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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叶经制作技艺作为非

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其最主要

的特点是以人为载体的活态

性传承，传承人本身就是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和传递

者。当前，传承和发展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核心问题，就是借

助数字科技技术记录传统工

艺，并结合社会、国家、政策对

传承人进行保护和扶持，同

时，需要利用好贝叶经制作技

艺所蕴含的傣族文化特点，结

合西双版纳旅游经济，打造品

牌效应，走非遗产业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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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叶经传入历史

　　贝叶经即刻写在贝多罗树叶上
面的经文，西方国家也称其为“棕榈

叶手稿”，最早起源于印度，跟随南传

佛教一同传入我国境内，故常称其为

“南传佛教贝叶经”。由于最早传入

的佛教经典为巴利语，因此使用巴利

语记载巴利三藏的贝叶经也被称为

“巴利语系贝叶经”，与西藏地区的梵

文贝叶经在刻写的语言字体上做简

单区分。傣文经书《帕萨坦》曾有记

载，公元前 １１５年，傣族僧侣就曾到
缅甸迎接佛牙和经书，这些经书就是

贝叶经。

公元２６０年，中国僧人朱士行在
求取贝叶经后，由竺叔兰翻译后再供

给本地僧人翻阅。隋代，隋炀帝在洛

阳设立了梵夹道场，这里主要诵咏的

是梵文贝叶经。这个时期，也有名士

描写了叶大而肥厚的贝多罗树叶，反

映了至少在隋代，我国就对贝叶棕的

基本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唐代，段

成式在《酉阳杂俎》里对贝叶经的产

地、名称、用途等性能优点做了描写。

之后历代还有大量的诗人在其作品

中提到了“贝叶”，如郭三益起在《韦

羌山式公绿筠庵诗》中写“时携贝叶

书，步入深林读”；王叔承在《震泽普

济寺观古桧歌》中写“信是僧家佛日

长，贝叶昙花幻今昔”；李绅写过“贝

叶千花藏，檀林万宝篇”；卢纶写“莲

花国何限，贝叶字无穷”。由此可见，

贝叶经在佛教盛行于中国的年代里，

广泛流传。

西双版纳的贝叶经涵盖了傣族

人民日常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堪称

傣族文化大全。贝叶经的制作技术

虽然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但很多学

者从零星的史料和傣族文献中推断

出，应该在公元前１９年或此后不久，
布塔果沙听前往斯里兰卡参加诵经

大赛，其间学习了刻写技艺，荣归故

里后便将所学逐一传播。我国现存

最早的是唐代玄奘带回来的 ６５７卷
的现藏于西安大雁塔的贝叶经；杭州

灵隐寺内所藏的宋代梵夹装贝叶经

是迄今为止我国境内保存最完好的

南传佛教僧伽罗文本。

近年来，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

自治州图书馆古籍保存服务中心成

立了约３２５人的志愿者工作队伍，已
普查记录贝叶经 １８４种 ６３３０页；西
双版纳州图书馆，已深入全州的所有

傣族村庄收集了散落在民间的古籍

资料，先后采集到贝叶经 ２６１１部；
２０１９年，西双版纳州图书馆开展了公
益性募捐活动“傣文古籍文献提供中

心”，获得了古籍保护经费；２０２１年，
“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

云南行”西双版纳州图书馆站点展示

了西双版纳州古籍保护中心征集的部

分傣文古籍，举办了“贝叶文献刻写

培训”等项目。这些活动在通过科学

保护、传承好贝叶经文化的同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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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合理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体现了

贝叶经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科学

价值。

贝叶经的制作技艺

　　贝叶经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实施专项保护计

划以来，在省级非遗传承人的倡议下，

西双版纳勐罕镇曼降村的十余位村民

自发在曼降村佛寺成立了贝叶经制作

技艺传习所。传习所在２０１７年建立，
位于傣族园曼降村曼降佛寺旁，佛寺

与传习所共藏贝叶经２７００余册，传习
所藏贝叶经１０００余册，主要为各类经
文、与佛祖相关的故事。

刻写经文的叶片是棕榈类的贝

多罗树，该树一生只开一次花，只结一

次果，树龄约 ３０～５０年，最长为 ６０
年，原产地是印度、泰国等南亚、东南

亚国家，也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进入

我国的。由于它本身所具有的宗教

特征，也被称为“佛树”。贝多罗树幼

苗期喜好阴凉、潮湿的环境，成长期

需要大量光照。经过多年的栽培种

植，贝叶棕目前仅生长在我国的西双

版纳地区。

贝叶经制作技艺于２００８年公布
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过

程主要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对贝叶的

处理、对经文的刻写、最后的装订。

 采摘、修整、熬煮、晾干
为了方便书写，傣族的很多寺庙

旁都有栽种贝叶棕，采集贝叶多在年

底到次年年初，会根据当年的气候、温

度做适当的调整。

砍下的叶片在逐片筛选和修整

后，先去除叶脉，再对折后将３～５叶
卷成一捆扔进大锅里煮沸。在煮的过

程中，水要高出叶片，再加入当地特有

的酸角、柠檬或其他酸性材料，目的是

析出糖分、淀粉。通常会煮至少一天

一夜，待叶片颜色变黄或变为淡绿色，

质地变软后，捞出来用细沙或粗木棒

轻轻打磨叶子表面，直到叶片变得柔

软、光滑。

之后，再将叶片放置于两块木板

中间，距木板两端约５厘米的地方各
钻一个圆孔，将晾干的叶片夹在两片

木板中间，两头用力压紧绑好线绳，

５００～６００叶为一匣。
 弹线、刻写、上色
用作书写的叶片要先用专制的

墨线弓弹好横墨线，这是为了方便刻

经人刻写，使字体更加工整有序，一般

有４行、５行、６行、８行４种格式。一
张普通的贝叶，每面可写１５００～２０００
个字母，字母大小可根据需要调整。

现在根据不同的要求，传承人也会利

用直尺和铅笔进行简单的辅助划线。

贝叶经的书写工具是铁笔，原木

笔杆内插入一根铁针，笔尖异常锋利，

刻钝后可用磨石磨一磨，便能锋利如

初。笔杆在过去常以檀香木或樟脑木

等珍贵木材制作，现在对笔杆木材则

没有特别要求。

在刻写时将贝叶放在膝盖上，刻

经人将贝叶夹在左手拇指和食指中

间，用内凹的拇指指甲按住叶面，右手

握笔顺左拇指指甲的弧形缺口，从左

向右移动，便可刻出整齐的一行。刻

写内容主要为南传佛教经文，其次便

是根据不同人群的需要定制内容。目

前，绝大部分的贝叶经都用以赕佛，以

年老者需求为最多。

铁笔刻好的贝叶，再用植物油掺

锅底黑烟涂抹，擦干后再用细沙打磨

光滑，字才能在淡绿色的叶面上清晰

显现，并且还有防潮、防腐和防虫蚁的

功效。

 装帧
刻好的经书从圆孔中穿上麻绳，

其他国家还会在麻绳上串珠子、铜钱

等作为装饰再装订成册。成册的贝叶

经会在边沿涂上一层金粉或红、黑漆

加以保护和装饰，更有名贵者则会定

做镶金丝、螺钿、象牙的匣子以保存贝

叶经。

数百年来，用贝叶刻写的经卷数

量愈来愈多，内容范围也愈来愈广，不

单包括传统佛教典籍，还包罗天文地

理、阴阳历算、医学养生、劳动生产、哲

学法律、社会历史、语言文字、人情习

俗、农田水利、建筑工程等，是傣族先

民千百年来所积聚的文化汇总和重要

代表。其内容除了一些主要是由傣族

僧侣所创作的或改编的佛教传说故事

之外，对天象、地形、历史、方言等社会

文化方面都有大量记载。２００１年，西
双版纳州政府召开了首届研讨会；

２０１０年，《中国贝叶经全集》出版，预
示着对散落民间的贝叶经开启了搜

集、整理和翻译工作，从此为后人研

究贝叶文化提供了学术和历史文献

资料。

贝叶经的意义及价值

　　贝叶经是研究傣族贝叶文化的主
体部分，是我国古代档案宝库中的瑰

宝，也是研究傣族社会史、思想史、科

技史、民俗史、文学史、语言史和民族

关系史极其宝贵的材料。从民族文化

的保护方面来看，贝叶经是傣族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傣族文化的

建设起着重要的资源保护的作用。贝

叶经不仅可以为民族文化建设提供原

始资料和决策参考，而且对于弘扬云

南少数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等也

发挥着重要作用。

 历史价值
虽然还没有发现确切的史料记

载贝叶经制作技艺的出现时间，但从

唐以前的诗词中可窥见贝叶经的存

在。自魏晋到明清，数不清的诗文古

词中描写的“贝叶”“贝编”就代表了

佛教的经典和贝叶经的出现及其广为

流传的情况。傣族的贝叶文化涵盖了

从佛教经文到群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

面，既能够反映出傣族文化的整体风

貌，也是傣族人民的思想行为准则规

范。作为特殊的传统手工艺，代代相

传的贝叶经制作技艺不仅是历代傣族

人民虔诚的信仰，更凝聚了民族的智

慧结晶。一叶叶的贝叶是傣族人民生

活的缩影，一册册的贝叶经以最古老

和特殊的书写形式承载着悠悠岁月。

 文学价值
传统手工艺通常伴随着精彩的

文学作品。傣族贝叶经包括了傣族人

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傣族人民的

“百科全书”。《维先达腊》和《扎哩

呀》倡导乐善好施、无私奉献的高贵

品质；《佛陀教语》教导人们待人处事

的规则；《威乃牙洛泐》介绍了古傣泐

语语音学的基本内容；《丘夏》汇集了

近６０个民间故事，且故事与故事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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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连贯，形成系列；《巴拉尚哈亚》

以故事形式阐明佛祖威力，故事情节

复杂、人物众多；《摩尼尖》一书中描

写了声势浩大的军队交战的经过；

《阿瓦夯二十五种》和《朱腊波提》书

写了法律断案规则；《呼腊竜》是对古

典天文历法的探索；《昂古腊尼该》讲

述佛祖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这些作

品展现了傣族人民的真、善、美的优良

品质，体现了贝叶文化的多元性、开放

性和包容性，是南传佛教经典的集结，

也是傣族文化的大汇总。

 艺术价值
在刻写贝叶经的过程中，有时会

在贝叶中刻画佛祖画像。缅甸等东南

亚国家则会将数张贝叶拼接成一张更

大的“画纸”，在上面配图绘画。这些

都使得贝叶经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

值，同时也为研究当时的绘画笔触、佛

教僧侣形象提供了实物资料。贝叶经

完成刻写后所保存的匣子同样蕴含了

历代工艺的精华，无论是象牙装饰，还

是螺钿、金银镶嵌，都展现了奢华的审

美，偶有雕刻的莲花、大象等亦融合了

佛教和当地特色。

贝叶经制作工艺的未来

发展

　　  为传承人入户建档
传统技艺的传承重点即人的传

承，而很多时候，工艺无法传承就是

因为传承人的缺失。目前，成熟掌握

贝叶经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大多年事

已高，身体素质较弱，为了更好地保

护传承人，将制作技艺顺利地传承下

去，可以对其进行入户建档。一方

面，实施者掌握传承人的具体动向，

为其提供经济补贴或物资补助，解决

传承人的生活问题；另一方面，记录

传承人的师从、弟子、技艺熟悉程度

等，为将来的传承发展做好基础性工

作。现在，为了更好地研究贝叶文

化，已经汇集、翻译了大量贝叶经，编

成了１００卷《中国贝叶经全集》，从内
容上梳理综合贝叶文化。

 加强贝叶经人才储备
西双版纳地区还有大量的流落

民间、寺庙、个人收藏手中的贝叶经

还未搜集，而收集的贝叶经则缺乏专

业人才进行整理、翻译、归档，能够刻

写贝叶经的艺人更是屈指可数，熟练

掌握老傣文的年轻人已寥寥无几。

由此可见，我国对贝叶经的开发还停

留在低水平、低层次阶段。因此，应

该利用好这座宝库，深度挖掘其文化

内涵，加强国际间合作交流，提升贝

叶文化研究；联合高校培养傣语翻

译、贝叶修复人才队伍；扩大在当地

的傣语教学规模和对贝叶文化的认

知了解；加强对刻写人才的招募和培

训，更好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将制作全过程进行数字化展示
可以利用现代技艺，刻录制作全

过程以便保存和流传；也可以利用短

视频制作，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草

本物语》《贝叶古韵》等影片的播出

扩大了宣传渠道，使得更多的人了解

了贝叶文化及贝叶经，但对贝叶经制

作技艺的完整流程始终存在着不全

面、拍摄不清晰、缺少关键讲解的问

题。因此，为传承好贝叶经制作技

艺，应该利用现在的摄影技艺和设

备，从采摘叶片起，到最后的装订，全

过程拍摄，从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现贝

叶经制作技艺，并针对每个关键步骤

配合讲解，以达到制作技艺的全面展

示，并为未来研究做好基础工作。

 打造文创产品，提升知名度
传统的贝叶经体积大，不便于随

身携带，可以将叶片裁剪得更小，或

者利用金属模型模拟贝叶的形制，达

到神似和形似的艺术效果；可以将南

传佛教经典、佛经故事以傣文、傣汉

双语或傣英双语等形式刻写于其

上；也可以让游客自己动手刻写想

要的文字故事，制作成摆件、书签、

挂件、钥匙扣链、纪念章等集美观

性、实用性、纪念性为一体的旅游商

品。但同时需要注意，傣文的刻写

要准确无误，确保贝叶经文和箴言

谚语的准确性。

 将贝叶文化与旅游业相结合
西双版纳作为一座旅游城市，更

应该深挖贝叶文化核心，形成一系列

的贝叶文化旅游产品。首先，需要针

对贝叶经的整体内容确立主题，如以

非物质文化遗产贝叶经刻写技艺为

核心的主要旅游线路，再增添民族传

统文化和民风民俗内容，共同打造贝

叶经非遗旅游线路。其次，要杜绝在

打造旅游路线时的名不副实、画蛇添

足等现象，确保制作技艺的每一个步

骤的完整和正确，结合贝叶文化内

容，立足旅游城市发展，打造更具民

族特色的西双版纳观光旅游路线。

利用贝叶文化发展旅游业，深入

了解贝叶文化内容，挖掘有代表性的

贝叶文化符号，丰富贝叶文化内涵，

形成开放的贝叶文化的氛围。通过

政策引领、媒体宣传，营造喜爱贝叶

文化、重视发展贝叶文化、保护保存

贝叶文化的良好氛围。打造贝叶文

化旅游主题线路，辅之以传统民俗民

风内容，以傣族园的现实村落为基

础，结合民族民俗展示、歌舞表演等

完善贝叶旅游体系，突出贝叶文化特

点，增强文化魅力，提升吸引力。

>>>结语

2007年，傣文贝叶经刻写

技艺被列入我国非物质文化保

护遗产名录；2022年，《云南

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

划》指出，要加强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和传承人保护管理制

度建设，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

数字化记录工程。国家政策、政

府扶持都为非物质文物遗产的

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收集、整

理、保护、研究贝叶文化及贝叶

经制作技艺，对研究傣族文化、

佛教传入等具有至关重要的作

用，有利于更好地保护民族文

化遗产，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

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