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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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族是我们祖国大家庭中具有悠久历史的成员之一。藏族的

“藏"字是藏语玎l苦E’tsarj7的音译。藏族自称为目气-目-“博

巴”或百气’“博"，例如在西藏的拉萨市说phegJpa7，在四JiI

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德格县说作p妒、I，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

州的夏河县说作WOt。phegJ、p09,J和wot都是同一个字的不

同变读。

我国藏族人口据1982年的调查统计约有三百八十七万，分布

在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的部分地区。藏族

分布的地方，绝大部分是聚居区。

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藏族人民实行了区域

自治，先后建立了西藏自治区，和十个藏族自治州(包括青海省

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两个藏族自治县。解放以

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藏族地区的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卫生、交通等事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目前，藏族也和全国其他兄弟民族一样，为实现

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

藏晤是藏族人民主要的交际工具。在青海，甘肃、四川、云

南等省的一些和汉族杂居的藏族人民，也有兼通汉语的。

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藏文是有一千多年历史的

文字，历史上曾用蒇文编写和翻译过大量的书籍，对于藏族文化

的发展和文献的保存起j．重火作用。解放后，中央和各有关地区



先后建立了藏文出版机构、藏文报社和藏语广播机构，大量出版

了各种图书、杂志、报纸，还通过藏语广播，宣传了党和国家的

方针政策。西藏地区的小学、中学，和西藏师范学院、西藏民族

学院等高等院校，大都以藏语藏文进行教学。所有这些，都使藏

语藏文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和广泛的使用。

藏文是拼音文字，书面语和现代口语是有一定距离的，但因

藏文和各地的方音都有一套对应规律，各地人都可拼读。所以尽

管方言有别，藏文仍然是藏族人民共同使用的书面交际工具。

现就语音，词汇，语法，方言和文字五个方面对藏浯作一简

要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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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藏语语音的一般情况

(一)声母

1．单辅音声母

塞音P

ph

边

鼻

半元

m

w

藏语各方言都有下列单辅音声母；

t

th

k

kh

t争 t口

t出t口h

， 口h

l

n $ 日

red j

此外，还有一些为相当多的地方所共有的单辅音声母： ．

(1)b、d，9、dz、d乙、也、z、； 康方言和安多方言农

区话都有这样一套浊声母。安多方言牧区话虽然也有这样一套浊

音，但只出现在复辅音声母里，不单独作声母。另外，安多芳言

各地和康方言的一部分地方，还有一个浊擦音声母Y(或If)。

①有些地方不读半元音而读颤音r或闪音f、擦音乙．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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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擦塞

擦



(2)ro、驻、孕、日 康方言绝大部分地方和安多方言的部

分地方都有这样一套清化鼻音。但在安多方言的相当一部分地

方，它们只出现在复辅舌中，不单独作声母。

(3)舌面清塞音c、ch(或I、th)分布在卫藏方言各地

以及康方言和安多方言的少数地方。

(4)拿除康方言的少数地方外，各地藏语都有这样一个

卷舌清擦音，但用它做声母的词很少。

(5)送气清擦音sh、口h、xh安多方言绝大多数地方有

出和xh。康方言的大多数地方有sh和口h，少数地方还有

xh，如德格、巴塘。

2．复辅音声母古藏语中复辅音声母极多。在反映古代语

香面貌的书面语中有180多个，而且有三合、四合复辅音。这些复

辅音声母在现代藏语各方言中都有不同程度的简化。除个别地方

还有少量三合复辅音声母存在而外，一般只有二合复辅音声母。在

国内三大方言中，简化最厉害的是卫藏方言，其中后藏的多数地

方复辅音声母已不存在(前藏的拉萨大部分人也是这样)。保留

最多的是安多方言，特别是安多方言的牧区话，复辅音声母都在

60个以上。据现在了解，复辅音声母保留最多的地方是四川廿孜

藏族自治州的道孚。道孚话不仅有多达一百个以上的二合复辅

昔，而且还有几个三合复辅舌。简单说来，国内藏语三大方言中

保留复辅舌声母的地方，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种不同的类型：

(1)有由双唇塞昔、鼻舌、擦昔以及其他更多的前置辅香

构成的复辅舌声母。安多方言的复辅舌就属这种类型。

(2)只有带前置鼻香的复辅舌声母。达又有三种不同的情

况：

①有由浊塞舌、浊塞擦香加上同部位前置鼻吾构成的nb、

nd、n9、ndz、nd气、n也和送气清塞音、清塞擦音加上同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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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化前置鼻音构成的nph、nth、nkh、ntsh、nt出、ntch等复

辅音声母①。康方言的部分地方(德格、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的

多数地方和西藏北部的那曲、巴青、班戈等地)就是这种情况。

②有由浊塞音、浊塞擦音加上同部位前置鼻音构成的六个复

辅音声母：nb、nd，ng、ndz，n电、rld簪。康方言大部分地方都
属这种情况。

③有由清塞音，清塞擦音加上同部位前置鼻音构成的np、

nt、rio、nk、nts、ntv、nt口七个复辅音声母。卫藏方言的前

藏、阿里以及后藏的少数地方就是这种情况。

(二)韵母

1、单元音韵母② 国内藏语三大方言一般都有a、i、U，

e、o五个单元音韵母。此外，安多方言各地、康方言大部分地

方和卫藏方言少部分地方还有单元音韵母a。卫藏方言各地和

康方言相当一部分地方，都有鼻化元音和长元音韵母。

2、复元音韵母卫藏方言各地一般都有，安多方言一般没

有，康方言除德格、甘孜一带而外，一般都有。除通常的假性复

元音而外，藏语还有真性复元音。这种复元音前后两个成分强度

相同，一样清晰。有复元音的各点，数量多寡很不相同。有的地

方只有一两个，如卫藏方言山南地区各点，一般只有au、iu两

个真性复元音韵母。而卫藏方言的阿里一带和属康方言的云南迪

庆自治州各点的复元音就比较多。

8、带辅音韵尾韵母安多方言一般都还保留有P、l(或

t)、k、m、12、日，r七个辅音韵尾。卫藏方言大部分地方有

①各种前置鼻音都用n代。

⑦这里介绍的只是三大方言都有、并且出现频率较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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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书面语所反映的语音面貌和方言情况推测，藏文创制之

时藏语尚无声调。藏语声调是随着历史上的语音演变而出现的。

一般认为，藏语声调产生和分化主要有三个因素：浊声母的清

化，复辅音声母的简化和消失，辅音韵尾的简化和脱落。

藏语还有轻声现象(如拉萨话)。轻声出现在某些单音节的

虚词和表示语法意义的附加成分以及一蝗多音节词的末一音节。

以上是藏语语音的一般情况。现以拉萨话音系为例，具体介

绍藏语语音结构情况如下。

音系举例——拉萨话音系

(一)声母 单辅音声母有二十八个。

＼、、部位
方法＼、、

双唇 舌尖前 舌尖中 舌尖后 舌面前 舌面中 舌根 喉

塞 不送气 P t c k (9)
—— 清
首 送气 ph th ch kh

塞 不送气 t8 t争 tG

擦 清
送气 tsh tsh tch音

擦音 清 不送气 S 4 夸 口 C h

鼻音 m n 玷 日 (丘)

浊 不送气
边音 1

半元 ●

血 浊 不送气 W r 】
日

7



pu,I

phu．I

tal

tha'1

c扩1

chagl

kamA

kho，l

tsal

tshal

t莘a1

tShal

tcul

tchul

sal

4al

阵]}￡]

ca3

qarjl

虫pul

男孩phaA

马tel

边缘thorjl

抬 cegl

冷 charjA

箱子 komA

听见 khal

董tsal

盐tshal

头发tsa,I

鹞鹰t§higl

十t口igl

水tchaol

土 sul

神 Col

稀疏 $ukl§u9、l

鹿 cal

漂 qapl

harjlk09"l鞋

miJ 人

nug．1 西

啊J 鱼

rjal 五

la't 工钱

h61 thorl

me,I

naJ

no—l

rjaJ

la．I

毛

羊毛

送给

看见

生长

土墙

鲜豆荚

口

跟前

完了

声音

查

青稞酒

谁

南

碎块

肉

撇出(如从汤里擞

出油沫)

愣住

火

生病

买

我

山岭

参，

◆



啊

r

】

waT33 权力 wa，JmoA 狐狸

raA 山羊 riJ 山

jal 借 ju、l 松耳石

关于声母的几点说明：

1、拉萨一部分人有由前置鼻音构成的七个复辅音声母np、

nt，TIC、nk、nts、n培、nt口(其中的n代表与后一成分同部位的

鼻音)，多数人没有。这个音系反映的是没有复辅音的人的语音。

2，高调零声母的音节实际上有一个轻微的喉塞音声母9，

低调零声母的音节实际上有一个喉擦旨声母fl，‘本音系都作零声

母处理。

8、r做声母，实际读舌尖后部位的半元音或浊擦音，做韵

尾，实际读舌尖后的颤音。

4，4，争，e、h做声母，只出现在高调的音节。

5、4做声母，在双音节词的第二音节变读作l。

．6，争做声母，在双音节词的第二音节变读作r。

7，送气音声母，在双音节词的第二音节变不送气。

(二)韵母单元音韵母有a、i，U、e、0、e，Y、o，

a和a、i、fi、§，6、邑、夕、历17个。拉萨话元音长短对立，

有区分词义和语法意义的功能。不过元音长短和声调有对当关

系，不同的声调可以反映元音的长短①，元音的长短也可以反映

不同的声调(参见声调部分)。本音系把不同的声调标出来，元

音长短不再特别加以区别。例如：

a tsa3 草 a：tsa3 跟前

a tshal 盐 a：tsha7
、 完了

①有复元音音节的声调也和有长元音音节的声调相同。此仅就单元音而言。

9



a Gal 肉7

a laJ 山岭

i tsi'l 漆

i 嘶J 人

U tchul 水

e meJ 火

a： c．a3

a： maA

i： cil

it miA

u： kul

e：tea

东方

酥油

中心

人的

带给

这里

此外还有a、5两个元音，a常带有P和m韵尾，5则只

出现在双音节词中，例如，kh5Jt§e’J“如何’’。

复元音韵母有au、iu两个。它们出现的频率都很小，而且

只出现在155和_14两个调的音节里。它们的特点是前后两

个元音的发音强度相同，一样清晰。例如t

au t蛋hauA 养麦

iu piul 猴子

cau,4 连鬓胡子

tchiuA 小乌

拉萨话有’，k、P、m、习、r六个辅音韵尾。它们能和元

音a，i，u、e、o、￡、Y，o、a结合构成韵母．结合情况如下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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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母例词。

扩 nail

ak nakl

laplt辨J

kam,4

parjl

par]

咖’1

t口ik'lpal

rl，ipl

tshiml

r1，irjl

tirl

cu9l

Cukl

tupl

numl

tu_,3A

tara

cegl

脓tha’l

风筝线上nakltshal

的玻璃粉

学校 gaplca,I

箱子 naml

草坪t口hagl

照片tara

眼pill

一样tikJpal

蔫tipJ

法律 simA．

心脏 miqA

芝麻pirl

传递 nuO,I

力 muklpal

切 supl

油 ，t莘umA

敲t口hurjA

比 murAtso’'l

生phe9l

织

墨水

五百

天

青稞酒

磨(动词)

驱逐

罪

塌．

提

名字

毛笔

西

雾

涂去

故事

出现

拳头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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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k lcel

sepl

seml

t辨日_pal

kerA

s091

mokA

t．Sopl

soml

togl

torl

sc’1

lygA．

phe92

t§opl

kemA

眼镜lekJc￡9l 格言

种马thepJ 本子

心tchemAtsel 剪刀

皮绳thegAsa日l 近来

私人．terAmoJ 爪子

生命pho’l 薪水

搪磁杯t．sokJpal 牧民

子母扣toplcu7l 力量

杉树thomA 熊

千 )ogA 来

撒 sorl 一指之宽

杀 p￡9J 埋

肥料 日妒J 哭

西藏tche’l 宗教

马嚼子tshepl 代表

鲜豆荚

关于韵母的几点说明。

1，元音a一般读作央元音A，但在声母和韵尾的影响下

又有靠前或靠后的变化。在双音节词中，如后一音节的元音是

i、u、Y时，前一音节的a变读作a。

2、09、ok、op、or中的。通常都读3。但当它们出现在

双音节词的第一音节而第二音节的元音是i、u，Y时，0的读

音不变。 ．

8，韵尾k多出现在双音节词的第一个音节。这种带韵尾

k的词素单独成词时，韵尾k多读作9。带k韵尾的单音节

词只有有限的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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