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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东巴”是纳西族宗教祭司的称谓，东巴一词意为“智者”，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与
传承者。
因为这一原故，纳西族古代社会的宗教、文字、艺术乃至整个民族文化，都被称作“东巴教”“东巴
文字”“东巴艺术”“东巴文化”。
　　纳西族，人口约30万，居住于滇、川、藏三省交界的12个县（丽江、中旬、宁蒗、维西、永胜、
盐源、木里、盐边、华坪、德钦、芒康、巴塘）内，丽江市是其政治文化中心。
纳西族是古代西北部青海、甘肃黄河、湟水一带南下的氐羌族系与云南西北部和四川西部土著居民长
期融合而形成的。
唐代，纳西族地区是吐蕃、南诏和唐王朝逐鹿之地。
元明以来，作为藏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向外传播的交汇地，始有部份汉族文化融入其中。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纳西先民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东巴艺术是其中的一朵奇葩。
她与古代纳西族的生产、生活密切相连，特别与民族宗教（东巴教）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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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云南省纳西族特有的东巴艺术是我国少数民族民俗艺术中较为古老而又独特一种，自民国以来，一直
有中外学者对其展开研究。
近年来，东巴艺术更是从偏远的大山中走进全世界相关学者的研究视野，并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喜爱
。
　　东巴艺术的类型很多，依据民族共同的情感与生命观自成体系，视觉造型艺术、音乐、舞蹈、文
学均包含其中。
神秘的东巴象形文字、恢弘的东巴舞蹈、浪漫的东巴神话传说，无不令人为之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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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世红，纳西族，1954年出生于云南丽江古城。
1982年毕业于云南民族学院中文系。
1994年，担任东巴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1996年-2001年，统筹主持《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00卷的翻泽、整理、出版工作，其成果字数共
计4783万字，荣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
2003年，组织东巴古籍文献世界记忆遗产的申报工作，获得成功。
10多年来，对纳西东巴文化进行科学的探索和研究，公开发表论文12篇。
2004年起，担任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
同年，被云南省高评委评定为社科系列副研究员并荣获丽江市首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荣誉称
号。
2006年，担任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以及200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
项目《纳西东巴大词典》课题负责人。
2008年，被聘为云南省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成员。
2009年，被文化部聘为第二批全国古籍保护评审工作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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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章　文明火花　　石壁上的符号　　人类走到今天，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她所走的路太长，所经历的岁月太久远。
且不说从猿猴演化为能直立行走的早期智人花费了多少时间，单从已经进化成人类的我国的元谋人到
现在就已经170万年。
　　古人行进在这条漫漫长路上，并不会如现代人一般保存自己的足迹。
更多的时候，她们有意毁弃或隐藏自己的足迹，为的是自身的安全。
在那一段历史中，她们时刻都在创造着人类的文明，可又随处在毁损遗弃自己所创造的文明。
这样的毁损行为伴随着整个人类发展史，无以记数的战火烧毁了绝大部分文物。
　　因为如此，整个地球上千个民族中，只有十来个民族的古文字被保留了下来。
而被保留下来的这些珍贵古文字，多半是中、晚期的文字体系，如我国的甲骨文、西亚苏美尔人的楔
形文字，这些文字都进入高度符号化的文字体系。
显然它们已步入文字发育的青年时期。
那么她的童年该是啥样？
她的婴幼儿时段的稚拙憨态又该是何种模样？
　　人类文字的最初形态又是怎样的呢？
就成为三岁孩童问倒了历史学家的难题了。
古埃及金字塔及神庙石壁上的图形符号，发现于中美洲的玛雅图形记事，文字学家们一致认为它们应
当属于人类的早期文字，即文字的童年时代。
然而，此两种文字早已被人们遗弃，所存文物也十分有限，极难作出系统化的研究。
当人们发现了纳西族的东巴图形文字之后，文字学家们惊喜异常，认为东巴文当类似于甲骨文的前身
。
我们不仅有数以万计的东巴文经典存世，而且尚有不老东巴仍在使用这种文字，他们都是古文字研究
的活化石。
　　进入20世纪，世界各国的人类学家开始注意郊野文物的考察与研究，逐渐在世界上许多古人类活
动过的地方发现了岩画。
到目前为止，已在120个国家发现数万个岩画点，近百万幅岩画，学者们很快发现“岩画表现他们的活
动、社会事件”，“当经济生活变得更加复杂，人们可以在岩画上看到分工的具体化，诸如耕作、畜
牧、手工业、贸易，加之程度不同的采集和渔猎”。
“很有意义的是在岩画中出现了许多象形文字，它们与岩画成为一体，似乎一种最初文字的雏型”（
《中国岩画发现史》序言，国际岩画委员会主席阿纳蒂）。
我国著名的岩画学家陈兆复先生，也在他的《中国岩画发展史》一书中谈到：“岩画符号图案，在原
始时代并不只是一种轻率、简单的线条刻划活动，符号图案中隐喻着深刻的内涵，它在某种程度上类
似于我们今天的文字。
这些符号，或者是原始的记事，或者是配合说明某种事件，或衬托某种神圣的图形，以及隐喻某种观
念等等。
”“用图画记事，启发了象形文字的创造，可以这样说：古岩画是文字之母。
”陈先生还用甲骨文字例与岩画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取得了让人信服的科学成果。
　　具有思维能力的人，创造了语言用以沟通。
而语言的致命弱点是不能跨越时空的限制，当然这是对远古社会而言。
如遇上需长时间记忆的信息，古人们则使用过结绳、刻木、陶片刻画等原始方法。
然而结绳与刻木的方法简单，记不准确还容易消失与混淆。
于是，古人们想到了高高耸立的岩石，岩石坚不可摧，威不可撼，早已成为古人们崇拜之物，将全体
原始部落的心声，铭刻石上是一件壮举，将一串串神秘的绳结与难破谜底的木片刻痕变做一幅幅震撼
人心的岩画，是人类信息史上的一大飞跃。
它的发明不亚于当今社会的电脑，它给当时人类的思维与交流插上了一对矫健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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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世界各地的古岩画，是人类第一道划破茫茫夜空的文明之光，它是人
类文字之父，信息文化之母。
　　纳西族的东巴图画象形文字，也无例外，它们最初的载体也是一堵堵坚硬的石壁。
　　纳西族对这些图画文字称之为“森究鲁究”，“森”为“木”，“鲁”为“石”，“究”为“痕
迹”，全词意为“木痕石迹”，即木石上的痕迹，也就是木、石上的刻画符号。
可见，该文字的最早载体是石壁与木片，可暂称为“石迹文字”与“木迹文字”。
木迹文字已有较多的遗物收藏，至今可以见到。
东巴教一切祭祀活动中的祭场，无论其为神坛还是鬼寨，都必须插竖众多的有东巴图画文字的木牌。
竖于神坛的木牌，绘着神的形象及颂神的言辞，立于鬼寨的木牌则绘着鬼怪的形象与祭鬼驱鬼的内容
。
而至今保存的石迹文字之遗物相对较少，她们多被历史的尘土所淹没。
　　据国内岩画勘察报告，中国岩画的制作形式大致有三种，一是用手或简制刷子蘸赤铁矿涂绘岩壁
；二是以坚硬石器敲击岩壁，有目的地使图形显现；三是用较精制的尖状石器在崖面上刻划，以线条
形式刻绘图形。
除此三法外，还没有见到用铁器刻绘崖壁的崖画勘察报告。
这说明了处于崖画时代的古人，还不会使用铁器。
由于在崖石上刻写文字费工费时，难于适应需要；再由于纳西族是以游牧为业的流动民族，石迹文字
无法随族迁徒，只好留存于原来的活动范围内。
　　我国著名的西南民族学家方国瑜教授在《纳西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一文中指出：“纳西族渊
源于远古时期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黄河上游和湟水流域，为今天的青海、甘肃一带）地带的羌人，
向南迁徒至岷江上游，又西南至雅江流域，又西迁至金沙江上游东西地带。
”这一结论得到学界的公认。
章太炎、李霖灿、任乃强、陶云逵等一代学者考证了大量史料得出同样的结果，即纳西族源于西北草
原，早年以狩猎游牧为生。
方先生等学者们的结论，是严格地依托于可信史料基础之上的，无丝毫的推想臆测之嫌。
我们不妨稍加推测，纳西（或她的前身古羌人）既是游牧民族，在史前数万年的历史长河中，不可能
一直就在青海、甘肃一带，还应该往北广大的沙漠地区推进。
理由是国际岩画委员会主席阿纳蒂得出的一条规律：“根据世界上流行的看法。
岩画集中分布在今天的沙漠和半沙漠地区，这里被视为人类生存资源贫乏的地区，人口也低于平均的
密度。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岩画分布的特点也反映了这一个普通的规律。
”（《中国岩画发现史序言》）从我国已发现的岩画点来看，百分之八十集中在沙漠半沙漠区域。
浩瀚无际的茫茫沙原必有古人遗迹无疑，可它早被沙海吞噬而无从查觅了。
　　从这些幸存于半沙漠地区的人类遗迹古岩画中，我们不难推想：今天被视为资源贫乏的沙漠半沙
漠地区，远古时代是哺育人类的最初摇篮。
当时资源丰厚，气候宜人，是逐渐膨胀起来的人类汲干了自己母亲的血乳，然后弃而离去。
抛下自己母亲的同时，也抛弃了自己早年的文化。
这些遗存的古岩画，是最初的中华文明之光，是中华古文字之源。
它们中的一部分可能与甲骨文有“血缘”关系，另外一些可能与其它古文字有关。
如西夏文，有学者就认为它与内蒙古阴山一带岩画有着极为密切的源流关系。
而我们却想纳西先民的石迹文字，也必定留存于先民早年活动的区域。
即河湟地带或更靠西北一些地方的古岩画遗存，可能与东巴图画文字有着渊源关系。
　　当然，我们的推想并非闭目瞎说，它是在二十年来了解先辈学者成果的基础上，在翻译考证大量
东巴经典的前提下，在对照岩画所表现的生产生活与东巴经所描绘的先民生活图卷后，再比较我国南
北岩画与东巴绘画的艺术造型风格之后得出的。
可简要列举几条如下：　　首先，东巴经记载有大量的草原生活传说。
三大经典之首的《鲁搬鲁饶》（有的版本译作《人类迁徒记》）中记载：“所有的人类都是从天上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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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的，迁徒之路分左、中、右三条，左路为星星迁徙之路，一路的繁星闪烁耀眼；中路为人迁徙之
路，人们是由居那若罗神山上迁徙下来的；右路为青草迁徙之路，青嫩的芳草连着天地。
”这难道不是一幅美丽的草原风光吗？
上有满天耀眼繁星，下有连着天际的无垠芳草，辛劳的纳西先民就在它们之间。
其次，纳西先民的生产生活与南方岩画差异较大，而与北方草原生活相一致。
除了大量的狩猎、游牧相似之外，连所住的房屋也完全一样。
东巴经《鲁搬鲁饶》中就记载有修建房屋的经过：“木架做房骨，竹篱围四边。
竹篱四周哟，抹以黑泥浆，寒风不漏呀，夜半好做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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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面揭开纳西族东巴文化的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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