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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甲骨文金文和纳西东巴文是不同民族的古老文字，考察二者在如何用表意的方法创

造表示声音的字、在古老的文献中写一个字要同时读几次的情况及两种文字竖向和横向延展书

写形式等方面的异同，有助于促进文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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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骨文金文和纳西东巴文都是很古老的

文字，东巴文面貌更原始一些，而甲骨文金文

文字制度更完善一些，研究历史更长，理论和

成果也更丰富一些。将二者进行比较，对于

双方的研究都有促进作用。本文是笔者平时

读书的三则札记，公诸同好，请予批评指正。

一、用表意法表音

声音无形可象，最难表 现。象 声 字“啊、
呀、哗啦”之类，应该是假借、形声产生以后才

想到的办法，造字之初，先民们可能为此而冥

思苦想，焦头烂额。
笔者１９５７年反右后随母亲下放农村，在

重庆北碚乡下一小学读书。一日，一大龄顽

童在黑板上写了一个“丼”字，问老师怎么读，
老师一时语塞，该童笑曰：“这个字都读不来，
读ｄｕｒ２１４呀，石 头 丢 在 井 头，不 是ｄｕｒ２１４吗！”
引来全班一阵哄笑。

后来笔者才知道此字出自古书，为“井”
之本字，到《集韵》才载有表示声音的用法：

《说文·井 部》：“丼，八 家 一 井，象 构 韩

形。· ，瓮之象也。”
《集韵·感韵》：“丼，投物井中声。都 感

切。”
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中解释“泵”

字时说：“有人认为‘泵’字所以这样造，是因

为大 石 掉 在 水 上 的 声 音 跟ｐｕｍｐ的 发 音 相

似。按照这种说法，‘泵’的字形是用会意的

方法来表 音 的，‘泵’应 该 看 作 三 书① 所 不 能

包括的一种特殊表音字。”［１］１３０“丼”也应该是

这种特殊的表音字。
甲骨文和东巴文中也有几个这样的表音

字，大致可以分成两类。
（一）在发音的人或动物的头部加上表示

声音的符号

先说甲骨文金文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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羋 ，《说 文·羊 部》：“芈，羊 鸣 也，
从羊象声气上出，与牟同意。”王筠称“牟芈”
为“以 会 意 定 指 事”，说：“牟 芈 皆 事，无 形 可

象，故以牛羊会其意，而上半象其声。声乃事

也，故为指事。”［２］３２牟 见于《说文·牛 部》：
“牟，牛鸣也，从牛象其声气从口出。”

彭 ，《说 文·壴 部》：“彭，鼓 声

也，从壴，彡声。”郭沫若说：“鼓音为彭，彭于

骨文竟有 作 、 诸 形 者，即 以 点 画 为 音 符

也。”［３］９６

再看东巴文中的情况。

?ε５５“啊！”之声音也。画发此音时

口舌之形状。此字极常见，经典开始常有此

音［４］序号５９７。

?ε１３一 种 声 音 也，较 上 音 低 而 略

升，语词中用之。画法与上一字同，而以露齿

表示此音读时须见齿牙之意［４］序号５９８。

ｐｈε５１“呸”也，象 人 曰“呸！”之 形，
以意象画之如此，“多巴”逐鬼去常用此字，与

同［４］序号２８３。
东巴文 有 很 多 表 示 言 语 动 作 的 字，如：

说、 喊、 笑，但 这 些 字 表 示 的 是 动

作，而不是动作发出的声音。

（二）通过描摹动作来表示这种动作发出

的声音

霍，甲 骨 文 （合 ３６７８４）、 （合

３６７７９）、 （合１０９８９），金文 （叔男父匜，集

成１０２７０）、 （霍 鼎，集 成２４１３）。《说 文·
雔部》：“靃，飞声也，雨而双飞者，其声靃然。”

甲金文“霍”用作地名和人名（见图１、图

２）：
癸丑卜，在霍贞，王旬亡祸？（合３６７８０）
霍作己 公 宝 鼎，其 万 年 用。（霍 鼎，《集

成》２４１３）

　　图１　合３６７８０　　　　　　图２　霍鼎

“霍”《说文》段注：“此字之本义也，引申

为挥霍。”王筠《说文句读》：“言雙者，字从雔

也，实是群鸟飞声。”《玉篇·雨部》：“霍，鸟飞

急 疾 貌 也，挥 霍 也。”现 存 文 献 中 还 未 找 到

“霍”用作飞声的用例。但鸟在雨中，很难会

疾速 之 意；雨 而 群 飞，其 声 霍 霍，合 于 情 理。
段注认为“飞声”是本义，引申为“挥霍（疾速

貌）”，应该是对的。
东 巴 文： ｔｓｈ１１ 热 铁 见 水 之 声 音

也［４］序号１５７１。
东巴经中打铁作：

　　图３　全集６４．２９①　　　图４　全集６２．２９３

从图３、图４中可见， 确实像钳子夹

铁之形，至 于 说 表 示 将 热 铁 伸 入 水 中 发 出

ｔｓｈ１１呲的声音，那我们只能佩服纳西先民丰

富的 想 象 力 了。目 前 我 们 还 没 有 找 到

ｔｓｈ１１在经书中的具体出处，但李霖灿先生的

著作向来比较严谨，此字的音义应该是没有

问题的。
第二类比第一类更有意思，可惜例 子 太

少，还有待我们继续寻觅。

１８０

① “全集６４·２９”表示见于《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第６４卷２９页，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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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字数读

裘锡圭先生《甲骨文字考释（八篇）》中，
有一篇为《甲骨文中重文和合文重复偏旁的

省略》，其中“重文的省略”指“一种比较原始

的省略重文的方法，那就是不加任何记号直

接将重文省去。也就是说，直接让一个字顶

同样的两个字用”［５］。裘先生举的例子可以

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一字读作音义相同的两字而且两字

相连

如（图５、图６）：

　 　图５　合１９８３４（局部）　　图６　合３２５０４

丁卯卜，延，册通大戊辰？（合１９８３４）
辛卯卜，侑祖乙未？用。（合３２５０４）
甲骨文中时间词后置之例常见，如“辛未

卜，酒来 登 祖 乙，乙 亥？（合３２５３４）”根 据 这

一条例，上 面 两 例 后 半 应 读 作“大 戊，戊 辰”
“祖乙，乙未”。“戊、乙”都读了两次，两次音

义相同。
（二）一字读作音义不同的两字，两字相连

如（图７）：

图７　合２１６６１（局部）

戊寅，子（）卜，丁归在师人？（右）

戊寅，子（）卜，丁归在川人？（中）

癸 巳（ ）卜，于 月 侑 吢？（左）（合

２１６６１）

此片有三条卜辞，前两条“戊寅 卜”，因

为“戊寅”干 支 俱 全，“ 子”和“ 寅”大 不 相

同，所以 分 开 读， 为 贞 人 名。第 三 条“癸

卜”，因“ ”在 甲 骨 文 中 既 读“子”，又 可 假 借

作“巳”，所以多读作“癸巳卜”，这样贞人“子”

就没有了。正 如 裘 先 生 指 出 的，“ ”在 此 既

读“巳”，又读“子”，应该读作“癸巳，子卜”，犹

如商代金文《小子 卣》（集成５４１７）的“乙子

＝令”读作“乙巳，子令”一样。此例“子”一读

本字“子”，一读假借字“巳”。
（三）一字读作音义相同的两字，两字不

相连

如（图８）：

图８　合３３３２７

辛卯卜，侑妣壬、癸小羊宀？（合３３３２７）
此例应读作“侑妣壬、妣癸”，两个“妣”字

音义相同，但不相连。
东巴经 中 一 字 数 读 的 情 况 非 常 多，“数

读”不限于二，而且情况比较复杂。如：

图９　《白蝙蝠取经记》６４、７９节

２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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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是《白 蝙 蝠 取 经 记》６４、７９节①的 两

个片段，左图 是骨头、 是肩胛骨，中

间的 ｐｈｒ２１是 解 开，借 作 白，读 作 白 色 的

骨头、白色的肩胛骨， ｐｈｒ２１白读了两次。

右图 像碗表示吃， 像杯中有水表

示喝， ｐ３３是艾蒿，借作ｐ５５来由、产生，
意思是吃的来由、喝的来由都从这里产生了，一
个 艾蒿借作ｐ５５来由、产生读了３次。

两图 中 、 摆 在 有 关 系 的 两 个 字

的中间，与两字呈顾盼之势，有提示要读多次

的作用。

图１０②

图１０是《祭拉姆道场》中的一个片段，各

字 为： 天、 地、 日、 月、
星、 彗星（或笼统译为辰）、 解

开假借作白。全句意为：出现了白天、白 地、
白日、白月、白星、白辰。句中“白”读了６次，
但 只写了１次。

图１１　《让驮灾母马丢弃灾难》（全集３２·１５５）

图１１下 栏 第 一 格 第 二 行 起，各 字 是：

云、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稻子假借作百、 千、 星星用作万、

天 假 借 作 千 万、 鸭 假 借 作 亿、

做假借作状语助词，连同下一格的马等字，意
为：要把一朵云、两朵云、三朵云、四朵云、五

朵云、六朵云、七朵云、八朵云、九朵云、十朵

云，一百、一千、一万、一千万、一亿朵云驮在

母马身 上 丢 弃。其 中 云 读 了１０次。
在此经下文，相同的句式还用于“风、木、火、
铁、水、土、病、秽、常驻者”，也是将这些字读

了１０次，这说明这种“以一当十”的例子并不

仅此一例。
东巴文“一字数读”的音义关系有以下几

种。

１）数读音义相同

例见上文，不赘举。

２）一读本义，一读假借义

图１２　全集７．３６

图１２这段话的意义是：脚 痛 手 疼，就 放

佛掌参。各字是： ｋｈ３３脚， ｌａ２１

手， 、 ｔｈｒ３３药水。 ｏ３３哥巴文、

ｂｖ２１匍匐、 ｐａ３３蛙，三字连读作ｏ３３ｂｖ３３ｌａ２１

ｐａ５５佛掌参。读音是：

　
ｋｈ３３ｇｕ２１ｌａ２１　ｇｕ２１　ｍｅ３３

脚　疼　手　痛　么

　
ｏ３３ｂｖ３３ｌａ２１ｐａ５５ｔｈｒ５５ｌｅ３３ｋｈ５５

　佛掌参　　药　　又　放

可以看出， ｋｈ３３脚 除 了 读 脚，还

假借作ｋｈ５５放； ｌａ２１手除了读手，还假

借作佛掌参的第三音节ｌａ２１。

３８０

①
②

见傅懋勣《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上下册，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１９８１、１９８４年版。
丽江东巴文化研究室《祭拉姆道场》，１９８１年１０月油印本，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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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一读本义，一读借形义

图１３　全集７．２８

借形义是借形字的意 义。所 谓 借 形 字，
是指借一个字去表示另一个意义上有联系而

语音无 同 源 关 系 的 词。如 借 ｔｓｅ５５　ｂｅ３３

斧头表示ｕ２１铁，借 ｂａ２１花表示ｚｉ　３３美。图

１３中 是ｕａ２１玉、松石，又借形读作ｈ２１

绿，此处 读 作ｕａ２１ｈ２１绿 松 石，是 将 作

为名词ｕａ２１玉和形容词ｈ２１绿各读了一次。

岩 羊， 海 子， 桶 假 借 作 到，
哥巴文表方位词里。图１３句意为：绿玉

岩羊来到海里。

图１４　全集７６．３３

图１４中 是ｈ２１金，又借形作?２１黄，

此处 读 作ｈ３３?２１黄 金。 是ｐａ３３蛙，

是ｔｓｈｏ３３跳。合起来读作黄金大蛙跳。

图１５　全集７．１８

图１５中 是ｍｉ２１眼睛，此处还要借形

读作ｌｙ２１看。 ｔｈａ５５塔，假借作ｔｈａ５５锐利。

两字读ｍｉ２１ｔｈａ５５ｌｙ２１锐眼一看， 作名词和

动词各读了一次。
东巴文一字数读的实际情况比上述还要

复杂，而且性质不同。它和甲骨文的区别在

于，它不是重文的省略，而是本来就没有把字

完全写出。完全写出的不是没有，但很少，不
完全写出才是常态。

东巴文 一 字 数 读 的 特 点 与 其 图 画 性 有

关。东巴文在书写时往往不成线性排列，而

按事理 作 图 画 式 排 列。如“出 现 了 白 天、白

地、白日、白月、白星、白辰”，天写在上，地写

在下，日月星辰写在天地之间，如果按实际读

音将６个 （白）都写出来，肯定十分繁杂。
而这些内容是东巴烂熟于胸的，一看即知，写
一个 （白）大 家 公 用 则 显 得 精 炼 紧 凑 些。
这可能是东巴们乐于采用一字数读的办法写

经的原因。

三、字形的纵横延展

甲骨文形体的特点之一是结体颀 长，总

体来说呈竖长方形，正方形和扁方形的字不

多。如下面两片（见图１６、图１７），除加白点

的字之外，都呈竖长方形：

　　　图１６　合５４２　　　图１７　合７２３９

按理说，龟甲和兽骨有较宽的版面，甲骨

文也可以横向发展，为什么会形成竖行直下

的行款和竖长的体态呢？有学者认为，这应

和竹简的使用有关。古人在书写竹简时，应

是左手执简，一端顶着自己的胸腹部，右手执

笔书写，自然直行向下。空白简在左，写完的

简往右搁，按序编排，自然形成了提行向左的

格式①。

４８０

① 钱存训《书于竹帛》（第四次增订本）１６２页、劳榦《后 序》１６７页，上 海 书 店 出 版 社，２００２年。游 顺 钊《古 汉 字 书 写 纵 向

成因》，《中国语文》１９９２年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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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竹简细长，宽度有限，而长度比较自

由，自然容易形成竖长的形状。因为宽度的

限制，一些较宽的动物字被竖立成四脚腾空

形，人卧形被改作站立形，如（图１８）：

图１８

到了汉简中，字形的纵向延展更加突出，
有的字达到了很夸张的程度。如居延汉简（见
图１９）中的“年”（左５）和“之”字（左３、４）：

图１９　居延汉简甲编１．２

东巴文 恰 好 相 反。其 页 面 一 般 为１０×
３０ｃｍ，横置，并横分为三栏，这样字的纵向延

展受到限制，而横向延展则比较自由，因此动

物字往往取扁方形，其脚也不必侧向。如（图

２０、图２１）：

图２０　全集１３．１４１

图２１

有的东巴文字横向绵延，牵得很远，比汉

简还要夸张。如（图２２）：

图２２　全集１４．３４６

该小节的意思是：将神山、神树、神海、天
梯的福泽拴到主人家身上（从左向右）。ｔｒ５５

拴只读 了 一 次，但 写 作 ，跨

越了整个 小 节。还 有 更 夸 张 的 例 子（图２３、
图２４）：

图２３　全集１４．２７

图２４　全集１４．２８

文中上页图２３第一栏的意思是：在北方

修了一 座 （金 桥），开 了 一 条 ３３（金

路），上面走某神、某神，千万个神，下面压某

鬼、某鬼，千 万 个 鬼。３３路 只 读 了 一 次，但

为了适应上面罗列神名，下面罗列鬼名的需

要，将路字延长到了页面的尽头。同页第三

栏与第一栏格式相同，意思是：在天地中央修

５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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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座白海螺桥，开了一条白海螺路，上面走

人，下面压 鬼，３３（路）也 只 读 了 一 次，但 因

为鬼名太多，字形一直延伸到下一页（图２４）
的第二栏才打住。谢天谢地，鬼名没有无限

多。有意思的是，因为人少鬼多，人种名在第

一页已经写完了，第二页只好在路上面写一

些 脚，表示压鬼，而且加了很多 桥，但
不读出，大概是表现路途的遥远和艰难吧。

当然，东巴文的这种牵连延展与其 图 画

性有关，但其页面横置，是造成其横向扩展的

前提条件。

［本文为作者提交重庆市语言学会第十

一届年会（２０１７年１２月·重庆师范大学）的

论文，此次发表有删节。———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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