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羌语语音演变中排斥鼻音的趋势

黄 布 凡

一种语言的语音演变常受一种趋势所左右
,

这种趋势在一个时期内
,

能影响在一定条件

下的一个或几个音素朝相同的方向演变
。

羌语固有词中鼻音音素的出现频率较低
,

通过方言

和亲属语言比较
,

我们推断羌语在历史上某一时期内曾出现过一种排斥鼻音趋势
,

这种趋势

表现在前置音
* s
后面的鼻音 口音化和古鼻冠音脱落两方面

。

1
.

前置音 件S 后面的鼻音 口音化

1
.

1 在羌语与藏缅语族大多数语言有对应关系的词根中
,

我们找到能测拟其 古 声 母 为
“ 气 十 鼻音

” 的词根有十多个
,

其中大部分词根的声母是
.

Sn
,

少数是 .s m
。

一

这些处于 前

置音 .s 后的鼻音
餐 n 和

铃 m 在羌语北部方言中都 口音化了
,

在南部方言中一部分还保留奔

音性质
,

一部分也 口音化了
。

1
.

1
.

1 先看下列词根声母的对应关系
:

这里用以比较的北部方言的代表点是黑水县麻窝话和茂县峨口话
,

南部方言 的 代 表 点

是理县桃坪话
。

藏缅语列举了与羌语较接近的嘉戎 (金川 )
、

道孚
、

却域
、

扎坝①
、

普米 (九

龙 )
、

尔苏 (九龙 )
、

贵琼
、

木雅等语言和各语支中有代表性的彝 (喜德 )
、

景颇
、

载瓦等

语言以及反映古藏语和古缅语语音面貌的藏文
、

缅文 (均用国际音标转写 ) 等②
。

(表一 )

鼻子 鼻涕
.

七 穗子

羌 (麻窝 ) s t二 ( q )⑧ s t二 x u
`

s t o s t i a (q )

(峨 口 ) 口 t py a ( s ) x a 口t夕。 夕t口。 ( x )

(桃坪 ) x 玮 13 , ( qo
5 5p护

`
) x 玮 1

5 5仕 s u “ 3 3 ) 一 。 i习5 3 x t i“ ” ( q。
, , )

可

① 道孚
、

却域
、

扎坝等语言是甘孜藏族自治州部分藏族居民所说的不同于藏语方言的
“
地脚话

”
(藏

语叫 ot gs ks
a d)

。

道孚语分布于道孚
、

丹巴
、

新龙
、

炉霍等县 , 却域语分布于新龙
、

雅江
、

理塘等县, 扎

坝语分布于道孚县的扎坝区 (又称
“
扎堆

” ) 和雅江县的扎麦区
、
这.B1 所说的

“
扎坝语

”

与陆绍尊在 《扎巴

语概况》 ( 《民族语文》 l g 85) 年第 2期 ) 里所说的
“
扎巴语

”
互不相通

,

差别较大
,

不是一种语 言
。

陆绍

尊所说的 `扎巴语
”
与

“
却域语

”
基本能通

,

似为同一种语言
。

② 本文所用却域
、

普米 (九龙 )
、

尔苏 (九龙 )
、

贵琼等语言材料为王天习同志所记录
, 、

缅文转写为

戴庆厦同志所提供
,

谨向他们致谢 I 羌 (峨 口 )
、

嘉戎 (金川 )
、

道孚
、

扎坝
、

木雅等语言材料为笔者所记

录
。

其余材料皆引自各有关语言简志
,

因篇幅所限
,

.

不一一注明
。

③ 这里只比较有对应关系的词根
。

没有对应关系的前缀
、

后缀或语素都加括号
。

如 st 了 ( q) 的 q

是一个语素
,

是 q o p at 昌
“
头

”
的缩简形式

,

与 ” q
“
舌头

” 、

st ai q “ 穗子头
”

中的 q 为同一语素
。

非同

源词都不列入表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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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

嘉戎

道孚

却域

扎坝

普米

尔苏

贵琼

木雅

彝

景颇

载瓦

缅文

S n a

(金川 ) (t川 )舀n i e

S n i

9 玮 15 5

玮 u 3 3
(

eg u 5 5 )

(九龙 )县 i` ’
(9 5 3“

)

(九龙 )k i” 5
(ma 5 5 )

卒a 5 5 (k 云 5 5 )

sa 5 3

县a 21
(b i 5 5 )

(k u )舀n 川 s

7玮 e

sn a 5 5

各n 日 5 5早` 5 5

梦UJ
5 5

(11 5 5 )

k i 5 5 (b u 3 5
)

仆 13 5

玮 uo 5 3

昌 1 1 2
`

s且 3In it 3 1

s玮 e(ma ) ~ s玮 i (ma )

(k h扭 )多n o u

s玮 01 (m` )

9 玮6
1 3

n e3 3 (d 不 15 5
)

县巨 5 5

杭“ (P h y5 5 )

仪

芳

羌 (麻窝 )

(峨 口 )

(桃坪 )

藏文

n 05 1

hn a Z (k h。习 3 )

心脏

t i s:(mi )

。 t。 : j(mi` )

尤t i e5 5
(mo 5 5 )

s玮 i习

S n a bS

(t斑 )冬n i e

S n a P

sn a 5 5P o 5 5

各n e5 5一县 e5 5

县Q 1 1b气 e5 5

k i 5 5mba j5 5

玮。 5 5

o s5 5mba 5 3

早a Z`
(b j5 5

)

n 即
3 1

n 尽P 5 5

hna p l

白天

st ia ( xl u )

移 u ( xl u )

n a 3`
( xa u 5 5

)

仆 in (mo )

(k hu 3 ) hn a sl

n i 3 3

n 5 5 si sl

(a Z`
)n 县 m

s`

( sa `
P 03 ) hn a m

“

牛鼻圈

口̀ (u u。 名

)

sn a l (t 口 u )

嘉戎

道孚

却域

扎坝

普米

尔苏

贵琼

木雅

彝

景颇

载瓦

缅文

(金川 ) (t tU )舀n i

sm e5 5 ( rmi 3 3 )

舀n 6 1 3一县。 1 3

(九龙 ) xu” , 5

(九龙 ) k i 5 5 ( m i 5 5 )

昌n 日 ( g斑 )

s玮` ( l已 )

丁15 5丁1 5” ( P h e 3 3 )

昌玮八 1 3一擎A 1 3

项
5 5 ( t i o 5 5 )

n ut
` ’

( t口a 5 5 )

m u 3 5 ( lu 5 5 )

5 12
4

侣以日

x m i 5 5

s n o m (自主 )

m n a m (不自主 )

( k a n a ) s u 习s u 习

( n 。 ) n o

舀n 6
1 3

(习A 3 3 )m n 一5 5m n 一3 3

县y l l县e 5 5

( k h a , 1 ) n i 5 5n i 3 1

( j 1
3 5

) h 5 3”

( k h i 3 3 )
s o 5 5m 史 3 3

争n a ( k u a r )

s n a r ( t g h 。 )

k i 5 5 ( Y色5 5 )

h e 3 3
( m

a 5 5 )

s且3 1 ( lu m 3 3 )

n工k 5 5 ( l u m 2 1 )

h no
`
( lu m 3 )

( m u 3 3 )玮 12 ,

( m o Z , ) n i 3 3

J巨3 ` n i 5 5 m且3 ` n a m 5 5

习 ji, 5 ( kh ju i 5 5 ) n a m s `

n e l ( l e
Z
)

·

n a m 3

县0 3 3
(多13 3 )

na
3 ( P h a 3k w a 习

3
)

表一中有复辅音语言的声母对应如下
:

藏 s n s玮 玮 :

缅文 h五 n :

嘉戎 昌n :
道孚

s n s玮 z玮 :

却域 ns 昌n ; 玮 sm 了
:

扎坝 冬n ( ~ 早 ) 昌玮 (一县 ) n 玮

由于藏缅语族语言分化的年代久远
,

分化的时间有前有后
,

而分化后各语言又有自身的

特殊演变规律
,

再加同一音素所处的语音环境不同 (如邻接音素和在词中的音节位置不同 )

等因素
,

以上同源词根的声母对应关系并非整齐划一
。

但其基本辅音大多是鼻音 n 或 玮 ,

个别的是 m
,

大多数声母鼻音前有个擦音
。

嘉戎语除了
“
嗅

” 以外
,

所有的词根声母 都 是

舀n , “
嗅

” 的词根可能与藏缅语不同源 (嘉戎语马尔康 话 的
“
嗅

”
是 k 。朋习k hs 明k hs 部

,

·

2 0
、 -

下



长

金 川话的 u s习 u s习 可能是 习k h s明k h s部 脱落塞音后第一个 习移位的形式 )
。

藏文除 t’ (白 )

天
”
外

,

其余词根声母都是
s n 或 s仆 (

,

< 价
ns 的愕化)

,

但是
“

怕 ) 天 ” 的词根
,

嘉戎
、

道孚
、

扎坝等语言的声母都有前置擦音
,

由此可推测远古藏语 材 n 的声母也有前置擦音 .s
,

但到藏文创制时期词根 吩 n 中的 气 已脱落
。

检查其他语言也是如此
,

如果表中某个语言的

多数词根声母带前置擦音
,

只有某一个或某几个词根声母不带
,

但与此相对应的其他语言的

词根声母有的带前置擦音
,

我们推测这些语言的古声母也带有前置擦音
。

至于某个语言某个

词根的声母为什么不带前置擦音
,

原因是很复杂的
。

如藏文的动词
`

嗅
’

有 自主
、

不 自主的区

别
,

两者语音形式不同
,

却域语的
`

嗅
’

有前置擦音
,

可能与藏文的 自主形式同源
,

道孚语和

扎坝语的
“
嗅

”
无前置擦音

,

可能与藏文的不 自主形式同源
。

因此
,

我们认为上列语言同源

词根的声母对应关系暗示了原始藏缅语的声母是带有前置擦音的
. n (玮 是 n 受后面前 高

元音影响鳄化所致 )
,

由于多数语言的前置擦音舌位靠前
,

而且大 多是
s ,

因此构拟其声母

为
粉 s n

。

在无复辅音声母的语言里
,

.s n 也有所反映
,

如在普米语和彝语的多数词根中 气 n 演

变为 县 或 孕 ;
在景颇语的

s巨
3 ` n i t 3 , “ 七

, , 、

揖 3 ` n i 5 5 “ 白天 ”
中

. s n 分化为两个音节 ; . s n

在载瓦语的多数词根中表现为元音的紧化 ( 由失去的
苦 s 所导致 )

;
贵琼语的

扮 s
全 部 脱

落
,

保留了鼻音
,

(j 声 )茄 35
.

“
嗅

”
中的 h 看来是

.
ns 处于第二音节中的变音 (参见表二贵

琼语的 仆钾h钾
一

“ 红 ” ) ;
木雅语与贵琼语相反

,

.s n 在大部分词根中丢掉了
. n 而保留 了

.s (却域语的 介 “ (白 ) 天 ”
也是如此 ) ; .

ns
.

在尔苏语多数词根中的演变比较独特
,

变

成了单辅音 k ,

而且元音整齐划一地变为 oi

表一 中羌语麻窝话与其他藏缅语相对应的声母都是 st
,

其中的 t 显然是
. n 口音化 的结

果
。

峨 口话除
“
鼻涕

”
外

,

声母是 c t p~ 以 < 勺七的
,

其演变比麻窝话多了一个进程
, 口t口<

气 t 的%)l 化
。

羌语北部方言 st < 气 n 现象与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卡瑙里语如出一辙
,

试比较

卡瑙里语
:

st iD “
心

” 、

欲 i台一 t i亏 “ 七 ” 、

st a m “ 使嗅
” 、 s t i l一 t i l “ 牙 酿

” ① (藏缅语的
“

牙

眼
” 见表二

” )
。

气 在南部方言桃坪话里变为

大部分保留鼻音性质
,

但在
“
穗子

” 和 “
心脏

”

1
.

1
.

2 下列词根的对应更复杂些
。

(表二 )

听 红

羌 (麻窝 ) ( k h o u ) st 仁i ( : i )

亡

(峨口 ) ( kh 舀u )。 t o u o y (P u )

(桃坪 ) ( t口h y 5 5 )玮y 5 5 x 玮 13协 13 3

藏文 玮 a n

x ,

个别的变为 口 或脱落
,

基本辅音
. n

两个词根中也 口音化为 t 了
。

牙齿反 青魔子

(舀u 。 ) t
.

(P已1) e t口已

了
s玮 11一

r 玮 11②

~
r n i l

r n a ( b a ) (野羊 )

嘉戎 (金川 )

道孚

却域

(k a ) r山k n i e

r玮 l

(丫Ut
` “

) In a 3 3

(k斑 v ut ) r n i

n g ]n g l

擎 e 5 5县 e 3 3
( s k i 5 5

) r 玮 15 “

r n a (仁a )

n a 5 5 ( d孔 i
’ 3 )

见本尼迪克特 《汉藏语概论》 汉译本 21 0页
。

见 S a r a t C h a n d r a D a s :
T i b e t a n E n g l i s h D i e t i o n a r y

。

①②



扎坝 句 0 5 5 )仙
3 3玮 15 5玮 13 3玮 i, 5

( g u 5 5
)

普米 (九龙 ) s e ` ,仆 15 5 n e 3 5
( t s a

“ s t os “ )

尔苏 (九龙 ) (k h。 , ` b e 3 5 )玮 15 3 (d a , ,
)玮 i“ `

贵琼 城
5 5 h I 5 5

(
x u i s” ) 5 1, 5

成
3 , (丽

5 5 )

木雅 ( q h尽3 3 ) s弓5 5N a , 3 n i 5 5n i 3 3 ( x u a 5 5 )加
5 3 n a 3 3 ( p i 5 5 )

彝 县a 3 3 a , 3县 i 3 3 n i
“ `
工3,

:

载瓦 ( k jo Z` ) n e s` 习j i习
2 `

缅文 n a 3
( h t。习2 ) n i

Z

表二的对应词中
,

嘉戎
、

道孚
、

却域等语言的
“ 听 ” ,

嘉戎语的
“
红

” ,

却域语的
“

牙

敞
” ,

道孚语
、

藏文的
“
青鹿子 /野羊

”
等词根的前置音是 (r ~ 1)

,

暗示原始藏缅语这些 词

根的声母可能是 粉 n
。

但是
“
听

”
和

“
红

”
这两个词根彝语的声母是清化鼻音

,

在表一中彝

语的清化鼻音声母是与一些语言带前置擦音的鼻音声母 (如藏文的
s n ,

缅文的 hn
,

嘉戎语

的 昌n 等 ) 相对应的 ; 另外
,

在
“
听

” 这个词根中
,

普米语
、

木雅语在鼻音声母音节前分别

有一个
S
声母音节

,
’

这些又使人怀疑其原始声母为 气 n
。

藏文的前置音 s 一 与 卜 一般不混

淆
,

但在表二的
“ 牙酿

” 和少数词中却可以互换
,

如
r玮 og ~ s 玮og

“
弄 浑

” 、 r玮 ob 一
s玮 ob

“
够得着

” 、 r m de 一
s m de

“
后牺

), 、 r m e丘u ~ s m e a u “ 青 裸
” 、 r m de P a ~ s m de p a “

l’de
、

说
”
等

,

因此
,

我们推测表二中词根的原始声母可能存在
带
ns ~ .

nr 交替现象
。

在这些词根

中
,

羌语声母形式与表一一样
, 铸 n 在北部方言中都口音化了

。

峨口话
“
牙酿

” 的词根只剩

下 t ( < 气 )t 是由于处于轻声音节的原因
。

麻窝话
“
红

”
的声母是 口 而不是 st

,

这有点特

殊
,

表二多数语言的
“
红

”
都是叠音词

,

可能古羌语也是叠音的
, 。 可能是两个叠音音节声

母发生异化脱落
* t 而后又胯化的结果

,

以<
.

娇 i< .
sit

。

1
.

1
.

3 下列词根羌俗的 口音声母与其他藏缅语基辅音为鼻音的声母也有对应关系
。

·

(表三 )

工

关

羌 (麻窝 )

(峨口 )

(桃坪 )

清油 / 芝麻
z d a (油 )

z

ud
。 (油 )

x d a ” 3 (油 )

x 玮。 5 ’
(动物油 )

S n U r O

t s h 扭n i u

/ 咀唇

山
。 ( k u 。 )

z
山 (k U )

欠 d u o 3 3

病
r d争i

子d争-

不e 2 4 1

藏文

嘉戎 (金川 )

(马尔康 )

道孚

却域

扎坝

普米 (九龙 )

尔苏 (九龙 )

贵琼

木雅

彝 (喜德 )

s仆u 习(敬语 )

( t扭 )争n i s

( t
a
) Jno

s

下
( m a r ) n o习

( m a r 1 3 ) n a 5 5

( m e 3 3 ) n a 5 5

( m a 5 5 ) na
s “

( m a ` l
) n d 3 3

( m a 3 5 ) n a 5 5

n a 5 3

n a 5 5
(功 b o 3 3

)

n e 5 5 ( m e 5 5 )

夺夕5 5 ( x 16 , 3 )

玮云6 5

玮巨5 5

w 云3 3 ( P u 5 5 )

习。 3 3 ( st o 5 3 )

m i
2 1 (P u Z` )



(大方 )m主 3 3 mi` 3
(p u Z` )

景颇
·

(tJ 呈。 , ”
) n a m ” , n , ` t o n , ,

载瓦 n 县m
Z , ( 1句

6 6
) n u t 6 5

缅文
.

h n a m 3

hn ut `
k( h o m )s

表三各语言
“
清油

”
与

“
芝麻

” 、 “
咀

”
与

“
咀唇

”
等词根呈互补分布状态

,

语音上有

( 对应关系
,

其同源关系较明显
。

藏
、

嘉戎一等语言的
“
清油

”
是

“
芝麻

”
的转义

,

嘉戎 (马

尔康 )
、

普米 “
一等语言或方言的

“
咀唇

”
是

“
咀

” 的转义
。

藏文 的
“
病

”
(动 词 ) 有 非 敬

语 na (名词为 n a d) 和敬语 s玮 u习 两个词
,

大多数藏缅语的
“
病

”
都与 n a( ~ n a d) 同源

,

长 如门巴 (错那 ) ne
, 5 、

载瓦 n o s ` 、

橙
一

(格曼 ) Qn ` 5 6、

阿昌 加
5 6 、

怒 (怒苏 ) n a , 5 、

哈尼 na
” ,

等
,

但却域语
、

普米语 “病
”
的韵母为鼻化元音

,

则是与藏文
s玮 u 习 ( < 、 nj u护 伺源

。 “

清

油 /芝麻
”
组同源词中

,

羌语的对应词转义为
“

油
” ,

桃坪话还分化出一个 x 玮。 ” 5 “

动物油
” 。

“
清油 /芝麻

” 词根声母的对应关系 (藏 ns
:

缅 h n :

载瓦 n( 自 ) 和
“
咀 /咀唇

”
词根声

母的对应关系 (嘉戎 昌n
:

道孚 口n :

缅 h n :

普米 夺
:

载瓦 n (妇 )
,

还有
“
病

”
的藏文声母

。仆 等
,

与表一一样
,

暗示了原始藏缅语的声母为 .s n
。

而羌语与此相对应的声 母 是 dz ~

子d多 (峨 口 )
、 z d一d z ( < z 、

d 换位 ) 一 r d不 (麻窝 )
、

x d~ x 玮~ 不 (桃坪 ) 等
,

说 明
. s n

中的
奋 n 在这些词根里也 口音化了

。

所不同的是
份
ns 在表一

、

表二中演变为清口音
,

在这

里却演变为浊口音
。

清浊的分化条件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

1
.

2 现在看 气m
、

的演变例证
:

(表四 )

毛 竹子 药

羌 (麻窝 ) h Pu 。 即 u om a n

(峨口 ) x u p a 昌p u
`

。` p `

(桃坪 ) x m o 5 5 x p u ” “
.

5 23 3

藏文
s m o习s ① s m ju g ( m a )

,

。m a n
.

嘉戎

道孚

却域

扎坝

普米

尔苏

贵琼

木雅

彝

景颇

载瓦

Sm 明
r a

(金川 ) ( t a ) nr i S r H a n

K

平i e 1 3 r i e 5 5

m 砂” m护 ’
(羽 )毛

(九龙 ) m 巨3 5

(九龙 )

t s h 53 1

m O 2 4

玮e , ,

m U n 3 3

`

丁6
吕̀ m Bll

。。

Im a s万

m 6 5 5

m 甘 3 5

平护万

m 日5 5

S 刃Q 日n

s m e 5 5

P了石5

m 巨5 5

m Q 3 3

(减
5 5 ) w a 5 5

v a Z I

① “ m 。那 与 “ m “ 肛 a 见于敦煌藏文写卷 2 7 36号
,

笔者分别译解为
“ 〔 〕 毛” 与

“
咤须

” ,

参见拙文

《敦煌 <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辨综录及遗留问题》 , 《民族语文论丛》 19 84年
。



缅文 (a )3m w e3wa 3

从词根
“
毛

” 的声母对应关系 (藏 sm
:

嘉戎 n r
:

却域 单 )和
“

竹子
”
的声母对应 关

系 (藏 sm j
:

却域 l m
:

尔苏 平 )
,

可以看到原始藏缅语 .s ~ .r 的交替也出现在
* m之前

。

除麻窝话的
“
药

” 以外
,

气m 中的
. m 在羌语北部方言中都变成了同部位塞音 p ,

但前置

音 气 的变化却不象在
. n 前的变化那样整齐

,

.s 在三个不同的词根中变成了三种不同部

位的擦音
,

在
“
毛

” , “
药

” 二词根中
一

还从原来的复辅音声母中分离出来单成音节了
。

“
药

”
组对应词的声韵母比较接近

。

藏文中还有一个意义为
“
药

” 的更古老的词 rt si ,

这个词只见于八
、

九世纪的敦煌古藏文文献①中
,

与此词相对应的有木雅语 t s护 ” 、

彝语 ( b u “ ” )

st hl 33
、

景颇语 st sil
、

载瓦语 t丁hi “ ` 、

缅文 hs e3 等
,

这就使人怀疑表四诸语言的
“

药
”
都是

藏语借词
。

羌语麻窝话的
s m a n 大概是后期借人的

,

与峨口话
s
印

。 (雅都话 sl pe
,
三龙话

s
即 e) 相对应的还有个

s o p。
,

是
“
颜料

、

染料
” 的意思

,

可能是早期借人的
s m a n 音变的

结果
,

在晚期重新借人 、 m a n 以岩它便转义了
。

由于藏语的
。m a n 代替古词

r st i 大约是在

九
、

十世纪以后
, sm a n 变为峨口话

s
印。 的时期只有在藏语通用 s m a n 并被羌语借入以后

才有可能
,

由此可以推断羌语 气m 以及 .s n 口音化的时间不会早于十世纪
。

井

芳

2
.

古鼻冠音的脱落

2
.

1 上述羌语方言都没有带鼻冠音的复辅音 (麻窝话的 m d az
“
美丽

”
是个例外

,

这是

藏语借词 )
。

与羌语接近的语言除普米语外
,

嘉戎
、

道孚
、

却域
、

扎坝
、

尔苏
、

贵琼
、

木雅
、

纳木义
、

史兴等语言都有带鼻冠音的复辅音
。

在其他藏缅语的一些语言中也有带鼻冠音的复

辅音
。

2
.

2 在羌语与其他藏缅语的同源词上
,

鼻冠音保留得完整的语言比较少
,

多数语言只在

少数词根上保留了鼻音成分
。

如
:

(表五 )

Oabb

聋bobu

羌 (麻窝 )

(峨 口 )

(桃坪 )

藏文

木雅

扎坝

贵琼

道孚

嘉戎 (金川 )

彝

虫子

b U l ll

b a l

b a 3 1d不a 3 1

n b u ②

m b O 3 3 t昌a 2 4

P o 3 3P i 5 5

m b u 3O h a 3 5

b a b a

旧的

b u 2 3 1
b Q 3 3

b U 3 3

( n a 3 3 ) m b a 2 4

m b u 1 3

( n o 3“ ) w 巨3 `

m b j i

(k a ) w o

( 10 3 3 ) b o 3 3

背 (孩子 )

b i

b i已

b a 3 3

m b a 2 3 1③

( t u 5 5 ) m b a 3 3 m b o 5 3
(旧东西 )

P o 5 5

沐

(k ut ) v e

( a 3 ` ) b i3 3
(破旧 )

① 见 P
.

T 1 0 5 7号卷
。

笔者与罗秉芬合编的 《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 (民族出版社
, 1 9 8 3年 ) 转

录并译注了此卷
。

② 根据一些方言的实际读音
,

将前置字母
“
转写成 n 。

,

③ 巴塘话
。



八 O
n户 .é

吐
、

Opp景颇

载瓦

缅文

P a u 2 1

P o 3

(n a 3 1
)P ha 习 5 5

(n a 3
)k a 习 8

高

丁刀 u sbbb

人
羌 (麻窝 )

(峨 口 )

(桃坪 )

龙

bo 名

k

一

K

藏文

木雅

扎坝

贵琼

道孚

嘉戎

彝

景颇

载瓦

缅文

绳子
b i

J

d 孔a j

w协

b孔 e3 3

n b re习

n 电
u昼“ 3

P t sxo sn d孔 0 5 5n奴
0 5 5

n b ru ~n d 孔 u

(金川 )(t a ) rmok

P u 3 33n e
3 1

(t 。 )b rE

(t斑 )v ri

(t o i 2 1
)p o 2 1

( su
)m 3 3 3i 3 3

(k 。 m )b ro

(k斑 )m斑 u ro

a 3 3
m (

u )3 3

m ja 习
曰

m ra 习 1

马

J U

J U

气 u 5 5

rm叼 s①

b它 35一②

mb孔o ` 3~m奴。 ` 3

mbU 3。

r` 一⑧

mb llo U O r

平 (
u

)
3 3

(k u )m 3 13a 3 1

m j叼
么`

m ra 习 3

火

以上的对应关系
,

暗示了原始藏缅语
“
虫子

” 、 “
聋

” 、 “
背 (孩子 ) ” 、 “ 旧的 ”

等

词根声母是
甘m b

, “ 龙 ” 、 “
绳子

” 、 “
高

” 、 “
马

”
等词根声母是

. m br
。

鼻冠音保留得

最全的是木雅语
,

其次是扎坝语和藏文
,

贵琼
、

道孚
、

嘉戎等语言的鼻冠音只保留在部分词

根中
。

其他语言虽然在这些词根中没有鼻冠音
,

但也不同程度地留下了古鼻冠音的痕迹
,

如

彝语
、

载瓦语
、

缅文
“
高

” 、 “
马

”
等词根 (包括藏文的 r m 叼 )s 的古鼻冠音取代 了基本辅

音
,

景颇语的
“
绳子

” 、 “
马

”
等词根的鼻冠音则从原来的声母中分离出来

,

成为前音节的

韵尾
。

由此可以推断
,

羌语古时曾有过鼻冠音
,

它的鼻冠音是后来脱落的
,

鼻冠音的脱落也

是排斥鼻音趋势表现之一
。

* * *

现代羌语不论南北方言都有一套鼻音韵尾
,

如峨口话有
一
m

、 一 n
、 一仆

、 一习 等
,

桃坪话

有
一 n 和 门

。

仔细研究
,

绝大部分词根的鼻音韵尾是后起的
,

其来源有二
:

一是通过汉语和

藏语借词进人 , 二是轻声音节元音弱化丢失后
,

鼻音声母粘附于前开音节后做韵尾
。

刘光坤

《羌语辅音韵尾研究》 一文 ( 《民族语文》 1 9 8 4
.

4 ) 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论述
。

检查羌语与

那些尚保留有鼻音韵尾的藏缅语相对应的同源词根
,

可以看出羌语大部分古鼻音 韵 尾 已 丢

失
。

例如
:

(表六 )

房子 水獭 (果子 ) 熟 名字 柴
4

狼

① 见于新疆出土的古藏文文献
,

转引自 F 一w
。

T h o m as

e e r n i n g C h i n e s e T u r k e s t a n ( L o n d o n ,
1 95 1 )

,
11

, 2 57

T i b e t a n T e x t S a n d D O CU m e n t S C O n -

11 8
。
1及3 5 3 :

17
。

②⑧ 复合词中的语素
。

` 2 5 .0

, 卜 _
一

一

一
_

一一一一一一

` 曰. . . 一~



羌 (麻窝 )t叭

(峨口 )t o i

(桃坪 )t o i s 3

藏文 灿 ji m (家 )

门巴 (错那 )
eh em“ 3

景颇

丫电
eJ

(饭 )熟

、 、
.

卜 !
l夕

S ra l l l

t 昌a m 5 3

n 白

(a )n a

mi 3 3

S 刃D l ll

min 5 5n e3 1

(梅
5 3 ) 3a m 3 3m jin 3 3

见
载瓦 jum 5 1a xms, m j i习

5 5

阿昌 i n 。 。 s a m 5 5 习阅
3 5

卜

缅文 im Z p h ja m Z h m a玮 ,

除 了上述例子外 ` 表一的 t’, 乙” 、 “
,

(白 ) 天
” 、

r 们QO 5 1

孔m a 幼 。Pi ` (豺 )

x m a 5 5 s i e s 3

m i习 ( m e
) p句 s p j明 (k Uh )

m e 习3 5 ( m e 3 5
) 。钩

5 3口明
5 5

( k u 6 3
)

m j i习
3 3 t梅

3 3
1

(kh j on
3 a )

m j句
, , s ik 5 5

(树 ) va m 5 3

( k h u i 2 1
)

(
a 3 ’

)玮句5 5 s a习2 ` t es 习5 5 P u m 5 5

一

(树 ) ( x
u i 3, )

n a Zm a玮名 w a m Z

( P u l lw e Z )

“
嗅

” ,

表三的
“ 清 油 / 芝 麻

” 、

“
病

” ,

表四的
“
毛

” 、 “
药

” ,

表五的
“
绳子

” 、 “
马

” 、 “
高

” 、 “
聋

”
等同源词根羌

语也全部丢失了鼻音韵尾
。

麻窝话的
:

由m “ 云 ”
(峨 口话 dz o m ) 是残存下来的极少数 古

带鼻音韵尾的词之一
,

这个词的鼻音韵尾不是后起的
,

`

因为有些藏缅语与它相对应的词 以口

嘉戎语 毗 im
、

缅文 it m Z
等 ) 也带鼻音韵尾

。

其它非鼻音辅音韵尾也有少量保存
,

例如羌语

峨 口话
:
取 X “

黑
” (藏文 n ga )

、

as X “
关节

”
(嘉戎语 ths ” k

、

藏文 ths igs )
、

;叨 t “

后

牺
”

,

( 藏文
s m ed ~

r m ed
、

嘉戎语 哪琳 )
。

这在少数词中残存的古辅音韵尾可能是辅音韵尾

脱落趋势受到借词和轻声音变
一

出现的辅音韵尾增加趋势的冲击和抑制而保存下来的
。

古鼻音

韵尾的脱落虽然从表面上看也是一种减少鼻音的现象
,

但是它同前面所说的 气 后面的鼻音

口音化和鼻冠音的脱落这两种音变现象
,

在推动音变的趋势和阶段上都有所不同
。

卜吩退白9月叙淡架淡叙蒸叙挺眺淡架钱孰挑刹谈翻淡叙淡孰谈刹哭刹挑架谈叙淡 }泥洲孰淡孰淡孰淡粼淡孰挑叙蒸孰挑孰涎刻淡孰澳叙谈刹别刹涎孰谈刹关叙澳孰孰!歌钱叙淡孰挑架挑刹洲

《现代维吾尔语语法》 (维文版 ) 出版发行

二
,

二

少央民族学院副院长
、

维吾尔族语言学家哈米提教授撰写的 《现代维吾尔语语法》 (形

态学飞
,

:最近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

哈米提自1” “ “年以来
,

长期从事维吾尔语语法的教学

工作
, 这部专著是他几十年教学和科研丰富经验的总结

。

该书对维吾尔语语法进行了较全面

地描写
,

在理论上有新的创获
。

例如
,

关于名词的格位
,

国内外维吾尔语语法学界几十年来

一直坚持六个格位的说法
。

对此
,

哈米提提 出了自己的见解
,

并作了详细的阐释
。

再如
,

一

对

动词体系的研究也有新的突破
,

特别是对动词语气的研究
,

澄清了维吾尔语语法学界多年来

存在的模糊不清的认识
。

该书分十六章叙述
,

共 5 28 页
,

约 30 万字
。 。 - - - - -

- - -

一 一
- -

—
一

片

.

力了尽热让详郭李著气再多的烤者见声
, `

乒书的汉盯
作弓着手进行:

,

:

飞 :
一 ` 一

J
. _ 一

丫 止
.

:
`

了 飞

,

明 鸣
,

. :

2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