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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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使用汉语，一些散居、杂居区的少数民族使用着汉语或其他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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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族自称“自和’’p￡bxot"，“白子"p￡Stsiq、“白尼’’IOI￡I,

j弧。根据古书记载，白族的古代种落称谓为“焚人"、“自

蛮"、“白人"。明以后，又被称为“民家”。现在，跟白族邻

近的汉族除称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白族为“民家"外，还称兰坪、

碧江、维西等地的白族为“拉马”laqma4。傈僳族称大理州的

白族为“拉博”laqbtu4，称兰坪、碧江，维西等地的白族为8来

墨"Ie4me4。纳西族称白族为“来补”lcqbuq或“那马”naqma4。

藏族称白族为“勒博”Ku4bui4。居住在贵州、四川的白族，他

们的自称也和云南白族相同。无论白族的自称和他称，在语音上

都有一定的联系。各地白族自称的第二个构词成分“和”、“子”、

“尼”都是表示多数或单数“人”的意思，和第一个构词成分“白”

结合起来，就构成了“白族”这一完整的概念。因此，1956年大

理白族自治州建立时，根据白族人民的意愿，确定族名为“白

族。"

白族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西北部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全州十三

个县(市)中白族共有八十二万余人。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德宏

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和昆明、昭通、曲靖、

玉溪、思茅、保山、丽江、临沧等地区也聚居或散居着白族约二

注本书列举的自语词，旬，如不特于说明，则都是根据白语剑川方言金华镇

的语音标注的。Pst!大理方言说peath碧江方言说pat．)e、eJ和a是相对

应的。白语标调方式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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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白族共约一百零七万多人，占云南少数民族人

。和全省白族人口相比，则大理州的白族人口占全省

百分之八十以上。此外，贵州的安顺、毕节、新义等

地区，四川的西昌地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与云南接壤地带也居住

着数量不等的白族，但他们之中除少数老人还能讲自语外，已普

遍使用其他民族的语言。①

云南白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一般都以白语为交际工具。县以

下区乡的白族聚居区内群众活动都使用白语。除历史上流传下来

的民间口头文学以外，白族群众还用白语创作诗歌，用白语演唱

“大本曲”和“吹吹腔打。和白族杂居的僳僳、彝、纳西、回、

汉等兄弟民族，也有很多人会讲白语，而民族杂居地区的不少白

族群众也会讲僳僳、彝、纳西等民族语言。除边远山区的白族因

与汉族接触少，会汉语的人也较少外，各地白族青壮年男子一般

都会汉语。

白语受汉语影响较深，白语中早就有很多从汉语吸收进来的

基本词汇，这是白族自汉、唐以来就与中原的兄弟民族紧密联系

的结果。近百年来，特别是在解放以后，白族人民在革命斗争和

生产实践中，不断地从汉语吸收了许多新词语，使自语得到了进

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一

在白语词汇中，除用音译的方式增加大量汉语借词外，还用

汉语借词派生新词，因此，现代白语中汉语借词的成分是相当多

的。正因为如此，在白语系属问题上学术界一直聚讼纷纭，’没有

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但从白语没有鼻音韵尾，元音又有松，紧

对立的现象，以及从表达语法意义的语法方式和具体的语法形式

①湖南桑植县的四万多民家人现已经过民族识别，也被确认为白族，见昊万

源t 《湖南省确认桑植县民家人为白族》～文， (《大理文化》1984年第

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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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来看，白语有不少和彝语支语言相同或相近的

方面来看，白语和彝语支语言之间也有一定程度的

此，我们认为，把白语归入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

的。①

下面分语音、语法、词汇、方言和文字五个部

①请参看赵衍荪《白语的系属问题》，载《民族语文研究文

版社，1982年6月出版．



语 音

一?语音的一般特征 9

白语分剑川、大理、碧江三个方言，下边主要介绍三个方言

共同的语音现象。

(一)辅音

1．三个方言都有双唇P、ph、m，唇齿f、v，舌尖t、th、

rl、l、ts、tsh、s，舌面伽、tch、口、j，舌根k、kh、rj，x、Y

五组辅音。碧江方言还有舌尖后t、th，q、t拿、t出、电、争、气、

和小舌q、qh、G两组辅音。因此，剑川方言和大理方言的辅

音有20个N23个，碧江方言的辅音有35个。
一

2．塞音和塞擦音的浊音在方言中有的已清化，有的正向清化

演变。岔wJjiI方言的浊塞音和浊塞擦音已演变为清音，大理方言的

浊塞音和浊塞擦音只在33调、31调的音节出现。如：．
剑川 大理 剑川 大理

沫子pa-I ba-t 有tstuq dztu-I

调拌pa,J ba4 树tstu,J dztu、J

胆 ta．{ ’daq f 拉t西_I 血i．1

偷ta4 dQJ 田t口i,I 由i、J

减ka_l 9a1 说ka4 9a,l

大理方言的塞音，塞擦音虽然有浊音，但是由于只在33调、

31调音节才有这种情况，在其他各调的音节，塞音、塞擦音都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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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读为清音，所以实际上清、浊是不对立的，不构成i虫立的浊塞

音和浊塞擦音音位。白语只有碧江方言的塞音、塞攘音声母有

清、浊对立的现象。例如：

为了 btuh 筏子、puak

豆子 dm卜 单独ttuk

老、硬 gy-I
’

二 kyq

有d；i-t 九t口iq

在青年中，也有人把浊音念成带鼻冠的清音。．如btuh念成

mptuh，dual,念成nttuh，gy-I念成rjkvq，也i_{念成rbt口iq

等。
’

3．白语中辅音f是由于受汉语语音的影响而产生的。这个辅

音音位已经吸收到白语的绝大多数方言、土语里，只有少数土语

没有这个音位。

保山旧寨白语 洱源腊坪白语 其他各地白语

飞PVq kv7 fY7

分PV7 kyl 肿1(fvl)

肚子pyt" kyP fvr
、

蜂 phyl khyl N1

笔pvl" kvr fyl"

4．绝大部分地区的白语都不分尖团音，只有极少数地区如大

理方言大理土语的喜洲和仁里邑，盒OJll方言剑川土语的园和乡，碧

江方言碧江土语的碧江四区二村等地分尖团音。

(=)元音 ．

1．白语的基本元音一般只有i、e、e、a、0、u、W、V八

个，大理和碧江方言有一个卷舌元音ea，剑川和碧江方言有和

5



口元音相应的鼻化元音。

2．元音在音节开头的时候，前边带有轻微的喉塞音9。如：

mr“骂"读成[’m卜]，m1“喊”读成13、u1]，a{-“鸭”读成

[饱r]，Q1蓝J“什么"读成[7Q]s琶q]。

3．除了00以外，没有前响复元音。

4．没有带鼻音尾的韵母，汉语借词原来有鼻音尾的，NJll方

言在元音上保留了鼻化成分，大理方言没有鼻化元音，所以汉语

借词音节末尾的辅音都丢失了，碧江方言虽有鼻化元音，但是近

期借入的带鼻音尾的词，也多半丢失了鼻音。

(三)声调

1．白语有六个到八个声调，这是因为方言土语的不同而声调

的数目也有所不同。 ，

就一般情况而言，在三个声调上元音带紧喉作用，也有少数

方言土语在两个或四个声调上元音带紧喉作用。一般是在42调

(如lob“了")，21调(如lak。火旺”)和44调(如lap

!骂人”)①上，元音带紧I侯作用。大理和碧江方言的55调比剑川

方言稍高一些，紧一些，进入白语的近期汉语去声字念成紧喉的

55调。凡紧喉元音的音节，调值都比不紧喉元音的音节高一些，

急促一些。这同傈僳、哈尼、拉祜以及一部分彝语方言的元音分

松紧的现象相似。

2．汉语借词的声调和白语的声调之间，有很明显的对应关

系。凡近期借入白语的词，阴平字读33调，阳平字读42调，上声

字读31调，去声字读55紧调(元音带紧喉作用)，汉语中的古入

声字借入白语后都读35调。如：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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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川方言名词jfL‘‘人"，在和动词、形容词结合成习惯性

词组的时候，jik由2l调变读为55调。如。
’

ko卜 j11
爱 人

met-j一1
爬 人

t口hfl" jil
掏 人

po] 富有
富

tsh帚4 讨厌
恨

s04 逗笑
笑

j6}I j订xfiq 受看
要 人 看

ts61 jil 口i] 焦心
焦 人 心

tshm]jfl西1 烦闷
塞 人 心

在剑川方言里有一部分词的头一个音节如果是21调、33调、

44调，它们和55调普节连用时，21调、33调、44调变为35调，同

时缩减了中间的55调的音节。如：

tu&kml tsil

码￡L a'Jna r"

pier-aqsE4

tllll tsi3

D￡1 nap

pie']s舌J

从前

去哪儿?

问什么?

(四)音节结构 白语的每个音节都有固定的声调。现以F

代表辅音，Yf{．：表元音，将音节结构概括如下。

1． FY 驴1 我们 pe卜 走

2． FYY plat" 端(动词)tua], 不可以

3．Y ￡f- 腌 QJ 一，不

4． YY uiL 炒面 ual- 还(动词)

(五)声、韵、调的关系 声母、韵母、声调有互相制约的

关系。

1．e，Q、o、u、m五个元音能和全部声母结合。Y元音不

跟唇音P、ph、m和舌面音t口、t曲、口、j结合(只有极个别

的如保山旧寨白语V能和唇音结合)，i不和舌根音k、kh、

q、x、Y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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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u做介音的韵母ui、u￡、uQ只和舌尖音t、th，n、l

ts、tsh、s，舌根音k、kh、x、日结合，以i做介音的韵母

ie、io、im只能跟唇音P、ph、m和舌尖音t、th、1结合。

3．所有的声调能在带清辅音P、t、k、ts、s、t口、曰和鼻音m、

n、日边音l的音节上出现，35调、33调、21调不在带送气音ph、

th、kh、tsh、t幽的音节上出现。 ．

4．33调出现在有P、t、ts，坳作声母的音节时，这些清声母

变读相应的浊声母。

5．元音和声调也有密切的联系。白语每个松元音都有相应的

紧元音，我们把这种差别放在声调上表示：竖线左边符号表示松

元音，竖线右边的符号表示紧元音。一般是42调、21调、44调音

节的元音紧喉，从汉语新借入的去声字，读55调的紧喉，其他各

调音节的元音则是松元音。

二、音位系统一’日出刁i剀0

下列音位系统是根据剑川方言金华镇的语音归纳的。

(一)声母 共有二十一个，都是单辅音。 。

。潦 塞、塞擦 擦

鼻 边

不送气 送气 清 浊

9



声母举例：

P par

m ma卜

V vab

th thaP

l 1Q|．

tsh tsha}-

t口 t口Qr

口 ∞f-

k ka卜

日 码Qr’

Y yah

大碗、倒[掉]

稻草

(代词)

盖(被子)

骂、叱责

义(借词)

接(借词)

马鬃

仓、讨要

咬

合拢

剔、翘

发旺(借词)

同

纳[鞋底]

计算

算了罢‘

贴

回转

罩(动词)

扒[饭)

(=)韵母有i、e、e、Q，0、U、tU、v八个元音。加

上由这些元音结合构成的Qo、is、ia，io、itu、ui、ue、UCI八

个复元音以及和这些单、复元音相当的一套鼻化元音i、6、善、

a、6、l豇、章、i芒、ia、i6、il豇、ui、幢、ufi，共三十个韵母(其中

Qo是专用来拼写近代汉语借词的，白语里没有同U、GO相对应

的鼻化韵母)．

10

韵母举例z

i pil 左

e pep 走

‘psi- 百

i 硝1 盐

童 p6．I 晚饭

i p纠 扶

m蜘时时时专i椭舭附蚶

业。o

n地8锄．一址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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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碗

姨父

上漆

(一)幅

挖

搞(借词)

问

咬

不是

消失，逃逸

坏(动词)

坏(形容词)

棍子

phl 升子

p64 赔钱

pml [一)次

竹卜 洞穴

pi巨．I

pihk

pi6l

phial

kui卜

ku乱

kuhk

打耳光

(大口]咬吃

溅出

屏(借词)

不见

横

管

元音i出现在舌尖音ts、tsh、s后时，读舌尖元音[1]，

如tsi4“街"读Itsl]，tshiq“伸(舌)’’读[tshl3，siq“麻”读

[s13。

元音e在44、42、21等紧喉调音节上读[a3，在其他调的音

节上读[e]。如：ker“捉’’读[kar]，kek“挟”读[ka卜]，

kck“肉"读[kaL]，kel“种”读[k￡1]，ke4“(地板)挠起’’

读[ke、J]。

舌根鼻音日和唇齿音丫结合时，实际音值是[nj3。如：

gyl“鱼”读[田]]，习V_I“尾"读[r843。

出现在鼻辅音m、n、习后边的元音都带轻微的鼻化。

舌根擦音X在鼻化元音前读为喉擦音[hi，如x61“天"

读Eh613，x乏]“汤"读[h童1]，xm．I“(病)好”读[hm43。

， 元音0在21调音节上读为亡a]，如lok“虎"读[1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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