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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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叼-^0 砖 廊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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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语言简志合订本和某某语言简志

单行本的形式陆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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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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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况

傣族自称怛i2，共有七十五万多人，是我国云南省边疆地区

人口较多的一个民族。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西部的德宏傣族景颇族

自治州，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和南部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孟

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此外，还有一部分散居在云南省其他

四十多个县。

傣族有自己的语言，傣语的使用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

是聚居的边疆地区，如德宏和西双版纳两地的傣族，一般是以傣

语作为主要交际工具。一是小聚居大分散的内地，如思茅，玉

溪、丽江等地区和红河、楚雄、大理等自治州境内的傣族，因为

同汉族或其他兄弟民族杂居，大部分人除了用本族语言外，同时

兼通汉语。由于傣族文化的影响，傣族邻近的兄弟民族，如拉

祜、哈尼、佤、布朗，崩龙，阿昌，景颇等族的青、壮年一般也

会说傣语。这些民族语言中吸收了不少傣语借词。

随着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发展，傣

族人民同汉族人民以及其他兄弟民族人民之间在政治，经济、文

化上的联系日益密切，交往日益频繁，民族关系发生了根本的

变化。在各族人民团结协作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过程中，无

论是内地还是边疆地区的傣族人民，会讲汉语的一天天增多，同

时，许多在傣族地区工作的外来干部也学会了傣语。这对提高和

发展边疆地区的科学文化水平，对民族之间互相学习，都是非常

有利的。

}f^’■hr々●I●，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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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傣语和同语族许多语

言一样，在语音方面声母较简单，韵母较复杂。西双版纳方言部

分地方的声母中有浊塞音b，d，韵母中的主要元音a分长短，有

-i，一U，一m、一m、一n、一日、一p’一t，一k，一'十个韵尾。每个音

节都有一定的声调，声调系统和汉语一样，都同声母的性质有密

切的关系。在词汇中，单音节词较多，复合词中的音节多数都有

意义。傣语和同语族其他语雷，特别是和同语支的牡语，布依语

之间，有大量的同源词。
。

语法方面也和同语族其他语言一样，词序和虚词的使用是语

法的主要手段。句子成分的次序是，主语一谓语一宾语，以名词

为中心的修饰结构，修饰语在中心词之后。

此外，傣语跟汉语也有很多相同或相近的地方，例如在语音

方面，傣语和汉语粤方言舌节结构很接近；词汇中有不少和汉语同

源或借人时间较早的汉语借词，语法结构，除以名词或量词为中

心的修饰结构的语序外，其它语序大致和汉语相同。

除了上述和同语族语言共同的特点以外，傣语还有自己的一

些特点，比较明显的表现在词汇方面，如：由于历史上受佛教影

响较深，从巴利语中吸收了不少词语。这类词以多音节的单纯词

为多。西双版纳方言的人称代词分敬称、卑称、谦称等。语音

方面，傣语中没有复辅音和腭化音声母。语法方面，数量词作修

饰语时在中心词之后，量词不能重叠，这一点与黎语，水语相

同，但与同语支的壮语、布依语以及侗水语支其他语雷都不同。
， 傣族原有四种拼音文字，使用在不同地区。比较通行的是西

双版纳傣文和德宏傣文。这两种文字在字母形式和结构上都不相

同。1954年根据本民族的要求在这两种文字的原有基础上分别进

行了改进。

后面分方言，语晋、词汇、语法、文字五个方面作扼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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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言

根据我们现在已经掌握的材料，已确定了的有西双版纳和德
宏两个方言①。

西双版纳方言(以下简称“西傣’’或“西")主要分布在西

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说这个方言的傣族自称tai21tu,·“傣仂”。人
口有20多万。

德宏方言(以下简称“德傣"或“德")主要分布在德宏傣

族景颇族自治州和德宏州以外的耿马，双江，沧源、镇康，景

谷、景东等县。说这个方言的大多数傣族自称taiZl08“傣伯”，

意思是“上傣"，少部分自称tai2tama“傣德”，意思是“下傣”。

人口也有20多万。
。

西双版纳方言和德宏方言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语音和词汇上，

语法上也有某些不同的地方。现分别比较如下： (以下各节的例

词和例句，西双版纳方言以西双版纳允景洪傣话为例，德宏方言
以德宏芒市傣话为例)

一、语 音

语音的差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还有约占傣族人口总数三分之一的散居地区的傣话，尚待调查研究．

3



1．西傣一部分地区还保留浊塞音声母b和d，德傣没有b

和d声母。b在德傣的大部分地区并入m，d并入l。

2．德傣绝大部分地区n和l不构成对立的音位，现行文字

在音节开头用l，在音节末尾用一n。西傣中l和n是对立的两

个音位。

3．西傣中还保留着单元音韵母a和e。德傣芒市傣话中只

有极少数的虚词还保留3和e韵，其它有些地区已经没有单元音

韵母a和e了，一般是3并入0，e并入e。

4．德傣有aUl韵母，西傣大部分地区没有atu韵母，凡是德

傣读aul韵的字，在西傣中读ai。

5．西傣有一套带一9韵尾的韵母，德傣没有。

6．西傣一部分读第1调(阴平调)的字，德傣读为第6调

(阳去调)。 ，

综上所述，将西傣和德傣的语音特点列表比较如下。

(1)声母比较表

例 词
语音变化 (西) (德)

(西) (德) 词义

ba：n3 ma：n3 寨子
b m be3 mes 羊

浊塞音声母 bsko mck8 扛

的 变化
das las 骂

d l diI lie 好

da：u1 la：u6 星

‘



、

'；

nUl lul 鼠

n naZ la2 田

n与1声母 lain‘ 水NalTl‘

】

的分、 合
la3 laa 晚、迟

l 1114 lu‘ 坏

laU3 laua 酒

(2)韵母比较表

例 词
语音变化 (西) (德)

(西) (德) 词义

X--jr XOi 锄头
宫廷、

ha' ho'

单元音韵母 分韵 合韵· 衙门
xoI xoI 笑

a与0 b01 h01 头

￡与e me2 me2 修理

kE5 ke5 老
的分，合 分韵 合韵·

mez meZ 妻子

ke5 ke5． (多)少

aul韵母
kaP kama 近

ai aUl map maul5 新
的变化

pal‘ pam‘ 媳妇

塞辅音韵尾
有 无

sa97pa卵tha，7 Sa‘pa‘tha4 一切

一9的有无 sa97la5 sa5la5 师傅

· 少数虚词分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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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声调变化表

声调变化 词义 (西) (德) 词义 (西) (德)

丈夫 ph01 ph01 你们 SUI SUl

l调：1调 犁 thai thait 愁 xiI xiI

狗 maI ITlaI 输 8ex sel

囱 pal pa6 好 diI lie

1调t 6调 螃蟹 pul pu6 盐 kel k08

怕 k01 k08 (一)棵 k31 k08

．-o、一、词 矿4a-．．

两个方言中的词大部分是同源的，据统计在两千九百零八个

常用词中，两个方言同源的有两千一百九十六个，占75．5％。方

言词汇虽然在整个傣语词汇中占的比例很小，可是在划分方言时

是有价值的。列表举例如下。

傣语方言异源词对照表

汉义 (西) (德) 汉义 (西) (德)

镜子 v6一 tsam8 梯子 kenI tsa：ts

棉花 fa：i3 kui6 石灰 punl thunI

苦瓜 ma：kohoi5 t￡矿lul 纸 ka9Tda：to tsea

北 b01baml phak7101 土布 fa：i3ham2 mans面蕾

汤 Xe2 tha：rj6 裤带 sa：ilha：rj‘ 阻：ilb01kOn6

拳头 kui' ta6mlll2 活 pinl je皇

裤子 teu5 kon' 戏 Bi5 tsarj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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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语 法一、-口，A

两个方言的语法结构基本上是相同的，但也存在着一些差别。

1．两个方言之间人称代词的使用情况差别较大，现在德傣的

人称代词已经简化。西傣的人称代词比较复杂，过去分统治阶级

的与被统治阶级的．僧侣的与俗家的，不同辈分长幼的和有无姻

亲关系的等等。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一般使用表示多数的

人称代词兼表单数。德傣是单数、双数和多数用不同的词表示。

如：

(德)

我 kaue

你 marez

他 manz

咱们hau2

我们tU8

你们 SUl

他们 一xau卜

我俩 ha：日2X01

咱俩 ha：日2haz

你俩 ∞日1】cal

他俩 踟1xal

(西)

hauz，t01xas

s111， sultsaus

xaul，xaultsaus

haUz

hauz．tul

SUl． SUltsau3

xaul，xaultsaus

2．西傣中特别是书面语里，有一些助词，如ke5．h￡日5相当

于汉语的“的一，在句子中表示领属和限制关系。德傣不用。举

例如下。

各民族自己的语言文字

7



kam2pa：k。lik8t01 hcr35 pha2sal phailman2(西)
语言 文字 的 民族 各自

xalmz t06 lari2 a6meu2 pultsau3(德)
语言 文字 民族 自己

我们应该战胜工作中的困难。

hau2 thukodai3 pha：popc4 k￡5(或her35)ka：n1
我们 应该 战胜 的 工作

iam‘ba：k。．(西)
困难

ha舻SLl3 po‘pe4 Ira3。ta：r32 ja：p9．(德)
咱们必须打胜 事情 困难

3．有些语序，两个方言有差别。如。

我头痛。

t01xa3 tsep7 h01．或h01 t01xa3 tsep7．(西)
我 痛 头 头 我 痛

(前面一种用得多)

kau6 h01 xai3．(德)

我 头 病

我今天来。

t01xa3 ma2 rflUl‘ni98． (西)
我 来 今天

kau8 t06lai‘ma2．(德)

我 今天 来

kau8 m2 m08lai4．(德)(q-别地方说)
我来 今天

除了上述语雷特点以外，在文字上两个方言也各有其特点。

从文字发展的历史看，傣侗文即德宏傣文(以下一律用“德宏傣

文”)和傣仂文即西双版纳傣文(以下一律用“西双版纳傣文”)最

早的来源都是印度的巴利文，但是它们后来的发展是不一致的。

8

“1——●1、111i{



德宏傣文大大地简化了巴利文的字母体系，基本上取消了语雷中

用不着的字母。傣绷文也是这样。西双版纳傣文基本上保留了巴

利文的字母系统。金平傣文也是这样。

以上是西双版纳和德宏两个方言的主要特点。其次要特点这

里从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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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t音

一、音位系统

(一)声母

西傣有二十一个声母，其中十九个单辅音声母．两个唇化声

母，德傣有十六个声母，都是单辅音声母。列表如下。

p ph b· m f v

t th d● n· l

ts 8 j

k 习 x

kw*xw·

’ b

声母说明。

1．带宰号的是德傣所没有的声母。

2．声母n和l，西傣不混，在德傣只读l，而无对立的n。

本书德傣声母用l一(韵尾用一n，韵尾一n不能读-1)。

3．两个方言中的全部声母在前元音i，e、e之前，都起腭

化作用，其中ts、s因腭化而变读为协和口。

4．本书中喉塞音9声母开头的音节，一律不标。如槐3“张，

张开"写作a3。

声母例词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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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a5，Xa5

xw xwaI

(=)韵母

刍

劈、剖

肩膀

来

(手、脚)掌

梳(头)

眼睛

等侯

鹿

嫁

右

(德)

骂

tsaz 不光滑

鞠5 渣滓

la3 迟、晚

脸

ja3 草

ha3 五

ka5 去·

qu2 蛇

a8 姑母

(父之妹)

傣语有a、i、e、￡、U，0、a、m、a九个基本元音。这九个

基本元音在两个方雷中都能做单韵母，都是长音。

a带韵尾时分长短，本书中长的写作a：，短的写作a(单元

音韵母不分长短，也写作a)。

其他元音除了西傣的一9韵尾前音值是短的以外．在其他韵

尾前都是长的，因此不构成音位的对立．一律写作i、e、6、U、

0、a、111，a。所以傣语中有十个元音音位。

可以作韵尾的音位有高元音i、U、111、鼻辅音m、n、日和

塞辅音P、t、k、9十个。西傣没有一Ill韵尾，德傣没有一9韵

尾。

傣语中的前元音i，e、e不和韵尾一i、一m结合，后元音

U，0、a、Ⅲ不和韵尾一u，一m结合，只有a：和a可以和韵尾

一i，一u结合，a还可和一lll结合I央元音a可以和韵尾一i、一u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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