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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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用汉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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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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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罐藏民族研究所(原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中央民

族攀陵、各有关省和自治区的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语文机构、

民麓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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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瑰在以两种版本即某某语言简志单行本和某某语族语言简志

合订本的形武陆续出版。

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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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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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况

根据最近统计的材料，我国瑶族约有一百二十余万人①i分

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南省、云南省、广东省和贵州省等地的

部分山区。1956--1958年对全国瑶族语言进行普查，当时瑶族总

入口有七十四万七千多人。广西约有四十九万六千多人，主要分

布在都安瑶族自治县、金秀瑶族自治县、巴马瑶族自治县、龙胜

各族自治县、防城各族自治县、南丹县、全州县、凌云县、富

川县等四十七个县内，约占瑶族总人口的66．4％，湖南约有十万

九千多人，分布在江华瑶族自治县、蓝山县、宁远县、新宁县，

隆回县、辰豁县等二十二个县内，约占瑶族总人口的14．6％，云

南约有七万八千多人，分布在河口瑶族自治县、麻栗坡县、富宁

县、广南县、马关县、勐腊县等十七个县内，约占瑶族总人口的

10．5％，广东约有五万多人，分布在连南瑶族自治县，乳源瑶族

自治县、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连县、英德县等十一个县内，约

占瑶族总人口的6．8％，贵州约有一万多人，分布在黎平县，榕

江县、荔波县等六个县内，约占瑶族总人口的1．7％。

瑶族分布在祖国的南方，以广西为中心，其余几个省的瑶族

都居住在与广西相毗邻的地方。瑶族居住的地方，多是高山峻岭

层峦叠翠的山区。就全国瑶族所居住的山系脉络来看，从广西东

北面湘粤交界的五岭山脉起，迤北到黔桂交界处，沿苗岭余脉往

①1979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举办宸全国民族工作展览》所公布的材料．下面

所涉及数字的材料仍是我们普查瑶族语言时所搜集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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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顺着云桂边界六韶山脉南下，到哀牢山一带，再往东折入桂

南至勾漏山支脉的十万大山。这一个略成弧形的广大山区，就是

现在我国珞族居住的地方。这一大片地区处于亚热带的边缘，气

候温和，雨量充沛，一年四季几乎都可种植农作物。 ．

全国瑶族的分布局面是大分散小聚居，散居在五个省(区)

的一百零几个县里，比较聚居的有：广西的都安、金秀、巴马、

龙胜，防城、南丹、全州、富Jlh湖南的江华、宁远、蓝山，广

东的连南、乳源、连山、连县，云南的河口、麻栗坡、广南，富

宁等县。在一个县内瑶族人口的比例都不大，只有广西金秀的瑶

族人口占全县人口半数以上I广西都安有十多万瑶族，但也只占

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八九。瑶族的自然村寨，多是星散在汉族

或壮族村寨之间，村寨的距离或近或远。就大的范围来看，这些

自然村寨，又是断断续续地连在一条线上或是一大片的区域内。

瑶族一般住在半山腰或山头近似小块台地的地带，以务农为主，

居住在林区的也有以林业为主的。大凡有珞族和其他民族共同居

住的山区，都是瑶族住得最高。正由于这样，散居在各地的珞族

人民相互间接触的机会不多，而在一定程度上却便利了瑶族人民

跟邻近其他各族人民的交往。
一

．

瑶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隋唐以前西南诸民族

多被称为“蛮，，，隋唐以后“蛮"仍然被人提及，但大都跟别的

名称连称，如武陵蛮、荆蛮、蛮瑶①⋯⋯等等。到了宋代以后，

特别是明代以来苗、瑶、壮在史籍中出现的次数逐渐增多，据史

书记载，从宋元以后，以瑶族人民为首的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凤

起云涌，层出不穷，震撼了整个岭南封建统治阶级。瑶已成为我

国西南比较闻名的民族之一。

①史籍上的。猖’、。徭”、“侣”，我们一律写作。瑶”．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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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珞关系的密切，这是近代很多史学家，语言学家所承认

的。解放前不少人曾认为瑶原来就是苗，有的认为苗因为避免反

动统治者的徭役而退居山地，成为“无徭人"，便以珞为两粤境

内苗人的名称，也有人认为苗因迁徙路线不同，一部分迁入湘黔

的称为苗，一部分迁入湘南、两粤的称为瑶①。照现在苗族珞族

分布的情况看来，苗瑶仍常相毗邻，贵州苗多瑶少，广西苗少瑶

多}苗瑶如果同分布在一个地区，珞往往比苗更为南移，贵州如

此，湖南如此，广西、云南也是如此。这些古今的情况当然不能

完全置信，但却说明了苗珞关系的密切是很早以前就形成了的。

反映在语言上，苗珞语接近的情况也就不难理解了。

珞族和壮族的关系也很密切。过去，广西以瑶壮占大多数

(见《明史·广西土司传》卷三)，两族人民居地既近，在向大

自然界和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文化

生活和风俗习惯上又常常互为影响。现在一部分与壮族杂居的珞

族，他们的语言中有大量的壮语借词，甚至借用汉语词也要通过

壮语为中介。居住在广西金秀自称为“拉珈"的瑶族，从语言角

度来看，他们的语言属于壮侗语族的语言。这些都说明了瑶，壮

两族人民在历史上有过密切的关系，发生过频繁的交往，反映在

语言上关系也是很密切的。

几乎所有的史书②提到畲的时候，都认为畲是珞的一支或即

珞。畲族的风俗习惯、图腾崇拜和迁徙传说大部分和瑶族很接

近，有些是完全相同的。居住在广东增城，博罗一带的畲族，至

① 《皇清职贡图》l。瑶人裔出于苗⋯⋯”I见《宋史》(卷4。93)I见江应棵

联苗人来源及其迁徙区域》。
’

②见《皇清职贡图》，《福州顺昌县志》，农胡州府志》，《广西通志》，《赤雅》’

《说蛮》等书。
‘

8



令仍有“山瑶"之称，他们的族谱中也多称自己为“瑶人"或

“瑶家"。从语言方面来看，据我们初步了解福建、浙江、江西

等省以及广东凤凰山区(潮安、丰顺)的畲族所使用的语言属于

汉语客家方言，但在语音上与客家话稍有差别，少数语词跟客家

话完全不同，而这部分语词有些却跟苗瑶语族某些语言相近或相

同。居住在广东莲花山区(惠东、海丰)和罗浮山区(增城、博

罗)的畲族，自称“活聂"[ha-InteJ](“山人一的意思)，在

他们的内部交往中还使用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有不少的基本词

汇跟苗瑶语族诸语言都有同源关系，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

支的语言，接近瑶族布努语，跟居住在广西金秀、三江、龙胜一

带自称“炯奈"、。巴哼"和湖南辰豁、淑浦、隆回一带自称

“唔奈’’的瑶族语言都很相近。
‘

长期以来，瑶族人民和南方的其他少数民族一样跟汉族人民

居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他们共同开拓了祖国的疆域，共同跟

大自然和历代反动统治阶级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共同创造了光辉

灿烂的祖国文化。各民族在长期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地形成了今天

以汉族为主体的经济中心。邻近瑶族地区的经济市场，也是由汉

族、瑶族和其他民族共同组成的。从现代珞族语言中各个不同时

期的大量汉语借词来看，也能看出瑶汉两族人民在历史上就有着

广泛的频繁的友好交往。广西东部地区的瑶族大部分会说汉语，

有一部分已直接使用了汉语，把汉语当成他们自己的语言。像这

部分瑶族这样使用语言的情况，在我们这个历史上早就形成了统

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里是很寻常的事。满族、回族都使用了汉语，

苗族，黎族也有一小部分使用了汉语，福建、浙江，江西等省的

畲族，也使用了汉语客家方言。这一切都说明了在平等、互助、

团结、友爱的基础上，一个民族完全可以自择自愿地使用另一民族

的语言，丝毫也不影响这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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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族在过去就有各种不同的名称，诸如“山子瑶’’，这是因

为靠佃耕山主的山地为生而得名，这种称呼带有明显的阶级烙

印，矗盘珞"是因继承始祖的名号而得名， ‘‘过山瑶"因欢山耕

种，经常迁徙而得名， “蓝靛瑶’’、“茶山瑶"、“背篓珞”等

等，因生活特点而得名I “花蓝珞"、“自裤瑶"、“长衫瑶"，

“顶板瑶”、“红瑶"、，“黑裤瑶"等等，因服饰上的特点而得

名， “东弄瑶"、“西弄珞”，“东山瑶"、“西山瑶"、。八

排瑶"，“平地瑶’’等等，因居住的地区而得名， “八姓瑶’’，’

盥十二姓瑶"因姓氏的数目而得名。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这些名

称都不是他们的自称，而是别人加给的他称。瑶族人民在他们的

内部交往中经常使用的是自称，自称相同或相近的瑶族人民相

遇，犹如骨肉团聚一般亲热。自称和语言虽无直接联系，但却便

于说明现代瑶族语言分歧的现象。一般说来，自称相近，语言往

往相近或相同，语言差别比较大的自称就有所不同。据我们初步

调查略如下表：

① ② 分 布 地 区

自 称 音译 人口
省(区) 县 份

金秀龙胜临桂

灌阳永福阳朔

资源鹿寨恭城

蒙山荔浦平乐

昭平贺县富川

广西 苍梧罗城融安

忻城环江来宾

都安宜山百色

那坡凌云上林
mjenq(或ju4mjen4) 勉(或优勉) 163，885

田林

5



江华蓝山鄙县

郴县宁远道县

桂阳东安临武

湖南 零陵祁阳资兴

常宁江永辰骼

城步新宁 一

连南乳源连山

连县仁化翁源
广东 阳山英德乐昌

始兴曲江

云南 金平红河勐腊

榕江从江三都
贵州

丹寨

麻栗坡马关
云南 广南 富宁

tomJpen'ljuJ(或 董本优 13，992

mjen,1) (或勉) 广西 西林那坡防城

湖南 新田宜章

土优
2，425 广西 贺县thouJjuJ(@mjenJ) (或勉)

kuJgo日qjuJ 谷岗优 湖南 蓝山江华
8，212

(或mjenJ) (或勉) 广西 罗城

dzut'．1ta：n-ljauJ—
祝敦优勉 160 广西 防城

mjenJ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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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qbjau4(或 均标
1，234 广西 金秀

mjen4) (或勉)

bjau,lrr协nq(或 标曼 蒙山荔浦平乐
8，609 广西

min4ju4) ． (或敏优) ‘昭平
。

ciqmun,J 史门 2，385 广西 恭城

广西 全州灌阳
bjauqmin4 标敏 16，521

湖南 零陵道县

tGaulkorjlmerj-I 交公勉 5，018 广西 恭城

麻栗坡马关

西畴邱北广南

富宁砚山河口
云南

屏边元阳师宗

江城景东墨江

kim3mun l 金门 65，933 勐膳

宁明西林百色

凌云凤山那坡
广西

上思田林巴马

防城

kem'fdiqmun4 甘迪门 1，748 广西 金秀永福鹿寨

广东 连南阳山
dzau'1minl 藻敏 29，737

湖南 宜章

都安巴马田阳
河池百色南丹

pulnu4(或
布努

153，589
广西 忻城宾阳上林

(或东努)
马山田东隆安

tuzj4nu4) 平果德保来宾
宜山

云南 富宁



凌云巴马田林
nuqnu4 努努 31。928 广西 凤山东兰

pu_Jnoq 布诺 11。211 广西 都安

广西 河池南丹天峨nauqklau、I 瑙格劳
16，476

(或pouqnou]) (或包诺) 贵州 荔波

nulmhoul 努茂 1．147 贵州 荔波 ，

peiqtogJnu04 杯冬诺 244 贵州 荔波

kioqqnai-I 炯奈 822 广西 金秀

隆同通道溆浦
Ipm4nai4 唔 奈 3，980 湖南

辰赂

贵州 黎平从江榕江
pa4 1]gl 巴 哼

(或巴哼迈)
10，375 三江龙胜临桂

(或paqog lmfiiq) 广西 融安

juqnu04 优诺 2，920 广西 龙胜

1akqkja一 拉珈 5，348 广西 金秀
。一

pior3Jtoaqjeu3(或 炳多优 广西 恭城富川
90，091

toiJnoil kjarJl) (或代奈江) 湖南 江华

ju2BicnJ 优念 17．789 广西 龙胜灌阳

§anqtcai4 珊介 150 广西 防城

ju．Jka-I 优嘉 2，013 广西 灌阳

①民族自称是根据我们所整理出来的各种语音系统标写的。过去一般称4勉一

为。盘古瑶”，。过山瑶”，称“堇本优”为“大板瑶”，称“土优”为。土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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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所列自称约可分为四组。

“勉"、“董本优"、“土优"、“谷岗优、“祝敦优’’

勉’’，“：}i了标’’、“标曼"、“史门"、“标敏"、“交公勉”、

“金门”、“甘迪门”、“藻敏"是一组，其中“勉"、“曼’’，

。门"，“敏"是同一个词的方音异读，都是“人"的意思，

“优刀相当于“瑶"， “标"和“藻”是一个来源，也是“瑶"

的意思。

“布努’’、“努努’’、“布诺"，“瑙格劳"，“努茂"、

“杯冬诺"，“炯奈"、“唔奈"、“巴哼"、“优诺’’是一

组，其中“努"，“诺"、“瑙"、“奈’’：。“迈"也是同一个

词的方音异读，都是“人"的意思。
’’

“拉珈’’自成一组，“拉"是“人"的意思，“珈"是4山”

的意思。
、 “炳多优”、，“优念"、“珊介"，“优嘉"又是一组，其

中“炳多优’’相当于汉语的“平地瑶黟， “优念"相当于“瑶

人’’， “珊介”相当于“山仔"， “优嘉"相当于“瑶家”。

称。谷岗优7为。本地瑶一，称“祝敦优勉”为4小板瑶”，称。均标”为“均瑶’．

称“标曼”为。。民瑶”，称4史门”为。四大民瑶”。称。标敏”为“东山瑶”。称

“金门’为“蓝靛瑶”，称“甘迪门”为“山子瑶。，称“藻敏”为4八排瑶”，称

“布努”．。布诺一为“背篓瑶”，称“努努”为。背陇瑶”，称“瑙格劳”为

“白裤瑶一，称“努茂”为。黑裤瑶”，称“杯冬诺”为。长衫瑶”，称‘‘炯奈”为

“花蓝瑶”，称“晤奈”为“花衣瑶”，称“巴哼”为。八姓瑶”，称“优诺”为

。山话红瑶”，称。拉珈”为“茶山瑶’，称“炳多优”为。平地瑶”，称。优

念”为“平话红瑶”，称“珊介”为“山仔瑶。，称“优嘉”为“瑶家”。过去瑶族

的汉语名称f艮多，这里不一一列举。

⑦本表所列人口数，系1953—1958年调查、普查瑶族语言时．根据有关方面

提供的材料统计出来的，不足一百人的县没有计算在内，因此与上面所统计的瑶族

人El数有出入。列出本表的目的，是为了使读者了解不同自称的瑶族人El比例。

Q

-释，}



这些不同的自称，很便于用来说明瑙族语言的情况：自称同

组的，语言较接近，自称不同组的，语言不大接近。自称同属一

组的，有的虽然通话也有困难，但语言间的差别要比不同组的小

一些。

以自称为“勉"的瑶族来说，他们分布在五个省(区)七十

多个县里，大体上都能通话。广西金秀珞族自治县里自称为“勉”

的瑶族，跟自称为“拉珈"的或自称为“炯奈"的珞族虽是近

邻，却都不能通话，要用汉语或交谈者互相熟悉的语言进行交

际。又如自称为“努努"的和自称为“金门"的瑶族，同住在广

西凌云县的览金、伶站一带，他们用壮语交谈。 ，

各地瑶族一般都用自己的语言作为日常主要交际工具，也有

个别地区的瑶族(约占全国瑶族人口5％左右)除一些老人还会说

自己的语言外，已直接使用汉语或壮语为日常主要交际工具。
’

瑶族男子一到成年便能操另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民族语言。一

般说来，广西西部和云南东部的瑶族会说壮语，一部分也会说汉

语，贵州的瑶族会说汉语，一部分和侗族邻居的也会说侗语，广

东、湖南和广西东部、中部、北部的瑶族都会说汉语。瑶族人民

兼通的汉语，除广东的瑶族说“客家话"外，其余都说属于西南

官话系统的当地汉语。
’

如上所述，大多数瑶族人民所兼通的另一种语言是汉语，。

这样，汉语对瑶族日常所使用的语言自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这种影响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解放后，瑶族人民和全国各

族人民一道，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交往日益频繁，

团结更加紧密，瑶族人民使用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交际工具

——汉语的机会也随着增多，汉语对瑶族语言的影响也就更加大

了。

瑶族没有反映自己语言的文字，一向使用汉文。各地瑶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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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也都一律用汉语文进行教学。在流传的歌谣和传说的抄本中，

偶尔也有一些采用汉字读音来注自己的语言或利用汉字的结构另

造新字的情况。如云南河口瑶族自治县自称“金门”的瑶族所流传

的歌书中，“妇女”E口aJJ、“母亲”[mq]、“男子”[切n，J]、。你”[mei-4]

等根据他们的语音分别写成“嫜"，：“貉"、“端”，“眉"，

“嫩”、“羞"，“轰轰”．“叹"等字则另造新字，写成

“颦"、“备’’、“鬃鹃"、“呋’’；但使用这种字的人不多，

通行面也不广。解放后，党和政府为了帮助珞族人民解决好文字

问题，曾多次派人到瑶族地区进行调查访问。一般认为，由于瑶

族居住过于分散，并且有不少人兼通汉语，继续学习汉文比较切

合实际。根据广大珞族人民的意愿，各地有关文教部门目前正在

大力帮助他们学习汉语文。

从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各地瑶族人民日常使用的不是一

种甚言。大致情况如下。”

～、自称为“勉”、“董本优"、“土优”、“谷岗优"、

“祝敦优勉”，“均标"，“标曼"，“史门’’，“金门"，

“甘迪门"、“标敏”、“交公勉"、“藻敏"等的珞族所说的

话属于一种语言。
＼ 海南岛的苗族(约有一万五千多人)跟自称为“金门"的瑶

族语言相同，他们相互间可以顺利地交谈。

＼、二、自称为“布努"、“努努"，“布诺"、‘‘瑙格劳"、

“努茂”、“杯冬诺’’，“炯奈"、“唔奈"，馏巴哼"，“优

话誓等的瑶族所说的话又属于一种语言。

＼三，自称为“拉珈’’的瑶族使用另一种语言。

＼为了称述方便，我们管第一种语言叫勉语，第二种晤言叫布

努语，第三种语言叫拉珈语。

此外，自称为“炳多优"，“优念’’，“珊介"，“优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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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璀族所说的是汉语，但与当地汉语又有一定的差别， “优念"

话在语序上还有特点(如“这个人’’说成“个人这”)。

据我们初步研究，勉语、布努语、5拉珈语都属汉藏语系的语

言，但语族、语支不同。勉语属苗瑶语族瑶语支，布努语属苗瑶

语族苗语支，拉珈语属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勉语的语法现象跟汉

语的相同点很多，词序和汉语基本相同；布努语和拉珈语的语法

现象跟汉语差异稍大，主要表现在词序上。勉语和拉珈语的语音

系统比较接近，布努语的语音系统跟前两者的差别稍大。以解放

前的情况来说，勉语的汉语借词最多，拉珈语的汉语借词也不

少，布努语受壮语一定程度的影响，有不少的壮语借词。解放

后，三种语言受汉语的影响都很大。

上面是有关瑶族和珞族语言的一般情况。下面分别以广西壮

族自治区的龙胜各族自治县江底公社大坪江的勉话、都安瑶族自

治县大兴公社梅珠的布努话和金秀瑶族自治县金秀公社金秀的拉

珈话为代表，对勉语、布努语、拉珈语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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