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么刃3 年 2 期

(总第 37 期 )

满语研究

劫涛入CHU g 氏】D IE S

沁2
,

溉刃3

C七鹅间 南
.

37 )

清代满文篆字的新资料

—
长春

、

呼和浩特
、

北京三地走访调查记

金 毅
(黑龙江大学 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

只龙江 哈尔滨 15加朋

摘 要 : 满文篆字与蒙古文篆字的关系是满族文字发展史特别是满文篆字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越
。

根据

目前的资料
,

新满丈篆字表现出的过渡性质
,

反映满文篆书经历 了原发性的演进过程 ; 而早于此的蒙文篆字却

没有类似的原始性表现
。

所以
,

前者不是借鉴 自后者
,

二者应当是各 自创制
、

分别发展的
。

调查得到的街资料

有助于深化满族文字尤其是满文篆字及其应用的研究
。

关健词 : 满文篆字 ; 蒙文篆字 ; 关系 ;断资料

中图分类号 : H 22 1
.

2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侧X) 一 787 3 (2(X) 3 )工 一 仪犯9 一以

为了更多地收集有关满文及其篆字应用的资料
,

全面调查清代玺印制度
,

深人了解满文篆字与蒙古

文篆字之间的关系
,

笔者于 8 月 1 日至 20 日去长春
、

呼和浩特
、

北京三地
,

趁参加会议之便
,

走访了吉林

省档案馆
、

吉林省图书馆
、

长春市图书馆
、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
、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
、

内蒙古博物馆
、

内

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及蒙古学研究中心
、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中国国家图书馆
、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等单

位
,

在有关领导和具体工作人员的热心支持与大力配合下
,

顺利完成了调研任务
,

取得了一些珍贵的新

资料
,

开阔了眼界
,

深化了认识
,

广交了朋友
,

为这一课题今后的研究开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

现将调研结果报告如下
,

并在此向整个调研过程中一直鼎力相助的新老朋友们表达诚挚的谢意
。

1
.

满文篆字与蒙文篆字的关系问题

满文篆字是在满文楷书笔画多圆滑曲线特征基础上经化点为线
、

化圈为方
、

化曲或斜线为直或垂直

折线(极个别为斜线)而成的一种方正
、

整齐
、

均匀
、

美观的艺术化字体
。

其造字根源很可能来 自汉代缪

篆(或曰摹印篆)的影响
,

横平竖直的元代国书
“

蒙古新字
”

八思巴篆文正是受到方正的缪篆根据圆润的

小篆或玉著篆而成的原理之启迪
,

以及唐宋以来九叠篆的熏陶濡染
,

从而在以直线或垂直折线为主而具

有曲线
、

斜线等笔画的正书基础上化曲线
、

斜线为直线或折线 (极少数仍为斜线)制成的
。¹ 这对于后来

具有类似变化的满
、

蒙文篆字也不能说毫无影响
。

蒙文篆字
“

牙
” 、“

点
”

皆作横线
,

词线写法与楷书一样居中
,

这些特征与雍正六年八月二日
“

登色及妻

孟氏觉罗氏 (双全之父母 )浩封碑
”

近似于上方大篆风格的满文篆字阴额 ha i卢
u曹记阮叭

“

浩封
” 。

见图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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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有关八思巴文篆字研究及资料见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 I 研究文集》和《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

11 文献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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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为排版方便
,

本文满文皆用罗马转写字
,

篆体以斜体相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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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性表现
。

这个事实说明
,

当满文篆字尚处于发展的萌芽阶段时
,

蒙文篆字已进人到发展的成熟时

期
。

文字的外化特征信息是文字内在
“

进化
”

阶渐的客观反映
,

倘若满文篆字果真借鉴了蒙文篆字而创

制
,

则其原始性无从解释
。

所以
,

至少从 目前看
,

满文篆字的产生还不是借鉴蒙文篆字的结果
,

二者最低

限度也应当是各自创制
、

分别发展的
,

至于后来参考
、

借鉴之处容或有之
。

为了进一步求证二者之间的

关系
,

笔者走访了著名蒙文篆字专家
、

中国书协篆刻委员会委员
、

内蒙古书协副主席
、

内蒙古书协篆刻委

员会主任朝洛蒙先生
。

朝洛蒙先生不仅书法
、

篆刻技艺卓尔不群
,

且于蒙文篆字深有研究
。

他认为蒙文

篆字的出现是受到了满文篆字的影响
。

2
.

新收集到的满文及玺印资料

此次调研
,

收集到了较为丰富的有关满族文字特别是满文玺印的新资料
。

在满族文字方面
,

看到了

李德启先生 19 31 年 12 月发表的《满洲文字之来源及其演变》图
。

这是我国近代满文研究的奠基之作
。

文中援引
“

史书中与满文之起源及其演进之迹有关者
”

与
“

西籍中讨论此事之文字
” ,

融而贯之
,

较为详

细地对满文来源进行了中肯精当的分析探索
,

对满文诸体演变也例举难为常人所见之珍贵资料详加论

证
,

堪称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有理有据有一定分量的开创性佳作
。

还查到了题名为《各种文字的起源》的

清代无名氏满文写本小册子
,

其中用不多的篇幅分题专门介绍了
“

西域
”

(回)
、 “

西蕃
”

(藏 )
、

蒙古
、

满洲
、

汉五种文字的起源
,

尽管内容简略
,

却可以使我们得以了解当时人的认识看法
。

在玺印资料方面
,

除了上举满文受篆与蒙文楷书合璧的
“

管理镶蓝旗游牧察哈尔总管之印
” ,

还收集

到因使用面极窄而只见诸记载却缘吝一面
、

在笔者《不断完善 广泛应用
—

清代满文篆字应用情况的

再调研》一文例图中唯一胭如的满文
“

转宿篆
”

印应用代表例证
。

这次得到
“

四流翻叼茫闷 户映两
:山爪以￡阮七ii

面。n
慧通禅师之印

’,

¹ (见图五 )[ e1( 咫‘)资料
,

使我们终窥清代满文篆字具体应用实例之全貌
。

清人关后
,

用印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印文由单一满文楷字或篆字向满
、

汉文合璧方向转变
。

这是同政权统治对象由从前关外的以满族为主体向人关后的以汉族为主的转变紧密相关的
。

顺治元年

(l 644 年)六月明令
“

内外各衙 门印信
,

俱并铸满汉字样
” [s] (毗 )

,

从国家制度的层面上正式确立我国官印

民族文与汉文合璧之体例
。

其制
,

满文本字 (即满文楷字 )在左
,

汉文篆字在右
,

满文篆字业已退出玺印
。

调研中
,

注意收集了这一时期的印例
,

如
“

han i h力bai 皇帝之宝
”

(见图六
。

顺治元年造 )
、“haj ran i ju rg an

1 do ro n
吏部之印

”

(见图七
。

顺治元年造 )
、 “ lfo ci 。 即田n i w an g ni ds 口n

琉球国王之印
”

(见图八
。

康熙

二年造 )等
,

可以看到清初玺印中满文楷字在印中与汉文篆字合璧应用的具体面貌
。

满文篆字在玺印中

的
“

复辟
”

则是 85 年以后的事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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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的历 史与文化》(第二辑 )出版

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刘东辉作序
、

黑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刘晓东研究员主编的《渤海的历史与文化)

(第二辑 )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于 么刃3 年 11 月出版
。

199 1 年
,

延边人民出版社曾出版了吉林省学者王承礼
、

刘振华主编的《渤海的历史与文化》
。

此次

继之出版的《渤海的历史与文化》(第二辑)是国家文物局边疆考古专题项 目
,

共收人相关学术论文 45

篇
。

从发表时间上看
,

上起 1987 年
,

下止 2(X) 2 年
。

从文章内容看
,

主要分考古和历史两大类
。

在考古

类中又分综述
、

城址
、

墓葬
、

陶器
、

碑刻
、

交通及相关遗迹等 6 个序列 ;历史类则分族源
、

文化归属
、

对外关

系
、

经济与民俗
、

史料考订
、

书文评介等 6 个序列
。

基本上可以代表这一时期国内渤海史研究的最新成

果
。

(西离吉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