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喻遂生喻遂生喻遂生喻遂生：：：：《《《《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第二辑第二辑第二辑第二辑）））） 

（成都：巴蜀书社 2008 年版） 
喻遂生教授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研究东巴文，持之以恒，创获渐多，于 2003 年将部分

研究成果辑成《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这可以视为喻先生前期研究纳西东巴文的阶段性总

结。近来喻先生又不断深耕开拓，形成《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第二辑）（以下简称《第二

辑》）。 

《第二辑》共收论文 25 篇，外加一篇田野考察笔记。是喻先生 2003 年至 2008 年间对

东巴文研究的又一阶段性总结。《第二辑》继《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有延续和深入，又有

新的开拓，特别是强调了研究取材方式的转变和新研究方法的引入。今择其要者略述几端。 

一一一一、、、、对东巴文结构研究的总结与开拓对东巴文结构研究的总结与开拓对东巴文结构研究的总结与开拓对东巴文结构研究的总结与开拓 

喻先生以前对东巴文结构的研究用力甚深，采用经过改造的“六书”理论，深入研究了

东巴文的象形、形声、假借、转意（后来喻先生称为“借形”），尤其是形声字的研究，尤为

深入透彻。连续发表了《纳西东巴象形字研究》《纳西东巴形声字研究纲要》《东巴形声字的

类别和性质》《纳西东巴文单音节形声字研究》《纳西东巴文多音节形声字研究》《汉古文字、

纳西东巴字注音式形声字比较研究》《纳西东巴字、汉古文字中的“转意字”和殷商古音研

究》，这些文章都收在了《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中。喻先生还指导研究生做了《甲骨文纳

西东巴文会意字比较研究初探》的研究。《第二辑》所收《纳西东巴文“六书”概说》一文，

除了对以前的研究做了系统总结，还补充研究了东巴文的指事，并对每一种造字方法做了界

定和特征分析。 

《纳西东巴文形近字、同形字释例》提出了东巴文形近和同形字的问题，举例考释了东

巴文中的 10 对形近字、同形字。《纳西东巴文疑难字词考释举例》从疑难字词释读的角度，

指出了一些东巴文形体演变的轨迹和释读的方法。 

二二二二、、、、对东巴文研究取材方式转变的呼吁对东巴文研究取材方式转变的呼吁对东巴文研究取材方式转变的呼吁对东巴文研究取材方式转变的呼吁和尝试和尝试和尝试和尝试 

《东巴文研究材料问题建言三则》提出东巴文研究要将取材方式从以字典为主转向以东

巴文原典为主，并编写便于利用的字释和基于原典的东巴文大字典。 

过去东巴文的研究材料主要取材于几部字典，而这几部字典都存在收字不全，字符的形

体、意义经过人为归纳的问题。收字不全导致采用默证法的研究者得出错误的结论，人为归

纳往往掩盖了东巴文发展演变的过程状态。过去在东巴文译注材料没有大量刊布的情况下，

东巴文研究主要取材于字典是不得已为之。但《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00 卷的出版改变

了以往东巴文译注材料缺乏的局面，故喻先生及时呼吁东巴文研究取材应逐渐转向以经典文

献为主，这对于矫正时弊，推进东巴文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而如何实现这个转变，喻先生也提出了解决方案：一是充分利用应用性文献，喻先生自

己也调查刊布了不少此类文献；二是编写各类经书的字释。因为东巴文之类的原始文字，在

书写经书时，大多没有逐词记录语言，且文字不成线性排列。以前通用的四对照译注方式因

为体例的限制，不可能对字源有详细的说明，也不可能指出经文中运用的是字的本音还是变

音，是词的本义、引申义还是假借义，不能把东巴经的字词分析落到实处。很难弄清经文中

的某个字究竟对应于何词、何音、何义。所以现有译注成果实际上仍难以使用。只有经过字

释的译注资料，才能方便的被文字学和其他方面的研究者利用。喻先生在《第二辑》中采用

字释方式刊布大量应用性文献，同时还指导研究生作了部分经书的字释。 



三三三三、、、、刊布刊布刊布刊布并研究并研究并研究并研究大量新的大量新的大量新的大量新的东巴文应用性文献东巴文应用性文献东巴文应用性文献东巴文应用性文献    

过去一般认为东巴文用于书写宗教文献东巴经，偶有少数学者注意到还用于日常应用。

李霖灿先生（1984：65）说：“么些文字的日常应用，大致不出谱牒、记帐、书信三项，谱

牒、帐目，我曾在么些地区着意搜求，毫无所获。书信则只见到几封最近军人的家书，这可

见么些文字在日常应用上份量的稀少。”应用性文献是纳西族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具有重

要的史料价值，但比较零散，以前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收集、整理、刊布、研究都做得

很不够。以致造成一种学术界的普遍错觉，东巴文只用于书写东巴经，由东巴掌握。 

喻先生（2002）在第一届国际东巴艺术节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纳西东巴文应用性文献的

考察》，提出东巴文应用性文献的研究价值，并发表了《一封最新的东巴文书信》。近年喻先

生经过艰苦的田野调查，收集、译释、刊布了多种应用性文献，并分别就书信、地契、规程、

题词、帐薄等应用性文献作了深入研究。 

地契研究方面，《第二辑》收入了《东巴文卖拉舍地契约译释》《东巴文白地买山契约译

释》以及总结性的《纳西东巴文地契研究述要》。规程研究方面，喻先生译释了《祭天古歌》

规程。东巴文题词研究方面，包括《丽江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贺词二则译释》《和才东巴文

题词译释》《白地阿明灵洞东巴文题词译释》。帐薄研究方面，《第二辑》刊布了《和志本

东巴借条译释》。 

这些东巴文应用性文献，都是作者通过田野调查在川滇边远山区收集到的第一手珍贵资

料。其中纸本地契、借条、摩崖题词等，是学界首次刊布的新类型，这对于东巴文献的抢救

性收集整理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四四四四、、、、东巴文纪年经典研究东巴文纪年经典研究东巴文纪年经典研究东巴文纪年经典研究及经书断代的探索及经书断代的探索及经书断代的探索及经书断代的探索 

东巴文断代研究困难很多，其产生的年代很难查考，但通过东巴文献上的纪年标记，可

以确定其抄写的时代。东巴抄写经书时，往往在卷末写上跋语，有的有抄写的时间，可称为

纪年经典。据喻先生研究，纪年经典的纪年方式有年号纪年、花甲纪年、年龄纪年 3 类。年

号纪年经典记有绝对的年代，是确定东巴经抄写时间的直接证据。有的花甲纪年和年龄纪年

经典可以参照东巴生平等旁证材料确定其绝对年代。 

《第二辑》收《〈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纪年经典述要》等论文 4 篇。喻先生从《纳

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00 卷所收东巴经 897 种中，钩稽出有纪年跋语的经典共 115 种，并

对纪年经典在东巴经断代研究中的价值、纪年方式、经典绝对年代的推勘、有关史实的校订

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五五五五、、、、东巴文化研究史的东巴文化研究史的东巴文化研究史的东巴文化研究史的考证考证考证考证 

喻先生第一次考述了国人所编第一部东巴文字典的情况。杨仲鸿（1903—1983）是纳西

族著名的学者、社会活动家、企业家。他满怀保存民族文化的赤忱，编成了世界上第一部东

巴文字典，在学术史上有开创之功。但他的字典没有出版，字典的情况只见于前人的零星记

载。喻先生得知杨仲鸿字典的稿本现藏北图的信息，1998 年和 2000 年两次到北图查阅该书，

其后一直跟踪调查杨仲鸿和字典的有关问题，写成《杨著〈摩些文多巴字及哥巴字汉译字典〉

述略》和《补记》，使杨仲鸿和字典的有关情况得以基本澄清，增进了学界对杨仲鸿其人和

字典的了解，对学术史研究有重要的价值。 

喻先生还利用纪年跋语的研究，根据跋语的记载考订出不少东巴的生年，纠正了前人错

讹。 



六六六六、、、、研究方法的突破研究方法的突破研究方法的突破研究方法的突破 

《第二辑》引进了较多新的研究方法，如《丽江东巴文残砖契重考》引进了甲骨文缀合

和残辞互补的方法；纪年经典研究系列论文采用了郭沫若确定铜器断代标准器的办法，提出

了“分地域选择若干有明确时间标记的东巴文献作为断代的标本，在此基础上，根据文字、

书体、内容、抄写人等因素系联同类型的经书，逐步建立按时代和地域划分的文献组群，并

进一步勾勒出经书、文字、语词的纵的发展演变系列和横的地域差异及联系，为下一步东巴

文的断代和分域研究创造条件”的思路；《〈木氏宦谱〉纳汉对音中的明代丽江汉语方音》纳

汉对音材料来研究了明代汉语方音。《关于哥巴文字源考证的几点看法》提出考证哥巴文的

字源，应充分重视哥巴文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充分重视纳西族两种自源文字东巴

文和哥巴文的内在联系，充分重视哥巴文在经典中的运用情况。 

七七七七、、、、《《《《第二辑第二辑第二辑第二辑》》》》不足之处不足之处不足之处不足之处 

1.东巴文指事字的研究不足 

喻先生《纳西东巴文“六书”概说》中对象形、会意、形声、假借、借形均有很好定义

和论述，但对于指事，则显得研究不够。喻先生把指事界定为：由非象形的抽象符号或由象

形、会意字加非象形的抽象符号构成的字。由于对抽象符号的理解存在分歧。所以喻先生又

说：“若将虚拟的抽象符号看作声音、气味等非视觉形象的视觉形象化，似亦可以归入会意

字。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2.纪年跋语的统计存在缺漏 

喻先生开创了纪年跋语研究的新领域，并从《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中钩稽出有纪年

跋语的全部经典共 115 种。喻先生采用手工统计方法，在文献量大，任务繁重的前提下得出

这样的统计结论，已经难能可贵。 

现在据我们采用资料库的方式统计《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中所有跋语，发现喻先生

的统计有所遗漏，特别是对于未写在经书开头和结尾的跋语，这样的缺漏也在所难免。 

如第 60 卷《超度死者·用九种树枝除秽·报恩》经书中间有两则跋语，分别是“这本

经书是东阳东巴年二十八岁时写的，是民国十五年那年写的，活着的男人虽然会老死，但经

书是不会老死的。”“这本经书是民国十六年写的，是我二十八岁时写的，人们会衰老死亡，

但经书是不会衰老死亡的，会代代很有价值的保留下来。祝所祭的死者，都达到预期的效果。” 

跋语统计存在缺漏还使某些考证成为孤证，喻先生据《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24 卷

《禳垛鬼仪式·白蝙蝠求取祭祀占卜经》跋语“花甲土阳龙年写的，是民国十七年。希望后

世代代相传，千代百代，得到祭祀和占卜的威灵。我满二十九岁时写的。是好地方鲁甸盘瓦

训腾若山麓祭司东尤的经书。”中花甲和东巴当时的年龄考订出东巴东尤（即和乌尤）的生

年为 1900 年。喻先生的考证可谓缜密有据，惜为孤证，如再有类似经典参订，则结论更加

确凿无移。《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54 卷《关死门仪式·结尾经》跋语：“好地方鲁甸阿

双箐的利补东巴东杨，三十五岁时写成，时间是在干支属木、属狗的那一年写的。”查干支

属木、属狗的年份，正为 1934。1934 时东巴三十五岁，则其生年确为 1900 年。 

3.《延寿仪式·大祭署·建署的白塔》的抄写年代 

喻先生在《<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中的年龄纪年经典》推断《延寿仪式·大祭署·建

署的白塔》经书的抄写年代为 1886 年。如果真是 1886 年，那这本经典的抄写年代也可谓相

当早，十分珍贵。但喻先生将跋语中的东巴人名普知登梭（和文质）误为梭补余登（和世俊），

正确的理解应为普知登梭 27 岁所写，这本经书的抄写年代应为 1933 年。 

《第二辑》还存在小的校订错误，如 281 页正数第六行：“李霖灿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见

到的最早的一本纪年东巴经为康熙五年”，而 300 页中又为“最早的为康熙七年”。按：均应



为康熙七年，281 页可能存在笔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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