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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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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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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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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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订本的形式陆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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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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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况

苗族居住在贵州、湖南、云南、广西、四川、广东、湖北等

省(区)，共有人口五百另三万余人(1982年)。贵州省的苗族最

多，有二百五十八万八千余人，主要居住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六盘水

市、安顺、毕节两专区、贵阳市和松桃苗族自治县。湖南省的苗

族有七十六万余人，主要居住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城步苗

族自治县。云南省的苗族约有七十五万人，主要居住在文山壮族

苗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昭通专区。广西壮族自治

区的苗族约有三十三万人、主要居住在融水苗族自治县、三江侗

族自治县、龙胜各族自治县和隆林各族自治县。四川省的苗族约

有三十五万人，主要居住在古蔺、叙永、兴文，珙县、筠连、高

县、秀山等县。广东省的苗族有四万一千余人，主要居住在海南

黎族苗族自治州的保亭、琼中、乐东等县。湖北省的苗族有十七

万九千余人，主要居住在来凤、宣恩、鹤峰等县。

就苗族居住的情况来看，他们主要同汉族杂居，同时，他们

还分别同侗族、布依族、壮族、彝族、土家族、黎族杂居。只有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苗族比较聚

居。

住在湖南省花垣、凤凰、保靖等县和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的

苗族自称q035∞日35；住在湖南省泸溪县的苗族自称tei53SOU53

(洞头寨)或qUi22suQq53 (小章寨)，住在贵州省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的苗族有I曲u33(凯里)，m033 (锦屏)，mu”



(天柱)，ma33(黄平)等自称①，住在贵州省中南部、西部，

四川省南部，云南全省等地的苗族有mou43(毕节、文山)，

a55qlau55(威宁、昭通、楚雄)，q1110日24(惠水)，morJ让(紫

云)，a55i'ilj031(福泉)等自称。这些自称都同源(带前加成分

的自称其词根和不带前加成分的自称同源)。

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的

苗族和贵州省天柱县白市一带的苗族说汉语，但各与当地的汉语
’’

在语音上有较大的差别。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的一部分苗族和
、

贵州省黎平县、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的一部分苗族说 ●

侗语。广东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的苗族说的话跟广西壮族自治

区睦边县的瑶族所说的勉语相同。属于以上这几种情况的苗族约

有二十四万人。

除上述各地区的苗族以外，其余地区的苗族都以苗语作为主

要交际工具。

由于苗汉两族人民长期杂居交往，苗族在解放前就有相当多

的人兼通汉语。解放后兼通汉语的人数日益增多，不同方言区的

苗族相互交际也使用汉语。

苗语受汉语的影响较大。苗语一向由汉语吸收借词，特别是

解放后，日常应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方面的新词术 ，

语都是汉语借词。随着汉语借词的进入，苗语增加了一些韵母， ：

有的地区还增加了个别的声母。、 ：

住在布依族聚居区的一部分苗族兼通布依语，云南省东北部
7

和贵州省西北部的苗族同彝族杂居，这样，有的苗族就兼通彝语。

苗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在苗瑶语族的语言中，苗语和广

西壮族自治区一部分瑶族所说的布努语最为接近，同属苗语支。

苗语跟属于瑶语支的勉语在语音方面差别较大，语法方面也有些

2

①黔东南的苗族又自称qa3311；)ut3或其近似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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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但有相当数量的同源词。

苗语具备汉藏语系语言的一般特点：1．每个音节都有声调，

这个声调使它跟其他同声母同韵母的音节区别意义。2．语音的

结合有较大的局限性，例如只有一定的辅音可以居于音节末尾。

3．每个音节差不多都有词汇意义或语法意义，多音节的单纯词

不多。另外，苗语的声调系统和汉语完全相同。汉语在中古分

平、上、去，入四声’苗语在过去某一个历史时期也分四声，现
在川黔滇方言的罗泊河次方言的部分地区还保持着完整的四声。

现代汉语阴阳调分化、归并的现象在苗语中也同样有，并且分化

的原因和归并的情况都是相同或相似的。我们认为它们在发生学

上一定有密切关系。更主要的是我们已经找到苗语同汉语同源的

一批词，现在看来苗语属汉藏语系是可以肯定的了。有人主张苗

语属于澳亚语系或澳台语系，我们认为这是不正确的。

苗语分湘西、黔东、川黔滇三个方言。湘西、黔东两个方言

内部差别较小，只有土语的区别。川黔滇方言内部差别较大，又

分川黔滇、滇东北、贵阳、惠水、麻山、罗泊河、重安江等七个

次方言。大多数次方言内部还有土语的区别。

解放前苗族受尽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文化也比较

落后。解放后苗族人民不但在政治上翻了身，在经济和文化方面

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党和政府为了更好地促进苗族地区文化的

发展，在1956年帮助苗族人民创造了苗文，也帮助他们学习汉语

文。现在苗族人民同全国各兄弟民族一道，正满腔热情地投身于

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苗族地区，工业、农业和交通

运输、文化教育事业已经蓬勃发展起来，大部分地区已改变了过

去十分落后的面貌。

下面分章叙述苗语的语音，词汇，语法、方言和文字的简要

情况。

8



语 音

一、总的情况

(一)各方言的声母都多于韵母 固有词和早期汉语借词的

声母至少为韵母的两倍，有的地区超过韵母的八倍。

(二)声母的情况

1．各方言都有塞擦音如ts、tsh①，t口、t曲。

2．除个别地区外都有。 j

(1)小舌塞音如q、qhj

． (2)清鼻音或送气清鼻音如rp，球，啦，驰，
(3)清边音或送气清边音如I，Ill。

3．除黔东方言外都有带鼻冠音的塞音、塞擦音如mp、nts、

nt、眦口．下文塞音、塞擦音均包括带鼻冠音的。

4．除黔东方言和滇东北次方言外，都有由P．ph、mp、mph

和】或气组成的复辅音pl、phl，mpl、mphl,p气、phi．、mp气、

mpl域．

5．部分方言、次方言有腭化唇音和唇化舌根音如PJ、mpj、

mj、kw、rjkw，rjw。有的地区还有唇化小舌音qw、NW，唇

化腭化小舌音qwj、qwhj、ⅡWj。

6．个别方言、次方言有。

<1)送气清擦音如m、sh，咖，

①本书以h作为清送气符号。tsh=ts‘，tch=t口‘．sh是s‘不是}，

ch是c。不是t§‘，th是t‘不是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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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带鼻冠音和带鼻冠音的塞边音tl、tlh、ntl、nt!11，

(8)带先喉塞音的浊的鼻音、边音、擦音如7m，7l、眩；

(4)由m和1或气组成的复辅音ml、m乙，

(5)由V、小舌音(包括q、qh、Nq，Nqh、Ⅱ，NG) 和

1组成的复辅音vl、ql、qhl、Nql，Nqhl、H1、NGl。

7．有送气与不送气相对立的塞音、塞擦音(包括塞边音，

下同)，例如贵州省毕节县大南山苗话(属川黔滇次方言)中的

塞音、塞擦音有：
。

·

P、mp、ts，nts、t、nt、tl、t、at、tV、rttt、t口、r砧口、k、

啦、q、Nq，

ph、mph、tsh、ntSh，th、nth、t|h、th、rtlh、tth、atth、

tqh、叫出、kh、r3kh．qh、．qh等十七对。

’8．除个别地区外，没有现代汉语借词专用的声母。

(三)韵母的情况

1．一般只有一个鼻音韵尾，它接在前元音后面时读作n，

接在后元音后面时读作日。在本书中鼻音韵尾根据实际读音分别

标作n、习。有的地区没有鼻音韵尾，但有鼻化韵母，另外有的

地区没有鼻音韵尾，只有少数音节有鼻化韵母。

2．没有塞音韵尾。

8．元音不分长短、松紧。

4．除惠水次方言外，各方言、次方言都有数量不等的复元

音韵母。
’’

5．各言方，次方言都有现代汉语借词专用的韵母。

(四)声调的情况

1．根据方言的比较研究，我们推测古苗语也曾有过分为平、

上、去、入四个声调的时期，现在罗泊河次方言的部分地区还保

持着原来的四个声调。除罗泊河次方言外，其他方言、次方言因

5



l

I

古苗语声母的清浊不同，四个声调分别分化为阴平、阳平，阴上、阳

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本书分别用I、2，8、4，5、6，7，

8表示)，分化后，有的地区又有归并现象。麻山次方言因古苗

语声母的送气与否，四个阴调全部或部分地各分为两调。湘西方

言东部土语因古苗语带鼻冠音的塞音、塞擦音声母送气与否，四

个阴调全部或部分地又各分为两调，分化后又有归并的现象。现

在各地苗语声调的数目，虽然有的少至三个，有的多至十一个，

但声调的对应关系十分整齐。

2．除个别地区外，没有现代汉语借词专用的声调。

(五)音节结构

按实际读音，固有词每个音节都是由声母、韵母和声调组

成。由于韵母不接声母时，前面一定带有一个喉塞音，所以喉塞

音可以不看做声母，这样有的音节形式只是由一个韵母和一个声

调组成。

二、音系举例

本章以湖南省花垣县吉卫乡腊乙坪苗话(属湘西方言西部土

语)、贵州省凯里县挂丁乡养蒿苗话(属黔东方言北部土语)和

贵州省毕节县先进乡大南山苗话(属川黔滇方言川黔滇次方言第

一土语)分别代表湘西方言、黔东方言和川黔滇方言。

1959年我们曾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苗瑶语族部

分)》 (科学出版社，北京)。在那本书中也列出了三个方言代

表点的音系，代表点和本书的相同，不过那本书所用的代表点的

名称不同，本书把代表点的名称具体到村寨，如湘西方言的代表

点，1959年书是湖南花垣吉伟，本书是湖南省花垣县吉卫乡腊乙

坪；黔东方言的代表点，1959年书即已具体到村寨，不过本书在

村寨名前加上乡名，写作贵州省凯里县挂丁乡养蒿，川黔滇方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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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点，1959年书是贵州毕节先进，本书是贵州省毕节县先进

乡大南山。

本书所列音系从面貌上看和1959年书所列相差很大，但实际

上是一样的。1959年强调少数民族语言尽量向汉语靠拢，我们编

的少数民族语和汉语对照的词典，收汉语借词竞达三分之一以

上，而这些汉语借词的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还没有借用的。我们

处理的苗语音系也向汉语靠拢。汉语拼音方案有i行、U行、Y

行韵母，我们在吉伟苗话的音系中也增加了i行、u行韵母，把

腭化的唇音声母取消，以接i行韵母为条件并入唇音声母；把

圆唇化的舌根音、小舌音声母取消，以接u行韵母为条件并入舌

根音、小舌音声母；把舌面音声母坫、lj、；jh取消、以接i行韵

母为条件，并入舌尖音声母rl、1、lh。我们对养蒿苗话舌面前

音声母，除保留了汉语中有的馏、tch、口和9的送气音m，

与口相配的浊音≯外，其余的都取消，以接i行韵母为条件，

并入舌尖中音声母。我们把先进苗话的舌面鼻音声母n、孕取消，

以接i行、Y行韵母为条件，并入舌尖鼻音声母n、耳。这样一

来，当然1959年书各代表点的声母都比本书少，相反，韵母却比

本书多。还有，当时把少数精通汉语的苗族同志才能说的汉语借

词的韵母也列进韵母表中。这就造成1959年书中韵母表上的韵母

比一般人口语中的韵母多的现象。还有，吉伟苗族一般不能发

f音，只有少数知识分子会发，我们在1959年书的声母表上也

列上了f，本书把f取消了。另外，先进苗族会发W音的很多，

我们在1959年书的声母表上未列W，本书增加了w声母。

下面列出腊乙坪，养蒿、大南山三个地方苗话的声母、韵母

和声调表。

(一)腊乙坪苗话

1．声母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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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h mp mph m 啦 W

Pj pjh 。Inj

p气 ph气 m皿瓯 m气

ts tsh nts ntsh

t th nt nth 12 驰 1

t th rtt rtth q 互

t口tch 毗口D，tch 玮 ；

c ch pc pch lj

k kh rjk rjkh rj

kw kwh rjkw rJkwh rjw

q qh Nq Nqh

qw qwh Nqw Nqwh

声母表的说明：

h①

hw②

(1)固有词中，P、H1、W各行(纵行为行，下同)声母

可以出现在各个调的音节，其余各行声母只能出现在35、44、53

各调(即第1、3--，7、5调)◎的音节。
’

(2)固有词中，P、m，w各行声母出现在33，42两调(即

第4～8，6调)④的音节时，带有浊送气成分。例如：tse33

搿凉"读作[tsfie33]、rLarJ42。和”读作Ertfia42]。

(3)p气列(横行为列，下同)声母中的气，实际音值

为J⑤。因为我们把这一列声母看做复辅音，所以后一个音采

用音系中已有的辅音字母气。

(4)没有声母的音节(叹词、语气助词和亨33“儿”、亨3钮二”

8

①②h为喉擦音，hw为圊唇化喉擦音，本应各成--N，现寄排在q、qw列．

⑧④单数谰为阴调，双数调为阳调，下同．

⑤1959年书是按实际音值写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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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在韵母前面实际都有一个喉塞音声母。例如：￡35“苦’’

读作[盼5]，Q日”“肿"读作[髓”]。这种音节的声调，也只能是

35、44、53各调。 ．

声母例词：
。

．
r’

P pe35

mp rope35

m q035me35

w wc35

pjll pjll￡53

p瓦p叩拍

mpl迈mpl瓯a35
ts ts￡35

nts ntsa日53

S ∞35

th the35

nth nthe3S

曲．曲￡53
ill 驵1ei35

th the4‘

rtth rttha53

气 气￡31

te tge35

r此C r计口￡35

n m3l

ph phe35 派

mph I$1phu35翻；倒

咖t9i35印har353晚上
pi pje35 变

mj mje35 面(面条)

p溉ph五￡35吹(风)

m气 m气e35 猴子

tsh tshe35 ‘

ntsh t∞53ntshe35 腥

t te35 猜

nt nte35 弹(用手弹)
11 nE35 灾难

1 le35 乱

t tc35 强占

rtt nte31 传达①

n nen31 媳妇

争 笋35 高

tch qa35tche53 地方

呲ch r)，tchi35 干净

； 军e35 愿意

rtte．；l是汉语借词“传”的译音。固有词带鼻冠音的声母不出现在31，33，

42调的音节。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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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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鸺

纠

置吲

育干失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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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口 。e35 油 c cc35 隔

ch ch￡35 劝pc pce35 金子

pch pcho卵 迷惑 lj lje35 练

ljh 1]ha53 锡 k ka35 传染

kh kha35 关(牛) qk’习km35 菌子

qkh t口i“okhe¨裤子 习 qa33 窄

kw kwe35 灌 kwh kwh￡“sen4‘ 宽心 ／

nkw日kwi53 顽皮 日kwh qkwhe35 小狗叫声

qw q035习wa31 周围 q qe35qe35 一种鸟

qh t口i44qhe35 白费心机 Nq q03sNqe35唢呐上的哨子
l

Nqh Nqha35 干涸h he35 编织

qw qwa35 引诱 qwh qwhtu53 陷

Nqw Nqwe35 睡眠 Nqwh Nqwhtu53秃

hw hwe35 腻烦

2．韵母表

i in e ei en e a a ，

Q日 O a U o日 a F Ul

韵母表的说明：

(1)in、en、Q玑oD的实际读音分别为i、荟、a、5，为了排

印方便，用鼻音韵尾表示鼻化。in是专拼现代汉语借词的韵母。

en基本上也是现代汉语借词专用的韵母，只有以鼻音和h为

声母的固有词和en相拼而不和ei相拼，en是ei的条件变

体，本书依实际读音书写。如nen““这”，q335men33“荞麦”，

hen““重” (进行历史比较研究时按音位原则书写，这三个词

分别写作nei“、q035mei33、hei“。)

(2)当i接在ts列声母的后面时读作[1]，接在t列声

10



，●

J’

f

母的后面时凑作[叼。例如tsi44‘pea53“资本"读作[tsl44p夸53]，

出35lji33“势力"读作[口351ji33]。

韵母例词s
‘

i q035pji35 毛

e pe35 毒害

en pen53si35 本事

a q035pa35 腿

Q日q035pQ日35 稗子

o qa35p335 树林

。日pji“po习35杏子

亨tel35孑35 第二

8．声调表

in rain33pin44 民兵

ei thei“ 箍

￡pe35 办

Q qa35pQ35 坝

0 p04‘ 丈夫
U pu35 三

a pa35 被子
lIl pm35 我们

调类 1 2 8或7 4或8 5 8

调值 35 31 44 33 53 42

声调表的说明：

(1)古苗语四个声调因声母清浊不同分别分化为阴平，阳

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等八个声调以后，

在腊乙坪，阴上调和阴入调合并，调值为44，阳上调和阳入调

合并，调值为33。例如“长’’在养蒿读作ta35，是阴上调字，

“翅”在养蒿读作ta53，是阴人调字，这两个字在腊乙坪分别读

作nttu“，tei“，养蒿的35、53两调在腊乙坪都读作44调了。 又

如“马"在养蒿读作mall，是阳上调字，。八’’在养蒿读作弘31，

是阳入字，这两个字在腊乙坪分别读作me33、；i33，养蒿的11、31

两调在腊乙坪都读作33调了。

(2)现代汉语借词阴平归入44调，阳平归入33调(有一部

分字归入31调，上声归入53调，去声归入35调。例如：(tCa日35)

11



飞
t口i“(降)低，tel33(z en33)敌(人) (当地汉语古入声并入阳

平)，(tshe33)t口i53(彻)底，t口i35(tu53)地(主)。

(8)连读变调不明显，在合成词或四音格中前加成分往往

读作轻声。特别是前加成分q035、tQ35、te35经常不以本调出现而

读作轻声，词根如果是31调的，要变为35调。轻声高、低有时不

同，我们一律标作“3"例如：

qa35e35 “坛子"读作

qa3 5t0031 “管子”读作

qa35qhu“ “洞’’ 读作

qa35WE33 “锅’’ 读作

qa35tee53 “甑子"读作

q035tul42 “筷子"读作

ta35Nq035 “鸽子"读作

ta35玷e31 “水牛”读作

ta35t口o“ “老虎"读作

ta35me33 “马" 读作

tQ35mpas3 “猪’， 读作

tQ35nll42 搿鸟" 读作

te35te35 “小孩’，读作

te35Ijwei31 “少女’’读作

te351TIpha“ “姑娘”读作

te35珏i53 “男孩"读作

声调例词：

Eq03砣35]

Eq。3t6351
f

Eq03qhu4‘-1

[qa3wM33]

Eqa3tCe53]
’

[q03tfitu42] ·

Eta3Nq035]

Eta3玮e35]

[tQ3t90“]

Eta3mile33]

Eta3mpa53]

[tQ3niiu42] ．

Ete3te35]

Ere30wei35]

EteSmpha44]

、

1

Ete3晡53]

35 31 44 33 53 42

ttu35回答CLll31槌打tul“斗 tm33盏tul53霜 。lm42止(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