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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人名、地名、年代等信息的考释方法，阐述美馆藏瑶族文献类目设置依据和著录原则，报告著录处理

结果，为大量流失于境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献的抢救性整理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海外瑶族手抄文献 美国国会图书馆 抢救性整理 著录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0890 ( 2018) 05 － 118 － 08

流散在境外的瑶族文献有万件之多，多为瑶

族民间世代流传的手抄本，属于瑶族古籍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范畴。这些文献主要分布在欧美诸国

以及日本、东南亚一带，大部分还尘封于收藏者

的箱底柜间，尚未经过著录整理，更莫谈与读者

见面。笔者有幸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访学期间邂逅

美馆藏瑶族文献，并协助馆方对这批文献进行了

著录整理。此文是对当时工作的总结与回顾，希

望籍此对流散于海外的瑶族文献以及其他民族遗

珍的抢救与整理提供研究思路。

一、美馆藏瑶族手抄文献的抢救性整理步骤

第一步主要是清点庋藏，梳理信息。清点庋

藏以目验为据，在逐件检阅的基础上登记原有标

号，保留原始依据。在对每一件藏品的主要信息

做文字记录的基础上制作登记卡片和电子表格，

把握整理对象概貌。笔者在海外整理文献期间，

制作了 3 万字的文字记录和 500 多张卡片，为信息

处理和文献归类服务。由于瑶族文献中不少都明

显标明清代年号，属于古籍文献范围，美国国会

图书馆馆内不允许复印。故整理时除笔录外，主

要采取图片拍照形式。

第二步是通过卡片类分、搜寻和发现文献的

有效线索，并对其做出初步评估，列出重要藏品，

以便分类处理。笔者将整理对象粗分为三大类:

重要文献、重点整理文献和一般文献。重要文献

为学界和瑶族民间公认的瑶族文献的经典，例如

“过山榜”与《盘王大歌》、年代久远的经书文本、

瑶族“家先单”、 “宗支簿”等家谱、族谱文献。

依照这一划分原则，四册“过山榜” ( 全称《评皇

券牒过山榜防身一十二人》) 、三册 《盘王大歌》、

一册《宗支薄》、一册《冯家先丹 ( 单) 》、乾隆年

间的经书抄本《醮墓式在头，丧家式在尾》 ( 1754

年) 、乾隆四十三年 ( 1778 年) 经书 《度人大部

全卷》等，均被列为重要文献。重点整理文献包

括版本完整、题跋、插图较多、负载重要信息的

写本文献。例如一本光绪四年戊寅 ( 1878 年) 的

丧仪经书 《从人 /财楼科共本》，载有国内瑶族文

献中罕 见 的 纸 扎 人 俑 和 灵 屋 的 信 息; 两 册 载 有

“巫医同源”信息和治疗麻风病药方的 《麻风秘

语》和一本《先伦开启护堂之法》，上有瑶女、法

器、怪兽、七星图、铜柱图、金榜图、九宫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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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符; 七册用于蒙学教育的 《破理》、《九经书》、
《盘古记》等汉字读本，因为抄书人同为一人，提

供了较多的可供比对空间，这些文献在粗分时均

被列为重点整理文献。一般文献主要指以上两类

以外的破损严重、信息缺失较多的手抄本。三类

文献中重要文献优先整理，重点整理文献或优先

查找线索，或与重要文献并案考释，一般文献只

登记主要相关信息，留后处理。

此阶段工作完成后，笔者向国会图书馆提交

了初评报告，报告这批文献的形制、版本、数量、

种类、年代、内容和保存现状，以及文献的历史

价值、民族学价值和民俗学价值①。

二、美馆藏瑶族文献类目设置依据

最初确立美馆藏瑶族文献类目时，可参照的

著录体系极少。当时，国家重点文化工程 《中国

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编辑工作启动不久，包

括“瑶族卷”在内的 55 个民族的卷目均在紧锣密

鼓的组织编辑之中，数年后才陆续问世②。国外可

供参照的著录体系也不多。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

部收藏的海量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大多数处于

未整理状态，只有一份由国内学者朱宝田先生所

做的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纳西族文献目录 ( 中

文) 。东巴文为现存的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文文

献与汉文体系的瑶族文献在著录上有较大的差异

性，两者可借鉴的成分不多。

境外瑶族文献的分类目录索引仅有德国和日

本做过。

德国学者整理的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馆

藏瑶族手本目录 ( 德文) : 其一为托马斯·赫曼，

迈克尔·弗里德里希 1999 年编辑的 《神的信使

———中国南部、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的瑶族

宗教手稿》。其二为上述作者 2004 年编辑的 《瑶

族手稿 － 第 1 集: 慕尼黑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

品》。前者为瑶族手稿展览时所使用的图录，该图

录从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馆藏 2776 件瑶族文献中

择选出《评王券牒 “过山榜”》、 《盘王大路歌》、

《贡筵红楼秘语》、 《李家宗支图》、 《看病书》、

《九经书》等，加上神头 ( 纸质面具) 、神厄 ( 纸

质头冠) 等实物计 55 件进行了著录，对每条类目

做出相应的索引，类目设置有标题、主要内容、

年款、收藏者、尺寸、页码、编号、文本中的小

题目或主要特征等，并配有彩色图片，计 96 页。

但该图录并没有作分类处理，从 55 件文献的编排

上看不出排序规律③。后者为同一收藏机构所做的

更为详细的目录。在前者的基础上，瑶族文献的

目录条目增补至 850 条，多出之前的图录本十余

倍，计 723 页。著录项目包括标题、年款、地点、

收藏者、页 码、编 号、装 订 方 式、纸 张、品 相、

文本中的小题目或主要特征描述、行款、起始句

与结尾句等，按英文字母排序。所提供的著录信

息量较前者大有增加④。

日本神奈川大学瑶族文化研究所 2014 年编辑

的《南山大学人类学博物馆馆藏上智大学泰国西

北部瑶族历史文化调查团收集文献目录》 ( 神奈川

大学大学院历史民俗资料学研究科编辑，2014． 3

内部资料本) ，整理出日本学者白鸟芳郎上世纪 60

年代在泰国收集的瑶族文献 160 余件，所著录项

目与德国版基本相同，但是增加了每册书的相关

照片，这一点对研究者查阅来讲，非常直观和方

便⑤。由于日本藏目录较德藏目录晚出，又属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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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 He Hongyi，Lily kecskes Ｒeligion，Ｒituals And Ｒhymes: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Newly Acquired 241 Yao Docu-
ment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Asian Division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braries No． 145，June 2008．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瑶族卷》编委会编辑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瑶族卷》直到 2014 年 5 月

才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而到流通发行领域与读者见面，则又有一段过程。
Botschaften an die Go tter: religio se Handschriften der Yao : S dchina，Vietnam，Laos，Thailand，Myanmar / heraus-

gegeben von Thomas O． Ho llmann und Michael Friedrich; mit Beitra gen von Lucia Obi，Shing Mu ller，Xaver Go tzfried． Wiesba-
den : Harrassowitz，1999． ( Library of Congress call number: DS523． 4． Y36B68 1999．

Handschriften der Yao /herausgegeben von Thomas Hollmann; mit Beitragen von Lucia Obi，Shing Muller，Xaver Go tz-
fried． Teil 1． Bestande der Bayerischen Staatsbi － bliothek Munchen : Cod． Sin． 147 bis Cod． Sin． 1045． Stuttgart : F． Steiner，
2004．

参见日本神奈川大学瑶族文化研究所广田律子所长送给笔者的资料本实物。



部交流资料，因此影响并不大。

作为首次出现的境外瑶族文献目录，德国巴

伐利亚州立图书馆馆藏的图录本与目录本具有开

创性意义。它们的出版不仅扩大了海外藏瑶族文

献的影响、方便了外界对境外瑶族文献现状的了

解，还为境外瑶族文献目录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但是由于中德两国文化背景和文化习惯不同，瑶

族手抄文献多使用汉字夹杂着难以辨识的瑶用俗

字来抄写书名，且存在一书多名的特点，这些复

杂的情况增加了境外人士对瑶族手抄文献篇名著

录的难度，海外瑶族文献著录上的得失也是显而

易见的。

以书名为例，瑶族经典 《盘王大歌》版本众

多，别称各异，抄写时随意性强。仅 《盘王大歌》

就有《盘王大路歌》 《大路书》 《小路歌》 《大

( 小) 流乐书》《琉罗歌》等多种异名。瑶族蒙学

读本《九经书》，又名 《初开》 《初开抄本》，异

名来源于抄本首句 “初开置天地，置立九经书”

句，境外整理者不知就里，将这些本属同一类型、

内容相同的写本拆散著录，分散排序，是不够科

学的。故海外藏瑶族文献的归类著录还需进一步

改进与完善。

另外，瑶用俗字的频繁使用，也是造成瑶族

文献一书异名现象的原因之一。由于抄书者文化

层次不同、经书习读的师承关系不同、抄写个性

不同，抄书时书写不规范，随意性强，一字多写、

同近音替代、笔画增减、甚至错字、讹字现象频

繁，为瑶族手抄本书名的辨识设置了不少障碍。

例如经书《安龙科》中首字 “安”字经常被写作

“桉”和“荌”，变成了《桉龙科》和 《荌龙科》，

抄书者将“安”用同音的其它汉字替代写出，不

知就里者将其误判为不同类的书; 经书 《判座科》

中首字“判”，通常被写作 “伴”与 “半”，变成

《伴座科》与《半座科》; 经书 《救患科》中首字

“救”，通常被写作“教”，变成 《教患科》，这都

是抄书者使用近音替代方式抄写书名所使然。这

些因抄写习惯造成的同书异名现象，很容易迷惑

境外著录者的视觉。德国瑶族文献的著录忽略了

对瑶用俗字书名的辨识，又采用英文字母列表索

引书名，将明显属于同类的异名手抄本分别著录，

如《判座科》 《伴座科》与 《半座科》会被分别

归于 P 与 B 类，带来分类归属上的不合理。

三、美馆藏瑶族文献类目的确立

遵照国际标准书目著录 ( ISBD) 和中国文献

著录国家标准 GB3792 系列的原则，笔者在总结境

外瑶族手抄文献类目编排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依

据瑶族手抄文献的实际情况拟定了美馆藏瑶族文

献的类目，具体有文献名 ( 包括别名、异名) 、来

源、规格、尺寸、页码、文献抄成年代、文献生

成地点、文献入库时间、编号 ( 包括原有编号和

整理编号) 、所有者、传抄者、特征、注释、备注

等项。

类目的确立是整理者对著录对象悉心考证的

过程，是其在文献整理实践中边考释边思考、悉

心比对、不断补充新信息、不断调整，逐步完善

的过程①。由于瑶族文献属于民间传承文献，具有

“集体性”特征，表现为 “集体创作、集体流传、

反映 集 体 的 意 愿、集 中 集 体 才 智、为 集 体 服

务”。②。有时每一名传播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在原有

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加工、完善，从这个角度说，

千千万万个民间文献的传播者也是文献的加工者。

例如瑶族的“过山榜”与 《盘王大歌》就是数百

年甚至上千年来无数瑶族同胞集体创作、集体流

传的结晶。这类文献是找不到著者和原作者的，

只有所有者 ( 书主) 、传承者和抄书人，这种现象

学界称之为“匿名性”，它们是明显不同于文人著

作的。鉴于此，笔者在这批文献的类目中没有设

立通常古籍文献所具有的 “著者、作者、撰者”

项，而改为“书主”与“抄书者”项。

登记文献年代，属于文献断代之初步。但是

民间文献作为世代相传的文献，一般很少留下具

体生成年代题款，只有抄成年代题款。所整理的

这批 瑶 族 文 献 将 这 种 情 况 表 述 为 “依 古 抄 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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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著录期间，笔者的挚友，原深圳大学图书馆馆长伍宪教授给予了相当专业的建议，在此深表谢忱!

参见刘守华、陈建宪主编《民间文学教程》，何红一执笔的第二章《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上海: 华中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07 年，26 页。



( 誊) ”、“依古传抄”字样，说明抄时尚有古本所

依。笔者在著录时，所依凭的纪年题款，都是文

献的抄成年代款，而非文献所依的原始版本形成

的年代款。所以，类目设置“文献抄成年代”项。
“文献生成地”项。“文献生成地”指该文献

产生地，依据文本所提供的地域信息而定。例如

乾隆十九年的经书抄本 《醮墓式在头，丧家式在

尾》，文中多处提到 “大清云南道开化府”，并具

体提到“永平里”。很明显，该文献的生成地为云

南无疑。再如 《一本斋醮宿啟科》题跋记载 “宣

通 ( 统) 五年甲寅岁”完笔。清代年号只到宣统

三年，公元 1911 年 10 月 10 日，辛亥革命推翻了

清王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从此实行民国纪

年。但是该抄本纪年仍按皇帝年号记述，说明抄

书者远离祖源国，不知帝制已被推翻，政体更迭，

仍照老皇历记年。“宣统五年甲寅岁”应为民国二

年，即公元 1913 年。此类例子很多，这皆说明文

献的生成地在境外，为瑶族境外迁徙时传抄的产

物。
“特征”项，主要著录文献中有辨识特征的信

息，如题跋、印鉴、插图、书写符号和保存状态，

以及纪年法的使用等，这些信息对文献的进一步

考释往往起着重要作用。例如美馆藏瑶族文献题

跋，在记录文献抄成年代时，常使用年号纪年、

干支纪年和民国纪年的方式纪年。年号纪年与干

支纪年同用的情况最为多见，有 83 件之多，占所

有文 献 的 34%。例 如 《破 狱 科》，年 代 题 款 为

“乾隆五十五庚戌岁壬午月辛巳朔越至初七”。根

据皇帝 年 号 与 干 支 纪 年 法，可 查 出 是 年 为 公 元

1790 年。该文献题款提供的两种纪年的重要信息，

双重验证，不容置疑，对文献年代考证十分有利，

故需作为“特征”项记录在案。

再如印鉴。在抄本的首尾页、封内及题跋处

加盖印章，为中文手抄书一大特色，瑶族文献也

不例外。瑶族重要文献 “过山榜”及科目经书都

会有印鉴出现，整理时应作为文献 “特征”加以

关注。例如，笔者发现一本抄于 “咸丰元年辛亥

岁次秋月”的经书《喃灵科》，落款处盖有“崇德

堂记”方印一枚。而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馆

藏的瑶族经书上，也盖有同样方印一枚。 “崇德

堂”应该是藏书者或抄书人的堂号，与古代文人

的书斋、堂号名一样，表示藏书者或抄书人的所

有权。两地藏书都有 “崇德堂记”印，证明两书

的来源一致，两地藏书信息可以联合考释，互为

印证。
“注释”与“备注”类目的设立。“注释”是

为了说明行话和特殊语用导致的书名的不确定性。
“备注”是用来解释各项类目未尽事宜 ( 详见附

录: 美馆藏瑶族文献著录选例) 。由于这批文献保

存不善，书册破损和缺页较多。对于封面缺损的

书册，仅从破损处著录，有针对性地记录残存书

页中的首尾句以备考。考虑到人力所限等因素，

除少数重要典籍外，本次著录暂未做提要项。

著录所用的符号和序号，采用美国国会图书

馆统一使用的英文字母加阿拉伯数字作为标识符

号，用字母表示基本大类和二级类目，以显示其

馆藏的一致性。著录所用的汉字为简体汉字。尽

管美馆藏瑶族手抄文献主要使用繁体字抄成，但

是考虑到时代进程和现代读者使用的方便，我们

还是采用了以简体汉字著录的原则。

四、美馆藏瑶族文献著录整理

的重点、难点与处理方法

瑶族文献大多为手抄本，内容以传授瑶传道

教中的经文、咒语、神秘法术为主。抄写时随意

性较大，俗字、别字、错讹字多。实际著录时经

常会碰到一些特殊问题，笔者均采取逐步深入、

循序渐进，整理与研究并重、文本考释与实地调

查相结合的方法加以解决。
1． 书名考释。书名是文献辨类的主要标志。

美馆藏瑶族写本中因缺损而无书名者达 60 册以

上，此外，以俗字、怪字命名的篇名也不少，这

些都增加了书名识别与文献归类的难度。笔者通

过逐页翻检、重点细读、文字校勘、篇章比对和

文献考证等途径，并前往美国瑶人社区考察，解

决了不少一册多名、篇名难辨的问题。例如一本

占卜算卦用书 ( E002 ) ，封面书写为 《良缘法》，

封二则为《大小良缘法》，明显为一书异名。《盘

古记》，又名“自从”，取自该写本的第一句 “自

从盘古开天地”，美国瑶人也都习惯称之为 “自

从”，故《盘古记》与《自从》为一书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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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瑶书抄写时，在书名前后添加 “一本”

字样的现象也非常普遍。例如 《诸品经》书写为

《一本诸品经》、 《金章经》书名写为 《金章经一

本》等。241 册瑶族文献中，像这样随意添加量词

者达 82 册之多。著录时应以表现文本内容的主词

为主，附加量词仅留作备考，否则就会因同一本

书著录名称不一而带来类分时的麻烦。例如德藏

瑶族文献著录时采用英文字母列表索引书名，按

书名类分势必将同类书的不同表述 《诸品经》与

《一本诸品经》分别归为 Z 与 Y，这显然是不合理

的。

对书名缺失的处理。241 册中书名缺失的有

60 余册。例如编号 AE020 的手抄本因首页缺失而

佚名，但与另本 《喃灵科一本》 ( AE019 ) 比对，

发现两册书中都有 “亡灵祭礼”、家人亲友 “奠

酒”和“目连忏”等内容，主体内容非常接近。

其中编号 AE020 手抄本结尾处还写有 “喃灵终

毕”字样。故可将此书名补定为《喃灵科》。原书

因缺损佚名，由整理者根据考释后添补的书名，

在补添书名右上角用※号标识出来。
“共本”现象。“共本”指多项内容的合抄本。

出于节省或实用的目的，瑶族抄本常常会将分属

于不同书册的内容合抄于一本。“共本”内容一般

会在书名中显示。例如斋亡经书 《醮墓式在头，

丧家式在尾》 ( AE004) ，表明该书内容包括 “醮

墓”和丧俗仪式; 《谢境、安龙伸斗秘语、共百秘

在尾》 ( AF005) ，表明该书分别为 “谢境”、“安

龙伸斗”仪式和其它通用百解密语。“共本”书一

般在书名处会有 “……在头，……在尾”、“……

共……在尾”和 “……、……同用”等字样，以

示区分。这类书目中记录的宗教仪式，多有几种

功能，在著录分类时，应作类目兼属考虑。
2． 人名考释。人名考释主要是为了解决书主

人和抄书人名称及身份问题。书主为写本的所有

者、收藏者，又 称 东 主、置 主，有 时 写 作 通 主、
“制主”、 “直主”、集主。书主可能指书主本人，

也可能不是。书主名后面惯常写有 “记号”二字，

如“书主李玄和记号”“置主黄经珠记号”“黄老

大记号”。所谓 “记号”，指为帮助人们识别和记

忆而人为做的标记，这里指代书主的标记、签名，

也是瑶族手抄本强调书主所有权的惯用方式。人

名考释需注意的是，有时抄书人就是书主本人，

有时则不是。整理时应完整记录书主、东主、通

主、置主、制主、直主、集主等称呼，以便区别

抄书人和书主姓名。另外，名称中还有字号之别、

谦称与贱称之别，著录时也需加以注意。

瑶族经书所有者人名中，还藏有宗教职业者

派别区分、名和号的区别问题。瑶传道教分师派

与道派，分别称之为“师公”与“道公”，其职能

在受戒时所获得的名号上有显示。其中道派所取

的“戒名”多带有道、经、妙、玄、云字样，师

派所取“法名”则多带有胜、显、应、法、院等

字样，这些名号也会在署名中显示。例如 “传度

师付盘妙顺与玄门弟子邓经弇应用”、“禄士 × ×
×”、“陇西郡羽臣文毕”、“羽流道士置主李道传

留传后代万世存用”，其中 “玄门弟子”、 “禄

士”、“羽臣”、“羽流道士”显示书主或抄书者的

道士身份; 而“抄书者董朝三郎”则为师派法名

的标志，提示书主为师公身份。
3． 年代考释。美馆藏瑶族文献年代考释的方

法，主要凭借文本年代题跋中的相关信息，从不

同纪年法的互证、古代文化知识印证、同名书主

不同写本的年代印证、写本内容名物印证和俗字

辨析入手进行考证。目前发现最早年代落款的为

乾隆十九年 ( 公元 1754 年) 的经书，最晚抄成的

经书落款年代为公元 1987 年，文书抄成年代上下

达 230 年左右。值得提及的是，一本 《设鬼书》，

纪年题款为 “皇上民国管下七十六岁丁卯年三月

初五日”字样，这种不合情理的题款不在少数。

这一情况说明由于社会历史的变更，文献在境外

被传抄时祖源国已经经历多次时代变更。而传抄

人因远离故土，无法使用新的纪年方式，只好沿

用和套用以往的纪年方式抄誊时间; 再者，文献

虽然抄成时间为公元 1987 年，并不等于文献的形

成时间。因为民间文献的拥有者总是依照前朝固

有的习惯来传抄祖先传下的古书。所以虽多次转

抄或隔代重抄，但仍旧基本保持文献的原始风貌。
4． 地名考释。地名考释主要解决文献的流传

地域、流传背景和生成地点问题。美馆藏瑶族文

献中多次提到的中国古地名，以明清时名称居多。

例如“十三省”、“大清国云南道开化府”、“广东

道乐昌县”、“湖广道”、“南京十宝殿”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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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至迟是明代初期的行政区划。“大清国云南

道开化府”，“开化府”为今云南省文山县，是瑶

族迁移路线中一个重要地点，有瑶族 8 万余人，

是云南境内瑶族分布最多的一个县。文献中还多

次提到湖南、广东、广西等地地名，这些地方也

是瑶族人至今仍居住的地方。特别是 “南京十宝

殿”、“广东道乐昌县”，为众多海外瑶人认同的重

要祖居地，多次出现在这些瑶族文献中，为探寻

瑶族历史和迁徙路线提供线索。

瑶族有修立祖先名册、宗枝册的习俗，这类

特殊的家族档案又叫 “家先单”。“家先单”不仅

记载先祖的排行辈份，还记有祖先坟茔葬地。一

册《具立宗枝 ( 支) 纸马册用》 “皇上光绪三十

一年” ( 公元 1905 年) 中记载的赵发念的家先墓

葬地为“赵法换安在广东道”“邓妹赵家先在安南

大越国厘京归化府猛镇州猛莲洞”、之后又到 “猛

腊”和喇挝 ( 老挝) ”，“安南”为越南古称、“喇

挝”为老挝。按该宗支册提供的赵发念的祖先坟

茔葬地线索，可看出这一家族清晚期从中国广东

迁出，经越南再向老挝迁徙的历程。

一本嘉庆十八年抄成的无名法书，上绘瑶女

图并 书 写 汉 字 “越 南 瑶”。另 一 本 《增 广 书》
( 《增广贤文》) 也多处描绘 “越南瑶”。我国广

西、云南两省与越南毗邻相处，有漫长的边界线。

古时边界模糊，民众去来自由。瑶族沿中国南疆

向境外迁徙，首选越南。一本 “天子中华民国任

戍年六月 二 十 九 日 抄 完”的 《朝 天 科》上 出 现

“南掌国”字样。“南掌”指老挝北部的 “琅勃拉

邦”，1727 年 ( 雍正七年) 开始向清代纳贡。老挝

与越南一样，也是瑶族境外迁徙的首选国之一。

在美国瑶族社区赵福院家收藏的祖图中，也记载

其祖 先 安 葬 在 “南 掌 国 猛 竜 府”的 字 样; 此 外

“寮国永珍道”、“玩珍道”均为清政府对朝贡国地

域的称呼，现处老挝境内，也是我们考证瑶族文

献抄存地的依据。

许多经书上还绘有插图，插图中的服饰与现

在东南亚和美国瑶族妇女的服饰十分相近，可作

为考证瑶族支系源流及迁徙地的形象数据。一册

清代瑶族法书上绘有穿瑶服的女性，该妇女怀抱

孩子、肩背背篓，图旁注明“南登瑶”、“南 瑶”

字样。笔者对“南登瑶”、“南 瑶”名称的辨识

破费周折。开始以为是指广西南丹县的白裤瑶，

也曾因此到南丹县白裤瑶村寨里湖乡调研，去后

才发现所谓的 “南登瑶”、 “南 瑶”与 “白裤

瑶”无涉，两者首先在服饰上有很大的差异，其

次文化习俗也有很大不同。例如白裤瑶使用铜鼓，

而蓝靛瑶使用木制鼓; 白裤瑶手抄经书很少，也

不祭祀盘王。故经书上的“南登瑶”、 “南 瑶”

字样，应考为 “蓝靛瑶”的别写。南方方言南、

蓝不分，根据近音替代的原则，“蓝靛瑶”被抄书

者写为“南登瑶”或“南 瑶”是很正常的。
5． 俗字、怪字等符号辨识。文字难辨成为瑶

族文献著录的一大障碍。美馆藏瑶族文献的文字

障碍，主要在于瑶用俗字和道教符图字。有些书

名、人名以俗字、怪字构成，为校理工作带来困

难。例如《一本伸 ( 神) 斗科》，将本写为 、将

“神斗”写为“伸斗”; 其中前者为装饰书名和书

写美观的缘故，将本字底下添加三个口字，此属

増繁俗字; 后者“伸”“神”为近音替代而形成俗

字; 再如编号 AH013 的书册，封面标题为一连串

怪字，乍一看很难辨识。仔细琢磨便会发现其中

奥妙: 原来每一个字的外部结构都由雨字头、绞

丝旁和反文构成，繁复的外框里面，隐藏着一个

汉字。例如“壹”字写为 “ ”、 “本”字写为

“ ”，依次类推。 “壹本三宫科，东主盘妙御记

号”12 字皆如法炮制。破译后该书名应为 《一本

三宫科》。

五、结语

瑶族是中国的民族，也是世界的民族。流散在

境外的瑶族文献是世界瑶族宝贵文化遗产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瑶学的发展需要国内外学者携手，在

资源共享的基础上通力合作，共同推进。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着手海外中国各民族文

献的研究与回归①。著录境外瑶族文献不仅可以使

这批遗落他乡的民族瑰宝得以科学辨识，还能使其

向世界瑶学爱好者开放，使更多的学者参与世界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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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研究对话，进而推进世界瑶学研究。当然，我们

更期待能为最终建立一部集民族性、文献性、学术

性为一体的、全面反映世界瑶族文献概貌的《瑶族

手抄文献联合目录》铺石开路，使瑶族文献真正成

为全世界共享的精神财富。

附: 美馆藏瑶族文献著录选例二

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馆藏中国瑶族文献 第 64 号

编号
A － AE004 来源 英国 Ｒobert L． Stolper 规格 线装书式

#9879 － 58 尺寸 24． 7 × 25． 5 CM 页数 63

文献抄成时间 乾隆十九年 ( 公元 1754 年) 文献生成地点 中国云南 文献入库时间 2006． 1

所有者 盘经贤、李经琇

传抄者 李海韶
特征

文中多处提到大清云南道开化府，并具体提到“永平

里”。并有“奉道正一”字样。蝇头小楷、书写工整。

题名 醮墓式在头，丧家式在尾

内容

丧葬用经书。瑶族世居山区，崇拜巫鬼，人死了要请道公择墓、打斋、超度亡灵。此为道公替丧家择

墓、打斋、超度亡灵所用的文牒类文书。

有奏九帝状、申缴天师状、申三官状、申土地状、普请状、请亡人牒、文字关、醮墓大疏式、谢墓土

府榜、散花醮墓用、十二愿醮墓用、章关用、土府疏醮墓用、土表用、青词式、地理券正面付理、地券付

山神用、地券付亡人用、墓主功处牒式、五龙牒谢墓用、墓主疏、谢疏安龙意者、谢墓遍请牒、祝灵文

式、女人催灵疏式、男人催灵疏式、女人行程牒式、凶在外途死城隍牒式、族人开丧疏式、族人催灵疏

式、沐浴化衣疏式、贤愚行程牒式、功德牲生牒式、道家开丧牒式、道家催灵疏式、道家行程牒、道家祝

灵、老寿禄人行程牒式、师公行程牒、男人仙化行程牒式、十恩灯状式、财楼契式、从人契式、马契式、

冥衣状式、化衣疏式、十供式、愿念为炼行……以及各类丧场对联。

注释

民间抄本出于节省纸张与实用的考虑，常常会将大体相近内容的文书合抄于一。书首注明《醮墓式在头，

丧家式在尾》，表明该书包括“醮墓”和丧葬仪式内容，这种合订本称“共本”现象。“共本”内容一般

都会在书名中显示。

备注

结尾有跋: 乾隆十三年中元甲子管戊辰，次岁仲春念 ( 二十) 五日录完醮墓式丧家杂式共成一册，的

( 抵) 笔人东主僧李海韶，子丑 ( 丑) 艺留与的男李道玉、道洪仝集，玄门十方显达，道主阴阳开泰，名

髙旷野，兴隆迪吉，子丑了，但存子孙存宗，可失是矣。

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馆藏中国瑶族文献 第 172 号

编号
B － B007 来源 英国 Ｒobert L． Stolper 装帧 卷子

10023 规格 33． 9 × 517． 7CM 数量 一件

文献抄成年代 不详 文献生成地点 东南亚 文献入库时间 2006． 1

所有者 不详

传抄者 江印刷
特征

卷子前后处有彩色插图，文中有大小朱红印鉴三

处，小插 图 三 处 文 本 错 字、别 字、俗 字 特 别 多，

“江印刷”三字中即有两字错讹。

名称 《评皇券牒过山榜一十二人》 ( 别称“过山榜”)

内容
以皇帝名义颁发的官样文书，记叙瑶族始祖“盘瓠”的功绩以及瑶族生活习俗的由来，同时还记叙了参与

修订批准“券牒”的官员、瑶族十二姓受封的官爵食邑及子孙后代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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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评皇券牒过山榜》又称“过山榜”，它是以中原皇帝颁发“券牒”文书的形式，记叙发放该榜文的

由来: 即瑶族始祖“盘瓠”帮助“评王”除灭“高王”，为朝廷立功，被招为驸马，封为“盘王”，成为

朝廷功臣。为了表彰盘王功绩，朝廷于是颁发文书，赦准其子孙后代在迁徙居处、耕种山林、齸免赋役、

族内通婚、祭祖祀神及瑶汉通商等方面的合法权益。这一类文书被瑶族视作传家宝而世代珍藏。目前国内

外发现的“过山榜”已达 100 余份。

这种带有神话色彩，内容虚实参半的古代文献，比较详细地记叙了瑶族的起源、发展和迁徙情况，对

研究瑶族的社会和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瑶族是一个不断迁移的民族，又没有文字，民间流传的“过山榜”均以汉文抄写流传，由于抄写者水

平不一，且流传年代久远，所以民间保存的“过山榜”在内容和形式上出入很大。其中内容有简繁之分，

学者将它们分为正本型 ( 古本型) 、简本型和编修型; 形式有卷轴式、折叠式、书本式及木版印、石印、

手抄之分。其中书本式较为多见，卷轴式数量极少。这份“过山榜”为正本型卷轴式，是同类文献中较为

珍贵的版本。

备注

关于“过山榜”的产生年代和始作者，学术界皆有不同看法。

赵廷光 ( 奉恒高主编《瑶族通史》上卷，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 年版赵廷光“序三”) : 《评皇券牒》

产生于何时，是何产物，起何作用，与盘瓠有什么关系问题，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猜想。《瑶族通史》理

顺了这个关系，认为《评皇券牒》产生于南宋时期。

①《评皇券牒》是南宋王朝“租佃契约”的一种变异形式。

②南宋王朝给瑶民发放《评皇券牒》的目的是招抚瑶民，是“以瑶治瑶”羁縻政策的组成部分。

③《评皇券牒》中许多专用名词是南宋时代的产物。

④在《评皇券牒》中，南宋王朝给瑶民许多“准令施行”特权，这是封建统治阶级统治溪洞之民的

一种手段，也是瑶族生存发展应取得的权力，是斗争得来的。

关于始作者，学界的意见为:

一始作者是封建朝廷; 二始作者是瑶酋。而李本高 ( 《瑶族评皇券牒研究》，长沙: 岳麓书社 1995

年) 认为是兼而有之。

［责任编辑］ 王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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