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彝族古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有很高

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彝文古籍作为学术名词，

对其含义，简而言之，就是用彝族古文字版印抄写

年代较早的古书，也就是指那些以传播知识、介绍

经验、阐述思想、宣传主张为目的，并经过创作或编

制，用彝族文字刊刻和印写在一定材料上的古代著

作物。[1]由于彝族古文献珍贵独特、丰富多彩，并且

数量可观，因此历来受到学者的重视。彝族古籍具

有方言特点，这与它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和历史背

景有关。本文就北部方言凉山地区彝文古籍的修

复及整理进行相关论述。

一 凉山彝文古籍的特点
凉山彝文古籍具有北部方言的典型特征，直至

新中国建立前夕，凉山彝区的社会发展还处于奴隶

社会阶段，长期处于较封闭状态，受外来文化影响

较少，所以北部方言的彝文古籍一直保持着传统特

色，其中很大部分是原始宗教经典著作。[2]由于彝

文古籍往往包罗万象，一本书里可能兼有宗教、历

史、文学等多方面内容，因此很难以一般图书分类

法把一部书按照内容准确地加以区分，一般而言，

凉山彝文古籍大致分成两类：卓卓特依（民众古籍）

和毕摩特依（经书古籍）。这些彝文古籍具有很高

的文学、历史、艺术及宗教价值，目前各种彝文古籍

散落在凉山各地，主要由凉山州语言文字委员会

（简称语委）、各县语委、图书馆及私人收藏。

具体说来，凉山州语委现存这批彝文古籍具有

以下这些特点：

内容：彝文古籍涉及的内容广泛，包括多个方

面，有一定的混杂性。义诺地区的毕摩经书分为：

道路上方，即“黎术”，指用于超度祖灵的“黎姆”仪

式经书；道路下方，指除了道路上方的“数吉”仪式

经书。按照经书的使用场合及其仪式，将其分为三

类：“吉黎木”类，指超度正常死亡的人；“凶黎木”

类，指超度非正常死亡的人；“癞黎木”类，指超度因

麻风病而死亡的人。按照经书的指向和功能，可将

经书细分为：占卜类、咒术类、驱遣类、祛污祓秽类、

禳解类（祛除鬼怪、疾病的经书）、赔偿类、卫护类、调

和类、祈愿类、祭祀类、归魂类、送灵类、禁锢类（禁锢

某些鬼魂）、招引类、医术技法类、溯源类、其他。这

些经书既不注明著述和抄写年代，也不注明作者和

抄写之人。故何为稿本，何为抄本，很难辨认。

纸张：经书所用的载体有草纸、皮纸等。所用

的纸张总的特点是“杂”和“糙”的，除了汉文古籍常

见的麻纸、木浆纸外，更多的是皮纸、竹纸、草纸。

这些纸张都较柔软，但不光滑较糙，纸张呈黄色，其

中皮纸纸质最好。草纸纤维比较短，含酸性也比较

强，平均酸碱度ph值为5（7为中性，7以下酸性渐

增），时间久了很容易褪色、破碎。

书写：都为手抄本，无刻本。书上的字迹分两

种颜色：黑色和红色。黑色的字用木炭、墨或锅灰

书写。红色的字是用动物的血或红墨汁书写。书

写彝文的工具有羽毛、松枝、竹管、木棒、碳棒等。

版面：文字自右向左横书，阅读时往左侧倒正

面读，调转方向后，词、句序都没有变，不影响句子

结构和阅读。汉书史料中把这一奇特现象称为“左

翻倒念”。书写时只写单面，第一页正面写反面不

写，第二页的正面不写直接写在反面，因此两页翻

阅。在彝文文字起源的神话中也有提及彝文经书

的书写问题，“一翻翻两页，书中有话没，书中没有

话，书中有字没，书中没有字。后又翻两页，书中有

话没，书中没有话，书中有字没，书中没有字。后又

翻八页，书上有文字，黑墨写的字，（从此）毕摩的徒

弟有话说。”在书写方面，没有段落、标点和空格，而

以一些特殊的符号来标明，如以带花边的方框或曲

线来标明经书的标题或书名；用“′
、”表示颠倒字

符。彝文古籍没有目录，也没有页码。为了增强彝

收稿日期：2008-02-01
*基本项目：本文为四川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凉山彝区生态旅游中民俗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编号：SB06005）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沙马打各（1966- ），男，彝族，副教授，主要研究彝族语言文化。

浅谈凉山彝文古籍的修复与整理*
沙马打各，肖 雪

（西昌学院 彝文系，四川 西昌 615022）

【摘 要】彝文古籍是深入了解彝族文化和历史的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和文化价值。本文以凉山彝文古籍为研究

对象，分析其特点，从而探讨彝文古籍的修复与整理。

【关键词】凉山；彝文古籍；修复；整理

【中图分类号】G25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8）02-0113-03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chang College·Social Science Edition

第20卷第2期

2008年6月

Vol.20，NO.2

Jun.，2008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08.02.045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0卷

文古籍的可视性，经书中有大量插图，这些插图具

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插图多为单色调，

用墨勾绘出物体轮廓，也有抽象的艺术夸张。插图

版面有大有小，有些插图是配合文字内容的，有些

插图却与内容毫无关系，仅仅作为一种美术装饰。

装帧：彝文古籍一般都是线装法，开本大小不

一，装订的形式也多样化，多用竹片夹住版口的一

边再用线装订，用棉线或麻线装订。同是线装书又

分为包背装和蝴蝶装，都不粘边，可称为“线订卷轴

包背装”和“线订卷轴蝴蝶装”。存储时将书籍以竹

片为轴卷好，封底在外，内软外硬，以底代面，虽说

是封面也没有面，一般用大于书页的麻布、棉布或

硬纸皮子来做封面。为了保护卷书，有的经书在封

底的书口处订上木插子或铜线，有的装在羊皮袋或

麻布袋中。

二 针对修复彝文古籍的相关建议
彝文古籍是有生命的，凭目前的科技水平我们

尚无能力让它永存于世。工作者现在的责任是尽

最大的努力去减少对其的损害，延长其发挥作用的

时间。因此，对彝文古籍文献的保护非常重要。但

是由于现有条件和技术的限制，想完整地保护彝文

古籍有很大的难度。加之，古籍文献在保存的同时

也在使用，“藏”与“用”永远是一对矛盾，只有让人

们使用才有了“藏”根本的意义。但是由于彝文古

籍文献年代久远，一旦有了使用，必然会带来一些

人为的损坏，因此修复古籍这项工作也同样重要。

凉山彝文古籍存在孔洞、黏结、油渍墨渍污迹

等问题，并且由于多次搬迁，造成了一定的人为损

坏。但由于凉山州现今开展工作的重心在于整理

编译，缺少专业的修复技术人员和足够的资金，因

此目前彝文古籍的修复工作并没有完全开展起

来。但是笔者认为，彝文古籍在翻译整理的同时，

其原本的历史文献价值也应重视，所以进行一些基

础的修补工作是很有必要的。针对目前彝文古籍

存在的具体问题，借鉴中文古籍的修复技法，以下

将介绍三种常用的修复技法：

①用修补法补洞。将虫蛀鼠咬的有洞的书页

背面向上放置，用浆笔沿孔洞周围抹上稀浆糊，然

后把颜色、纸质、厚薄相近的修补纸按在涂了浆的

洞口上，按时要使粘贴上去的纸的帘纹与书页的帘

纹横竖相一致，沿着浆湿印把多余的纸撕下来后垫

上吸水纸用手按抚平整。修补上去的纸与孔洞的

粘贴面要越少越好，而且须先补大洞后补小洞，否

则会出现不平的现象。

②用揭裱法解决粘结问题。干揭：书页黏结程

度不严重，可用镊子或竹起子顺势一页一页揭开，注

意每揭开一页即在其后粘贴纸质相当的垫纸，以免

零星小块脱落。能够干揭的尽量用干揭法。湿揭：

如果书页粘得太紧，可用热毛巾覆在书页上闷烫几

分钟再揭。揉搓：书页如不焦脆，纸质纤维有韧性，

可用两手将书页反复揉搓，使其活软，然后用镊子或

竹起子仔细地一页一页揭开，再用托裱法修补。[3]

③用去污法去掉油渍、墨渍。对于书页脱墨轻

微的，可用清水、中草药或化学试剂去污。中草药

去污：将敲碎的枇杷核经沸水浸泡，待水冷却后用

枇杷核水淋洗污渍，也可用皂角淋洗污渍。化学药

剂法：一般水渍或发黄的书页，可用含碱3%、温度

为70-80℃的碱水冲洗；水斑严重，或有霉斑、油斑、

墨水等污迹的书页，可用3%的高锰酸钾溶液涂刷

于污迹上，在涂上5%的草酸溶液，褪去高锰酸钾留

下的茶色，最后用清水冲洗；污迹过深的书页，可用

毛笔蘸2%的漂白粉溶液，涂抹在霉点等污染处，过

3-5分钟，用清水冲洗。以上措施均可在水中加一

些胶矾，以保持墨色。对于严重脱墨的书页，只能

用锋利的小刀轻轻刮去污渍，而不能用水冲法。[3]

三 针对整理彝文古籍的相关建议
凉山州对于这些从各县收集来的彝文古籍书

最大的重视表现在对它们的整理方面，从1984年开

始州语委便对收集到的彝文古籍进行系统登记，

1988年组织专业人员从事整理翻译工作，并从凉山

州彝族聚居区美姑、雷波等县请来当地有名的毕摩

予于协助。目前，语委已经整理出版了370多种内

容不重复的彝文古籍书，类型多样，包括送祖灵、驱

鬼、算命、咒鬼、送魂、指路、天文地理等各个方面。

翻译和注释是彝族典籍文化研究的一项基础

工作，马学良先生认为“翻译是一件重要的文化工

作，关系到彝族文化的继承发扬，应当以科学的态

度对待这一问题，不可掉以轻心。”[4]因此在实际工

作中，编译者遵循以下的原则：

版本选择原则：在选择翻译版本上，编译人员

主要根据内容是否全面、文章是否流畅、文字脱落

现象是否严重、书写是否工整在同样内容的版本中

确定样本，并对其进行翻译整理。

译注分工：毕摩将古彝文翻译为规范彝文；专

业组的同志再将规范彝文翻译成汉文，另外的同志

则进行校对与审查工作。

译注原则：保持译本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译注体例：整理出版的书籍体例多采用汉文译

注并附原文法，有的也附上原书的内容。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编译人员对彝文古籍的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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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整理工作自成系统，尤其重视译注的真实性和严

谨性，“彝文古籍的翻译，真实性是首先必须保证

的。在保证真实性的基础上，才可进一步讲求鲜明

性与艺术性。”[5]因为目前彝文古籍方面的专业编译

人员不足，加之投入资金有限，因此工作成效受到

较大影响。对此，笔者提出相关的五点建议。

（一）在翻译样本的选择上，希望能综合各版本

的相关内容，选择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能反映凉山

彝文古籍特点的论著作为译文的版本。或为了保

持版本的相对独立性，可选择其中一本内容完整、

文字流畅的版本进行翻译，在其后附上与它有别的

其他版本的内容，并给予注明，有助于读者全面理

解古籍内容，并能进行版本间的比较。

（二）译文应该全面反映原文的语言特点。用

汉语直接翻译彝文古籍很难充分地将原文中的语

言特点表现出来，而这些语言特点又是彝文古籍中

最生动、最细腻、最精彩、最富有民族特色之处，如

彝语对各种动物的叫声给予了非常细微的区分，而

这一点是无法在汉语中体现出来的。如果找不到

恰当的词语进行对译而使用近义词，虽然能对文义

进行揭示，但是谈不上精确翻译，更谈不上保持原

作的艺术风格和语言特点。

（三）音译名称前后要求统一。在翻译过程中，

人名、地名、山水名及一些物名，最好用音译法并加

以注释说明，而不要生硬地翻译成汉语。由于译者

不同，有时出现了同一人名、同一地名前后不统一

的情况。这就要求翻译人员音译法的掌握要准确，

同时也要求审查人员要严格把关，多次校对，严谨

审慎，不能急于求成匆忙定稿。

（四）翻译的体例最好能采用四行对照译注

法。这套方法是丁文江先生为经师罗文笔先生翻

译《爨文丛刻》时设计的，笔者认为翻译发行的版本

最好能采用这种方法，第一行抄写彝文，第二行用

国际音标加以注释，第三行为汉语逐字翻译，第四

行为汉语意译。这样即使不懂彝文的研究者也能

明白其中字词的意思。

（五）对于书中涉及到彝族生活、宗教及婚姻等

方面的内容最好给予解释性或研究性的注解，方便

读者全面了解彝文古籍的内容及背景。

四 结语
根据以上分析和对策建议，我们可以看到理想

的古籍修复与整理的要求和标准往往与现实相距

甚远。我们只有立足现实，抓住关键，重点解决，才

能尽量延长彝文古籍的使用寿命，更好地解决“藏”

与“用”的矛盾，就必须从以下几点切入：

（一）重视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加强对彝文古

籍修复与编译人员的技术、能力、素质的培养是迫

在眉睫的大事。彝文古籍数量大，保存整理任务艰

巨，却缺乏专业人员，如果人员队伍建设跟不上，将

成为彝文古籍的保存与整理工作中很大的障碍。

因此，必须加强在职人员的继续培训深造，同时有

计划地培养一批具有高度责任心、有专业技能、精

通彝文和中文的年轻一代。

（二）争取多方经费，加大对彝文古籍保存、修

复与整理的投入。彝文古籍修复与整理需要大量

经费投入，目前工作举步艰难，成效不大，缺少经费

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要广泛争取政府部门、社会各

界、私人的捐赠，也可争取海外基金或个人的捐赠，

以此保证工作的可持续性。

（三）加强区域合作和技术交流。由于现在从

事中文或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文献保存与整理的单

位各有特色，都有自己独特的宝贵经验，因此要想

及时掌握国内外相关方面的动向、发展情况，就要

加强区域合作与交流、人员交流、技术合作等，进行

专业互补。同时，凉山地区的古籍保存单位可以和

云南、贵州的彝文古籍保护和研究单位进行合作，

交流工作经验，切磋新型技术，共享有限资源。

（四）规范彝文古籍的保存、修复与整理，使之

法制化。制定相关规定或条例来明确工作者的责

任和权力，明确使用者的权力和义务，明确必须的

财政投入，规范社会使用彝文古籍的行为。

综上所述，彝文古籍文献的保存、修复与整理

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但是我们相信在政府和

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在专业技术人才的支撑下，在

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项工作一定能攻克难点并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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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公瑾.民族古文献概览[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3]童芷珍.古文献的形制和装修技法[M].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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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工作，在大庭广众展示礼仪的魅力和大学生的

学者风范，并倡议师生制定修身计划，开展修身括

动。还可以通过广播、电视台、宣传栏等介绍名人

礼貌处世、严谨修身的轶事，以此推动整个学校的

文明建设。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文明礼仪建设，对于进一步

深化高校大学生全面素质教育，努力造就具有文明

礼仪、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具

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

学生文明礼仪素质的提高，也并非一朝一夕的事

情。在充分发挥大学生自身能动性的基础上，家庭、

学校和社会鼎力配合，定能使当前形势有所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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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engthening college students’manner education is very significant for deepening their quality
education. This text mainly analyzes the reasons why nowaday’s college sudents’manners are out of norms and puts
forward some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ir manner education. The aim is to cultivate those college students with good
appearance，excellent interior quality，good morals and gi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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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Yi’s ancient books are important materials to further learn of Yi’s culture and history. So they have
great academic and cultural values. This paper analyzes some characters of Yi’s ancient books in Liangshan, and
discusses their restoration and arra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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