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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嘉绒译语》记录 了 清代前期的嘉绒四土话 ，
通过其 中 的藏文和汉字 注音可以 大致 归

纳近 ３００ 年前嘉绒话音 系 。 《 嘉绒译语 》 中 藏文和汉 字都有给嘉绒话注音的 功 能 ， 均 不 容忽

视
，
但也都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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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绒译语》是清代
“

西番译语
”

中的
一种 ， 属 于

“

华夷译语
”

丁种本 ， 于清乾隆十五年 （
１７５０ 年 ） 由 四

川地方政府采编完成 ，记录了清代嘉绒四土话 ，共有

２０ 个门类 、７４０ 个词语 ， 由汉语词条 、藏文和注音汉字

三部分组成 。 根据译语中的藏汉注音材料 ， 可以 了解

当时的嘉绒话音系概况
？

，对我们认识和研究嘉绒话

的历史面貌和历史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 但是前人

对于《嘉线译语》 多限于概况介绍 ，专题性研究非常

少 。 目前仅见孙宏开
ｍ
对该译语记录的嘉绒方言点

做过考察 ；池 田巧
［

２
］

将《嘉绒译语》声色门 、身体门共

５０ 个词语和现代嘉绒方言作了 比较分析 ，并且归纳

了该译语中一些常见的错误 ；西 田龙雄
［
３

］

将 《嘉绒译

语》 中的 ７４ 个词语和现代嘉绒话资料作了 比较 ，发现

其与嘉绒梭磨话一致性较强 。 《嘉绒译语》记录的清

前期嘉绒话音系面貌如何 ，其中 的藏汉注音有何特

点 、规则和局限 ，仍值得进一步探究 。

考察《嘉绒译语》所记录的嘉绒话音系 ，要参考

三类材料 ：

一是译语中 的汉字注音 ；
二是译语 中 的

藏文 ；
三是现代嘉绒 四土话的读音 。 《 嘉绒译语 》

由 四川地方政府负 责采集和编写 ， 其中 的 注音汉

字的基础方言是当时的 四川 官话 。 译语中 的藏文

也具有注音 的 功 能 。 现代嘉绒 四 土话是对清代

《嘉绒译语 》 的继承和发展 ， 可 以从现代 四土话反

观清代 四 土话 的情况
？

。 例 如 《嘉绒译语 ？ 天文

门 》 中 的
“

日
－

ｋ ｉｎ ｉ

－ 各领
”

，

ｋ ｉｎ ｉ 是藏文注音
？

，

“

各领
”

是汉字注音 （ 川西汉语方言存在
“

领
”

读 ｎ ｉ

或 Ｗ 的情况 ） ， 现代小金等地嘉绒话 中
“

太 阳
”

读

音是 ｋａ ｌ＞
ｉ

， 与译语记录一致 。

本文总结译语中的嘉绒话读音 ， 主要依据是藏

①由于资料数貴有限 ，有些音在译语 中可能并未 出现 ，
通过译

语无法看到淸代嘉绒话音系 的全貌 ，但是能 了解其大体情况 。

② 译语记录的是哪个点的嘉绒话读音 ， 目 前 尚 无定论 。 孙宏

开将卓克基音与译语的注音材料进行 比较 ， 发现 ８０％ 以上 的材料都

能对得上
，存在少童差别 ， 又与理县音作简要 比较 ，

也发现 了一定的

差别 。 林向荣认为译语记录的很可能是汶川 瓦寺一带 的读音 ， 但未

见系统论证和文章发表 。 孙宏开在其新著 ＜ 藏缅语族羌语支研究 ＞

中倾向认为 （嘉绒译语 ＞ 
记录 的可能是 四川理县一带的读音 。 参见

孙宏开 ： （ 〈 西番译语 〉考辨 ＞ ，载＜ 中 国 民族史研究 ＞  （ 第二辑 ） ，
北京 ：

中央民族学院 出版社 １ ９８９ 年版 ，第 ３２７
—

３４２ 页和 （藏缅语族羌语支

研究 》 ，
北京 ：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 １ ６ 年版 ，第 ５ 页 。

③ 本文藏文注音采用拉丁转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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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绒译语》 中的嘉绒话音系及其注音特点

汉注音材料 ，
必要时也会参考现代嘉绒 四土话的材

料 ，
主要是卓克基 、脚木足 、小金 、 理县和汶川 的材

料 。 卓克基材料引 自 《汉嘉戎词典 》

［
４

］

、理县材料部

分引 自 《嘉绒语词汇研究 ；

＞
〉

［
５

］

，其余材料均为我们 田

野调查所得 。 如果是各地普遍存在的读音 ， 则不再

标明地点 ，如果是个别地点调查到的读音 ，则在读音

旁以小字注明来源地点 。

—

、声母系统

（

一

） 单辅音

１ ． 单辅音系统

译语中出现的单辅音声母如下表所示 。

关于表 １ 的单辅音系统 ，有如下说明 ：

（
１

） 表中加 ＊ 的音是译语中未直接出现 ， 根据

表 １
： 《嘉绒译语》所记嘉绒话的单辅音声母系统

音部位
发音方法

双唇音 舌尖音 卷舌音 舌叶音 舌面音 舌根音 喉音

塞音／塞擦音

Ｐ
ｔ ｔｓ ｔｐ

ｋ

ｐ
ｈ ｔｈ ｔｓｈ ｔ

ｇｈ ｋｈ

＊

ｂ ｄ
９

鼻音 ｍ ｎ
Ｘ＼

边音／边擦音／颤音 ｌ
，
＊

，

ｒ

擦音 ｓ
，

ｚ
Ｊ ． ３

ｈ

半元音 ｗ
ｊ

语音的系统性并参考现代嘉绒话音系补人的？ 。

（
２

）表中 嗥
－ 组辅音是 由译语中藏文 ｋ

ｙ

－ 记录

的 ，
而不是藏文 ｃ

－ 记录的 ，推测实际音值可能接近

于 ％

－

，这里仍按常规写法 ，
记作 ｔｐ

－

。

（
１ １

）
ｒ

：
３４６ 线 －

ｔａｒｅｂ
－ 达惹 （今读 ｔａｒｉ

，
汉字音

中无额音 ，
以 日母 注音 ） ；

６４８ 阻挡 － ｋａｒ〇ｍ
－ 阿

让 （今读 ｋａｒｏｍ
，
汉字音中无颤音 ，

以 日母 ４
－注音 ）

（
１ ２

）
ｔｓ

：

４星 －

ｔｓｕｖｕｒｉ
－ 奏惹

（
３

）译语中嘉绒话的显著特点就是有 四套塞擦

音 ，判断的依据是其对应 的藏文注音也有 四套 （汉

字注音只能表现出三套 ） ，分别是 ：

藏文 ｋｙ
－ ＝ 汉字音 ｔｐ

－ ＝嘉绒话 ｔｐ
－

；

藏文 ｃ
－ ＝ 汉字音 ｔ

§

－ ＝ 嘉绒话 ｔ
ｊ

＊

－

；

藏文 ｔｒ／ ｋｒ
－ ＝ 汉字音 ｔ

§

－ ＝ 嘉缴话 ｔ
ｇ

－

；

藏文 ｔｓ
－ ＝ 汉字音 ｔｓ

－ ＝ 嘉缠话 ｔｓ
－

。

２ ． 单辅音举例

根据 目 前已知 的材料判断 ，译语中一共直接出

现了３０ 个单辅音声母 ，举例如下 。

（
１

） ｐ ： 
１ ５２

奴婢 －

ｐａｎｃｈｕｎ
ｇ

－ 板仲②

（
２

） ｐ
ｈ

：
５６８

请 －

ｔａｐｈｅ
－ 达辟

（
３

）
ｍ

：
１ ６ １母 －

ａｍａ
－ 阿马

（
４

） ｗ ：
７０

浅 － ｋ ｉｗａ
－ 各凹

（
５

）
ｔ

：
ｌ天 －

ｔｕｍｕ
－ 得某

（
６

）
ｔｈ

：

３６９
藏经 －

ｔｉ ｔｈａｖ
－ 的他

（
７

）
ｄ

：
２ １６念 －

ｋｈａｖｄｏｎ
－ 卡独 （今读

ｋａｄｏｎ
）

（
８

）
ｎ

：
２３２

房 －

ｎａｓｋｈａｎｇ
－ 纳色康

（
９

）
１

：
４９中 国 －

ｋ ｉ ｌａ
－ 该那

（
ｌ 〇Ｈ ：

４０ １ 南 －

ｌｈｏ
－ 洛 （ 汉字音无 ＊

－

，
用 １

－

注音 ；藏文用 ｌｈ － 注音 ，较确切 ）

（
１ ３

） 

ｔｓｈ
 ：
２８９

磐 －

ｔｓｈａｎｇ ｔｓｈａｎ
ｇ

－ 仓仓

（
１ ４

）
ｓ

：
３ １０

酪 －

ｓｏｗａ
－ 朔挖

（
１ ５

）
ｚ

：
６４ 桥 －

ｚａｍ
＿ 桑 （ 汉字音无 ｚ

－

， 以 ｓ
－

代之 ）

（
１ ６

）
ｔ
ｇ ：
４０７

前 －

ｔ ｉｔｒｉ － 得止

（
１ ７

）
ｔ
Ｊ ：

３ １虚空 －

ｗａｂｃａｓ－ 挖乍

（
１ ８

） 
ｔｊｈ  ：

２９６小鼓

＿

ｍ
ｇ
ａｃｈｕｎ

ｇ

－额冲

（
１ ９

）
Ｊ ：

４９３铁 －

ｓｈｏｒｎ
－ 赏 （今读Ｊｏ

ｍ
或Ｊ

ａｍ
）

（
２０

）
３ ：

３９２
奏文 －

ｓｎｙ
ｉｎ
ｇｚｈｕ

－ 色年如

（
２ １

）
ｔｐ ：

３ ６６释迦 －

ｓｈａｋ
ｙａ ｔｈｕｂｐａ

－ 沙 甲

拖巴

（
２２

）
ｔｐ
ｈ

：
３ １ １酒 － ｋｈ

ｙａｖ
－ 洽

（
２３

） 电 ：

４ １ ８ 竹 －

ｇｙ
ｏ
－ 足 （ 今读如 ）

（
２４

）
１＾ ：

６７９ 当 －

ｎｏｍｎ
ｙ
ｏ
－ 那木了 （ 注音汉字

①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卓克基嘉绒话单辅音声母共 ３２ 个 ， 参

见林向荣 ： 《嘉戎语研究 》 ，成都 ： 四川 民族出版社 １ ９９３ 年版 ，第 ４
一

５

页 。 其中 ３０ 个均在 《嘉线译语》 中直接出现 ，仅 ｂ 、 ｔ 由 两个音可能 由

于词条数量所限 ， 未能在译语 中直接 出 现 。 可见 ， 就单辅音声母而

言 ，译语与 ５０ 年代的调査资料一致 。

② 数字是该词条在译语 ７４０ 词 中 的 出现次序 ，
之后分别为

汉语词条 、藏文注音和汉字注音 。 括号内是补充说明的 内容 ，下同 。

１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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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母细音读 ， 与藏文 ｎ
ｙ  ［ 办 ］ 同 ）

（
２５

） ｊ ：
２５９

锅 －

ｔａｙ
ｏｍ

－ 达养

（
２６

）
ｋ

：
２日

－

ｋ ｉｎｉ
－各领

（
２７

）
ｋｈ

：
２３９梁 －

ｋｈｅｐｏ
－ 克保

（
２８

） ｇ ：
９２ 润 － ｋｈａｖｉｇ

ｕ
－ 开固 （ 今理县古尔沟

音 ｋｈａｉｇ
ｕ

，指旧时嘉绒藏区使用的木制水管 ，用来

从山上往下引水 ）

（
２９

） ｇ ：
４９０ 银 －

ｐａ
ｎ
ｇｎｇｅ

－ 邦挨 （ 注音汉字是

影母开 口
，声母为 ｇ

－

，与藏文注音同 ）

（
３０

）
ｈ

：
７３０

鞑靼 －

ｈｏｒｐａ
－ 火儿罢

（ ； ） 复辅音声母

复辅音声母分为二合复辅音和三合复辅音两

类 ，

二合复辅音又有加前置辅音和后置辅★两种类

型
，
以下分别举例说明 。

１ ． 带前置辅音的二合复辅音

（
１

）前置辅音为塞音 户
－

ｐｔ
ｊ ：

６０６ 应用 －

ｋａｂｃｏ
－ 阿不卓

（
２

）前置辅音为擦音 ９／ｚ／
Ｊ
－

１
）
２ （１

：
６ １ 墙 －

８＆ ８ ＜１６
－ 色带 （ 今读 ２ （＾

）

２
） 

ｚ
ｇ ：

５２２ 姜黄 －

ｓｇａｓｏｒ 
－

日 葛撒 （今读 ｚ
ｇ
ａ

）

３
）
ｓｋ

：
１ ４５

使臣 －

ｄｒｕｓｋｏｒ
－ 中色可

４
）

ｓｔ
： 
５９３ 若干 －

ｔｈｅｓｒｅ
－ 特色底 （ 今读 ｔ

ｈ

ｅ

①
，汉字音较确切 ， 藏文注音 ｓｒ

＿

％ 或为 ｓｄ

之误 ，
因两者字形相似 ）

５
）
ｓｗ

：
２０３

齿 －

ｔｉｓｗａ
－ 的色凹 （ 今音ｔａｓｗａ

，汉

字
“

色凹
”

＝ ｓｗａ
，藏文以前一音节的后加字 －

ｓ 记录

后一音节的前置辅音 ｓ
－

 ；

“

Ｕ
－ 的

”

［
ｔ３

］ 是嘉绒话名

词前缀 ）

６
） 
ｓｐ ： 

１ ８８ 继母 －

ｔａｓｐ
ｏｄｍｏ

－ 的色波某

７
）
ｓｇ ：

２８ 霜降 －

ｓａｓｎ
ｇ
ａｒ

－ 色庵儿 （ 藏文既有独

立音节 ｓａ
－

、又有前置辅音 Ｓ
－

；
汉字

“

庵
”

是影母开

口洪音 ，在四川官话中声母为 〇
－

）

８
）
ｓｎ

：
８７ 好水 － ｔｉｃ ｉｓｎａ

－ 的之色难

９
） 

ｓｍ
： 
１ １露 －

ｓｍｏｎ
ｇｚｕ

－ 色某佐

１ ０
） 

ｓｔｐ  ：
４４４

鹰 －

ｓｋ
ｙ
ａｇ

－ 色 甲

１ １
） ｊ

ｔ
ｊ ：

５４０ 十 －

ｓｈｅ
－ 十者 （ 今读 Ｊｔ

Ｊ
ｅ 小金 ， 藏

文不确切 ， 疑误 ，汉字记音较确切 ）

１ ２
） Ｊ

ｔ
：
１ ０６

寒 －

ｍｕｓｈａｔｈａｇ
－ 莫十达 （ 今读 ｍ３

＿ｆ
ｔａｋ

，藏文以独立的音节 ｓｈａ 记录前置辅音 Ｊ

－

， 应

是藏文拼合规则所限 ， 因为 ｓｈ
－ 不能作为藏语音节

的前置辅音 ；
汉字以

“

十
”

记录 Ｊ

１

－

，较确切 ）

１ ３
）如 ：

１ ５３ 聪明 － ＾ 如８
１
＞〇

－ 个十保 （ 汉字 以

“

十
”

记录前置辅音
＿ｒ

－

，藏文以独立的音节记录 ）

１４
） Ｊｌ＞ ：

１０２日
－

ｐ
ｈｅｓｈ ｉｎ ｉ

－ 不十领 （ 今读 －

，
汉字注音

“

领
”

在译语汉字音系 中的读音是

巾 ，今小金一带四川话仍有此种读法 ）

１ ５
） Ｊ

ｎ
：
２００

鼻

＿ ｔｉｓｈ ｉｍａ
＿

的什难

１ ６
） Ｊ
ｍ

：
２ １ １舌 －

ｔ ｉｓｈｅｍｅ
－ 的什敏

１ ７
）

Ｊ
Ｔｃｈ

 ：
２ １ ０

疮 －

ｔａｓｈｕｋｈｏｄ
－ 的什可

（
３

）前置辅音为 ｒ
－

１
） 

ｒｗ
： 

ｌ２
雨 －

ｄｕｒｗａ

－得儿凹 （ ４
＂

＾ 
ｔａｒｗｅ

ｊ ｊｙ 丨

丨

，藏

文以前音节的韵尾 －

ｒ 作为后一音节的前置 ｒ 
－

，与藏

文拼合规则限制有关 ；

“

ｄｕ
＿ 得

”

［
１３ ］是前缀 ）

２
） 

ｒｔｓｈ
 ：
４３９鹿 －

ｋａｒｔｓｈｏ
－ 阿耳簾思 （

‘ ‘

ｋａ 
－ 阿

”

是名词前缀 ）

３
）
ｒｔｐ ：

２７５ 甲
－

ｓｋ
ｙ
ａ ｌａｎｇ

－ 而 甲 纳 （ 藏文以 ｓ

－ 记录 ｒ
＿

）

４
）
ｒｔ

：
３２８帽 －

ｔａｒ ｔｉ
－ 达儿底

５
）

１
７

＞
：

１ ０９ 冻 －

１１８１ ２ １１ ￡１１１１
－ 那儿榜 （藏文注音 中

的 此 － 可能有误 ，或为 ｐ
－

）

６
）印 ：

４４５ 驼 －

ｍ
ｇａｍｏ

－ 而安某 （

“

安
”

在 四川

话中声母为 Ｄ
－

， 与藏文 ｎｇ
－ 同 ）

７
） 
ｎ＞ 

：
２２５毛 － ｄａｒｍｙｅｇ

－ 达儿领

８
）

１１１
：
１ ９９ 耳 －

１ 丨 ３１１８
－ 的耳难

９
）
ｒｍ

：
１ ３ Ｓ －

ｄａｒｒｍｏｎ
ｇ
－ 得儿某

１ ０
）
成

：
３７５ 雕像 ＿

８ １？？ 口３
－ 而各思巴

１ １
） 

ｒｄ； ： 

５６海 －

ｒ
ｇｙａｍ ｔｓｈｏ

－ 儿降从

１ ２
）

ｉ
ｊ ：
５４ １百 －

ｐｅｒ
ｇｙ

ａ
－ 百耳牙 （ 今读ｐａｑａ ，

汉字注音准确 ，藏文不甚确切 ）

１ ３
）
ｒ
ｇ ：

３７８ 三宝 －

ｒ
ｇ
ａｗａ

－ 而阿凹 （译语中经

常使用
“

阿
”

对译 ｋａ 或者 ｇａ ）

１４
）
ｒｂ

：
２８ １鼓 －

ｄｕｂｒｏ
－ 的儿播 （ 今读

ｔａｒｂｏ
，

汉字注音准确 ，藏文以 ｂｒ 

－ 记 ｒｂ
－

，不甚确切 ）

（
４

）前置辅音为鼻音 ｍ／ｎ／
ｇ
－

１
） 

ｎｔ
ｊ
ｌｉ

 ：
２４０柱 －

ｔａｎｃｈｏｓｓｅ
－ 胆迟 （ 前置ｎ

－

用前一音节的韵尾表示 ，藏文和汉字均是如此 ，

ｔａ
－

为嘉绒话名词前缀 ）

① 脚木足为地名 ，此处意为 ｌ

ｈ

ｅ 出 这个读音是在脚木足这

个地方査到的 。 后文体例同此 。

１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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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ｇ

ｋｈｕ
：
４０８ 后 －

ｔ ｉｖｋｈｕ
－ 登库 （ 藏文以 ｖ

－ 记

录前置鼻音 ）

３
）
ｎｄｚ

：
２２ １指 －

ｔａｙ
－

ｙ
ａｖｄｚｏ

－ 达养坐

４
） 

ｍ ｔｊ
ｈ

 ：

２０２
唇 －

ｔｉｎｍｃｈ ｉ
－ 登齿

５
）
ｍ ｔ

ｇ ：
１ ８ １老 － ｋｉｍｕｄｒｏｒｉ － 各莫卓 （ 藏文

和汉字均用独立音节
“

ｍｕ
－ 莫

”

记 ｍ
－

）

６
） 

ｍｔｓ
： 
１ ２９

半 日
－

ｔ ｉｍ ｔｓｏ
－ 登作

７
）

１１＾ ：
４ １ ０ 外 －

１＾ 卩
１１。

－ 温波 （ 今读 抓１ １１＾〇
，

汉字注音确切 ）

８
）
ｍ ｉ ｔ ：

９５边 －

ｗｕｍｎ
ｙ
ｅ
－ 温力

９
）
ｍｄｚ

：１ ３７官 －

ｋｉｍｄｚｕ－ 更 据 （ 今读ｋａ

ｍｄｚｕ
，藏汉文均标注 出 了前置鼻音 ， 藏文 ｍ

－ 更确

切 ，汉字用前字鼻音韵尾标注出后字鼻冠成分 ，但汉

字无 － ｍ 尾 ，故只能以其他韵尾代替 ）

１ ０
）
ｍｄ

：
３６ １

柳青 －

ｌｃａｎ
ｇｙ

ｉｍｄｏｇ
－卓引道

（
５

） 前置辅音为流音 ｊ
／ｗ －

１
）
ｗ

ｊ
：
７ 电 －

ｔｕｙｅ
－ 倒也 （ 汉字注音较准确 ，倒

也 ［
ｔａｕ ｊ

ｅ
］ ，记录的嘉绒话为 ｔａ

－

ｗ
ｊ
ｅ

，
以前一个注

音汉字的 －

ｕ 韵尾作为后一音节的前置辅音 ； 卓克

基音 ｔａｂ
ｊ
ａ

，译语的 ｗ
ｊ
ｅ 应源 自早期的 Ｉｊ

ａ
） ，

２
） ｊｐ ：

９雪 －

ｄａｄｓｐａｇ
－ 代巴 （今读

ｔａｊｐａ ，
汉字

注音较准确 ，
以

“

代巴
”

［
ｔａｉｐａ ］ 注 ［

ｔａｊｐａ ］ ， 以前字

韵尾 －

ｉ 标后字前置辅音 ｊ

－

； 藏文注音不甚确切 ，

－

（１ 可能有 －

＿＾化倾向 ）

２ ． 带后置辅音的二合复辅音

（
１

）
ｓ ｌ

：
１ ４２

师傅 －

ｓ ｌｏｂｄｐｏｎ
－ 色勒奔

（
２

）
ｓｒ

：
５４７

一两 －

ｔａｓｒａｎ
ｇ

－ 打色让

（
３

）ｐｒ
：３５ １白

－ ｋｉｂｒｏｍ
－ 各 不 （ 今 读ｋｓ

ｐｒｏｍ ，藏文注音准确 ，
汉字注音将音节简化 ， 未注出

后置辅音 －

ｒ
＿ 和韵尾 ＿

ｍ
）

（
４

） ｐｊ ：
３３５褥 －

ｔａｂ
ｙ
ｏ
－ 达标 （ 今读ｔａｐｊ

ｏ
） ；

４０２ 北 －

ｂ
ｙａｎｇ

－ 便 （ 今读 ｐｊ
ａｇ ，藏文注音更准确 ， 汉

字无音节 ｐｊ
ａｇ ，故以 ｐｊ

ａｎ
“

便
”

代之 ）

（
５

） ｐ
ｈ
ｊ ： 

６２９
拜 －

ｐｈｙａｇ

＿

辟 （今读ｐ

ｈ

ｊ
ａｋ

，藏文注

音更准确 ）

（
６

） 

ｋｈｒ
： 

３０９ 米 －

ｋｈｒｉ
－ 克 （ 今读 ｋｈｒｉ

， 藏文注音

更准确 ，
汉字未注出 －

ｒ
－

， 因汉字音系局限所致 ） ；

６２６可怜 －

ｍａｋｈｒｅ
－ 马克 （ 今读

ｍａｇｋ
ｈ

ｒｅ
）

（
７

） ：
４ １ ９ 莲花 －

ｌｅｎｈｗａ
－ 莲花 （汉语借词 ）

３ ． 三合复辅音

１ ２６

（
１

）
ｓｐｊ

：
４４０

狼 －

ｓｐｙａｋｕ
－ 色卡 固 （ 今读ｓｐｊ

ａｇ

，藏文注音较为准确 ，汉字
“

卡
”

疑为
“

片
”

之误 ）

（
２

） 
ｓｋｒ

 ：
７２６地界 －

ｓａｃｈａｓ
ｇ
ｒａ

－ 撤刹色阿 （ 汉

字注音
“

阿
”

在译语中常用来给 ｋａ 注音 ， 故
“

色阿
”

即 ｓｋａ
，参考藏文注音 ｓ

ｇ
ｒａ

， 推测其所注嘉绒话音是

Ｓｋｒａ
，
－

ｒ
－音汉字未注出 ）

（
３

）
ｍ
ｐ
ｈ

ｊ ：
３ ８２

赞美 －

ｋｉｖ ｌｃｈｙａ
ｒ
－ 更票 （ 今读

ｋ ｉ

ｍｐ

ｈ

ｊ
〇ｒ

，意为
“

漂亮
”

；
汉字注音较为准确 ，

以
“

更
”

的

韵尾标注后一音节的鼻冠成分 ，藏文注音基字不当 ，

推测应为 ｋｉｖｐｈｙａｒ ）

二
、韵母系统

（

一

） 单元音韵母

１ ．ａ
： 
１ ６ １ 母亲 －

ａｍａ
－ 阿妈

２ ． ｕ
 ：
３９２

奏文 －

ｓｎｙ
ｉｎ
ｇｚｈｕ

－ 色年如

３ ． 〇
：
５５３ 我 －

耶〇
７〇

－ 我要

４ ． ｉ
：
３２８帽 －

ｔａｒ ｔ ｉ
－ 达儿底

５ ． ３ ：
３ 月 －

１１＾ １３
－ 责纳 （今读 １８３ １３

）

６ ．ｅ
：
２３ ９

梁 －

ｋｈｅｐｏ
－ 克保

（
二

） 复元音韵母 （ 带元音韵尾 －

ｉ／
－

ＩＩ
）

１ ．ｕｉ
： 
４３７狐 －

ｋｕｔｈｕｗａ
－ 各腿 （ 今读ｋａ

ｔｈｕｉ
，
汉字注音准确表现出复元音 －

ｕｉ
）

２ ．ａｉ
：９２涧 － ｋｈａｖ ｉｇ

ｕ
－ 开 固 （ 今 读ｋｈａｉ

９
°
理县 ）

３ ．３Ｕ
：

４星 －

ｔｓｕｖｕｒｉ
－ 奏惹 （今读ｔＳ３ｕｒｅ

）

４ ＿ａｕ ：
４４日 遮 －

ｋ ｉｎｉｔａｖｕｌａｖ ｉ
－ 各领道乃

；

５ １ ６ 草果 －

ｔｓｈａｖｕｋｏ
－ 草果 （汉语借词 ）

（
三

） 带辅音韵尾的韵母

１ ． 带塞音韵尾 －

ｐ
／ ｔ／ｋ 的韵母

（
１

）
ａｐ ：

３２６
苦 － ｋ ｉｔｓａｂ

－ 各渔 （ 今读
ｋａ ｔｐａｐ ，

汉字未标注韵尾 ）

（
２

）
ａｐ ：

４００ 西 －

ｎｕｂ
－ 奴 （ 今读 ｎａｐ ， 藏文注音

准确 ，
汉字未注韵尾 ）

（
３

）
ｏｐ ：

６ １ １
打 － ｋａ ｔｏｂ － 阿斗 （今读

ｋａ ｔｏｐ ，藏

文注音准确 ，汉字未注韵尾 ）

（
４

）吣 ６６７ 写 －

１＾ １３ （１
－ 阿乃 （ 今读 １＾ １故

小金 ，

汉字未标注韵尾 ）

（
５

）
ｏｋ

： 
２６ １桌 －

ｂｃｏｇｃｅｓ
－ 桌子 （ 今读ｔｐｏｋ

ｔｓｅ
，汉语借词 ，

“

桌
”

为江摄人声 ， 中古有 －

ｋ 尾
， 推

测
“

桌
”

借人嘉绒话时仍有 －

ｋ
， 现代嘉绒话中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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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 了
“

桌
”

的 －

ｋ 尾 ） ；
６＆４了 －

ｎａｙｏｇ
－ 那腰 （今

读 ｎａｊ
ｏｋ

，汉字未记录韵尾 ）

（
６

）
ａｋ

：
４ １ ６ 林 －

ｎａｇｃａｎ
－ 纳各 战 （ 汉 字 以

“

各
”

给嘉绒话 － ｋ 尾注音 ） ；

４５６ 猪 －

ｐａｇ

－ 把 （ 今读

ｐａｋ ，汉字未标注韵尾 ）

２ ． 带鼻音韵尾 －

ｍ／ｎ／ｇ 的韵母

（
１

） 
ａｍ

 ：
５３ ３三 － ｋ ｉｂｓａｍ 

－ 各桑 （今读
ｋａｓａｍ

，

汉字以 －

Ｄ 尾标注嘉绒话的
－

ｍ 尾 ）

（
２

）
ｏｍ

：３５ １白
－

ｋ ｉｂｒｏｍ
－ 各 不 （ 今读ｋａ

ｐｒｏｍ ，藏文注音准确 ，
汉字音未记录 －

ｍ 韵尾 ）

（
３

）
ａｎ

：
１ ５２

奴婢 －

ｐａｎｃｈｕｎ
ｇ
－ 板仲

（
４

）

＇

ｅｎ
：２４７塔 －

ｍ ｔｈｏｒｔｅｎ
－ 出 儿登 （ 今读

ｍｔｐ

ｂ

ｏ 穿ｅｎｗ木足 、ｔｆｈｏｒｔ ｉｅｎ小金 ，藏文第一音节基字 ｔｈ

－ 或为 ｃｈ
－

）

（
５
）

ｏｎ
：
２ １ ６念 －

ｋｈａｖｄｏｎ－ 卡 独 （ 今读ｋａ

ｄｏｎ
，藏文注音准确 ，

汉字未标注 －

ｎ 尾 ）

（
６

）
ｏｇ ：

３５５ 紫 －

ｒｔｓｏｎ
ｇｓ ｉ

－ 棕色 （汉语借词 ）

（
７

）
ｉ
ｇ ：

３ ３８ 绫 －

ｌｉｎ
ｇｒｃｅｄ

－ 续子 （ 汉语借词 ）

（
８

）
ｕｇ ：

１ ８水辨 －

ｂ
ｙ

ｉｋｈｕｎｇ ｔｓ ｉ
－辟空之

３ ． 带韵尾 －

ｒ／ １／ ｓ 的韵母

（
１

）
ａｒ

：
９７ 春 －

ｐｕｒｅａｒｋｏｍ
－ 不则儿 闪 （ 汉字

以
“

儿
”

注嘉绒话的 －

ｒ 韵尾 ） ；

５７７ 寻 －

ｋａｓａｒ
－ 阿

撒 （今读 ｋａｓａｒ
，
汉字未标注韵尾 ）

（
２

）ｏｔ ：
４２７桃 －

ｓｕｒｓａ
－ 色惹撒 （ 今读ｓａｒ

８ａ
脚木足 ）

（
３

） 
ｏｒ

：
２７ ８兵器 －

ｖｋｈｏｒｇｓｕｍ ｌａｇ

－ 可儿生纳

各刹

（
４

）
ａｌ

：
１ ３４ 朝廷 －

ｒｇｙ
ａｌｐｏ

－ 及儿补 （ 今读 細

Ｐ〇 ）

（
５

）
ｅｌ

：
４８４玛瑙 －

８ｐ〇ｓｈｅｌ
－ 色波射 （ 今读ｓｐｏ

Ｊｅ
ｌ

脚木足 ）

（
６

）
ａｓ

：
５５２

—

同
－

ｔａｋｈｙａｓ
－ 打洽思 （ 汉字以

“

思
”

字标注 －

ｓ 韵尾 ）

（
７

） ３８
：
５ ３７ 七 －

１￡ 丨 ３１１ ；

－ 各什冷思 （ 今读 １^

Ｊ
ｎａｓ

，
汉字注音准确 ，鼻边音不分 ， 以

“

冷
”

注音 ｎ
－

；

藏文未标注韵尾

（
８

） 
ｉｓ

： 
３ ８０ 声 闻 －

ｋａｍ ｉｓ ｉ
－ 阿敏思 （ 今读 ｋａ

汉字 注音较 为 准确 ， 藏 文 ｓ ｉ 疑为

自Ｍ ｉｓ
）

‘

 （
９

）
ｏｓ

：
５７３若是 －

ｎ
ｇｏ

ｓ
－ 我思

三 、藏汉注音特点

（

一

） 准确性和规则性

译语中的藏文和汉字注音基本能够反映出 当时

的嘉绒话的读音 ，具有明显的准确性和规则性 。 表

２ 列出 《嘉级译语》藏汉注音的对应规则 ， 其中藏文

注音仅列 出相应的辅音或者元音 ， 汉字注音列 出汉

字的声母或者韵母的音值 ， 同时举出一个注音汉字

作为例子 。 表中 的
“

拟嘉绒音
”

指拟测 的译语记录

的嘉绒话读音 。

（
二

） 局限性和互补性

表 ２ 也体现出译语注音的局限性所在 。 这种局

限性表现为 ：
ｈ 注音文字的语音系统中找不到与嘉

线话对等的音 ，而注以相近的音 ，例如汉字 以 标

注 Ｊ

＂

－

。 ２ ． 嘉绒话中两个不 同 的音 ， 在注音系统 中

无法区别 ，用相同的字或者字母注音 ，例如嘉绒话的

ｓ／ｚ
－ 在汉字注音中均为 Ｓ

－

。 ３ ． 嘉绒话中的音在注

音系统中没有 ，藏文或者汉字未能注出此音 ，例如嘉

线话的塞音韵尾 ，汉字音未能注出 。

具体而言 ，单辅音 中 的 ｎ／ １／ｉ
， 在藏文 中分别用

ｎ／ １／ｌｈ
－ 注音 ，记音准确 ，但这三个音对应的汉字音

声母相同 ，甚至可 以使用 同一个汉字标注这三个不

同的音 ，例如 ：

（
１

）

“

那
”

注 ｎ
：
６ １ ８ 管待 －

ｓｋａｎａｐｈｅ
－ 阿那佩

－ ｋａｎａｐ

ｈ

ｅ

（
２

）

“

那
”

注
１

：
４９中 国 －

ｋｉ

，

ｌａ
－该那 －

ｋ３ｌａ

（
３

）

“

那
”

注＊ ：
３６７

神 －

ｌｈａ
－ 那 －

ｉａ

舌尖顗音 ｒ
－

， 藏文 以 ｒ
－ 注音较为准确 ， 汉语

中无颤音 ，故以音近的 日 母字注音 。 嘉绒话中 的 ｔ
§

－

、 ｔｊ

－ 是两组不 同 的塞擦音 ， 藏文注音有所区别 ，

分别用 ＆
－ 和 ｃ

－ 组藏文注音 ， 汉字注音则未加 区

别 ，均用知系卷舌声母字注音 。 这都体现出汉字注

音的局限性 。

前置辅音中的 ｓ
－ 和 ｚ 

－

，在藏文和汉字中均未

加区别 ，注音相同 。 不过嘉绒话中 的 ｓ
－ 和 ｚ

－ 是互

补的 ，
ｓ
－ 只 出现在淸辅音之前 、

ｚ
－ 只 出现在浊辅音

之前 ，藏文的前置辅音 ｓ
－ 会因基字清浊 的不 同而

有不同的音值 ，故也存在两个互补的音值 ，在现代安

多话中浊音基字前的 ｓ
－ 变为 ［

ｒ
］ 或者 ［

ｆｉ
］

Ｗ
，
而记

录 嘉绒话 ｚ
－ 的藏文也均 出现在浊音基字之前 。我

１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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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 《嘉绒译语》藏汉注音对应规则

拟嘉绒音 译语注音 拟嘉绒音 译语注音

音类 音值 藏文 汉字 音类 音值 藏文 汉字

Ｐ Ｐ ｐ 

－ 板 Ｐ Ｐ ｐ

－ 不

ｐｈ ｐｈ ｐ
ｈ
－ 辟 Ｓ ｓ ｓ 

－ 色

ｍ ｍ ｍ
－ 马 Ｚ ｓ 后加浊音基字 ｓ

－ 色

ｗ ｗ ｗ
－ 凹 复辅音的前置辅音 ； ｓｈｅ／ ｓｈａ

等 ｇ

－ 十／什

ｔ ｔ ｔ
－ 得 ｒ ｒ／ ｓ Ｊ Ｌ／耳／而

ｔｈ ｔｈ ｔＫ 
－ 他 ｍ／ｎ／ｇ 前加字 ｍ／ｎ／ｖ － Ｎ

（ 鼻音韵尾 ）

ｄ ｄ ｔ

－ 独 ｗ／
ｊ 前音节 －

ｕ／ｄ
－

ｕ／ ｉ
 （元音韵尾 ）

ｎ ｎ ｎ／１
－ 那 １ 下加字 ｉ １

－ 勒

１ １ ｎ／ｌ
－ 那

复辅音的后置辅音
ｒ 下加字 ｒ ０

①
／ Ｚ

Ｌ

－ 让

ｌｈ ｎ／ｌ
－ 那 ｊ 下加字 ｙ

ｉ 介音 ＿ 标

ｒ ｒ 及
－ 让 ｗ 下加字 Ｗ ｕ 介音 － 花

ｔｓ ｔｓ ｔｓ
－ 奏 ａ ａ ａ

－ 马

ｔｓｈ ｔｓｈ ｔｓｈ
＿

仓 ｉ ｉ 
－ 底

单

辅

音

ｓ ｓ ｓ 
－ 朔

单元音
ｕ ｕ ｕ 

－ 如

ｚ ｚ ｓ 
－ 桑 ｅ ｅ ｅ 

－ 克

ｔｒ／ｋｒ ｔ
§

－ 止 ｏ ｏ ０
－ 我

ｔ
ｊ

ｃ ｔ
ｇ

－ 乍 ９ ｉ／ｕ ｅ
－ 责

ｔｊｈ ｃｈ ｔ ＃ｌ
－ 冲 ｕ ｉ ｕ ｕ ｉ 

－ 腿

ｓｈ
ｇ

－ 赏
复元音

ａｉ ａｖｉ ａｉ
－ 开

３
ｚｈ 如 ａｕ ｕｖｕ ３Ｕ

－奏

ｔｐ
ｋ
ｙ 嗥

－ 甲 ａｕ ａｖｕ ａｕ 
－ 道

ｔ＾ｈ ｋｈｙ ｔｐ
ｈ
－ 洽 Ｐ 后加字 ｂ ０

ｎ
ｙ 了 塞音韵尾 ｔ 后加字 ｄ ０

ｊ ｙ ｊ

－ 养 ｋ 后加字 ｇ 〇／各

ｋ ｋ ｋ
－ 各 ｍ ｍ

ｇ

一 桑

ｋｈ ｋｈ ｋｈ － 客 鼻音韵尾 ｎ ｎ ｎ 
－ 板

ｇ ｇ
ｋ
－ 固 ５ ５ Ｄ

－ 空

５ ？ｎｇ ｇ

－ 挨 ｒ ｒ 儿

ｈ ｈ ｘ 

－ 火
其他韵尾 １ １ 儿

ｓ ｓ 思

们推测译语中浊音基字前的 Ｓ
－ 可能读为 ［

Ｚ
］ ，但汉

字均多用
“

色
”

注音 ，从这个角度看 ， 藏文注音更加

确切 。 嘉线话的前置辅音 Ｊ

＂

－

， 在藏文 中与 ｓｈ
－ 音

近 ，但是 ｓｈ
－ 在藏语中不能作前置辅音 ， 因此藏文

注音往往以 ｓｈｅ／ Ｓｈａ／ Ｓｈｉ 等 以 ｓｈ
－ 为基字的独立的

音节标注嘉域话的 Ｊ

－

，汉字注音则 以 §

－ 为声母的
“

十／什
”

等字标注 ， 较为准确 。 嘉绒话的前置辅音

ｗ／
ｊ

－ 在译语中 出现次数较少 ， 藏文难以准确注音 ，

汉字以
“

倒 、代
”

的韵尾 －

ｕ 和 －

ｉ 来标注后一音节的

ｗ／
ｊ

－

，较为巧妙 、准确 。 后置辅音 ｒ
－在藏文中用下

加字 ｒ
－ 标注 ，

汉字注音多未能注出 。

塞音韵尾藏文注音较为准确 ，汉字无法标注 ，仅

在个别词语中用
“

各
”

给 －

ｋ 尾注音 。 虽然中古汉语

１ ２８

人声字存在 －

ｐ／ ｔ／ｋ 韵尾 ， 但是 《嘉绒译语》汉字人

声字与藏文塞音尾音节之间无系统的对应规律 ，
汉

字注音系统已经看不出有塞音尾的痕迹 ， 现代 四川

官话中入声字也无塞音尾 。 嘉绒话鼻音韵尾的 －

ｍ

汉字以 尾记录 ，
也是因为汉字音系本身的局限 。

－

１

？

和 －

１ 是两个不 同 的韵尾 ， 藏文可 以 区别 ，汉字

均以
“

儿
”

等字为之注音 ，
无法区别 。

总体而言 ，汉字注音的局限性更多 。

一方面是

汉语音系局限所致 ，汉语中辅音系统较为简单 ，嘉绒

话的部分辅音汉语没有 ，故无法准确标注 ，例如藏文

所记录的嘉绒话音中的介音 －

ｒ
－ 未见汉字注音 ， 韵

①
“

０
”

表示无汉字注音与之对应 ，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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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

ｍ 多用汉字音 中 的 －

ｇ 尾对译 ， 塞音韵尾多未

注出 ， 又如 以
“

便
”

注 ［ ｐｊ
ａｇ ］ ， 以

“

巴
”

注 ［ ｐｊ
ａ

］ 等 ， 均

系汉字音系局限所致 ，这些局限恰好可 以通过藏文

注音弥补
？

。 另
一方面是 由汉宇性质决定 的 ， 因为

每个汉字代表一个音节而不是一个音素 ， 因此即使

记录某一个音素 （ 如复辅音 中 的前置辅音 ） 也要使

用一个汉字 ， 即
一个音节 。 藏文注音较为准确 ， 因为

藏文音系和嘉线话音系更加接近 ， 所以汉字注音无

法区分或者难以记录的一些音 ， 藏文注音可 以较为

准确的记录 。

汉字注音也有其优越性 ， 表现在两个方面 ： 第

一

，
汉语复元音韵母较为丰富 ，故对复元音韵母的记

录 ，汉字注音比藏文更加准确 ，而且汉字还可以利用

前字的韵 尾充 当 后字 的前置辅音 ，
比 如

“

雪
”

［
ｔａ

ｊｐａ ］ 的汉字注音是
“

代 巴
”

。 第二 ， 藏文注音在抄录

的过程中因为字形相似而出现讹误的可能性较大 ，

因为 《嘉线译语》藏文用无头字书写 ， 辗转传抄过程

中会因某些字母形似而误 ， 比较而言 ，
汉字为方块

字 ，汉字注音中 因形似而误写的情况虽然也存在但

是比藏文注音少得多 。 因此 ， 藏文注音和汉字注音

各有长短 ，互相补充 ，应当并重 。

四 、结语

《嘉线译语 》是研究川 西嘉绒话的珍贵历史文

献 。 通过译语 ，
可 以 了解近 ３００ 年前嘉绒话声韵母

的基本面貌 。 虽然当时没有国际音标这样科学的记

音工具 ，但是译语采用藏文和汉字注音 ，也能在很大

程度上表现出 当时嘉绒话的语音特点 ，具有一定 的

准确性 。 当然 ，藏文和汉字注音也各有局限 ，利用译

语研究清代嘉绒话 ，需将两类注音材料并重 ，综合考

察 。 目前学界对《嘉绒译语》 的关注和研究不多 ，本

文是利用译语考察清代前期嘉绒话 的一个初步尝

试 ，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深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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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藏文注音 中一些看似有误之处 ， 如
“

１ ９９ 耳 －

ｔ ｉ８ｎａ
－ 的耳难 － ｔｏｍａ

，

４４６ 牛 －

ｉｃｕ８
ｇ
ｕ
－ 各耳歌 －

ｋ３ ｒ

ｇ
ｕ

”

中以藏文 ８
－ 注音 ｒ

－

，
可能

不是藏文有误而是体现出藏文基础方言 自 身存在 ｓ
－

＞ ｒ 

－ 的语音演变 ，
需多加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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