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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傈僳族竹书文字又被称为表音文字，与借源字纳西文之间多是形义关系。我们共找到１４０个可以

确定的纳西文借源字，其中有２７个与纳西文形、音、义皆相符，１１３个与纳西文形、义相符。文字起源

于模仿，竹书文字也不例外，竹书文字的模仿类型可分为完全模仿、变异模仿、模仿中词义的引申和间

接模仿四大类。竹书文字对 “六书”研究也不无启发，“六书”中，“假借”是 “音借”，“转注”应该

就是 “义借”，两者都是产生新字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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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关于傈僳族竹书文字，对其研究最多的要数华

东师范大学的高惠宜，其有博士论文 《傈僳族竹

书文字研究》及相关成果发表，著名傈僳族学者

木玉璋也有相关论文面世。关于前人的研究，王元

鹿先生有过较为贴切的评价：“高慧宜的相关论著

从比较文字学角度对这种文字进行了尽可能详尽与

多视角的研究，得出了许多宝贵的结论，但是至少

有这样一些关于傈僳竹书文字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解

决：（１）此种文字的造字心理的深入研究； （２）

此种文字创始对汉字与其他民族古文字系统发生的

启发；（３）此种文字的大部分字的理据的考查。”［１］

在本文中，我们拟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竹书文

字中的纳西文借源字进行进一步的考察，以期解决

这项文字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对后人的研究能有抛

砖引玉之用。

高惠宜 （２００５年）博士论文中第五章之 《竹



书借源字研究》主要参照方国瑜的 《纳西象形文

字谱》，找出了东巴文借源字２个，哥巴文借源字
１９个。我们仔细观察，２个东巴文都是形音义全
借，１９个哥巴文中，有 ３个是形音义全借的字，

其余都是只借形义，为了方便，我们把它叫作

“义借”字。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仔细对照各类辞

书，又找到了３００个左右这样的借源字，其中可以
确定的有１４０个左右 （见表１）①。

表１　傈僳族竹书文字与纳西哥巴文形义关系例字

　　　　　　傈僳竹书　　　　　 　　　　　　　哥巴文　　　　　　

字形 字义 字音 字形 字义 字音
来源

抬、扛 ［ｐｉ５５］ 担也 ［ｂｕ２１］ 《纳西象形文字谱》 Ｐ２３０

踢、蹬 ［ｐｉ３５］ 蹦 ［ɡＡ３３］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４０

起 （钉子） ［ｐｉ３５］ 撬起 ［?３１］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８４

赌咒 ［ｐｉ４４］ 诅咒 ［ｎｉ３３］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２５

骂，痛骂 ［ｐｙ３５］ 生气，责骂 ［ｋｈɑ３３］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３５

受 ［ｐε３３］ 受惊 ［ｎｄｕｒ３１］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０８

劈 （松朋） ［ｐɑ３５］
锋利，斧头 ［ｔｈɑ５５］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６７

雷劈 ［ɡｕ３３］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４３

（用水）冲

爆炸
［ｐｏ４４］

水冲

炸裂

［?ｈ５５］

［ɡ３３］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０５

Ｐ５４２

（寿命）长 ［ｐｏ４２］ 寿岁 ［ｚ３３］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９７

纺 ［ｐｕ４４］
纺线

搓，纺线

［ｎ５５］

［ｂｉ２１］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纳西象形文字谱》

Ｐ４７６

Ｐ３７６

布 ［ｐｕ３５］ 麻布 ［ｐｈε３１］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４２

捏 ［ｐｖ３５］ 捏 ［?ｈ５］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８６

杜鹃鸟 ［ｐ３５］ 鸟 ［ｖｕ５５］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６３

（火星）迸发 ［ｐ４１］
火，火星子

火爆炸

［ｍｉ３３］

［ｍｂｕ３１］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５８

Ｐ４５４

放下、装下 ［ｐｈｉ３５］ 放定置信物 ［５５］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１２

失败

遗失、丢失

［ｐｈｉ４１］

［ｐｈｉ４１］

溃败

弃掷，弃世

［ɡ３１］

［ｋｗε５５］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４１

Ｐ５４８

银 ［ｐｈｕ４４］ 银 ［ｕ３１］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４３

打秋千 ［ｐｈε３３］ 打秋千 ［ｂｉ２１］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３７６

拆，拆掉

欺骗
［ｐｈｉε３５］

拆毁

哄骗

［ｔｓε５５］

［ｔｏ３１］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８５

Ｐ５２１

６９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２年８月

①限于篇幅，这里略去形音义皆相符的例字，只留下部分形义关系例字，供专家学者指正。



表１（续）

　　　　　　傈僳竹书　　　　　 　　　　　　　哥巴文　　　　　　

字形 字义 字音 字形 字义 字音
来源

盆子，盘子 ［ｂε３３］ 揉面之木盆 ［ｌｏ３３］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８１

水鹰 ［ｂ３１］ 鱼鹰 ［ｌɑ３１］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７７

田地 ［ｍｉ３３］ 田地 ［ｌ３３］ 《纳西象形文字谱》 Ｐ４０９

背，负担 ［ｍε３３］ 驼背 ［ｍｂｕ３１］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５４

饭 ［ｍɑ５５］ 肚子，饭块 ［ｄｕ３１］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７１

矛，箭镞 ［ｍｉε３１］ 锋利 ［ｔｈɑ５５］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６７

水花 ［ｆｕ５５］ 水沫，浪花 ［ｕｒ３１］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０１

吹气 ［ｆｕ３１］ 吹风 ［ｔｈｕ３３］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６９

跳蚤

豆腐
［ｔ３５］

跳蚤

豆腐

［ｋｈ３］

［ｄｕ５５］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３７

Ｐ５３７

搭 （箭），放着 ［ｔɑ５５］
放下来

放置

［ｓɑ５５］

［ｉ３３］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９１

Ｐ５２０

踢 ［ｔɑ３５］ 踢 ［ｔｓｈ３３］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８６

顶立，顶撞 ［ｔｏ３５］
起立

碰撞，以头撞顶

［ɡＡ３１］

［ｈ５５］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３９

Ｐ４９９

起立，起身 ［ｔｕ４２］ 站立 ［ｈｙ５５］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４７

在，存在 ［ｔｉε３５］ 在 ［ｎｏ３１］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２５

同辈人，同支

系人，一家人
［ｔｈｉ３１］

干爹，干妈，

一村之长者
［３１］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００

说话，讲话 ［ｔｈｙ３３］ 说 ［Ａ５５］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０９

半天 ［ｔｈｉ３１］ 一半 ［ｐｈｏ５５］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４４

打 （结扣） ［ｔｈｙ３１］ 打结 ［ｕｒ５５］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９９

钉 （钉子），嵌 ［ｔｈε４１］ 打桩子，嵌铺石板［ｔｈｏ５５］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６８

啄 ［ｔｈｏ３５］
啄

啄

［ｎ］

［ｋｈｕ５５］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９０

Ｐ５３９

踩，踏 ［ｔｈｏ４２］ 踢 ［ｔｓｈ３３］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８６

箭筒 ［ｔｈｕ３１］ 箭囊 ［ｒ３３］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１４

开 （荒、槽） ［ｔｈｙ５５］ 掘开 ［ｐｕｒ３１］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４４

眏 ［ｔｈｖ３３］ 长度名 ［ｌｙ３１］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８２

（戳）通 ［ｔｈ５５］ 穿通 ［ｈｏ３３］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２２

身躯 ［ｄｙ３１］ 女子下身 ［ｍｂ３３］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５３

教 ［ｔｈｉε３３］ 教人 ［ｍε５５］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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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傈僳竹书　　　　　 　　　　　　　哥巴文　　　　　　

字形 字义 字音 字形 字义 字音
来源

接 （水、酒） ［ｄɑ３１］ 接起 ［ｋｈｏ３１］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３８

水井，水池 ［ｄｕ３１］ 水井 ［ｋｈｗɑ３３］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４９

妇女，女人 ［ｎｙ３３］ 女人 ［ｋｈｗɑ３１］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５０

细嚼 ［ｎ４１］ 嚼 ［ｎɡ３３］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４２

脱 （粒） ［ｌｉ３５］ 脱 ［ｐｈｕ５５］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４４

睾丸 ［ｌɑ５５］ 睾丸 ［ｓ５５］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９３

黍 ［ｌｕ５５］ 谷子 ［ｐｈｉ３１］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４３

地震 ［ｌｖ４４］ 震动 ［ｔｏ３３］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６５

悬岩，峭壁 ［ｔｓｉ５５］ 落水消水之洞 ［ｓｙ３１］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９５

菩萨 ［ｌɑ３３］ 为菩萨开眼 ［ｔｓ５５］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８４

还 （债务） ［ｔｓ３５］ 索债 ［ｓ３１］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９４

再 ［ｔｓε３５］ 再 ［ｏ３１］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２１

鸟 ［ｔｓε４１］ 鸟 ［?ｉ５５］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８４

造谣 ［ｔｓε４１］ 说大话 ［ｋｈｏ３３］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３８

握手，结婚 ［ｔｓɑ５５］ 姻缘 ［２１］ 《纳西象形文字谱》 Ｐ４６０

锅盖 ［ｔｓｕ５５］ 锅 ［ｂｕ３３］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４９

鹰 ［ｄｚｙ３３］ 吸风小鹰 ［ｚε５５］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９６

饭，粮食， ［ｄｚɑ３３］ 一种食品 ［ｂｕ３３］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４９

吃 ［ｄｚɑ３１］ 供飨 ［?ｏ５５］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０３

好过，幸福 ［ｓɑ４４］ 办喜事 ［ｔｈｕ５５］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６９

急急忙忙 ［?ｉ３１］ 赶快 ［ｐｈｕ５５］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４４

力气，气力 ［ｓε４１］ 筋 ［ɡｕ３３］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４３

病人 ［ｓｕ４４］
出疮，眼病

病

［ｔｈｕ３３］

［ɡｏ３１］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６９

Ｐ５４２

树根，根 ［?ｉ４４］ 根 ［ｋｈ３３］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３７

煮饭 ［?ε５５］ 做饭 ［ｔｈｕ５５］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６９

命运 ［?ε４１］ 本命 ［ｂｏ３３］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４９

下边 ［?ｕɑ３３］ 下边 ［ｍｕ３３］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５９

搅拌 ［?ｕ３５］ 掺合搅拌 ［ｔｓｈɑ３１］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８５

舒展 ［?ｈｉ３５］ 舒适 ［ｔｓɑ３１］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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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傈僳竹书　　　　　 　　　　　　　哥巴文　　　　　　

字形 字义 字音 字形 字义 字音
来源

许愿 ［?ｈｏ５５］ 祝愿 ［ɡｏ３１］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４０

一代 （人） ［?ｈｉ５５］ 祖宗三代 ［ｐｈｕ３３］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４４

啄木鸟 ［?ｈｉ５５］ 啄木鸟 ［ｋ３１］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３０

横砍，横劈 ［?ｈε３１］ 划开 ［ｋｈＡ３３］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３６

好 ［ｄｉ３３］ 好 ［ｋɑ３３］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２９

量粮食 ［ｄｏ３３］ 量词 ［ｋｈ３１］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３７

直 （树） ［ｄｏ３１］ 直 ［ｔｕ３１］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６６

雀，鸟 ［ε３５］
鸟

水鸟名

［ｖｕ５５］

［?ｕ５５］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６３

Ｐ５０３

受惊 ［ｉ５５］
受惊

惊

［ｎｕｒ３１］

［ｉ５５］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０８

Ｐ５２０

巫师弄鬼 ［ɑ３５］ 鬼名 ［ｄｕ３１］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７１

老实人 ［ｏ４１］ 实在 ［?３１］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０２

象声词 （形容

小鸟的嘴嫩而宽）
［ｏ４４］ 啄木鸟 ［ｐｙ５５］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４１

烟锅 ［ｋｕɑ５５］
锅

炒锅

［ｂｕ３３］

［ɡｕ３３］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４９

Ｐ５４３

叹词 （表示同情）［ｋｈɑ３５］ 表愿望的语尾助词［ｈｏ５５］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４７

弯 ［ｋｈｏ５５］ 弯撬 ［ɡＡ３１］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４２

元宝，银锭 ［ｋｈｕ５５］ 银 ［ｕ３１］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４３

卷袖子 ［ｋｈｕ３１］ 卷曲 ［ｋｗε３１］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４８

木块，木片 ［ｋｈｕɑ５５］ 削棍 ［?ｈｙ３３］ 《纳西象形文字谱》 Ｐ４５７

扎着草 ［ｏ３５］ 植物名 ［３３］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０７

话语 ［ｏ３１］ 话语 ［ｔɑ５５］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６４

铁叉子 ［ｘɑ３５］ 打铁 ［ｔｙ３３］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６７

松明枝； ［ｘɑ３５］ 树杈 ［ɡɑ５５］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４１

鸡蛋卜 ［ｘｏ３５］ 烧鸡毛送鬼 ［ｎｉ５５］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２５

树落叶 ［ｘｏ３１］ 叶子黄落 ［ｌε３１］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８０

吮奶 ［ｘ３５］ 吮吸 ［ｈｉ５５］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２２

面粉 ［ｘ３１］ 粮食 ［３３］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５５

矮的 ［４１］ 短 ［ｒＡｒ３３］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１４

房子，家 ［槇ｈｉ
３３］ 造房子 ［ｔｈｕ３１］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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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傈僳竹书　　　　　 　　　　　　　哥巴文　　　　　　

字形 字义 字音 字形 字义 字音
来源

神柱 ［槇ｈε
３１］ 树 ［ｒ２１］ 《纳西象形文字谱》 Ｐ４６３

黄昏，晚上 ［γ３１］ 晚霞 ［ｍｂɑ３１］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４５１

祭，许诺 ［ｖｖ４１］ 祭米 ［ｋｏ５５］ 《纳西象形文字谱》 Ｐ４１１

烧 （开水） ［ｔｓɑ４４］ 烧 ［ｎｉ５５］ 《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 Ｐ５２５

　　本文所依据的材料是木玉璋 《傈僳族音节文

字字典》中所收录的 ９６１个傈僳竹书字符，又辅
以汉刚、汉维杰注译的 《傈僳族音节文字古籍文

献译注》；纳西文则参照李霖灿的 《纳西族象形标

音文字字典》及方国瑜的 《纳西象形文字谱》。

２０１５年７月，我们在昆明得遇正在做竹书文字字
库的汉刚先生，蒙先生惠赠文字资料；２０１４年至
２０１６年间，我们陆续往返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数次
记录维西傈僳语、玛丽马萨话、藏语，调查民族文

字及宗教文化现状。傈僳语班学生和琥、研究生汪

岚都曾参与调查并搜集相关资料。

二、竹书文字形成的政教背景

傈僳竹书文字的创制者哇忍波 （１９００—１９６５

年）是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叶枝岩瓦洛村人。［２］叶枝镇境内历史上曾出现过

王、李、祁、禾等显赫一时的封建领主家族，其中

尤以王氏土司最著名，王氏土司是纳西族，哇忍波

存世的时代，正是王氏家族统治的兴盛时期。１９０２
年，亦即哇忍波出生后的第二年，法国天主教司铎

任宽进入贡山传教，当地民族举行反洋教起义，烧

毁了教堂，形成轰动一时的 “白哈罗教案”，原北

路土千总喃珠因受教案牵连，被维西厅革职。叶枝

土都司在袭土司王国相因 “保教保民有功”，加授

菖蒲桶 （贡山）土弁，从此叶枝土司兼并了康靖

土司，取代了北路土千总对怒俅地区的统治。１９１２
年，也就是哇忍波十二岁的那一年，云南军督府派

遣殖边军进驻怒江、独龙江，取消了怒江上游地区

的土司制，而叶枝土司王嘉禄因功被民国政府授予

“三江副司令”军职［３］。１９３８年，王氏土司第九代

传人王嘉禄正式承袭世职，并被国民政府先后委任

为 “江防大队” “边防副司令” “三江司令”等

职，因功绩显赫，时任云南省省长龙云曾赠以

“保障功高”匾额一块。王氏土司以其强大的实力

和威慑一方的气势称雄滇西北诸路土司，其辖民中

有纳西族、傈僳族、藏族、怒族、独龙族等多个民

族，统辖范围包括现在的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

僳族自治州所辖的澜沧江、怒江、独龙江流域，远

及西藏、高黎贡山、印度及缅甸密支那一带。

纳西族土司的统治使纳西族语言文化广有传

播，东巴教在维西县境盛行时，叶枝有很多人学东

巴祭仪。哇忍波在其自传里说道： “我到十一时，

整天跟尼扒 （能与鬼交流的人）、朵扒 （主持祭祀

的祭师）、责扒 （能掐会算的占卜师）认真学习祭

祀祭词、占卜算卦、咒语咒词、祭祀程序等巫

术。”［２］这里的 “朵扒”即是 “东巴”，只是音译

不同。我们在维西田野调查时了解到，哇忍波从小

生活在四区这个各种祭祀频繁的地方，据说因为哇

忍波家徒四壁，常常食不果腹，而祭师在当地算是

一份不错的工作，加上哇忍波勤学好问，所以从十

三岁开始哇忍波便参与并且主持了一些小型的祭祀

活动，后来分别在巴迪 （藏区）、鹤庆等地游玩和

参与祭祀，曾经和一个纳西族的东巴———啊洛荣

（当地有名的大祭司，大约７０多岁）有密切的往
来。哇忍波常常以自己的竹器与阿洛荣做生意，因

为傈僳族多居住于山上，纳西族多居于沿江，每当

哇忍波下山来都会去啊洛荣家里过夜，因此俩人虽

然年纪相差很多，却是挚友，哇忍波的纳西族文字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习得的。木玉璋搜集了三则哇忍

波创制文字的神话传说，传说中都提到一个白胡子

的老人，似乎有啊洛荣的影子；其中一则还提到竹

器， “有一天哇忍波到山上砍竹，下起雪雨回不

去，在岩洞里过夜，低头编竹器的时候，忽然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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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他的名字。抬头循声望去，看见一个白胡须老

人，手拿一本书。哇忍波走上前去，老人给了他一

本书。从那天起，那个老人每天都来教他识书上的

字，经过几天工夫就把字全部学完了，他就按照白

胡子老人教他的字，创造了傈僳文。”［４］高惠宜在

其博士论文中也提到，“可以肯定，哇忍波当年从

师纳西东巴之际掌握了相当的哥巴文，所以在创制

竹书文字之际借用了哥巴文。与东巴文相比，哥巴

文一音一字的记录语言方式，便于书写的文字符

号，趋于统一的文字符号体态，都是哇忍波为自己

的民族创造文字的参考。”［５］从哇忍波的自序中也

可以看出他造字的纳西文基础：“鸡年，我二十五

岁。九月初八那天，到叶枝岩瓦洛米俄扒洛瓜火几

突撒麦子，我一个人在挖地，累了，独自静坐沉

思，不知怎么的，思绪万千，流起泪来。还未抽

烟，顺手捡了一块干净的石片，从毡帽上取下针

来，在石片上刻划，试图写出祭天祭词……写完一

看，相同的字多。我悟出人的语言文字，句子之间

差别不大，重复使用得多。”［６］哇忍波第一次写字，

写的就是从东巴那里学来的祭天祭词，木玉璋先生

的 《傈僳族语言文字及文献研究 （一）》中收录了

这段文字 （见图１）。

图１　哇忍波的祭天祭词

高新凯在 《竹书创制与性质的再认识》一文

中曾对这段文字进行过考证，他认为除了一些老傈

僳文外，上面初造字中的其余字形几乎都能在纳西

文中见到。 在东巴文、玛丽玛莎文中都很常见，

表示 “盐”； 类似于东巴文中的 “宝物”；

等在哥巴文中都有

相同的字形，而且的读音也近似。我们基本赞同高

先生的说法，不过这些与哥巴文近似的字除了形音

义全借的，其他的就只是借形义，如：

１．借形音义①：

，［ｐｈｖ３３］，价值，价格，财富，财产。

［李：Ｐ４４４］： ，［ｐｈｕ３３］，价值。

，［ｄｉ４４］，平地，叠，折叠，重叠，平坝。

［李：Ｐ４６７］： ，［ｔｙ５５］，层叠。

［高：Ｐ７］： ， ［ｄｅ４４］，场 （地）。借源字。

哥巴文中有字形读 ［ｄｙ２１］，意为 “地”或

“坝子”［方国瑜：Ｐ３９６］， 应是这两字形的变形。

，［ｌɑ３３］，獐子，雄獐；麝香。

［李：Ｐ４７３］： ，［ｎｄｏ３３］，雄蜂。

［李：Ｐ４８］： ，［ｌε３３］，麝香，獐子。

，［?ｈε３３］，横砍，横劈，树叶。

［李：Ｐ４８５］： ，［ｔｓｈε３３］，叶子。

，［ｍε３１］，疯，杜鹃树，山茶树。

［李：Ｐ４６１］： ， ［ｍｏ３１］，杜

鹃树。

［李：Ｐ４６８： ，［ｔｈｏ３３］，松。

，［槇ｈɑ３３］，灵魂；月亮；初一；羡慕。

［高：Ｐ２３９］： ， ［ｈａ３３］，灵魂。借源字。

疑借汉字 “天”的字形，并义借为 “升天”之意。

［李：Ｐ５２８］： ，［Ａ５５］，扑卦。

２借形义：

，［ɑ３３］，让我讲说，据说，听说。

［高：Ｐ４８］： ， ［ａ４４］，我。借源字。哥巴

文中 “我”为 ［ɡ３１］ （方：Ｐ４２４），此字形当

来源于哥巴文。

［李：Ｐ４５５］： ，［ｍɑ３１］，说话。

，［ｓｕ４４］，别人，病人；农民，山里人；木

匠；老师；傈僳。

［李：Ｐ４６９］： ，［ｔｈｕ３３］，出疮，眼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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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Ｐ５４２］： ，［ɡｏ３１］，病。
，［ｄｙ４１］，结许多果。

［高：Ｐ７７］： ， ［ｄ４２］，结 （果子）。会

意字。从 从 ， 表示果， 表示枝子，以枝上

有果表示 “结”。

［李：Ｐ４４３］： ，［ｐｈｉ５５］，结果。

［李：Ｐ４９８］： ，［５５］，结果子。

，［ｗｕ３１］，大；卖，出售，售予；劳累；
财产。

［方：Ｐ３７５］： ，［ｐｈｖ３３］，价值。

［李：Ｐ５２９］： ，［ｋɑ３１］，劳累。
， ［ｌｖ４４］， （自）动，地震，地震动；炒

（菜）。

［李：Ｐ４６５］： ，［ｔｏ３３］，震动。

，［ｎｉ３１］，鬼，巫婆。
［李：Ｐ４７６］： ，［ｎｏ５５］，驱鬼。
［李：Ｐ５４５］： ，［ｈ５５］，害人。

，［ｄｏ４４］，出来。
［李：Ｐ５３７］： ，［ｋｈ５５］，放出去。

，［ｐｉ３５］，踢、蹬、冲滑；象声词 （雀鸟的

鸣叫声、吹树叶的声）。

［李：Ｐ４８６］： ，［ｔｓｈ３３］，踢。

［李：Ｐ５４０］： ，［ɡＡ３３］，蹦。

，［ｚɑ３１］，男子，儿子；能干，英雄，勇敢。

［高：Ｐ５１］： ，［ａ３１］， （昵称）男人。借
源字。借汉字 “夫”，并对字形稍加改变。

［李：Ｐ５１０］： ，［３３］，神名。
据李霖灿的 《纳西象形标音文字字典》介绍，

音字创始人是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巨甸镇巴甸村

（今属塔城乡）的大东巴和文裕，塔城乡距哇忍波

家乡叶枝极近，故哇忍波习得哥巴文也在情理

之中。

有一点还需要强调一下，就是那些与汉字类似

的字，除了大多因袭哥巴文外，也不能完全排除汉

字的直接影响。根据田野调查，哇忍波虽然没有上

过学，但他家不远处有一所叶枝中学，哇忍波时

代，维西县有三所中学 （叶枝镇、维西县城和塔

城镇各有一所），不排除哇忍波通过这些学校见过

少许汉字。除此之外，根据哇忍波的曾孙阿双双的

口述，当时叶枝的王氏实力非常大，每当逢年过节

或婚丧嫁娶，都会请祭师们来祭祀一番，王氏土司

汉文化造诣颇深，祭师们也难免受其熏染，加上哇

忍波成为大祭司后四处游历，接触到汉文化实属

正常。

三、竹书字形变异的理据

这种文字形成的理据并不复杂，王士元先生在

《语言的起源及建模仿真初探》一文中说： “动物

的一个最常见的本能就是模仿。比如，小猴子会模

仿他的母亲，只吃猴子能吃的果实。模仿是动物生

存的一个必备条件。”［７］许慎 《说文解字叙》明确

指出文字起源于模仿：“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

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

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８］石锋

先生曾经说过：“没有人会否认象形原则对文字产

生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它们都是源自人类和动物共

有的最基础的本能：模仿。人是高级动物，模仿能

力更强。人类可以把模仿的本能发挥到极致的地

步。”［９］至于那些变异的形体也可以从生物遗传学

找到答案，黄缅先生 《语言模仿之谜———幂姆的

认知研究》一文曾经对此做过归纳：“基因复制过

程中可能出现变异，亦即复制后后代基因发生了有

异于前代基因的变化；语言的幂姆被复制、模仿过

程发生变异的情况也十分普遍。基因变异的发生是

由于 ＤＮＡ中的碱基对发生了置换 （称为置换变

异）、增添、缺失 （合称移码变异），导致了基因

结构的变化；语言的幂姆被复制、模仿过程发生的

变异基本上也表现为置换变异和移码变异。”［１０］语

言如此，文字亦如此，当然这种变异也起因于对源

文字的掌握程度以及书写的经济性原则等问题。

模仿是人类最基础的本能，人们通常用模仿某

一事物的声音来为该事物命名，如幼儿常称汽车为

“滴滴”，称小狗为 “汪汪”；至小学学习汉字阶

段，亦是通过模仿课本中的汉字不断地学习改进，

因此在此阶段，小学生的汉字模仿会出现许多的错

别字。错别字与正确的汉字非常相似，但在笔画、

笔形或结构上有所讹误，例如将 “活”“洒”“幸”

“晨”增加了笔画 （部件），“向”“剩”“寒”“具”

“惑”减少了笔画 （部件），“云”进行了笔画延伸，

“狱”“福”部件位置互换， “扫”部件方向变换，

“赌”“芒”“脚”“菇”“采”部件错误等。这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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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分析竹书文字的许多字形与其他文字相似但细

看又有所不同提供了解释依据 （见图２—６）。

图２　增加笔画 （部件）

图３　减少笔画 （部件）

图４　笔画延伸

图５　部件位置、方向变换

图６　偷换部件

以上有关错别字的材料均来源于教学一线，分

别由南京市江宁区上峰中心小学五年级语文教师苏

慧、南京市鼓楼区南昌路小学一年级语文教师张

敏、南京市江宁区铜山中心小学一年级语文教师杨

艳、上海市闵行区田园外国语实验小学一年级语文

教师钟亚、邢台市马路街小学二年级语文教师刘国

瑞等提供。

根据竹书文字对其他文字的模仿程度，我们将

竹书文字的模仿类型分为完全模仿、变异模仿、模

仿中词义的引申和间接模仿四大类。

（一）完全模仿

即竹书文字在创制时原文照搬源文字，源文字

被借用后不做任何变化直接记录傈僳语中的某个

词，是对所借字的复制粘贴。如竹书 “ ”与哥

巴文 “ ”、竹书 “ ”与哥巴文 “ ”、竹书

“ ”与哥巴文 “ ”、竹书 “ ”与哥巴文

“ ”、竹书 “ ”与哥巴文 “ ”、竹书 “ ”

与哥巴文 “ ”、竹书 “ ”与哥巴文 “ ”、竹

书 “ ”与哥巴文 “ ”等。

（二）变异模仿

竹书文字大多数的借源字都不是直接借用源文

字，而是在其基础上进行了一番改动，在模仿的过

程中发生了变异，使之与源文字略有差异。

１．位置变换
（１）文字内部各个笔画或部件位置的调整变

换。如竹书 “ ”与哥巴文 “ ”、竹书 “ ”

与哥巴文 “ ”、竹书 “ ”与哥巴文 “ ”、

竹书 “ ”与哥巴文 “ ”。

（２）文字或文字部件自身方位转换。如竹书

“ ”与哥巴文 “ ”、竹书 “ ”与哥巴文

“ ”、竹书 “ ”与哥巴文 “ ”。

（３）文字之间部件重新排列组合。如竹书

“ ”与哥巴文 “ ”、竹书 “ ”

与哥巴文 “ ”、竹书 “ ”与哥巴文 “ ”、

竹书 “ ”与哥巴文 “ ”。

２．字形的省减或添加
（１）取源文字的特征部件表义。即在借用其

他文字字形时，只取其中有代表意义的部件或直接

将其文字字形作为竹书字形的构成部件。如竹书

“ ”取东巴文 “ ”中头饰部分表 “母性”之

意；竹书 “ ”与哥巴文字形 “ ”都有 “扎”

之意，但在借用时只是把哥巴文字形作为竹书字形

的构成部件；竹书 “ ”借用哥巴文 “ ”特征

部件表 “惊”之意；竹书 “ ”借用哥巴文

“ ”表 “寿命长”之意；竹书 “ ”是借用两

个哥巴文字形复合而成，其意义也是这两个哥巴文

字形意义的叠加，解释为 “（火星）迸发”；哥巴

文字形 “ ”，释为 “火，火星子”，哥巴文另一

字形 “ ”，释为 “喷冒出来，火爆炸”。

（２）添加或减少源文字字形的笔画或部件。

如竹书 “ ”与哥巴文 “ ”、竹书 “ ”与

哥巴文 “ ”、竹书 “ ”与哥巴文 “ ”、竹

书 “ ”与哥巴文 “ ”。

（３）取源文字的字形轮廓表义。如竹书

“ ”与东巴文 “ ”、竹书 “ ”与东巴文

“ ”。

３笔画由曲变直

如竹书 “ ”与哥巴文 “ ”、竹书 “ ”

与哥巴文 “ ”。

（三）模仿中词义的引申

如竹书 “ ，借哥巴文 “ ”“筋”之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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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为 “力气”；竹书 “ ”借哥巴文 “ ”“天”

之意和东巴文 “ ” “露”之意简化引申为

“降”；竹书 “ ”借哥巴文 “ ”“短”之意引申

为 “矮”；竹书 “ ”借哥巴文 “ ” “办喜事”

之意引申为 “幸福”。

（四）间接模仿

竹书文字与汉字和藏文的关系应属于以东巴

文、哥巴文为介的间接模仿，换而言之，有一部分

竹书文字中的汉字、藏文借字有可能是从东巴文、

哥巴文中辗转借入的。迄今为止，学界没找到哇忍

波会汉字、藏文的例证，而纳西族东巴文和哥巴文

中借用汉字、藏文的例证随处可见，各大家对其字

源的研究也比较全面。纳西族生活在多民族多元文

化交汇融合的格局中，其文字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周

边民族文字 （主要为汉字、藏文）的影响而或多

或少地在其文字中留下印记。李霖灿先生认为东巴

文与藏文关系不浅，藏文字母很早便被借用到了东

巴文字形之中，并在这几个字形基础之上产生了他

们的变体字；木仕华先生着重研究纳西文字与藏文

的关系，他认为东巴文不止借用了藏文字母，还借

用了藏文的元音符号以及藏文篇章首尾处的符号。

如东巴文借用了藏文字母 ［ｚａ］，借入时将藏文

字母进行了反写，即写作 ［ｓａ３３］；李霖灿 《纳

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中第 ３４５页 ２０１６号字

［ｓɑ３３ｒ５５ｗε３３ｄε３３］（神名），是纳西经典中最
重要之大神，表示东巴教三大神之一的 “萨利威

登”。以 字注其名首音。竹书文字中有

［ｓɑ４４］ （《傈僳族音节文字字典》第 １４５页），

［ｖｕ４４ｓɑ４４］，表 “天神、上帝”之意，是傈

僳族中至高无上的神。综上所述，竹书文字借自东

巴文 ，东巴文 又是藏文 的反写，故竹书文

字对藏文的借用应为从东巴文中辗转借入的。周

寅、杨亦花从借用理据和借用方式两方面对东巴文

借用汉字的机制进行了讨论，文中提到东巴文

［ｍ３３］，两字均表示 “天”，借用了汉字

“元”；竹书文字中有字形 ［ｍ３１］（《傈僳族

音节文字字典》第４７页）。综上，竹书文字 借

自东巴文 ，东巴文 又是汉字 “元”的借形，

故竹书文字对汉字的借用应为从东巴文辗转借

入的。

四、纳西文义借字与 “六书”中的转注

文字由形、音、义三个部分构成，词则由音、

义两个部分组成，因此 “形”是字区别于词的主

要特征，要确定一个字借源于某一种文字，要么

形、义相符，要么形、音相符，要么形、音、义皆

相符，总之，仅有形似还不能确定文字的借源问

题，原因很简单，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正如高

名凯、石安石在其所著的 《语言学概论》中谈道：

“文字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语言是第一性

的，文字是第二性的。”［１１］中山大学中文系编著的

《语言学概论》也论及： “文字是在语言的基础上

产生的。因此，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

的。”［１２］伍铁平在其主编的 《普通语言学概要》中

说：“文字是在语言的基础上形成的；也就是说，

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１３］这一论断

的最基本的主张是 “文字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

的”，因此讨论字形一定不能撇开语音和语义。

许慎在 《说文解字叙》中对 “六书”有明确

的解释，其中唯有 “转注”争议最大。许慎对转

注的定义是 “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他虽然把转注作为造字之法，但在释文中没有明确

标明转注字，后人竞相解释，有形转说、声转说、

义转说等等［１４］，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清朝

乾嘉时期，戴震把 “六书”分成四体、二用两大

类， “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字之体也；

转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１５］，得到很多人的响

应；段玉裁指出：“谓六书悉为仓颉造字之法，说

转注多不可通”［１６］；王筠认为：“四者为经，造字

之本也；转注、假借为纬，用字之法也”［１７］，“转

注”先不论，说 “假借”为用字之法显然可疑；

许慎对假借的定义是： “本无其字，依声托事”，

这与 “本有其字”的通假决然不同，后者才是用

字之法。“六书”中的假借就是产生新字的途径，

如 “莫”本为 “日落”之义，被借作否定副词后，

表示本义的字被重造为 “暮”； “自”本义为 “鼻

子”，被借作指示代词后，表示本义的字变为

“鼻”。“转注”与 “假借”相对，自然也是一种造

字之法，如果说 “假借”产生新字的途径是音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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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转注”产生新字的途径就应该是义借。

其实前人早就对 “四体二用”说产生异议，

其中尤以章、黄一派的学说值得注意，章太炎在

《转注假借说》一文中指出： “段玉裁之说转注，

于造字无与，不应为 ‘六书’之准”， “余以为转

注、假借，悉为造字之则。凡称同训者，在后人亦

得名 ‘转注’，非六书之转注也；同声通用者，在

后人亦得名假借，非六书之假借也。”这就是说，

凡字形、词义相同语音不同的为转注，字形、语音

相同，词义不同为假借，转注与假借的关系十分清

楚。不过一具体细化，就又衍生出不同的观点：黄

侃继承发展了章氏的学说，在 《文字声韵训诂笔

记》中提出 “初文多转注”，其认为 “仓颉所造初

文五百二十字，其归于转注之例者，触处皆

是。”［１８］ “同声同义而异字，即转注也。其或声音

小变，或界义稍义，亦得谓之转注”［１８］。同声同义

而异字，这是异体字，显然不确。陆宗达继承章、

黄的学说，对转注分析得更加深入、全面，他在

《说文解字通论》中说： “为从某一语源派生的新

词制造新字，这是汉字发展的一条重要法则，也就

是 ‘转注’。……转注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种情况：

第一，因方言殊异或古今音变而制字。中国地幅广

袤，方言繁多，同样一个词在甲地这样说，在乙地

却那样说，于是使用不同方言的人各自按照本地的

语音造字，这样，一个词义就分成两个词两个字

了。……第二，因词义发生变化而制字。由于社会

的发展，人类认识也由简趋繁，于是词义也随之而

发生变化，并且因此而产生新词新字。……第三，

为由同一语根派生的相互对立的词制字。……这语

源学上称为 ‘相反同根’，在训诂学上称为 ‘施受

同词’。凡是依照 ‘相反同根’和 ‘施受同词’的

法则来产生新词或制造新字也是转注。”［１９］陆先生

所说的第一种情况在现代文字学中通常叫作方言俗

字，如果进入到共同语则为异体字，第二、第三种

情况则与词义引申有关。

关于转注与词义引申的关系清代朱骏声在

《说文通训定声》之 “说文六书爻列”中早有论

述，即 “转注者、体不改造，引意相受，令长是

也。”即明确以字义的引申造字为 “转注”。近年

林小安也指出，在关于 “转注”义的诸说中，唯

朱骏声所说至为确当，朱氏以为凡是一字数训的，

在字义上有连属关系的为 “转注”，在字义上无连

属关系的为 “假借”［２０］，朱氏明确地把转注与假

借区分开来。但前人观点固然鞭辟入里，究竟只是

文献角度的推论，还需要另一重证据的证实。

马学良曾经说：“我们古代的文化，经过历代

的渲染，很多已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我们现在作

清理的研究，首先就要还它以本来面目，然后才能

批判地接受。我们的研究方法，不能总是拘泥于旧

经注硫上，以经解经。我认为研究一个民族的文

化，除了由他的本身探索外，还应当参证旁系的文

化，比较研究；尤其是地理环境相近，在历史上曾

发生密切关系的各民族的文化，更是帮助我们解决

问题的珍贵资料。”马先生说的是文化，但对语言

文字同样适用。

“六书”中，“假借”是 “音借”，“转注”应

该就是 “义借”，两者都是产生新字的方式。如果

我们观察少数民族较为原始形态的文字，其实这个

问题不难理解。纳西东巴文中就有用同一字形纪录

几个意义有关而语音无关的语词的现象。方国瑜称

其为 “一字数义”，和志武则称为 “转意字”。喻

遂生曾明确指出：“转意字”和假借字、同源字有

同又有异。［２１］ “转意字”和假借字都是用一个字

记录不同语词，但假借义和本义无关， “转意字”

则正好相反，本义和转义语音上没有关系；同源字

是一个词分化为几个词，其读音必然相同或相近；

而 “转意字”则是借字表义，本义和转义的联系

多是词义系统之外的某种事理关系，其读音也没有

必然的联系。我们如果把 “转义”与 “转注”和

“义借”联系起来，前人的研究其实为 “转注”的

研究提供了很好的佐证。

王元鹿早就发现少数民族文字中的 “义借”

问题，他在 《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

中说道：“借用一个现成的字的形体来记录另一个

意义与它有关的词。我们把这种造字方法称为

‘义借’。”［２２］王元鹿先生的 “义借”概念开始是针

对东巴文提出来的，他接着又说：“从文字发展史

角度看，初期意音文字一般都经历过有义借的阶

段”［２２］，并在文中兼谈了尔苏沙巴文字、苏美尔文

字以及亚述一巴比伦文字体系中的义借情况。

“义借”现象在南方少数民族类汉字产生过程

中也较常见，周有光先生把 “音借”和 “义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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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叫作 “假借”，周认为假借方法除音义兼借之

外，还有借音改意的 “音读”和借意改音的 “训

读”［２３］。无论怎样称呼，总之，“义借”是产生新

字的一种常见手段。文字初创阶段的 “义借”跟

词义引申条件下衍生新字不是一回事，本字和新字

没有语音之间的必然联系，傈僳族的竹书又给了我

们一个鲜活的例证。与其他衍生字不同，竹书文字

的发明者是在没有多少文字基础的条件下造字，其

造字法式应该更接近文字初创时代的状况，因而可

以借以为 “六书”理论中争讼不断的问题提供佐

证。前人早就注意到汉字中存在一种异字同形现

象，并有不少研究 （周艳红、马乾，２０１５年）；戴
君仁在 《同形异字》一文中把 “同形异字”分为

三类：“一曰，凡以一字之形，表示异音异义之两

语者；二曰，凡以一字之形，表示同音异义之两语

者；三曰，凡以一字之形，表示同义异音之两语

者，均得谓之同形异字。”［２４］第一种类型通常为历

时演变所致，第二种情形应为音借，第三种情形则

为义借。字形相同意义相关的字在甲骨文中也时有

所见，如： “史、吏” “正、足、疋” “页、面、

首” “臣、目” “从、比” “必、升”等 （赵璐，

２００９年）。由此可见 “义借”现象的普遍性。

“六书”说是对造字规律的总结，因而对于解

释文字有普遍的适用性，但因各民族造字背景各

异，用理论去硬套材料自然有各种不适，如果反过

来立足于材料去观察理论，纠结千年的疑难问题或

许还能涣然冰释。

（本文为庆祝 《民族语文》创刊４０周年学术
讨论会参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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