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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坡芽歌书是壮族文学百花园里的奇葩，她生长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这块神奇的土
地上，以其别致的结构、浓缩的表征、丰富的内涵、特殊的传承而引人瞩目。
目前发现的坡芽歌书虽然仅仅81个符号，但她在世界文字的丛林里独树一帜。
文字作为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其主要特征是有相对稳定的形态，记录并传达词素和词的音形
义，可以在不同的结构中流动和反复出现，是扩大语言在时空上的交际功用的文化工具。
人类的文字通常分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三种类型，一般而言，文字都是一字一意的。
坡芽歌书具有一般文字的特征，如有稳定的结构.表达固定的音形义，扩大语言的时空传递。
但坡芽歌书又与一般文字符号不同.是迄今看到的一种罕见的文字符号，很难完全纳入上述三种文字类
型，大多数表形是象征性的.与内涵没有紧密的关联；所表的意常常是一首歌中的部分意蕴，并非是整
首歌的意，不直接表音。
也就是说.坡芽歌书字符的结构与歌的内容有一定的联系.但所表达的音形义是间接的、象征性的，而
不是直接表形、表意.更不直接表音，每个符号代表的是一首壮族情歌.即一个字符代表一首情歌。
短的字符代表4行，20字；长的达30行，150字。
这种字符是不能流动的，她与其所代表的那首歌的关系是固定的，确定无疑的。
也就是说，坡芽歌书字符是一种高度浓缩的字符，她把一首情歌的全部音形义都浓缩在一个简洁的符
号里。
从这里可以看出，坡芽歌书字符在一定意义上颠覆了传统的文字定义和特征，说明人类文化异彩纷呈
，常令名家措手不及，也让名家思考，我们对客观世界的种种定义、范畴是不应该凝固的。
坡芽歌书字符给语言文字学家提出了新的课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坡芽歌书字符的意义的外延远远超过她所记录的81首情歌本身，世界又多了一种少
见的文字符号。
　　坡芽歌书产生的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是一块壮族文化丰富多彩的神奇土地。
这里山清水秀，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树木葱茏，花繁叶茂，四季如春.物产丰富。
壮族祖先是这块土地最早的开发者.这里是壮族最早孕育稻作文化的地区之一。
长期的稻作农耕，磨练了这里壮族百姓温和内向、吃苦耐劳、勇敢顽强、团结互助、富于创造的民族
性格.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这里的民歌如百花灿烂，开遍山山岭岭，壮人以之抒发内心的激情，得心应手。
这里的壮剧响彻千山万峒.是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园地里的奇葩。
这里的民族风俗浓醇，当人们到圩场上去，那多姿多彩的民族服饰，令人目不暇给，是现在壮族地区
不多见的⋯⋯正是这样深厚的文化土壤，孕育出了坡芽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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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富宁壮族坡芽歌书》（以下简称《坡芽歌书》）是流传在云南省富宁县壮族地区，以原始的图
画文字将壮族民歌记录于土布上的民歌集。
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惟一用图画文字记录民歌的文献，由81个图画文字构成，其笔法简洁、形象，每
一个图画文字代表一首歌。
整部歌集记录了一对青年男女从相遇到相识、相知、相恋并相约白头偕老的情感历程，曲折婉转，情
真意切。
诗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壮族文化内容，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壮族人民的劳动生活以及多姿多彩的民风民
俗。
这些民歌每首皆独立成篇，以壮语北部方言演唱，男女相对，一唱一和；句式多为五言，每首四句或
数十句不等，以首尾韵、腰尾韵和尾韵为主要押韵方式，韵律严密和谐；其中每每运用流传于右江流
域壮族地区的“分达捞”、“分标”、“分呃哎”、“分戈麻”等壮族山歌小调形式，曲调抒情优美
，鲜明体现了壮族作为稻作民族的诗性思维特点和艺术表现技巧，具有十分浓郁的民族地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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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可见扁担、斧头并不只是一般的生产工具，还象征着爱情婚姻生活。
　　第二，反映了稻作民族生产生活特点。
如第十首和第十一首。
画面画的是枫叶，透射出的却是稻作生产的规律。
正月枫芽发，该是撒秧播种的了，二月枫叶绿，秧苗已长绿，快来拔嫩秧，移往稻田栽。
　　第三.反映了居住和服饰文化特点。
如第十五首，歌中女子自述自己没有人爱，变成了独居耳房的老姑娘。
这种耳房，是百越民族干栏式建筑中特有的，一般情况，耳房房门独自开，不直接通往正房.通常是家
里面的未婚男女居住。
再如第四十一首《裙子》、第七十七首《三趟》，反映了如今业已消失的以“短衫长裙”为主要特征
的富宁古代壮族服饰文化。
　　此外.歌书里面还大量反映了饮食文化、丧葬习俗、宗教信仰习俗等，如第七十八首《田地》、第
八十一首《双生笋》、第二十八首《流血的手》，所反映的就是上述几个方面的文化特点。
　　总之，《坡芽歌书》有着十分广泛的研究空间，有待于今后文字学家、民俗学家进一步研究。
　　四、关于《坡芽歌书》的编译整理工作　　经黄建明研究员的推荐，中央民族大学非物质文化遗
产中心十分重视《坡芽歌书》的搜集整理工作.于2006年11月与富宁县签订了合作协议，决定将《坡芽
歌书》列入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系列丛书之一.要求于2007年尽快完成翻
译整理工作。
中共富宁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此项工作，于2006年9月分别成立了《中国富宁壮族坡芽歌书》保护与
开发领导小组和《中国富宁壮族坡芽歌书》编委会，组织人员着手进行翻译整理工作.经过近两年的努
力，至2008年3月，编译工作已经终稿并交付出版。
本书的译稿由四个部分组成。
一是国际音标记音；二是壮汉语对应直译；三是汉语意译；四是拉丁壮文转写。
关于壮文转写，由于壮语方言差异，壮文并不按标准方案转写，而是在标准方案的基础上，相同或相
近的音尽可能使用标准方案，对于标准方案无法转写的，即结合富宁壮语土语实际，作了适当的增补
。
编译本书，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尽可能保持原意，对译部分力求做到壮、汉语准确对应翻译.意译部分
力求准确表达民歌原意。
当然，由于汉壮语言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尽管我们作了很大的努力.很多语句仍然很难做到准确表达原
意。
再者，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颇感力不从心，词不达意，好在我们编译这本书的初哀本来就是做基础性
的工作，以此吸引更多的专家、学者来共同关注《坡芽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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