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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里的贵州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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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布依族古文字档案：
借汉字形体载布依之魂

布依族自称“卜越”，是先秦百越民族
“骆越”的一支，早在 1 千多年前，已在今
贵州南部和广西北部珠江水系一带繁衍
生息。很短一段历史时期，布依族被认为
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以至于政
府有关部门在1956年组织专家创制了以
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布依文，并在一些布依
族地区试点推行。2009 年和 2010 年，10
部布依文古籍接连入选第二批和第三批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布依族古文字被发
现并被国家正式认定为“布依文”，被列入
国家文化工程“中华字库”的课题，布依族
也成为我国拥有传统民族文字的18个少
数民族之一。

布依族古文字以汉字为架构，融入布
依族语言的语意、思维概念组合而成，其
读音、含义均与汉字不同，主要包括借源
字和自创字两种，目前已发现自创字400
多个。布依古文字兼具汉字形体结构和
布依文化内涵，其与汉字的相似之处在
于：字形结构同为方块字，同为表意字，且
造字法大体依照象形、指事、形声、会意、
转注、假借“六书”方法。

学界认为，布依先生是布依古字的创
造者。布依先生也被称为“布摩”“摩公”
等，在聚居范围内负责祭祀等族群信仰类
活动。布依古文字由布依族先生祖辈传
承，代代口授心传，是古代布依先生的自
创字，系表意的方块字，只能用布依语读
音、只有布依先生能够识读的一种少数民
族文字，在音、形、义上自成系统。汉语字
典从不收录，汉话不能识读，汉族不解其
意，只流传使用在布依族地区。大约从唐
宋时期开始，源于民间祭祀、民俗传承的
需要，布依先生结合族内语言、族内流传
的文字符号和所学习到的汉字，不断创新
和更新布依方块古文字，将最初口耳相传
的内容手抄成书，形成布依文古籍。布依
先生也是布依文古籍的传承者，布依文古
籍多由布依先生世代相袭、口传心授，仅
能通过布依语识读。

基于布依文古籍的贵州布依族古文
字档案，俗称“傩书”“摩经”，是布依族民
间广为传播和使用的一种活态传承的民
族文化典籍，主要记录了各个聚居区域布
依族人民的活动仪式、算命推演、祭祖敬
神、故事传说、唱本法咒等方面的内容，记
述了对祖先、自然和诸神的崇尚，倡导惩
恶扬善、孝敬父母等传统美德，承载布依
族核心文化基因，是研究布依族民族文化
的重要文献。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
队档案：医者仁心缝合战火创
伤的记忆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简称
“救护总队”）是抗战全面爆发后组建的一
个民间性的医疗救护组织，其主要工作任
务是：对外与国际红十字会和海外援华团
体取得联系与支持，完成抗战中的医疗救
护工作。对内向中国红十字总会汇报工
作，指导全国各战区医疗队的医疗救护工
作及解决各医疗大队部提出的重要问
题。总队部掌握全体医务、后勤各方面人
员的任、升、调、免职等人事权。救护总队
部内设有业务、总务两处及技术室。由于
战区不断扩大，救护总队又将原来的两处
改为一室四股，即总队长室、医务股、材料
股、运输股及总务股。下设三个诊所、一

个疗养院、三个战区医院。迁入贵阳图云
关后，医疗大队增为9个，中队40个，区队
94个，手术队9个，各队均以战区划分。此
外，救护总队有来自全国各地多个医学领
域的专家学者及苏联、德国、英国、波兰等9
个国家的医生组成的国际援华医疗队，本
着“救死扶伤、博爱恤兵”的精神，做了大量
有益的工作。

救护总队于 1939 年 2 月迁驻贵阳图
云关，至1945年抗战胜利后撤离。救护总
队在图云关的 6 年间，世界各地援华医疗
物资从图云关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日前线，
受过专业培训、满腔热血的医护人员从这
里奔赴抗日战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
救护总队全力救治军人与平民，开展卫生
防疫和医学教育，不仅在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独特作
用，也为战后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培养和
储备了大批人才，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医学
在中国的发展。山高林密、地势险要的图
云关逐渐成为全国抗战救护的指挥中枢、
医护人才的培养中枢，以及世界援华医疗
物资的集散中心。1946 年 5 月，奉中国红
十字总会命令，救护总队正式宣布解散。

贵州省档案馆、贵阳市档案馆馆藏中
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档案共计 4098
卷，是目前发现的体量最为庞大、内容最
为系统的救护总队抗战救护档案史料，真
实全面记载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
队的历史沿革、组织章程、工作报告等，对
于系统研究历史、开展抗战史研究与交
流，有着重要作用。此外，中国第二历史
档案馆也藏有不少有关救护总队的档案。

贵州毕节彝族古文字档案：
记录方国历史，反映彝族特色

彝族古文字，汉文史志称之为“爨文”
“韪文”“倮文”等，是一种古老的、自成一
体的自源文字。关于其产生的时期，现在
学界还没有定论。但据考古发现，西安半
坡遗址出土的土陶器及残片刻划符号、洛
阳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刻划符号、广安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枝上的古蜀图语、邹
平丁公遗址出土的龙山时代晚期陶文、威
宁中水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期陶器刻划
符号等，都与古彝文相同或非常近似，并
且大部分可以用古彝文释译。

彝族古文字档案绝大多数为存世孤
本，以羊皮、牛皮、麻布等为封面材料，记
载了西南地区彝族人民的发祥、发展、迁
徙、分布以及与各兄弟民族和睦相处，内
容涉及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医
学、算术、生物等，反映了古代彝族同胞对
宇宙和万物起源的认知，以及共同巩固西
南边疆稳定、维护祖国统一的重要历史。
同时，档案中还包含彝族数千年发展历程
中形成的远古文化、民族政权方国文化
（如古滇国文化、古夜郎文化、古蜀国文
化、古罗殿国文化、毗那自桤国文化）、土
司文化（如水西文化、乌撒文化、普安文
化）等丰富内容。

贵州毕节彝族古文字档案中的《宇宙
人文论》《彝族源流》等，是国内外具有重
要影响力的彝族古籍珍品，还先后入选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其中，清道光年间
抄本《宇宙人文论》是彝文古籍中的哲学
名著。该书阐述了彝族先民对宇宙起源、
人类起源、万物的产生和发展变化的认
识；论述了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天文历
法、属相、气象、人体部位和气血经络；解
说了彝族亥启（八卦）、天数、地数，该书贯
穿清浊二气发展变化、形成天地万物和人
类的基本观点，用清浊、翁迤（五行）、干

支、亥启（八卦）解释宇宙、人体、天文历
法。《彝族源流》（清道光年间抄本）则为彝
文古籍中的历史名著，该书以父子连名谱
为线索，以哎哺氏道安坤 485 代世系谱牒
为脉络，叙述了彝族起源、迁徙、发展、政
治、经济、文化等情况，记述了天地形成、
万物产生、自然变化、人类变化以及彝族
创造的丰富的文化、周全的礼仪，歌颂了
彝族人民创造的历史业绩，总结了人类在
社会发展中的斗争精神。

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档
案文献：见证民国贵州战时经
济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华北、华东沦陷，军需
民用物资紧缺，亟需开办实业，“开发贵州
资源，协助西南建设”提上议事日程。位
于西南大后方的贵州凭借区位优势，迎来
战时经济发展契机。时任贵州省政府主
席的吴鼎昌邀国民政府经济部、中国银
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单位参加
投资，1939年6月成立了“贵州企业股份有
限公司”。

据贵州史学家史继忠介绍，当时贵州
最缺的是资金和技术，如何利用战时机遇
将资金引入贵州，如何把若干内迁企业的
力量整合起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兴起的近
代企业集团、亦是当时贵州最大股份制企
业的贵州企业股份制公司担当起了重任。

该公司前后经营达10年之久，以其雄
厚的经济实力、技术优势和近代经营管理
方式，对贵州的商业贸易、资源勘探、资源
开发、物资和信息交流、人才引进等方面
都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贵州企业股
份有限公司对贵州近代经济的发展产生
了很大的影响，它所维持下来的近20个工
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贵州工业
建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该公司的组织
形式、经营方式，尤其是它的股份制构成、
股额的分配和股权的管理等问题，至今仍
有研究和借鉴的价值。

“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档案文献”
涵盖贵州企业公司发展概述、档案资料、
大事记、贵州企业公司董事监察人等主要
管理人员简介等内容，对于深入开展民国
后期贵州地方史和各专门史的研究，全面
了解该时期贵州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概况，
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仡佬族史书《九天大濮史
录》：解开西南地区诸多民族文
化之谜的一把钥匙

遵义“仡佬族史书《九天大濮史录》”
为1916年手抄本古籍，是全国孤本。该书
线装四卷合订，共 511 页约 10000 余字，书
写形式独特，每页双文并列竖写5列，一列
是朱砂书写的仡佬族古文字符号，另一列
为黑墨书写的汉字译文。该文献档案结
束了仡佬族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说法。
文献档案内容丰富详实，从天、地、人起源
开篇，记述了仡佬族先民在茶、酒、种子、
婚配、家、法、国等方面的发明创造与物事
起源，主要记载了仡佬先民的起源、建国、
治国理念、兴衰经过，与中原王朝的交融
情况，以及南宋以前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对
仡佬先民的评说。

此外，文献提及了牂牁国、夜郎国建
立的背景、经历的时限、大致范围，是研究
西南地区古代文明的起源、夜郎的兴衰以
及解开西南地区诸多民族文化之谜的一
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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