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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除回族、满族已

使用汉语，一些散居、杂居区的少数民族使用着汉语或其它少数

民族语外，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宪法规定： “各民族都有使

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各民族语言也得到了丰富发展。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和民族文字

的使用和发展都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三十年来，民族语文工

作者在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了介绍我国

各民族语言情况，加强国内各民族的互相了解，共同学习，丰富人

们对我国民族语言的知识，扩大人们的语言视野，更好地贯彻党

的民族语文政策，推动民族语文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决定出

版《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

收入本丛书的全国各少数民族语言简志，是根据中国社会科

学院民族研究所(原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中央民

族学院、各有关省和自治区的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语文机构，

民族研究所等单位的同志五十年代以来陆续搜集的语言材料写成

的。本语族各语言简志单行本已干1 980年出版，为便于读者全面

了解、学习、研究本语族语言，现将各单行本汇集成合订本出版。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编辑组．

198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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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蝉拿—蔓一

刖 百

本书包括壮语、布依语、傣语、侗语、仫佬语、水语、毛难语、黎语八

个语言简志。这八个语言都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

壮侗语族又称“侗泰语族刀或“黔台语族力。我国属于这个语族的

语言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南部，西部和东部，云南省西部，

南部和东南部，广东省的海南岛和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以及湖南省

的西南部。我国说这些语言的民族，人口约在一千五百万以上。

壮侗语族语言共分三个语支。这三个语支及其所包括的语言如

下表：

，壮傣语支：壮语、布依语，傣语

壮侗语族{侗水语支：侗语、仫佬语、水语、毛难语

、黎语支：黎语

此外，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的瑶族所说的“拉珈力话和贵州、广西

的仡佬语以及海南岛的临高话也属这个语族。国外的泰语，老挝语．

缅甸东部的掸语，越南北部的侬语，岱语、土语等与这个语族的壮傣语

支诸语言极为相近，国外有把它们和我国壮傣语支的语言统称为“台

语刀(Tai)的。

本语族诸语言除了汉藏语系的同源词以外，还具备汉藏语系大多

数语言共有的以下一些主要特点：

一，声调是音节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作为词或词素的每个

音节都有一个固定的声调，声调有区辨词义的作用。

二，所有辅音音位都能作为声母出现在音节开头，但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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