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世界上，无论是什么民族的文字，都是经过历

史的长河发展，演变成了当今使用的各民族文字，

并逐渐形成独有或民族之间相互可以交流的书法

艺术。彝族文字也不例外，彝族的古彝文字在书写

的过程中追求、创造文字的美感，进而在此基础上

逐渐发展形成了当今的彝文书法艺术造型。彝文

书法的形成和审美也经过了漫长的发展阶段，在早

期，掌握彝族的古彝文字的书写方法与技巧的只有

彝族文化权威毕摩们，他们用竹片、麻杆、羽毛等各

种古老的书写工具来完成古彝文字的书写。

对于彝族先辈艺术家们来说，虽然书写方法颇

多，技巧多样，但还是没有书法这个专业术语，只是

单纯地表现了文字审美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在

毕摩文献中记载，早在一万多年前彝人把古彝文字

刻在石头、骨头等地方，作为艺术品欣赏。1980年

国务院批准使用《彝文规范方案》以来，在古彝文基

础上，彝族专家学者把彝文字简化到极致，从此，彝

文书法全用规范彝文字书写。彝文书法大体可以

分为古彝文字书法和规范彝文字书法等，以下从三

个方面简要梳理彝文书法的知识及书写中发现的

文字的独特魅力。

二、规范彝文独有的书写特点

所有古代文字的基本形体都是与客观事物图

像联系在一起的，确实不能等同于图画，因此文字

在不断地规范化、线条化、符号化的过程中，最终成

为一种示意符号系统。彝文的发展过程也是如此，

古彝文字早期是象形文字开始的，经过漫长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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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变为现在我们所说的规范彝文。笔者认为，人

们审美观念在文字的演变过程中始终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在彝族书法艺术家们的视角下，不断

完善古彝文字、规范彝文字的章法、结构、布局等，

进而发展到如今已走向世界的彝文书法艺术。

古彝文和规范彝文的字形、字体结构都与最初

古老的书写方法有很大的关系，从古彝人千百年来

使用的彝族文字中看来，一是毕摩文献中古彝文是

属于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形成新时代的书法艺术，二

是如果彝文从发展阶段上划分的话，可以分为古彝

文与新彝文，但古彝文是古时候被彝族毕摩垄断，

所以各成一家，自从新彝文规范后来看就几乎全是

方块字体。

从字体结构上讲（表1），彝族毕摩文献中使用

的古彝文与官方和民间使用的通用规范彝文都是

从象形彝文字基础上变化与简化的，只是古彝文看

起来比规范彝文复杂得多，也就是相当于汉文繁体

字与简化字一样的。

三、规范彝文书法艺术的发展及其字体分类

古彝文字分类繁多，字形复杂，在古彝文字基

础上，经过整理简化的规范彝文字也是从字体上可

以分多种字形，大体上分为两种，一是同一个字写

成一样的，二是同一字写成无数种字形的。

（一）彝文书法艺术的发展变化

彝族毕摩文献中有一句流传于民间的格言，“ꁱ
ꐈꉐꑋꊏ，ꀗꄟꉉꄟꀋꃷꎵ。（变字一百二十种，艺术造型

却无数。）”此话从古到今伴随着彝文书法的发展与

演变，确实自从有了形成文字的彝族毕摩文献存在

以来，最大的特色一直是“变字”，因此，笔者从小书

写毕摩文献至今，收集的变化最多的是“ꌠ”字，这个

字原本笔画仅仅四画，却有一百二十种变形，这个

的确有点难，特别是用规范彝文字体来书写，那就

难上加难了。

有人说，千字功夫。笔者认为那是死功夫，不

是彝文书法的准则，更不算什么书法艺术。古彝

人，虽然不懂得书法艺术造型这个概念，但至少他

们明确书写力求变化这一书法准则，所以说：“彝字

本身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和艺术性”。[2]144因此，笔者

认为“ꁱꐈꉐꑋꊏ，ꀗꄟꉉꄟꀋꃷꎵ（变字一百二十种，艺

术造型却无数）”这句格言就是典型的书法准则。

（二）彝文书法艺术同一字体有多种字形书写方法

近年来，彝文书法艺术的造型正在走进世界艺

坛中，随着历史的步伐快速发展，对彝文书法的篆、

楷、行、隶、草等书体的创新和尝试也不断在进步中

变化。现将一个撇、捺、竖、横、点都有的“ꃨ”字分别

五种书体来举例一下变化的字形（表2）。

（1）彝文“ꃨ”字篆书，用篆书字形书写这个字的

时候，需要特别注意对称与反对称，竖主线或副线

都不能偏重力度，让阅者感觉到篆书的整齐与端庄

之感。撇和捺对称并带对称与反对称的“起笔头”，

横必平而带拐弯的“手脚”，竖直必带偏左的“头”，

这样书写才能完整地把这个字以篆书的方式体现

出字形的魅力与彝文书法的艺术造型。

（2）彝文“ꃨ”字楷书，用楷书字形书写这个字的

时候，尖峰入纸，笔管稍前顿，使笔毛圆满铺开，在

宣纸上抚平的同时，应该将笔锋稍稍提上来一点

点，向背部转大时要有轻微的弧度就差不多合适，

笔要圆聚收束，尽可能不要放纵。书写竖的直线或

那一撇一捺时使头方创造舒适的条件，毛笔也刚好

容易铺开。行笔尽量深厚苍质的笔力。当然，起笔

时候不想藏锋，因为收笔亦也要藏锋，可调换方向

表1 规范彝文与复杂的古彝文字

ꋩ“骑”

ꈨ“日”（太阳）

ꏬ“鹰”

ꒊ（ꒊꒉ）
“笑”（微笑）

ꒇ“锯”

ꑓ“眼”

ꂔ“熟”（煮熟）

ꄵ“啄”

ꇙ“卷”

ꈯ（ꇃꈯ）“手镯”

ꑿ“羊”

ꀒ“鹅”

ꁱ“写”

ꈻ“拉”

ꌺ“儿”

ꋠ“吃”

ꋓ“齐”

毕摩文献

中使用的

古彝文字

ꊈ“熊”

ꇇ“手”

ꐞ“分”（分开）

ꉩ“哭”（大哭）

ꄐ“瞄”

ꏂ“蛇”

ꌃ“咬”

ꉤ“弯”

ꅑ“戴”（戴头帕）

ꋧ“聚”
（聚在一起）

ꃮ“猪”

ꏿ“蛋”

ꀀ“睡”

ꁻ“斗”

ꅪ“女”

ꏦ“挑”

ꉒ“雾”

毕摩文献

中使用的

古彝文字

规范彝文字 规范彝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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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并分清深与浅的力度。

（3）彝文“ꃨ”字行书，用行书字形书写这个字的

时候，要适当冲破楷书用笔的基础，从而创造出一

种节奏上稍微快的方式，这种字体也是彝文书法爱

好者及彝文书法家最爱的使用的字体。作为彝文

行书可以没有一定的书写规则，写规矩一点的叫行

楷，写草一点的叫行草，由于运笔速度略快于楷书，

因而笔势多呈流动形大点，同时变异的字形多一

点，这种情况深浅合用即可。

（4）彝文“ꃨ”字隶书，用隶书字形书写这个字的

时候，字形的点画形体较为圆浑，隶书字形可以把

这个字的点在对称位置，这样更有立体感也带艺术

的直感。写每一笔都要必须灵活提起来，收笔要收

到位、干净。最典型的是这个字的字形从撇、捺、

竖、横、左点、右点都写成骨头的端部，这是所谓的

彝族毕摩文献中“骨文”的艺术造型。

（5）彝文“ꃨ”字草书，用草书字形书写这个字的

时候，必须通过柔软而富有弹性的毛笔写出各种变

化多端的每一笔的笔形。表现客观物象的运动与写

者主观的情思，造型要以阅者欣赏的乐观为基础中去

书写。按其笔顺规则进行连笔、代笔及破笔等方式来

书写和创作。在草书的造型中，主要以连笔为主，代

笔为辅，破笔为次的原则进行才能体现草书的艺术魅

力，这样书写才能有艺术性、群众性、实用性。

四、折叠后对称或不对称的彝文字造型

古彝文与规范彝文折叠后对称或不对称的彝

文字造型是多种多样的。有些彝文字折叠后上下

对称，书写这种字形时一般重心在上；有些彝文字

折叠后左右对称，书写这种字形时一般重心在左

边；有些彝文字折叠后上下左右都对称，书写这种

字形时一般重心在起笔到运笔的前三分之一；有些

彝文字折叠后误认为上下、左右及上下左右四方都

对称，书写这种字形时一般重心放在主笔上；有些

彝文字折叠后很明显上下左右都不对称，书写这种

字形时一般重心放在整体结构上。因此，现将这五

种分类的字体一一举例如下。

（一）折叠后上下对称的彝文字

折叠后上下对称的彝文字，书写这种字形时一

般重心在上。如表3所示，只要书法家把这个字的

上半身写出来，下半身就是上半身的复制品，书写

这种字形时，重心一般都放在上半身，这样写起来

不仅仅更加流畅，整体看起来也很协调；特别是用

行书或草书方式书写时，拉长和故意让字体变形的

狂草都容易体现出美丽的艺术造型。

（二）折叠后左右对称的彝文字

折叠后左右对称的彝文字，书写这种字形时一

般重心在左边。如表4所示，只要书法家把这种字

形的左边写出来，右边就是左边的投影一样自然在

运笔与收笔中结合起来完成。这种字体结构写楷

书时左重右轻、深入浅的方式书写，就体现出左右

对称字形的完美艺术造型。

表2 彝文“ꃨ”字的5种写法

字体姿势分类

篆书

楷书

行书

隶书

草书

拼音

vie

vie

vie

vie

vie

规范彝文字

ꃨ

ꃨ

ꃨ

ꃨ

ꃨ

彝文书法字形分类

表3 折叠后上下对称的彝文字

ꃳ ꏂ ꉔ ꀇ ꀖ ꀘ ꆉ ꄡ ꃌ ꈾ
ꀚ ꀝ ꀥ ꁊ ꁌ ꁏ ꂇ ꂈ ꀯ ꉭ
ꏏ ꉼ ꍠ ꏸ ꒊ ꒉ ꉂ ꈬ ꋀ ꆩ
ꏈ ꄤ ꑀ ꑁ ꊙ ꐌ ꏉ ꏌ ꏏ ꏗ
ꏟ ꎫ ꎲ ꎵ ꎿ ꏅ ꎍ ꍲ ꍳ ꍆ
ꊭ ꊫ ꉹ ꈬ ꈁ ꇿ ꇦ ꇨ ꇲ ꅋ
ꅎ ꄣ ꄇ ꄉ ꃶ ꃳ ꃛ ꂳ ꃌ ꆠ
ꆉ ꆊ ꆭ ……

表4 折叠后左右对称的彝文字

ꀎ ꀞ ꀠ ꀡ ꐎ ꁖ ꃓ ꈍ ꆰ ꃼ
ꁁ ꁧ ꃨ ꄇ ꄉ ꋞ ꆧ ꃋ ꇊ ꇴ
ꈌ ꉕ ꇪ ꌈ ꌷ ꎂ ꌀ ꅥ ꂨ ꂭ
ꑫ ꑮ ꑦ ꑝ ꑘ ꐵ ꂸ ꄍ ꐟ ꐗ
ꇭ ꈔ ꅂ ꊛ ꍔ ꊼ ꍅ ꐑ ꈹ ꏬ
ꏪ ꎊ ꍯ ꍭ ꍓ ꍘ ꌱ ꍅ ꌩ ꌤ
ꌈ ꌂ ꋖ ꋧ ꋃ ꉦ ꉩ ꈸ ꈠ ꈊ
ꈍ ꇪ ꇴ ꇵ ꇷ ꇎ ꇐ ꆧ ꆰ ꅥ
ꅔ ꃿ ꅃ ꅆ ꅐ ꃍ ꃼ ꃚ ꂮ ꃋ
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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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折叠后上下左右都对称的彝文字

折叠后上下左右都对称的彝文字，书写这种字

形时一般重心在起笔到运笔的前三分之一。如表5

所示，书写这种字体时，最好粗与深用在主笔上，细

雨浅用在副笔上，当然如果书写楷书就可以把字的

线条拉平完成。但平常书写者多数以行书为主，所

以我们一般起笔到运笔间或起笔中的主笔为重点

书写，这样就自然能让书写艺术的地位至高无上。

（四）折叠后容易误认为对称的彝文字

折叠后误认为上下、左右及上下左右四方都对

称的彝文字，书写这种字形时一般重心放在主笔

上。如表6所示，这种字体主要有可分三类，一是折

叠后容易误认为上下对称的彝文字，这种字形一般

是反对称或字与字的影子对称的，书写这种字体

时，重心放在前半部分，这样才能保持字的原型特

征与美观特征；二是折叠后容易误认为左右对称的

彝文字，这种字形一般是阳阳两边反对称或字的影

子对称的，书写这种字体时，重心放在左边的头部

起笔的地方，这样才能保持外形与艺术内在的造型

是完整的；三是折叠后容易误认为上下左右四方都

对称的彝文字，这种字形一般是正与背对称与反对

称的，书写这种字体时，重心放在上或左，也就是下

或右的线条的飞动感和笔画连绵起伏的流畅美。

（五）折叠后上下左右四方都不对称的彝文字

折叠后很明显上下左右都不对称，如ꂢ、ꂿ、ꃀ、

ꐈ、ꆹ、ꑍ、ꏮ、ꇇ、ꐞ、ꅡ、ꀊ、ꄮ、ꑌ、ꅪ、ꊰ、ꋦ、ꎭ、ꄵ、ꁻ、ꉐ、

ꎪ等……，书写这种字形时一般重心放在整体结构

上，重心可以选择随意一些。书写中要注重字的主

笔，当然更注重笔画顺序中重心与中心部分，把不

可舍去的部分都要在主笔中体现，特别是用篆、隶

书方式书写的时要在起笔中体现出富有字的独特

魅力之处。

五、结语

古彝人为了宗教信仰以及沟通交流的需要，创

造的语言，更为了突破语言时空的限制，又创造了

图形文字力求把信息传之久远，在漫长的历史进程

中，古彝人们不断完善古彝文字，对文字的审美追

求激发出艺人们对文字造型不断探索。古彝人到

新时代的彝艺人，古彝文到规范彝文，经过上万年

若干智者们的探索，形成有自源文字的彝民族特有

的彝文书法艺术的造型魅力。

当今，无论是临摹毕摩文献的古彝文字还是

专业的角度从笔画、结构开始书写规范彝文字，都

是对彝族文字深刻认识的基础上，进行长期的书

写练习的风格探索，才能创造出别具风格的艺术

作品。书写彝文书法的书法家们，在创作中充分

体现了彝族的性格，豪放洒脱，大胆创新，笔墨之

间，纸砚之间，略显方正呆板的字形变为活色生

香。一直坚信这样创作就彝文书法永远像春天的

美景，前景一定会十分广阔，让彝文字的书写艺术

造型更加艺术化。

表5 折叠后上下左右都对称的彝文字

ꑙ ꆺ ꎔ ꄲ ꈯ ꊞ ꉤ ꒌ ꂦ ꈷ
ꁘ ꁙ ꀿ ꃬ ꄥ ꆪ ꂊ ꂐ ꄬ ꈨ
ꉧ ꉻ ꇻ ꊱ ꑎ ꑑ ꑕ ꐚ ꀨ ꐪ
ꏨ ꏧ ꏐ ꏍ ꎖ ꎋ ꌴ ꌆ ꉙ ꉛ
ꇞ ꇢ ꇤ ꇥ ꇓ ꃬ ꂷ ꐘ ꃪ ꄽ
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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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折叠后容易误认上下对称的彝文字

ꇙ ꌗ ꌚ ꃑ ꇁ ꉆ ꍞ ꁵ ꑴ ꐭ ꑐ ……

B、折叠后容易误认左右对称的彝文字

ꏀ ꑭ ꏢ ꎗ ……

C、折叠后容易误认上下左右都对称的彝文字

ꐷ ꐭ ꏠ ……

表6 折叠后容易误认为对称的彝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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