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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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坟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编辑组

1979白f-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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瞥

概 况

为kaml，有的地方读做饵m1或laml，各地自称

在贵州、湖南、广西三个省(区)的二十多个县

三万人①。其中以贵州省的侗族人口最多，共四十

部分聚居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黎平、天柱、

锦屏、剑河，镇远七个县内，还有一些散居在独

江、福泉、台江，铲山，施秉，玉屏、贵阳等县

湖南省的有十九万多人，以新晃侗族自治县和通道

人口为最多，靖县次之，绥宁，芷江、会同、城步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约有十四万多人，大部分聚

自治县、龙胜各族自治县和融水苗族自治县里，此

外，融安、罗城等县也有一些。

侗族有自己的语言。在聚居区内，侗语是侗族人民的主要交

际工具。在侗族聚居区，特别是在南部方言区内，小学初年级教

课时大多用侗语讲解，干部下乡开会也使用侗语。各地侗族和汉

族杂居的相当多，有些地方侗族还和苗族、水族，布依族、壮

族、瑶族等杂居。长期以来，他们共同劳动，互相交往、婚媾、

贸易，生活在一起，关系非常密切，所以有些地区的侗族人民学

会了其他民族的话，主要是兼通汉语。一般说来，北部地区的侗

①这是1958年的统计数字，据1978年统计侗族总人口巳增加到一百一十一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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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民懂汉语的比南部多。解放后，各族人民之间互相来往、协

作，共同生活、劳动的机会越来越多，同时由于政治，经济，文

化、交通的迅速发展，人民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各族人民之间的

文化交流和语言的相互影响正日益增强。

侗语是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的一个语言。它和同语族

诸语言有很多共同特点。例如语音方面：每个音节都由一定的声

母，韵母结合而成，每个音节都有声调，而且声调系统基本一

致，一般都有i、U，m，n、日、P、t，k八个韵尾。词汇方面：，

有很多同源词，绝大部分音节都有意义，构词方式大致相同。语

法方面：词序的作用占主要地位，词与词结合的基本词序也大致

相同，句子主要成分的次序是：主语+谓语+宾语，以名词为中

心的修饰词组，除数词、量词外，修饰成分都在中心成分之后，

有一定数量的虚词，虚词在语法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有相当

多的量词，量词有表示数量和区分事物类别的作用。除了有与同

语族诸语言的共同特征之外，侗语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侗语分南、北两个方言，每个方言又各分三个士语(详见方

言部分)。各地语法的差异非常小，词汇的一致性很大，语音的

差别比语法和词汇的差别稍大一些，所以后面的介绍，语音方面

采取点面结合的办法，首先介绍代表性较大的南部方言榕江县车

江公社侗话的音系①．然后介绍侗语语音的特点及各地语音的一

些重要差别和变化的情况。语法和词汇主要根据车江话来介绍。

①车江原来是乡名，后来成立了车江公社，它包括车寨。寨头。章鲁．麦寨、

月寨、口寨等几个寨子，这些寨子相距都不远，除车寨语音稍有不同外，其余几个

寨子都是一致的。本简志的语音以章鲁话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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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母

车江侗话有三十二个声母。

P ph rn

Pj phj mj

ts tsh

t th ， n

tj thj

t 伽 $

k kh 习

kw khw rjw

'

例 词。

paI 鱼pjal 岩石

tal 眼睛tienl 电(话)

kaI 剩 kwa3 硬

phaⅣ灰色phja¨喂

thal7私奔thje2 铁(路)

khal，耳 khwaⅣ摸(鱼)

f

8

W

W】

早(操)

那
’

歌

(早)操

上(山)

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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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a2

日a8

SO．1

wa5

lja37

手

馋

水滩

脏

媳妇

ppal 河

fa2 发(展)

haP 恐吓

1a2 菌子

声母说明：

1．车江侗话有二十二个单纯声母，七个腭化声母和三个唇化

声母。声母表第一竖行是不送气的清塞音或清塞擦音声母，第二

竖行是送气清塞音或清塞擦音声母。其余声母都没有送气与不送

气的区别。 ．

在侗语里除个别语气词外，没有真正元音起头的音节，为了

简洁起见．本文以下所有以喉塞声母9起头的词，声母一律不

标，都写作元音起头的音节。 ．

2．t、蚰稍有擦音的成分，但和汉语的氓协h不同，塞音

成分是主要的，擦音成分只能看作是辅音与元音之间的音渡。J

的部位和口相同，比国际音标的[j]靠前些。
‘

3．tj，thj、ts、tsh、f和Wj是由于吸收汉语新借词而增加

的新音位，这些音位多出现在青年人的口中，老年人仍分别读做

k曲、B(相当于青年人的ts，tsh)W和j。

(二)韵母

车江伺话共有五十六个韵母：

4

a ali

．oi

e

I

alu a：m aln a：日 a：p a：t a：k

am an a习 ap at ak

Ou 彻 en a习 op et ek

eu em en e日 ep et ek

iu im in i习 ip it ik

l

刊

厚狗盖月田

v

耐舭甜舻妒

厶一{_f

卅

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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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oi

U ui

1

om

Um

on

Un

orj

urj

op

up

0t

Ut

ok

uk

例词：
．

mal 菜 ma：i‘ 妻子 ma：u8 他
la：m2 忘记 rnalrl37黄色． ma：01 稀薄
la：p9 闪电 ma：t9 (一)次 ma：klo泥土
ham‘ 水 Manl 日 marj4 喜爱

map8 捶打 ，mat77 颤动 mak7 剁
mai‘ 树 mou5 蝌蚪 morn4 老虎
man5 井 la日6 冰 map7 萌芽
mac8 蚂蚁 lak8 力气 mel 熊
meu4 猫 meml 突然出现 men8 经常

me95 裂开pep9·剌入pet9 八

mekl0 血脉 mi‘ 尚未 miuz 剪刀
lim4 木楔 min4 柿子 mirjl 火灰

tip。 截糯刀 mitlo 小刀tik' 满
m08 磨 moil 剥(皮)poml 水泡
mon2 瞒 mo习p (衣服)糟(了) kop。 刚才
lotp 脱(皮) mok8 鸟 mu3 以后

mui2(一)颗(针)Suml 聚集 munZ 雾

murj4(一)3-(人)mup9 霉烂 mutlo 胡须

mukl0鼻涕 s18 r 司(机)

韵母说明：

1．车江侗话有

可作单元音韵的有

a：、a、

a，e、

a、e、i、o，u，1八个元音音位。其中

i、O、U，1六个，单元音韵都是长元

5



音，1是由于吸收汉语新借词而增加的，只能出现在t8、tsh，s的

后面。其余七个元音都能跟辅音韵尾m、n，习、P，t，k结合，

有些还可以跟元音韵尾i、u结合。带韵尾时，只有a、a是短元

音，其余都是长元音。带塞音韵尾时，a、a各韵只出现在第7、

7 7、8调，其他元音只出现在第9、97、10调，但ok韵却可以

出现在所有促声调中。

2．作韵尾的塞音只闭塞不破裂。

3．i元音在腭化音、舌面音和舌根音声母后，不论作单元音

或带韵尾时都读Ci3，例如：仁i3纸、phjit"骂，13iu4门扣，在其

他声母后作单元音韵时读如[ei]，例如：piz皮，siⅣ蓑衣，带韵

尾或作韵尾时舌位较低，读如(I]，例如。miu2剪刀、pikl0鲫

鱼、m：i3肠子、toi2拿。

4．a元音在腭化音、舌面香声母后，在韵尾i、n、t前时，

发舌部位靠前，例如。；ai3买、lan2山、jat7拉，在其他声母后，

在韵尾i、U前时，发舌部位偏低，例如：lai4跌倒，nau2谁。

(兰)声调

车江侗话有九个舒声调，六个促声调：

l 舒 声 调 I 促 声 调

调类 1 2 8 4 5 6 7 8 9 10

调值 55 11 323 31 53 33 55 21 24 31

pal pa2 pa3 pa4 pa5 pa8 pak7 pak8 pa：k9 pa：klo
例

鱼 耙 大姑母 大蝗虫 叶子 糠 北 萝卜 口 白

词
jal 扭2 ja：i3 ja‘ ja5 ja8 ]ak7 jak8 ja：k。 ja：k10

布
●—● 亚 田 也 湿 怜爱 饿 锈●_—● 长I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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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调类 17 37 57 77 97

调值 35 13 453 35 13

phal， phja37 phas／ phok7J pha：k97
例

灰色 翻 破 泼 打

jaP ja37 jap jak77 ja：k"
词

你俩 破布 红 勤快 鱼箔①

①用竹硬编成用来围鱼的竹箔。

声调说明。 一

1．我们把“灰色’’、“翻"、“破"、“泼"、“打"等词

的声调标作17、37，57、7’、9 7调是因为这些词在某些地区的侗话

中分别属于第1、3，5、7、9调的缘故。

2．带P、t、k韵尾的促声韵只出现于第7、77、8、9、97、

10调的香节中，而舒声韵只出现于l、17、2、8、3，、4、5、

57、6调的舌节中。车江话第7、77、8、6、97、10调的调值

分别跟1，17、2、8、37、4调的调值相同或相近，但由于各

地哪一个促声调跟哪一个舒声调的调值相同或相近往往是很参差

的，为了便于方言间的互相比较和跟同系属语言的比较，所以没

有归并。
。

(四)侗语语音特点

1．浊塞音声母消失了。壮侗语族诸语言大都有浊塞音声母，

其中壮语、布依语有叻、材两个，水语有约、钳和mb、4d

两套，毛难语有9b，钮和”b：“d、4吐、79两套，而侗语除极

个别的地方(如融水的中寨有带鼻冠音的4djat眼睛、“djaml池

塘等)外，都没有浊塞音声母。从同源词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壮

语和水语的约、埘声母分别跟侗语的m、1声母对应，水语和

毛难语中的”b、8d声母分别跟侗语的P、t声母对应。例如：

7



侗语

男子pa：n1

眼睛 tal

池塘taml

天 molll

薄 ma：tjl

好la：i1

簸箕lorj3

毛难语

mba：nl

。dal

”damI

Pban2

9ban32

Pda：iz

9daIj4

2．各地侗语的塞音声母都分送气的和不送气的两套(’例外，

只有天柱石洞、剑河小广和三穗款场①等地有送气和不送气的区

别)，其余鼻音、边音，擦音声母有的地方有送气和不送气的分

别，例如，天柱石洞： mal菜、mfial7来，na3脸、nfia3’弓，

la：u3进、lfiau37仅仅，saIu3暖palsfiau37草鱼，有的地方

只有一套，或不完全分做两套。清擦音8和口在多数地方都只

有不送气的一套。送气声母只出现在一定的声调中。下面以南部

方言的榕江车江话和北部方言的天柱石洞话为例，列表如下。

榕江车江话的声母：
7

塞音声母 其他声母

出现于双数调和
P、PJ、t、l、k、kw、9 m，mj、11、n、日、

不送气单数调
习w、1、lj、8、口、

出现于送气的单 ph．phj、th、lh、 h、W、j
数调 kh、khw、9

①地名写四个字的，前两字一般指县名，后两个字一般是当时的大乡(镇)名．

如天柱石洞就是天柱县石嗣乡，有时也单独写县名或乡名．下同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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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柱石洞话的声母，

塞音声母 其他声母

出现于双数调和 m、mj、n，坫、习、

不送气单数调
P、PJ、t、l、k、kw、9 l、lj、S、口、h、v、

V】、气、】

，
出现于送气的单 pfi，piij、til、，t6 raft、mfij、nil、玷fi、

日fl、1fl、lflj、sfi、Gfi、
： 数调 kfi、kfiw、’fl fl、vfi、VfIj、气fl、jfl

o、口、j(包括它们可能有的送气音声母)，多数地方还有舌根

塞音和小舌塞音声母的对立，这是侗语和水语相同而为同语族其

他语言所没有的特点。例如三江和里； ta5中间，缸5那，ka5

架子， qa5假，黎平水口：te3下边，le3左，ke3偏，qe3堵

水。
。

4．韵母的简化和合并。侗语北部方言已经没有长短元音的对

立，只有a是短元音。南部方言多数地方也只有a和a两个

短元音，其中al‘和a只在带辅音韵尾时才有长短的对立，其

余元音都是长的，没有短的。如果与壮语相比，就可以看出，壮

语的长元音侗语都读做长元音，壮语的短元音在侗语中一部分读

做相对的长元音．另一部分除有些短a不变外。都读做央元音

a，只有从江贯峒等地方还保留着短a、短o、短i、短u，

因而贯峒就没有a元音。

5．壮侗语族诸语言，一般都有六个舒声调和二至四个促声调

(促声调的调值和某些舒声调相同或相近)。侗语一部分地方，

如三江和里、黎平，从江贯峒、融水，镇远报京也只有六个舒声

调，四个促声调，但更多的地方有九个舒声调，六个促声调，这

是因为所有的单数调都各分出一个新的调值的缘故。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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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靖县烂泥冲和锦屏大同等地只有第一调有分化，因此这些地方

有七个舒声调，四个促声调。下面列表说明·

心N调类 舒 声 调 促声调

?雳心 1 2 8 4 5 6 7 8 9 10
_—— _—— 。—●

＼管＼回
1 1

7
2 8 3

7
4 5 5’ 6 7 7

7

8 9 9
7

10
，_—— --—_ -_—— -——

磁怎＼≮ 囱
灰 大 树 蚂 碱

N 色
耙 舅 走 父 破 糠 鸭 铁 八 血

母 叶 蚁 水
'-—— _—— 、_—— ●——

榕江车江 55 35 11 323 13 31 53 453 33 55 35 21 24 13 31
_—— '_——

-。一
-_—— 。——

靖县滥泥冲 35 24 212 33 11 55 53 55 212 33 11
●_—— —— 。—I

三江和里 55 11 35 31 53 33 55 11 24 31

=、汉语借词的语音

侗语中的汉语借词，根据借入年代的先后和它们的语音特

点，可分为老借词和新借词两种。

(一)老借词的读音

老借词是在相当长的时期中陆续吸收进来的，它们已基本适

应了侗语的语音规律。老借词同以《切韵》为代表的汉语中古音

相比，有下列一些特点。

．1．声母方面

(1)中古汉语的全浊声母在侗语借词中都读成相应的清音

声母，但都出现于阳调类(双数调)，擦音也有同样的情况。

(2)一，二等字和三、四等字声母的对立是明显的，一般

地说，一、二等字都读非舌面音和非腭化音声母，三、四等字都

lO

^

』



●

，^x

读舌面音或腭化音声母。

(3)开、合口的对立在侗语的老借词中一般都反映在韵母

的元音上。只有古喉牙音的开、合口在声母中有些反映，同时它

和韵母的元音也有一定的联系，开口呼的声母是非唇化的k、

kh，习，合口呼的音节，如果它的元音是园唇元音0、O， 声

母就跟开口呼相同，如果是a，e、i，a等非园唇元音，就用唇

化声母kw、khw、rjw等表示。

(4)全清与次清声母的对立是明显的，后者在九个舒声调的

地区同时表现在声母的送气和只出现在1’，3 7、5 7、7’、97调

中。在六个舒声调的地区仅表现在声母的送气上。

(5)汉语各声纽的字在侗语借词中的一般读音如下： (以

榕江车江话为例，在斜线后面的是榕江以外某些地方的读法，这

些不同往往显示出各方言土语的语音特点，这里就不详细介绍

了。)

帮1、

滂1，

并1，

明1、

等P(帮pa：91) 帮3，4等pj(变pjin5)

等ph(拍phekp) 滂3、4等phj(骗phjenp)

等P(伴pa：n4) 并3、4等pJ(病pjirj6)

等m(墨mak8) 明3，4等mj (棉mjin2)

非w／f、h、wh(发wetp)

敷w／wh(翻wenP)

奉W、p(少数字)(犯wem8，肥pui2)

微W、m(少数字)(：7Ywen6，未mi6)

端1等t(斗tou3) 端4等l(钇li日1)

透1等th(炭tha：np) 透4等壹h (添曲imP)

定1等t(gi toi8) 定4等l(填tin2)

泥1等12(难NaIrl2) 泥4等n(年耻in2)

来1等l(老la：u‘) 来3等lj(龙ljo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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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s／ts(浸sgrrl5)

清S、口／tb(村sanl枪∞日57)

从s／ts(字si8)

心8(三salmP)

邪s／ts(松sorj2)

见开1，2等9／q(歌瓴1)

见合1等9／q(-1-_’o日1)

见合2等kw(黄瓜kwel)

溪开1、2等9／qh(开’aip

靠Pa：Up)

溪合1等’／qh(裤’up)

溪合1等khw(块khwa：ip)

疑开1、2等q(芽习e2)

疑合1等日(五1304)

疑合2等rjw／rj(瓦习we4)．

影开l等'(爱9ai5)

影合1等9(瓮90日5)

晓开1、2等h／y(海hoi37)

晓合1等h(石灰hoip)

匣开口h、’(鞋ha：i2亥7ai4)

匣合口h(壶hu2)

】2

知口／l (转con5)

彻口／|h(拆cek吖)

澄口／曲(茶cea)

娘玷， (碾nen‘) i

日砜j(--玷i8染jarfl3)

照口／；(争cerjl) ，

穿口／th(尺口ik和)

床9／l(寨饵：i8)

审口 ．(筛∞：i1)

禅口(时口i2) ，

见开3、4等；(金‘aml)

见合3等I(贵；ui5)

溪开3等曲(气柚ip)

溪合3等曲(劝如on弘)

溪合3等khw(亏khwiP)

群开，合口鼻(茄衄2共l咖8)

疑开3等n(银IMn2)

疑合3等取(愿I)，on。)

影开3、4等j(‘烟jenl)

影合1等W(稳WOll3)

晓开3等j／口(香ja：习t)

晓合1、2等W(花wal7)

喻开口j(盐

喻合口j(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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