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峨山彝文古籍简介

作者:李增华 发布时间:2006-01-05 原出处:峨山日报

彝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创造了本民族古老的文字，同时创造了浩如烟

海，独具特色的彝族传统文化，彝文古籍是彝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彝文古籍卷帙浩繁，内容博大精深，涉及彝族历史、原始宗教、民风民俗、文学艺术、

天文地理、哲学、伦理道德、谱牒、医药、历算等等。峨山县彝文古籍工作开始于１９８４

年，是玉溪市乃至云南省开展彝文古籍工作较早的县之一，先后在全县范围内收集彝文古籍

７０多册，字数７５万多字。

峨山彝文古籍在成书年代上，大多数成书于明清时期，清末、民国年间经过传抄保存至

今。彝文古籍以五言诗歌体裁为主，也有七言诗歌和散文格式。书写格式多为从右到左竖排

式。彝文古籍书写的纸张大多数为古老的绵帛纸，也有少数用其他纸张书写的。

在内容分类上，有历史类、祭祀类、文学类、历算类、谱牒类等。

历史类：代表作有《洪水泛滥》、《指路经》、《吾查》、《咩查》等。《吾查》、《咩

查》又名《公书》和《母书》，是彝族最古老的文献典籍，内容记述天地万物形成、人类的

起源。《洪水泛滥》记述了彝族共同尊奉的始祖阿普笃慕历经洪水泛滥，仅剩其一人，后与

天仙三女结合，繁衍生息的故事。《指路经》记述了各地彝族祖先的发祥地、迁徙路线，在

彝族丧葬祭祀活动场合念诵，目的在于给老者亡魂指引返回祖先发祥地的路径。

祭祀类：彝族祭祀类经典又可分为丧葬祭祀经典和其他祭祀活动经典。丧葬祭祀经典是

彝族丧葬祭祀活动所念诵的经书，贯穿于丧葬祭礼活动的全过程，主要经卷有《献牲经》、

《作祭经》、《献斋经》、《阿梭黑》、《献夜饭经》、《吉咒书》、《白衣白夺书》、《踩



尖刀草经》等。其他祭祀活动经典是除丧葬祭祀活动外举行的祭祀活动所念诵的经书，如招

五谷六畜和人的灵魂归家的《招魂经》，祭祀天地四方神祗的《请神送神经》，祭祀鬼神的

《驱鬼除邪经》，祭祀山神的《祭山神经》等。

文学类：有讲述天仙女张四姐故事的《天仙张四姐》，讲述彝族古代人物尼杰阿纪和欧

银阿卓故事的《阿纪与阿卓的故事》，有歌唱男女爱情的《阿哩情歌》等。

历算类：有占算命运的《三十六签书》、《七十二签书》，有占算儿女生相，占算娶儿

媳嫁女儿吉日吉辰的《占儿女生相经书》和《娶媳嫁女测日经书》，有占算疾病起因的《占

病经书》和观星相的《星相占卜经书》等。

谱牒类：谱牒为忠实记录宗族繁衍、发展历史的经典，峨山县已发现和收集的彝族彝文

宗谱书有岔河乡玉壶村《施氏宗谱》，富良棚乡美党村《施氏宗谱》、大寨村《李氏宗谱》，

塔甸镇大寨村《鲁氏宗谱》和双江镇厂上村《龙氏宗谱》等。彝文宗谱书一般分序言、概述

和正文三个部分，序言记录立家族宗谱书的年代；概述记述史前矣得衣到查衣笃彝族三十五

世先祖姓名，正文部分记录彝族宗族历代先祖姓氏。彝族宗谱书对考查彝族不同姓氏的历史

源流、繁衍发展和分布地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峨山县在开展彝文古籍普查收集同时，积极进行彝文古籍的翻译、整理工作，由李春富、

赵光汉２人翻译整理的古彝文典籍《洪水泛滥》、《指路经》，被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办公

室收入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丛书《洪水泛滥史》和《指路丛书》，分别于１９８７年和１９

８８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９年玉溪地区民委编辑出版第一部古彝文、国际音标、

直译、意译四行体彝文古籍丛书《尼租谱系》，由李春富、赵光汉翻译整理的《白衣白夺书》，

李春富、李增华翻译整理的《阿梭黑》被收入《尼祖谱系》丛书公开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