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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文档案文献开发利用刍议 

      摘要：彝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字，在历史上产生了丰富的反映彝族政治、经济、军

事、科技、文艺、宗教等方面内容的彝文档案文献。但是目前，彝文档案文献在管理利用方面存在着一定

的问题，给彝文档案文献的开发与利用带来了诸多不便。本文主要针对彝文档案文献的概念、种类构成、

特点、价值以及彝文档案文献的保存、利用现状及其价值进行了探讨，同时对彝文档案文献的进一步开发

利用提出了一些对策与措施。 

      关键词：彝文  档案文献  开发利用 

                    

      一、对彝文档案文献的理论认识 

      彝文档案文献是指在彝族发展历史上，由毕摩及其他掌握彝文的土司、土目、歌师等利用彝文整理编

辑而成的反映彝族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科技、文化、宗教、民俗等社会历史情况的各种形式的档案

文献。 

      （一）彝文档案文献的构成 

      彝文档案文献种类繁多，按其性质和内容可以划分为： 

      1、宗教类彝文档案文献 

      宗教类彝文档案文献主要有毕摩经卷类和巫术迷信类，在这里我们主要探讨毕摩经卷类。 

      毕摩经卷是彝族毕摩在进行宗教活动时所形成和使用的经书，主要记述各种宗教活动的仪式、内容和

具体过程[①]。彝族宗教认为万物有灵、信仰多神、相信占卜，常常举行作斋、作祭、占卜、禳解、驱鬼

邪等宗教活动，因此，在各种各样的宗教活动当中，形成了种类繁多的彝文经卷（毕摩经卷）。主要有以

下几类： 

       (1)、作祭类（又称祭祀类）。作祭类彝文经卷是彝民在祭祀亡人、祖坟、祖宗、山神、雨神等宗教

仪式中形成的。由于祭祀的对象及原因的不同，祭祀类经卷有《普兹楠兹》、《作祭经》、《作祭献药供

牲经》、《作斋经》、《迎请诸神经》、《祭神经》、《祭坟经》、《祭天地经》、《献贡物经》、《祭

“密支”经》、《祭龙经》、《祭“财神”经》、《祭祀狩猎经》、《祭火神经》、《祭石神经》、《祭

山神经》、《祭地母经》、《送太阳神经》等等，充分反映了彝族宗教的万物有灵、信仰多神的特点。 

       (2)、超度类（又称指路类）。彝族人有一个习俗，就是人死后要把亡灵送回到传说中祖先居住过的

地方与祖先团聚。超度类彝文经卷主要是毕摩在举行作祭、作斋等重大宗教仪式时，指引亡灵回归故乡之

路所念的一种经卷。不同地区的彝族有不同的迁徙路线，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终点――兹兹普乌（今云南省

昭通地区），这是彝族族群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类经卷主要有《尼布木司》、《布苏》、《查诗拉

书》、《木查美查》、《迎接旧祖筒经》、《给祖妣接魂经》、《指路经》、《开路经》、《开路献酒

经》、《献牲开路经》、《开路正经》、《献水指路经》、《解冤指路经》等，是研究彝族起源地、分布

以及迁徙路线等历史情况的重要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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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祈求祷告类（又称福禄类）。主要是福禄经。福禄经就是在作斋、作祭超亡灵，女儿出嫁、大

畜牲出卖时为了避免福禄或福禄神被引去或者为了敬奉福禄神以保佑家人、五谷丰登、家畜兴旺时，毕摩

所念的经书。所用经书有：《换福禄经》、《播福禄经》、《招福禄经》、《留福禄经》、《安福禄

经》、《祈福路经》、《祭福禄经》、《敬福禄经》、《祈福经》、《祭祖祈福经》、《祈后代繁荣

经》、《地田经》、《祈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经》、《祈年吉月利经》、《庆祝丰收经》、《祈福献牲

经》、《家祭留福禄神经》、《祝福禄经》。 

       (4)、驱邪百解类。主要用于法术类宗教仪式活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称为百解经；另一类

称为禳解经。毕摩为了解除族人的疾病、灾难、邪祟或者给死者解除罪恶时所念的经书，就称为百解经。

百解类经书有《百解经》、《解罪经》、《解冤经》、《解惑深作祟经》、《解咒经》、《解除牲畜

冤》、《除魔解邪经》、《除邪经》、《作斋解罪经》、《退咒经》、《吉咒经》、《洁净经》、《解身

除病经》、《禳解经》、《论倒解冤宗顺收拢禳解》、《掩地煞星经》、《解咒怨经》、《解敌冤和解仇

冤》、《解穷冤》、《收冤祟》、《解挑拨罪经》、《解顶嘴罪经》、《解逝者贫困经》、《解因孕遇死

经》、《遣扫署府经》、《叫魂经》、《祛邪旺畜经》、《宅内祛邪经》、《掩煞星经》、《解身经》、

《续寿经》、《续寿添福经》。 

       (5)、占卜类。彝族历史上有占卜的习俗，重要事件都要进行占卜，预卜吉凶祸福。占卜类经书种类

繁多，有《解梦》、《卜托生书》、《择日子书》、《生病卜鬼书》、《黑道凶日书》、《鸡卦解》、

《祈鸡卦显象书》、《猪膀卦书》、《占怪异征兆书》、《占卜凶吉书》、《七十二签书》、《星辰占卜

书》、《占娶嫁征兆书》、《签书》、《占奇异书》、《占病因书》、《卜卦书》、《占梦兆与失物

书》、《算命书》、《占病吉凶术》、《释邪兆书》、《每日值相?占梦?占地震书》、《汇典书》、《推

算作祟鬼书》。 

        (6)、诅咒类。主要用于诅咒法事活动，常见的咒经有《驱逐野兽经咒》、《狗上屋顶退送经

咒》、《止风神咒》、《治病咒》、《赌咒经》、《退咒经》、《反咒解咒怨经》等。 

       2、民众档案文献 

      民众档案文献是由彝族毕摩及其他掌握彝文的土司、土目、歌师等知识分子编纂的除毕摩经卷之外的

彝文典籍。民众文献涵盖面广，种类繁多，以下将其分为八类论述： 

       (1)、历史类。历史类彝文书是专门记载和讲解彝族先民历史发展的彝族典籍文献[②]。彝族有着悠

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历史著作，系统而详细的记载着古代彝族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有的著作反映民族发展

历史、有的记录家支世袭、人物和事件，也有的记录民族起义。这些历史典籍是透视彝族历史的宝贵史

料。根据其内容特征可分为三部分，即传说历史、实录历史和谱牒与迁徙。例如：《彝族创世史》、《宗

教历史》、《四川贵州彝族史》、《吴三桂入黔记》、《西南彝志》、《六祖史诗》、《彝族农民起义史

册》等。 

       (2)、哲学类。彝文档案文献记载的哲学，是彝族人民对宇宙和世界、人类起源的概括，它经历了不

断观察、逐步探索、世代积累和丰富的过程。这些哲学类著作不仅反映了古代彝族万物有灵的唯心主义观

点，也反映了古代彝族对于宇宙人文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该类书主要有《物氏源流》、《布次拉司》、

《呗耄答辩经》、《天地人源论》、《天地四方书》、《事物循环》、《万物的起源》、《宇宙根源》、

《宇宙人文论》、《精灵论》、《人类的起源》、《灵魂出现》、《诸神起源》等。但值得一提的是，古

代彝族的哲学思想不仅仅存在于哲学类著作中，同时也分散在如《历史书》、《文艺书》、《西南彝

志》、《历算书》、《指路经》、《作斋经》等彝文档案文献当中。 

       (3)、伦理类。伦理类彝书记述了彝族日常生活中应遵守的条律、待人接物的礼俗、道德伦理的故事

和彝族先祖教诲子孙的训言[③]。该类书有《训迪篇》、《教育经典》、《劝善经》、《礼仪书》、《道

理书》、《尊敬父母》、《师箴文集》、《淑女贞洁》、《做人经》。 

       (4)、文学艺术类。彝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在其悠久的历史上，创造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

品，不仅在民间传唱，而且还记录在典籍当中，体裁包括神话、民间传说、诗歌、谚语、格言、散文、小

说和文艺理论等。其中最为国内外所熟悉的就是叙事长诗《阿诗玛》，此外还有《妈妈的女儿》、《龙女

的故事》、英雄神话《三兄弟》等。 



       (5)、科学技术类。科学技术类彝书记述了彝族人民在农业、畜牧业、天文、历法、医药、地理、冶

炼等领域内取得的经验总结。该类文献主要有《马的来历》、《谷仓记》、《彝族十月太阳历》、《彝族

天文史》、《定经纬》、《双柏彝药志》、《彝医药》、《地震记录》、《铸铜织锦》。其中双柏县的

《双柏彝药志》比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早9年，被誉为彝族明珠。 

       (6)、语言文字类。彝族文字是被逐字创造出来的，从创制初期到普遍使用，经历了很长的发展阶

段，有许多变异，因此记录和解释文字、词汇的专门著作也就应运而生了，具体有《昆明西乡彝文单字注

释》、《布慕字典》、《译名文选》、《聂苏字集》、《字汇全集》等。 

       (7)、军事类。军事类彝文档案文献记载了古代彝族对外和内部争斗的史料，包括有古代彝族战争的

原因、目的、战斗思想、武器、地点以及战争规模等内容。如《骂车姆棘》（彝家兵法）、《兵马战

书》、《播勒军制》等。 

      (8)、译著类。古代彝族在历史上与汉族和睦相处，互相学习，在文化交流方面翻译了大量的汉文译

著[④]。较好的译著有《梁山伯与祝英台》、《天女散花》、《西游记》、《唐僧取经》等。 

      （二）彝文档案文献的特点 

      1、数量丰富。得益于独特的历史条件、民族条件以及地理环境，西南地区保存下来的彝文档案文献

为数众多。另外，国内外其他地区保存的彝文档案文献数量也十分丰富。大致以清朝结束时为下限，在此

之前问世的老彝文著述，现存于国内外的估计在万册以上。收藏有彝文古籍的国内单位为62个，法国、英

国、日本等国外组织为7个。而大量散藏于国内民间的则无法详尽统计。国内藏书较多单位的情况是：北

京首都图书馆善本部551册、云南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1672册、云南禄劝县古籍整理办公室399册、贵

州盘县特区民委2867册、贵州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2500册、贵州民族学院210册。[⑤] 

      2、内容涉及面广。彝文档案文献是彝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当中产生形成的，是其优秀民族传统

文化的沉积与升华，汇集了彝族先民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领域所创造的历史文明与文化结晶，其内

容涉及面广，涵盖有：宗教、历史、哲学、伦理、文学艺术、科技、语言文字、军事、译著等诸多方面，

同时，在每一大类的彝文档案文献之下，都包含着诸多小类，如宗教类彝文档案文献下的祭祀类、百解

类、指路类、占卜类、福禄类。  

      3、较强的原生性和权威性。彝文历史档案是建国前，由毕摩及其他掌握彝文的土司、土目、歌师等

利用彝文整理编辑而成的反映彝族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科技、文化、宗教、民俗等社会历史情况的

历史文献，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在作者、形制以及载录等方面都具有较强的原生性和权威性。 

      4、档案文献开发难度大。古彝文不易理解，目前只有极少数的彝人和资深学者能够大体识别古彝

文。且所留下的档案文献中比较完整、系统的极少，欠缺传承性。 

      二、彝文档案文献的保存利用现状 

      （一）保存现状 

      由于大部分的彝文档案文献是用棉纸书写而成，因此极容易损坏，加之大部分的彝文档案文献原存民

间，保管条件恶劣，许多珍贵的彝文档案文献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损毁。例如，1981年，中央民族学院马

学良教授邀请云、贵、川三省的八位彝族毕摩对北京保存的部分古彝书进行整理，所编目的659部古彝书

完好的只有248部，占37%；边残的有168部，占26%；半残的123部，占19%；全残难以整理的有

120部，占18%。[⑥]此外，彝文档案文献由于受历次政治运动、档案保护观念等因素的影响，曾遭受过

严重的人为损毁，如在“文革”期间，西南地区就有大批的彝文档案文献被当作“四旧”烧毁。而现在许

多地方性的档案保护机构由于资金缺乏等问题，库房设施跟不上，也造成了现存彝文档案文献的一定程度

的损毁。 

      除此之外，还大量存有金、石、皮、竹、木等特殊材质的彝文档案文献，它们分散于较广的地域，又

由于各种原因，收集难度大，且其保护条件相对复杂，数量正在逐渐减少。 

      （二）利用状况 



      如前所述，由于古彝文难以读懂，目前只有极少数的彝人和资深学者能够大体识别古彝文，在云南能

认识彝文的人已是寥寥无几，因此彝文档案文献的开发利用难度很大。现在若不及时建立彝文口述档案和

彝汉互译的档案，彝文就有可能面临失传的危险，而彝族历史文化的发掘利用也将受到重重阻碍，无法开

展。 

      利用形式和手段单一，渠道不畅，也成为彝文档案文献走向社会提供利用的障碍因素。  

      学术研究力量欠缺，学术研究深度不够、范围不广，使得彝文档案文献开发利用不足。 

      社会力量投入不足，且开发后各方面所取得的收益并不理想，使得对彝文档案文献的开发动力不足，

不能够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三、彝文档案文献在历史研究及现实利用中的重要作用 

      （一）历史研究价值 

      彝文档案文献是研究彝族历史的基础。少数民族历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彝

文档案文献就为少数民族历史研究中的彝族史研究提供着不可或缺的史料。透过彝文档案文献，可以看到

古代彝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宗教信仰、迁徙、政治、经济生活、文化、伦理、军事、科技等，为

历史学者研究彝族历史及它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联系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原始资料。 

      （二）科学技术参考价值 

      彝文档案文献为我们的生产活动提供必要的依据和经验成果。彝文档案文献记载了彝族人民世世代代

同大自然作斗争所积累下来的宝贵的经验教训，为现今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生产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丰

富的第一手资料。例如，云南省双柏县在80年代初发现的十余部彝文医书，经整理研究，编译为《彝族医

药志》，受到医学界的高度重视，被誉为“哀牢明珍”。[⑦] 

       （三）民族文化研究价值 

      民族文化包括各民族的服饰文化、建筑艺术、婚丧嫁娶、礼尚往来、宗教习惯、民情风俗、饮食起

居、节日庆典等等，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而彝文档案文献正是彝族人民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真实

反映其民族面貌的历史记录，因此，彝文档案文献对于研究彝族文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四）机关工作的参考凭证价值 

       机关工作中，有关民族工作大政方针的制定、实施以及民族问题的处理，民族档案是不可缺少的工

具。因此，在处理有关彝族的一些问题、制定工作计划时，机关工作者随时都要参考彝文档案资料，从中

了解历史上处理彝族问题的相关情况，有关的方针、政策等，以便有效的开展彝族工作，促进民族间的友

好和谐相处。此外，对于一些彝族内部的争执，也可以查阅相关彝文档案，找到解决事情的有力证据，给

工作的开展以一定的说服力。 

      四、彝文档案文献的开发利用 

      （一）译著出版 

      译著工作是开发利用彝文古籍档案文献的基础，因此，各级档案管理和研究机构要与民族文化学者、

彝族毕摩等建立广泛的合作，共同译著彝文古籍，采取直译的方式，力求保持档案文件材料的原貌。译著

工作的成果可以通过出版档案汇编的方式向社会公布，以扩大彝文古籍档案文献信息的传播和利用范围，

便利社会各界的利用需求。贵州省不仅有众多的彝文古籍档案文献，在档案文献的出版公布方面也取得了

辉煌的成绩，其中以毕节彝文翻译组译注的最为丰富。该机构成立于1955年，从1955年至1966年，毕

节彝文翻译组翻译的彝文典籍，计有25部，51卷，约80余万字，加上汉文译文共200余万字。译注的有

《西南彝志》、《六祖纪略》、《水西全传》、《吴三桂入黔记》、《母系史》、《寻药找医》等。这批

彝文典籍译本，虽然在当时限于种种因素，并未正式公布发行，但在内部印发后，受到了国内有关社会科

技研究部门、民族工作者和文化教育工作者的重视，特别是其中的《西南彝志》26卷，被誉称为“彝族历

史巨著”。广西地区今存彝文古籍历史档案不多，主要集中在隆林各族自治县。1994年，由区古籍办组



织有关彝族学者和毕摩整理出版了彝文典籍《那坡彝族开路经》。该书对研究广西彝族民族源流和社会历

史发展状况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开展彝文档案文献的交流活动 

      由于彝文古籍档案文献的保存者较多，并且国内外都有，因此应以档案馆、室为中心，采取多种有效

的方式，实现彝文古籍档案文献信息资源的交流和共享。主要措施有： 

       (1)举办国内、国际间的彝文档案文献的交流活动。国内的档案馆、室、民族研究所之间可以合作成

立彝文古籍研究机构，定期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互通有无，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与交流。此外，还要举办

国际彝文古籍档案文献研讨、交流会，增进我国学者和其他外国学者之间对彼此的研究动向、研究深度等

的了解，达到整个彝文古籍档案文献研究工作的繁荣与发展。 

       (2)实现彝文档案文献的数字化。彝文古籍档案文献的数字化不仅可以实现档案管理的现代化、数字

化，还可以通过国际互联网进行档案信息的传播与交流，解决信息资源交流与共享的空间问题，从而使世

界各地的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浏览、使用彝文古籍档案文献，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档案文献信息资源共享。 

      （三）开辟特藏室 

      开辟彝文档案文献特藏室，是指档案馆、室在特定的场所，开辟特藏室，向社会各界和利用者展示彝

文档案文献或提供彝文档案文献信息的一种服务方式。彝文档案文献由于本身的特殊性，即一般多是单

份、孤本或稀本，有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机密性，这些特殊性决定了档案一般不外借。因此档案馆、室收藏

的彝文古籍档案文献一般不能也没必要全部复制多份广为传递，而应主要采用开辟特藏室的方式提供利

用。 

      （四）外借服务 

      彝文古籍档案文献的外借服务，是指档案馆、室为满足某些需要档案原件或副本作证据的特殊的利用

需求，暂时将彝文古籍档案借出馆、室外使用的一种服务方式。外借服务一定要建立健全的借阅以及归还

制度，履行一定的手续，以保证彝文古籍档案文献的安全。 

      （五）制发复制本 

      制发彝文古籍档案复制本服务，是指档案馆、室根据用户的合理需要，以彝文古籍档案原件或已有的

档案副本为依据，通过复制（包括静电复印、拍照、晒印、摹写、抄录等）、摘录手段，向档案用户提供

彝文古籍档案复制品的一种服务方式。因为彝文古籍档案一般都是珍贵的单份、孤本或稀本，对档案原件

的任何损伤后果都是极为严重的。因此制发复制本的许多优点中，最为突出的优点就是它有利于保护彝文

古籍档案原件。 

      （六）展览 

      彝文古籍档案文献的展览，是指彝文古籍档案文献收藏部门按照一定的主题，以展出档案原件或其复

制品的方式，系统地揭示和介绍档案馆、室藏中有关彝文古籍档案的内容和成分的一种具体服务方式。这

种服务方式是彝文古籍档案主动走向社会的重要途径，有利于档案用户获得较为集中系统的彝文古籍档案

信息内容和线索；同时经过精心选择和组织展出的有代表性的、典型的彝文古籍档案信息材料，能够以其

原始性、真实性和形象鲜明见长，给参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起到生动的宣传教育作用，加强社会的档案

意识。展览分为两种主要形式，长期和短期的档案展览。 

  五、开发彝文档案文献的新思路 

      彝文档案文献虽然是文献的一种，但是它的开发利用不能仅仅局限于以往传统的开发模式，可以结合

一些新的形式，突出它的民族性、地域性等特点，进行多种形式的开发。例如： 

      １．在深入研究彝文档案文献所传递的信息的基础上，通过多种形式，如影视、歌曲、服饰设计向社

会推广。 

      例如：六七十年代电影《阿诗玛》的拍摄，让大江南北的观众认识了彝族的民风民俗，从而使近几十



年来阿诗玛成为石林和彝族的一张很有效的名片，向社会传播和推广彝族的民族文化。 

      再如：由著名舞蹈家杨丽萍出任总编导及艺术总监，并领衔主演的大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剧

目的开发，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云南映象》节目，是一台既有传统之美，又有现代之力的舞台新作。她

将最原生的原创乡土歌舞精髓和民族舞经典全新整合重构，再创云南浓郁的民族风情。其中在第二场中由

石屏县花腰彝演出的花腰歌舞以及烟盒舞（烟盒舞是云南石屏、建水、峨山、通海一带的彝族尼苏支系―

―俗称“三道红彝”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一种活动）就是由彝族民众演出的，这些舞蹈的编排都是从一些

彝文历史档案、文献当中获得灵感并升华而得到的。 

      ２．把彝文档案文献当作民俗文化开发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促进彝族地区旅游文化及文化产业的发

展。研究开发彝文档案文献中的旅游资源，可以新建、重建旅游景点，开发旅游产品，增加旅游服务项

目，保护旅游环境等提供参考借鉴。如与大理、丽江等文化古城相比较，曲靖独有的爨文化与南诏大理文

化、东巴文化并驾齐驱，而大小爨碑、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等都具有“人无我有”的独特性。充

分利用这些档案信息资源，通过深入挖掘整理，可以开发以“爨文化”为品牌的特色旅游产品。以这条主

线为中心，建设“爨文化”博物馆或博物园，还能为游客提供一个既能够体现爨文化，也能够领悟华夷文

化的交融、民族凝聚的久远、中华文化的精深的精品旅游景点（区）。 

      ３．通过对彝文档案文献记录的挖掘和研究，为规划和建设彝族特色文化区提供优质服务。开发彝文

档案文献信息资源，可以充分发挥彝族历史悠久、民族文化丰富、生物资源多样的优势特色，为规划和建

设“爨文化”等历史文化展示区；“毕摩文化”、“十月太阳历文化”等民族文化区；“彝人古镇”等城

镇居民社区；大批“彝族文化生态村”等提供原始资料和参考依据。 

      总而言之，要实现对彝文档案文献从外在到内容和实质发掘，让游客从视觉的感动过渡到心灵的对话

和感动，保护好彝族毕摩文化这块彝文档案文献赖以生存的土壤，思考如何在文化旅游市场上充分发挥毕

摩文化的优势和潜力，有意识地实现彝文档案文献价值的优化扩展，走生态旅游之路，实现观光性突出的

旅游经历到体验性突出的旅游经历的转变，留住彝文档案文献安身立命的彝族毕摩文化，留住彝族的民族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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