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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彝文文献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文献信息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彝文古籍文献术语标准化已成为彝文文献研究与发

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对大量彝文古籍文献内容进行筛选与整理，找出其中词频最高的彝文词语，并对其进行汉语规范

标注，制定彝文古籍文献术语翻译标准原则，在技术指导下建立彝文古籍术语标准化数据库，为彝文古籍数字化管理提供更加

高效便捷的手段，助推彝文古籍传承与保护工作更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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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Yi ancient books are the precious wealth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ocument infor⁃
matization today，the standardization of terms in Yi ancient books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in the re⁃
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Yi ancient books. Firstly，this paper through to a large number of Yi ancient books content fil⁃
tering and sorting，finding out one of the highest frequencies in Yi language words，and carrying on the Chinese specifica⁃
tion tagging. Secondly，making Yi ancient books standard terminology translation principles. Finally，setting up ancient
books database of Yi language terminology standardization in the technical guidance，to provide more efficient and conve⁃
nient for Yi language ancient books digitization management means，then we will further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pro⁃
tection of Yi ancient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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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彝文古籍文献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

珠，其种类繁多且数量庞大，涉及彝族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记载着许多彝族文明成果和文

化现象，是中华民族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蕴

含着巨大的文化价值和实用价值。近年来，彝

族古籍文献的价值不断得到学界的重视，在文

献搜集与整理、文献翻译与出版方面研究成果

颇丰，特别是在文献信息化日益普及的今天，

彝文古籍文献的研究领域也日渐扩大。应用现

代数字技术对彝文古籍文献进行保护、开发与

利 用 也 成 了 当 今 时 代 彝 文 文 献 研 究 的 首 要

课题。

由于彝文自身表音性强等语言特点，目前

学界对于彝文古籍文献术语翻译还没有规范的

原则和统一的标准，这就使得在彝文古籍文献

研究中出现了如在文献翻译时同字不同译等情

况，造成信息冗余等问题。这些问题同时也阻

碍着彝文古籍文献的信息化处理研究，更影响

着彝文古籍文献的传承与保护。因此，彝文古

籍文献术语规范化、标准化是目前彝文古籍文

献抢救与保护、整理与研究以及文献数字化建

设中的突出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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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术语与术语标准化工作

（一）术语定义

术语是在特定专业领域中一般概念的词语指

称［1］。术语是约定性的语言符号，它通过语音或文

字来表达或限定科学概念，是思想和认识交流的工

具，具有专业性、科学性、单义性等特征。术语是一

种特定的学术语言，是官方正式的用语，属于名词

范畴。术语分为一般性术语和专业用术语。一般

性术语指由人们生活和工作习惯形成的，在正常生

活中使用频次非常高的词语，其含意往往比较含

混，一个一般性术语往往在不同的语境中表达不同

的概念。一般性术语与所表达的概念并不是一一

对应的，如“火车的车头”“自来水管的放水活门”和

“杰出人物的领袖”都可以用“龙头”这个一般性术

语来表示。因此，一般不要求一般性术语的概念表

达做到严格精准。专业用术语指在特定专业范围

领域中表达固定概念的词语，如 LAN（Local Area
Network）局域网，指在某一区域内（一般是方圆几千

米以内）由多台计算机互联成的计算机组。专业用

术语多用于专业技术文献、标准和规定中，其含义

表达要求严格精确，不允许模棱两可，也不允许因

使用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专业用术语的概念表达

必须做到准确无误。本文讨论的“彝文古籍文献术

语”就属于专业用术语的范畴。

（二）国家术语标准化工作

我国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术语标准化工作。

关于术语标准的编订，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

2019年 8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术语

工作 原则与方法（GB/T 10112-2019）》，其中规定了

制定和编纂各专业领域术语集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确立了术语构成和定义表述的一般原则。同时，在

大部分专业学科与生活领域中，均有相关术语标

准，如《颜色术语（GB/T 5698-2001）》《电工电子产品

环境条件术语（GB/T 11804-1989）》《畜禽环境术语

（GB/T 19525.1-2004）》等。在古籍文献领域，我国

有《古籍著录规则（GB/T 3792.7-2009）》对古籍著录

项目、著录单元以及著录标识符号等进行标准规

范，但其中并没有关于古籍文献的术语标准。虽然

《术语工作 原则与方法（GB/T 10112-2019）》适用于

各专业领域的术语标准化工作，但对于民族古籍文

献来说，各民族古籍文献均有自己的民族特性，该

标准只可起到参考作用，应该在此基础上建立适用

于民族古籍文献术语标准化的原则与方法，以方便

民族古籍文献的研究与开发利用。

三、彝文古籍文献术语现状

目前在不同的彝文古籍文献中，常出现彝文词

语同义异译、同音异译的现象，甚至在同一本彝文

古籍文献的不同版本中，相同彝文词语的汉译形式

也不尽相同。彝文古籍文献术语不统一的主要原

因是没有建立规范与标准。造成目前彝文古籍文

献术语翻译用词混乱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汉语存在大量同音字。汉语同音字太多，

用什么汉字转写对应的彝文词语并没有可遵循的

标准原则，翻译用字的主观性极强。这使得在对部

分彝文文献中的专业名词术语进行汉文转写时，人

们往往根据彝文的读音翻译书写，常出现同一彝文

古籍文献术语概念有多个不同形式汉文表达，如彝

族传世的经典文献名称的翻译转写，常见的有“玛

牧特依”与“马牧特衣”，“支呷阿鲁”与“支格阿龙”

“支嘎阿鲁”等等。此外，在涉及彝文古籍文献中的

地名、人名、器具等概念时，往往也会由于音译差

别，夹杂着研究者的主观因素，产生许多同物不同

名的现象。

二是彝语方言差异大。仅现代彝语就有北部、

东部、南部等 6个方言，其中包括 5个次方言与 25个
土语。不同方言区的彝语语音差异大，甚至不能交

流。这使得不同方言区的彝文文献术语在翻译时

会出现同物异音异译的形式，如彝文古籍文献中常

见的表达“彝族传统宗教中的祭司”这一概念的词

语，根据其读音或意义进行翻译转写，其汉文形式

有“毕摩”“奚波”“西波”“鬼师”“拜玛”“白莫”“比

姆”“比母”“笔母”“阿毕”等十几种写法，这是方言

差异和同音异译的结果。再如，表示“彝族民间脍

炙人口、广为传诵的诗体口传文学”这一概念的词

语，在翻译转写时常有“克哲”“克智”等汉文形式。

彝文古籍文献术语翻译用词混乱，缺乏统一的

规范标准，这对彝文古籍的著录工作与信息化处理

带来极大的阻碍与挑战，不仅严重影响了彝文古籍

文献的研究效率，甚至可能还会影响到不同民族间

的文化交流。由此看来，制定彝文古籍文献术语标

准化翻译原则，建立彝文古籍文献术语标准化数据

库迫在眉睫，这是彝文古籍文献研究发展的需要，

也是信息技术兴起的需要。

四、彝文古籍文献术语标准化原则

彝文古籍文献术语标准化，即运用标准化的原

理和方法，根据彝文古籍文献中使用最高频的彝文

字词特点，通过制定彝文古籍文献术语标准，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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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一定范围内的术语统一，从而获得最佳秩序和

社会效益。彝文古籍文献术语标准化研究主要针

对彝文音译性名词术语，同时兼顾意译性名词术语

展开。

（一）彝文古籍文献术语标准化总则

彝文古籍文献术语标准化原则的制定需要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维护国

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加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彝

文古籍文献术语汉译需使用规范汉字，且符合普通

话的标准语音。同时，彝文古籍文献术语也应符合

国务院批准的《彝文规范方案》，参考正字法原则以

及新词术语规范原则，统一使用规范彝文进行书

写。此外，彝文古籍文献术语标准化还应遵循以下

四点总则：

1.单义性

彝文古籍文献术语应做到表意唯一，即一条彝

文术语对应唯一概念，且对应唯一汉译形式。对于

表意相同但汉译字形不同的彝文古籍文献术语，需

要在已有几个同义词之间选择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词语形式，整合辨析同义术语、变体术语，选择能较

好满足术语表达要求的字形与意义概念。例如“ꂘ

ꃅꄯꒉ”，其对应“彝族道德经”“彝族训世经”“彝族劝

善经”“彝族教育经典”等多个同义概念，应将其统

一整合为“教育人们做人做事的经书”这一概念。

同时，其汉译形式有“玛木特依”“马木特依”“玛牧

特衣”“玛穆特依”“玛牡特依”等多种，应根据单义

性总则以及下文所述简明性与约定俗成性总则，参

考下文所述各细则，选取“玛牧特依”作为唯一的规

范汉译形式。

2.简明性

术语的信息交流要求术语尽可能简明，以此提

高效率。因此，在彝文古籍文献术语汉译形式的选

择上，应尽量选取简单易记的汉字作为其书写形

式，且字与字的组合是无歧义的，术语要尽量精炼

且表述准确，要便于使用与交流，如“ꀊꌱ꒧”，选择

“阿惹妞”为标准术语形式，而不选“阿热牛”“阿惹

钮”等汉译术语形式。

3.约定俗成性

对于彝文古籍文献中使用频率较高、出现范围

较广，且已经在彝族社会得到普遍认可，符合使用

族群语言习惯的词语，其符合术语的约定俗成性，

即使在研究或使用中有个别不理想之处，若没有重

要原因或重大变故，则不宜轻易变更。如“ꀊꁌꐧ

ꃅ”，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族共同尊奉的祖先，选择

“阿普笃慕”为术语标准汉译形式。虽其用字不符

合简明性的要求，但其已在彝族社会得到普遍认可

与广泛使用，应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收录为标准术

语汉译形式。

4.非歧视性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应当有利于维护国

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彝文古籍文献术语的制定要符合非歧视性原则，不

使用有伤民族感情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词语，不

使用带有歧视性与侮辱性的文字，不带有褒贬等感

情色彩的意蕴，特别是在音译术语用字的选择上。

（二）彝文古籍文献术语标准化细则

彝文古籍文献术语标准化除要符合上述总则

外，还要根据彝语与汉语对译的实际情况进行编

订，细则如下：

1.意译性名词术语需遵从原义，灵活表达

除特定需直译的专有名词外，当彝文古籍文献

词汇与汉语表达在意义上有着对应关系时，应采用

意译的方式将彝文古籍词汇译成汉语词汇，不拘泥

于彝文古籍词汇的结构及语序，根据其意义做到灵

活翻译，如“ꎞꒃꃢꌬ”译为“卸债惑鬼经”，“ꐂꊉꇅꃘꋦꌠ”

译为“瘸腿六手怪”，“ꌧꎮꎰꀠ”译为“索命鬼”，“ꐞꌺ”

译为“燃烧怪”等等。

2.音译性名词术语要基于国家标准普通话读音尽量

原音对译

因彝语和汉语的音位系统和音位组合关系不

同，所以在进行彝文古籍文献术语翻译时，首先要

考虑两种语言音位系统的对译问题。

从声母来看，现代汉语声母由 21个辅音声母与

1个零声母组成。现代彝语声母有 43个，其数量远

远大于现代汉语的声母数量，再加上现代彝语声母

中有舌根音、喉音以及清化鼻音等特殊发音部位与

发音方法，这就造成了现代彝语声母与现代汉语声

母无法实现一一对应。因此，在声母的对译上，参

照《彝文规范方案》中，“汉语借词应尽量用与汉语

普通话语音相当的字书写”这一条规定，将现代彝

语声母与有相同或相近发音部位以及发音方法的

现代汉语声母相对应，依据实际情况，参考上述总

则，选择最恰当的汉字来实现对译。具体对应情况

如表1所示。

从韵母来看，现代汉语韵母共 39个，按结构、韵

尾以及开头元音发音口形可分为多种类型。现代

彝语韵母共 10个，分别是 i、ie、a、uo、o、e、u、ur、y、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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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发音时的舌位高低前后以及唇形圆展都与现代

汉语韵母的发音状态基本一致，但现代彝语韵母在

发音时根据声带的松紧又可分为松元音（i、o、e、u、
y）和紧元音（ie、a、uo、ur、yr）的对立，因此，在进行彝

汉术语对译时，要注意一个彝语韵母可以灵活对应

多个汉语韵母，如：i→i\ü\ei\in\ing，具体对应情况如

表2所示。

从声调来看，现代汉语普通话有四个调，即阴

平（55）、阳平调（35）、上声（214）、去声（51）。现代

彝语也有四个调，即高平调（55）、次高调（34）、中平

调（33）、低降调（21）。从调值来看，只有彝语的高

平调（55）与汉语的阴平调（55）相等，其余在汉语中

都没有相当的调值和调类。因此，按照现代彝语声

调与现代汉语声调对应的曲直规律来看，可以将彝

语的高平调（55）与汉语的阴平（55）相借，将彝语的

低降调（21）与汉语的去声（51）相借，彝语次高调

（34）根据实际需要与汉语上声（214）或阳平（35）相

借，彝语中平调（33）根据实际需要与汉语阳平（35）

或阴平（55）相借。具体对应情况如表3所示。

彝汉两种语言词汇术语的互相转写，除了少部

分有对等词（字）以外，大部分都需要近音转写，这

往往会附加转写者的很多主观因素。为使用规范

和统一标准，特制定“汉彝音译声母对应表”“汉彝

音译韵母对应表”以及“汉彝音译声调对应表”供彝

文古籍文献术语对译参考。

3.人名、神名、地名等尽量采用和原读音相一致的

汉字

在对译古籍中的人名、神名、地名时，应遵从一

个彝语读音要与一个汉字相对应的原则，尽量选取

和原读音相一致的汉字，避免在彝族社会产生误解

与使用偏差。若无与原读音一致的汉字，则应根据

谐音对应汉字的方法，选择读音相近的汉字对译，

同时还要使用不同的汉字对彝语读音相近的音节

做出细微的辨别，如：“ꇤꒆꉘꁌꁧ（ka33ʑu-33ho33phu33bo33）”译

为“甘约伙普山”，“ꁠꐤꒈꀑꁧ（ba33dʑo34ʑɿ34o33bo33）”译为

“巴久以俄山”等等。

4.保留彝文古籍术语中特有的性别用词（字)
如“ 惹 ”“ 嫫 ”“ 妮 ”等 ，“ ꊨ ꊫ ꅪ ꎔ（tsɿ55 tsɿ21

n̥i33ndʐa55）”为彝族女性题材文献，故选用“姿子妮

乍”作为其汉译形式，而不选用“姿子尼乍”。

5.尽量少用或不用音译外国人名中的常用汉字

在对彝文古籍术语进行汉译转写时，要遵从彝

族本民族文化特征，继承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尽

量避免选择让人产生异域文化特征臆想的词（字），

如“石一”与“矢野”等。

除上述总则与细则外，还有一点另需说明：在

前期对大量词条数据进行整理、分析与翻译的过程

中，暂未发现各项总则与各项细则相冲突的情况，

若后续彝文古籍文献术语研究工作中出现总则与

细则冲突的情况，建议采取“细则优先，总则辅助”

的处理方式，即在符合细则已做出规定的情况下，

优先适用细则，并结合总则辅助调整翻译后的术

语；在细则无规定的情况下，术语翻译要以总则

为主。

表1 汉彝音译声母对应表

彝语声母彝语声母

b\bb\mb
p

m\hm
f

d\dd\nd
t

n\hn\ny
l\hl

g\gg\mg\ng
k
h\hx
j\jj\nj

汉语声母汉语声母

b
p
m
f
d
t
n
l
g
k
h
j

彝语声母彝语声母

q
x

zh\rr\nr
ch
sh
r\ss
z\zz\nz
c
s
y
v\w

汉语声母汉语声母

q
x
zh
ch
shi
r
z
c
s
y
w

表2 汉彝音译韵母对应表

彝语韵母彝语韵母

i
ie
a
uo
o

汉语韵母汉语韵母

i\ü\ei\in\ing
ie

a\an\ang
uo\ao

o\ou\iu\eng

彝语韵母彝语韵母

e
u
ur
y \yr

汉语韵母汉语韵母

e\ai\en\ün\eng
u\ui\üe\un

u
r

表3 汉彝音译声调对应表

彝语声调彝语声调

55（高平调 t）
34（次高调 x）
33（中平调）

21（低降调p）

汉语声调汉语声调

55（阴平）

214（上声）\35（阳平）

35（阳平）\55（阴平）

51（去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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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彝文古籍文献术语标准化数据库建设

古籍文献标准化中的术语问题，就是专业领域

内的概念标准化问题。这是古籍信息化处理的首

要工作之一。随着彝文文献信息化处理的发展，彝

文古籍文献中彝文与汉字的双语术语转换需求也

越来越大，双语术语转换技术在语言自动处理、机

器翻译、跨语言信息检索等领域都有重要应用，而

双语术语转换首先需要建立庞大的术语数据库。

彝文古籍文献术语标准化工作除制定标准化术语

编订原则外，也需要建立彝文古籍文献术语标准化

数据库，以便于日后对彝文古籍文献做进一步地研

究与应用。

（一）数据来源与数据整理

彝文古籍文献术语的数据获取主要有两种途

径：一是由专业语言工作机构提供；二是人工采录。

在前期的彝文古籍文献术语收集整理工作中，共采

集到彝文古籍文献术语词条 1 110项，其中凉山州

语委提供了“部分彝文典籍词汇汉译资料”共 530项
词条，同时，从经典彝文古籍如《西南彝志》等文献

中人工采录得到彝文古籍文献术语词条 580项。将

采集到的词条数据进行整理、分析与归纳，根据词

频保留较高频名词性术语词条，剔除重复词条项，

整合归并同义词条（如“ꀊꈜꉻꀑ”“ꀊꈜꉻꉘ”归并为“ꀊꈜ

ꉻꀑ，阿嘎伙俄”），同时对词条进行彝文注音与国际

音标注音，并根据上述彝文古籍文献术语标准化各

项原则确定其唯一的汉译形式。通过对词条数据

进行处理，最后共获得 655项有效词条，用于彝文古

籍文献术语标准化数据库建设。

（二）数据库建设流程概述

彝文古籍文献术语标准化数据库采用MySQL
进行建设，其具有体积小、速度快、成本低、开放源

码等特点。通过Navicat Premium 12工具对MySQL
数据库进行连接与管理，创建彝文古籍文献术语数

据库 IT术语对照表，表格中主要包括“彝文 id”“彝

文”“彝文注音”“国际音标”“汉译”以及“其他”六

项，如表 4所示。将搜集到的 655条有效术语词条

按类别导入MySQL数据表中（图 1），完成数据的导

入与储存。随后根据目标需求进行双语术语的添

加、修改、删除、查找和浏览等操作。

因网页文件本身是一种文本文件，所以在数据

库建设过程中通过HTML超文本标记语言中的一系

列标签来制作可以说明文字、图形、声音、表格、链

接等的HTML文档，再通过Web浏览器读取HTML
文档，从而创建前端页面，以此实现网页显示的

功能。

其次，通过构建 SSM框架作为后端进行开发，

实现对前端页面操作的响应功能。SSM框架是通过

使用 Spring架构实现业务对象管理、Spring MVC架

构负责请求的转发和视图管理以及Mybatis架构作

为数据对象的持久化引擎来搭建的。构建的 SSM
框架包括四层，分别为Dao层、Service层、Controller
层和View层，其中Dao层负责与数据库进行联络任

务的封装，完成 Service层提交的数据库操作，如增、

删、改、查等；Service层负责业务模块的逻辑应用设

计，将复杂的业务拆分为多个细粒度的Dao层操作，

调用Dao层获取数据然后封装为结果；Controller层
负责具体业务模块流程的控制，通过接收表单请

求，将请求划分为细粒度业务，再调用相应 Service
完成业务；View层和控制层紧密结合，负责前台 JSP
页面的显示，如显示返回的数据、页面提示与返

回等。

最后，点击搜索按钮后，搜索框里的内容会在

SSM中与数据库进行连接查询，并返回查询值，由此

实现彝文术语与汉译形式的查询功能（图 2）。本数

据库支持彝汉双语查询，同时显示对应的彝文注音

与国际音标注音，受众范围广，可以满足用户的不

同检索需求，极大地便利了彝文古籍文献的学习与

研究。

表4 彝文古籍文献术语数据库 IT术语对照表

名称名称

id
yiwen

phoneticNotation
intPhonAlphabet
translation
comment

类型类型

int(11)
Char
text
text
text
text

主键主键

yes
no
no
no
no
no

外键外键

no
no
no
no
no
no

备注备注

彝文 id
彝文

注音

国际音标

汉译

其他

图1 MySQL的图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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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彝文古籍文献术语标准化数据库查询界面

六、结语

构建彝文古籍文献术语标准化数据库，可为彝

文古籍文献术语标准和规范的制定提供翔实的数

据参考，有利于协调、规范和统一彝文古籍的数字

化管理。同时，基于彝文古籍术语标准化数据库的

建设，可以进行彝文古籍文献标准术语翻译软件的

开发，这对于彝文古籍的保护、开发与利用和彝族

文化的研究与传播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彝文古

籍文献术语标准化数据库的建立也将大幅提高学

者的研究效率，对彝族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有着重

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大量实践与探索的基础上，基于

彝文文献数字信息化处理的研究背景，结合文献

学、文学、语言学、民族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

领域的研究方法，得出了彝文古籍文献术语标准化

的具体原则。基于此建立的彝文古籍文献术语标

准化数据库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创新成果，在后

续的研究工作中对彝学研究、文献著录信息化以及

彝文古籍文献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有着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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