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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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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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况

布依族自称pu49jui4(有pu49iai3，pu40joi‘、pu4jai3，pu49ji4等

不同的读音)。解放以前不同地区的汉族称布依族为“仲家”、

“土家”、。水户”、。本地”等，文献记载一般称为“仲家"。解

放初期，本民族人民经过充分协商，决定根据民族自称，用“布

依’’作为民族名称。

布依族有一百七十二万人(根据1978年统计材料)，主要聚

居在贵州省西南部红水河和南盘江以北的地区。人口以黔南布依

族苗族自治州为最多．安顺专区次之，毕节专区和黔东南苗族侗

族自治州又次之。遵义专区和铜仁专区也有少数散居的布依族。

布依族有自己的语言，聚居区的布依族人民，在日常生活和

劳动中一般以布依语为交际工具。但长期以来布依族人民与当地

汉族人民有密切的交往，许多人学习了汉语汉文。解放以后随着

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各项事业的发展和需要，布依族人

民学习和掌握汉语汉文的日益增多。一般干部，学生，青壮年都

兼通汉语，居住在城镇附近的人，兼通汉语的居多，如清镇、都

匀、安龙等县部分地区有的人只用汉语作为交际工具。同布依族

杂居的其它兄弟民族，有兼通布依语的，布依族人民也有兼通其

它兄弟民族语言的。这对各民族间互相学习、团结互助，起了促

进的作用。

布依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它和同语族的壮

语、傣语、侗语、，水语、黎语等，有密切的亲属关系，特别是和

‘∥



同语支的壮语北部方言有许多共同点。如在语音方面，每个音节

都由声母、韵母和声调构成，韵母中的主要元音分长短，有i、

u、tU和nl，n、习、P、t、k(或9)等韵尾。词汇方面，量词比较

丰富，本民族固有词中绝大多数音节都有意义，有相当数量的词

和同语族其它语言是同源的，尤其和壮语北部方言之间同源词的

比例更大，构词方式如修饰结构的合成词多是中心成分在前，修

饰成分在后。另外，布依语和同语族诸语言一样，有相当数量的汉

语借词。语法上，布依语跟同语族诸语言一样，虚词的用法和词

序是语法的主要手段，句子成分的次序是，主语——谓i乐或主

语——谓语——宾语，以名词为中心的修饰词组，除充当修饰成

分的数量词以外，其它修饰成分在中心词之后。

除了和同语族语言共同的特点外，布依语还有它自己的一些

特点；

布依语中有前带喉塞音的浊擦音声母’V，9i，它们和不带喉

塞音的浊擦音声母V、j构成对立的音位。例如。9va‘“傻”，va3

叠手掌”，9ja·“睁(眼)”，ja3“小箱子”，有腭化声母pj，mj和唇

化声母kw、习w，在黔南(第一)土语区的一些地方除了有kw、

rjw以外，还有tw，llW、1w，SW，zw、劫w、胛、jw等唇化声

母。本民族固有词除了黔西(第三)土语有送气音声母外，共他

大多数地区都没有送气音声母。
。

有少数地区没有m、P韵尾，分别合并到习和k中去了’有

的地区k韵尾已不明显，读为喉塞音9，部分地区长元音后面的

k韵尾已经失落，只保留短元音后面的k韵尾，有的地方长短元

音后面的k韵尾都已失落。

后面分语音、词汇、语法，方言几部分，简要介绍布依语。

语音系统以贵州省龙里县羊场话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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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音

一，语音系统’ -口 日刁R钳C

(一)声母
，

羊场布依话有二十七个声母。列表如下。

p ％ m f V 9V pJ mj
ts s Z

t 铂 n J

劫 D 口 i q
k 习 x X kw 日w

说明：

(1)V声母在元音U前边读双唇摩擦音W。

(2)ts、s、Z的实际音值是[t0]、[0]、[6]。

(3)％、韧前面的紧喉作用不很强(下文一律简写作b、
d)。却和，j前面的7比较明显。

(4)f、口’x三个声母只拼读现代汉语借词。

(5)布依语除个别语气词没有声母之外，没有元音起头的
音节，喉塞音声母[']，本文一律不标。

声母例词：

P pa3

b ba5

m maI

大姑妈

肩膀

狗

f fa4ta4

V Val

9V 9Va4

发达

盖子

傻

3



ea3

la6

9ja4tal

kal

13a：i2

xa：u3tsa：us

Ya3

kwa5

13wa4

a4

列表如下。

U

Ue*

Ul

OU*

tll

ml

夏

妻

睁眼

过

瓦

张开

饭

召

1·

er*

0m u：m LIm

0n U：n un ILl：n UUn

or3 u：r3 ur3 tu：r3山日

op u：p up

ot u：t ut 山：t rut

09 U19 U’ 山：'U19

个元音单独作韵母时，没有长短

tu的读音和国际音标标准元音相

腿早号五

口．一q

k

D

x

x如舭'



同。a相当于[A]，e相当于[E丁，0的实际读音近似Eu03。

、(2)韵尾前的长a：相当于[a]，短a相当于[曰]’韵尾前

的长i：、u：、LU：后面带有近似a的过渡音，即i：、u：、tU：相当

于[ia]、Euo]、EtuoJ。

(3)羊场话的e和长。不出现在韵尾之前(近期汉语借词

韵母ei是短e，例外)，e和长0在韵尾之前读为复合音ia和ua。

辅音韵尾前的短。相当于[or]。
。

(4)OU、ua、ue，ei、er，1六个韵母只出现在近期汉语

借词中。
。

，

，

(5)P，t，7韵尾发音时只闭塞不破裂。’

韵母例词： ，， 、 ，、

a ta6 河

a：i taftl 死

a：ll ta：u5 回转

a：lTl ta：m1 柄

a：n na：n2 久

a：日ta：r31 阻挡

a：p ta：p7 贴

a：t da：t7 烫

a19 ta：卵 晒

ai tai3 哭

au tau8 火灰

aLU tam2 守

am tam2 池塘

an pan2 成

aq taq2 到

肝。

七

舀

选 一

(因)为

和

臂

蚊子

追

痛

开裂

好

笑

镰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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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5

ti：日1

。ti：p8

tci：t7

i："

tim6

tinI

ti习2

dip7

pit7

ts—

t05

xua3

tuai5

toU3

zuam6

tuan6

dua日‘

kuap’

tuat7

dua97

somt

ZOllI

d明‘

协op7

dot7

t0’7

变

黄瓜

踏

凝结

饥饿

捶

脚

一坐

生

鸭子

尺

马蜂

化(肥

敲打

斗(争

早

段

硬

捧

脱

骨头

尖

路

簸箕

斗笠

喝

落

U

Ue

Ul

U：m

U：n

u：日

u：p

u：t

U：’

砌
Un

uIJ

up

ut

巾

m

m1

tlI：n

m：习

m：t

m：9

Uln

m日

rut

tU?

1

er

tUl

kue4

sui4

lu：m3

ku：n3

1u：日2

tu：p7

u：t7

zu：’8

turn6

kunt

tu矿

tup8

kuC

tu’8

tm2

mtuP

dm：n1

tLU：rJ2

Ytll：t7

ZUI：9s

ttun3

tturJ‘

pint7

lm卵

s15

e一

门

国(家)

左

光滑．

管。

铜

群，伙

揩

吐

子

草苔

啵杖

硝漶咀呕淹兵肚捶蕨菜拿熊月糖腰换剥拐肺卜思而

．1

H

n

日p

t，

1

m田巾n

p

m

n习p

o，

，m删

m姐旧阻噙咀咀

Ⅲ∞旧叩吐矿

．璺．哪．砷．莒!至：．蓦．璺．码．巾“p

o弧删叽诅咀阻豫咀咂鲫∞叨叩毗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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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声调 ．

羊场布依话有六个舒声调。两个促声调(以塞辅音P、t，

'作韵尾的音节)。列表如下。

第1调

第2调，

第8调

第4调

第5调

第6调

长

第7调短

第8调长
短

1 35 nal 厚 za’ 找 mal 狗

j 11 Ba2 田 la2锣 va2 铁

—13 na3 脸 la3 下面 ta3xui3 大会

、J 31 na4舅 ma‘马 ztlll]4min4人民

-|33 12a5箭 da5骂 fei5t口i5 飞机

1 53 协8 河 ja8 妻tu8ka：i8 土改

-'33 za：p7挑da：t7螫 协：’7 晒

1 35 zap7小猪笼dat7紧 ta97 舀

、I 53 ka：p8挟 va：t8鞭打zal98 根

J 11 kap8捉 vat8未(时)za98 偷

声调说明：

(1)六个舒声调即第1至6调各有一个调值，两个促声调

即第7调和第8调各有两个调值，一个调值出现在长元音韵母的

音节中．另一个调值出现在短元音韵母的音节中。

(2)羊场话第7调的两个调值分别和舒声调中的两个单数

调(第5，1调)相同，第8调的两个调值分别和舒声调中的两

个双数调(第6、2调)相同。但各地方哪个促声调和哪个舒声

调调值相同，往往是不一致的，为了便于比较，促声调标为第

7、第8调。

(8)羊场话中绝大多数声母都可以和所有的调类配合，但

7



有少数声母只和一定的调类配合，如喉塞音声母和前带喉塞音的

浊音声母一般只和1，4、5，7调配合(其它语言，这类声母，

一般都只出现在1、3、5、7调)。

(四)音节结构

羊场话的音节包括声母、韵母、声调三个成分。做声母的都

是辅昔。韵母分为没有韵尾的单元音韵母，带元音韵尾的复合元

音韵母和带辅音韵尾的三种。

下面是羊场话的音节结构形式，

1．辅音+元音+声调 ，

如：zi6土地 弘5嫁 til他

2．辅音+元音+元音+声调

如l va：i2水牛 kau5旧 sattll清洁

3．辅音+元音+辅音+声调

如l tinl脚da：q1身体 na97重

从以上结构形式中可以看到，羊场话的每个音节都是由声

母，韵母，声调三个成分构成的，而且韵母中必有元音。

=、布依语中的汉语借词语音

布依语中的汉语借词，从语音特点上看，可以分为两类，一

类是早期借词，一类是现代借词。 1

早期借词，在语音上一般已适应了布依语本民族固有词的语

音系统，没有增加音位。各地早期借词的调类是一致的。语音变

化基本上和本民族固有词的方音变化规律是相符合的。如4斋”，

“时"各有饵：i1，sa：i1，tsa：i1和CUJ2、Sttl2、tstu2三种不同的方

音，这和本民族固有词4年轻”、4玩"各有口02、S02、，tS02和cam2、

sam2、tsam2三种方音。在地区的分界上是一致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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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借词是从西南官话直接吸收的；因此，在语音上往

往不能完全适应本民族固有词的语音系统，因地区的不同，在本

民族固有词的语音系统以外．分别增加了一些辅音和元音及新韵

母。如布依语绝大多数地区原来没有单元音1，现在都增加了1

元音。有些地区原来没有ei、01．1，Lie、ua、er等韵母，由于吸

收现代汉语借词增加了这些韵母。部分地区原来没有f，口、x声

母，由于吸收现代汉语借词。现在增加了这些辅音音位。多数地

区原来没有送气辅音ph，th、kh，tsh、toh等，现在这些地区有

一部分人的口语中出现了这些送气音，但还不够稳定。

现代汉语借词出现四个或五个调类。有些地区的汉语古人声

字自成一类(当地汉话古人声声调也不入阳平)，这些地区的现代

汉语借词就出现五个调类；有些地区汉语占入声字合并到阳平调，

这些地区的现代汉语借词就出现四个调类。汉语的阴平、阳平、上

声，去声、古入声各分调类，布依语各地分别用原有的不同的调值

适应现代汉语借词的调类。其结果是，各地调值很相近，调类各不

相同。这是因为各地都按当地西南官话调值直接吸收，所以听起

来高低差不多，调类并不一致。列几个地方的借词声调比较如下：

蕊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吉人声

＼类弋词
T 人 领 导 积 极地区、＼∑

望 谟 者 乡 3(33)① 4(31) 6(53) 1(13) 2(11)

贞 丰 鲁 容 6(44) 2(11) 4(42) 1(13) 2(11)

黔 西 化 石 3(55) 2(31) 4(53) 1(13) 6(11)

龙 里 羊 场 5(33) 4(31) 6(53) 3(13) 4(3D

镇 宁 下 硐 1(33) 2(11) 3(42) 5(55) 2(11)

① 表内括号里的数字是实际调值，括号外的数字是当地布依话的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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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现代汉语借词各地读音很相近，方音变化小。不受

本民族固有词声韵调配合规律的限制，如镇宁、普安等地，固有

词中送气音声母，一般只和单数调类配合，但这些地区的现代汉

语借词打破了这种声韵调配合规律，送气音声母在双数调类也出

现。如thorJ2tsl5“同志”，tchi2kwa：i5“奇怪”，tharu3Ions“讨

论”。

由于当地西南官话中的声母n和l不分音位(自由变读)，

因此，布依语吸收的现代汉语借词声母n，l也混，但多用l。如，

“农民"拼为lurj4m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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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一、词

布依语词汇，按其构词形

词，按词的意义和结构可以分

(一)单纯词

单纯词有单音节和多音节

1．单音节单纯词如。

zal 找

ziul笑

dil 好

2．多音节单纯词

两个音节都没有意义，

有以下几种结构形式：

(1)双声词

vi2

mu玛2

baul

多音节

只能作

如I

da：uldi5 星宿

vu98va：u2泡沫

(2)叠韵词 如：

sa07da97呛

(8)叠音词 如：

tuZtu2牲口

，

产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