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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许慎的“六书说”、方国瑜的“十书说”、王元鹿的“五书说”、郑飞洲的“字素组合说”到
周斌的“异体字说”中比较发现，在纳西东巴文字字体构造中存在着明喻、暗喻、借喻、讽喻等构造

方法，从修辞学角度研究东巴象形文字的字体构造，还原造字时的时代特征，对于汉字学研究和民

族文化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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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１９８０年代我国学者和志斌认为：“纳西象形
文字既不是仍处于图画记事发展阶段的图画字，也

还没有发展到能比较准确地代表语言的一种完整、

系统的表意文字符号体系，而是一种介乎图画字和

表意文字之间的象形文字符号体系。”［１］法国哲学

家保罗·利科在《活的隐喻》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

“辞学的其他领域分为五类：表达式的修辞格、句法

结构的修辞格、口头表达的修辞格和风格的修辞格、

思想的修辞格。”［２］这一认识影响了我们对东巴象

形文字字体构造的划分方法。因为许多语言文字都

是在以象喻物的过程中产生的，所以，使用修辞手法

对东巴象形文字的划分方法有其合理之处。本文将

对东巴文的文字结构进行追本朔源的研究，其目的

就是要结合这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及所处的特殊地理

环境，回溯东巴象形文字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为解

决东巴文字的计算机编程问题创造条件，为汉字学

和民族文化的研究提供素材。

　　一、东巴象形文字构造的研究现状

１．国外对东巴象形文字构造的研究现状
最早研究东巴文字的国外学者有法国传教士佩

伦·德斯古丁斯和学者吉尔上尉、梅斯内等，“１８６７
年，法国巴黎伊特兰格教会的佩伦·德斯古丁斯第

一次从云南把搜集到的东巴经摹本《高勒趣赎魂》

寄回法国巴黎家中。其后数年间，英国的吉尔上尉

和梅斯内在丽江旅居时搜集到３本东巴经书，其中
一本寄往大英博物馆并被标以‘中国缅甸之间山地

祈祷者的象形文稿’入藏该馆；１８８５年，法国的太伦
·捡卡蹈里尔第一次发表东巴经典的文字资

料”［３］。到了２０世纪初，法国教授巴克和美籍奥地
利人洛克对东巴文字有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巴克

于１９０７年和１９０８年分别两次深入云南纳西族生活
地区考察，于１９１３年出版了第一本研究纳西东巴文
化的专著《么些研究》，揭开了东巴象形文字研究的

序幕。洛克于１９２０年到达中国丽江采集植物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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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到了东巴经典，对其产生浓厚兴趣。在此期间，

他放弃了植物学研究，全身心地投入到东巴象形文

字的研究工作中，编著了《纳西语—英语百科词

典》，其对纳西象形文字的相关研究影响深远。”［４］

２．国内对东巴象形文字构造的研究现状
从１９３０年代开始，以方国瑜、王元鹿、郑飞洲、

周斌为代表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东巴象形文字做

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为本项目研究奠定了基础。

方国瑜［４］提出了“十书说”。许慎在《说文解

字·叙》中将甲骨文的造字形式划分为象形、指事、

会意、形声、转注、假借６类。方国瑜在许慎的“六
书说”基础上，根据东巴象形文字的造字特点将其

划分为１０类：依类象形、显著特征、变易本形、标识
事态、附益他文、比类合意、一字数意、一意数字、形

声相益、依声托事。其中“一字数意”这一“字”不同

于音同或者音近的假借字，又不同于字义的引申，这

种结构类型在汉字中几乎是找不到的，是对传统

“六书说”的一大突破，是方先生的创新之举。但是

方先生的“十书说”也存在的一些缺陷，如划分的种

类太多，不利于记忆，有时难以确认某个字到底属于

哪一种类型。

王元鹿［５］提出了“五书说”：象形、指事、会意、

义借、形声。这是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的，

特别是“义借”的提出合理地解释了东巴文中借用

一现成文字来记录与另一事物原形体意义有关的词

的形象，“填补了文字结构理论的空白”。王先生的

“五书说”不承认转注是一种独立的造字形式，这一

点比“六书说”有所进步，但它依然带有“六书说”的

缺陷。

郑飞洲［６］提出了“字素组合说”，按照字素的组

合方式将东巴文字分为６种：独素造字、加缀造字、
合素造字、加素造字、省素造字、更素造字。郑飞洲

从不同的字素组合方式对东巴象形文字的构造作了

全新的建构，为进一步分析东巴字体的起源以及解

决其图像问题打下了基础。

周斌［７］提出了“异体字说”。周斌在许慎的“六

书说”和王元鹿“五书说”的基础上，按照异体字的

形式将东巴异体字划分为６类：象形、会意、指事、义
借、形声、兼类（包括会意兼指事、会意兼形声）。虽

然周斌对异体字的研究有所发现，但是对东巴象形

文字字体构造形式依旧是沿着传统的方法进行划

分的。

综上，从德斯古丁斯等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看，

他们虽然开创了象形文字的研究工作，但是由于语

言不通、文化背景不同，他们关于东巴文字构造的研

究还存在很多问题；国内关于东巴文字构成手法的

研究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存在着继续探索的空

间。笔者根据对东巴文字字体构造的研究，将东巴

文字划分为明喻、暗喻、借喻、讽喻４种构成方式。

　　二、东巴文字的明喻构造方法

１．明喻字体类型的界定
所谓明喻字体，是指由独素造字（包括重复独

素造字）组成的，以简单笔画描绘事物、其意易辨的

象形文字。其基本类型包括：整体表整体、部分表部

分、显著特征表整体、单素字体构成。从东巴象形文

字的整体来看，这部分的象形文字共有４３５个字体，
我们将其归类为“明喻”。

所谓整体表整体的字体类型，即由多个简单的

单素字体构成，也即重复独素造字。单素造字与重

复单素造字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单素造字表明喻，一

个是复素造字表明喻。如“ ”意为天或者圆而

覆，表示云覆盖了整个神州大地的形象。我们把这

一类的单素造字归为一个类型的象形文字。再如

“ ”（星），像星星散落于整个天空，其中“三”表

示多数。我们把这样的多个简单字素的组合体归为

另一个类型。那么，如何清晰地界定它们呢？这里

有一个基本的界定方法，那就是明喻中的多素造字

表多数，表达的意思也是一个整体。如“ ”（东方

七座之一），它属于明喻，其理由为整体表整体。

明喻中部分表部分的形态与部分表整体的形态

不同，即其形态为部分表达的意思也为部分，它与单

素加缀表达的意思不同。例如“ ”意为手，像手

的外形，重点突出手的形体特征，因此我们把它们划

分为部分表部分的形态。再如“ ”意为鼠，尖嘴有

毛、尖耳的形象，很明显为部分表整体，也即显著特

征表整体。毋庸置疑，明喻应该是看形知意。这种

情况占了整个东巴象形文字的３９．２％，是最多的一
部分，影响最大，为其他部分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

基础。

２．基本类型
一是多素整体组合表整体的类型。此类文字形

体由单素的重合组合而成。如图１中有２类：一类
是星类，如东方七座之一，它由六个星的元素构成，

其中横为两排，竖为三排，略由西南向东北方向朝

向，所以，喻为其意思；另一类是其他自然物象，如

“虎纹”看上去像老虎的纹样。明喻中的多素组合

表整体的东巴文字，其最大特点是单个简单字素的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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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合组合体，一看即知其意。

二是部分表部分的类型。此类字体形体由单素

的一部分构成。如图 ２所示的东巴文字可分为 ２
类：一类是自然现象的部分表部分，如“日蚀”“月

蚀”都是由自然现象产生的象形；另一类与人有关，

如“眼睛”“牙齿”表示人体的一部分。明喻中的部

分表部分的东巴文字，其最大特点是字素的单一性

和残缺性，但人们一看即知其意。

三是显著特征表整体的类型。此类文字，根据

方国喻先生给出的定义，“形体相似之物，各有具

体，把特征部分突出，则同类字形虽大体相似，而有

着区别，不至于相混”［４］。如图３所示东巴文字也
可分为 ２类：一类是动物类显著特征的文字，如
“羊”像羊的头部，以此区别于其他动物；另一类是

植物类显著特征的文字，如“树”像树的形象，“折”

像树折断的形象，“葫芦”像其果实的形象，这些形

象的共同特征是看上去像其立面效果图。明喻中的

显著特征表整体的东巴文字，其字体的最大特征是

描绘事物的局部性和喻意的完整性。“鸟兽取其头

部，植物取其花叶果实，形体多相似。”［４］

四是单素字体构成的类型。此类字体，用方国

瑜先生的话来说是：“大多是以简单笔画描绘事、

物、意义来表达，初具形态”。［４］此类字体在识别的

过程中，也是一看即知道其意。如图４所示东巴文
字可划分为３类：第一类是自然物体的本来形态，如
“坡”“水”“石”等形态，看上去像其自然形态。第

二类是动物形态和人物形态，如“蛙”“蚂蚁”“子”

等形态，看上去也是像其实物形态。第三类是形容

人身的词汇，如“身体”等。单素字体构成的东巴文

字，其字体最大特征是“随体诘诎，画成其物，不拘

笔画之繁简于向背，视而可见”。［１］

３．明喻类型划分在研究东巴文字构造中的意义
笔者将东巴文字划分出以明喻构成的４种类

型，其意义在于：（１）多素重合的整体表整体与部分
表部分的类型划分，有利于丰富各类表整体的词汇，

丰富了东巴字体构成；（２）显著特征表整体的类型

图１　整体表整体的明喻类东巴文字

图２　部分表部分的明喻类东巴文字

图３　显著特征表整体的明喻类东巴文字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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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解决了动植物的共性与个性区分问题，进而解

决了物与物、形态与形态的区别问题；（３）单素字体
构成的类型划分，解决了明喻中其他易识的象形文

字认知的问题。

　　三、东巴文字的暗喻构造方式

１．暗喻字体类型的界定
所谓暗喻字体，是指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字

素构成的象形文字字体。许慎所说的会意字基本上

都是暗喻，“会意者，比类合益，以见指会扌为，武信是

也”［８］。笔者说的暗喻包括如下四种类型：整体加

整体的、部分加整体的、部分加部分的、其他多素造

字的。

２．基本类型
一是整体加整体的类型。此类型文字是指由两

个完整字素构成的，见而可识，仔细琢磨可以领悟其

中奥妙的象形文字。如图５所示的东巴文字可划分
为３类：第一类是自然形态与社会形态共同构成的，
如“村落”“阴”“无量河”等象形文字，都是由两个

表自然的字素形态构成。第二类是人物关系形态构

成的，如“父子”等词汇，是由两个人物形态构成。

第三类是自然形态和人物形态的共同组合体，如

“白族之地”“汉族之地”“孙女”等词汇。暗喻中的

整体加整体的东巴文字，其最大特点是文字的会

意性。

二是部分加整体的类型。所谓的部分是指显著

特征表整体的部分，它不是一个加缀成分，而是一个

独立的字素；所谓的整体是指一个完整的字体，是以

平面、立面的效果展现在阅读者面前的象形文字。

部分加整体的文字实质是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完整

字素构成的象形文字。如图６所示的东巴文字可以
分为３类：第一类是自然形态加自然形态的构成体，
如“雾”“岩竖木”等；第二类是自然形态加动物形态

的构成体，如“山麓”“树根”“水鸦”等；第三类是动

物形态加植物形态及其他成分的共同构成体，如

“鸳鸯”等。暗喻中的部分加整体的东巴文字，其最

大特点是“象形”。

三是部分加部分的类型。此类型是指由两个或

者两个以上的部分表整体的独立字素共同构成的象

形文字。如图７所示的东巴文字可分为３类：第一
类是部分自然形态与部分自然形态的组合体，如

“气”“结尾”“飞石柱”“桌”等；第二类是由部分动

物形态与部分动物形态构成，如“人”“父”“雕”

“母”等；第三类是部分自然形态与部分动物形态的

组合体，如“兔子”“肝”“路”等。暗喻中的部分表

部分的东巴文字，其最大特征是“会意”。

四是其他多素造字的类型。此类型的字是指由

两个以上的独立字素构成的象形文字，包括一个部

分加两个整体、两个部分加一个整体、一个整体加两

个部分、三个部分或者三个整体组合的象形文字。

图４　单素字体构成的明喻类东巴文字

图５　整体加整体的暗喻类东巴文字

图６　部分加整体的暗喻类东巴文字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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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８所示的东巴文字可划分为 ２类：一类是有
“人”存在的成分，如“母女”“姐”“姻缘”等；另一类

是无“人”存在的其他多素造字成分的构成体，如

“变化发展”“酥油茶”“大村落”等。暗喻中的部分

加部分的东巴文字，其最大特点是完整字素的多数

性。此类字体构造要求阅读者有更高一层的会意

能力。

３．暗喻类型划分在研究东巴文字构造中的意义
笔者将东巴文字划分出以暗喻构成的４种类

型，其意义在于：（１）整体加整体的类型构成为其
他多素成分划分提供了参照；（２）部分加整体的类
型也是由两个独立的字素构成，其会意更抽象，为

类型文字设计提供了参考；（３）部分加部分的类
型，其会意成分、抽象程度又进一步加强，理解并

掌握这一类型对分析东巴文字起源具有重要意

义；（４）其他多素造字的类型，在整个暗喻型构造
方式中其会意程度最高、分析价值最大、剖析难度

也最大，解决其造字类型问题对理解东巴文字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东巴文字的借喻构造方法

１．借喻字体类型的界定
所谓借喻类型的象形文字，是指由独素造字构

成字体或者多素造字构成字体与加缀成分共同构成

的象形文字，也包括义借和指事造字成分的象形文

字。借喻类型的东巴文字有４种情况：单素加缀造
字、复素加缀造字、指事造字、假借造字。

２．基本类型
一是单素加缀造字的类型。所谓单素加缀造字

是指一个完整形态的字体加上加缀成分（不是一个

独立的字素），所表示的意思在原字的基础上侧重

于加缀成分。“单素加缀造字是指加缀字素直接进

入构字层面而产生的东巴文字。”［６］如图９所示的
东巴文字可分为４类：第一类是关于自然现象方面
的单素加缀成分的字体，如“虹”“天摇”“光线”等；

第二类是关于植物形态方面的单素加缀成分的字

体，如“芽”“落”“桧”等；第三类是关于人和物状态

类的单素造字成分的字体，如“内”“外”“吼”“满”

图７　部分加部分的暗喻类东巴文字

图８　多素造字的暗喻类东巴文字

图９　单素加缀造字的借喻类东巴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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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第四类是关于其他单素加缀造字成分的字体，如

“天地之昏黑”“日晕”“月晕”等。借喻中的单素加

缀造字的东巴文字，其最大特点是单素性和加缀性，

且两者具有统一性，其加缀成分并没有削减构造成

分的意思，反而给该字添加了浪漫的艺术色彩。

二是复素加缀造字的类型。此类型是指两个或

者两个以上的独立字素构成的字体加上加缀成分所

构成的复合造字体。如图１０所示的东巴文字可分
为３类：第一类为自然方面的多素加缀造字的象形
文字，如“雹”“电光”“晴”等；第二类是自然形态与

动物人物的组合字体，如“日光所致”“晒”等；第三

类是人与其他成分复合而成的字体，如“良田”等。

借喻中的复数加缀的东巴文字，其主要特征是字素

的复合性和加缀性。

三是指事造字的类型。许慎在《说文解字·叙》

指出，“指事者，视而可见，察而可视，上下是也”。这

类文字有２个重要特征：一是图像化，二是符号化。
如图１１所示的东巴文字可分为２类：第一类是符号
化指事，如“百”“千”等数据化的象形指事文字；第二

类是指事成分与其他成分的组合文字，如“春季”“夏

季”“秋季”“冬季”等。借喻中的指事造字东巴文字，

其主要特征是指事成分与图像成分相结合。

四是假借造字的类型。此类型是指用材料、方

位、动作等词汇来表示其意思。如图１２所示的东巴

文字可分为２类：第一类是借金银器物表材质，如
“银”“银锭”“金”“铜”“铁”等；第二类是借一些基

本的形态表方位，如“北方”“南方”“上”“下”“左”

“右”等。借喻中的假借造字的东巴文字，其最大特

点是“本无其字，依义托事”。

３．借喻类型划分在研究东巴文字构造中的意义
笔者将东巴文字划分出借喻构造４种类型，其

意义在于：（１）单素加缀造字弥补了东巴字体构造
中图画性和具象性的不足，丰富了其造字构成手段；

（２）复素加缀造字标志着东巴文字的造字方法和造
字手段趋于成熟，这种划分有很强的实用性；（３）指
事造字具有很强的符号性和图画性，易于书写，寓意

深刻；（４）假借造字克服了东巴文字中字源不足问
题，丰富和发展了东巴象形文字。

　　五、东巴文字的讽喻构造方法

１．讽喻字体类型的界定
所谓讽喻构造的字体是指借形表恶、表坏类的

词汇，包括鬼神类的词汇和用其来比喻人的言谈举

止的词汇。其基本类型包括３类：借黑色及黑色象
征表恶、表坏类，借人或物的特殊状态表鬼类，借其

他不好的形态表恶、表坏类。

２．讽喻构造东巴文字的基本类型
一是借黑色及黑色象征表恶、表坏的类型。如

图１０　复数加缀造字的借喻类东巴文字

图１１　指事造字的借喻类东巴文字

图１２　假借造字的借喻类东巴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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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借黑色及黑色象征表恶、表坏的讽喻类东巴文字

图１４　借人或物的特殊状态表鬼类的讽喻类东巴文字

图１５　借其他不好的形态表恶、表坏的讽喻类东巴文字

图１３所示的东巴文字可分为２类：第一类是借本为
黑色的植物形态表讽喻，如“毒草”“黑树”等；第二

类是借黑色象征的人物和动物表讽喻，如“乌鸦”

“鬼鸡”“怒言”等。讽喻中借黑色表恶、表坏的东巴

文字，其最大特点是“黑色”表征。

二是借人或物的特殊状态表鬼类的字型。如图

１４所示的东巴文字可分为２类：第一类是借人物形
态表鬼神，如“苏鬼”“毒鬼”等；第二类是借其他形

态表鬼神，如“恶鬼”。此类东巴文字的最大特点是

借人或物的特殊状态来表“鬼”的性质。

三是借其他不好的形态表恶、表坏的类型。如

图１５所示的东巴文字可分为３类：第一类是用黑色
直接表恶、表坏；第二类是用围起的房子表“狱”等

象形文字；第三类是借一些器材表“战败”的象形文

字。此类文字的最大特点是借形、色、工具表示恶或

坏的状态。

３．讽喻类型划分在研究东巴文字构造中的意义
笔者将东巴文字划分出讽喻构成的３种类型，

其意义在于：（１）借黑色及黑色象征表恶、表坏的状
态，充满生活气息，奠定了讽喻的第一层意义；（２）
借人或物的特殊状态表鬼类，体现了人们长久以来

的鬼神观念；（３）借其他不好的形态表恶、表坏的文
字类型也充实和发展了东巴文字。

　　六、结语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信息化社会的不断推

进，研究者和使用东巴文的相关人员对东巴象形文

字信息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传统的手抄形式已经

不能满足目前研究的需要，东巴文典籍的出版、有关

东巴文书刊的排版与东巴文研究资料的整理等，都

迫切需要信息化处理手段的介入，进而建立一个科

学的东巴文字库，以推动东巴文的信息化进程。当

前唯一能够输入东巴文的软件，是由杨晓辉先生在

２００１年开发的电子东巴（全称“东巴象形文字计算
机处理系统”）一共收入了１５６２个文字，这一输入
法的创建对推动东巴象形文字的信息化进程起到了

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它的缺点是明显的，比如说输

出来的字体是字符的形式或者图片的形式，存在着

不稳定性，还有大量的异体字无法进行计算机编程。

笔者从修辞学角度将东巴象形文字划分为明喻、暗

喻、借喻和讽喻４种构成方式，从图形学角度剖析了
东巴文的字体构造，为解决东巴象形文字的计算机

编程问题提供有效方法，对于汉字学和民族文化的

研究也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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