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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护研究“活着的象形文字”水书取得积极进展

[ 作者 ] 石新荣 

[ 单位 ] 新华网 

[ 摘要 ] 新华网2007年2月１日电记者从贵州民族学院贵州水书文化研究院获悉，目前，贵州全省已经征集水书15000余册，并分别成立了专

门的水书抢救领导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水书保护研究取得积极进展。在中国56个民族中，有17个民族有自己传统的文字，水族是其中之

一。水族主要聚居在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现有人口40余万。水族的文字水书和纳西族的东巴文，是世界上依旧活着的象形文字，具有

极高的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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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2007年2月１日电记者从贵州民族学院贵州水书文化研究院获悉，目前，贵州全省已经征集水书15000余册，并分别成立了专门

的水书抢救领导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水书保护研究取得积极进展。在中国56个民族中，有17个民族有自己传统的文字，水族是其中之

一。水族主要聚居在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现有人口40余万。水族的文字水书和纳西族的东巴文，是世界上依旧活着的象形文字，具有

极高的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据水书研究专家、贵州民族学院贵州水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潘朝霖介绍，近年，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荔

波县、三都水族自治县、独山县、都匀市等水书文化遗存丰厚的地区，相继把水书文化的抢救保护作为当地文化兴州、兴县的特色项目，

成果不断。“水书习俗”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在三都水族自治县、荔波县和贵州民族学院的支持下，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四川民族出版社斥巨资出版了160册《中国水书》影印本，为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水书文化研究提供了良好条件。 此外，课

题申报成绩斐然，贵州民族学院的水书文化研究已获50多项成果，其中《水书抢救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象形文字的最后领地－－水书

解读》以及《释读旁落的文明——濒危水族古文字与古汉字的对比研究》等三个课题，分别获得国家社科规划基金立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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