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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纳西族在其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制了独特的象形文字，产生形成了卷帙浩繁的东巴经历史档案。

本文旨在展示纳西族东巴经历史档案珍贵的研究利用价值，更好地发掘、保护与开发利用这一历史文化遗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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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纳西族东巴经历史档案的产生、构成和保存现状 

纳西族早在汉晋时期就生息在雅砻江流域。隋末唐初，纳西族先民创造出古老的民族象

形文字。此后纳西族原有巫教在藏族本教的影响下，逐步形成、发展成自己的民族宗教——

东巴教，在 11 世纪中叶（宋仁宗时），东巴教中的杰出人物，广泛采集纳西族民间的各种古

老神话、传说、诗歌谣谚等，利用纳西族象形文字写经传教。经过历代东巴的共同努力，逐

步形成了系统的东巴经历史档案。 

东巴教是一种原始多神教，东巴教的经师称“东巴”，其所用于写经的纳西族象形文字

就被称为东巴文，这是一种类似图画的象形文字，称为“森究鲁究”（意即“木迹石迹”），

俗称“东巴特额”（意为东巴文字），约有 1300 多个。用东巴文写下的典籍，主要用于东巴

教做道场时朗诵之用，故称为东巴经。东巴经书一般用本地一种木本植物皮所制厚棉纸书写

订册而成，长约８-９寸，宽约２寸，经文从左至右横写，每页一般３行，每行约有两三个

直线分段，用锅底烟灰拌胆汁制成的墨及自己削修的竹笔书写。关于东巴经的定位问题学术

界有多种观点，一般认为是古籍文献。从档案学角度划分、东巴经是一种珍贵的手稿档案，

有显著原始性和权威性。东巴经书种类很多，按经书内容和实际用途可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 祭祀经书 

这是东巴在举行各种祭祀仪式时形成和使用的经卷，也是东巴经书中的大类。因为东巴

教具有浓厚宗教色彩，各种祭祀仪式很多，因而产生的祭祀经书体系庞大，数量十分丰富。

按其祭祀的对象和内容不同，又可分为： 

1、祭风经。又有：小祭风经、大祭风经、情死祭风经、恶亡祭风经和绝后祭风经等。 

2、祭天经。有祭天经（正月）和小祭天经（七月）。 

3、祭祖经。有祭祖经（冬月）和小祭祖经（六月）。 

4、祭神经。包括祭山神龙王经（小祭龙王经、大祭龙王经）、祭家神经（结婚时念）、

祭城隍经、祭谷神经、祭畜神经、祭猎神经、祭星神经、祭战神经、祭牛神经和祭村寨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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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等，种类繁多。 

（二） 丧葬经书（或叫超荐经书） 

这是东巴为死者举办丧事、进行超度时所使用的一种经书。丧葬经书的使用按死者身份、

地位的不同而各有差异，主要有：开丧经（开路）、什罗超荐经（限于东巴死后用之）、老姆

超荐经（限于东巴之妻死后用之）、男长寿者超荐经、女长寿者超荐经、官员超荐经、官娘

超荐经、武官超荐经、铁匠超荐经、夫妻（同年亡）超荐经、麻疯病人超荐经、偿还毒鬼欠

债经等。 

（三） 禳解经书 

纳西族常举行宗教仪式，来抵御和禳解妨碍人畜生存和发展、影响农作物和其它植物正

常生长的病害和灾难，在各种禳解活动中使用的经书有：除秽经（小除秽经和大除秽经）、

消灾经（小消灾经和大消灾经）、抵天灾经、退口舌是非经、祭瘟神经、赶恶鬼经、赶火鬼

经、赶不育鬼经、打秽鬼经、送倒霉鬼经、截死门经等。 

（四） 占卜经书 

这是纳西族先民在预卜吉凶祸福活动中使用的经书。这类经书种类繁多，约有四五十种，

主要有巴格卜课（用于推算阴阳五行、四方四隅、八卦、干支等）、算六十甲子书、看左拉

卜书、占灸胛卜书、占贝卜书、占人卜书等几种类型。 

（五）舞蹈、画册及音乐类文献 

1、东巴舞谱。东巴教的舞蹈是一种宗教舞蹈，也是纳西族的传统古典舞。东巴舞蹈反

映了纳西族人民的生活剪影，保留了民间舞蹈的精华，且造型鲜明，气氛庄重，有很高的艺

术欣赏价值。东巴在《舞蹈教程》、《舞谱的来历》等经书中，用图、文兼有的东巴文记下了

纳西古乐舞蹈的类别及跳法。舞谱自成体系，以图画象形文字与符号标记，对舞蹈的姿势、

动律、场位、路线、特殊造型（动作）、技巧和乐舞器用法等都作了细致的描述，是国内少

数民族中极其罕见的舞蹈专著，有极高的开发利用价值。此外，在其他一些东巴经书中，如

《神路图》等也经常插画有各种场合下的舞蹈情景，对研究纳西族东巴古舞也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 

2、东巴画册。东巴画是纳西族古绘画中一种最原始最有代表性的宗教绘画艺术，东巴

画种类繁多，每一幅画就是一个或几个动人故事的演绎，按其形式的不同可划分为以下几种

类型： 

竹笔画。主要用于东巴经书的封面装帧、题图、插图以及一些祭祀和巫术中的纸牌画，

并形成了各种绘画符号和画稿。其画法是以竹片做笔尖，蘸松烟墨汁画在树皮制成的硬纸之

上，所以叫做功“竹笔画”。竹笔画有白描，也有彩色，彩色用松树花尖或用表笔平涂，色

调明丽而谐和。 

木牌画，纳西语叫“课牌”。这是东巴为配合巫术活动所使用的一种特殊绘画形式。东

巴在砍平的木板上用毛笔线描造型，然后再敷以色彩。木牌画造型奇特，形貌古怪，但神态

生动、色彩鲜艳，形成独具一格的艺术风格。 

卷轴画。它是纳西族绘画艺术与汉、藏绘画艺术结合的产物。卷轴画有长卷、多幅和独

幅多种，早期的用麻布，后期的用土白布，还有少数是用纸画的。卷轴画在造型上比竹笔画

和木牌画更加准确，敷色更加多彩，有的勾以金线和银线，画面更加富丽。 

纸牌画。纸牌画有一部分是属于竹笔画，也有不少是用毛笔彩画的。另外还有少量在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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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上作的画，在东巴死后开丧时使用。 

此外，在东巴经书中，还有大量被称之为“文字画”的画，没有固定的读音，只是一些

图象的组合或用连环画形式来记录、表达某一事件，可以说既是图画，又是文字，但总的来

看还没有脱离图画的范畴。 

3、东巴乐谱。东巴音乐是东巴艺术的有声部分，其中保存着民间古老质朴的大量乐品，

有的是长期流传于东巴口头，也有的零星记载于东巴经典和绘画中，权称为东巴乐谱，比较

分散。 

（六）东巴经中的文学作品。历代东巴在撰写东巴经书的过程中，也把一些纳西族民间

传说、神话等记载在经书之中，其中也有大量的东巴教神话传说以及历代东巴们自己创作的

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有许多被整理成册，广为流传，主要有： 

1、创世神话。如《崇搬图》（译作《创世纪》、《人类迁徙记》、《丛蕊刘偶和天上的主》），

《马的来历》，《虎的来历》等。最出名的是《创世纪》，这是纳西族的重要史诗，是纳西族

文学宝库中最为光彩夺目的一颗明珠。 

2、战争神话。主要有《东岩术岩》（通译作《黑白之战》）和《哈斯争战》两部。其中

《黑白之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堪与《创世纪》媲美。 

3、降龙伏妖神话。有《人与龙》（或译《大鹏之歌》）、《找药》、《多莎敖吐》、《丁巴什

罗》、《都支格孔》、《古生土称和亨命素舍玛》、《俄英都努杀猛妖》、《魔穴救姑》、《宝碗》等。 

4、爱情神话。以上许多神话如《创世纪》、《黑白之歌》、《生土称和亨命素舍玛》等都

有爱情故事贯穿其中，但最典型的是《鲁般鲁饶》，其语言生动优美，是纳西族文学中的又

一颗明珠。 

5、反映古代生产活动的神话。主要有描写狩猎的《高勒趣》和反映游牧生活的《摆几

于几》等。 

（七）其他典籍。除了以上几种主要类型外，还有如轶闻杂记类、东巴念经道场规程及

书目等。 

（八）达巴口诵经。由于历史、地理的各种原因，纳西族语言在发展过程中分化为差别

较大的东部方言区和西部方言区，原来统一的纳西族原始巫教也分化为大同小异的东巴教和

达巴教，“达巴”是纳西族西部方言地区的达巴教的巫师。东巴有象形文字的东巴经，而达

巴没有文字，只有口诵经，其主要类别有：退口舌是非经、祭龙王经、祭风经、超荐经、祭

祖经、祭女神经、妇女超荐经、祭锅灶经、祭煞神经和祭争鬼经等，约有 30 多回（本），

其内容多与东巴经相同。 

现存东巴经历史档案数量相当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外图书馆收藏的和散存于民间

的东巴古籍有 20000 多卷。其中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图书馆珍藏有 7000 册；北京图书馆

有 4000 多册；中央民族学院有 1000 多册；云南省图书馆有 600 多册。此外，台湾国立中

央博物馆收藏有 1221 册；美国国会图书馆有 3038 册；哈佛——燕京研究所有 589 册；洛

克私人收藏有 4225 册；兰河畔马尔堡国立图书馆有 225 册；约翰、赖兰兹图书馆有 135
册；英联邦图书馆有 108 册；英国博物馆有 91 册；巴黎东方语言学院有 25 册；林登民俗

博物馆藏有 15 册；曼彻斯特大学博物馆藏有１册。此外在纳西族民间尤其是各地纳西族东

巴家中也收藏有一部分。 

二、纳西族东巴经历史档案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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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巴经历史档案古朴博大，内容涉及到古代纳西族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天文、历

法、医学、冶炼、教育、文艺、哲学、伦理、宗教、语言文字和风俗民情等诸多方面，其研

究利用价值十分广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哲学研究价值 

东巴经中蕴藏着丰富的纳西族关于开天辟地，宇宙形成，人类及万物起源的原始神话传

说，反映了纳西族先民对宇宙天地的构成、运动变化方式以及人类起源，生命存在形式认识

的朴素唯物世界观和自然辩证观。如对于天地万物的起源，形成和演变发展，东巴经的观点

是光、气、音、白露等物经过“摇晃而又震荡”形成万物，产生人类。《崇搬图》开头叙述

到：很古很古的时候，混沌未分的天地，摇晃又震荡，先有隐隐约约的天地，日月、星宿、

山川、树木、岩石、水渠的象征，随着天地的变化，然后产生了人类。这些记录对研究纳西

族先民早期的哲学思想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 历史研究价值 

东巴经中许多经书都讲述了纳西族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如东巴古籍《猛厄绪》中，

讲述女性是血亲婚配的罪魁，而男子则以深明伦理的形象凌驾于女子之上，反映了母权制到

父权制所发生的巨大社会变革以及由此引起的意识形态上的深刻变化；在《创世纪》中，从

九弟兄七姐妹互相配婚的血缘家庭的群婚制到忍利恩找到衬红褒白的对偶婚制的发展变化

过程，完全可以看作是纳西族先民从群婚制向一夫一妻制婚姻过度的真实写照，是研究纳西

社会状态变化和婚姻形式变化的重要历史记录。在《鲁般鲁饶》这部描写爱情悲剧的叙事长

诗中，也记述了纳西的迁徙历史和社会形态的变化，从其记载中可窥见处于奴隶社会阶段的

纳西族先民公元三世纪后从居住在定笮(四川盐源)迁往金沙江上游地带的社会生活，印证了

汉文史志关于纳西族迁徙发展的记载。从作品后半部分看，它所反映的婚姻父母做主观念，

门阀观念，贞操观念，合用的金银饰物，生产工具以及集体逃婚后，男女成双成对地建家立

寨的情况看，已经是封建社会初期的产物。这对研究纳西族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提供

了重要的材料。 

（三） 文学研究价值 

东巴经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充实、修订、提炼而形成的，其中有许多文学艺术方

面的论著，种类有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史诗、歌谣、谚语、格言、祝寿词等。东巴文艺

经书内容十分丰富，如叙事诗中有反映人类战胜洪水的《鹏鸟斗龙王》，反映人和妖魔鬼怪

作斗争的《迎请丁巴什罗》，反映人与疾病作斗争的《崇仁潘迪找药》，反映狩猎生活的《高

勒趣招魂》，以及歌颂劳动生产的《饮食的来历》等。其中著名长诗《鲁般鲁绕》以神话和

现实相结合的艺术手法，着力刻画了男女主人公真挚的爱情和反抗精神，作品具有强烈的悲

壮色彩，情节完整动人，语言抒情优美，在纳西族文学史上形成了一座高峰。此外还有充满

浪漫幻奇和神话色彩的史诗《创世纪》，同时也不乏现实主义的佳作，《收种庄稼》、《富偷穷

家牛》、《买卖年龄》等等。这些经书都是研究纳西族文学的珍贵文献材料。 

（四） 科技研究价值 

纳西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关于天文、历法、植物、动物、

医药、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矿产等方面的知识，并记载于东巴经典之中。如在天文历法

方面，东巴经中关于二十八宿和上星术的记载颇详，东巴用它记日，预报月亮的方位。月亮

(沿自己的轨道)从某个星座开始，绕行一周所需的时间被称为恒星月，东巴在推算时，逢单

月减去一天，恒星月为 27.５月。有学者研究认为，“纳西古代出现过‘二十八宿历’或‘月

亮历’是可以肯定的。”在医学方面，《创世纪》中记载了用针灸和按摩治病的方法。《崇仁

潘迪找药》中记述了崇仁潘迪受到野猪和白鹿的启示，分清了药水和毒水，药花和毒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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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业方面，《东巴经》多次讲到“做牛药马药”，表明了纳西族有丰富的兽医药知识。并且

还有关于白谷有白穗病，红麦有黑穗病，大麻有虚壳病、蔓菁种有腐烂病的记载，说明了纳

西族对农业作物病虫害亦早有研究。这些珍贵记录反映了纳西族先民在历史上取得的重大科

技成果。 

（五） 文字学研究价值 

东巴经是纳西族用一种古老而独特的文字符号记载下来的，人们称这种文字为“东巴

文”，它是当今世界上罕见的仍流行于民间的活象形文。就甲骨文与东巴文的比较情况来看，

甲骨文是在传统的汉文化，即“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社会制约下产生的，是以“人”

为规范来进行创造的。由于人是直立的，所以甲骨文在描绘其它事物的形象时，都具有直立

的特征。而东巴文则具有象形的特征。东巴文与甲骨文的形态不同表现了文字创制的社会文

化背景的差异性。东巴文在创制初期，它的宗教文化尚处于原始形成时期，以自然崇拜为主，

对天地万物的认识仅处于幼稚的阶段。那么在汉字的发展过程中是否也有着更为原始的形态

呢？通过对东巴文与甲骨文的对比研究，可为我们研究汉字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提供可靠的

旁证材料，在汉字的研究方面找到新的突破点。 

三、纳西族东巴经历史档案的发掘利用 

东巴经历史档案作为人类历史文化的共同遗产，在国内外都受到了广泛重视，受历史和

现实因素的影响，东巴经历史档案存在着分布广泛、保管单位众多、管理封闭、经书流失与

损毁严重等诸多问题，如何做好东巴经历史档案的发掘、抢救与利用工作，笔者作如下思考： 

（一） 加强东巴经历史档案抢救与整理工作 

东巴经历史档案是用古老的东巴文写成的，这种文字在纳西族民间只有东巴教经师东巴

掌握，由于东巴教的日趋没落，东巴数量也日渐减少，据统计，建国前东巴活动最盛时，人

数约有 1000 人左右，1949 年以后，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东巴基本

上停止了活动，80 年代以后，民间传统习俗得以恢复，东巴们也开始举行一些祭祀活动。

但目前健在的东巴也只有 200 多人，仅为过去的 1/5。大量的东巴典籍，如果没有东巴们的

译注，其他人将无法释读。这些东巴大多古稀，他们的谢世将是东巴文化的巨大损失。再者，

有一部分东巴经书由于年代久远，保管条件恶劣，已经出现虫蛀、粘连、结转等损毁现象，

如不进行及时抢救，随时都有毁坏丧失的危险。因此，加强东巴经历史档案的发掘整理与保

护抢救是当前做好东巴文化保护工作所必需解决的紧迫问题，具体措施如下： 

1、收集散存民间的东巴经历史档案。目前除了各种文化研究机构收藏有东巴经历史档

案外，在纳西族民间还散存有部分东巴经档案文献，这些档案文献保管条件恶劣，如果不及

时收集整理，随时都面临损毁的危险；此外，还有许多健在的东巴知识渊博，谙熟东巴教经

文教义和纳西族社会历史发展知识。这有待于各级研究机构和民族文化研究人员协助东巴们

及时回忆、撰写、并整理成册，以补充现存东巴经书的缺憾和不足。 

2、译注、出版重要的东巴经历史档案。译注工作是开发利用东巴经的一项重要环节，

因此，各级文化研究机构要广泛地与目前健在的东巴进行合作，共同译注东巴经文献，把其

形、音、义记录和译注出来，并公开出版发行，以保持原著的历史原貌，扩大东巴文化的传

播范围，为社会各界研究利用东巴古籍提供便利条件。 

3、加强东巴经历史档案的技术保护工作。一些东巴经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残缺和损毁，

应采取消毒、修裱、加固、去酸、字迹恢复等现代化保护技术和手段加以修复，使受损文献

得以补救和复原。对珍贵及利用频繁的东巴经历史档案可进行缩微复制，有条件的可将其刻

录光盘，以缩微复制品和光盘的形式代替原件提供利用，以便于东巴经历史档案和保存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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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交流。 

（二）开展东巴经历史档案的交流活动，实现信息资源的社会共享 

目前收藏有东巴经历史档案的文化机构众多，许多单位的民族学者只是依据所收藏的东

巴经历史档案进行研究，各文化机构保存的东巴经历史档案缺乏交流，这种状况对于东巴经

历史档案的开发利用极为不利。为此，在‘99’中国丽江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上，国际东

巴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国内外东巴学者、专家们对东巴古籍的共享与交流问题极为关注，提出

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参考有关专家学者的建议并结合东巴经历史档案的利用现状笔者提出

以下东巴经信息资源共享与交流的具体措施： 

1、汇编国内外现存东巴经文献目录。将分散在国内外各级研究、收藏文化机构保存的

东巴经目录进行汇总，编制国内外统一的东巴经文献目录，公开向社会出版发行。汇编国内

外现存东巴经文献目录可向国内外从事东巴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提供东巴经历史档案的保

存线索，实现档案文献的资源共享，为进一步开发利用东巴经历史档案打下良好的基础。 

2、举行各种方式的宣传报道与展览活动。可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体报道以及举

办东巴经历史档案展览和学术研讨会等交流活动，扩大东巴文化在社会上的影响，吸引更多

人来关注、研究东巴文化。 

3、举办国际东巴经历史档案交流活动。各保存东巴经历史档案的国内外文化机构可加

强合作，并成立国际东巴学术研究与交流机构，在世界范围内出版交流刊物，使任何对纳西

族东巴经感兴趣的人都可以看到和使用纳西族东巴经历史档案。同时还可在不同国家轮流举

行国际学术交流会议，使不同国家的研究者可以有机会进行学术交流，互相启发，促进东巴

文化研究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4、网络共享与交流。东巴经历史档案的使用，还可通过网络传输的方式实现远距离的

信息资源共享与文化交流。为此，保存东巴经历史档案的各类文化机构要通过文字输入、原

版扫描等方式将东巴经输入计算机中储存和处理，再通过国际互联网进行网络传播，使世界

各地的人们都可以通过网络查阅使用东巴经书，并可在网络上直接进行学术交流，实现真正

意义上的资源共享。 

(三)、为民族经济发展服务 

东巴经历史档案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纳西族社会历史、经济建设、历法医药、文学艺

术、哲学伦理、宗教信仰和风俗民情等诸多方面，开发东巴文历史档案信息资源，不仅可以

展现古老的东巴文化，还可利用经书中所记录的各种知识为农业、医药、建筑、服装、旅游

等行业服务，促进纳西族民族经济建设的发展。此外东巴象形文字、音乐、舞蹈艺术、民族

服饰等，可从艺术化的角度通过书法绘画进行民族工艺品、民族服饰用品和纪念品的生产开

发，以展现纳西族独特的民族文化与风俗民情，促进当地民族旅游业的发展，进而推动纳西

族地区民族经济、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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