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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文是当今惟一活着的世界六大古文字 

    近日，笔者阅读到世界文化地理研究院（香港）赵德静的署名文章《古彝文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

一文。这是香港世界文化地理研究院，邀请香港世界遗产研究院、中国无形资产研究院、亚太人文与生态

价值评估中心等权威机构合作，共同组成的“古彝文与世界古文字比较研究课题组”，经过多次进行研讨

后得出的结论。根据《世界古文字珍稀遗产价值体系——试行体系》，该课题组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世界古

文字进行总体评鉴后，彝族文字的总分值排名第一。 

  

  为了加强人类古文字遗产的拯救、研究与保护，香港世界文化地理研究院，邀请了两岸有关专家学者

和各界人士参与讨论，连续三次召开“中国古彝文申报世界记忆遗产（香港）研讨会，最后于2009年8月

22日在香港正式形成《中国古彝文在世界古文字中的价值地位评鉴与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建议报告》。 

  

  该评鉴与建议报告一个阶段性的评鉴结论是：中国古彝文可以与中国甲骨文、苏美尔文、埃及文、玛

雅文、哈拉般文相并列，而且可以代表着世界文字一个重要起源。课题组还通过以上这份《报告》，提出

了中国古彝文依托主要历史方言区整体申报世界记忆遗产（世界记忆工程名录）的建议。 

  

  该课题组组长、世界文化地理研究院秘书长吴淳说，《中国古彝文在世界古文字中的价值地位评鉴与

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建议报告》，是依据世界文化地理研究院独立研制的《世界古文字珍稀遗产价值体系—

—试行体系》中有关指标、方法、流程，依托和参考大量专业性、史料性、考古性彝族文字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而完成的。 

  

  《中国古彝文在世界古文字中的价值地位评鉴与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建议报告》课题组，依据保护人类

珍稀文化遗产的主旨精神，遵循系统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公正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形成了古彝文字

专项评鉴指标系统，以六项内核评鉴单元构建了研究评鉴矩阵模型。 

 

  课题组对古彝文研究评鉴系统主要从古彝文的生命力——“长度”、古彝文字的影响力——“宽

度”、古彝文字的文化力——“厚度”、古彝文字的传承力——“活度”、古彝文字的稳定力——“定

度”、古彝文字的价值力——“值度”等六个维度对彝族文字进行了全面、科学的定量与定性评鉴。 

  

  该课题组选取了全球公认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世界古文字进行比对参照，如苏美尔文字、古埃及文字、

中国甲骨文、古玛雅文字、腓尼基文字、哈拉般文字、阿拉姆文字、伊特鲁里亚字母等；选取了香港发现

的贵州毕节地区《彝文字典》（1978年手抄油印版）作为彝族文字样本，与选取的世界古文字、国内4个

考古区的远古文字文化符号进行对比；从上百篇专家学者论文中精选了14篇国内外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献

资料作为参照佐证。 

 

  从文字长度——生命力指标评鉴分析认为，支持中国彝族文字走过10000年以上时间“长度”的观点

在学界上比较认可。原始古彝文的创制和出现时间大致可推算为7000-10000年或以上。 

  

  从文字的宽度——影响力指标评鉴分析认为，彝族文字曾在中国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根据最近国内

相关考古研究成果的新闻报道，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发现了古彝文刻画符号。截至2008年12底，中国考

古工作者已在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东、陕西、甘肃、山西、青海、西藏、新疆、北京、上海、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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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海南、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内蒙古、宁夏、台湾、香

港等29个省、市、区考古发现或陆续出土了大量刻画在陶、石、骨器、岩画、服饰上的古夷（彝）文字

“刻画符号”。课题组认为，古彝文的足迹在远古时期与中古时代曾经覆盖中国90%以上地区。通过对比

研究，发现4000多个甲骨文中有600多字与彝文的形义相同。 

  

  此外，该课题组认为，法国境内阿尔卑斯山脉中的10万幅左右距今3500年以前的岩画，许多牛耕图案

及描述表达的意思，与云南九乡崖刻的图像几乎完全一样。云、贵、川、桂的许多彝族毕摩和古彝文字专

家能够用彝族文字解读被称为世界古文字苏美尔文字、腓尼基文字、阿拉姆文字、伊特鲁里亚字母、塞浦

路斯字母中的一部分。贵州省毕节地区还有不少学者也能部分解读出距今数千年的世界古文字。 

  

  在国内，彝族许多毕摩和古文字学者能够对中国甲骨文、西安半坡彩陶刻画符号、三星堆巴蜀图谱、

印度考古出土的古印章、复活节岛石像文字等等，都能够进行一定的语法、语意、字义上的破译解读。这

些，活生生地提供了彝族文字能够与世界上其他古文字对话交流、可能是世界文字一个重要起源或重要同

源的现代例证。 

  

  从文字厚度——文化力指标评鉴分析认为，历史上中国少数民族曾创制并使用过的30几种古文字中，

古彝文是其中文字与文献数量最多、体量最大、底蕴深厚、内容丰富、体制完善而成熟的古文字。彝文的

典籍涉及社会各个层面且内容非常宽厚。从文字的厚度与文化力上看，彝族文字可谓在世界古文字中首屈

一指。根据统计，彝族文字是世界文字中字数最多、体量最大的古文字。目前，《彝文字集》共收录彝文

单字87046个，而世界古文字没有一种文字能够达到这样的体量。因此，课题组认为，彝文真正体现了能

完全承担彝语言载体的功能，是发育比较成熟、稳定和具有厚实饱和度的文字。 

  

  从文字活度——传承力指标评鉴分析认为，古彝文与其它任何古文字相比的优势在于“活”，尽管其

它古文字都一一不复存在，其它世界上的古文字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属于消亡类型或整体形制过渡变化了

的文字，而古彝文至今还鲜活在人间，被当代彝族人等活学活用。课题组认为，有万年历史的古彝文至今

依旧保留古代固有型制在中国大西南比较广泛的地区活态传承，实属人类文字发展历史上的奇迹。彝族语

言文字的活态教育仍在现今彝族方言区普及，这是一项最重要的文字活度——传承力体现，反映了政府对

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导向。双语教学是彝族文字得以保护传承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从文字定度——稳定力指标评鉴分析认为，围绕古彝文历史、特征、体制、人类贡献率等诸多方面所

表现的文字定度——稳定力来看，中国目前有800多万人口，国外彝族人口已有近100万。长江、珠江上游

流域是彝族的主要生息片区。彝族人口众多，生息地域广泛，历史上曾经建立过自己的国家，文化底蕴十

分悠久而丰厚。课题组认为，彝族文字发育很早，彝文古籍不仅收藏量大，而且富有特色，形制稳定。彝

族文字与包括中国甲骨文在内排列前茅的世界文字具有同源性，发展源流均表现出“图画——符号——文

字”的过程，具有世界古文字的形成基础。目前，可证为世界古文字行列中具有高度文化价值的世界古文

字之一；是中华民族古代语言文字瑰宝之一，是世界古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文字值度——价值力指标评鉴分析认为，全世界大约有2500种语言面临灭绝。相比之下，中国彝族

文字所表现的极强的生命力、影响力、文化力、传承力，令人震撼。课题组认为，世界六大古文字，目前

只有古彝文一项还在中国西南彝族地区存活、传承、使用，是活化的文字遗产，其余五种早已经“作

古”。该课题组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彝族文字如不加强保护和合理研发利用，也可能面临传承困难。

因此，课题组呼吁，将彝族文字申请列入世界记忆遗产等级加以保护，刻不容缓。 

  

  台湾学者、世界遗产研究院副院长高明达博士说：“参加研究彝族文字，越深入越觉得彝族文字非常

古老而有生命力，非常恢宏而有传承力，当今活用的彝族文字，自古以来体制形式变化不大，不仅是彝族

同胞的文化遗产，也是两岸各民族共同文化遗产，是世界级别的记忆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该课题组总指导、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副会长、香港世界遗产研究院执行院长乔惠民说：“中国古

彝文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靠了诸多过硬的历史数据及其它专家既有研究成果作支撑。相信在继续获得

大量充分数据、论据的支撑下，中国古彝文，包括彝族文字文献整体申报世界记忆遗产，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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