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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俄亚东巴文马帮记账单译释及

疑难字考释

曾小鹏
"贵州财经大学 文法学院#贵州 贵阳 **$$!*$

摘4要%东巴文账簿近年陆续有发现!但关于马帮的尚未见过$ 在四川省木里俄亚调查到的东巴文马帮账单属首次

发现$ 用原文%记音%字释%对译和汉译"五对照#的方式!详细解释每个字的字形结构和意义!释读账单的内容$ 最后考

释其中的一个疑难字 !认为它是表"犁范#的象形字!该字在各地异体甚多!学者%东巴多不明其字源$ 通过遍查"全

集#!将 !1个代表字形分为三大类型!各类之间的差异体现了造字者观察角度和取舍的不同!也可看出犁铧外形上的

变化$

关键词%俄亚&东巴文&账单&考释

中图分类号%[!+)444文献标志码%5444文章编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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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四川凉山州木里县俄亚乡和依吉乡地处川滇

交界的横断山脉#一些纳西古寨散落在高山峡谷

之间& 直到最近十年前#马帮仍是与外界交流物

资和信息的唯一途径& 据当地老人介绍#!$ 世纪

*$年代初的'民改(之后#合作社都还组织有集体

的马帮队& 队里有负责记账的#用的就是东巴

文!

& 遗憾的是#学界一直没有发现过这类文献

材料&

!$#> 年暑假#我们在俄亚益地村凹谷东巴

家#发现了一份马帮的账单"见图 #$&

图 #4马帮账单

用墨笔写在一本为新生婴儿算命卜卦经书的

最后两页#有残缺#还剩一页半#共七行#九十二个

字& 初步判断写于'民改(前后#记账人不详& 过

去#马帮出去一趟少则几天#多则长达数月#人和

马的花销较大#往往由几家搭伙共同来筹集& 这

份账单记的内容#是村里一户家庭给某次赶马去

木里所准备的盘缠& 这是目前找到的第一份与马

帮有关的东巴文账单& 下面将图 #中的七行分别

截图#用原文%字释%记音%对译和汉译'五对照(

方式翻译这份账单&

一4账单字释及汉译

!一"第一行!见图 !"

图 !4账单第 #行

#(字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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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字像弯弓& 借作'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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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曾小鹏"#>2$)$#男#湖南湘潭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汉古文字%民族古文字及其文献整理与研究&

东巴文除了记录东巴经#也曾广泛用于地契%人情账等世俗应用性文献& 我们在盐源县泸沽湖镇达祖村找到十多份民改前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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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山谷& 借作'里(&

T?

**天&

3

'

))犁地#从犁 在地 &

两字连读借作T?

**

3

'

))木里#地名&

S

2

))牙& 借作'去S

4

**

(&

T8'

))雌阴& 汝卡音#纳西音 T8

**

& 借作

助词'的(&

9

56

9))骨节#借作 '办置 "东西$9

56

!#

(&

当地经书骨节字作 #此字应该作'骨

?x

))

(&

/

74

))秤锤& 借音作
74

!#

&

97x

**塔& 两字连读借作人名
74

!#

97x

**

杰塔&

S

2

))牙& 借作'去S

4

**

(&

9

56

))骨节& 借作'办置"东西$9

56

!#

(&

T8'

))雌阴#借作助词'的(& T8'

))是汝卡

音#纳西音T8

))

&

字迹不清#疑是写错后涂掉的&

SA

**饭&

此字残破#经辨认是'

8

7'

))刺(& 经书中

作 &

8

7'

**有'焦%糊(义#两字连读作 SA

**

8

7'

))

#

是'锅巴(#外出当作干粮&

!(记音及对译!

12

))

0U

**

F&

!#

T?

**

3

'

**

S

4

**

%

96

!#

T8'

))

74

!#

97A

**

牛 年 里 木里 去 办置 的 4杰塔

S

4

))

%

96

!#

T8'

))

SA

**

8

7'

))

去 办置 的 干粮

)(汉译.

牛年里去木里办置的"东西$#杰塔家去办置

的& 干粮

!二"第二行!见图 )"

图 )4账单第 !行

#(字释!

此字模糊#降初东巴认作
8

7'

))黄麂&

与上一行末尾的'

8

7'

))刺(一样#借作'焦(#SA

**

8

7'

))是'锅巴(的意思& 但是缺一个'SA

**

(字&

经书中#黄麂作 4俄 $)+$

!

5 #双角钩& 与此

字差异明显& 喻遂生认为!' 应是口#见李霖

灿*么些象形文字字典+"下文简称'么象($

"

!

*>!( 4/U

**

5口也#画口之形#以黄豆

注其音#恐口 字不易清楚认识也&

*>)( 4/U

**

5口也#此鲁甸一带之写法#画

一动物之口部#又以 黄豆注其音也&

此字很少见#实际用例仅见和开祥东巴写给

本文作者的对联"见图 "$#"第四个字$意思是

'气(#"四个东巴文汉译作$梅花香气& 此处

借作黄豆& 上文刚说了.干粮/#接着又说.干粮/

不合情理& .干粮/以下当说具体类别#可能是加

工过的黄豆"/U

**

$&(

图 "4和开祥东巴写的对联

我们认为喻师意见可从& /U

**黄豆在纳西语

中也可表示'豆花(#搭配的量词是'碗(&

:

'

))二&

X8'

))小木量筒#又作量词'升(& 俄亚

音 CV

))

&

;

7A?

))黍& 字又作 &

FA

**手&

$$#

!

"

曾小鹏!*俄亚托地村纳西语言文字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 !$#)年版& 俄亚字形编号为拙著后附'字表(的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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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

7?x

** 鹿& 借作 '米 (&

;

7

4

?

))

FA

**

9

5

7?A

))

#稠拉处#一种用米做成的食物&

<6

))一&

X8'

))小木量筒#又作量词'升(&

/% 8̂'

))麦子粉&

/%

96

))犁辕& 借作'半生的(#做成半

生#便于携带#在外稍加工可食&

X'

))面粉#三字连读借作 /% 8̂'

))

%

96

))

X8'

))

#半生半熟的麦子面& 面粉字又作 4俄

$+**5#俄亚音#甲波音 X8'

))

&

:

'

))二&

X8'

))小木量筒#又作量词'升(&

S

**红#汝卡字& 纳西音作 SV

))

#字形不

明& 一说本火字#转意'红(& 借作'"油$炸(&

X'

I))面粉#两字连读作 S

**

X8'

))

#油炸的

面食&

<6

))一&

后有几个字残缺&

!(记音及对译!

"SA

**

$

8

7'

))

:

'

))

X8'

))

;

7

4

?

))

FA

**

9

5

7?A

))

<6

9))

干粮二 升 稠拉处 一

X8'

))

/% 8̂'

))

%

96

9))

X8'

))

:

'

))

X8'

))

S'

**

X8'

))

<6

9))

"X8'

!!

$

升 半生的麦子面 二升 炸面 一 "升$

)(汉译!

干粮两升#'稠拉处(一升#半生的麦子面两

升#油炸面一升#

!三"第三行!见图 *"

图 *4账单第 )行

#(字释!

TX?

!#猪& 字残#应作 &

9

5

7

6

9))肥肉& TX?

!#

9

5

7

6

9))

#猪膘肉&

<6

9))一&

8

'

**剪刀& 借音作'斤 %

=

'

!#

(&

X8'

)) 面粉& 借作 '做(& 俄亚 '面粉

XV

))

(#'做 X8

))

(#读音相差较大&

TX?

!#猪&

>

'

I))肉& 经书中作 4俄 $2#$5&

TX?

!#

>

'

))

#'布西(#是剔光了肉的猪腿骨#可以熬汤&

5

?A

!#高& 借作'腿(&

<6

9))一&

:

'

))鱼&

%

=

'

!#水& 借读其古音 % 8̂'

))

& 两字连读

:

'

))

% 8̂'

))

#臭鱼#俄亚著名的一道美食&

<6

9))大#借作'一(&

%

9

?A

))池溏#又音 /

<

?A

))

%%

4

:

))

#字又作

& 此字与'海子 7

2

**

(形同&

?A

!#五&

T8'

))雌阴& 借作'条(&

C

2

))置办& 此字降初和俄亚其他东巴均

未见过#依据文意推测是'打发 0?&

))

(之意& 丽江

东巴和学东说此字是'乳房
:

'

))

(#这里借作'还(&

'乳房
:

'

))

(字作 #与此字近似& 但若依和学东

的意见#这句的意思就是'一个池塘里打来的五条

鱼做的臭鱼来还了(& 我们查了纳西语词典#

:

'

))

有'借(的意思#但是没见有'归还(义&

此字在下一行还有两次出现#分别作 %

#后字中间少一短横#我们认为都是同一个

字#详见后文考释&

07A

!#

% 8̂'

))玉米& 合文& 借音 07A

))

"苦$表'可汗(# % 8̂'

))

"小麦$#纳西语的'玉

米(的词源是'王"可汗$带来的粮食(&

9

?A

**

F?

)) 马粮 "料$& 字组#从

9

?A

**

#马, F?

))

#两手张开的距离#此字残#经

书中作 4谱 $*+"5& 此借作'料(&

!(记音及对译!

TX?

!#

9

5

7

6

9))

<6

9))

%

=

'

!#

X8'

))

#TX?

!#

>

'

))

<6

9))

5

?A

!#

猪 膘肉 一 斤 做# 猪腿骨 一 腿#

:

'

))

% 8̂'

))

<6

9))

%

9

?A

))

?A

!#

T8'

))

0?&

))

407A

!#

% 8̂'

))

鱼 臭 一 池 五 条 打发# 玉米

9

?A

**

F?

))

马 料

)(汉译!

做好的猪膘肉一斤%猪腿骨一根%一个池塘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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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来的五条鱼做的臭鱼等打发了,

!四"第四行!见图 1"

图 14账单第 "行

#(字释!

C78'

!#鮉布#字残#经书作 &

EU

))铁炒锅& 借作'九(&

H

?

))柴禾& 借作量词'叠(& 纳西族用自制

的鮉布缝制衣裤#同时也作为馈赠的礼物#宽约

#*厘米#长三尺的作一叠& 和学东认为EU

))

H

?

))是

'披毡(#C78'

!#

EU

))

H

?

))是混合了毛与鮉做成的披

毡#用于在外挡风遮雨&

T8'

))

#雌阴& 经书中写作 & 借作助词&

C

2

))置办& 和学东认为此字仍然读
:

'

))

#

在此句中连读下字作
:

'

))

9H78

))

#'借来(的意思&

9H78'

**

#盐巴&

<6

9!#

07?A

))

#一碗& 字组#

<6

9!#一,

声符 "07?x

!#坏$置于 "碗$中& 和学东认为

<6

9!#

07?A

))是'"披毡$一张(的意思& 但是#降初

说当地说披毡或者衣服的量词#只有'

8

7V

!#

(或者

'FV

!#

(#没有'07?A

))

(这样的说法&

错字涂抹& 和学东认为该字读
>

V

!#

#哥

巴文'香(字作 & 后又改变意见#认作9

5

7?

!#珠#

经书中作 4俄 $#)$5 #象宝珠串#借作'快(&

F8

))茶& 借音作
3

'

**

&

X8'

))面粉&

3

'

**

X8'

))茶面#一种喝茶时

吃的炒面& 和学东开始也把该字认作'面粉(#后

改作'

9

?A

!#上交%还(#该词由'量"粮食$(词义引

申#经书中字作 4俄 $>>>5& 那么#连上三字

9

5

7?

!#

F8

))

9

?A

!#的意思是'快点还(& 从 字与

前'面粉(字 来比较#确实两字不同#'面粉(

是用'点(表示粉末#而 里是小圆圈#应该不是

一个字& 降初不同意学东的说法#他说 字读

0?A

))

#是献给祖先的粮食#确实和面粉 X8'

))字

不同#但是作为'上交%还
9

?A

!#

(的字写作 #差

别还是很大的& 此处 字作 0?A

))似难让文义

通畅#暂时处理成面粉 X8'

)) 的形近字&

*么象+#!+#号收异体字 % #与

字很像#释作'

7

&

))有#画碗中有物之形#此字见

于鲁甸& 易与炒面一字相混(&

C

2

))置办& 此 字与前两个 的字

形还稍有差别#里面少了一短横& 依和学东的意

见#该字还是作 '

:

'

))还( 来讲& 连上下文成!

9

5

7?

!#

F8

))

9

?A

!#

"快点还$

:

'

))

0A

))

3

A

!#

"口袋$#

:

'

))

仍作'还(的话#似显得多余& 如果作'二
:

'

))

(

解#'快点还两口袋(#还的是什么也没说#这也不

符合账目清楚的要求&

0A

))

#藏文借字#借音作 0?A

))

&

3

?x

!#犁轭& 经书中写作 & 借音作

3

?A

))

& 0?A

))

3

?A

))

#瓜那#家名& 和学东把这二字

读作 0A

))

3

A

!#

#音译成'嘎拉(#藏族常用的动物皮

做成的口袋#可装炒面& 降初说那种可以装炒面

的口袋当地称9&

))

07?

))

#所以#我们倾向于降初东

巴的解释&

T?

**

3

'

))木里#地名& 字组#从

天T?

**

#

3

'

))

#牛虱#经书中作 , 土

地#作形符无读音#经书中作 4俄 $#!$5 &

F8

))茶& 借作助词&

S

2

))牙& 借作'去S

4

**

(&

:

'

4

!#眼& 借作'时候(&

后残缺字若干&

!(记音及对译!

C78'

!#

EU

))

H

?

))

0?

4

**

T8'

))

49H78'

**

<6

9!#

07?A

))

鮉 九 叠 打发的 盐巴 一 碗

3

'

**

X8'

))

0?&

))

0?A

))

3

?A

))

T?

**

3

'

))

F8

))

S

4

))

:

'

4

!#

茶 面 打发 瓜那 木里 助 去 时

)(汉译!

打发鮉布九叠%盐巴一碗#打发茶面#在瓜那

去木里的时候&

!五"第五行!见图 2"

图 24账单第 *行

#(字释!

0?

!#姜& 经书中又作 &

<6

9))一&

T8'

))雌阴& 借作量词'个"条$(&

:

'

))心& 两旁是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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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三&

F?

))两手张开的距离& 汉语称'庹(&

>

'

!#稻谷&

>

'

))百& 疑借作'新(&

字残不识& 后面残缺多字&

!(记音及对译!

0?

!#

<6

9))

T8'

))

:

'

))

5

?

**

F?

))

#

>

'

!#

>

'

))

0

! 一 条 三庹# 稻谷新

)(汉译!

此行难以释读& 从字迹和墨水来看#与上页

不是同时同事的记录#从数字'一(的写法看#应

该也不是同一个人的笔迹&

!六"第六行!见图 +"

图 +4账单第 1行

#(字释!

97&

))

3

'

))兔& 上页记的是牛年的账#这页

是两年后的账&

0U

**弯#字像弯弓& 借作'年(&

F&

!#山谷& 借作'里(&

0

4

))上& 借作助词'的(&

%A

**刀#这里借作 %x

))

?x

))的第一个

音节& %A

**

?A

))

Sy

) 腊月份&

F8

!#又读 Sy

)))) ))

T8

))或 78

**

#月& 二字

合在一起表十二月份#记音 ?x

))的 字省略了&

经书中写作 %x

))

?x

))

&

后有残缺字若干&

!(记音及对译!

97&

))

3

'

))

07U

**

F&

!#

0

4

))

%A

**

?A

))

Sy

))

兔 年 里 的 腊月 份

)(汉译!

兔年的腊月份

!七"第七行!见图 >"

图 >4账单第 2行

#(字释!

0

4

))上&

%

=

'

!#水& 0

4

))

%

=

'

!#戈吉#家名&

:

'

))心& 借作主语助词& 该字形与同页

上两行的 字差别很大#用笔也不一样#可以判

断这两行的字与第五行不是同一个人写的&

97?

))奶渣#借作'出(&

T8'

))雌阴& 借作助词'的(&

?A

!#五&

T8'

))雌阴& ?A

!#

T8'

))是的&

字残不识&

!(记音及对译!

0

4

))

%

=

'

!#

:

'

))

97?

))

T8'

))

?A

!#

T8'

))

戈吉 助 出 的 是 的

)(汉译!

由戈吉家出的"财物$&

这份账单全文汉译如下!

第一行!牛年里去木里办置的"东西$#杰塔

家去办置的& 干粮

第二行!黄豆两升#'稠拉处(一升#半生的麦

子面两升#油炸面一升#

第三行!做好的猪膘肉一斤%猪腿骨一根%一

个池塘中打来的五条鱼做的臭鱼等打发了,玉米

马粮"缺$&

第四行!打发鮉布九叠%盐巴一碗#打发茶面#

在瓜那去木里的时候&

第五行!0 一个,0 三庹,新稻米"残缺$

第六行!兔年的腊月份

第七行!由戈吉家出的"财物$&

二4疑难字 ) 的考释

上文第二%三行一共出现了两次 字#一次

作 的字形#翻译中着实困扰了我们&

降初东巴尽管才二十多岁#但自幼就跟着父

亲学经书#后来又拜甲波村的两位大东巴学习#分

别是纳西的朗别%汝卡的鲁绒#因此小小年纪#就

已经遍习纳西和汝卡两种经书和仪式#这在纳西

东巴中还是少有的& 可是对这个字#降初一点也

没印象#又拿去请教朗别#一老一少两位合计了很

久#觉得依照上下文意#此处该字应该是'打发%

)$#

!'问号(表示释义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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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的意思#纳西语作 0?&

))

#但是该字到底像个

啥#字的来源等都说不上来&

从依吉回到丽江后#我又去拜访了在玉水寨

东巴传习所担任东巴教员的和学东& 他仔细研读

了账本#认为第一个 字是'乳房
:

'

))

(#这里借

作'还(& 经书中'乳房(字一般作 & 那么按照

和学东的意见#这句的意思就是'"用$一个池塘

里打来的五条鱼做的臭鱼来还了(& 我们查了纳

西语词典#

:

'

))有'借(的意思#但是没见有作'还(

解的& 另外两个字仍然读
:

'

))

#分别在句中连读

下字作
:

'

))

9H78

))

#'借来(的意思,'

:

'

))还(连上

下文成!9

5

7?

!#

F8

))

9

?A

!#

"快点还$

:

'

))

0A

))

3

A

!#

"口

袋$#

9

?A

!#作'还(讲#

:

'

))再作'还(的话#似显得

多余& 此外#该账本明确记录的是杰塔家给瓜那

的马帮所准备的物资清单#即便是杰塔跟别人借

来的#也不应该记在这份账里#更不能出现'快来

还"两口袋$(这样的话& 所以#这几个 字读作

'

:

'

))

(均是不合适的&

我们再向喻遂生师求助#得到了几条重要信

息#对下一步研究启发很大&

喻师回忆总共见过三例与 字比较接近的

字形!

第一#*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

!

"全集$第

七卷 #)页#第 *节如图 #$&

图 #$4经书第 *节

经书中 字不识#记音作 C

2

))

#借作蒿

草#与 "坡 X?

!#上长草$连语#记录了纳西古

谚!蒿坡蒿草坡#规矩前"先$就有& 字怀疑

从'钉子 C

2

))

(字#但二者字形差别较大&

第二#和继全译释的白地经书*点油灯+第 *

页第 #! 节"如图 ##&

经书中 字记音作 C?

!#

#疑是果核#借作 C?

))

蒿草& 该字也是与山坡%草连语#记录了类似的古

谚!草坡蒿草坡#'拉博#

(先就有&

图 ##4经书第 #!节

第三#洛克*纳西语英语汉语语汇+

$第 !2

页收 字#用他的音标记作 XX?8#转国际音标

作'X

2

!#

(

%

& '纳西和藏族用来给他们的火药

枪计量火药的一种量具& 这儿画出的量具是

用牦牛角做的#每次能装足够的火药进行一次

射击& 人们通常用一根绳子把几个都装有火

药的量具挂在脖子周围&(喻师还提供了实物

照片"见图 #!$ # 字与牛角确有点像#但是

不够尖和长#而且字形中间的小'椭圆(所指为

何#不明其义&

图 #!4火药枪和装火药的牛角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此字是'元宝(#并

借汉字'宝(的音作'C

2

!#

(& 但与实物差距较大#

可以不论&

这三条线索中# % % 三个字的读

音基本相近#作 C

2

!#

%C?

!#或 C

2

))

#应该是方言或

者辨音的差异& 三字的字形亦与我们账本中的

% 字有些相似& 如果 % 字与上面三字

是异体或同源字关系#就需要寻找它的字源并梳

理字形演化的轨迹#而且字音上应该与 C

2

相近

才是&

"$#

!

"

#

$

%

东巴文化研究所编译!*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云南人民出版社 #>>>年版&

喻遂生主持国家社科重大课题*纳西东巴经字释全集+的一部分#将由重庆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 该例与上举第 #例尽管不是同

一本经书#但所记的经文是一样的#为一句纳西古谚&

'拉博(所指不详& 据俄亚东巴英扎次里说#它是纳西族一位始祖的名字& 在第 #例中#'全集(的译者是作'规矩(来翻译的&

](c(洛克!*纳西语英语汉语词汇+#云南教育出版社 !$$"年版&

洛克当初用的是自创的一套记音符号& 法国国家科学院的米可依据现在丽江地区的语音#将洛克记音归纳成对应的国际音标&

本文引用洛克的材料#先记米可转换的音#洛克记音用括号附于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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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犁范$及其异体字

我们曾系统收集过俄亚等多地的字形!

#其

中'犁范"犁铧的铸模$(的字形同上举诸字有点

相近!

4谱 $+""5

5

?

))

T?

!#

& 范也#即铸犁铧之

模也& 又作 & 谚语!

4

))

C7

4

:

!#

5

?

))

Fx

**

T?

!#

#

5

?

))

T?

!#

0y

))

/

2

))

%

=4

!#

#意为!白铜做铁模#铜模早就

有& 先于铁器也&

4俄 $22>5

;

7

?

))

5

?

))

CA

))

#口语的说法#

字面意思!铁犁的模& 在另一个熟语'来历 C?

))

3

'

))

5

?

))

T?

!#

4俄 $2+$5(中保留了'犁范
5

?

))

T?

!#

(的词形和字形#字作 &

4泸5

5

?

))

T?

!#

#意思是'"铸$铁"犁$的

模"范$(&

4东5 C?

))

TX?

!#

#从 "范
5

?

))

T?

!#

$#

"TX?

))坡%梁子$助记其第二音&

4甲5

5

?

))

T?

!#

& 范#即铸犁铧之模&

4典 #$+>5

;

7

2

""

T&

##铸黎板之模也& 画

犁模之形& 此字常作'出处#来历(用#常与 笛

子或 艾蒿并见#读 C

2

##

32

""

5

&

""

T&

""

#乃'出

处#来历(之意& 字在此当后二音#指其先有

型范在也& 此字或写作 &

以上记录'犁范
5

?

))

T?

!#

(的字形可以分成

三组!

甲 组! , 乙 组! , 丙

组!

犁是耕地的农具#中国大约自商代起已使用

耕牛拉犁#木身石铧& 公元前 1 世纪#出现了铁

犁& 犁铧可分两类#一类銎部挺立#适于山地,一

类銎部平缓#适于水田&

东巴文中出现的'犁铧
;

7

?

**

(字有! 4俄

$22>5% 4谱 $+"15% 4典 #$++5"或写作

及 $& 造字取象于'俯瞰之形(& 结合李霖灿

的考察#造字之初#纳西先民使用的应该是'銎部

挺立(的第一类铁铧#形式大致如图 #)&

图 #)4

!

铧"

而浇铸铁铧的范#历史上曾经历过石%陶和

铜%铁等不同阶段#其中#用石头凿刻的石范当属

早期普遍形式& 纳西族祖先最早就是使用石范来

制作犁铧& #>+#年#宋兆麟一行在俄亚大村发现

了石范铸铁技术#

& 至今#云南一些地区还在沿

用祖传的石范技艺生产铁质农具$%

& 据考察#石

范一般采用青砂岩作为毛料#用工具划成上下两

扇#上扇"公范$对应犁的平底#只在下扇"母范$上

凿刻%打磨出型腔"见图 #"$& 型芯"范蕊$的使用

是为了在浇注"铁水$后形成犁铧的銎"见图 #*$&

图 #"4母范及其型腔

图 #*4范蕊

*$#

!

"

#

$

%

我们 !$#>年结题的教育部项目*纳西东巴象形文字类编+"下称'类编($#用田野调查收集了俄亚"俄$%白地吴树湾"吴$%东坝

"东$%泸沽湖达祖"泸$%依吉甲波"甲$%巨甸等七个地点的字形#与*纳西象形文字谱+ "谱$%*么象+ "典$的字形汇编在一起#可以方便

比较东巴文在各地的演化情况&

犁铧底部有一个圆洞#关于其来源或者作用#有不同的说法!早期为使型芯"范蕊$定位牢靠#合"公母$范前#将一小粒补范泥放置

在型芯的中部#使型芯与上扇"公范$粘结得更牢固& 这样#犁底在相应部位会形成一个小孔#当地称作'太岁孔(& 俗称耕地是太岁头上

动土#该孔的功用是耕地时可让太岁爷顺着这孔跑出来& 这种说法纯属演绎#其实际功用在于能让泥土中的水汽通过它进入#木楔遇水

后膨胀#使铁铧固定更牢靠&

宋兆麟!*俄亚大村)))一块巨大的社会活化石+#四川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杨瑞栋#李晓岑#李劲松#等!*云南会泽石范铸铁的调查+#*中国科技史杂志+!$#$年第 #期&

杨瑞栋#李晓岑!*云南曲靖市董家村石范制作技术的调查及相关问题+#*四川文物+!$##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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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巴文的字形结构反映了造字者对所表对象

的观察与理解& 一些偏远地区还能找到与东巴文

对应的实物场景#我们曾结合田野调查的图像资

料做过初步的整理!

&

将图 #"'母范(的照片顺时针转 >$ 度#所看

到的图像就与甲组的 等字形十分吻合#字形

所画的并非石范整个外形#而是灌注铁水的'型

腔(& 在 字中#用大小两个三角表现出型腔的

'立体空间(,而乙组的 实际是特别标出了铁

犁底部的'太岁孔(#应该画的是'上扇"公范$(

底部#与下扇接触的那一面,丙组的 字李先生

说'画犁模之形(#但没有具体解释& 所幸宋兆麟

的调查报告中介绍了制作铁铧的范模"

& 铧范由

软石磨制#有三个部件!一个叫'赤巴(#即铧下

范#又称母范,上范叫'喀标(#即公范,范蕊叫'小

丘(#俗称'范儿子"见图 #1$&(

图 #14上下范及范蕊

将上下范兑合#用绳索牢牢捆紧#插入范蕊#

将融化的铁水从浇铸口倒入"见图 #2$& 字

应该是公母范合范后横置之状& 中间两平行横线

表示交接面相贴合#从实物的侧面照片来观察#这

两条线也是明显的& 俄亚的犁范是用软石磨制#

所以外形规整"如图 #+$ #字描绘的是造字时

的石范#早期应该是选择天然的硬石来凿刻#所以

外形不规整#大致呈头尖尾宽的梯形& 云南会泽

的作坊还在用砂岩制的石范来浇铸铁犁"见图

#>$& 丙组另外两字 是 字的讹变之形&

因此#甲组字形是母范的俯瞰之形#乙组增添

了'太岁孔(#而丙组是合范的侧面之形& 李霖灿

仅记录了 是 字的或体#但却没搞明白其中

的缘由&

图 #24插入范蕊

图 #+4俄亚的犁范

图 #>4云南会泽的石范

前述记录纳西古谚'草坡蒿草坡#.拉博/先

就有(的两个字' % (#其实与'犁范(有密

切关系&

这是一个关于'事物总有来历(的古谚#各地

经书中常用& 我们在依吉甲波村降初东巴的*普

西委尼+经找到下面这一个有意思的用例"见图

!$$#第二行最后一节和第三行的首节是算作一

个语段的#记录的经文如下!

1$#

!

"

曾小鹏!*纳西东巴文及其实物原型调查+#载*比较文字学研究"第二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年版#第 #*$)!!!页&

宋兆麟!*俄亚大村)))一块巨大的社会活化石+#四川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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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依吉经书

C?

))

TX?

!#

=@4

!#

C?

))

TX?

))

#Fx

))

C?

**

0y

))

/'

))

艾 坡 草 艾 坡# 拉 博 先 助

%

=

'?

))

#

3

'

9))

H

?

))

C?

))

0U

))

8

7'?

**

# C?

))

3

'

9))

有# 箭 头 干 处 插# 出 处助

>

'?

))

T?

!#

97

2

))

/'

))

97?

))

铁 模 那 助 出

汉译!草坡蒿草坡#'拉博(先就有#箭头插

"在$干"燥$处#铁模出处"在$那儿&

我们通查了'全集(中的'犁范(字#归纳出

!*个字形有差异的代表字& 上页经书中对应犁

铧的字为 #将此 !1 个字按表物的不同角度归

类如表 #&

表 #4字形分类

类型 序号 字形 '全集(出处 字形说明

甲

# 2卷 !$+页 下扇的'型腔(之形&

! !1卷 2#页

) 2+卷 2*页

" +!卷 )#页

乙 * !"卷 !*!页 上扇之形#内有'太岁孔(&

丙

1 !$卷 )+页 合范侧面之形& 横线表上下扇的接触面&

2 +!卷 !11页 上字的简化&

+ 2卷 #)>页 合范侧面之形#石范外形打磨规整&

> ++卷 !!$页 用'双平行线(表上下扇的接触面&

丁

#$ 2卷 #$+页 表合范界面的'平行线(#受甲类字中'小三角(的'同化(#而讹变呈'尖状(&

## !$卷 #2$页 合范侧面之形#表界面的平行线讹变&

#! 1卷 !1+页 外观整体圆形的合范侧面之形&

#) +#卷 !1"页

#" +卷 *)页 字形中的'尖状(笔画再变为'椭圆形(&

#* ##卷 "#页

#1 #!卷 #>页

#2 +$卷 !+>页 石范外形轮廓出现讹变&

#+ 2*卷 2)页 上字的简省%讹变&

#> #1卷 +1页 同上&

!$ 2+卷 #!!页 合范侧面%插'范蕊(之形&

!# 2+卷 #)1页 同上#再添'蒿草(成合文&

!! !$卷 !#"页 字画上扇侧面之形& 三短竖线表示蒿草&

!) +>卷 !##页 字画上扇侧面之形&

戊

!" 2卷 #"2页 下扇之形& 详见下文字释说解&

!* +2卷 ##!页 同上&

!1 依吉甲波经书 同上&

44表 #中戊类字形最让人费解& 字像一根'长

刺(扎破某物#如果视作是丁类 字的讹变#似

难让人信服& 十分偶然#我们在互联网看到一幅

汉代陶范的照片"见图 !#$#型腔中正好有一'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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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腔体穿过#目的是在中间增加一条'棱角(#使

犁铧的前部呈'尖锥状( "见图 !!$#从而加强它

破土的效能&

图 !#4汉陶范

图 !!4尖锥状的犁铧

戊组 等三字正像此种下扇中的'型腔(之

形#显然#这种犁范浇铸出来的犁铧#比起甲类字

所表现的要更加耐用& 由此推测#戊类字当出现

较晚&

从'字表(可以发现#丁类字其实可以归入丙

类#所描绘的都是犁范合范的侧面之形#只有 !!

和 !) 号仅取其上扇为字& 这样一来#'字表(所

列的五类从字形与实物的对应来看#仍然还是前

文我们所总结的甲乙丙三大类型#即戊类并入甲

类#都是取象于下扇的'型腔(#是从造字者俯瞰

的角度,乙类是带有'太岁孔(的上扇之形,丙类

是合范的侧面之形#造字者平视所获的影像#丁类

诸字形是丙类字不同程度符号化的结果#应当归

入丙类&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各地东巴经中#出现在这

句纳西古谚中的甲乙丙三类字都是取象'犁范(

的象形字& 字形差异体现了造字者不同的观察角

度和观察对象#也可看出异地之间犁铧外形上的

变化&

再回过头看前文提到的 % % 三

字#前两字都出现在那段古谚#无疑均应判作'犁

范(字# 字归戊类# 字归丁类& 而洛克所

释用来'计量火药(之'牦牛角(的 字#实际上

还是'犁范(字#字形上应算入甲类&

而账本中所遇到的 % 这两个字# 从字

形上看#比 字缺少一短横& 与上表中的 1%

2%+号字较近#如果把二字归入上表的丙类#是合

范侧面之形#由于辗转抄写#字形讹变#也是说得

通的&

如果 % 两字是'犁范(字的异体字这一

推论正确的话#那么#它就该跟 % 等字的

读音相似#作 C? 或 C

2

& 于是#我们查了*纳西象

形文字谱+"文字谱$

!后附的词典#发现 C?有'带

着%送(#C

2

有'定做(的意思#放进账本里也合

适#二字都是位于'炒面(等物资后面#义为!为去

木里的马帮'定制(物资#随文释义可作'置办(

讲& 降初仅依据文意觉得是'打发 0?8(之类的意

思#但读音则毫无根据#这里释作'C

2

**置办(#则

音义俱通了&

由于文字制度很松散#东巴经里一字多形现

象很普遍#而应用性文献中#文字更多地依靠线性

排列以记录语词的顺序#不像经书中那样#依靠字

与字的图画性组合来记录经文#大量使用假借来

表词#字形与字所记录的词义之间联系全无#因

此#账本等文献中的东巴文的符号化程度要领先

于东巴经"

&

!二"#犁范$字的形义演化

东巴经源于古老的民间口头文学#千百年来#

主要依靠口耳相传& 东巴从小跟着师傅学经#主

要的功课就是背诵#而不太关注经文语词上的细

节& 这必然导致两种常见的问题#一是东巴可以

一字不落地大段背诵#却并不完全明白其中某些

词句的意义& 就拿这段古谚来说#'全集(中多处

出现#但东巴们给出的解释不尽相同#而且#其中

Fx

))

C?

**一词就有多种不同的理解,二是东巴往往

+$#

!

"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云南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1>页&

武晓丽#曾小鹏!*纳西东巴文'图画性(问题初探+#载*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二十辑$+#商务印书馆 !$#2年版#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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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明经书中一些字形所像为何& 由于东巴经

的文字只起有限的提示作用#文字与经文并非一

一对应& 加之东巴从别处借来经书传抄#一并将

其他地区的异体字带进来#不懂的字就更多& 比

如依吉甲波的'犁范(字本作 #应归甲类字形#

但*普西委尼+这本经书中该词又写作 字#东

巴自然就不认识此字的形与义#只知道该字读音

作Fx

))

C?

**或者 C?

**

& 而当地的账本中又有 %

两字#就完全不认识该字#连读什么音都搞不清

楚了& 这样看来#通过经书的流传#加之文字的符

号化过程#使得依吉本地的'犁铧(字汇聚了 %

和 % 等四个差异较大的字形#分属于上表

的甲%戊和丙三类& 当地人只识得代表性的%基本

的甲类字形#不明白其它字是异体字的关系&

% 两字在同一份材料中#字形上又可纳

入'犁范(字的序列中去#读音作 C? 或 C

2

#放在账

本中作'置办(讲也很通顺& 但是#还有最后一个

问题需要解决#就是'犁范(一词在纳西语各地的

读音作
5

?

))

T?

!#

"铁模$或者
;

7

2

""

T&

##

"犁模$#为

何到了 % % % 等字所出现的地方#读音

却要读作 C?或 C

2

呢0

其实#前文所引李霖灿给 字的说解中#已

经隐含了一条线索!

;

7

2

""

T&

##铸黎板之模也& 画

犁模之形& 此字常作'出处#来历(用#常与 笛

子或 艾蒿并见#读 C

2

##

32

""

5

&

""

T&

""

#乃'出

处#来历(之意& 字在此当后二音#指其先有型

范在也&

李氏已经明确告诉我们# 字除了作'犁范(

外#常作'出处%来历(用&

我们所编的'类编(也有'出处%来历(这一

字条!

4俄 $2+$5C?

))

3

'

))

5

?

))

T?

!#

#来历&

4谱 $+"*5 C

2

))

F

2

))

5

?

))

T?

!#

#来历也#从

模范 "C

2

))

#蒿$声& 铜范为金属工具之始&

4泸5C

2

))

F

2

))

5

?

))

T?

!#

&

4吴5C

2

))

F

2

))

5

?

))

T?

!#

#字为'箭头(#喻

指事物的开端&

4东5 C

2

))

F

2

))

5

?

))

T?

!#

#字从桶

97U

))借表'出现 97U

))

(#蒿"C

2

))

$% "F

2

**牛

虱$助记其音&

4甲5C

2

))

3

'

))

5

?

**

T?

!#

&

比较特别的就是白地吴树湾和树昆东巴所写

的 字#仅用一个'犁铧
;

7

?

))

(字表示#借用犁铧

的'箭头(喻事物的开端#这显然是对'来历(词义

的理据重构& 艾蒿"C

2

))

$在纳西文化中被认为是

最早出现的植物#因此经书中经常单独用 字记

录'出处%来历 C

2

))

(这个词& 那么# C

2

))

3

'

**

5

?

))

T?

!#中的 字读作 C

2

))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 犁铧
;

7

?

))

(或者' 铸模
5

?

))

T?

!#

(字

读作'C

2

))来历(#我们把这一现象叫作'转意(&

在东巴文中有一种用一个字形记录几个意义

有某种联系而语音没有关系的词的现象& 如'

T'

**火(转意作'红SV

!#

(& '转意(是和志武首先提

出!

#方国瑜称这种表词方式为'一字数义(#王元

鹿%郑飞洲称为'义借(等多种名称& 转意和词义

引申有相似性#新义和旧义间有着关联#但是#转意

字的新义有新的语音形式#而词义引申却没有语音

上的变化#如4谱 $>!#5 "07&

!#栅栏$#由于古时

一个家族设栏而居#所以#该字又有'家族 07&

!#

(之

义& 转意和假借也有相似性#但是假借只借其形和

音#本字与假借字在词义上没有关系#而转意字只

承接原字的字形#语音没有关系#'本义和转义多是

词义系统之外的某种事理关系(& 喻遂生对'转意

字(有过深入研究#按照本字和'转意字(的意义联

系#归纳出'专名转通名(等 2种类型"

&

本字所记录的一般是比较实在的词义#而转意

则相对抽象& '铸模(或者'犁铧(都是实物#而'来

历(则非常抽象#纳西古谚用一个具体事例来喻指

具有普遍性的抽象概念&

从文字符号化的进程来看#表意文字系统中#

总是那些记录较抽象词义的字形走在前头#在字的

结构%部件和笔画上出现简化& 由于早期表意文字

的象形程度还比较高#写字者在写字表词的同时#

脑中会浮现该字所表词义的'实景(& 东巴文发展

>$#

!

"

和志武!*试论纳西象形文字的特点+#载*东巴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1页&

喻遂生!*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巴蜀书社 !$$)年版#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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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经书中还有较大比例的高象形字#字与字

的组合也常以图画式来布局#而那些记录虚词%副

词的表意字#以及本义不明的假借字#在写字者的

脑中没有一个具象可以对应字形#字形就可以不受

'画成其物(的限制#文字简化速度要快一些#字形

演化后亦更加难以识读了&

汉古文字的发展过程中#也有类似的演进规

律& 毓%后即是一例&

甲骨文毓%后二字本无别#字作 #从 女从

# 为倒子形#整字像产子之形#字旁或作数小

点乃羊水& 或作简体 & 母系氏族之酋长乃一族

之始祖母#以其繁育子孙之功#故以'毓(尊称之#

后世承此尊号亦称君长为毓#典籍皆作'后(& 表

'生育(义的小篆作 #一直沿用到'毓(,而'君

长(义逐渐用简体#小篆作 #'毓%后(遂成两字&

4$&%.'&/+"%&%8=%/-$>$-/&/+"%"(C"%6R&

12$+>/"(O&$&,&%+%70&# 1+25#&%B$",+%2-

ZjPQM'A&GC8/E

"=.7&&F&@[?TA/'9'8HA/% JAI# Q?'̂7&? L/'U8:H'9V&@c'/A/.8A/% j.&/&T'.H# Q?'VA/E**$$!*# W7'/A$

!"#$%&'$! D7'H'H978@':H99'T89&7AU8@&?/% A/% C?XF'H78%A.A:AUA/ X'FFI7'.7 'H:8.&:%8% XV̀ &/EXAHG

.:'C9(D78̀ &/EXAH.:'C9A..&?/9X&&0H7AU8X88/ %'H.&U8:8% '/ :8.8/9V8A:H#X?997'H'H978@':H99'T8@&:978.A:G

AUA/ X'FF(D7'HCAC8:?H8H978'@'U8.&/9:AH9H( &@978&:'E'/AF98S9# C7&/89'.9:A/H.:'C9'&/# I&:% '/98:C:89A9'&/#

.:&HH

3

9:A/HFA9'&/ A/% W7'/8H89:A/HFA9'&/ 9&8SCFA'/ '/ %89A'F978EFVC7 H9:?.9?:8A/% T8A/'/E&@8A.7 I&:%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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