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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觅弘博：坚守彝文书法艺术的耕者

[ 作者 ] 普驰达岭 

[ 单位 ]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 摘要 ] 儒觅弘博：坚守彝文书法艺术的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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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2007年4月，春天远离了沙尘暴的背影，风和日丽的北京裸露出难得的亮丽。于是我和施工相约去踩北京西郊的阳光。那个下

午，我与施工端坐在魏公村村口，大口吸着难得的消闲，准备做件很值得去做的事情。站在像春天一样高远的天空下，举首与北京难得的

丽日相对，季节在自己的皮肤上漾起无限的温暖。望着太阳，我便想，从它的光线里，可以去发现和惊醒我的祖先，收割很多美丽而丰满

的故事。望着太阳，我总会去思念，思念那些与我一样守护内心永远的纯净和晴朗，为梦想一路奔突不息的彝人。与众多的我的同胞兄弟

和姐妹相对，很多美丽的面孔值得我行语。而此时此刻，与我俩咫尺相对的是这位值得我去走近他内心世界的彝族前辈儒觅弘博先生。儒

觅弘博与我之间的对话便在他特为我和施工沏开的那壶茶香中荡漾开来。普驰达岭：儒觅弘博老师，你好！你作为一个来自民族文化底蕴

厚重的彩云之南的“云峰闲人”，在南高原这片民族文化符号丰实的土地上，从小受沐于厚实的彝族文化雨露，你以自己特有的品格始终

坚守着彝族语言文化研究而不息突奔着，成为为数不多的彝学专家和彝文书法家，你对彝族文字的厚爱深深地凸显于一幅幅用心创作的彝

文书法作品上。墨舞人生，一路走来，能否谈谈是什么力量使你爱上彝文书法这一文化艺术的？儒觅弘博：1956年，我出生在云南楚雄州

双柏县的一个彝族村寨，这里彝族传统文化风土浓厚。我所居住的楚雄双柏属古夜郎地域，夜郎发祥于滇、蜀、楚之交界的黔地毕节，此

系笃慕之“六祖”后裔居地。故土的传统文化元素早在我孩提时就深深地烙入我的血质里。彝族毕摩（祭师）那低于树林的姿态，高于峰

峦的心境诠释彝族古老文化的深邃面孔在我幼小的心里埋藏得很深。可以说，我走上酷爱彝族文字就是出于这样一种神密的不期而遇的母

语的感召。同时我所生活的千里彝山那一座比一座更高的大山滋润了我，这种厚重的背景所带来的原生乡土文化源头，促动我大学毕业工

作后，在有机会接触彝文古籍的抢救、收集、整理和翻译彝文文献的过程中，逐步积蓄了以审视、研究、借鉴的目光来学习彝族文字和彝

文书法。一路走来，我从中深深感受到了彝族古老文字和文化传统在我心灵撞击出深刻绝伦的美感和创作的冲动，同时也让我爱上了彝文

书法，至今难于割舍。普驰达岭：从你个人资料中我了解你的彝文书法作品在国内书法大赛中获得过不少奖项，不少彝文书法作品被中央

民族博物馆、中国书画家联谊会、吴道子画院等单位收藏。有的作品还被中央民族大学作为国际友人交流的重要互赠礼物赠送给外国朋

友。我们很想知道，作为你所钟爱的一门业余的艺术，真正的彝文书法作品创作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儒觅弘博：我现在是中央民族大学中

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的一名普通教师，我的主要工作是从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文献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彝文书法创作是我的业

余所爱。而我从喜欢上书法到后来走上业余创作之路，这中间还有个过程。 1975年我从一个彝族山寨考入云南楚雄师范学校，在楚师读

书期间我对汉文有种特别的兴趣和爱好，汉字也写得好，学校所有的板报等都由我来设计和编写，从那时候起，我就喜欢上了书法这门艺

术。后来毕业当了一名乡村小学的普通教师，负责教授山村彝族孩子的美术、音乐和语文。后来经常被县文化单位叫到县上参加他们办的

美术、书法等培训班的培训工作和彝文古籍的抢救收藏、翻译整理工作，不自然间我被彝族深厚的文化所吸引，便在工作中开始自学彝

文，也开始尝试临习彝文，学习汉文促进了我对彝文的学习和使用。由于汉字和彝文都写得好，加上我掌握了不少彝文，被县古籍办聘到

县里参加彝族古籍文献的翻译和整理工作。期间我基本上掌握了当地的彝文字。1980年9月，我接到了中央民族大学开始招办的规范彝文

专修班的录取通知，要我来北京学习经国务院批准已在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普及和推行的凉山规范彝文班的学习。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机会，

因为彝语有六大方言，各方言间语音上差异很大，难于相互通话，语言间的差异不亚于汉语方言间的差异。通过三年的学习，我基本上也

掌握了彝语北部方言新规范的彝族文字，在读期间还参加了北京图书馆、民族博物馆、民族宫、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等单位馆藏彝文古籍

文献的翻译整理工作。因为我掌握了东南部方言（云南双柏）和北部方言（四川凉山）的彝族语言和文字，毕业后被中央民族大学留在学



校，从事彝语言的教学和彝文的翻译、研究工作，为后来从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等彝族地区招来的彝语大专班教彝语言文。由于这种

工作和学习机会和经历，我对彝族文字的认识也从初识上升到了更深入的了解。从事的工作关系我与彝族语言文字结下不解之缘，上世纪

的80年代初开始，我开始关注彝族方言文字的共性和个性，在深入认识和了解的基础上，先后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了《古彝文及其造字

法新探》、《彝文文法教学的初步体会》、《四省区彝族文字比较研究》、《论彝族文字的社会性和群众性》等学术论文，产生了积极的

学术影响。从那时候起，业余的书法也从注重汉文逐渐转向了彝汉文书法并举双功。我真正进入业余彝文书法创作也就从我1986年创作的

作品《彝家永远跟党走，彝乡永远是春天》开始的，该作品1990年被收入“民族团结书画长卷”，现为北京市民族俱乐部收藏。后来创作

的作品也在国内获得了一些奖项，我个人简介里有就不一一介绍了。普驰达岭：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如李斯、张芝、钟徭、王羲之、王

献之、颜真卿等一批卓越的汉文字书法家，他们的书法作品已成为了世界文化的瑰宝和珍品。他们在汉文书法所取得的造诣，很多后人所

无以及达的。而彝文书法作为中国书法艺术宝库中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许他们可能一生也没曾经接触和问鼎过彝文字或彝文书法，你对

彝文与汉文渊源关系是如何看待的？儒觅弘博：中国书法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周代的钟鼎文，秦代的小篆，

汉代的隶书，魏、晋的行草，六朝的刻石，唐朝的真楷，以至宋、元、明、清历代的名家手笔，汇成了琳琅满目的艺术画廊。在西南这片

土地上，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中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传统，世居在祖国西南滇、黔、川、桂四省区的主要兄弟民族。有自己的

语言和古老的文字及十月太阳历法，其书法亦有上千年的历史。彝文及其书法是中华灿烂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保存、传播彝族

传统文化，增进民族团结作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汉族和彝族同属于汉藏语系民族，其历史、文化和语言等等关系不可分割。彝文作为

一种古老的文字，普遍流传于古西南夷地区，是一种独立发展起来的自源文字。它与汉文字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彝文和汉文同属于方块

表意文字。彝文以点、画为构字的基本元素，构字的基本原理是象形、指事、会意，笔画简洁古朴，粗獂而不失端庄，结构形象逼真，刚

健紧密。从彝文的分布、字数和创始看，彝文绝非一人一时之作，彝文是广大彝族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慢慢约定俗成的，它也经历了刻

画、成文、完善成熟的发展历程。彝文目前尚缺乏远古、上古、中古的文字演变资料。从现有最早的明代彝文刻本看，在文字产生本身上

很难断定，它不像汉文有古老的甲骨、金文、篆文等形体相互比较帮助查阅。有的学者认为彝文产生于汉唐。可是历史告诉我们，汉文在

两汉时期已基本定型，现在流行的汉文中已很难辨析出甲骨文、金文、篆文的痕迹。假如说彝文创始于汉唐，那么它该像日文、西夏文一

样，在造字上或多或少会受到汉文一定的影响。可是古老的彝文，在造字上不但没有接受汉文和其他文字的影响，反而在彝文中却保存有

一部分古汉文相同的同形字。也就是说，彝文不像创始于汉唐时期。可能要更早一些，因为甲骨文在两汉时已消失，连许慎在作《说文解

字》中也没提到，而彝文保留与古汉文相同的同形字，这正好说明彝文大概创始于秦魏六国文字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初创的彝文便或多

或少地留存着时代的烙印。普驰达岭：书法是一种以文字为载体，以文学内容为框架，通过书法创作的书意与对文学内容“诗意”表达的

途径而臻于对人文精神追问的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艺术门类。中国书法的诞生、传承和发展都是先辈们不断馨其心智，以中国哲学、中国文

学以及中华民族的普遍心理特征和审美情趣相互熔铸而成的心灵之花，有着丰富的内涵、美的情绪和强烈的民族文化特征、是“中国艺术

的中心”。但是人们对中国书法的了解一般仅知晓汉文书法的历史和发展现状，对宝藏丰富璀璨的中国各民族文字和书法包括彝文书法了

解甚少，而有关彝文书法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况你定了解不少？儒觅弘博：历史上任何书法的诞生和书法思潮的形成，除了其社会历史原因

之外，无不体现着文化意向上的追求和释放。彝文书法起源历史悠久，但关于彝文书法起源的年代，犹如人们对彝文起源问题一样，尚不

清楚。由于缺乏实物资料，尚不知各个历史时期彝文书法是如何演变的，现所见彝文书法实物多在明、清为早。历史分期上分为明、清和

现代彝文书法三个阶段。从所见的历史文物资料来看，明代最能代表彝文书法水平的是乌蒙山水西地区遗存的明代墨迹和云南武定、禄劝

罗婺部所遗存的墨迹。这个时期的彝文书法材料多为金石彝文和木刻本经书。主要代表作有铸于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的《成化钟铭

文》、刻于明嘉靖12年（1533年）《禄劝镌字岩》、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贵州《新修千岁衢碑记》以及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年）立

的《水西大渡河建桥碑》，该碑有彝文1972字，是现存碑文中字数最多的，内容大多叙述彝族默部历史。另外有代表的还有流传在武定禄

劝彝区，成书于明正德年间十二年（1517年）的木刻本《劝善经》，全文有22900字。这些彝文书法多出在彝语东部方言区（即云南、贵

州），由于方言相同，书法风格基本上保持一致，在金石或木刻上，明朝的彝文书法多近似于汉文的楷体风格。清朝乌蒙彝区的彝文书法

在明朝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从总体上来看，清朝的彝文书法仍然以乌蒙彝区占主体地位。四川彝区清朝时期也有部分代表性作品，哀

牢彝区的彝文书法在清朝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主要原因是，明、清时期，哀牢彝区的封建统治者为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曾在临安府

（今云南建水）、广西府（今云南泸西）等府所在地举办彝文学校，培养彝族人才。在府站实行“乡员”考试制度。设有汉文和彝文考试

堂，汉文考“乡员”，彝文考“毕摩”（即彝族祭师）。在开办彝文考试制度初期，铸造了不少毕摩铜玲，凡在中试者颁发毕玲加封为毕

摩，使毕摩成了有地位的彝族知识分子，在这种背景下，彝区纷纷办起了彝文学校，许多彝族弟子入学校接受彝文的正规教育，彝文及其



书法水平得以很大的发展。现在所见的清时期的云南哀牢彝区彝文书法代表作品有如流传于元江的四八于同治乙丑年（1865年）刊刻的

《色尾处莫》，全书160页共24000个彝文字。内容为彝族伦理、道德等。另外有代表性的彝文书法作品有流传在云南石屏彝区，于乾隆五

年的《彝文布告》。此布告为彝、汉两种文字，彝文从右至左直书，共同400余字。彝汉文字体为木刻楷体。该时期四川彝区的彝文书法

主要代表作品是木刻本《玛牧特依》（即教育经典），此木刻本为两个时期完成，上半部完成于清朝末年，下半部完成于民国初期。该时

期的彝文书法作品与各地彝文无大的差异，仍以楷体为主，但在用料上存在不同而造成不同的书法特点，如碑文书法的横、竖、弯、勾笔

画略有曲线，笔画有粗有细；而木刻彝文书法则以直线为主，笔画粗细一致。清以后彝文的使用，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较之以往有更

广泛的使用。因而彝文书法的数量也比过去的多得多。以云南彝区为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经济好点的彝人家死了人，通常要立

墓碑，墓铭多以彝文为主；深山密林的岔路也有用彝文写的《指路碑》；村民修路、兴修水利等大功告成后，也要用彝文刻下《功德

碑》。类似的碑文都是有计划、有准备的制作，彝文的书写也是请有一定功力的人撰写，这一时期的彝文书法已逐步走向成熟。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自己选择和使用民族文字的自由和权利。许多地方的彝族自治政府机关的牌匾、印签、文件、公文

纸、公告、纪念碑等都使用彝、汉两种文字。这一时期的彝文书法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该时期最有影响的彝文书法家以贵州彝学老专家罗

文笔为代表的罗式体彝文书法。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彝文书法发展迅速，一些地方政府机关（团体）多次组织彝文书法展览，

向社会广泛征集彝文书法作品，如中央民族大学包括我在内的部分彝族教师曾组织过全国性质的彝文书法展览，发表从云南、贵州、四

川、广西、北京等地征集彝文书法作品400多件，其中的优秀作品经装潢后发表在北京文化宫、四川等地巡回展览。收到了积极的社会效

益。此外云南、贵州、四川等彝区还多次举办了彝文书法大赛，出现了不少的优秀的彝文书法作品。这些活动都大大促进了彝文水平的提

高，涌现了大批的彝文书法的业余爱好者，我算是这个时期的一个业余的彝文书法爱好者了。现在的彝文书法有按传统书写的，有推陈出

新的、也有创立新风格新流派的，新的优秀彝文书法作品正层出不穷地推出。普驰达岭：业余从事彝文书法的创作，你已积累了不少经

验，作为坚守彝文书法的耘者，有不少体会与感受吧？儒觅弘博：是的，书法是以文字为表现对象的线条造型艺术，“文以载道，书以写

情”。彝文书法作为一种文化范畴的艺术形式，我一直以来力求从艺术本体论出发对彝族文字及其书法在内在的品质以关怀和探求中寻找

突破。我十分赞同中国书坛的青年书法理论家吴振锋所发出的“文化回归”和“心灵超越”的呼唤。他以山里人特有的执着、质朴与沉

稳，对当今中国书法发展现状的沉思和品评，已越来越引起了当代书坛的关注。尤其是以《心灵的选择》、《心灵的自由》，以及新近完

成的《心灵的救赎与超截》三篇力作所构成的“心灵三部曲”，不能不说是将其对新时期书法文化建设意向的反思与探索推到了一个新层

面。他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出发，站在艺术哲学的立场上，以理性目光，运用心理学、哲学、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原理，全面审视和

分析了新时期书法发展的文化情景、历史机缘，书法文化观念的嬗变，书法语言的变化，审美心态以及书法作为诗性文化的可能性空间。

他所强调的“书法的发展必然是从心灵走出牢笼迈向自由的自觉的文化行为”。“当书法家的创作之灵一度走出而忘返时，我们有责任呼

唤它回到母体”，以追求书法艺术对人的本质意义的表现、灵魂的升华和心灵的自由。而这种文化意义上的反思与企盼，不仅对于那些意

欲追求“真正意义上”的书法艺术，而至今仍在“物”与“技”层面上奔波的芸芸众生来讲，无疑是一次灵魂的召回，更重要的是对21世

纪的书法文化建设倾注了一种最为现实的关切。彝文书法作为彝族本土文化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我对这门文化范畴上的本土艺术的创作

体会和感受同样如此，无论你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彝文书法爱好者，对待本土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要从细部审视彝族文化最深邃的底蕴

沉淀的东西，才能在古老的彝文经卷背后找寻到我们祖先神秘而可以昭示后人的创作源泉和力量，使回归母体的彝文书法艺术创作高高站

立于我们祖先承传下来的肥沃土地上，成为一个有骨质和肉灵的彝文书法艺术的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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