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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书文化流失严重传承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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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水书是水族文化的传承载体，在水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笔者在我国水族聚居地采访时发现，由于历史的变

迁，工业的发展，汉文化传播的日益深入，水书赖以传承的社会生态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传承人青黄不接、研究队伍人员匮乏

等问题成为研究和传承水族文化的瓶颈—— 

 

 

贵州民族学院收集的水书 

 

 

 

“水书先生”面临消亡 

   “水书先生”是指那些能看懂水书，“能与鬼神对话的人”，被称为“鬼师”或“师人”。专家学者们以“先生”冠之，表明了对

他们的尊敬。这是因为，每位“水书先生”的头脑，就是一座水族文化知识的“活宝库”。 

  

    蒙熙能是水族地区较为出名的“水书先生”之一，现在贵州省荔波县档案馆无偿帮助有关专家、学者研究水族文化。 

  

    几年来，蒙熙能准确破译了水族古文字，促使荔波县档案馆近年来在水族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比如在

水书中找到夏陶神秘符号，推断出水族先民可能来自夏代，水书可能与《周易》有密切联系等，引起国内外有关专家的兴趣和关注。 

  

    荔波县档案馆馆长姚炳烈感慨地对笔者说：“尽管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是地地道道的水族人，但因从小没有学过水族文字，看

不懂水书。没有这些‘水书先生’，我们的研究将无从下手。” 

  

    或许是为了迁徒的方便，千百年来，水书和水族古文字的传承一般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传承，即祖传和选择徒弟传授。无论是哪

一种，都只传男性，不传女性。 



   

    祖传方式是从祖辈传到父辈，再由父辈传到子辈，一辈辈往下传。一般传授的条件是，所传的子辈不仅自己愿意接受，而且还必

须具有接受的基本能力和素质。 

  

    择徒传授是“水书先生”的儿子不愿意学或不具备条件学的情况下，“水书先生”才选择徒弟进行传授。选择徒弟比选择儿子的

条件要高得多。这个人首先应该是品性好、大家公认没有劣迹；在同辈人中，有一定威望。重要的是要看他的生辰八字是否硬朗。据说

“这样对鬼神才有威慑力，不怕被鬼神纠缠”。 

  

    水书和水族古文字就是这样代代相传。在传承过程中，有固守祖宗遗训的，稳固保留了大量古文字；也有为解决现实巫事活动中

的难题而发展了不少的变异字。在现今的水族社会中，在立房造屋、接亲嫁女、丧葬祭典、出行农事、节日喜庆、消灾避邪时，水族群

众依然以水书作为依据，以祈求安康、顺利和幸福。 

“水书先生”正在研读水书 

   水书研究专家、贵州民族学院研究员潘朝霖说，“文革”时，水书被视为“迷信”、“鬼书”、“牛鬼蛇神”而惨遭焚书的劫难，

不少明清时期抄写的水书被抄没焚烧。“水书先生”为求自保，将水书烧毁，还有的把水书埋在土里或藏在山洞里。而不少专家学者对

搜集的水族古文字，也不敢整理研究而散失，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但仍有许多非常执着的“水书先生”，一代传一代地保存了大量水

书和水族古文字，并让其流传发展至今。 

  

    因此，“水书先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财富。一个“水书先生”，就是一座水族传统文化活生生的图书馆。一个“水书先生”离

世，就是倒掉了一座无法再生的水书图书馆。抢救水书，如果不首先抢救“水书先生”，不解决水书传承断层问题，不解决水书传承的

社会生态环境问题，水书的抢救工作也就失去了意义。 

 

水书流失严重 

    笔者在水族地区看到，赶集小贩竟公开摆摊收购水书。姚炳烈说，由于这些小贩收购价比档案局的收购价要高，受经济利益的驱

动，生活本来就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水族群众，就选择小贩了。其实水族同胞是非常敬重水书的，但是为了生活、为了给孩子交学费，

不得已而卖掉。 

    

    面对水书流失状况，专家们无不忧虑。据他们所知，集市上的小贩，仅仅是最底层的一个销售链条，中间还要经过多人之手，许

多水书就这样流失出县、出州、出省甚至出国。 

  改革开放以后，受经济利益驱动，许多嗅觉敏锐的商人、文人和当地人也操起了这一行业，走村串寨、摆摊设点收购民族文化各类

工艺品。由于地方财力弱，政府收购价远远无法与商贩竞争，专家、学者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民族文化瑰宝流失而无可奈何。 

  自愿无偿为档案局工作的许多老文化人，则长期坚持走村串寨收购水书。今年已近70岁的原县档案局局长蒙熙儒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说：“为了民族文化遗产不被流失，我们再苦再累也情愿。只是现在收书比过去难多了，过去一天可以收四五十本，多的时候可以收

100多本，现在是几天才碰到一本。政府如果再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水书流失就会愈演愈烈。” 



 

水书传承后继无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能较精通使用的民间水书先生绝大多数已年逾古稀，而年轻一辈又少有致力于水书研究的，这给水书及水族古文

字的传承带来很大难度。 

  

   蒙熙能忧心忡忡地对笔者说：“现在多数年轻人远离家乡外出打工，愿意学习水书的人越来越少了，‘水书先生’的培养就更是难

上加难。” 

  

    据调查，在我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水族聚居地区，7岁至16岁的水族子女已无人能识读水族文字；中青年中

仅仅是极少数读书人对水书略知一二；全县60岁以上的“水书先生”就占90%。 

  

    姚炳烈说，老一辈的“水书先生”年纪都很大了，很多受人尊敬的“水书先生”，还没有找到继承者就已经过世。“水书先生”

过世时，由于家族内没有继承者，家人会把水书作为祭品烧掉或陪葬。因此，水书及水族古文字正面临失传危险。 

  近些年来，随着贵州各级政府抢救水书工程的不断推进，水族地区一方面加紧对水书的收集整理、注录破译，一方面加快培养继承

者。如三都县拟编写水书教材，在水族地区小学阶段增设水书学习内容，融合现行的双语教学法，聘请民间较精通的“水书先生”讲

课，让水族孩子们从小熟悉自己本民族的文字，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 

  

    然而，令潘朝霖研究员担心的是，培养水书及水族古文字的继承者，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目前征集到的水书，仅仅只是水书

内容的三分之一，大部分的水书内容都存在于“水书先生”脑中，靠口传心授，而现在很多年轻人又不愿意学。水书继承者的后继无

人，预示着水族古文字濒临消亡。因此，对水书及“水书先生”的抢救已是刻不容缓。 

 

亟待保护的民族文化遗产 

    潘朝霖分析说，水书等民族文化严重流失的原因有：一是法律法规缺失，缺乏健全的文化市场管理机制；二是政府有关部门缺乏

足够的征集经费，征集的价格难以和小商贩竞争，持书者受利益驱动就高弃低；三是持书者因生活困难，希望得到更多的帮助；四是持

书者对政府部门征集水书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五是水族地区之外对水书收藏或倒卖的需求量增大。 

专家收集的彩绘水书 

    潘朝霖认为，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历史遗存，也是民族现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主要内容，在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更要强调文化的差异性，绝不能丧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目前的情况是，滋养传统民族

文化的土壤正在发生变化，年轻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了解越来越少，抢救、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已刻不容缓。 

  

    有关专家建议，应从法律层面加强对我国民族文化的抢救和保护。 

  



 

     ——尽快制定、出台有针对性、操作性的法律、法规、条例。目前，国家还没有专门系统的法律制度，只是《民族区域自治法》

第三章第三十八条和《文物保护法》第十章第二条第五款有所提及。 

  

     ——地方财政要大力支持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工作。各级地方政府和财政部门要把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纳入当地财政预

算，只有有了经费的保障，才能把民族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工作做好。 

  

     ——发挥各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文化遗产收藏保护机构的主力军作用。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要做好文化抢救、保护的组织、指挥

和管理工作；具有收藏保护职能的博物馆则要把即将消失的民族文化瑰宝征集进馆，给予最佳保护。在征集、抢救和保护过程中，不仅

要注重对有形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还要通过文字、图绘、录音、摄影、摄像等手段注意对无形精神文化遗产的抢救。 

  

     ——营造和保护民族文化的生存环境，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在具有民族文化氛围的民族聚居地建立民族生态保护区，如民族村

寨博物馆、民族文化生态博物馆、民族文化艺术之乡等。对民族文化进行立体保护，是民族文化得以持续存在和发展的最佳手段之一。 

 

      ——处理好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一方面，很好地利用民族文化资源，对其进行包装、宣传、促销，并组织引导民众

自我保护和传承，防止资源枯竭；另一方面，引导民族地区老百姓充分认识到自身文化的巨大魅力和文化价值，在开发民族文化资源中

得到经济效益，以实现对民族文化的自我保护、自我传承、自我整合、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06-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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