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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貴州南部有一個被稱為「像鳳凰羽毛一樣美麗
的地方」，那就是全國唯一一個水族自治縣——
三都。記者行走其間，步入農家，討頓飯菜解

饑，熱情的主人連忙遞上碗筷和杯子，口
頭竟稱之「『箸』與『盅』」。

接下來的探訪中，記者更是強烈震撼
於此地鮮活的殷商文化遺存，以及北方
文化融合南方因子後的變異。而活著的
象形文字——水書，更是讓現代人與歷

史的直接對話成為可能。

水族神秘符號
罕見文化遺產

貴州水書文化研究院副院長、水族學者潘朝霖是當
今水書研究的領軍人物，一直致力於挖掘整理與挽救
水族文化，言稱「既有志於此，雖九死其猶未悔。」
在他的陪同與解譯之下，水家波瀾壯闊的民族史詩及
其深厚悠遠的文化積澱，漸漸現於記者眼前。

據潘朝霖介紹，水族不僅有自己獨立的語言——水
語（屬於漢藏語系、壯侗語系、侗水語支），而且創造
了本民族獨特的文字。水族人將自己的文字和用這種
文字寫成的典籍統稱為le sui，音譯「泐睢」，「泐」即
文字和書的統稱，「睢」即水族自稱，漢譯為「水
書」。

現今，漢民族的口語已經與古漢語有了巨大差異，
但水語還保留了大量古漢語詞彙，且呈南北雜合之

勢。比如，筷子讀「箸」、杯子讀「盅」、性交讀
「媾」、死讀「歿」、屍體讀「骸」、個體葬讀「墳」、群
體葬讀「墓」。

「這屬於水語的『母語遺存』現象，是殷商亡國
後，水家先民由中原睢水流域遷至百越之地形成的語
言嫁接現象。」潘朝霖解釋道。

指事漢字祖先 破譯夏陶符號
因為破譯了大汶口文化與夏陶之謎，水書引發世人

關注。分別於1959年和1963年在山東莒縣和諸城出土
的陶尊，被考古學界通稱為「大汶口文化陶尊」，據推
斷是《連山易》卦，係伏羲所作，距今已有四至五千
年的歷史。陶尊上所刻的圖像極為端正規整，被學者
稱為「象形指事漢字的祖先」。而後有熟識水族古文字
的水書先生辨認出，陶尊上所刻的圖像正是水書中

「日」、「月」、「山」三字的組合體。
貴州荔波縣檔案局專家與資深水書先生，還曾在水

書中找到與夏都24個陶符及臨汝窯10個陶符中的24個
符號相應的文字和水語讀音。利用水書破譯部分夏陶
符號，有助於揭開困擾考古界40多年的二里頭遺址

「夏都」千古之謎。
有專家稱，在世界文字發展史上，被稱為「文字

幼兒」的是水書與納西族的東巴文。作為歷史活化
石，水書提供了文字起源的生動材料，從中可以了
解到古老的造字方法，以及漢族與水族文化的交融
過程。

秦朝統一，隨即進行了「車同軌、書同文」的劃一
改革。僅以秦系文字為母體而發展起來的小篆，在強
有力的政治勢力維繫下得到發展。而在水族文字中，
沒有任何秦篆書體的影子，反而更多是甲骨文的筆
意，以及後來漢文字的楷書筆法與書體風韻。正因如
此，有人給出了「水書乃是模仿甲骨文編造」的論
斷。

潘朝霖指出：「此說嚴重背離史實，水書和甲骨
文、金文都是夏商文化圈中同一母體文化孕育出來的
文化分支，難以斷定誰先誰後的問題。」

被譽為甲骨文之父的王懿榮先生，在光緒二十五年
（1899年）一次購買龍骨治病的偶然機會中發現了甲骨
文。而早在咸豐10年（1860年），被稱為「西南碩儒」
的方志學家、文字學家莫友芝就在其所著《紅崖古刻
歌》及其註釋中對水書有所提及。

「即使假設水書真是清代後仿甲骨文而成，那根本

無法形成一整個古老民族的文化，文化是需要沉澱
的。」潘朝霖有些無奈，又有些憤怒。

全靠口傳心授 傳承面臨斷層
除了文化自豪感，潘朝霖也有深深的憂慮──水書的

運用早已不那麼頻繁，所掌握的人數也急劇遞減，無
論人們是否樂見，水族古文字確實已經走到了消亡的
邊緣。

「一位水書先生，就是水族傳統文化活生生的
圖書館。去世一位水書先生，就是倒掉一座圖書
館。最難的是搶救水書先生腦子中的那部分珍貴
資料。」他說。由於水族文字的發展嚴重滯後於
語言的發展，很多的內容無法用文字記錄傳承，
全靠口傳心授，尤其是絕密部分更是如此，可
見，搶救活的水書「圖書館」的工作，刻不容
緩。

媲美甲骨文專家憂失傳

水族主要分佈在黔南桂北比鄰的龍江、都柳江
上游地帶，相對應的行政區劃為貴州省的黔南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以及廣
西壯族自治區北部的河池地區，在雲南東部的富
源縣一帶也有少量水族散居人口。位於黔南的三
都水族自治縣是全國唯一的水族自治縣，水族人
口接近全國水族總人口的一半。

從殷商亡國變遷的歷史、水族古文字及水書、
水族曆法、水族複雜聲韻母系統、水族語言中保
留 大量的中原古音、水族盛大年節——端節以
及DNA鑒定等資料的研究，可以認定大約在公元
前11世紀殷商亡國之後，水族先民第一次舉族遷
徙。由中原的睢水流域一帶向南遷徙，使水族先
民從殷商的母體文化中分化出來，逐步融入百越
族群之中。

水族先民第二次舉族大遷徙，時間大約在公元
前2世紀，秦王朝一統中國並發兵征服嶺南之
時。這次大遷徙促使水家先民從百越民族中分離
出來，逐步由南溯流向西北遷徙，進入龍江、都
柳江上游地帶，大致形成如今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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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語言學家、音韻學家張為綱教授在《水家來源試探》中寫
道：「今之水家，蓋即殷之遺民無疑。」貴州水書文化研究院副
院長、水族學者潘朝霖以及族人同樣對自己「遠古貴族」身份深
信不疑。

潘朝霖堅信，水族人是殷商之前某諸侯國貴族，後在戰事紛爭
中失勢遷走，其中最有力的證明就是擁有自己獨特的文字語言體
系，「因為能夠創造和使用文字的人一般都是貴族」。在水書水
語的「母語遺存」中，可以明顯看到殷商孑遺、中原睢水流域及
至百越之地文化的痕跡。

另外，文字必須有一個相對固定的社會和文化環境進行呵護。
否則，不會像水書一樣，被一個古老民族廣泛接受，成為全民族
的精神支柱。

水稻種植周期 定一年之始末
潘朝霖向記者列舉出種種傳承古老文化的水族習俗。東漢的

《說文解字》中，「年」釋義「穀熟也」。古書亦有云，「穀熟慶
典曰過年」。現如今，漢族春節的時令與內涵完全不同了，唯有
水族生活中保存 詮釋「年」本義的民族文化活化石——水族曆
法和端節。水曆起源於物候曆，主要是以水稻種植周期來決定一
年的始末及年節的安排。比如，以穀物成熟收割之期為年終十二
月（對應農曆八月），以小季開始種植的月份為歲首正月（對應
農曆九月），並在此期間舉行最盛大年節活動——端節，以辭舊
迎新、慶賀豐收、祭祀祖先、聚會親友、祈禱來年豐收。

列入首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水族馬尾繡被譽為「中國
刺繡活化石」，其特色就是用絲線纏繞在馬尾之外，然後施行各
式繡法，成品古色古香、華美精緻、結實耐用。

「無論是熱愛賽馬這一異於南方民族的傳統，還是姑娘出嫁時
需披一件羊毛皮衣的習俗，都顯示出水族的古老北方記憶。」他
如是說。

水書主要記載天干地支、五行、九星八卦二十八宿

等，演繹水族古代天文曆法、祭祀及預測等活動，是水

族原始宗教文化的百科全書，是華夏古文化寶庫中珍貴

的活化石。

民族壓迫促成「反書」
據統計，現流傳的水書包含異體字約有2,500餘字。水

書造字方法大致分為三類：一類是以圖畫或符號構成的

文字，與甲骨文、金文類似；第二類是象形文字，是在

以圖畫、符號表意的基礎上有所發展而形成的文字；第

三類是借用漢字而造出的字，多為漢字的倒寫、反寫或

側寫，主要分佈在天干地支和少數常用的文字中。

潘朝霖認為，水族文字有反寫現象並不是偶然，而是

三種主因導致的：早期文字本身的異體性、民族壓迫的

逆反性、水書的神秘性（或稱巫文化）。

擇善而從期許美好
水書傳達的哲學思想也是「天人合一」，將自然規律

視為不可逆轉的天道，認為人是萬物之靈，更該懂得茫

茫廣宇萬物生滅的各種玄機，並擇善而從。

「水書所記載的豐富內容和實踐活動，均以『以人為

本、促人向善』為起點和終點，充分體現水族先民憧憬

幸福、嚮往美好未來的審美價值取向。」潘朝霖介紹，

在水族社會中，水族人民的出行、經商、婚嫁、喪葬、

祭祀、占卜等一系列活動，都按水書的規範祈福求安、

趨凶避邪。在水族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水書一直都在很

大程度上指導或制約 水族人的言行舉止，約束 水族

人民的行為、思想。無論是何時何事何種場景，它都具

有很大的趨向性，即「以人為本、促人向善」。

話你知
水族棲地種種

在水族聚居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
治州，許多未解之謎正待人揭。

崖壁會產石蛋
姑魯產蛋崖距三都縣城9公里，

其山腰處的一塊崖壁，每隔30年就
會自動掉落一些蛋狀石頭，神奇詭
秘。產蛋崖「產」下的石蛋直徑一
般30至50厘米，呈青赤色、質地堅
硬，且有明顯的如樹木年輪一樣的
圓形紋路。現存最大的一枚石蛋重
約300餘公斤，截面直徑有60厘
米，水族人 稱「給定王」，音譯為
「石蛋王」。

樹木夜晚發光
一種當地人稱「月亮樹」的闊

葉喬木，葉似手掌，層層疊疊，
一到晚上，茂密的樹葉就會微微
發光，遠遠望去，千萬片樹葉簇
成光團，一如枚枚皓月懸掛於
斯。

草兒聞歌善舞
堯人山有一種珍樹靈草名為

「風流草」，每當聽到情歌，兩羽
葉腋便隨 旋律擺動起來，歌聲
激昂時，葉片還會動情的扭成一
團，恰似一對親密戀人翩翩起
舞。歌聲漸遠，葉片自會恢復原
狀、紋絲不動。

怪
獨立文字體系
證古貴族身份

■勤勞的水族人開墾的梯田。

■會產石蛋的姑魯產蛋崖。

■位於黔南的三都水族自治縣。

■在貴州
發現刻有
「水書」的
牛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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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族的古文字和納西族

的東巴文，是世界上最後

「活著」的象形文字。水

書是水族的身份證，是水

族歷史的濃縮與概括，其

文字符號與夏都陶紋、殷

墟甲骨一樣折射出中國遠

古文明的光輝。而水族保

存完好的傳統習俗和棲息

地的種種奇特現象，更是

為這支從遠古走來的貴

族，蒙上了奇幻色彩。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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