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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叶文化在中国 
韩金彪 

    古代印度佛经有很多是用采集加工过的贝叶刻写的，后来在中国千余年的流传中，人

们逐渐称之为贝叶经。 在印度之外，东南亚各国也出现了用缅甸文、泰文等拼写的巴利文

贝叶经。 

    贝叶经最早时是古印度佛经的一种主要形式，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两千年的历史，

而与印度相邻的西藏地区应是我国最早接触贝叶经的地区，我国早已有用藏文写成的梵夹

装贝叶经存世。在西藏萨迦县的萨迦寺中，藏有 20 函，计 3636 页贝叶经；另外，在甘肃、

陕西、浙江等地的寺院也多有保存。 

    在这里我们要说的是，当贝叶经随着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我国云南一带以后，展现了

延绵数百年之久的灿烂贝叶文化。 

    元、明之际，云南傣族地区开始用自己的文字刻写贝叶经，傣文的产生估计也在这一

时期，它应该源自古印度的巴利文，又经过傣族佛教信众的悉心改造，最后形成了有别于

当时中原竖写习惯的“旁行”文字。贝多罗树在中国广东、贵州尤其是云南一带多有生长，

傣族把这种树叫做“戈兰”，贝叶也自然被称为戈兰叶。它属棕榈科，形似棕，树体非常高

大。树叶生长在树顶上，像手掌那样向周围散开，大的有 2 米多高，叶子肥厚宽大，质地

细密。这为傣族地区的贝叶文化提供了用之不竭的书写材料。另外，傣族地区的僧侣为了

刻写经文的方便，也沿着传播佛教的线路引种了很多源自佛国的多罗树，把它们种在寺庙

的院落里。这样，就可以及时采摘贝叶了。 

    贝叶的加工是一个需要耐心的过程。先要从树顶砍下选好的贝叶，用锋利的刀将叶子

裁成整齐划一的 1.5 尺×0.25 尺的长方形。然后在大锅中慢慢地煮上半天，煮贝叶的水里

要加上柠檬或酸角，这是为了去除叶肉中的营养成分使其物理性质更加稳定。当煮到贝叶

的表皮滑脱、绿色泛白时将贝叶取出沥干，再用细砂将叶面打磨得均匀光滑，以便日后刻

写方便，然后保持贝叶的洁净同时将它压平阴干，以备随时取用。 

    在刻写经文之前还要给贝叶按照固定的尺寸打孔，一般是一整筴的贝叶被夹在一起打

孔，这样才能保证四面叶边切口的整齐光滑，便于最后涂刷金粉，达到防虫防潮的效果。

有的还要在贝叶上弹以墨线，为的是方便刻写。 

    傣族的学者们采用象针一样的铁笔，将要表达的内容轻轻地刻写，笔画要掌握得不轻

不重深浅如一，若轻了，不便于吃进显示字迹的颜料；深了，又会过多地破坏叶肉中的纤

维，减少贝叶经的留存寿命。刻写完了以后还要在字迹上涂以颜料，然后淡淡地涂以植物

油，最后擦拭干净。这样不但字迹变得非常清晰，而且还更容易保存。 

    为了解决不同的贝叶由于叶肉质地和疏密的差别等原因，人们还要用两块厚一点的木

板，把叠放的贝叶从上、下两面夹紧，两处穿孔，透过贝叶和木板，穿上绳子，用来缩小

上下两块板的距离，达到压紧贝叶、不使其变形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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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两块木板除了其重要的“夹紧”功能，人们还往往写上提示内容的文字，刻上或

画上各种相关图案，更有人因为贝叶经内容的重要，在两块夹板上精心镂刻或浮雕上各种

鸟兽，使贝叶经的整体装潢显得更加华贵，显示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国家图书馆新近收藏

的一部贝叶经，就显示了制作者追求隆重华贵的风格。在夹板上镶嵌了几十片五颜六色的

小小宝石片。上板上面还根据佛教故事内容，堆塑了一只青蛙、两只壁虎，栩栩如生，活

灵活现。 

    贝叶经在云南傣族地区发展得蔚为壮观，形成了地域性、民族性非常强烈而又多彩多

姿的贝叶文化。在西双版纳勐海县景真地区的流沙河畔，有一座景真八角亭。据说是仿照

佛祖的金纱台帽而建造。亭中建有专门珍藏贝叶经的经库，经库中大量的贝叶经整齐有序

地摆放在那里，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据说这里的贝叶经加上一些其他的纸质经书共有

84000 部，这是傣族人民流芳千古的珍藏。 

    可以说，贝叶记载了傣家人的全部历史，其本身又成了傣族文化的一大特征。傣家人

为什么要选择贝叶来记载自己的思想和历史文化呢？有一个有趣的传说，可以形象地说明

这其中的原因。在古时候，傣家人与哈尼人、汉族人一同到西方学习佛学。学到一定时候，

他们各自抄写了佛经准备带回家乡，在回途中他们必须渡过一条河，他们的渡船在驶到河

心时突然翻了船，三个人一下子都跌入水中。行囊中的佛经都打湿了，于是在河滩上晾晒

起来。抄在纸上的佛经由于纸的变形，文字都变成了鸟脚印的形状，这就是后来的汉字；

哈尼人抄在牛皮上的文字经过河水浸泡，字迹看不清了，后来哈尼人便没有了文字；而傣

家人把佛经刻写在贝叶上，无论怎样浸泡，字迹都是清晰的。 

至于傣家人什么时候发现贝叶上面可以写字的呢？那又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在更加古

老的年代，有一位傣族青年人为了寻找光明，辞别了他的未婚妻到远方，他们每天都要互

相给对方写一封信，把字刻写在芭蕉叶上，并由一只鹦鹉为他们传递。随着小伙子的走远，

芭蕉信尚未到达便枯萎了，字迹也不清楚了。有一天，年轻人在森林里见到一种戈兰树的

叶片，由于昆虫蚕食叶肉而在叶片上留下清晰的纹路，受到启发。他试着用尖刺把文字刻

在那光滑的戈兰树叶片上，虽经多天的传递，字迹仍然完好如初。这样，傣族先民们便发

明了用戈兰树的叶片刻写文字的方法。这戈兰树叶就是贝叶。所以贝叶在傣家人的心目中

还象征着“光明”和“爱情”。 

毫无疑问，贝叶作为一种存在于我国傣族社会历史文化的一种主要载体，在广博浩繁

的整个中国文化典籍中独树一帜。傣族人民通过贝叶将他们的全部的人文思想尽纳其中。

纵观浩繁的贝叶典籍，内容包括了大量的伦理道德、宗教教义、礼仪形制、哲学、历史民

俗、政治与军事、经济与生产生活、天文历法、时令节气与农业、医学理论和医疗知识、

工艺美术与书画知识、水利与工程建筑、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知识、传统武术及体育运动

等等方面的内容，简直是包罗万象。可以说，傣族文化传承的所有方面都在贝叶上面得到

了全面的表达，那泛着清香的片片贝叶，就是傣家人的大百科全书。 

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收有约 19 世纪的贝叶经作品《论藏·舍利偈颂》，它的特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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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叶侧口不是刷通常的金粉，而是银粉漆边；另有一部珍贵的作品，初步被认为是斯里兰

卡用自己的文字拼写的印度僧伽罗文贝叶经。 

再就是新近收藏，2001 年 12 月 19 日由香港收藏家石景宜先生所赠的缅文贝叶经，其

中一部贝叶经是从缅甸曼德里市东面的寺庙得来的。这部贝叶经据说是一位马帮帮主的女

儿，为了积累功德，请人刻写制作完成后捐给当地寺庙的。 

除了贝叶经，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还藏傣族史诗作品。例如非常著名的史诗故事《召

树屯》，是 1952 年的作品，使用的文字是西双版纳过去的老傣文。还收有老傣文《金螃蟹》，

内容是长篇叙事诗，应该是 1947 年的抄本。贝叶经现在广泛地流传在各村寨的老百姓家里。

另有很大一部分主要藏在当地西双版纳州的文物室和政协资料室。 

那么多的贝叶经为什么能够得以保存呢？首先是因为过去傣族人普遍笃信以献经为有

福。所以，即使是刻写一般内容的贝叶，同样要在前言和后语或段落中间都刻上佛教的经

文咒语，使它成为佛经的形式；其次，凡是庙宇中的贝叶经，一般是不允许拿到外面去的，

所以，当地保存贝叶经最多的就是寺庙；再次就是，合理地利用了这种天然材质，经过防

腐处理的贝叶的确是一种适合长久保存的物质形态。 

    贝叶本身原是再普通不过了，而偏偏被傣家人选中，用来发展成为一个民族的贝叶文

化，贝叶这种大自然的物质得到了升华，傣族的历史文化也就具备了浪漫而又实际、既原

始古拙又纤巧别致的独特个性。就如他们金碧辉煌的佛教建筑、他们独特的服装衣饰、他

们源自大自然的歌舞、他们疯狂而又温情的泼水节等文化现象，共同构筑了特定的地理环

境中的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 

贝叶文化，在整个中国文化中，好像是一种独特的、偶然的现象，但它对于傣族人民

来说，确实代表了他们全部的人文思想，因而它又是一个民族的必然选择。贝叶经与傣族

人民相辅相生，傣族社会也就得以保持一种完整而又具自己的特色，从而也就没有像历史

上其他的民族那样被相邻的文化同化掉。 

贝叶文化在古老的中国文化近万年的历史长河中，其实尚属一种较为年轻的文化，它

始于千年以前南传佛教的传入，发展到 400 余年时达到了鼎盛。通过傣家人的发扬光大，

贝叶经的通俗性、普遍性得到了充分发展。在整个傣族社会的各个阶层贝叶经是他们传承

思想、学习文化的最主要工具，同时造就了特定的傣族社会教育体系。 

在中国，对贝叶经的整理和研究力度不断加强。贝叶经中的一些优秀作品，如《论傣

族诗歌》、《召树屯》等，相继翻译出版。在世纪之初的第一个夏天，云南省西双版纳自治

州政府与云南大学联合组建成立了“贝叶文化研究中心”。他们有组织地系统整理翻译、研

究贝叶经，发掘贝叶文化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使这一奇特文化能在新时期得以妥善保存并

发扬光大。他们从国内外广泛收集到 3千多卷贝叶经，计划翻译出版《贝叶经译文丛书》。 

另外，一部《中国贝叶经全集》被列入云南省重点图书出版工程项目。计划出版 100

卷，需两年时间。一幅完整生动的社会历史画卷将展现在我们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