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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彝汉数目数字之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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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人用
“

易
”

的观念和
“

道的思想理解论释汉 文数 目数字
,

笔者认为
,

数 目数字的原

始本义不应含有复杂的理念
。

彝汉数 目数字字形如出一辙
,

字义语序等同
,

本文从文字学及 民族学

深入研 究剖析彝汉数 目数字
,

发现两者有千丝万缕 的历史渊源
,

虽异族异姓
,

但应 同宗同祖
,

且 彝

文数 目数字较多保 留古文字的
“

面 目
”

特征
,

刻划造意十分耐人寻味
。

从彝文数 目数字的刻划造意

看
,

彝汉 数 目数字与人类 自我认识有 密切联系
,

与古人的手势习惯 密不可分
,

字形刻划 即有象形
、

指事
,

又有会意
,

字义含有数的
“

加减对等
”

认识
,

是 中华先民对数 目数字的客观认识
。

【关键词 】 彝文数 目数字 ; 汉文数 目数字 ; 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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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文数目数字与汉文数 目数字字形如出一辙
,

字义
、

语序等同
。

两者应有历史不解之缘
,

应有内在

必然联系
。

探讨剖析其不解之缘及 内在必然联系有

助于了解认识中国古文明
,

有助于探索中国历史文

化疑难谜案
,

有助于探讨民族历史
、

民族渊源及民族

关系
,

对彝族历史文化更深层次的研究也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

一
、

彝文数 目数字

彝文是彝族人民自古使用的古老文字
,

是记录

彝族语言
,

且能够准确地表示 和反映一定客观事物

的书写符号
,

是集
“
形

、

音
、

义
”

三位一体的以音节为

最小表音单位的超方言文字
。

其历史十分悠久
,

有学

者认为有五六千年
,

甚至上万年
,

有出土文物考证的

年代是西汉年间
。

彝文
“

小
、

打
、

份
小

、

拌
、

1 2 3 4 5 6 7 8 9 10
。

闪
、

减
r月

一

刃
显然

,

彝文
子

、

坦
、

习
、

”

即彝族数 目

数 目数字不再是简单的刻

划记数符号
,

而是具有一定意义
,

具有一定体系的数

目文字
,

其原始文字的踪影依稀可见
。

二
、

汉文数 目数字

汉文数目字有大写小写之分
。

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九十是小写
,

壹贰叁肆伍陆染捌玖拾是大写
,

因大

写数字是后人为辨别数目而附会使用
,

这里不再累

述
。

有关汉文数 目数字的释义如下
:

一
,

《说文 》 : “

一
,

惟初 太始
,

道立龄一
,

造分天

地
,

化成万物
,

犬
,

古文也
。 ”

段玉裁注
: “

一之形于

六书的指事
。 ”

徐颧笺
: “

造字之初
,

先有数而后有文
。

一二三大
,

书如其数
,

是为指事
,

亦为象事也
。 ’ ,

按 :

古字一至四横画表示数字一至四
,

是原始记数符号
。

二
,

《说文 》 : “

二
,

地之数也
。

从偶一 才
,

古

文
。 ”

按古文字用二横面表示
,

是原始记数符号
。

三
,

《说文》 : “

三
,

天地人之道也
。

从三数
。

才
,

古文三从弋
。 ”

按
: 古文字三用三横画表示

,

是原始记

数符号
。

四
,

《说文》
: “
四

,

阴数也
。

象四分之形
。

城
,

古

文四
,

么箱文四
。 ”

徐颧笺注
: “

兰 与一二
、

三皆

古指事文
。 ”

五
,

《说文 》 : “

五
,

五行也
。

从二
,

阴阳在天地间交

午也
。 x ,

古文五省
。 ”

林义光《文源》 : “
五

,

本义为交

午
,

假借为数冬
。

二象横平
, x
象相交

,

以二之平见
x

之交也
。 ”

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义》 : “ x
象交错形

,

二

谓在物之间也
。

当以交错为本义
。

自用为数名后
,

经

传皆借午为之
。 ”

按
:
隶变作五

。

六
,

《说文 》 : “

六
,

《易 》之数
,

阴变于六
,

正于八
。

从人
,

从八
。 ”

七
,

《说文》 : “

七
,

阳之正也
。

从一
,

微阴从中衰出

也
。 ”

丁山《数名古谊》 : “

七古通作
`

十
’

者
,

刊物为二
,

自中切断之象也… … 考其初形
,

七即切字
。 ”

自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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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数专名
,

不得不加人于七
,

以为切断专字
。 ”

八
,

《说文 》
: “

八
,

别也
。

象分别相背之形
。 ”

林义

光《文源》
: “

八
,

分双声对转
,

实本同字
。 ”

高鸿绪《中

国字例》 :
八之本意为分

,

取假象分背之形
,

指文字…

后世借用为数目八九之八
,

久而不返
,

仍如人为意符

作分
。 ”

九
,

《说文 》 : “

九
,

阳之变也
。

象其屈曲究书之

形
。 ”

丁山 <数名古谊 》 :
九

,

本肘字
,

象臂节形
。

… 臂

节可屈可伸
,

故有纠屈意
。 ”

按
: 甲金文 中九用为数

字
。

十
,

《说文》
: “

十
,

数之见也
。

一为东西
,

l为南北
,

见四方中央俱矣
。 ”

于省吾 《甲骨文释林》
: “ `

十
’

字初

形本为直书
,

继而中加胞
,

后则加点为饰
,

又 由转化

为小横
。

数十后反为一
,

但既已进位
,

恐具与
“

一
”

混
,

故直书之
。 ”

以上释义带有
“

道
”

的思想
, “

易
”

的理念
。

古数字
“

一二三 竺
”

是原始记数符号
,

是指事
,

象形文
。

用
“

道
”

的思想
、 “

易
”

理论及阴阳五行观念来解释指事

象形文的原始本义
,

实为欠妥
。

数 目数字的原始本义

不应含有复杂深奥理论
。

三
、

彝汉数 目数字的内在必然联系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
,

文字经历了几千年的演

绎
,

彝汉古文异体字繁多
,

字形变化 比较大
,

数目数

字变化如何 ? 详见如下对照表
。

葬汉数 目数字对照表

汉文数 目数字 弃文数 目数字

现代文 古文例举 规范文
`卜

古文例举

数序

卜”价卜

.

思习冷才
.

昌脚月
三四五六七

,妇内j4̀J
ù

6,才

八九
一匕O了

平

从表上可见
:

一
、

彝汉数目数字字形古今虽存在一定差异
,

但

基本骨架依存
,

原始初形可见
,

尤其彝文
。

二
、

彝汉数目数字有一共同特性
,

以
“

1
”

为初始

数 目
,

没有
“

0
”

的数目概念
,

与阿拉伯及其他数 目有

显著区别
。

三
、

彝汉数目数字不再是简单的记数刻划符号
,

而且较为稳定
、

成熟
,

能表示一定意义的数 目数字
,

已是文字记数
。

但仍然可见数 目刻划符号的影子
,

例
: 汉文

“

一二三
” 。

四
、

彝汉数 目数字不仅字形相似如出一辙
,

而且

字义
,

语序等同
。

笔者认为彝汉数 目数字 以上象现绝非偶然巧

合
,

必有历史渊源
,

应有内在必然联系
。

马克思主义

认为劳动创造了人
。

人的双手最灵活
,

最方便
,

是人

从事各种劳动的主要方式
,

在一定意义上讲人的双

手造就了人的 自身发展
。

语言的起源有手势论
,

模声

论
,

感叹论
。

人们对数目数字的认识和运用
,

与手势

论应有一定的关系
。

用手指比划数目即方便又直观
,

可以使所指数 目 (简单数 目 )一 目了然
。

基本数目的

认识和确立与人类自我认识密不可分
。

人的手指与

生俱来为 or 指
,

这个基数即是 自然生成
,

在生产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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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人的思想意识充满神秘色彩的时代
,

又可说是
“

上帝
” 、 “

神
”

的旨意
,

人们 自然会敬重
、

遵循
,

这是一

个方面
。

其次基本数目数字一旦被人们所认识确定

之后
,

为避免数 目数字混淆
,

在传承和使用的过程 中

须共同遵循
,

不能随意更改变故
,

因此彝汉基本数字

至今基本框架
,

原始基形依存
,

古今字形变化不大
。

第三
,

不可否认
,

古人有各式各样的计数方法
,

但彝

汉基本数 目数字因与人的双手有关
,

所以无
“

O
”

的数

目概念
,

基本基数为 1至 or
。

从字形上看
,

彝汉两种文字都经历象形文的演

化
,

象形文是 中国最古老的文字
,

象形文故名思义
,

字的造形象其所指事物之形
,

是古人抓住事物的主

要特征而刻划造义
,

任何事物都有头有尾
,

刻划造字

并不可少
,

这是象形文的一个重要特征
。

彝文数 目数

字至今大都依然残 留
“

首尾
” ,

而汉文大都 已作
“

砍

头
,

割尾
”

改进
。

再说方块文字的书写
,

一般都要抬头

收尾
,

彝文数字至今依然保持沿用这一书写规则
,

而

汉文数字已荡然无存
。

把彝文数目数字古文字一一

省头去尾就成汉文数目数字
。

彝文 l( 竹 )字
,

去头省尾 即成汉文数字
“
一

” 。

彝文 2( `白 )字
,

省去第二画
“

脚
”

的首尾就成

汉数字
“

二
” 。

彝文 3( 衡 )字
,

省去第三画
“

认
”

首尾就是汉

文数字
“

三
” 。

彝文4 ( 孰 )字
,

把弧线笔画
“ ”

变直就是古

汉文数字
“

盒
’ 。

彝文5(
.

苍, )字
,

省去
“ 口 ,

”

笔画即是汉文古数

字的省写
“ x ” 。

彝文 6( 公七 )字
,

省去笔画
“ ` - ”

的起首即成汉

文数字
“

六
” 。

彝文 7( 卜 )字
,

省去笔画
` ·

飞
’ ,

的尾部即成为

汉文数字
“

七
” 。

彝文 8 (不乙 )字
,

去头去尾即成汉文数字
“

八
’ , 。

彝文9 (九 )字
,

去头去尾即成汉文数字
“

九
” 。

彝文 10 ( + )字
,

省去
“

卜
”

的首部即成汉文

数字
“

十
” 。

为何如此造形
,

其原始用意何在
,

今人百思不得

其解
。

按理说
,

基本数 目数字不应存在假借
,

不应存

在复杂的认识
,

应民众化
、

应通俗易懂
。

但前人的解

释令人费解
。

从彝文数目数字的刻划造意以及上述基本数 目

与手的渊源反复分析论证
,

发现古人手势习惯不同

寻常
,

举母指可能与如今有相近似的含义
,

示称倾
、

赞扬
,

但比划数 目时不含母指
。

数字造意非常有趣
,

含有数的
“

加减对等
”

认识
。

手势 比划食指意为数目

1
,

比划食指和中指意为数 目2
,

比划食
、

中
、

无名三指

意为数目3
,

这种不把母指作记数的手势方式正是彝

文基本数目字
“

闭 二 该
”

的字形刻划
。

应是指

事象形字
,

虽然母指不作记数
,

但
“

字
”

形上有其影

子
,

读者不防演示一下
,

定能领会
。

当笔者领悟发现

彝文数 目数字与手势习惯相关后
,

随即作了不少的

验证
,

结果令人兴奋
、

惊奇
,

每个人的 目数手势均如

前所述
。

这兴许是手势习惯的传承性所至
。

用文字刻划数目45 6 7 8 9 10确是很困难
。

尚若用

横画或竖画依次刻划
,

第一
,

笔画太多
,

不易分辨
,

不

便记忆
,

第二如此刻划只能算是原始计数符号
,

不能

叫文字
。

从彝汉数目or 的字形分析
,

其造意应是双手

交叉交错
,

人的双手交叉交错即为 10指 10 个数目
。

若

用二横或二竖示意
,

第一字义不明显
,

第二容易和数

目2的字形混淆
。

数目5是数 目10 的一半
,

那么彝文数

目5( T 7 )的字形造意就顺理成章了
, “

十
”

意为数目

10
, “

勺
”

或
“

勺
”

意为一半
,

一半的符号的确不好

表示
,

古人确有过人之处
,

用半圆示之
。

彝汉数 目数字
`

,4
”

异体字多
,

字形差别大
,

从彝

文
“

劫
”

来看
,

其造意含有数的加减对等认识
,

是会

意字
。

5指减去一指即是 4个数
,

即
“

)
”

弧线意指左

手或右手
,

古彝文
“

一
’ ,

短横即为减意
, “

Z
’ ,

不就是

彝文数目字 1的书写吗
。

古彝文
“

系
”

字若把弧线伸

直即是古汉文
“

兰
” 。

因母指不作记数
,

比划四指

时
,

手势 4和 5容易产生混乱
,

因此彝文数字 4( 劲 )

和5( 刀 )采用会意
。

彝文数目6 ( 分 )
、

s ( 2 2 )
、

9 ( 沁 )也是如此
。

or 减 4等于 6
,

彝文
“

只
”

的笔画正好是 4画
。

彝文
“

Z之
’ ,

更明显
, “

Z
”

即是彝文数目 l
,

10减去两个

1不也是 8吗
。

彝文规范之后
“

Z之
”

有站立之意
,

人站

立需双脚立地
,

双脚不也是两个数
,

如今的手势八和

六
,

也和古彝文数字相近似
。

彝文数 目9按照以上逻

辑思维
,

其文字符号可用
“

工
”

来表示
,

但如此一来

数目 9和 1不分
,

不能分辨
。

10 减 1等于 9
,

从人 的 10 指

去理解
,

不要 ,指余数是 9
,

古彝文 9( 年 )应是减去 1

指的刻划造意
, “ 门

奋
”

意为数目 l
, “

7
”

意为减去或

不要
。

同样
,

彝文数 目7( 无 )
,

其字形可书成
“

Z“
”

或
“

分
” ,

古彝文有如此字形
,

但无数 目7的含义
,

有

待进一步考证
。

总之
,

彝文数目字
“

勺 奋 ` ` ”

是指事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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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思 月下拐九 十
”

应是会意字
,

是数 目加

减对等认识在字形上的具体体现
。

有学者认为彝文数目字受汉文影响
,

借鉴 了汉

文
。

有学者认为彝族历史悠久
,

文化独特
,

彝文数字

属自创
。

彝汉数目数字有如此内在联 系
,

有如此渊

源
,

说自创
,

说不过去
。

民族文化确实存在相互影响
,

且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
,

越来越多
。

但笔者有不同

的认识
。

首先
,

夏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国家
,

发现文字

的是殷墟
,

不可置疑
,

数目文字应远远早 于夏商
,

建

立国家即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又需要一定的文化基

础
,

没有通用的数目文字不可想象
。

其次
,

夏商乃至

西周
,

还谈不上什么彝族汉族
。

第三
,

经笔者多年研

究发现彝族传统文化与中国古历史文化有许多历史

不解之缘
,

有必然的内在联系
,

笔者用彝族传统文化

破解释读了《易》的原理及八卦神秘符号
,

十二地支
,

阴阳五行等
。

详见《用诺苏文字破译十二地支 )
、

(探

析易经之渊源》
、

《从诺苏物质分类认识看阴阳五行 》

等粗文
。

第四
,

彝汉乃至中华民族都是华夏儿女
,

都

是炎黄子孙
,

共同传承使用先祖的文化遗产
,

无可厚

非
,

何为借鉴
。

四
、

结论

综上所述
,

彝文数目数字和汉文数目数字字形

如出一辙
,

字义语序等同
,

虽异族异姓
,

但应同宗同

祖
,

同根 同源
,

都是中国古文化的传承和沿用
,

只是

彝文较多地保留了古文字的本来面 目
,

数目文字刻

划造意即有象形
,

指事
、

又有会意
,

字义含有
`

数的加

减对等
”

认识
,

并非含有神秘莫侧及复杂深奥的理

论
,

是人类自我朴实认识的结果
,

是古人对数目数字

的独到见解
,

是中华先民对客观事物的科学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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