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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续语中与十相关三个历史语音现象
——

兼谈 《 多 续译语 》 中十介 音 的 表 现形 式
＊

王 振

提 要 《 多续译语 》藏汉注音 和现代多续语有对应关系 ，据此可 以 总结多续语 中 的 如下历史语音

现象 ： （ １ ） １＾
－＞ １＞ ；

（ ２ ）
］
＞ １１

〗 ／＿ ￡ １ 和 两种方 向 相对 的音变趋势并存 ； （ ３ ） ｌ
ｊ
ｕ 和 １〇 音节 占 绝

对优势 ， 而 ｈｉ 和 ｌ
ｊ
ｏ 音节基本 不存在 。 译语记录十介音时 ， 因 不符合藏文正字法 ， 多续语 Ｔｓ

－

、
丨

－后

的
－

ｊ

－在藏文 中无从体现 ， 主要通过细音注音汉字表现 出 来 ， 但个别音节 的十可 能在藏汉注音 中 均

无从体现 ， 此类情况在对音研究 中应多加 注意 。

关键词 《 多续译语 》 多续语 历史音变

一引 言

多续语是 四川省冕宁县安宁河上游流域多续藏族 的母语 ， 属 藏缅语族 。

？
目 前多续人普

遍使用西南官话 ， 多续语 已极度濒危 。

乾隆十五年 （ １ ７ ５ ０ ）采编完成 的 《 多续译语 》是清代
“

西番译语
”

之一种 ， 用藏文和汉字记录

了 当 时多续语中 ７ ４ ０ 个词语的读音 ， 是研究多续语的珍贵历史文献材料 。 《 多续译语 》 中 的 藏

文不是规范 的藏文词 ， 而属于
“

记音式
”

藏文 ， 以康方言为基础 （王振 ， ２ ０ １ ６ 、 ２ ０ １ ７ ａ ） ； 汉字 注音则

以 四川 官话为基础 （王振 ，
２ ０ １ ７ ｂ ） 。 《多续译语 》藏汉 注音所记录 的是清代前期 的 多续语 ， 与现

代多续语材料进行 比较 ， 可 以发现多续语语音演变 的规律 ，深化对多续语语音史 的认识 。 《 多

续译语 》主要有 日 本藏初编本和故宫藏清抄本两种 ， 本文主要依据初编本并参校清抄本 ， 同 时

参考聂鸿音 、孙伯君 （ ２ ０ １ ０ ） 以及王振 （ ２ ０ １ ７ ｃ ） 的校勘 。

＊ 本文 由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 ６ ３ １ ９ ２ ４ １ １  ） 、 四川 省社会科学研究
“

十三五
”

规划 ２ ０ １ ８ 年度项 目 （ ＳＣ １ ８Ｃ０ ３ ７ ） 、

国家社科基金冷 门
“

绝学
”

和 国 别史等研究专项 （ １ ９ ＶＪ Ｘ０ ８ ８ ） 、 四 川 省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 团 队
“

四 川 濒危活态 文 献保护 研究

团 队
”

（ ２ ０ １ ８
—

２ ０ ２ ０ ） 资助研究 。

① 多续语系属 问题存在一 定 的争议 ： 孙宏 开 Ｕ ９ ８ ２ ） 认 为是藏緬语族羌语 支尔苏语 中部方 言 ， 王德和 、 Ｃｈ ｉ ｒｋｏ ｖ ａ （ ２ ０ １ ８ ）

从可懂度 的角 度把多续语视为
一

种独立 的语言 ， 黄布 凡 、 尹蔚彬 （ ２ ０ １ ２ ）认为多续语不 是尔苏语方 言 ， 在语法类型 上 更接 近彝

语支语言 。

？１ ２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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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引 发 Ｔ ｓ
－ 的腭化

现代多续语中一部分 ＴＶ类音是 由 Ｔ ｓ
－腭化而来的 。

？
《 多续译语 》 中藏文 Ｔ ｓ （ ｉ ／ ｅ ） 凡和精

组细音字对音的 ， 所记录 的多续语词今 已腭化为舌面音 。 这种腭化应该发生在译语采编之后 。

因 为译语 中 与藏文 Ｔ ｓ
－对音的汉字基本上都是精组字 ，藏文 Ｋ ｙ

－类音主要对见组字 ， 这说 明 当

时注音汉字大概是分尖团 的 ， 精组细音字及其记录的多续语音 尚 未完成腭化 （王振 ，
２ ０ １ ６ ） 。 译

语中藏文 ｂ ｙ
－和 ｔ Ｓ ／ｄｚ

－

、 ｐｈｙ
－

和 ｔ ｓｈ
－所对的注音汉字一致 ， 说明译语藏文音 系 中 ｂｙ

－

、 ｐｈｙ
－音变

为 Ｔ ｓ
－

（西 田龙雄 ，
１ ９ ７ ３

：
６ ８
—

６ ９ ） 。 例词见下表 。

？

表 １

编号 汉义 藏文转写 注音汉字
精组注音汉字

的 中古来源
现代 多续语音

西 田 龙雄

（ １ ９ ７ ３ ）拟音

６ ８ 短 ｓｋｙｅｎｒ ｔ ｓｅ 见节 节 ： 精母 四 等 ｔｅｅ ｔｐｅ ｃ ｅＮｔ ｓ ｅ

７ ０ ２ 番汉 ｒｔｏｇ
ｓ ｕｇ

ｔ ｓｅ 多续姐
续 ：邪母三等

姐 ：精母三 等
ｄ ｏ卯 ｄ＾ｅ ｔｏｓ ｕ ｔ ｓ ｅ

１ ５ ８ 叔 ａｐａｔ ｓ ｉ 阿把际 际 ：精母三等 ａ
ｐ ａｔｇｉ ａ

ｐａ ｔｓ ｉ

２ ４ 木星 ｓ ｅｄｋ ｉｎ 谢庚
谢 ： 邪母三等

ｑｅｋ ｉ ｓｅｋｏＮ

２ ２ ２ 肝 ｓ ｅｈｕ 谢哺 ０ｅｐｈ ｕ ｓ ｅｐ ｕ

２ ８ １ 鼓 ｂｙｅｄｐｏ 借补 进 输ｍ 

一

纸
價 ：棺母二寺 ｄ＾ｅｐ ｕ ｄｚｅｐ ｕ

２４ ０ 柱 ｂｙｅｄｐａｇ 接扒 接 ：精母三等 电ｅ
ｐｈａ ｄｚｅｐａ

２ ９ ６
．

小鼓 ｂｙｅｄｋｏｔｓ ｉ 借果 即 艮 Ｐ ：精母三等 由ｅｋｏ ｔ ｐ ｉ ｄｚｅｋｏ ｔｓ ｉ

３ ０ ５ 饮食 Ｋｈａｇ
ｔ ｓ ｉｋｏ 卡唧沽

唧 ： 精母三等

ｋｈａｔｓ ｉｋｏ

３ ９ １ 图 书 ｙ ｉｇ
ｖｄｚ ｉｎ 音唧 ｙ ｉＮｄ ｚ ｉ

４ ６ ７ 食 ｖ
ｊ

ｉ ｌ ｕｇ 唧 留 电 ｉ ｌ
ｊ
ｕ ｄｚ ｉ ｌ ｉ ｕ

如上表所列 ， 西 田龙雄 （ １ ９ ７ ３ ）把精组细音字记录的音构拟为两类 ：

一类是 已经腭化的舌面

音 Ｔ蚁音值为 Ｔ ｅ） ＋Ｖ ；

—类是尚 未腭化的舌尖音 Ｔ ｓ＋Ｖ 。

我们认为 ，第一类将
“

即 、际
”

等字所记录 的音拟为 不如 Ｔｓ 更加妥 当 。 因 为它们在译

语 中 与藏文 ｔ ｓ ｉ 对音 ， 不与 ｋｙ ｉ 对音 ，说明 尚 未腭化 ， 构拟为 ｔ ｓ ｉ 便可 与译语材料一致 。 第二类

把
“

姐 、谢 、鹊
”

等字所记录 的音构拟为 Ｔ ｓ＋Ｖ ， 与藏文注音一致 。 但我们认为 ， 拟为 Ｔ ｓ＋
ｊ 
＋ Ｖ

①本 文 国 际音标首字母大写表示发音部位相 同 的一组阻塞音 。

② 表 中
“

编 号
”

指 相应 词条在译语 ７ ４ ０ 词 中 的 出 现次 序 。 现代 多续语 材料 参考 了 黄 布 凡 、 尹 蔚彬 （ ２ ０ １ ２ ） 和 Ｃｈ ｉ ｒｋｏｖａ

（ ２ ０ １ ４ ， ２ ０ １ ５ ） 的成果 。 此外 ， 笔者 ２ ０ １ ６ 年 １ 月 至 四川 省冕 宁县城厢镇伍宿村专 门系统调査 了 《 多续译语 》词条 在现代 多续语

中 的读音 ， 在 已有成果 的基础 上又补充 了
一些新材料 。 此次调査的发音合作 老师 是伍荣 富先生 （男 ， １ ９ ３ １ 年生 ） ， 谨致谢忱 。

多续语有声调 ， 但 与本 文研究 关系 不大 ， 兹省去 。 空格处 表示 相应材料 阙 如 ， 下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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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合适 。 因 为从音理上看 ，十的存在更有利于解释之后 的腭化音变 ， 同 时精组字和藏文 Ｔ ｓ

记录 的音 中 ，凡今发生腭化者 ，其注音汉字均为细音 （极个别例外 ，后文解释 ） 。

从表 １ 的例子看 ， 藏文元音均为舌位偏前偏高 的 ｉ ／ ｅ ， 似乎也可 以认为是元音导致 了Ｔ ｓ
－

的腭化 。 其实不然 。 因 为 同是藏文 ｓ ｅ
， 在译语 中有 的与

“

谢
”

对音 ，今多续语读 时 ， 例如表 １ 中

的
“

肝
”

； 有的与
“

色
”

对音 ，今多续语读 ｓｅ ， 如
“

５ ５ ６ 谁 ｓｅｖ
－色 －

ｓｅ
？

、 ５ ８ ３ 知
－

ａｓ ｉ

？－阿色 －

ｇ ａｓｅ
”

。 可

见 ，聘化的动 因可能不是元音 ， 而是介音 ：

“

谢
”

有介音 ， 故腭化 ；

“

色
”

无介音 ， 今 四川 话读 ｓｅ ， 不

腭化 。 另 有
“

２ ２ ３ 肺－

ｔ ｓｈｅｈｕ
－择哺 －

ｔ ｓｈｅｐｈｕ
”

，

“

择
”

今 四川 话读 ｔ ｓｈｅ ， 无介音 ， 其所记录 的多续

语音节也未发生腭化 。 故译语采编时 的多续语 中 ， Ｔ ｓ
ｊ
Ｖ－

与 Ｔ ｓＶ 并存且对立 ，但 由 于 Ｔ ｓ
ｊ

－不符

合藏文正字法 ，所 以译语 中记录多续语 Ｔ ｓ
ｊ
ｅ 与 Ｔ ｓ ｅ

－

的 藏文均为 Ｔ Ｓ ｅ ， 只 能通过注音汉字表现

这种介音有无之别 。

上述精组细音字记录 的 音 因 有十 ， 故今 已 腭化 ； 反之 ， 若是精组洪音字记录 的音 ， 正常 而

言 ，应无十介音 ，今读不腭化 。 如下表所列 ， 注音汉字为精组洪音 ，今多续语音不腭化 。

表 ２

编号 汉义 藏文转写 注音汉字 中古音韵地位 现代多续语音

６ ４ 桥 ｒ ｔｓａｇ 咱

咱 ： 精母
一等

ｄｚａ

４ ６ ０ 孔雀 ｒｍ ａｂｙａ 妈 咱 ｍ ａｔ ｓ ａ

１ ９ ６ 发 头 发 ｄｚａｇ 杂 杂 ： 从母一等 ｔ ｓ ａ

１ ７ ３ 贫 ｐｈｙｏｇｐｈｏ 错铺
ｈｉｔ ｉｓＭ ｊｎ ．雄
爾 ： 清母

一

＃ ｔｅｈｏｐｈｕ

但值得注意的是 ，译语 中还有一些例外情况存在 ， 即有一些精组洪音字记录 的多续语音节

发生 了腭化 。

表 ３

编号 汉义 藏文转写 注音汉字 中古音韵地位 现代多续语音

４ ４ ９ 龙 ｒ ｉｖｂ ｙａｍ 耳咱

咱 ： 精母
一

等

０ ＾

＊

ｄ？ａ

４ ６４ 飞 ｂｙａ ｌ ｉｎ 咱依 ｄ＾ａ

４０ ２ 北 ｂｙａｎｇｐｈｙｏｇｓ 咱鹊 ｔｑａ／ ｊ
ａｔｐｈｏ

１ ０ ５ 热 ｐｈｙａｇ 擦 擦 ： 清母一等 ｔｐｈａ

５ ４ ８
一件 ｃ ｉｇ

ｖ ｔ ｓｈａｍ 计藏 藏 ：从母一等 ｔｐ ｉｔｅｈａ

上表 中 的注音汉字均为一等字 ， 无十介音 ， 主要元音是低元音 ａ ， 但是其辅音 同样发生 了

①行文 中举例时编 号 、词 条在前 ，藏文 、汉字注音 、今多续语音依次 在后 ＝

② 西 田龙雄 （ １ ９ ７ ３ ：
１ ６ ２ ）认 为此 ｓ ｉ 实际应 为 ｓ ｅ

，我们 同意其看法 。 日 本今西春秋藏 《 多续译语 》 中 一些藏 文元音 ｉ 和 －

ｅ

书写形式很相 近 ． 易混淆 。

？１ ２ ４ ？ 南开语言学刊



腭化 。 我们推测 ， 表 ３ 中 的
“

咱 、擦 、藏
”

所记录的应该是有十介音的多续语音节 ，但 由 于汉语 中

难 以找到读 Ｔ ｓ
ｊ
ａ 或 Ｔ ｓ ｉ ａ 的字 ，故用读 Ｔ ｓ ａ 的字代替 。

？

虽然译语中 藏文字母组合 ｂｙ
－

、 ｐｈｙ
－

与 Ｔ ｓ
－

的音值相 同 ，但 当注音汉字
“

咱 、 擦
”

存在局 限 的

时候 ，译语采编者似乎倾向于选择藏文 ｂｙ
－

、 ｐｈｙ
－来记录 。

？ 或许 因 为 ，从字形上看 ， ｂｙ
－

中有十

介音 ， 即使不再发音 ，也 比 ｔ ｓ
－

更适合记录有十的音节 ；也可能是藏语 ｂｙ 变读为 ｔ ｓ
－

， 同 时仍具

有轻微的腭化色彩 ，原有的介音在音变之后仍有所保 留 ， 即 ｂｙ
－ＳＷ －

。

从现代多续语音看 ，藏文 Ｔ ｓ
－类音节记录 的多续语词有 的腭化 ， 有 的没腭化 。 是否腭化取

决于十介音的有无 ， 而 由 于汉字和藏文音节结构的局 限 ，十介音在藏 、汉注音 中可能无法直接

体现 ，故产生 了下表所列 的情况 。

？

表 ４

藏文 注音
十介音

拟译语 现代多 译语 中 介音 的表现方式

转写 汉字 多续音 续语音 藏文 汉宇

Ｔｓ ａ

咱

无 ｔｓａ ｔｓａ ＋ ＋

ｂｙａ 倾 向 有 ｔｓ
ｊ
ａ ｔｑａ ＋ －

谢 有 ｓ
ｊ
ｅ ｃｅ

－

＋

色 无 ｓｅ ｓ ｅ ＋ ＋

ｖ ｔ ｓｈａｍ 藏 有 ｔ ｓ ｈ
ｊ
ａＮ ｔｐｈａ

— —

三ｊ

－ 的 鼻化和 ｎ
ｊ

－ 的 去鼻化

比较译语和现代多续语 中 的 ｎ
ｊ
ａ 音节 ，也可 以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 现代读 ｎ

ｊ
ａ 的词

条在译语 中例词如下 ：

表 Ｓ

编号 汉语词条 藏文转写 注音汉字 现代多续语读音 对音情况

３ ４ 天 阴 ｄｍ ｅｚｈａｇ 墨呀 ｍ ｅｎ
ｊ
ａ ｚｈａｇ

－呀 （疑 ）
－

ｎ
ｊ
ａ

７ ２ 低 ｙａｇｍｏ 压磨 ｎ
ｊ
ａ／ ｊ

ａｍｏ ｙａｇ

－压 （影 ）

－

ｎ
ｊ
ａ／ ｊ

ａ

２ ０ ０ 鼻 ｙａｇ
ｋｏ 哑孤 ｎ

ｊ
ａｋｕ ｙａｇ

－哑 （影 ）

－

ｎ
ｊ
ａ

６ ８ ６ 不听 ｍ ａ
ｐａｄｙａｇ 马罢呀 ｍａｂａｎ

ｊ
ａ ｙａｇ

－呀 （疑 ）
－

ｎ
ｊ
ａ

①但为何
“

ｖ ｔ ｓｈａｍ
－

藏
－

ｔｅｈ ａ

”

选择洪音 的
“

藏
”

（宕 开一平从 ） 而非 细 音
“

墙
”

（ 宕 开三平从 ） 来对 音 ， 其原 因 尚 不 清楚 。 可

能是 当时一些宕 开 三精组字率先发生 了腭化 ，或者 出 现 Ｔｓ
ｊ

－

、 ＴＶ 自 由变读 的情 况 ，这从译语对音材料 中 也可看 出一些端倪 ：

７ ２ ３ 朝贡 －

ｒｇｙａｖ ｂ ｕ ｌ

－奖 卜 ， ７ ０ ７ 不许 －

ｍａｇ
ｃｈ ａｎ

ｙ ｉ

－马抢依 ， ５ ６ ４ 乐 －

ｂ ｓ ａ ｉｎ
ｐａｋｈｙｏｇ

－三 巴 鹊 。 其 中
“

奖 、抢 、 鹊
， ，

是宕 开三梢组 字 ，

但其声母对音藏文 的 ｇｙ 、 ｃｈ 、 ｋ ｈｙ ， 与 见组宇对音情况一致 ， 说明这三个汉字 的音值 当时 已 经或者正 在发生腭化 。

② 这 只是一种倾向 ， 因 为例证有 限 ，且有例外 ，如表 ２ 中
“

ｂ ｙａ
－

咱 、 ｐｈｙｏｇ
－错

”

。

？ 表 中
ｕ

＋ 

”

表示能够直接表现多续语＋介音的有无 ，

“
一

”

表示 不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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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音情况看 ，今读 ｎ
ｊ
ａ 的音节在译语 中对应 的藏文均无鼻音成分 。 对音汉字 中 的

“

压 、

哑
”

为 中古影母字 ， 四川话 中 为零声母 ；

“

呀
”

为疑母二等字 ， 四 川 话 中 为零声母 ，且译语 中 出 现

５ 次 ， 均与藏文 ｙａｇ 对音 。 可见 ， 注音汉字
“

压 、 哑 、 呀
”

无鼻音声母 。 从上述例词 的汉 、 藏注音

来看 ， 其译语时代 的读音应接近 ｊ
ａ ，无鼻辅音 ，但今读 ｎ

ｊ
ａ ， 应是译语采编之后又增生 了鼻音成

分 。

“

低
”

今有 １１＞ １１１〇 和 拎 １１１〇 两读 （０＾ １？＾１ ， ２ ０ １ ４ ） ， 可见 １１卜和 〗 存在共时变异 。 语言 的共

时变异是语言演变过程 中 的一种过渡现象 ， 能够反映语言演变 的方 向 和趋势 （黄布凡 ，
２ ０ ０ ７

：

５ ０ １ ） 。 对 比译语和现代读音 ， 可知今鼻音 ｎ 是后起的 ，现代多续语 中 ｎ
ｊ
ａ 和 ｊ

ａ 的共时变异一定

程度上能反映 出 ｊ
ａ＞ ｎ

ｊ
ａ 的音变趋势 。 这种音变 只 出 现在 了部分词语 中 ， 比如表 ５ 中 的

“

天 阴 、

鼻 、不听
”

， 而
“

低
”

有 ｊ

－和 ｎ
ｊ

－

两读 ， 则说明这个词仍在变化过程 中 。 还有些词如
“

２ ３ ２ 房 ｙａｇ
－压－

ｊ
ａ
” “

６ １ １ 打 －

ｙａｇ
－ 哑 ｊ

ａ
”

尚 未发生此类演变 。 即译语 时代 的 ｊ
ａ 到 了 现代有 的变成 ｎ

ｊ
ａ

， 有 的 ｎ
ｊ
ａ 、

ｊ
ａ 两读 ， 有 的仍为 ｊ

ａ 。

译语藏文 中有不少 以 ｎｙ
－为基辅音的音节 ，这类音节现代多续语 中

一般还是读成 ｎ
ｊ

－

，但是

唯独 ｎｙ＋ ａ 的情况 比较特殊 。 请看下表 。

表 ６

编号 汉语词条 藏文转写 注音汉字 现代多续语音

１ １ 露 ｎｙ ｉｈ ｉｎ 呢恨 ｎ
ｊ

ｉｘｉ

８ ６ 黄河 ｎｙ ｉｖ ｉｓｈａｇ 泥威 呷 ｎ
ｊ

ｉｖｕ
ｇａ

１ １ ６ 今年 ｐｈｙｅｎｎｙ ｉ 前 呢 ｔｑｈ ｉｎ
ｊ

ｉ

２ ０ ７ 心 ｎｙ ｉｍａ 业妈 ｎ
ｊ
ｅｍａ

３ ０ １ 座 ｎｙ ｉｒｋｏｇ 宜果 ｎ
ｊ
ｉｋ ｕ

４ ８ ９ 金 ｎｙ ｉｎ 你 ｎ
ｊ

ｉ

４ ９ １ 铜 ｎｙｏ ｇ 虐 ｎ
ｊ
ｕ

５ ３ ７ 七 ｎｙｅｎ 念 ｎ
ｊ
ｅ

６ １ ４ 慈悲 ｎｙａｍｓｈｏｖａ 仰 勺 瓦 ｊ
ａｐｕｗａ

３ ８ ０ 声 闻 ｍｎｙａｎｔｈｏ ｓ 仰托

译语藏文基字为 ｎｙ 、元音为 ａ 的音节共两个 ， 即上表 中 的 ｎｙａｍ 和 ｍｎｙａｎ ， 均与汉字
“

仰
”

对音 ， 可 以确定其 中
一个的现代读音为 ｊ

ａ ， 已 失去鼻音成分 。

“

仰
”

是宕开三疑母字 ， 四川方言

中不少疑母细音字读 ！＞
－

， 《西蜀方言 》和 《 四川 方言调査报告 》所记录 的成都语音 中 ，

“

仰
”

的音

值均为 甄 尚灵 ， １ ９ ８ ８
； 杨时逢等 ， １ ９ ８ ４

：
２ ５ ）

？
。 故

“

ｎｙａｍ ／ｍｎｙ ａｎ 仰
”

所记录 的 多续语音

① 周 及徐 （ ２ ０ ０ １ ） 指 出 ， ２ ０ 世纪成都话古属咸 、 山摄开 口 三 、 四 等和止摄开 口 三等疑母字 中 、 老年仍读 ！＞ ， 学 生群体变读

为零声母 ， 向普通话靠拢 。 这反 映 了成都话的音变方 向 ， 即部分三 四 等韵前 的疑母字正 由 ｎ 向 零声母转变 。 周 文未 提及宕

开 三疑母
“

仰
’ ’

字 的音变 ，但据何婉 （ ２ ０ ０ ８ ：
９ ２ ） 的 调 査 ，

“

仰
’ ’

字 在现代成都话 中 已 经读为零声母 ｉａ
ｇ

， 与 周 文所 言音 变 方 向 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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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 ｎ
ｊ
ａ ，有鼻音成分 ，而现代读音 ｊ

ａ ， 失去鼻音成分 。

上述音变规律 即 ： ｊ
＞ｎ

ｊ ／
＿

ａ
；
ｎ

ｊ
＞

ｊ ／
＿ 

ａ 。 这种音变在词 汇 中 的扩散 尚 未完成 ，但这种

变化的趋势是存在 的 ， 而且两种音变的方向是相对的 。

？

四 辅音丛 ｌ
ｊ

－对元音 的 选择

据 Ｃｈ ｉ ｒｋ〇Ｖａ （ ２０ １ ５ ） 的研究 ，现代多续语音 系 中十介音的分布情况如下表 。

表 ７

主要辅音 介音 可组合 的元音

ｐ ／ ｐｈ／
ｂ／ ｔ ／ ｔｈ／ ｄ ｉ

ｅ

ｍ
ｊ

ｅ ＊ ａ

１
ｊ

ｅ ？ ａ ＊ ｕ

ｎ
ｊ

ｅ ＊ ａ ｙ ｕ ？ ｏ

不 同 的辅音加十构成的辅音丛对元音的选择不 同 ， 这种辅音元音 的组合关系 和规则在译

语 中也有 明确 的体现 。 这里重点讨论 ｌ
ｊ

＿

的情况 。

现代多续语 中 ，
１卜只能 出 现在元音 ｅ／ ａ／ ｕ 之前 ，不能在 〇 之前 ， 即无 ｌ

ｊ
ｏ 音节 。 这种 １卜与元

音组合 的格局在译语采编时 已经形成 。 例词见下表 。

表 ８

编号 汉语词条 藏文转写 注音汉宇 摄 等 现代多续音

４ ２ １ 枝 １〇 落

５ ４ ７
一两 ｌｏｇ 诺 宕

１〇

２ ２ １ 指 ｌｏｇ 落

２ ０ ５ 手 ｌｏｇ 罗 果

７ ０ ８ 侵 占 Ｌ ｕ 流

１ ８ ０ 岁 ｌ ｕｇ 遛
流 三 ｌ

ｊ
ｕ

４ ６ ７ 食 ｌ ｕｇ 留

６ ５ ２ 抢夺 ｌ ｕｇ 骝

上述对音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 ，
ｌ ｕ 类音节 的对音汉字为 三等字 ， 且为流摄 ， 而 １〇 类音节

① 壮语里早期汉语借词
“

烟
”

， 在各方 言里有 ３ ３ ＞ １ 、 ］
８ １１ 、 １１

】
抓 、 ？＾ 、

１＾ １ １ 等读音 （张均如 、梁敏 、 欧 阳 觉 亚等 ． １ ９ ９ ９
：
６ ９ ５ ） ， 这

说明 ｉ

－与 ｎ
ｊ

－的交替音 变具有一定普遍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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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音汉字基本是一等字 ； 第二 ，从 已 有材料看 ， 中古三等字记录 的 多续语词今读音多 为 ｌ
ｊ
ｕ ，

而用一等字记录的今多读 １〇 。 故对音汉字的等第基本反映 了 多续语十的有无 。 译语 中几乎所

有 的 １〇 对音一等字且今读为 １ 〇 ， 说明 当 时藏文 １〇 记录 的音 中没有十 ；

ｌ ｕ 类用三等字而不用

“

路 、鲁
”

之类的一等字对音且今读为 ｌ
ｊ
ｕ ，说明 当 时藏文 ｌ ｕ 音节反映 的 多续语词 的实 际音值是

ｌ

ｊ
ｕ 。 由 于 ｌ

ｊ

－

的组合不合藏文正字规则 ， 故只能用 ｌ ｕ 表示 ｌ
ｊ
ｕ ，但十介音还是可 以通过三等注音

汉字体现出来 。

表 ９

藏文 注音汉字 拟译语时代多续音 现代多续语音

１〇 类 一等韵字 （

“

落 、路 、 罗
”

等 ） １〇 １〇

ｌ ｕ 类 三等韵字 （

“

流 、遛 、 六
”

等 ） ｌ
ｊ
ｕ ｉ

ｊ
ｕ

ｌ ｕ 倾 向 于和三等汉字 以及现代 ｌ
ｊ
ｕ 音节对应 ，说 明 当 时多续语 中 ｌ

ｊ
ｕ 音节是普遍存在 的 ，

而 ｌ ｕ 几乎未见 ；
１ 〇 倾 向 于和一等汉字和现代 １ 〇 音节对应 ，说明 当 时多续语 中 １〇 音节是普遍存

在 的 ， 而 ｌ
ｊ
〇 几乎未见 。 这种音段组合的格局保持至今 。 现代 多续语 中无 ｌ

ｊ
ｏ 音节 （ Ｃｈ ｉ ｒｋ ｏｖａ ，

２ ０ １ ５ ） ， 而 ｌ ｕ 音节也极少 出 现 。

？

五 余论

以上分析了 多续语 中与十有关的三个历史语音现象 。 通过上文 的考察可 以进一步得到如

下认识或推论 ：

首先 ， 《 多续译语 》中藏文符号较为严格地遵守 了藏文的拼写和组合规则 ，不会为 了追求记

音 的准确性而违背藏文正字法 。 比如 多续语 Ｔ ｓ 、 １ 之后有十介音 ， 但是 因 为 Ｔ ｓ
ｊ

－

、 ｌ
ｊ

－这种组合

不合藏文正字法 ，故译语编写者在藏文 中放弃 了十介音 。 《 多续译语 》序言指 出本译语
“

字本藏

经
”

， 可见其编写时确实贯彻 了这一原则 ， 不仅藏文字母而且藏文字母 的组合规则均本 自 藏经 。

其次 ，就十介音而言 ， 《 多续译语 》的审音 、注音是 比较严谨的 。 虽然受到 拼写规则 的 限制 ，

某些十无法通过藏文体现 出来 ， 但是译语编写者尽量选用细音汉字注音 ， 以 通过汉字表 现介

音十的存在 。

最后 ，译语用文字记音存在局 限性 ， 记音材料可能掩盖 了某些语音事实 。 比如介音十的 问

题 ， 可能在藏文 中无从体现而 只能在汉字 中表现 出 来 ，甚 至可能在藏文和汉字 中 均难 以 表现 ，

这便给基于译语的对音和历史语音研究带来 障碍 。 因 此 ， 根据译语注音材料构拟和研究 当 时

的 多续语音 ， 要系统考察注音材料是否存在记音 的局 限 ， 存在哪些局 限 。 要构拟 出 准确 的音

值 ， 应充分考察注音汉字和现代多续语的音值 。

① 黄布凡 、尹蔚彬 （ ２ ０ １ ２ ）所列 多续语 ３ ０ ０ 核心词 表 中亦无 ｌ ｕ 音节 ， 仅正文举例 中 出现了 １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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