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得到贵州省少数民族语言文

字办公室、关岭县政协有关领导的关怀；关岭布依族摩师罗朝良、

吴瑞贤两位老先生热心奉献自己收藏多年的《摩经》文本；布依族

布摩罗朝政先生专门为我们诵读经文，以便于我们拍摄完整的视频

资料；关岭断桥镇中心小学为调研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在此致以

深深的谢意！

罗茂泽先生深谙《摩考》，又担任断桥镇中心小学校长职务，

此次《摩考》译注，主要是他为我进行音义解读，我的关于《摩

考》几乎所有的信息都是他挤出时间传授给我的，在合作中我们建

立了兄弟般的情义。对他的感谢我难以言表。罗云、罗茂特两位先

生在《摩考》的解读方面也做了部分工作。

布依族古文字典籍文献研究中心主任、贵州民族大学副校长杨

昌儒教授，省布依学会副会长周国茂教授，贵州民族大学傩文化研

究院院长陈玉平教授在百忙之中为本书审稿，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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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的辛勤劳动，谨致谢意！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伍洁副研究馆员在文字截图方面给予我很

多帮助；贵州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杨奕成、李万鱼、李梦瑶、张

怡，本科生覃彪等同学先后多次随我到关岭调研。非常感谢他们！

                                                     

                                                   龙海燕

                                                  201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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