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语】　本期栏目主题为“纳西东巴经的语言研究”。
“东巴”ｔｏ３３ｂａ２１是我国纳西族对民间原始宗教祭司的称呼，这种原始宗教及所用的经书、

文字因此被称为“东巴教”“东巴经”和“东巴文”。东巴经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主要载体，其内

容涉及纳西族古代社会的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宗教、哲学、民族、民俗、文学、艺术、天文、历

法、农业、畜牧、医药等领域，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瑰宝。
现在，对纳西东巴文化的研究，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成果十分丰富。但相对于 历 史、文

化、文学、文献、文字等方面的研究，对东巴经所记录的语言的研究还十分薄弱。与现代纳西语

相比，东巴经语言保留了很多古音古语古义和古代文化，用现代纳西语和现代人的体验已很难

解释。为了推动对东巴经语言的研究，我们组织了这一组论文。
东巴文形态比较原始，文字制度还不够完善，字词关系比较复杂，文字异读现象比较普遍。

其中古今异读、方言异读、借词异读、构词异读学界研究较多，而经书中字写作Ａ，实际上读作

与Ａ意义相同或相近的Ｂ的同义换读还很少有人研究。与其他文字相比，东巴文的同义换读

更丰富多彩，更灵活多变，更有学术研究价值。喻遂生《纳西东巴文同义换读研究》对东巴文同

义换读的类别、使用、性质和学术价值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这对于认识东巴经文字和语言的关

系、正确解读经书、探索换读所蕴含的民族文化信息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其他民族古文字和普

通文字学理论研究也有参考价值。
对纳西文化的研究，最早是由１９世纪末到我国云南探险、传教、考察的外国人开启的，法

国学者巴克（Ｊａｃｑｕｅｓ　Ｂａｃｏｔ，１８９０－１９６７）是２０世 纪 早 期 西 方 纳 西 研 究 最 重 要 的 学 者。他 的

《么些研究》（１９１３年出版）分民族和宗教、语言和文字、历史和地理文献三部分。在第二部分

的纳西语词汇表中，用拉丁字母记录了８７１个纳西语词；在文字表中收录了东巴文和哥巴文单

字、字组６３９个。《么些研究》纳西语词的发音人是云南维西县叶枝土司的东巴，词汇表“书面

语”一栏的词汇均来自东巴经，《么些研究》的纳西语词汇和东巴经有密切的关系。我国汉文典

籍中记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材料很少，早期外国人记录的材料显得弥足珍贵。但巴克主要

是根据法语字母的发音来记录纳西语的，而且有的地方比较混乱，这成为我们现在使用该书的

一大障碍。木艳娟《巴克〈么些研究〉中纳西语词汇转写的规则与性质》对该书纳西语词汇的转

写方式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清理和剖析，这有助于读者对《么些研究》的使用，对整理利

用其他外国学者留下的民族语言材料，也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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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同义换读”，是指在文献中字写作Ａ，而实际上读作与Ａ意义相同或相近的Ｂ的语言文字现象。
所谓“意义相近”，应作比较宽泛的理解，有的词平时意义未必相近，但在一定的语境中也可以互换，也属

于同义换读。
早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沈兼士先生就指出，《说文》中的重文，前人多认为是“音义悉同形体变异”

的异体，实际上有一些是“义通换读”（沈文又称“义通换用”“义同换读”）。如《说文·糸部》：“续，连也。
从糸，卖声。赓，古文续，从庚贝。”“续”和“赓”读音不同，表示的词也不同，但都有连续义，《说文》就将

“赓”看作“续”的古文了。① 东巴文的同义换读比汉古文字数量更多，情况更复杂，也更丰富多彩，但这

个问题还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和深入研究。
东巴文同义换读研究，对于认识东巴经文字和语言的关系、正确解读经书、探索换读所蕴含的民族

文化信息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其他民族古文字和普通文字学理论研究也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拟对东

巴文同义换读的类别、使用、性质、学术价值等作一初步的研究，希望能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
东巴文同义换读按照换读语言单位的大小，可分为字词同义换读和语句同义换读两类，下面分两小

节举例。本文所举各例引自不同的东巴经译注著作，各书所用的纳西语音系不尽相同，本文一如其旧，
不作统一。选自《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以下简称《全集》）②的用例，用数码标明其出处，如“７．５”表

示第７卷第５页。
二、东巴文字词同义换读举例

东巴文字词同义换读的例子很多，下面按词类各举数例，换读前后跨词类的酌情归入其中的一类。
（一）名词

１．ｈｅ３３魂———ｕａ２１魂

此例见《全集》７．５《祭署·俺双金套姆和董若阿夸争斗的故事》。各字音义为： ｍ３３“天”。

ｈｅ２１“月亮”，假借作ｈｅ３３“魂”。 ｓ５５“家神”，象征家神的竹篓。 ｄｙ２１“地”。全句读作

ｕａ２１ｄｒ２１　ｍ３３ｌｅ３３　ｈ２１，ｓ２１ｄｒ２１ｄｙ２１ｌｅ３３　ｈ２１“惊 魂 窜 上 天，素 神 吓 入 地”， ｈｅ３３“魂”换 读 作ｕａ２１

“魂”。东巴文表“魂”的词有ｈｅ３３，常借 ｈｅ２１“月亮”表示；有ｕａ２１，常借 ｕａ２１“绿松石”表示；又连

用作复音词ｕａ２１ｈｅ３３ “魂”。本例写 ｈｅ２１读ｕａ２１“魂”，为同义换读。

２．ｄ２１时间、时代———ｚ３３世、代

此例见《全集》３５．３２９《退送是非灾祸·创世纪》。４个小节的译文是：（１）在很古的时候，在天地浑

浊的时代；（２）在阴神和阳神相互追逐的时代；（３）在树木会走路，裂石会说话的时代；（４）在土石颤动的

时代。４个小节中的“时代”，字作 ?ｈ２１“时间、时代”，但在第３、４小节中，东巴读作ｚ３３“世、代”，意义

基本相同，但是不同的词。东巴为何要将其中两个 ｄ２１读作ｚ３３，大概是觉得ｄ２１重复太多，想来一

点变化吧。
（二）方位词

１．ｋｈｏ５５中间———ｌｏ２１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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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例见《全集》７．６《祭署·俺双金套姆和董若阿夸争斗的故事》。各字音义为： ｋｈｏ３３“角”，假借

作ｋｈｏ５５“中间”。 ｕａ２１“绿松石”，假借作“潮湿、涝”。 ｄｉ　２１“水”，两字连读作ｕａ２１ｄｉ　２１“积

水”。 ｋｕ３３　ｍｕ２１“帽子”。 ｇ２１“上”。 ｔｈｖ２１“桶”，假借作ｔｈｖ３３“出来”。全句读作ｕａ３３

ｉ　２１ｓｖ５５ｌｏ２１ｋｕ３３　ｍｕ２１ｇ２１ｌｅ３３ｔｈｖ５５“从积水潭里把帽子捞出来”， ｋｈｏ５５“中间”换读作ｌｏ２１“里面”。同

页第２小节 ｂｉ　３３ｋｈｏ５５“森林中”， 仍读作ｋｈｏ５５“中”。

２．ｋｖ３３地方———ｋｈ５５旁边

此例见《全集》７６．６９《超度拉姆仪式·茨拉金姆传略》。各字音义为： ２１“悬崖”，从 崖， ２１

鸡省声。 ｙ３３野兽，假借作山崖名ｉ　３３ｙ５５“兴旭”的第二音节。 ｋｖ３３“蛋”，假借作“地方”。全句

读作ｉ　３３ｙ５５２１ｋｈ５５“兴旭崖边”， ｋｖ３３“地方”换读作ｋｈ５５“旁边”。
（三）动词

１．ｋｈ５５照射———ｌｙ１１看

此例见《么些经典译注九种·么些族挽歌·“苦凄苦寒”·卖寿买岁的故事》①。各字音义为： ｍｉ　５５

“女”，此换读作ｏ５５“我、自己”。 ｗɑ１１“绿松石”，假借作“影子”。 ｄｉ　１１水。 ｋｈ５５“射”，引申

为“映照、照射”，此字先后要读两次。经文各字的排列顺序是：我、 影子、 水、（ 照射）， 水、

影子、 照射、我，因此应该读作“我的影子映在水中，水中影子映在我脸上”，但后一句实际读音为

ｄｉ　１１　ｗɑ１１ｏ５５ｌｅ３３ｌｙ１１“水中的影子我又 见（ｌｅ３３又，ｌｙ１１看）”， “照 射”ｋｈ５５换 读 作“看”ｌｙ１１。有 意 思 的

是，李霖灿先生的译文是“照在她脸上”，说明李先生是按照字的本来意思而不是照和才东巴的读音来翻

译的。

２．ｉ５５给———ｄｚｉ　３３给、赠

此例见丽江石印本《崇搬图》１２４页②。全句读作ｔｓｈｅ１１ｌｕ３３ｋａ３３　ｍａ５５１１　ｍｅ３３ｄｚｉ　３３ｐｕ５５ｆ３３“且鲁构毛

赠送母鸡而去”。其 中 为ｉ３３“烟 叶”，假 借 作ｉ５５“给、送”，但 此 处 换 读 作ｄｚｉ　３３，该 书 译 为“赠”。

ｄｚｉ　３３的“赠、送”义见于李霖灿先生《么些标音文字字典》：“ｄｚｉ　３３‘给予’（给鬼或神）”。③ｉ５５和ｄｚｉ　３３都有

“给”的意思，但对象的宽窄有区别，ｉ５５不分人和鬼神，ｄｚｉ　３３仅限于鬼神，“且 鲁 构 毛”为 神 名，故 可 换 读

作ｄｚｉ　３３。

３．ｔｈａ５５可以、能够———ｋｖ５５会

此例见丽江石印本《崇搬图》６２页，是纳西族传说中的始祖崇则利恩回答天帝的一段话：“（１）我是

玖高那补族，把三根脊骨一口吞但不会哽的族类；（２）三升炒面一口咽也不会呛的族类；（３）把江河装在

嘴里不觉得水多的族类；（４）把居那世陇神山放在肚里不觉其饱的族类。”每一小节中都有一个标音的哥

巴文 ｔｈａ５５，译文译作“会、觉得”。此字来源于 ｔｈａ５５“塔”，“塔”的异体作 ，再变即为 。 ｔｈａ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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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为“可以、能够”，为能愿动词。但在第一小节第二句 换读作ｋｖ５５“会”，虽也是能愿动词，但与ｔｈａ５５

不是一个词。
（四）形容词

１．ｇｕ２１病、痛———ｔｈｉ　２１痛

此例见《全集》７．６《祭署·俺双金套姆和董若阿夸争斗的故事》。各字音义为： ｉ　５５“日”，这里

指“白天”。 ｕａ３３“骨头”。 ｇｕ２１“谷 仓”，假 借 作“病、痛”。 ｈｕ２１“夜”。 ３３

“肉”，此处读作ｎａ５５３３“肌 肉”。 ｇｕ２１“谷 仓”，假 借 作“病、痛”。全 句 读 作ｉ　５５ｉ　３３ｕａ３３ｇ３３ｇｕ２１，

ｈｕ２１ｉ　３３　ｎａ５５３３ｔｈｉ　２１“白天骨头痛，夜晚肌肉疼”，第二个 ｇｕ２１“痛”换读作ｔｈｉ　２１“痛”。

２．ｒ３３明显———ｄ２１大

此例见《全集》７６．１１《超度拉姆仪式·拉姆的来历·迎接神灵》。各字音义为： ｕ３３ｐｈｕ５５“左边”。

ｐｈｒ２１“解开”，假 借 作“盘 神”。 ｒ３３“七”，假 借 作“明 显、显 著”。全 句 读 作ｕ３３　ｐｈｕ５５　ｐｈｒ２１

ｄｒ２１ｄ２１“左边盘神威力大”， ｒ３３“显著”换读作ｄ２１“大”。
（五）代词

１．ｄ２１一———?ｈ３３这

此例见《全集》３４．１８１《丽江县大东乡禳垛鬼大仪式规程》。本节为卷末跋语，译文为：“是住在展丹

村的音乌山麓处的东巴 祭 司 东 玉 才７８岁 这 年 写 的 啊。”最 后７字 音 义 为： ｒ３３ｔｓｈｒ２１“七 十”。

ｈｏ５５“八”。 “镰刀”，此读作 收 获ｋｈｖ３３，假 借 作ｋｈｖ５５“年、岁”，此 字 先 后 要 读 两 次。 ｄ２１“一”。

连读为ｒ３３ｔｓｈｒ２１ｈｏ５５ｋｈｖ５５?ｈ３３ｋｈｖ５５“７８岁的这年”，ｄ２１“一”换读作?ｈ３３“这”。
值得注意的是跋语中的“东玉才”，就是这本经书释读者和士诚东巴的法名，写经时间为１９８７年，地

点在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也就是说，这本经书的抄写和诵读为同人同时。因此和士诚东巴将“一年”读
作“这年”，应是东巴的一种习惯，而不是误认或口误。此类例又见于《全集》２６．５７ｄ３３ｄｚｅ２１“一册”换读

作?ｈ３３ｄｚｅ２１“这册”，６４．１９ｄ３３ｉ　３３“一天”换读作?ｈ３３ｉ　３３“这天”。

２．ｄ２１一———ｔｈ３３那

此例见《全集》３８．６１《退送是非灾祸·为优麻战神烧天香·消灭千千万万 的 鬼 怪》。各 字 音 义 为：

ｄ２１“大”，假借作“一”。 ３３“牛”。 “镰刀”，此读作“收获”ｋｈｖ３３，假借作ｋｈｖ５５“年、岁”，

此字先后要读两次。 ｌｕ３３ｔｓｈｒ２１“四十”。 ｇｖ３３“九”。 ｔｈ２１“饮”，像人饮水，借作ｔｈ３３“那”。全

句读作３３ｋｈｖ５５ｔｈ３３ｋｈｖ５５，ｌｕ３３ｔｓｈｒ２１ｇｖ３３ｋｈｖ５５ｔｈ３３ｋｈｖ５５“牛 年 那 年，４９岁 那 年”。前 一 句 ｄ２１

“一”换读作ｔｈ３３“那”。此类例又见于《全集》６８．１７７ｄ３３ｐｈａ２１“一方”读作ｔｈ３３ｐｈａ２１“那方”。

３．ｔｈ３３那———?ｈ３３这

此例见《全集》３３．１６８《禳垛鬼仪式·堵塞地缝·后卷》。后４字音义为： ｔｈ２１“饮”，像茶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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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中，假借作ｔｈ３３“那”。 “收 获”ｋｈｖ３３，假 借 作ｋｈｖ５５“年”。 ｐｒ５５“梳 子”，假 借 作“写”。

ｍｅ３３“雌阴”，假借作语气词。连读作?ｈ３３ｋｈｖ５５ｐｒ５５　ｍｅ３３“这年写的”， ｔｈ３３“那”换读作?ｈ３３“这”。
此类例又见于《全集》７．２７、２０．１２７、４０．３６、１００．３０５。

４．?ｈ３３这———ｔｈ３３那

此例见《全集》９７．１０３《看 卦 辞 之 书·时 占 属 相 占 月 占》。各 字 音 义 为： ?ｈｕａ５５ｔｓｈｒ２１“六 十”。

ｓ２１“三”。 “镰刀”，此读作收获ｋｈｖ３３，假借作ｋｈｖ５５岁。 ?ｈ３３“吊”，假借作“这”。 “镰

刀”，此读作“收获”ｋｈｖ３３，假借作ｋｈｖ５５“年”。 ｐｒ５５“梳子”，假借作“写”。全句读作?ｈｕａ５５ｔｓｈｒ２１ｓ２１

ｋｈｖ５５ｔｈ３３ｋｈｖ５５ｐｒ５５“６３岁那年写的”， ?ｈ３３“这”换读作ｔｈ３３“那”。此类例又见于该卷１０４页。
（六）数量词

１．ｉ　２１二———ｄ３３ｄｚ２１一双

此例见东巴经《剌母孟土》上卷１８４页。该书译文为：“像一对骏马，在草场上啃着青草。像一对牦

牛，怡然抵角嬉戏。像一对黄猪，在一起拱土寻食。”①按实际读音直译应为：“一对骏马啃草，一对牦牛

抵角，一对黄猪拱土。”三节中 都 有 ｉ　２１“二”字，意 为“两 只”，但 都 换 读 作 了ｄ３３ｄｚ２１“一 双”（ｄ３３

“一”，ｄｚ２１“双”）。后两图还特别写了两个牦牛和两个猪字，以强调是一对。

２．ｉ　２１二———ｄｚ３３ｄｚ２１成双

此例见东巴经《剌母孟土》上卷２１１页。该书 译 文 为：“带 上 弓 和 箭，带 上 成 双 金 镞 利 箭。”其 中

ｉ　２１“二”换读作ｄｚ３３ｄｚ２１“成双”。ｄｚ３３为“伴侣、朋友”，重叠后ｄｚ３３ｄｚ２１意为“结伴、成双”。

３．ｈｕ２１ｋｈｏ３３半夜———ｄ３３ｈｕ２１一夜

此例见《全集》７．３０《祭 署·蚩 堆 三 子 的 故 事》。各 字 音 义 为： ｍ３３“不”。 ｈ３３“牙

齿”，假借作ｈ２１“高兴”。 ｈｕ２１“夜晚”。 ｋｈｏ３３“角”，假借作“半”，两字连读作ｈｕ２１ｋｈｏ３３“半

夜、深夜”。 ｍ３３“不”。 ｉ　５５“卧、睡”。全句读作：３３ｋ２１ｄ３３　ｍ３３ｈ２１，ｄ３３ｈｕ２１ｋｈｏ３３　ｍ３３ｉ　５５

ｖ２１“丈夫不高兴，一夜睡不着”， ｈｕ２１ｋｈｏ３３“半夜”换读作ｄ３３ｈｕ２１“一夜”。半夜睡不着和一

夜睡不着都表示睡不着，故可同义换读。
（七）虚词

１．ｎ２１和———ｎｅ２１和

此例见《全集》７．３２《祭署·蚩堆三子的故事》。各字音义为： ｖ２１“署神”。 ｎ３３“心”，假借作

并列连词ｎ２１“和”。 ｌｖ２１“龙、龙 王”。 ｇ２１“上”，假 借 作ｇ３３“的”。 ｏ３３“骨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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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３３“裂纹”。 ｔｈｖ２１“桶”，假借作ｔｈｖ３３“出现”。全句读作：ｖ２１ｎｅ２１ｌｖ２１ｇ３３ｏ３３ｇ３３ｔｈｖ３３“署和龙的骨

纹出现”， ｎ２１“和”换读作ｎｅ２１“和”。ｎｅ２１“和”常假借 ｎｅ３３“苋米”来表示，ｎｅ２１、ｎ２１都是连词，但

ｎｅ２１更常用。

２．ｍ３３不———ｔｈɑ３３勿

此例见四川省木 里 县 依 吉 乡 甲 波 村 降 初 东 巴 的 经 书《抛 弃 久 督 替 身 木 偶 经》。各 字 的 音 义 为：

“人”，未读出。 ｌ２１“看”。 ｔｈɑ３３“塔”，假借作“勿、不要”。 “蛇在匣子中”，未读出。 ｍ３３“不”。

全句读作：ｈ３３ｔｈɑ３３ｐｈｏ３３，ｈ３３ｔｈɑ３３ｌ２１“别打开它，别看它”（ｈ３３“它”，ｐｈｏ３３“打开”）， ｍ３３“不”换

读作ｔｈɑ３３“勿、别”。
三、东巴文语句同义换读举例

（一）

此例见《全集》７６．４《超度拉姆仪式·拉姆的来历·迎接神灵》。各字的音义为： ｐｈｒ２１“解开”，

假借作“盘神”。 ｓ２１“禅神”。 ｋａ３３“好”，字符来自藏文。 ｔｈｉ　３３“刺”，两字连读假借作ｋａ３３

ｔｈｉ　３３“迎请”。 ｇａ３３“胜利神”，以旗帜示意，音译作“嘎神”。 ｕ２１“吾神”。 ｔｈｉ　３３“刺”，假借作ｋａ３３

ｔｈｉ　３３“迎请”的第二音节。 ｏ５５“沃神”。 ｈｅ２１“恒神”。 ｔｈｉ　３３“刺”，假借作ｋａ３３ｔｈｉ　３３“迎请”的第二

音节。以上本应读作：ｐｈｒ２１ｓ２１ｋａ３３ｔｈｉ　３３，ｇａ３３ｕ２１ｋａ３３ｔｈｉ　３３，ｏ５５ｈｅ２１ｋａ３３ｔｈｉ　３３，“迎 请 盘 神 禅 神，迎 请 嘎

神吾神，迎请沃神恒神”。ｋａ３３ｔｈｉ　３３“迎请”共用了３次，即 、、。但《全集》由分述改为总述，实

际读作：ｐｈｒ２１、ｓ２１、ｇａ３３、ｕ２１、ｏ５５、ｈｅ２１ｌｅ３３　ｋａ３３ｔｈｉ　３３“迎 请 盘 神、禅 神、嘎 神、吾 神、沃 神、恒 神”。ｋａ３３

ｔｈｉ　３３“迎请”只用了１次。这样后两个“请”字 、就成了未读出的字。

（二）

此例见《全集》６４．２０《超度能者·武器的来历》。各字的音义为： ｄ２１“能者”。 ｍｉ　３３“火”，假

借作ｍｉ　２１“名声”。 ｄ２１“一”。 ｔｈｖ２１“桶”，假借作量词ｔｈｖ３３“次”。 ｄ２１“大”，假借作ｄ３３

“得到”。 ?ｈｕ２１“珠 子”，假 借 作“快 捷”。 ｄ２１“一”。 ｔｈｖ２１“桶”，假 借 作 量 词ｔｈｖ３３“次”。

ｄ２１“大”，假借作ｄ３３“得到”。按照经书文字，应该读作ｄ２１　ｍｉ　２１ｄ３３ｔｈｖ３３ｄ３３，?ｈｕ２１　ｍｉ　２１ｄ３３

ｔｈｖ３３ｄ３３“一次获得了能者的名声，一次获得了快捷者的名声”。东巴的实际读音是ｄ２１　ｍｉ　２１?ｈｕ２１　ｍｉ　２１

ｄ３３ｔｈｖ３３ｄ３３“一次获得了能者和快捷者的名声”，将两句合成了一句。

（三）

此例见白地老东巴和志本先生所写的《烧天香经》。各字音义为： ｋｈｖ３３“收获”，假借作ｋｈｖ５５

“年、属相”。 ｋｖ３３“蛋”，假借作“头”。 ｆｖ５５“鼠”。 ｎ３３“心”，假借作主语助词。 ｕ５５“茅草，从

草”， ｕ２１“骰子声”，假借作ｕ３３“带领”。 ｓｒ３３“木”。 ｆｖ３３“锯子”，假借作ｆｖ５５“鼠”。 ｍｉ　３３

“火”。 “斧头”ｔｓｈｅ５５ｂｅ３３，此 读 为ｕ２１“铁”。 ｚｉ　２１“水”。 ３３“土”。全 句 读 为：ｋｈｖ５５　ｋｖ３３ｆｖ５５

ｎ３３ｕ３３，ｓｒ３３ｆｖ５５、ｍｉ　３３ｆｖ５５、ｕ２１ｆｖ５５、ｚｉ　２１ｆｖ５５、３３ｆｖ５５。意为：“属相之首由鼠带领：木鼠、火鼠、铁鼠、水

鼠、土鼠。”纳西族使用藏历，用金木水火土和十二生肖相配为六十，以此来纪年纪日，木鼠即甲子，火鼠

即丙子，铁鼠即庚子，土鼠即戊子，水鼠即壬子。据和继全先生说，这一段经文，如果时间较紧，也可以简

读为：ｆｖ５５ｋｈｖ５５ｕａ３３ｋｈｖ５５“５种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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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此例见《么些经典译注九种·么些族的洪水故事》，译文为：“日月眼色昏黄的事出现了，洛神色神生

气的事出现了。”①后一句各字的音义为： ｒｏ１１“洛神”， ｋｈａ３３“苦”，此处读作ｋｈｏ３３ｋｈａ３３“恶言”，两

字写作合文 ，表示洛神口出恶言。 ｓ１１“色神”， ｈｙ１１“红”，又读ｎｕ５５ｈｙ１１“多话”，两字写作合文

，表示色神口出怨言，但文中并未将ｎｖ５５ｈｙ１１“多话”读出来。 ｔｈｕ２１“桶”，假借作ｔｈｕ３３“出现”。
全句读作ｒｏ１１ｓ１１ｋｈｏ３３ｋｈａ３３ｔｈｕ３３ｌｅ３３ｔｓ１１“洛神色神生气的事也出现了”（ｌｅ３３“也”，ｔｓ１１“来”）。李霖灿

先生注释说：“最后的这一句也可分开译作：‘洛神生气起来了，色神恼恨起来了。’”“这最后的一句也可

以读作‘ｒｏ１１ｎ３３ｋｈｏ３３ｋｈａ３３ｔｈｕ３３ｌｅ３３ｔｓ１１，ｓ１１ｎ３３ｎｕ５５ｈｙ１１ｔｈｕ３３ｌｅ３３ｔｓ１１’。这样就可以把 的意思也

念出来了。”②

四、东巴文同义换读的性质

（一）同义换读是一种语用现象

我们在《纳西东巴字的异读和纳汉文字的比较研究》中讨论过东巴文的古今异读、方言异读、借词异

读、构词异读，就字词关系来看，几种异读性质并不完全一样。

古今异读，如 “太阳”，读ｉ　３３　ｍｅ３３，又读ｂｉ　３３，李霖灿先生《么些象形文字字典》注曰：“在经典常读

为ｂｉ　３３，盖古音也。”③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古音，并不是同一个词的古代读音。汉语“日”字上古音读ｉｅｔ，
中古音读?ｉｅｔ，近古音读?ｉ，现代音读，④各时代虽然读音有异，但它们之间有渊源关系，记录的是同一

个词，可称为同一个词的古音、今音。东巴文 的ｉ　３３　ｍｅ３３、ｂｉ　３３两读，尽管所指相同，但记录的不是同

一个词，ｂｉ　３３只是一个表示“太阳”的古词，而不是ｉ　３３　ｍｅ３３的古音。

方言异读，如 “石头”，丽江读ｌｖ３３，白地读ｒｖ３３，语音有对应关系，记录的是同一个词，但分属于

不同的语言系统，尽管不同方言是同一语言的子系统。

借词异读，如 “棺材”ｈ２１ｔａ５５，又音ｋｕ３３，后者为汉语“棺”的借词。借词借进来以后与本族语

词属于同一语言系统，所指也相同，但ｈ２１ｔａ５５和ｋｕ３３不是同一个词。

构词异读，如 “水牛”，读ｔｉ　５５，是单纯词；又读ｄｉ　２１３３，为定中式合成词，二者所指相同，但是

不同的词。又如 “富，富人”，读ｈ２１为形容词“富”，读ｉ　３３ｈ２１为名词“富人”，所指不同，也不是同一

个词。
简而言之，方言异读属于不同的语言系统，古今异读、借词异读、构词异读属于同一语言系统，但不

是同一个词，有的甚至所指都不相同。
同义换读就其同一字形有不同的读法来说，看作文字的异读似无不可，但同义换读与上述几种异读

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上述几种异读尽管不一定是同一个词，有的所指也不相同，但这些读音和意义，应

该说已固定在文字符号之上，为文字符号所固有。而同义换读是临时的，有很大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
联想的空间也很大，需要借助于一定的上下文、语境来提示和成全它；离开了上下文和语境，字就不能表

示换读的音义。同义换读属于语用的范畴，换读来的意义，还没有固定到文字上，所以，现行的几部东巴

文字典，都没有把换读来的意义编入字典。
（二）同义换读不是假借，不能用作语音演变研究的材料

同义换读涉及字词的换用，但同义换读不是假借，换读双方的语音不一定有音同音近的关系，不能

作为语音演变研究的材料。如《全集·祭署·蚩堆三子的故事》 ｌ５５“牛虱”用作ｌ５５“逃脱”（７．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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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４），这是同音假借；又读作ｐｈｕ２１“逃脱”（７．４４），ｌ５５“牛虱”和ｐｈｕ２１“逃脱”语音上很难找到什么关系。

ｌ５５“牛虱”读作ｐｈｕ２１“逃脱”，应该经过了 ｌ５５“牛虱”假借为ｌ５５“逃脱”，再由ｌ５５“逃脱”同义换

读作ｐｈｕ２１“逃脱”这样两个环节，但换读这个环节与假借无关。又如上文例 ｎ３３“心”假借作连词

ｎ２１“和”，而实际读作连词ｎｅ２１“和”，虽然ｎｅ２１、ｎ２１语音相近，但两个字换读不是音的借用，而是词的

同义换用。
（三）同义换读不是词义引申，不能用作词义演变研究的材料

同义换读的词都有同义或近义的关系，但不是词义的引申。因为词义引申是在一个词的范围内进

行的（尽管有的词后来可能分化成了几个词），而同义换读是在不同的词之间进行的。如《全集·祭署·

蚩堆三子的故事》中， ｋｈ３３“脚”用作ｋｈ５５“去”（７．２８），读音和意义都相关，是词义的引申。而

ｋｈ３３“脚”读作ｐｈｕ２１“逃”（７．４４），语音没有关系，是同义换读。又如 ｕａ２１“量粮”，像以升

斗装粮，又用作ｕａ２１“价钱、偿还”（７．３３），是词义引申。有时读作ｔｓｈｙ５５“偿还”（７．３３），读作ｂｅ３３“作”
（作命价，意为偿还命价，７．１１），这就是同义换读了。同义换读词的意义，可以作 为 词 群 意 义 研 究 的 材

料，不能作为词义演变研究的材料。
（四）同义换读在东巴文中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同义换读从语用的、表达的层面来推想，应该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试想相声、戏剧、影视中台词

脚本和实际演出中所说词语的关系，可能没有哪一个演员会死板地照本宣科，只要把要求的意思表达出

来就行了，这不是广义 的 同 义 换 读 吗？只 不 过 没 有 人 把 演 出 文 本 和 脚 本 从 同 义 换 读 的 角 度 进 行 比 较

罢了。
东巴文形态比较原始、文字制度还不够完善，大多没有逐词记录语言，这给东巴诵读时临场发挥留

下了很大的余地。东巴经都是口传文学，口传文学本身就有很大的弹性，东巴经又以抄本流传，没有汉

文献“石经”那样的定本，异文异读一般来说没有正异或正误之分，这使东巴文同义换读比汉字等更丰富

多彩，更灵活多变，更有研究价值。如 ｉ　２１“二”，除读作ｄ３３ｄｚ２１“一对”外，还可以读作ｉ　３３ｌｙ３３ｄ３３

ｄｚ２１“两颗一对”，①这可以叫作赘余式同义换读。上文语句同义换读的４例可以叫作省略式同义换读，

或总分式同义换读。东巴在做法事时，有时会根据主人家的情况，对经文作适当的调整，这里面可能有

同义换读，有的也可能佚出“同义”之外了。
（五）同义换读并不为东巴文所独有

同义换读并不是东巴文独有的现象。汉字的同义换读很早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沈兼士先生《吴著

经籍旧音辩证发墨》《汉字义读法之一例》《汉魏注音中义同换读例发凡》等文有很精辟的论述。② 裘锡

圭先生《文字学概要》把沈兼士的“义同换读”改为更通俗的“同义换读”，并论述了同义换读的性质和特

点，在学界影响广泛。③ 在汉语古文献解读和古文字研究中，学者们运用“同义换读”解决疑难问题收到

了很好的效果，如近年冯胜君、陈斯鹏、陈剑等学者对楚简中“沧、仓、苍”读为“寒、汗”的解读。④

王力先生说，在汉越语中，“‘辰’字，越南人总把它当作‘时’字用，连最著名的典籍如《大越史记》之

类亦所不免。越语里ｔｈｉ　２ 字当‘然则’讲，本该借用‘时’字，但一般也写作‘辰’”⑤。即在汉越语中“辰”

字可换读作同义的“时”，并以“时”的音ｔｈｉ　２ 假借作“然则”。
水书中借用的汉字地支字也有同义换读的现象，而且读法繁多，可以读成生肖、八卦，或地支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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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八卦的组合。如：“字符 对应的是地支‘子’，表示地支‘子’的意义，也可以换读成与之对应的生肖

‘鼠’的音［ｓｕ３］或八卦‘坎’的音［ｇｈａ：ｍ３］，甚或‘子鼠’［ｉ　３ｓｕ３］、‘鼠子’［ｓｕ３ｉ　３］或者‘子坎’［ｉ　３ｇｈａ：ｍ３］

等音。但即使变读成了‘鼠’或‘坎’的音，表达的意义仍是地支‘子’的意义。”①

五、东巴文同义换读的研究价值

（一）帮助正确认识东巴经的文、言关系

东巴经与汉古文献相比，情况比较特殊。汉古文献一般都逐词记录了语言，文和言比较一致。而东

巴经大都没有完全记录语词，没有记录的部分，靠东巴熟记在心，临时补出，而这临时补出的词语，不可

能每次都相同。加上东巴经主要是口传文学，没有严格的定本，只要意思大致不差即可，即使同一经书，
由于时代、地域、师承的差异，读出来也不完全相同。

东巴经的文、言关系，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说。一是使用层面，二是研究层面。纳西族东巴有一句谚

语：“我写我念，高山流水；人写我念，断锄缺犁。”②意思是念自己写的经书如高山流水般顺畅，念别人写

的经书像使用断锄缺犁一样磕磕碰碰。东巴在作法事时念的经书，大多是自己写的，③自写自念，文、言
应该是比较一致的。同时，在东巴实际作法念经时，一般也不会有人意识到同义换读的存在，因为听众

手中没有经书，不可能对照检查，也就不可能发现。例外的情况是，有的法事会有多个东巴参加，其他东

巴以及少数熟悉经书的村民，他们可能会听出某处读得有些不同，但他们也不会提出来。
学者研究用的东巴经文本，多由东巴读经、学者记音译注制作而成，包括东巴经原文、标音、译文等。

这种文本，除少数通过田野调查形成者一般是东巴自写自念的外，多数写读并非一人。这种情况是由特

殊的历史情况形成的，如《全集》所收的经书，绝大多数是１９５０年代丽江文博单位收集的前代写本，其中

民国时代居多，也有一些清代的，而读经是１９８０年代改革开放后由当时健在的东巴担任，很难做到写读

同人。④ 洛克曾说：“纳西象形文字只是帮助记忆的手段。……很少有东巴两次读的是完全相同的。有

时他们有相同意思的两个不同短语。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东巴面对另一个地区东巴所写的经书，他们

将会按照自己的父亲教给他们的那样去读，他们会想起自己经书当中与这本内容相同的一本，而不是按

照这本经书来读。换句话说，他将会通过记忆读自己家里的那一本经书，而不是眼前的这一本。”⑤也就

是说，写和读的东巴不同，会让东巴经的文、言差异更加明显。而研究东巴经语言文字的学者，将经书原

本与译注者的记音、译文一一对比，就比较容易发现经书文字和所读语言的差异，包括错字、衍文、脱漏、
用以帮助标音而重复的字，用以帮助表义而不读音的字，以及同义换读等等。可以说，同义换读是东巴

经中的常态，而且只是其文、言参差龃龉情况中的一种，研究者应有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
（二）帮助正确解读经书

了解同义换读，可以避免东巴文研究中的一些偏差。如将同义换读误判为假借。《么些经典译注九

种》中有将“二”读作“一对”的用例，而且李霖灿先生还将“二”的东巴文移写到“一”的音标上面，曾有人

据此判定“二ｉ　２１”假借为“一ｄ３３”，理由是此处“二”借用为“一”，殊不知同义换读跟语音异同根本就没

有关系。

又如将同义换读误判为东巴误写。《么些经典译注九种·么些族挽歌·“苦凄苦寒”·卖寿买岁的

故事》（２８９页）有一句：ｌａ１１ｎ３３ｓａ３３　ｍ３３ｂｉ　３３“手不搓麻线”，其中ｂｉ　３３“搓”，字写作 ｉ　３３“二”。李在其

先生的一篇译稿解释说：“搓，为何用 来发音呢？原来ｂｉ　３３ 字可能简画成 而造成的误会。”意思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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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搓”简化为 ，被东巴误认而写作了 ｉ　３３“二”。实际上ｉ　３３有“撕、搓”的意思，李霖灿先生在该书

２９４页释文就有：“ ｉ　３３二，借音作撕搓。”《纳西象形文字谱》８６１号“ ｍ５５ｉ　３３ｒ２１竹绳”，其中 ｍ５５

是“竹”，ｉ　３３是“搓、扭”，ｒ２１是“绳”，ｍ５５ｉ　３３ｒ２１即“竹扭的绳”。是读经东巴把 ｉ　３３“撕搓”换读作了

ｂｉ　３３“搓”，原书作 并没有错。
又如将同义换读视为东巴误读。黄思贤先生《纳西东巴文献用字研究》比较《崇搬图》和《古事纪》的

用字和音读深入细致，但把一些同义换读，包括上文《崇搬图》的两例，都看做是东巴“读音有误”①，这就

显得呆板拘泥，不符合东巴经的实情。
（三）启发对其丰富内涵的研究

东巴文同义换读应该有民族语言、文字、文化、心理、表达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哪些可以换读，为

什么要这样换读，东巴是有意还是无意，效果如何，时代、地域、派别差异如何等等，都值得研究。如指示

代词“这?ｈ３３”和“那ｔｈ３３”，按说有近指和远指的对立，但为什么会写“这?ｈ３３”读“那ｔｈ３３”，写“那

ｔｈ３３”读“这?ｈ３３”呢？在《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的很多地方，明明标音是ｔｈ３３（那），但下面的逐词

对译是“这”，全句译文也是“这”，数量很多，不可能是一时的误解，其中总有一定的道理。是词义在变

化，或是心理上指称的迁移，还是其他原因？孙堂茂《纳西汉英词典》将一般释作“这”的?ｈ３３释作：“这，
那（基本指示代词，使限定的人或物突出，限定的人或物与说话者的距离可远可近）。”②可以作为一说，
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文字学的研究，历来从字形、结构、字义、字音的角度研究得较多，对文字的使用研究得不够。王宁

先生倡导设立汉字字用学，指出：“汉字在使用过程中，随时发生着记录职能的变化。汉字字用学，就是

汉字学中探讨汉字使用职能变化规律的分科。”③李运富先生提出设立汉字语用学，并论述了建立的学

理依据、学科定义及主要内容。④ 东巴文也应该开展语用学的研究，同义换读是东巴文语用学的重要课

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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