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 是 一 个 历 史 悠 久 的 多 民 族 国

家，很多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创

制并使用自己的民族文字，形成了数量

巨大、内容丰富、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

古文字文献。这些文献是研究相关民

族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化的最重要的一

手资料，承载着各民族独特的血脉，更

可与汉文典籍相互勘正补充，具有特殊

的文化和学术价值；它们可以真实、全

面地揭示各民族关系史，对增强民族团

结、维护国家统一、筑牢中华民族文化

共同体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

的十余年间，这些珍贵的民族古文字文

献经历了一个发掘整理的高潮。大量

民族古籍获得抢救，其中一部分得到整

理、译注与出版，主要表现在满文、藏

文、西夏文、蒙古文、彝文、纳西东巴文、

水文等文献的整理刊布上。但已抢救

资源的现状并不乐观，突出表现在：已

抢救资源因缺少专业整理而在各机构

大量闲置；一部分古籍老化、破损严重，

缺少保护和修复条件；已出版文献多采

取直接影印形式，抢救大于整理。在传

统模式下，民族古文献的传承与开发已

面临困境。

幸 运 的 是 ，经 过 近 二 三 十 年 的 发

展，运用数字化、智能识别手段进行民

族古文字文献保护和开发已成大势，相

比传统模式取得了诸多进展。

已有的民族古文字文献数字化和智

能化建设情况，可以从四个方面

加以述评。

一是民族古文献原貌保真式数字

存储。即对民族古文献进行缩微、电子

扫描等数字化制作、存储，实现部分民

族古文献原貌的保存，这是当前民族古

文献数字化的主要方式，着重于资源抢

救和保护。

这类成果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对数

字资源缺少系统的整理、校勘与注释，

文献编目、索引做不到充分匹配，各单

位制作的数字图像质量与整理水平也

参差不齐。

二 是 民 族 古 文 字 处 理 系 统 开 发 。

包括民族古文字在国际标准字符集的

编码、字库建设、文字输入与检索实现，

以及民族古文字排版系统开发、字形标

准化等，这方面的成果极其丰富。

然而，对于民族古文字处理系统的

研发，各家都有自己的解决方案，可以

满足一定范围的使用，但标准不统一、

技术不兼容，难以通用共享。另外，大

多数文字整理是基于字典、辞书等二手

资料，忽略了对面貌复杂的一手文献的

精细化整理，导致文字处理系统不能满

足实际需要。

三是民族古文献数据库建设。其

中可以分成三大类：民族古文献书目数

据库、图像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各机

构基本上都是先对古文献进行编目、扫

描整理原文图像，然后以书目数据库与

原文图像相挂接的模式实现数字化 。

已有成果集中在材料大宗的藏文、蒙

文、西夏文、东巴文、彝文等民族古

文献数据库建设上。也有部分民

族古文献建立了全文数据库，如藏

文典籍和满文档案。

在数据库建设中，普遍存在着

著录标准、书目分类法标准、索引

标准不统一的情况；尤其是图像数

据，存储格式标准、数字化影像标

准不兼容等技术问题，严重影响资

源的检索利用和共享。此外，各单

位资源重复建设、彼此不开放，也

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 是 民 族 古 文 字 智 能 识 别 研

究。目前多种民族古文字都在积

极进行文字识别技术的探讨，各家

研究最大的关注点，是希望利用图

像识别技术实现民族古文献从数

字 图 像 自 动 、批 量 转 换 为 数 字 文

本，从而大规模建设全文数据库，

实现文献批量翻译，满足共享与开

发需求。比较成功的例子是中国

第一历史档案馆 2018年公布的“满

文档案图像识别软件系统”，该系

统实现了手写体满文批量识别。

但 目 前 能 够 实 现 规 模 化 文 字

图像识别的民族古文字极少，文字

识别带来的实际产出也很少。主

要问题有二：首先，文字识别的共

同思路，是使用计算机切分、提取

字的特征，使其与机器中预先存放

的特征集（字库）进行匹配、判别，

从 而 将 字 图 自 动 转 换 成 文 本 代

码。这需要有预先建立的字库作

为训练样本和测试标准，但识别技

术研究者所建立的样本数据库容

量极小、样本选择不科学，相较民

族古文献的实际复杂情况和巨大

数量，根本无法支撑起真实存在的

民族文字材料的识别。其次，在文

字识别的目标上，仅关注文字释读

和文献的批量翻译，未能充分发掘

文字识别带来的多方面效益。

综上可见，民族古文献数字化建设

具备了一定基础，但整体而言操

作有欠条理，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迄

今还集中在资料的抢救、整理、输入、排

印等初级层面。如何充分借力数字化

和智能化手段推进民族古文字相关研

究，仍旧是一个严峻的课题。今后的努

力方向，至少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统一标准，实现数字资源共

存共享。数字化建设在多个方面需要

统 一 标 准 。 一 是 文 字 处 理 标 准 的 统

一。各类民族古文字的字符集，都应争

取在国际字符集标准中编码，暂时不能

编码者，应尽量使用统一字体，或提供

跨字体转换的基础条件。二是文献各

级分类标准的统一，包括著录标准、书

目分类法标准、索引标准，以及对文献

内部的字词意义分类、文献类型分类标

准等。三是语料的同义认同。不同种

类的民族古文字材料，如要实现各种内

在关联，就要在共同的分类框架下，通

过概念层面的意义分类、语言文字层面

的 同 义 系 联 ，实 现 材 料 的 逐 级 类

聚，使多文种、多类型文献中的语

言文字单位找到彼此的同义对应

项，从而贯通各类材料，打通数据

库内部所有数据的关联。四是数

字化处理程度的统一，统一的标准

是就高不就低。做到上述标准统

一，是实现资源共享的基础。

另 外 ，应 当 借 助 文 字 智 能 识

别，打通民族古文字的内在关联。

民族古文字输入数据库有两种形

式，一是文字输入，二是保真的原

文图像输入。前者借助电脑字符

集的编码，可被计算机自动识别；

而图像载体形式的古文字，目前唯

有借助图像识别技术，才能创建计

算机可以自动识别的信息码，打通

数据库全部数据链，进而实现民族

文字内部数字资源的彻底关联。

我 们 以 纳 西 族 东 巴 文 为 例 来

做 简 单 说 明 。 东 巴 文 中 表 示“ 杉

树”的字，其代表性字形有十来种，

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

第 二 组 第三组

三组字形分别出自白地、丽江和鲁

甸三个地区的东巴经文，呈现出明

显 的 地 域 特 征 ；而 每 一 组 中 的 字

形，又出自同一地域的不同书手，

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在对上述文

献用字进行一字一码的图像识别

后 ，每 一 个 字 形 所 携 带 的 地 域 特

征、书手风格、文献类型、语境、字

际关系等都能够被计算机自动处

理，则所有字形图像与其他数字资

料的数据关联就能够被打通，智能

处理就具有了无限空间。如此处，

即可借助图像识别对东巴经文的

地域特征、书手特征进行谱系分类

研究。反过来，如果采用以往的识

别思路，最终结果就是将上述八个

字形归属于“杉树”这一抽象的文

字单位，识别的意义就只能是局限在经

文的解读对译上。

再及，智能化的助力，可以推动大

中华文化视野下的多民族文字综合研

究。我国的民族古文字，多数是在以汉

字文化为基石的中华民族多元文化融

合的历史环境中发生、发展、演变的。

这也就意味着，只有将民族古文字相关

研究置于中华民族多元文化融合之系

统中展开，才能揭示其全貌，也才能在

彼此观照中获得对自身更深入的理解。

知识系统的充分系联与普及，同样

要仰赖数字化与智能识别手段。可举

一例来说明。水书是水族民间选择时

日、择吉避凶的查阅用手抄本，其占卜

择日的概念、原理、体系、表达程式等多

数来自汉族通书，而汉族通书的源头，

可以上溯到先秦日书，如楚简、秦简日

书。这是纵向的观察。横向来看，汉族

通书明清时期曾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

广泛传播，水、侗、彝、布依等多个民族

的古文献中，都出现通书内容，它们都

来自汉文化 ，并形成了各自的择吉特

点。如果我们按前文所说，以统一的标

准完成了这些古文字材料的意义逐级

分类系联 ，并实现材料的图像智能识

别，那么就可以通过其中任何一种材料

的图像识别，实现相同义类的多种古文

字材料的系联呈现。

如水书“赤口时”篇（图 1），识别出

对应文字为：“春三月辰午时，夏三月午

时，秋三月戌时，冬三月丑午时凶，口

舌。”意为：新娘忌在这些时辰进亲入

宅，犯之则有口舌纷争。该识别结果又

可自动关联涉及婚嫁宜忌的其他古文

字 材 料 ，如 睡 虎 地 秦 简 甲 种 日 书 96-
101 简内容：“春三月辰，夏三月未，秋

三月戌，冬三月丑……不可以取妇、家

（嫁）女……”；彝文日书《运尼司波》（图

2）内容：“冬三月那一季，属牛这天不

吉”。这样，不同民族、不同时空的择日

条例反映出大体相通的内涵——冬季

三个月的丑日婚嫁不吉。这些材料的

类比呈现，对于梳理多民族日书的传承

流变，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 * *
民族古文字研究的数字化，需要有

支持文字识别的大数据平台提供后台

支撑，为机器学习与迭代升级不断提供

丰富素材；而大数据建设的成果，需借

力各种智能化方式，充分开发利用，才

能被全面盘活，二者是相互促进、彼此

支撑的。在此平台之上，中华民族多元

文化融合视野下的民族古文字研究，定

将得到长足的发展。

（作者分别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

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副教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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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先生有八个子女。我
以前读书，除了知道他的长子是同
罗振玉的女儿结婚，王罗两家是儿
女亲家外，他的其他子女的情况，一
无所知。

前一阵读王国维女儿王东明
的回忆录，比较全面地了解到王氏
家族的情况。这本回忆，是她亲历
亲见的历史，是家事，也是国事天下
事，是昔日清华园的事。从他的回
忆，我才知道，当年清华研究院著名
的导师之一王国维，以留辫子为显
著特征，而他的辫子，是每天由夫人
梳理的。王的三儿王贞明，少年英
俊，喜欢跳交际舞，票戏，和梨园往
来密切。有一次，荀慧生唱全本《玉
堂春》，票很难买，清华园里爱看戏
的人就说，让“王三公子”去办吧，王
贞明进城，一下买了二十多张，还都
是前排的好票。静安先生家里出了
个“王三公子”，想起来就有意思。
老三是有个性的性情中人，在兄弟
姐妹中也最长寿，活到九十四岁，在
台北去世。除了记家事，王家女公
子还记述了当年清华园里的生活和
其他教授、夫人的生活点滴，都是很
有趣的大学故事。赵元任、杨步伟
夫妇，陈寅恪、朱自清等人的点滴逸
事，是它书中没有的。

今天要重点说的，是王家二儿
子王高明。回忆录说：“二哥高明，
字仲闻，生于 1902 年，是我们兄弟
姐妹中最聪明的，幼时调皮，高中未
毕业即遭校方开除，随即考入邮局
工作。”旧时代有一种说法：“金海
关，银邮政。”青年人择业，趋之若鹜
的是收入高、稳定、体面的这两个部
门。孙犁在中学毕业后，父亲就让
他考邮局，但他没考取。王家老二
虽进了邮局，但兴趣在文史。邮政
工作，对他这样一个天资聪慧的人
来说，捎带也干了，而且干得漂亮，
还当了处长。1949年后，他随朱学
范进京，进入新中国的邮电部。尔
后，因他在旧邮局干过邮检，而邮检
又还有一个领导部门——中统，他
便有了“特务”之嫌。专案人员质问
之下，王高明怒而发火，态度恶劣，
结局是被开除。当年在国务院担任
副秘书长和古籍整理小组组长的齐
燕铭，不知从哪里听到王高明的现
状，他又了解高明的兴趣特长，就给
中华书局的金灿然推荐，让他在书
局校订古籍，当一个古典文学的不
在编的编辑。王高明踏进中华书局
的大门，如蛟龙入海！他对古典文
学特别是对唐诗宋词的熟悉程度，
让不少同事吃惊。沈玉成先生在
《自称“宋朝人”的王仲闻先生》一文
里，对他有生动形象的记述：

“当时我们刚从大学毕业不久，

自以为见过世面，加上少不更事，都

或多或少有些狂妄。对王先生，起

初也认为他不过从小受到静安先生

的启蒙熏陶，基础厚实，但长期在邮

局，学术上的成就不能很高。但是

没有多久，王先生深厚到令人吃惊

的学力就把我们完全镇住了。可以

不夸大地说，凡是有关唐、宋两代的

文学史料，尤其是宋词、宋人笔记，

只要向他提出问题，无不应答如

响。一句宋词，他能告诉你词牌、作

者；一个宋人笔记的书名，他能告诉

你作者、卷数、版本。他不但熟于宋

朝，而且喜爱宋朝近于入迷。我们

和他开玩笑，说他是宋朝人，他不以

为忤，反而非常自得，以后就经常自

称宋朝人。”

我读到这里忽发奇想，也许同
事开的玩笑，在王高明心里也是温
暖的，因为还有人理解他。

我很早就读过古典文学理论
专著中的《人间词话》，但除记得这
一套书的主编是郭绍虞、罗根泽外，
具体各编的校订者从没注意。自从
读到沈玉成先生的文章，我一下子
惊醒：原来我的《全宋词》《李清照集
校注》《南唐二主词校订》，都有王高
明的参与或是由他一人编定。王幼
安、王仲闻、王学初、王高明，原来是
同一个人。《关于李煜词的考证问
题》一文的作者，我也知道了。我买
的《全宋词》是于 1980 年印刷的
1965 年版。王高明对这个大工程
的贡献，唐圭璋先生曾有文记载。
为尊重历史及尊重王高明，1999年
再版的《全宋词》简体版，就郑重署
上了“王仲闻订补”。据沈文，王高
明还利用业余时间，整理出一本二
十多万字的《读词识小》，中华书局
让沈当责任编辑，准备出版，沈说他
无力承担，另请高人看看，哪怕是估
个价。书局抱着书稿登门请钱锺书
先生审查，钱先生说：“这是一部奇
书，一定要快出版。”

王高明后来带着他这部没能
出版的奇书不知下落。据闻，王家
还有人。静安先生的曾孙王亮博
士，正在复旦大学整理他曾祖父的
文稿。

法国作家马塞尔·埃梅（Marcel
Aymé，1902—1967）是个“说故事高
手”，他的小说充满“诡异和荒诞”。喜
欢他的人不吝赞美之词，将他称作“二
十世纪法国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

埃梅生于法国一个贫困的家庭，由
于健康原因，他中断了工科学习，先后
当过小工、小贩、银行职员，后进入报
界。埃梅擅长把现实题材玩成今天归
属于“二次元”的世界：怪诞、刺激、俏皮
话、天马行空、不动声色的颠覆。据说，
这是因为埃梅幼年时被寄养在农村，与
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和法国民间文化的
滋养，使让他获得了丰厚无穷的想象力
和素材（这不由得让人想到高密乡之于
莫言、种植园之于福克纳）。后来埃梅
到了巴黎，在这座充满时尚和艺术氛围
的大都市过着底层人的生活，又让他看
到了作为个体的人在巨大的、充满压迫
感的社会中的无能为力，故而在他的创
作中，又“有一种近乎狄更斯式的写实
性及普遍性。对于他的主角们，埃梅时
而讥讽，时而斥责……总的来说，那是
一幅充斥着喧嚣、悲伤、活力、复杂的人
生写照”（诺尔曼·丹尼语）。“这些著作浸
润、渗透着幽默，一种带泥土味的法国
幽默，一种清晰、冷静、极为无动于衷地
讲述骇人听闻的事情的方式”（亨利·克

努瓦尔语）。这就是为什么我读他小说
的时候，常常联想起拉伯雷、马克·吐
温、蒲松龄、莫言和王小波。你可以把
他看成是这所有人的复合体——当然，
埃梅自己肯定不同意这个观点。

《穿墙越壁》（1943，又译《穿墙记》

《穿墙人》）是埃梅的经典短篇小说之
一。这篇小说是如此有趣，使得它在
1959 年即被改编成电影；到了 2006
年，韩国导演还根据原著改编成音乐
剧。不但如此，为纪念埃梅和这部作
品，法国人还在埃梅故居的楼侧修建的
一堵高墙之上树立了一座雕塑作品，作
品中的人即以埃梅本尊为原型，一只手

臂从墙上穿透出来，半个身子伸出墙，
另一半则隐在后面不见，似乎真要穿墙
而出。

《穿墙越壁》体现了埃梅典范的讲
故事方式：一个名叫杜蒂耶尔的中年男
人，平庸、乏味，戴着一副夹鼻眼镜，蓄
一撮黑色山羊胡子，在登记注册部任小
职员，似乎注定要在漫无尽头的无趣生
活中度过一辈子。但他偶然间获得了
一种可以穿墙越壁的奇特能力。他本
觉得这种能力是一种病，请求医生为他
治疗。但随着他被新来的上司压制、霸
凌，甚至威胁开除，经受诸般侮辱下，他
开始借用这种奇妙能力了：在他又一次
被无情训斥之后，他怒气冲冲地拿自己
的脑袋穿墙，在上司的办公室露出来，
好像墙上悬挂了一个孤零零的脑袋。
他辱骂、戏弄上司，让上司惊恐、疑神疑
鬼，很快就神经失常，崩溃得进了医
院。如同一个忽然发现了新大陆的顽
童，杜蒂耶尔“并不因此满足，相反对穿
墙过壁产生了一种新的、难以自制的欲
望”，他开始肆无忌惮地运用这种能力，
化名“嘎鲁—嘎鲁”盗窃银行、珠宝店、
富人，并特意留下自己的姓名。被捕入
狱后，他又随心所欲地戏弄狱警。他不
断入狱，再越狱，逍遥法外。

故事的结局是他和一位有夫之妇
偷情，因为误食了医生开的药，加之过
度疲劳，在穿墙时失去了这一奇特能
力，被永远地卡在了墙壁中。小说的最
后一段写道：“他的躯体与石墙凝固为

一体。夜深人静之时，巴黎街头的闹声
止息，夜总会的游客路过诺尔万街，便
能听到一种仿佛来自坟墓深处的低沉
呜咽，他们错以为这是风吹过布特街十
字路口发出的咽鸣。其实那是嘎鲁―
嘎鲁―杜蒂耶尔在倾诉他的一腔幽怨，
哀叹他显赫的生涯已经断送，追悔那犹
如朝露的爱情。”

于是，这部小说最为奇妙的场景也
凝固在这里：墙壁中杜蒂耶尔身处这永
恒的、尴尬的境遇却无能为力，对他而
言，整个世界也就此永恒地、尴尬地凝
固了。

据资料来看，埃梅应该没有读过《周
易》。然而一个有趣的巧合出现

了：数千年之前，《大壮》卦便呈现过这
一场景，只不过，凝固在尴尬境遇中的
不是杜蒂耶尔，而是一只公羊。《大壮》
卦的九三爻辞说：“小人用壮，君子用
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意思是
说小民之争，用力量取胜，贵族阶层之
争，用法律相制衡，如同公羊撞到篱笆
之上，角被卡住了，境遇非常不妙。九
四爻辞说：“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
公羊撞破了篱笆，篱笆卡不住它了，它
便冲了出去，撞到了大车的轮条上，因
此受了伤。上六爻辞又说：“羝羊触藩，
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公羊
撞到了篱笆上，被卡住了，进退不能，无
所利，因此要明白惟有在艰难之中获得
解脱才算得上吉。（以上解释参周振甫

《周易译注》）

不妨把杜蒂耶尔的人生境遇和《大
壮》卦的这几个爻结合起来看：杜蒂耶
尔前半段的人生，如同大多数的普通
人，被社会约束着，为了此身的生存不
得不奔波、操劳，无法轻松地活着。他
面临一个个有形或无形的“墙壁”或

“藩”：他讨厌那个新来的上司，也曾小
心翼翼地反抗过，却屡屡为“藩”羞辱、
折磨。随着杜蒂耶尔获得了穿墙越壁
的能力，他开始“小人用壮”，游戏这个
世界。此刻，他似乎获得了完全的自
由，可以随心所欲过自己的生活。然
而，这种自由确实真实而可靠吗？如果
是，杜蒂耶尔为什么不能获得内心的平
静，反而“对赫赫名声日觉厌倦，对于穿
墙过壁的乐趣，也有些厌烦”，以至于最
终在寻欢作乐之后陷入墙壁之中，发出
无尽的哀叹？

我这里将埃梅的小说《穿墙越壁》与
中国的《周易》联想到一起，有一

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前者代表着二战以
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重要思想和情
感，而后者代表着数千年来东方的历史
沉淀和某些生存智慧，两者的时代不
同、出发点不同，但都触及了人类面对
的一个问题，即：无论西方人还是东方
人、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人人都处于
这个有各种制约性的世界，那么，应该
如何面对它？

这种对人的制约性，随着具体时代

的不同而不同。如中世纪以神主宰一切，
人在神之下，最大的制约性便是这无处
不在的“神”；步入工业社会，人处于大
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之下，最大的制约性
便是无处不在的“物质”或“生产”。然
而，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时代、有着什么
样的制约，人都不可能全然被“墙”或

“藩”所压制，另一方面也不能全然用
“穿墙越壁”的超能力来应对。现实中
的人必须找到与它安然相处的智慧，而
不应如杜蒂耶尔那样行走于两种极端。

中国千年之前的智慧，似为此已作
一探索和努力：这便是在大制约与大自
由之间，应当寻求一种精妙的平衡。我
以为这即是李泽厚先生高度重视的

“度”的问题。“度，就是恰到好处，无过，
无不及。人类是靠这个东西生存下去
的”“中国上古极重音乐……它有各种
不同的‘度’，它不仅使人际和谐，而且

‘神人以和’，人与天地宇宙和谐一致，
协同共在”（《中国哲学登场》）等等，这都
是在论述“度”的重要性。歌德在其《威
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也提及类似

“度”的概念。
《周易》讲“中正”，是讲“正如此”和

“当如此”的问题；孔子观攲器，是讲恰

到好处的问题，这也都是从另一个角度
强调“度”的问题。再有，《乾·文言》说：

“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
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
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
人乎？况于鬼神乎？”我以为便是讲人
一旦寻找到这种精妙的“度”，他就能在
这具体的时代、具体的环境、具体的偶
然性中，不偏于一隅，不执于一念，在无
处不在的制约和反制约之间获得具体
的自由。换言之，人无需如杜蒂耶尔那
样或被压抑得丧失自我，或尽情放纵欲
望而感到虚无，在两端之极落入困境，
而是能于此“度”之中，在不失去自我的
同时获得具体而充实的自由，也就是在
现实中能够“合情合理”的生活、发展。

而这个“度”是一种经验的尺度，是
“实践出真知”，是在无数的探索和总结
中得来的。当下，很多人都在谈让中华
文明和中国智慧在当今世界发出声音，
我想，以埃梅《穿墙越壁》和《周易》“羝羊
触藩”为启示，中国人历来强调的“度”
的智慧，强调事物的“合情合理”，或是
一个较好的出发点吧。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研究员、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教授）

▲ 巴黎蒙马特区“穿墙人”雕塑（1989），是著名电影演员、雕塑家

让-马莱献给马塞尔·埃梅的作品

穿墙的人与撞篱笆的羊

数字时代的民族古文字研究
■ 刘凌 刘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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