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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总　 　 序

云南，从渺远神秘而又带着蛮荒色彩的“彩云之南”走到今天，一步一个
脚印跋涉在中华大地上。

云南山水，多娇诱人。
闻名遐迩的喀斯特地质奇观石林，奇妙无比。
迷人的高原深水湖泊抚仙湖，凝波如玉。
秘境香格里拉的高山草甸，杜鹃如火；巍峨雪山，苍茫古远。
低纬度的明永冰川，从古流到今；高黎贡山的各色鲜花，从冬开到夏。
大理的风花雪月，丽江的小桥流水，版纳的原始森林，腾冲的地热奇景，

泸西的阿庐古洞，怒江的东方大峡谷，令人陶醉。
七彩云南，蕴涵的又何止是奇山美水？！
这里，有寒武纪早期生物大爆炸的典型：澄江动物化石群。这里，诞生了

中国最古老的人类：元谋人。这里，曾崛起过古滇国、哀牢国、南诏国、大理
国。这里，有蜀身毒道、秦五尺道、茶马古道、滇缅公路、驼峰航线。这里，
有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文”。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个海关、第
一座水电站、第一条民营铁路。

这里，有与黄埔军校齐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这里，爆发过反对清王朝统治的重九起义。
这里，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率先通电全国，举起了护国运动的大旗。这

里，举办过名垂青史的西南联大，并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运动。这
里，曾经涌现了杨振鸿、张文光、蔡锷、李根源、唐继尧、庾恩旸、刀安仁、
杨杰等一个个热血汉子；这里，也曾经孕育出书法家钱南园、医药家兰茂、数
学家熊庆来、军事家罗炳辉、哲学家艾思奇、音乐家聂耳、诗人柯仲平、舞蹈
家杨丽萍、诗书画三绝的担当大师等文化奇才。

朱德、叶剑英，在这里留下了坚实的足迹；徐霞客、杨慎，在这里留下了
自己的千古绝唱。

这里还有神奇的云南白药、剔透如玉的云子、独树一帜的普洱茶。
这里的僰人悬棺、纳西古乐、摩梭走婚、白族三道茶、彝族跳菜等滇人风

貌和民族风情，更是诉说不尽。
“经典云南丛书”像一根线，把散落于三迤大地的粒粒圆润闪亮的珍珠串

连起来，呈现于您的眼前，让您清晰地看到云南山水奇观、人文历史和民族风
俗的经典篇章，让您在愉快的阅读体验中增加知识、增长见闻、解密未知。

“经典云南丛书”为百科式解读云南的通俗性读物，融知识性、趣味性、
探秘性与时代性为一体，以一种新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展现云南的独特之美，以
满足人们了解云南、探秘云南、遨游云南的愿望，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已达
到了。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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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喜马拉雅深处的古老文明

在云南横断山脉深处，一座座连绵不断的雪峰在对着静寂的长空
沉思冥想，中华母亲之河长江的上游金沙江，在千回百折的高山深峡
中日夜吟唱着古老、雄壮而神秘的歌。而一个绝无仅有的“象形文古
国”，就隐藏在这喜马拉雅边缘地区的万山丛中。

漫漫的岁月中，没有人想到，就是纳西这个如今人口不足三十万
的小小民族，在千百年前用一种独特的象形文字创造了一种辉煌的古
文明，煌煌数万卷用这种象形文字写成的东巴教经典，在滇西北高原
上升起一道举世瞩目的文化彩虹。从１９世纪中叶开始，一些西方探险
家、学者、传教士贸然闯入这长江上游的雪域，不可思议地发现这个
古老的王国竟然是一个拥有浩瀚如海的古代宗教秘籍的“象形文古
国”，这个发现轰动了整个西方世界。于是，来自英、美、德、法、
俄等国的冒险家和学者们纷纷走进这个喜马拉雅边缘地区的神秘雪域。

凝聚了数十位学者和老东巴二十多年心血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
全集》１００卷（８９７册东巴古籍），作为国家“九五”重点出版工程，
也成为云南省最大的少数民族古籍出版工程。《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
集》于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０年正式出版，并在２００１年１１月荣获第五届国家图
书奖（荣誉奖）。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５日，丽江收藏的东巴古籍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１ “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
多年的学海泛舟，使笔者对故土那神秘的象形文字和经典不断地

有所领悟。纳西族创制的这种象形文字在国内学术界被称为东巴文或
东巴象形文，用它写成的古籍被称为“东巴经”或“纳西古籍”，而

１



　 　 近年来陆续发现的纳西族聚居区的“金沙江峡谷崖画群”备受学术界
瞩目。这是下虎跳峡中发现的首例崖画，有学者认为这些反映狩猎等内容
的崖画与东巴象形文有联系（摄于１９９２年）

在国外多称为“纳西象形文”和“纳西手写本”。在纳西语中，这种
象形文字称为“斯究鲁究”，意思是“木石上的痕记”或“木与石的
记录”。以木与石这两种自然物指称一种文字，有着它的独特内涵。

集绘画和象形文字于一体的“木牌画”是东巴教绘画中最为古老
的一种，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羌人远在汉代时以木牌插地祭祀的宗教
习俗。① 近年来，在作为东巴象形文产生和繁荣之地的金沙江流域，发
现了很多崖画群，这些绘于岩石和木头上的画与称为“木石上的痕
记”的东巴象形文之间有没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成了有待学者们不断

２

① 参看汪宁生：《纳西族源于羌人之新证》，载《思想战线》，１９８１年第
５期。



地去破译的千古之谜。
这些图画象形文字，与那些刻在一块石头上而学者们苦苦破译了

多少年的埃及罗塞塔碑上的象形文字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它
亦完全不同于仅存三种古抄本的中美州玛雅象形文字；它也不同于苏
美尔人的文字体系———楔形文字；它与镌刻在成堆龟甲兽骨上的中国
商周时代主要用于占卜的“甲骨文”也大相迥异。

据不完全统计，这种图画象形文字有三千多个单字。这种文字有
几个奇：一奇在于它是人类文字从图画文字向象形文字过渡的一个特
殊阶段的象征，从文字形态而言，它代表了比图画文字晚，但又比像
甲骨文这样典型的形意文字早的一个人类文字发展史阶段。另一奇在
于它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①，有此美誉是因为现在世
界各地发现的象形文字都已湮没在时代的风雨烟尘中而成为“死文
字”，需要一代代学人费尽心力去破译，而东巴象形文却至今尚有纳
西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东巴祭司能识读，并且还在民间使用着。

东巴象形文始于何时，学术界还没有一个定论，有殷商之前说、
唐代说、宋代说、明代说等。

从这种文字的性质看，它是一种兼备表意和表音成分的文字，由
象形符号、表音符号和附加符号构成，并以象形符号为主。在象形符
号中，包括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合体字、转意字等字符。东巴
象形文中的象形字非常丰富，有单体符号和合体符号，有的象形字图
画性非常突出，如东巴经中有不少表示动物的文字常常就以动物整体
的形象出现。但从整体上看，东巴象形文所表现的趋势是动态的，即
由繁到简，比如表示动物的文字常常是从动物的整体形象到以动物的
头部代表动物全身。

东巴象形文中的指事字有两种，一种是独立的指事符号（主要是

３

① ［日］西田龙雄：《活着的象形文字———纳西族的文化》，日本中公新
书１９６６年版。



数字），另一种是不独立的指事符号，附加在其他独立的符号上表示
意义，如在一棵树、一两个人的周围以众多的黑点表示树林、人群
等。东巴象形文中的会意字有两种：一种是“篇章会意”，以一个字
符或一组字符代表一句话或一段文字，如东巴经记载的纳西族创世史
诗《人类迁徙的来历》（又译为《创世记》）中就常常有这种以几个
字符表示一段故事情节的表述方式。另一种是“语词会意”，即用两
三个图符代表一个语词，如“金沙江”这个语词用“水” （江、河）
和“金”两个象形字符组成，写作 。

这些字符的读音、意义和形体已开始基本固定，并同纳西语中的
具体词语有了大体固定的联系，这使它同原始记事的图画字有着明显
的本质区别。而形声和假借的表音符号在东巴象形文中的大量运用也
是与原始记事的图画字相区别的重要标志。但是，东巴象形文中也同
时保留了很多完整的图画字，不少表示动物的字往往一字二体，一体
表全身，一体表局部（局部往往是头部）。从文字形态看，东巴象形
文是一种正从图画字向象形字过渡的文字，在文字发展史上代表一个
特殊的阶段。东巴象形文的造字方法大体可以分为象形、指事、会
意、假借和形声五类。以象形文书写东巴经有三种基本方法：一为图
画式的表意法，即以字记忆，启发音读；二为省略词语表意法，即以
字代句，帮助音读；三为逐词逐句表意法，即以字代词，逐词表音。
在这三种书写方法中，以省略词语表意法为主，大多数东巴经的书写
方法并非逐字逐句写出，有时几个词甚至一两句话只写出一两个字
符，带有较强的语段文字特征，比典型的表意文字如古汉字更具原
始性。

中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傅懋勣在《纳西族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的
区别》①一文和《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的“序言”中，

４
① 载《民族语文》，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对东巴经中的文字和它所记录的语言作了精细的分析，得出如下结
论：一般东巴经中的文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接近图画，它在文字
发展史上，代表一个特殊的阶段”①。马叙伦先生认为：“我国云南麽
些族的文字，几乎可以说是汉字的前身……”②

由于东巴象形文在人类文字发展史上独树一帜，因此，它对进行
比较文字学研究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依据。早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著
名古文字学家董作宾就通过对甲骨文与东巴象形文的比较研究，指出
东巴象形文可以反映汉字之古、汉字演进之久，可以对证产生汉字的
地理环境，可以见造字心理之同，可以见造字印象之异。如地理环境
之论，他举下面数例加以说明：如李霖灿先生所分析的那样，东巴象
形文的“水”字为水流由北向南，反映出滇藏高原的水流特点；“日
出”与“日落”的东巴象形文表现为太阳从高坡上升与落下，而甲骨
文的“日出”与“日落”则表现为太阳依傍地面树木之形，反映出两
种文字产生的不同地理环境。再如“路”、“田”、“山”等字，东巴
象形文和甲骨文都有突出的地理特征的区别（见下图）。③

东巴文
　

水，象源头流水之形
　

甲骨文
　

水，象平原上河流弯曲之形
　

５

①

②

③

傅懋勣：《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上册），日本亚
非语言文化研究所，１９８１年３月，第８页。

马叙伦：《中国文字之源流与研究方法之新倾向》，载《马叙伦学术论
文集》，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３０页。转引自王元鹿《汉古文字与纳西东
巴文字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董作宾：《麽些象形文字字典序》，载李霖灿《麽些象形文字、标音文
字字典》，台湾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



日出也，意为太阳从坡头
出来

　 　

日没也，意为太阳向坡后
落下

朝，早晨，残月当头，红日
透出于茂草丛林之中

　

暮，日头已近地面落在草丛
或树林中

　 　 东巴所使用的另一种文字称“格巴”（或“哥巴”），它是一种表
词的音节文字，当文字记录语言时严格保持字和词相对应，一个字代
表一个音节。格巴文中有些字是独立创制的，有的从东巴象形文蜕变
而来，另有一部分则来源于汉字，有的是借汉字的形和义，有的是借
汉字的形和音，有的只借汉字的形而无音义联系。格巴文流行的范围
小，能识读它的东巴也不多，用它写成的东巴经很少，目前在国内收
集到的只有两三百册。关于格巴文的创始年代，中国学术界与国外一
些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中国学者以比较充分的论据从多方面论证了纳
西格巴文的创制晚于象形文；国外持格巴文早于象形文观点的主要是
美国学者洛克和英国学者杰克逊。洛克还根据格巴文与彝文相似之
点，提出格巴文的创制早于１４世纪。格巴文例如下：

上面两行格巴文的意思是：未下雨时就先搭毡棚，未发洪水时就
先搭桥。

２ 东巴象形文有趣的象征意义
（１）东巴象形文中的民俗事象象征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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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以局部象征整体。在东巴象形文的造字方法中，非常突出
和普遍的一个特点是以局部象征全体，这一点比较突出地反映在表示
生物特别是动物的象形字上，因此，在反映放牧、狩猎等习俗的东巴
经中就常常见到这种文字形态。这也是东巴象形文从图画文字向象形
文字过渡的一个特征。如老虎写作 ，羊写作 。

另一种是以事物的特征部分来象征所指事物全体。如雌性写作
，是女阴之形，用来象征雌性、女性；雄性写作 ，是

阴囊之形，用来象征雄性、男性。
第二，基于传统宇宙观的领地象征。这一点比较突出的是以

“天”和“地”象征一个民族、氏族、部落的领土，其基本观念是将
上述一个社会组织群体的所居之领地理解为独立的一片天和一片地。
表示“天地”的象形文写作 ，读作“美堆” （ｍｅｅｄｄｉｕｑ），直译
即“天地”。文字上部分为天之形，下面为地之形。纳西语说自己的
家乡是“乌美乌堆”（ｗｕ ｍｅｅ ｗｕ ｄｄｉｕｑ），直译即“自己的天和自己的
地”；异乡则称为“西美西堆”（ｘｉ ｍｅｅ ｘｉ ｄｄｉｕｑ），直译即“别人的天
和别人的地”。这种语言现象与汉语所说的“有自己的一片天地”有
相似之处，但此词组在纳西语中是专指自己的家乡、区域，没有汉语
那样有可指称某专业领域或精神领域的引申义。

第三，以某种突出的内在特性来象征特定观念。这类象形文以指
称对象内在的特性来象征特定观念，如有个象形文写作 ，是一个
手持旗杆矛，头插旗帜的男子形象，在东巴经中普遍指武士；另一个
字写作 ，是一个手持旗杆矛的女子形象，读作“单咪” （ｄｄａｉｑ
ｍｉｌ）或“咪单”（ｍｉｌ ｄｄａｉｑ），意为“勇猛的女子”。这个“单”原指
勇猛、勇武，“咪”意为兵士。但“单”一词亦有几个象征义，如指
称能干、敏捷、能力、力量，其原始字义皆源于古代武士之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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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个字也用来指男子的能干、女子的贤能等，如能干；贤能的女
子亦可称为“咪单”。东巴教中的“单务”（ｄｄａｉ ｎｇｖｌ）仪式最初是超
度武士灵魂的丧仪，后来亦成为超度能人、贤人之魂的仪式。

第四，以某一特定物质象征抽象观念。在东巴象形文中，有不少
文字的象征意义是从文字本身所代表的物质实体的实用功能而萌生
的，但逐渐产生了更深的引申象征意义，有不少字的象征意义是从过
去的生死崇拜观念中发展而来的。如东巴象形文的“福气”或“福
泽”一词写作 ，读作“尼哦” （ｎｅｅｑ ｏｑ）或“尼能哦” （ｎｅｅｑ
ｎｅｉｑ ｏｑ）。“尼”有两义，其一指男精；“哦”亦有两义，其一指女性
分泌液。东巴经中常见一短语，写作 ，读作“阿斯尼
般日，阿美哦饶日”（ｅ ｓｅｅｑ ｎｅｅｑ ｂｂｅｒ ｒｅｅ，ｅ ｍｅｉ ｏｑ ｓｓａｑ ｒｅｅ）。“阿斯”
意为父亲，“尼”指男精，“般”是迁徙、流动之意；“阿美”意为母
亲，“哦”指女性分泌液或女性之蛋（卵），“饶”是下降之意。直译
即：父亲流“尼”之路，母亲下“哦”之路。① 方国瑜编撰、和志武
参订的《东巴象形文字谱》中有一个表示男性生殖器的象形字 ，
读作“爪恩尼饶日”（ｚｕａｑ ｅｅ ｎｅｅｑ ｂｂｅｒ ｒｅｅ），直译即“好男下‘尼’
之路”②。在纳西族先民的观念中，一旦男女生殖之路受阻，就要影响
生育。东巴经《崇仁利恩解秽经》中说：秽鬼堵塞了父亲的“尼”出
来之路和母亲的“哦”下降之路（意即堵塞了生殖之路）。③ 民间也
有认为不生育是男女的“生殖之路”被鬼堵塞的观念。“尼”（ｎｅｅ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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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哦”（ｏｑ）的观念，最初无疑与纳西先民的生殖崇拜观念有关。
“生殖之路”畅通无阻，在过去一个部族、部落、村寨乃至家庭的兴
旺发达取决于人口的繁盛与否的特定历史阶段，男女皆有充溢的
“尼”与“哦”，即有强盛的生殖能力，无疑是一种“福气”或“福
泽”，因此象形文以“尼哦”象征福气极易理解。

在东巴象形文中，又有一个象征福气、福泽的字组，写作
，亦读作“尼哦”（ｎｅｅｑ ｏｑ），是绿松石、光玉髓。羊也是

一种吉祥的动物，如云南滇西北著名的神山———太子雪山卡瓦格博峰
就属羊。这种对羊的崇拜可以上溯到纳西族、藏族远祖古羌人的羊图
腾崇拜。如果一个人或家庭有很多绿松石和家畜，那无疑是有福气、
福泽的。显然，这一观念主要是基于家庭财产积累的意义而产生的。
从东巴经中分析，上述第一例的含义要比第二例的含义萌生得早。

有意思的是，在古汉字中，羊也与吉祥有神秘的关系。《说文·
羊部》中说：“羊，祥也。”《说文·示部》“祥”下说：“福也。从示
羊声。一曰善。”羊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是吉祥和福泽的语源和字根。
如《说文》中还说“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
“善，吉也。从言从羊”。羊的吉祥含义在古汉字中的表现还有很多，
如与东巴象形文和东巴教中关于羊的文字、语词和信仰习俗进行详细
的比较研究，可能会有不少收获。

在东巴象形文中，与上例同类的还有一个典型的语词，写作 ，
读作“窝增”（ｏ ｚｚｅｉ），表示财产。在东巴教中，此词又广泛地象征
各种物质性和精神性的财产等，东巴常以此词指称精神性的拥有物，
如宗教和文化遗产等。但东巴象形文最初是以牛和麦子为财产之象
征，这典型地反映了纳西族与农耕定居生活密切相关的财产观念，以
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各种抽象观念。

此外，东巴象形文中还有一个特定的语词，写作 ，读作“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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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ｎｏ ｏｑ）。这个词只用于死者，指死者生前所拥有的物质性和精神
性的东西，如各种财产，各种诸如勇敢无畏等好品质、好品德，以及
好本事、能力、力量、人缘等等。在丧葬仪式上，东巴教中有称为
“诺哦少”的仪式，详细描述东巴怎么帮助主人家祈求死者在“回归
祖地”前把所有的“诺哦”留给后人，有种种设法拦截天地山川飞禽
走兽的“诺哦”的浪漫描述。但如果从“诺哦”的象形文字上看，它
也与“绿松石”这一象征财物和吉祥的物品有关，关于此字的造字心
理和方法与上述几个表示财产、遗产的字是同源一理的。

第五，与特定社会组织相关的象征意义。有的象形文有纳西族特
定社会组织的象征含义，如“氏族”或“宗族”写作 ，读作
“窝”（ｏ），表示“源于一个（男性祖先）根骨”的群体，因此以一
根骨头来象征一个氏族或宗族。这个表示“骨头”的象形文字成为表
示氏族、家族的字根。如现在还普遍存在于纳西族社会中的“崇窝”
（ｃｏｑ ｏ），是一个实行外婚制的父系世系群，即一个男性始祖后裔组成
的、有血缘亲属关系的家庭组织。它在象形文中写作

，一个大象之头是古语“崇”（ｃｏｑ，意为“人类”）
的同音假借字，“窝”即指“同一（父系）根骨”的宗亲。

纳西族人认为父系是“骨”，而母系是“肉”，因此在象形文中就
有一个与“骨”（父系亲族）相对应的字，写作 ，为一块
瘦肉之形，读作“纳” （ｎａｌ，意为“瘦肉”），边上的黑点是“纳”
的声符，以“肉”象征母系亲属。

东巴象形文中还有一个象征氏族、亲族的字，写作 ，读作
“括”（ｋｏｑ），是栅栏之形，因氏族、亲族设栅而居，因此以栅栏象征
“亲族”。方国瑜编撰、和志武参订的《东巴象形文字谱》中说此字的
象征义是“母族也”，而洛克的《纳西—英语百科词典》中则说此字
的象征义是“父方亲族”。但从“母方亲族”称为“纳括”、父方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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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称为“窝括”来看，“括” （ｋｏｑ）这一词看来已泛指“亲族”。在
东巴象形文中，从这一有具体象征意义的字符中又产生出不少字，如
象形文中又有 ，读作“窝括”，意为“父系亲族”。另一字

组 ，读作“纳括”，意为“母系亲族”。又有 ，洛克解
为“父系亲族之仇敌”①，意为“亲族之仇敌”，是表示“山柳”的字
符，同音假借为“敌人”。另有一字，读作“括低” （ｋｏｑ ｄｄｅｅ），
兼指包括母系和父系在内的亲族，洛克认为“括”指父方亲属，“低”
指母方亲属。②

（２）东巴象形文的审美象征
从古汉字和东巴象形文中还可以看出不同民族的审美观在文字上

的反映。如“美”字， 《说文》中说： “甘也，从羊大。”徐铉曰：
“羊大则美。”段玉裁曰： “羊大则肥美。” “羊大”之所以为“美”，
则由于其好吃之故：“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
美学家李泽厚有独到的猜测，认为“很可能‘美’原来是冠戴羊形或
羊头装饰的大人（“大”是正面而立的人，这里指进行图腾扮演、图
腾巫术的祭司或酋长）……他执掌种种巫术仪式，把羊头或羊角戴
在头上以显示其神秘和权威。……美字就是这种动物扮演或图腾巫术
在文字上的表现。”③

东巴象形文以自然物象征一种审美观念，如“美丽”一词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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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传统服饰的纳西族妇女（摄于２０１１年）

，头上有花，示其
美，以花象征美。 “美
女”写作 ，一女
子脸旁有花，示其美。
以花插头上作为装饰是
纳西族女子的传统习
俗，东巴经所记载的殉
情故事中的女主人公都
是满头鲜花。

除此之外，东巴象
形文中还反映了纳西族
一种古老的审美观念，
即以“竖眼”为美，写
作 。此字源于东巴
象形文古籍中所记载的
创世史诗《崇般突》
（又直译为“（纳西）人迁徙的来历”）。洪水后，创物神美利董阿普
引导纳西始祖崇仁利恩去找配偶，叮嘱他不要找那个美丽的竖眼女，
应找那个善良的横眼女。崇仁利恩却想：心美不如身美，脸美不如眼
美，于是就找了那个漂亮的竖眼女。

日本学者伊藤清司认为，眼睛深深地包含着“文化”的意义。他
以彝族创世神话《梅葛》中的“直眼”和“横眼”与人类文化史的
对应情况，以及《楚辞》中所描写的“豺狼从目”、“豕首纵目”等
作比较研究，提出“直眼”象征一种非人类的眼睛的观点，纳西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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