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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石泉县志》中的羌语词

聂 鸿 音

[提要」清道光十三年编幕的 《石泉县志 》用 汉字译音记载 了 80 余则羌语词
,

通过它们

可以窥见一个半世纪前四川 省北 川县和茂县一带的 羌语概貌
。

本文据现代羌语方言

对这些词语试加解说
,

并总结 了一些关 于石 泉话辅音声母的基本情况
。

《石泉县志》十卷
,

清道光十三年 ( 18 3 3) 赵德林等修
,

张伉等纂
,

道光十四年刻本
,

今又有 巴

蜀书社 1 9 9 2 年影印本
,

见《中国地方志集成
·

四川府县志辑》第 23 册
。

这部书的卷二《舆地志
·

风俗部》末尾附有
“

番译
”

词语 80 余则
,

本意是供官吏问案决狱时参考
,

现在人们则可 以从中窥

见一个半世纪 以前 当地某个羌语土语的情况
。

1 9 8 1 年 闻有在讨论敦煌
“

南语
”

写卷的时候 曾

附带谈及这份资料
,

并与他在河坪
、

萝 卜寨
、

若达寨
、

九子营
、

三齐乡
、

黑钵寨等 6 个羌族居住点

的调查记录进行了 比较
,

正确地 指出了《石泉县志》所谓的
“

番语
”

其实都是羌语
, ① 不过由于

他当时掌握的羌语资料有限
,

所以讨论只涉及了书中所录的 15 个词
。

近 2 0 年来中国学者对

当代羌语 的调查研究取得 了系统的成果
,

不但有一些质量颇高的学术论文刊布
,

而且还有两部

有关羌语 的专著问世
, ② 书中提供的词汇

、

语法方面的丰富知识使我们有条 件把这项研究 向

前推进一步
。

清道光年间的石泉县相当于今四川省绵 阳地区 的北川县和阿坝藏族羌族 自治州 的茂县
、

汝川县
、

松潘县的部分地 区
。

历史上石泉县的民族关系紧张
,

居住在这里 的羌族是史称
“

白草

羌
”

的部落
。

目前这一带会说母语 的羌族人大大减少
,

据 1 9 9 0 年调查
,

北川县的羌族人 口 为

4
.

8 万
,

其中大多已转用汉语
,

只有少数人说羌语南部方 言的较场土语
。 ③ 北川县 的羌语迄无

调查资料发表
,

因而县志所录的 80 余则
“

番译
”

词语显得尤为珍贵
。

下面全文标点抄 录道光《石泉县志》卷二《舆地志
·

风俗部》所附的
“

番译
” 。

巴蜀书社 1 9 9 2

年影印本所据的底本原残佚 2 6 字
,

今据闻青录文补人
“

天 曰
” 、 “

解
”

三字
,

以方括号标识
,

其他

不可确知的佚字代以
“

口
”

符
。

文 中个别因形近致讹 的字 (如
“ 曰 ”

讹作
`

旧
”

)径予改正
,

不再 出

校语说明
,

疑误 的字将在后面的解说 中指出
。

番民无文字
,

点画 随其天籁
,

相 口 授而 不 迁 焉
。

呼父为 阿 爷
,

音如 叶
,

爷 转入 声
,

音近叶
。

闻有
:

《论所谓南 语》
,

《民族语文 》1 9 8 1 年第 1 期
。

孙宏开
:

《羌语 简志》
,

民族出版社
,

1 9 8 1 年 ;刘光坤 《麻窝羌语研究 》
,

四川 民族 出版社
,

19 9 8 年
。

刘光坤
:

《麻窝羌语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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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为阿妈
,

转入声
,

音近袜
。

兄 曰哥
,

侄 曰侄
,

妹 曰 妹
,

与汉人无异
。

弟 曰都泳
,

从弟 曰 葛都
,

嫂

曰 阿没拓
。

伯 曰 阿必得
,

叔曰 阿仆
,

叔之妻 曰 阿仆
。

母之兄弟曰 阿姑
,

父之姐妹 曰 阿姑 七
,

其夫

曰 阿必得
。

称官府 曰 阿叭
,

称祖父 亦 曰 阿叭
。

祖母 曰 阿铎
,

子 曰接禄
,

女 曰接蓖
。

甥 曰择泳
,

呼

孙 亦如之
。

媳 曰 接续
。

凡食物 曰择 么 也
。

早饭 曰合纳 帖
,

午饭 曰 杂么 帖
,

饮茶曰 挞帖
。

其 于衣

服
:帽 曰 大 娃

。

称鞋
,

河 东人 曰 刺 葛
,

河 西 人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所 求 曰 没 乞
。

知 其 事 曰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煞
,

不 明 白 曰 没彼
。

其呼 [天 曰 1儿漠叭
,

呼地口口 卜
。

于 日 曰 莫释葛
,

于

星 曰 日拓
。

云 白是达
,

口口 白
,

雨 曰 没
。

凡路皆 曰越
,

行路 曰 越格
。

山 曰 [解」卜
,

水 曰 沮
,

石 曰

孩儿疤
。

其称树木为食
,

音松 曰 流
,

柏 曰 寿
,

竹 曰 百
,

梅 曰 回
。

于朴 柴曰 悉
,

砍柴曰 悉错
。

称人

之富曰 儿布者
,

贫曰 敞灭者
。

称人之善 曰 舍
,

恶 曰 业没舍
。

谓誉骂落活得
,

打 曰 葛得
,

死 曰 阿

咦
。

其于一身曰 :

葛波枯
,

头也
。
曰 么 葛

,

项 也
。
曰 弥弥格伯

,

耳也
。

如达 葛
,

口也
。

伯 留
,

面

也
。

格哄
,

发也
。

地格 卜
,

鼻也
。

河东曰 歇伯
,

河西 曰 齐伯
,

皆手也
。

河东 曰协廓
,

河 西 曰蜀
,

皆

足也
。

葛伯
,

舌也
。

拍博
,

肚也
。

顶 乞何
,

背也
。

挞骨儿格
,

腰 也
。

歇所格
,

指也
。

择达
,

言说

也
。

合没绎
,

和好也
。

谓牛为息
,

马为贺
,

虎为红贝
,

羊为竹
,

猪为柏
,

狗为格
,

鸡为 污去声
,

鹅为

和月
,

骡为格底
,

驴 曰择控儿
。

此番音之大略也
。

按
,

子云作 《方言》
,

宋赵叔向取其切俗者作《肯爹录》
,

说者以 为隘也
。

五方土音不 能相同
,

况番夷乎 ? 长吏袍案讼庭
,

恃彼译 言以为辞听
,

安知不 雌黄其 口 也 ? 作
“

番译
”

一则
,

虽不 克尽

其文
,

而略见一斑
,

亦足为官斯土者折狱之一助云
。

迄今刊布的羌语方言词汇共 3 份
,

分别属于南部方言理县桃坪话
、

北部方言黑水县麻窝话

和茂县雅都乡峨 口村话
, ① 下面即主要依据这 3 份资料来解说 《石泉县志》所载的羌语词

。 ②

阿爷 (父 )
、

阿妈 (母 ) 这两个词分别相 当于麻窝话的 iej
“

父亲
”

和 a m a’’ 母亲
” 。

《县志》指

出
“

爷
”

和
“

妈
”

的实际读音近似于人声的
“

叶
”

和
“

袜
” ,

似乎意味着它们带有某种辅音韵尾
。

不

难想到
,

这个用汉字无法明确表示出来的辅音韵尾一定不会是
一

p (叶 )或者
一

t( 袜 )
,

也不会是像

现代汉语苏州话那样的喉塞韵尾
一 , (叶

、

袜 )
,

因为假如真是那样 的话
,

《县志 》就完全可 以直接

把这两个词写成
“

阿叶
”

和
“

阿袜
” ,

而不必用
“

转入声
” 、 “

音近
”

之类含混的术语进行 繁琐 的说

明
。

事实上《县志 》在记录羌语时使用了不少古人声汉字
,

如
“

葛
” 、 “

没
” 、 “

拓
” 、 “
得

” 、 “

仆
” 、 “

什
”

等等
,

它们在羌语中的对音都不带辅音尾
,

这应该说 明古人声在 《县志 》编纂者 口 中已经派人

平
、

上
、

去三声了
,

因此我们 目前还很难断定究竟是什么 因素使得这两个词在外族人听来恰好

是介于阴声与入声之间
。

① 桃坪话和麻窝话词汇见 孙宏开 《羌语简志 》
,

更详 细的麻窝话词汇见刘光坤 《麻窝羌语研究》
。

峨 口村

话词汇见黄布凡主编的 《藏缅语族语言词汇 》
,

中央 民族学 院出版社
,
1 99 2 年

。

② 此外本文有时也引用其他居 民点的少量材料作为补充 的证据
。

这些材料 一部分来 自闻青的记录
,

但

据 闻先生在 《论所谓南语》一文 中说
,

这些记录
“

原是在极 度困难的条件下收集 的
,

所 以质量粗疏
” ,

我们只能用

它们来作一个大致 的参考
。

另外
,

本 文初稿写成后曾蒙刘 光坤先生 赐教
,

刘先生从当年的调查 记录 中为我查

找 出了三龙
、

曾头
、

龙 池
、

沟 口
、

绵池等居 民点 的一些相关资料
,

并对初稿 提 出了修改意见
,

现在 的稿子就 是在

刘先生意见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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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 (兄 )
、

侄 (侄 )
、

妹 (妹 ) 《县志》明确指 出这 3个词 的读法
“

与汉人无异
” ,

我们可 以由此

相信它们都是汉语借词
。

现代桃 坪话和麻窝话 的
“

侄子
”

分别是 d抓3 ` 和 d抓
,

峨 口 村话 的
“

哥

哥
”

是 k :u
, “

侄子
”

是 d 31
,

或许也和汉语有某种联系
。

都琢 (弟 )
、

葛都 (从弟 ) 第一个词和 目前所有羌语资料 中的
“

弟弟
”

相当

—
桃坪话 t u 55

st u扩` 、

麻窝话 t o xt 沁
、

峨 口 村话 t u 扩抓兄称弟 )
。 “

从弟
”

(堂弟 )一词不见资料记 载
,

估计这个词

在当时的读音是
`

k o t u 或者
`

q o t u
,

其中第二个音节相当于桃坪话 t u , , b人a , ’ “

哥哥
’ ,

和 t u , 5 t s u 。 , `

“

弟弟
”

的第一个音节
,

k 。勺 。 的来源我们还不能确知
。

阿必得 (伯 )
、

阿仆 (叔 )
、

阿什 (叔之妻 ) 与第一个词相当的羌语词有三龙话的
e 3“
讨

5和峨

口村话的 。 p i日
`

伯父
” ,

它们可 以解释
“

阿必
” 。 “

阿仆
”

为
“

叔
” ,

相当于麻窝话的 即 u 和 峨 口村话

的 。 p u 。

依羌语亲属称谓词头的元音和谐规律
, “

阿什
”

(婶母 )的对音必是
’ e
硒

,

羌族本语对

亲属称谓 的区 分不如汉语严格
,

麻窝话的 e t娜既可指舅母也可指姐姐
,

峨 口村话的 。 t侣。 既可

指婶母也可指嫂子
、

姨母和继母
。

阿姑 (母之兄弟 )
、

阿姑七 (父之姐妹 )
、

阿必得 (父之姐妹之夫 ) 第一个词相当于麻窝话的

。 k u “

舅父
”

和峨 口村话的 a k u Q : “ 舅父
” 。 “

阿姑包
”

的对音当是
` 。 k u n i

,

最后一个音节 n i 相当于

麻窝话的 en i “ 姑母
、

伯母
、

叔母
”

的词干
。 “

阿必得
”

即指
“

姑父
”

又指
“

伯父
” ,

也是羌语对亲属称

谓 区分不严格的反映
。

阿叭 (官府
、

祖父 ) 这个词相 当于 麻窝话 的 Q p丫祖父
”

和 峨 口村话 的 a
aP

“

祖父
” 。 “

官

府
”

一词不见调查资料记载
,

现代羌语的
“

政府
”

是从四川方言借人 的汉语词
。

择琢 (甥
、

孙 ) 这个词 和 目前所有羌语资料中的
“

孙子
”

相当

—
桃坪话 2 13 , t su 扩“ ,

麻窝话

z
时

,

峨 口村话
z 。 阳

。 “

外甥
”

和
“

孙子
”

辈份不同
,

但 《县志 》载其语音形式相 同
,

这类现象在羌语

多见
,

如麻窝话的
“

舅母
”

和
“

姐姐
”

都是 e
ict

。

接续 (媳 ) 这个词和 目前所有羌语资料中的
“

儿媳
” “

媳妇
”

相当

—
桃坪话 t s y 33 d yz 33

,

麻

窝话 t s i g z i u
,

峨 口村话 t s u g z u 。

合纳帖 (早饭 )
、

杂么帖 (午饭 )
、

挞帖 (饮茶 ) 这 3 则
“

番译
”

显然都是 由宾语加动词组成的

宾动词组
,

最后一个
“

帖
”

必是表示
“

吃
” “

喝
”

的动词
,

它相当于桃坪话的 t ih e 33
“

喝
、

抽烟
”

和麻窝

话 的 t h i “ 喝
,

抽烟
” 。 “

杂么
”

(午饭 )相当于龙池话的 d z a 55 m a 5 5 “

中饭
” ,

还可 以认为近似于麻窝

话的 dz :ig i “ 中饭
” 。 “

合纳
”

(早饭 )与麻窝话 的 s t 。 “

早饭
”

不合
,

它也许是峨 口 村话 q h了
“

米
”

和

玮。 “

瘦肉
”

组合后的变音
。

大娃 (帽 )
、

刺葛 (鞋 ) 第 一个词正相 当于峨 口村话 的 tQ w a “

帽子
”

和麻 窝话 的 t叩 Q “

帽

子
” 。

第二个词
“

刺葛
”

的对音应是
`

lo k。 或
`

laq 。 ,

羌语 的
“

鞋
”

未见相应 的形式— 桃坪话是

t a3 ` t o a5 5 ,

麻窝话是 可邓。 ,

峨 口村话是 可u w a 。

没稚 (不明白 ) 这是个偏正词组
,

其中的
“

没
”

(
’

m的应该是大多数藏缅语言所共有的否

定副词
,

羌语中也有桃坪话的 m护5和麻窝话的 m a’’ 不 ” 。 “

稳
”

的来源不清楚
,

在 目前所有羌语

资料 中的
“

明白
” 、 “

懂得
” 、 “

知道
”

之类词语都不读作
’ n u 月

。

儿漠叭 (天 ) 这个词 的读音可 以假定为
` 二m即 a ,

和它近 似的词有桃坪话 的 x m扩” d a
231

p驴3 “

天空
” ,

以及 闻有所记河坪话的 m丫 iP a 、

萝 卜寨话的 m丫 p i Q “

天
” 。

莫释葛旧 )
、

日拓 (星 ) 第一个词 的前两个音节相当于桃坪话的 m尹
S

砰
“

太 阳
”
以及 闻

有所记河坪话的 m E 5 1
、

九子营话的 m Y ic’ 旧
” ,

最后一个音节
“

葛
”

(
`

k 。
勺幻的来源不明

。 “
日

拓
”

相 当于三龙话的 乳d孔驴” “

星星
” ,

以及桃坪话 x d孔e “ 3 p e 55 “

星
”

的第一个音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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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达 (云 )
、

没 (雨 )第一个词和 目前所有羌语资料 中的
“

云
”

相当

—
桃坪话的 xd e 33

,

麻

窝话的 z d y m
,

峨 口村话的 z
do m

,

闻有所记萝 卜寨语
、

三齐乡话
、

黑钵寨话 的 乳d a( 云 )则是更为

接近的形式
。 “

没
”

相当于峨 口村话的 m韵 J 和沟 口话的 m u 35
“

雨
” ,

以及桃坪话 m a 3 ’彭 55 和麻窝

话 m 。二 e J “

雨
”

的第一个音节
。

越 (路 )
、

越格 (行路 )
“

越
”

相 当于沟 口话的 ye 55 “

路
” 。 “

格
”

应该是
“

行
”

的意思
,

它相当于

桃坪话的 k驴3和麻窝话 的 k犷走
” 。

解 卜(山 )
、

沮 (水 )
、

孩儿疤 (石 ) 第一个词相 当于峨 口村话的 。 u了 p u’’ 山
” ,

以及闻有所记

三齐乡话和黑钵寨话 的 丫。 oP
“

山
” 。

第二个词相 当于桃坪话 的 t su 驴3 “

水
、

河
” 、

麻 窝话 的 t s 。

“

水
、

河
”

和峨 口村话的 t s犷水
” 。 “

孩儿疤
”

的读音可 以假定为
`

*
J

aP
,

相当于闻青所记萝 卜寨

话的 Y o p i a 和三齐 乡话 的 if 二 Y u 丫 “

石
” ,

其 中的
“

孩儿
”

也许还和桃 坪话 的 二了31
、

峨 口村话的

( J a ) 二 u a “

石头
”

有某种联系
。

食 (树木 )
、

流 (松 )
、

寿 (柏 )
、

百 (竹 )
、

回 (梅 )
“

食
”

的读音可 以假定为
`

丁。 或
` S。 ,

藏缅语族

诸语言对树木的总称大多以 S 、

{
、 。 起首

,

羌语峨 口 村话也有 s 。
下

`

树
” 。 “

松
”

读为
“

辘
” ,

与羌语

诸方言的
“

松树
”

一词不合
,

可 以考虑的是峨 口 村话的 l u二
“

松香
” 。 “

柏
”

读为
“

寿
” ,

相 当于峨 口

村话 z u m Q 和麻窝话 K d uz is “

柏树
”

的第 一个音节
。 “

竹
”

读为
“

百
” ,

相 当于桃 坪话 的 x p u “

竹

子
” ,

以及麻窝话
、

峨 口村话的 即u’’ 竹子 ” 。 “

梅
”

这个词不见于迄今所有 的调查记录
,

且羌族居

住区并不见梅树生长
,

因此可 以猜测它是个纯粹的外来词
,

读音大概接近
’ 二 iu ( 回 )

。

悉 (朴柴 )
、

悉错 (砍柴 )
“

悉
”

无疑相当于麻窝话的 5 1“ 柴
、

木头
” 、

桃坪话的 S
ies

“ “

柴
、

木头
”

和峨 口村话的 s犷柴
” 。 “

错
”

应该是
“

砍
”

的意思
,

它相 当于桃坪话的 t hs u Q 55 “

砍树
” 。 “

悉错
”

(砍柴 )是个宾动词组
。

儿布者 (人之富 )
、

敝灭者 (人之贫 ) 这两个词 的读音可 以假定为
`

即 ut 阳 和
`

ib m e t阳
,

其

中的 t 。抓者 )大约是
“

男人
” ,

相当于桃坪话 的 如33 和麻窝话 的 ict m
“

男人
” 。 “

儿布
”

意为
“

富
” ,

相当于三龙话的 if 扩 p 55 和峨 口村话的 i。 p “

富
” 。 “

敝灭
”

意为
“

贫
” ,

近似于峨 口村话的 b 。 x a 、

龙

池话的 ib 3 3牛Q X55 和麻窝话的 b y “

穷
” 。

舍 (人之善 )
、

业没舍 (人之恶 ) 目前所有羌语资料中的
“

好人
”

和
“

坏人
”

都与
“

舍
”

和
“

业没

舍
”

的语音不符
,

其他羌语支语言中也未见相 当的形式
。

我们不妨假定这个
“

舍
”

是从汉语
“

善
”

借来的
, “

善
”

的读音本来是
`

归 n ,

尾音 n 脱落之后就变成 了 。抓舍 )
。

由此推知
, “

没
”

(
’

m的一

定是羌语的否定副词
“

不
” 。 “

业
”

的语源还不清楚
。

落活得 (管骂 )
、

葛得 (打 )
、

阿咦 (死 ) 第一个词的
“

落活
”

也许是
“

活活
”

的讹写
,

这样它就

相当于麻窝话的 w u w a’’ 骂人
”

或 。 u 二ua
“

喊
” 。

第二个词
“

葛得
”

相当于麻窝话的 q敏i “ 打死
”

和桃

坪话的 q uQ 33
“

打架
” 。 “

得
”

应该还和桃 坪话 另一个 当
“

打架
”

讲 的词 d驴” d护31 有关
。 “

阿咦
”

(死 )的读音可 以假定为
` a抓

,

麻窝话的 娜
“

死
”

可能就是从
` a抓 的 匆 清化声母而来 的

。 a 是个

表示谓词动作趋 向的前加成分
,

在这里 自然像麻窝话那样表示 向垂直下方的动作
。 ①

葛波拓 (头 ) 这个词恰好等于桃 坪话 的 q扩3 p护s t趴 33
、

麻窝话 的 q叩 at 多和峨 口村话的 q。

p at a’’ 头
” 。

么葛 (项 ) 这个词的读音可 以假定为
’

m o k 。 ,

相 当于峨 口村话 的 m u k u “

脖子
” 。

桃坪话

的 , 13` ik e 33 “

脖子
”

或许也和它有些关系
。

① 刘光 坤
:

《麻窝羌语研究》
,

第 17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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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弥格伯 (耳 ) 此条不可解
,

桃坪话的 饭 , ` ik e 33
·

麻窝话 的 n
旅

u ·

峨 口村话的 n
旅誉

“

耳朵
”

至多与
“

弥格
”

相当
。

《县志 》所载
“

番译
”

有
“

耳
” “ 口 ” “

鼻
”

但无
“

目
” ,

而译音字
“

弥
”

又恰与桃坪

话 的 m户
、

峨 口村话 的 m lj
“

眼睛
”

相当
,

因此可 以怀疑原文
“ 曰 弥弥格伯

,

耳也
”

有脱文
,

依现代

羌语似当作
`

旧 弥
,

目也
,

弥格伯
,

耳也
” 。

如达葛旧 ) 这个词的读音可以假定为
’

动ak
“ ,

相当于峨 口村话的 dz 日

叼
`

嘴
” ,

与麻窝话

的 d z o k u了
`

嘴
”

也有些相似
。

格哄 (发 ) 这个词相当于峨 口村话 的 q。中和桃坪话的 q驴` x m驴5 “

头发
” 。

地格 卜 (鼻 ) 这个词相当于桃坪话 的 x 玮 13 ` q护s p扩3 “

鼻子
” , “

地格 卜
”

或许是
“

包格 卜
”

的

讹写
。

歇伯 (手 )
、

齐伯 (手 ) 这两个词的读音应该假定为
`

xe pe 和
`

dz ieP
,

可 以认为分别相 当于

峨 口村话的 10 p Q 和麻窝话 的 d 3即u’’ 手 ” 。

协廓 (足 )
、

镯 (足 ) 这两个词的读音可 以假定 为
’

xe qu 和
`

d和
。

峨 口 村话 的 d和 qu
“

脚
”

似乎相当于
“ ’

踢廓
” ,

麻窝话的 d 5 uq u’’ 脚 ”

也是它的音变
。

第一个词的第一个音节
“

协
”

来源不

明
。

葛伯 (舌 ) 这个词的读音可 以假定为
`

q即 e ,

其中第一个音节
“

葛
”

相 当于桃坪话 z飞3` q驴5

“

舌头
”

的第二个音节
。 “

伯
”

的来源不明
。

拍博 (肚 ) 这个词的读音可以假定为
’

p h叩。 ,

其 中第二个音节
“

博
”

相 当于桃坪话的 p u 33

和峨 口村话 的 p u’’ 肚子 ” 。 “

拍
”

的来源不 明
。

顶包诃 (背 ) 这个词的读音可 以假定为
`

et 玮ex
Q ,

其 中第一个音节
“

顶
”

似乎相 当于 桃坪

话的 d矛3 1 “ 脊背
” 。 “

包诃
”

的来源不明
。

挞骨儿格 (腰 ) 这个词的读音可 以假定为
’

ht Q g u j

k e ,

其 中第一个音节
“

挞
”

相当于麻窝话

ht sQ u’’ 腰 ”

的第一个音节
,

桃坪话的 xt 犷3 5矿 3 “

腰
”

与此相近
。 “

骨儿格
”

的来源不明
。

歇所格 (指 ) 这个词的读音可 以假定为
`

xe su ke
,

相当于峨 口 村话的 uj su x

u’’ 手指
” 。

择达 (言说 ) 第一个音节相当于峨 口村话 的 d子。 和桃坪话 的 d衬231
“

说
” ,

第二个音节
’

da

可能是个语气词
,

像桃坪话那样用来表示申述语气
。 ①

合没绎 (和好 ) 这个词的读音可 以假定为
’ 二m 。 ’

i
,

其中
“

合没
”

可以认为相当于桃坪话 的

m护3 “ 爱
” , “

绎
”

很可能是个后加成分
,

像桃坪话那样用来表示第三人称过去时
。 ②

息 (牛 )
、

贺 (马 )
、

红贝 (虎 )
、

竹 (羊 )
、

柏 (猪 )
、

桔 (狗 )
、

污去声 (鸡 )
、

和月 (鹅 )
、

格底 (骡 )
、

择

控儿 (驴 )
“

牛
”

读为
“

息
” “ 5 1

,

应该和桃坪话 2 23`习u 3 3 、

麻窝话 s 。 ` u 和峨 口村话 s u o u “

牛
”

的第一

个音节有关
,

现代羌语
“

牛
”

的第二个音节 加 或 ` u 同源于汉语的
“

牛
” 。 “

马
”

读为
“

贺
” `

Y o ,

相

当于沟 口话的 $ y 55
“

马
” ,

以及闻有所记三齐乡话 的 Y u Y 和黑钵寨话的 Y u’’ 马
” 。 “

虎
”

读为
“

红

贝
”

(
`

Y u习p ie )
,

其中的
“

红
”

相当于闻有所记三齐乡话的 x u习“

虎
” , “

贝
”

相当于闻青所记九子营

话 ep i 万da
“

虎
”

的第一个音节
。 “

羊
”

读为
“

竹
” ’

t邵
,

不知是否相当于桃坪话的 t hs ies
s 、

麻窝话的

t s h a 和峨 口村话 的 st h犷山 羊
” ,

羌语支语言里的
“

羊
”

这个词的声母 多是 st h
一 ,

而没有 t侣
一

的形

式
。 “

猪
”

读为
“

柏
” `

p e ,

相当于桃 坪话 的 p扩3 、

麻窝话的 p i 和峨 口村话的 p丫
`

猪
” 。 “

狗
”

读为
“

桔
” `

hk
u ,

在汉藏系语言 中多见
,

羌语也有桃坪话 的 k h u驴5和麻窝话
、

峨 口 村话 的 k hu
。 “

狗
” 。

孙宏开
:

《羌语简志》
,

第 14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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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

读为
“

污去声
” ’

w u ,

应该相 当于麻窝话 t娜w犷鸡
”

的第二个音节
。 “

污去声
”

为
“

鹜
”

字
,

麻

窝话 的 t衍w 。 可能是汉语
“

鸡鹜
”

的借词
,

似不与桃坪话 y i“ 鸡
”

同源
。 “

鹅
”

读为
“

和月
”

“ 。 y
,

相

当于峨 口村话的 二 u
厂鹅

”

和桃坪话 的 ` u 3` 、

麻窝话 的 二 u : “ 鹅
” 。 “

骡
”

读为
“

格底
” `

k et i
,

相当于

绵池话的 ka 33 ist “ `

骡子
” ,

可 以考 虑的 同源词 还有峨 口村话 的 k时
。 “

骡子
” 。 “

驴
”

读 为
“

择控

儿
” ,

其中的
“

控
”

疑为
“

挖
”

字形讹
,

峨 口村话有 d孔。 w 扩
“

驴
”

恰相当于
“

择挖儿
” 。

地方志的编纂者大都没有深研过汉语音韵学
,

因此他们对外民族语言的音译远不如僧侣

笔下的梵汉对音严密
。

不过尽管如此
,

我们还是不得不在最大程度上相信他们对 自然语音的

感知能力
,

并从那些并不精密的译音 中抽绎出一些大致的规律
,

以展现当年石泉羌语的概貌
。

通过和现代羌语诸方言对应得 比较规整的译例
,

我们可 以看出当年石泉羌语 的辅音基本
J

清况是这样 :

1
.

辅音声母按发音部位至少可分为双唇
、

舌尖前
、

舌尖 中
、

舌尖后
、

舌面
、

舌根
、

小舌 7 组
,

音译例字如 : p u 卜(帮母 )
、

t s i 接 (精母 )
、

t u 都 (端母 )
、

t , 1 拓 (照母 )
、

d子i 侄 (澄母 )
、

k。 格 (见

母 )
、

q。 葛 (见母 )
。

唇齿音 f
、 v 和喉音 h 的译例未见

。

2
.

声母按发音方法可分为塞音
、

塞擦音
、

擦音
、

鼻音
、

边音
、

半元音 6组
,

音译例字如
: aP 叭

(帮母 )
、

d不u 镯 (澄母 )
、 ` u o J

解 (匣母 )
、

m 。 漠 (明母 )
、

l u o z

辘 (来母 )
、

w 。 污去声 (影母 )
。

颤音 r

的译例未见
。

3
.

辅音声母有送气不送气和清浊 的对立
,

音译例字如 : t s u 。 沮 (精母 ) : st h uQ 错 (清母 )
,

ut

都 (端母 ) : t h i e 帖 (透母 )
,

k u 姑 (见母 ) : k h u 。 桔 (溪母 ) : 5 1悉 (心母 ) : z 。 择 (澄母 )①
,
t多1 拓 (照

母 ) : d孔。 择 (澄母 )
。

4
.

石泉羌语有复辅音声母
,

《县志 》译例 中明确反映出来 的有 。 m
一 、

孔d人
一 、 z d

一

3 个 : ` m抓儿

漠 )
、

孔d孔贰 日拓 )
、 z
da m (是达 )

。

从词例对比 中可 以看出当时石泉羌语 的复辅音不如现代羌语

方言丰富
。

5
.

石泉羌语的辅音韵尾也肯定不如现代方言丰富
,

《县志》的译 例中没有辅音韵尾 的明确

反映
。

据上引《石泉县志》记载
, “

鞋
” 、 “

手
” 、 “

足
”

三个 常用词在
“

河东
”

和
“

河西
”

表现为不 同的语

音形式
,

这说明当时的人已把县境内的
“

河东
”

和
“

河西
”

看成了两个不同的土语区
。

时隔一个

半世纪
,

我们已不能确定这两个土语 区和现代羌语方言的关 系
,

甚至就整体来说
,

也 已不能确

定当年的石泉话应划归现代的南部方言还是北部方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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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语澄母 的正常译音是 d孔
一 。

这里译
z 一 ,

发音部位不合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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