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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１９ＶＪＸ０８８）的阶段性成果。孙宏开、施向东、王德和、意

西微萨·阿错等诸位先生就《西番译语》研究的方法、材料等问题多次给以指导。文章初稿曾在第五届中国西南地区

汉藏语国际研讨会（ＳＴＬＳ－２０１９，天津）上宣读，林幼 菁 老 师 提 出 了 宝 贵 意 见，Ｋａｔｉａ　Ｃｈｉｒｋｏｖａ研 究 员、Ｚｅｖ　Ｈａｎｄｅｌ教 授

提供了最新的参考资料，Ｉｋｅｄａ　Ｔａｋｕｍｉ教授惠赐了自己的相关研究成果。业师曾晓渝教授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诸多

支持和帮助，尤其在材料分析方面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意见。对曾老师以及以上诸位老师的帮助表示衷心感谢。承蒙

《语言科学》编辑部和匿审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文中谬误概由作者负责。
〔１〕　承蒙孙宏开先生告知（私人交流），此前考察《西番译语》（川五）时因材料所限，未能进行全面研究，这一问

题还有进一步考察和讨论的空间。
〔２〕　孙宏开（１９８２）把尔苏语、多续语、栗苏语归 为 同 一 种 语 言（羌 语 支 尔 苏 语）的 三 个 方 言，分 别 为 东 部 方 言、

中部方言和西部方言，但三种方言差别较大，难以通话。王德和和齐卡佳（２０１７）以互懂度为标准，把尔苏语、多 续 语、

里汝（栗苏）语视为羌语支尔苏语组的三种独立的语言，其中尔苏语主要分布在四川省汉源、石棉、越西、甘洛等县。今

汉源县的尔苏语已基本消失，石棉县尔苏语也已极度濒危。

基于清代《西番译语》（川五）的尔苏语
历史音变考察＊

王　振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８

提要 《西番译语》（川五）记录了清代前期的尔苏语，学界关注较少。文章建立了文献记录的尔苏语与现代尔

苏语、原始尔苏语之间的对应关系，总结出尔苏语历史音变的规律，包括：＊ｒ－的卷舌化和边音化、Ｔｓ－的腭化和

Ｔ－的去腭化、－的形成、＊－变读为边音或擦音，以及＊Ｔ＞Ｐ／＿ｕ和＊ｍ＞／＿ｕ，深 化 了 对 尔 苏 语 历 史 语 音 的

认识。

关键词 西番译语　尔苏语　历史音变

中图分类号　Ｈ４２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９４８４（２０２１）０４－０４３６－１３

１ 引言

清代《西番译语》属“华夷译语”丁种本，一共九种，于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采编完成，用藏文和注音汉

字记录清代川西藏缅语，可视为早期的“汉语－民族语”双语辞典。冯蒸（１９８１）按照川一至川九的编号

为之命名。其中“川五”，根据孙宏开（１９８９）的初步考察，记录的是尔苏语西部方言，〔１〕此后学界鲜有

关注。王振（２０１８）进一步考察发现，《西番译语》（川五）（后文简称“译语”）记录的可能是汉源、石棉一带

的尔苏语东部方言。〔２〕译语利用汉字为尔苏语注音，同时也写有藏文，但藏文据藏语正字书写，故无法

记录尔苏语音。
本文的基本思路是，将译语中的尔苏语注音和原始尔苏语音、现代尔苏语音进行比较，以发现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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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对应和演变的规律。除译语外，还参考Ｂａｂｅｒ（１８８２）中（表格中缩写为Ｂａｂｅｒ）所记录的少量石棉、汉

源一带的尔苏语资料。〔３〕用 来 比 较 的 现 代 尔 苏 语 材 料 主 要 包 括 笔 者 田 野 调 查 的 石 棉 话、甘 洛 话 两

种，〔４〕必要时会参考越西话的材料。〔５〕其中，石棉话材料为首次公布，甘洛话的资料有部分引自《藏

缅语语音和词汇》，越西话的资料引自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３），原始尔苏语参考Ｙｕ（２０１２，２０１９）的构拟。
我们以译语所收录的７４０词为纲，将译语词条的汉字注音、调查所得的现代尔苏语读音以及原始尔

苏语拟音和Ｂａｂｅｒ（１８８２）中与译语共现的词条注音资料全部汇集起来，找到这四类材料之间的对应关

系，建立对音数据库，在此基础上总结语音历史演变规律。

２＊ｒ－类音的对应与演变

目前所见尔苏语材料中，只有甘洛一点 保 留 颤 音ｒ－。为 了 显 示 微 观 的 语 音 变 化，又 增 加 了 甘 洛２ 的 材

料，发音人与甘洛１ 同乡，但为１９９１年出生，代表青年群体的新派读音，与甘洛１ 的老派有一定区别。相

关材料对比如表１。〔７〕
表１　＊ｒ－的对应与比较

编号 汉义 汉音 原始音 Ｂａｂｅｒ 甘洛１ 甘洛２ 越西 石棉

６３ 道 二扒 ＊ｒｉ　１　 ｒｐｈａ ｐｈａ ｐｈａ　 ｌｕ３３　ｐｈ５５

６５ 远 特 〔６〕折 ＊ｒｉ１　 ｔｈ`ｒ`   ｔｈ３３　ｌｕ２２３５

６６ 近 特泥 ＊ｒｉｎｉ　１　 ｔｈ`ｒ`ｉ ｉ ｉ　 ｍｂ３５３３

７４ 窄 特路 ＊ｕｕ２　 ｔｈ`ｒｏ  
１９３ 身 六布 ｒｏ ｌｏ ｌｕ３３５５

２１０ 疮 灭勒 ＊ｍｊａｒｉ　１　 ｍｊａ　ｒ ｍｊａ ｌａ３３　ｍｐｈｕ５１

２１２ 模样 二巴 ｒｎｐａ
２２０ 胸 勒库 ＊ｋｗｏ　 ｒｏ－ｋ’ｕ　ｒｏ　ｋｈｕ　 ｌｏ　ｋｈｕ ｉ　３３　ｍｏ５５

２２４ 骨 勒骨 ＊ｒｉｋｕ１　 ｒｏ－ｋ’ｕ　ｒｋｕ ｋｕ ｋｕ　 ｌｕ３３　ｋｖ

５５

３４０ 布 乌拉 ＊ｗｕｒＡ１　 ｖùｒａ` ｖùａ` ｖùｌ` ｗｅ３３　ｌ５５

３５７ 五彩 厄而巴 ｗａｒｎｂａ ｎｂ
３７０ 目录 尼蔑克二 ｉ　ｍｉ　ｋｈｒｏ
４４９ 龙 二节 ＊（ｊｉ）ｍｂｒｕ２　 ｒｉ－ｄｊｉ　 ｒ`ｄｚ ｄｚ ｄｚ ｌｕ３３　ｔｓ５５

４５０ 蛇 白二 ＊ｂｅｒｉ　２　 ｂｕｒ　 ｂｒ ｂ ｂ ｂｅ５５　ｌｕ３３

４５４ 鸡 呐 ＊ｒｗ１　 ｒａ　 ｈｒａ　 ｌ ｌ３３

编号 汉义 汉音 原始音 Ｂａｂｅｒ 甘洛１ 甘洛２ 越西 石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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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指出，其记录的是Ｔｚǔｔａ　ｔｉ一带的Ｓｉｆａｎ（西番）语，Ｔｚǔｔａ　ｔｉ为“紫打地”之音译，在今石棉县安顺场，旧属

汉源县。根据池田巧（２００７，２０１０）的研究，以及我们的调查分析，推测Ｂａｂｅｒ（１８８２）记录的应是石棉、汉源一带的尔苏语

石棉话的发音老师是杨正清先生（四川省石棉县蟹螺乡人，１９４７年生）；甘洛话发音老师是王德和先生（四川

省甘洛县则拉乡人，１９５６年生）和尼玛桑聪女士（四川省甘洛县则拉乡人，１９９１年生）。谨致谢忱！

因越西话和甘洛话接近，比较时主要以甘洛话为代表。

表中“编号”指的是词条在译语７４０词中的出现次序，“汉义”即译语中的汉语词条，“汉音”指译语中用来给尔

苏语注音的汉字。表中空格表示相应材料阙如。下同。

这种自造字可能记录了一种与“二”近似但是又有所区别的音值。通过加口旁自创标音汉字的做法有相当长

的历史，早在隋唐时期的汉译佛经中就已出现，明清时 期 的“华 夷 译 语”系 列 文 献 中 也 不 乏 其 例（孙 伯 君２０２０）。民 间 也

有同样的标音法，四川冕宁县吴万才创作的《凉山州藏族简史：冕宁县藏族多续之谱》用汉字音译了２７６５个多续语词，其

所用音译汉字中就有大量加口旁的自创字（齐卡佳等２０１９）。



（续）表１

编号 汉义 汉音 原始音 Ｂａｂｅｒ 甘洛１ 甘洛２ 越西 石棉

５７１ 得 呐 ｒａ` ｌａ　 ｌ１３

６２７ 敬 渴作落 ｋｈ`ｄｚｏ`ｒｏ
６６７ 写 客二 ＊ｒｉｕ１　 ｋｈｒｏ　 ｌｏ　 ｋｈｌｏ　 ｌｏ３３

为方便比较分析，把上表简化，按语音对应的类别归并后，得出下表２。〔８〕

表２　＊ｒ－的读音类型

译语汉字注音 原始音 Ｂａｂｅｒ 甘洛１ 甘洛２ 越西 石棉

二７／而／勒２ ＊ｒｉ　 ｒｉ／－ｒ／ｒｏ　 ｒ ／  ｌｕ
二２／勒／路／落／六 ＊ｕ／ｒｉｕ　ｒｏ　 ｒｏ　 ｌｏ／ ｌｏ／ ｌｏ／ｌｕ
啦／呐２ ＊ｒａ　 ｒａ　 ｒａ／ａ／ｌａ　 ｌ ｌ

　　需要说明的是，甘洛２ 中和并不对立，只是同一个音位的变体，我们按照实际音值书写，可以

通过这种变体的语音差异反映语音演变的某些线索。这与黄布凡和仁增旺姆（１９９１：１３７）描述的木里倮

波乡栗苏语中与的自由变读类似。
译语中＊ｒｉ音节主要用日母止摄字注音，推测可能读为卷舌音；＊ｒｕ／ｒｉｕ和＊ｒａ多用来母字注音，推

测读ｒ－或者ｌ－。甘洛１ 中＊ｒ－在各类音节中均保留颤音读法，甘洛２ 中也有所保留，但是仅见于ｒａ这一个

音节，而且这个音节声母存在颤音ｒ－、闪音－和边音ｌ－三种自由变体，说明已经出现了混入边音的倾向，

－可能是一个过渡阶段。越西、石棉话＊ｒａ中的ｒ－已经混入边音。甘洛１ 的ｒ音节在其他各方言以及译

语中颤音声母均已消失，多变为或，石棉音是ｌ－。＊ｒｕ音节的颤音 声 母 在 其 他 方 言 点 中 也 已 经 消

失，但对应较为整齐，多为ｌ－。可见，尔苏语＊ｒ－在甘洛１ 保留颤音读法，其他各点演变路径分为卷舌化

和边音化两种，各点具体表现不同。石棉全部边音化，甘洛２ 和越西则两类并存。具体演变情况如表３。
表３　尔苏语＊ｒ－类音演变的主要方向

原始尔苏音 演变过程 演变方向 备注

＊ｒｉ
ｒｉ＞ｌｕ

ｒｉ＞ｒ＞＞

边音化

卷舌化

１个点（石棉）

２个点（甘洛２、越西）
＊ｒａ　 ｒａ＞ａ＞ｌａ 边音化 ３个点（甘洛２、越西、石棉）

＊ｒｕ／ｒｉｕ
ｒｕ＞＞
ｒｕ＞ｌｕ或ｌｏ

卷舌化

边音化

２个点（甘洛２、越西）

３个点（甘洛２、越西、石棉）

　　可见，颤音ｒ－声母消失是大的趋势，但具体演变情况与语音环境有关。时间上看，＊ｒａ中颤音消失最

晚，甘洛２ 唯一的颤音即出现在ｒａ音节；方向上看，＊ｒｉ更倾向于变为卷舌元音，＊ｒａ更倾向于变为边音。

３ 石棉、甘洛尔苏语中－的来源和相关对应与演变

石棉尔苏语中卷舌元音出现频率较高，其对应的甘洛音有三种情况：１）卷舌元音ａ；２）元音；３）

ａ元音。越西音中的卷舌韵母和甘洛不完全对应，故特将越西音列出，以作比较。相关词条如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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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汉字音后的数字是出现次数，无数字 则 表 示 仅 出 现 一 次。原 始 尔 苏 语 音 值，个 别 与 Ｙｕ（２０１２）的 构 拟 不 同。

主要是与甘洛１ 中ｒｏ对应的音，Ｙｕ（２０１２）构拟为＊ｕ，因为《藏 缅 语 语 音 和 词 汇》（１９９１）记 录 的“窄”是ｕ３３ｕ５５，但ｒ－和

－是自由变体，这种变体可能反映了ｒ－弱化为擦音的过程，早期形式应该是＊ｒ－。



表４　石棉与甘洛ａ的对应与比较

编号 汉义 汉音 Ｂａｂｅｒ 甘洛 石棉 越西 原始尔苏语

４３６ 熊 该 ｒｇｅ ａ ｘ３３　 ｆ ＊ｘｕｉ／ｕｉ　１〔９〕

４６４ 飞 接达 ｗａｗａ ３３３５ ｕｕ ＊ｂｊａｍ
２７２ 箭 貊 ｍｅ－ｋａ　 ｍａ`

ｍ３５

ｋａ３１
ｍ

１５ 虹蜺 买格 ｍｋｈｗａ
ｍｅ３３

ｋ３５
ｍ`ｎｋｈｕ` ＊ｍｅｋｈ１

４２０ 根 白 ｎｂａ ｍｂ１３　 ｎｂ ＊ｍｂｒｅ１

１２４ 夜 木能刻 ｍｕｎ－ｋ’ｗｅ　 ｍｎａ　ｎｋｈｗａ ｋｈ３３　 ｎｋｈｕ ＊ｋｈｗｏ１

５３５ 五 厄 ｎｇｅｉ ｗａ` １３ ｕ` ＊ｒ２

２２５ 毛 卖 ｍａ ｍ３３ ＊ｍｕｉ　２

主要对音

模式
ｅ／ ｅ　 ａ  ａ／ａ〔１０〕 ｕｉ／ｒ／ｒｅ／ｗｏ等

　　上表译语、Ｂａｂｅｒ（１８８２）和原始尔苏语中并无卷舌元音。原始音中韵母情况较为复杂，规律性不明

显，暂不讨论。译语汉字音系的基础方言为当时的四川官话（王振２０１９ａ），上表注音汉字多为－ｅ／ａｉ韵，
推测其记录的尔苏语音是－ｅ／，Ｂａｂｅｒ（１８８２）的 记 录 也 以－ｅ为 主。我 们 认 为，译 语 和Ｂａｂｅｒ（１８８２）是 石

棉－的早期形式。甘洛ａ与石棉音系中唯一一种卷舌元音有系统对应关系，与越西音中的ａ对应，
少数与ａ对应。目前无法完全确定ａ／ｅ／／ａ之间的演变关系，可以假定有如下两类音变：＊Ｖ＞ａ越西

＞ａ甘洛；〔１１〕＊Ｖ＞ａ＞ｅ译语＆Ｂａｂｅｒ＞石棉。
此外，上表例子显示，此类对应主要出现在声母是舌根音或者唇音的音节，甘洛尔苏语中的ａ也只

分布在双唇和舌根音之后（Ｃｈｉｒｋｏｖ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说明这类卷舌元音是由条件音变产生的。
石棉音中的也有一部分和甘洛音的对音。相关词条见下表５。

表５　石棉－与甘洛－的对应与比较

编号 汉义 汉音 原始尔苏语 Ｂａｂｅｒ 甘洛 石棉

５ 云 借 ＊ｅ１　 ｄｊｉｅ　 ｔｓ ｔｓ３３

６５ 远 特 折 ＊ｒｉ１ ｔｈ`ｒ`
ｔｈ３３　 ｌｕ２２

３５６７ 长 舌 ＊１　 ｊａ－ｓｈｅ  ｊａ３３５５

１５３ 聪明 央撤 ＊ｎ?ｈｎ?ｈ２　 ｙａｎ－ｔｃｈ’ｅ－ｔｕ ｊａ`ｎ?ｈ ｊａ３３ｈ５５

１６４ 子 呀支 ＊ｊｉｚ１ ｊａ? ｊａ３３５５

１８０ 岁 都者 ＊ｔｓｉｐｈｒｊｏ　 ｔｕ－ｔｃｈ’ｅ　 ｂｕ?ｈ ｄｕ３３ｔｓｈ３３

３０９ 米 车 ＊ｎｈｅｗ１　 Ｎｔｃｈ’ｅ　 ｎｈ` ｈ３３

３３６ 缎 果者 ｈｋｏ　ｈ? ｋｏ３３５５

４４９ 龙 二节 ＊（ｊｉ）ｍｂｒｕ２　 ｒｉ－ｄｊｉ　 ｒ`ｄｚ ｌｕ３３ｔｓ５５

４９３ 铁 舌 ＊ａｎ１　 ｓｈｅ  ３３

４９７ 钱 钱 ＊ｂｊｅ１〔１２〕 ｂａ ｂ３３５５

５４０ 十 择且 ＊ｇｅ２　 ｔｃｈ’ｉ－ｔｃｈ’ｉ　 ｔｓｈｔｓｈ
ｔｓｈ３３

ｔｓｈ５５
主要对音模式 ｅ ／／ｅ为主 ｅ／ｉ  

　　按照四川官话音系，相关注音汉字如“折、舌、者、车、择、彻、借、节”等的主元音是ｅ，Ｂａｂｅｒ的记录中

９３４

王　振　基于清代《西番译语》（川五）的尔苏语历史音变考察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Ｙｕ（２０１９）认为该词的拟音有可能是＊ｈｕｉ　１ 或＊ｓｕｉ　１。

越西话中的与ａ并不对立，为简化符号，我们归纳语音对应关系时记作ａ。

越西话有－ａ但是出现频率很低（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３：６５－６６）。

Ｙｕ（２０１９）指出该词的拟音可能是＊ｂａｎ１。



韵母也多以ｉ或者ｅ为主元音，现代甘洛音韵母为，〔１３〕而石棉音是。可见，石棉音中的可能是从

一个前元音ｅ／变化而来的。变化的条件与声母的发音部位有一定的关系，与甘洛对应的－类音节

的声母一般是舌尖音或者舌叶音。〔１４〕

石棉音中的还有一部分和甘洛音的ａ对音。相关词条见下表６。
表６　石棉－与甘洛－ａ的对应与比较

编号 汉义 汉音 原始尔苏语 Ｂａｂｅｒ 甘洛 石棉

３ 月 纳魄 ＊ｐｈｅ１〔１５〕 ｈａ　ｐｕ ａｐｈ ｌ３３ｐｈ５１

１１４ 僧人 舌巴 ａ`ｐａ ３３ｐａ２２３５

１９９ 耳 乃比 ＊ｎ２　 ｎｉ－ｐ’ｅ－ｔｃｈｏ　 ｎａ　ｋｕ　 ｎ３３ｋｖ

５１

２４０ 柱 则怕 ＊ｄｚｐｈ１ ｄｚａ　ｐｈａ　 ｎｄｚ３３ｐｈａ３３ｋａ５５

２８１ 鼓 窄 ＊（ｎ）ｄｚ１ ｎｄｚａ　 ｎｄｚ５５

３１２ 茶 扎 ＊ａ１　 ｄｊａ－ｔｃｈａ ａ　 ｄｚ３３ｌ５１

３４０ 布 乌拉 ＊ｗｕｒＡ／ｗｒＡ１　 ｖùｒａ` ｗｅ３３ｌ５５

４１６ 林 撒勒 ＊ｓｅｌ１ ｓｉ　ｌａ ｉ　３３ｌ５５

４５４ 鸡 呐 ＊ｒｗ１ ｒａ　 ｌ３３

５７１ 得 呐 ｒａ` ｌ１３

５８３ 知 罕事 ａ　ｓ ｈ３３ｓ５５

７０２ 番汉 责弊 ｎｄｚｉ　 ｎｄｚａ　ｈｐｚ ｎｄｚ１３

主要对音模式 ａ／ｅ ／ ａ／ｉ　 ａ 

　　上表词条在原始尔苏语和甘洛音中以－ａ韵母为主，石棉音均为韵母，但是译语中主要有ａ和ｅ
两类韵母，Ｂａｂｅｒ的记录中有ａ／ｉ。有一些甘洛音的ａ对应的译语和Ｂａｂｅｒ是高元音。结合原始尔苏语

音看，甘洛音中的－ａ可能是较早期的面貌，译语和Ｂａｂｅｒ所记的前高元音是－ａ高化的结果。石棉音中的

有一部分可能是高化后进一步卷舌化的结果；还有一部分，目前的材料中看不出－ａ高化的痕迹，可能

未经历高化而直接卷舌化。推测音变过程为：即＊ａ（＞ｅ、ｉ）＞。此类音变主要出现在舌尖或者舌面

音为声母的音节当中。
现代甘洛音中有两种来源。前一种的例子在我们所见的材料中很少，例如２９１“绳－白呷－ｂ

ｋａ”，是原始尔苏语＊ｂｒ１ 中的－ｒ－影响韵母的结果，与石棉音中的对应；后一种例子较多，主要是通过

ｌｉ＞音变产生的（Ｙｕ２０１２：１５３），音变的结果就是产生零声母的卷舌元音，因此甘洛音中多数带的

音节都是零声母的（Ｃｈｉｒｋｏｖ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与石棉音中的不对应。相关例子如表７。
原始尔苏语、译语和Ｂａｂｅｒ（１８８２）以及石棉音较为一致，基本都是ｌ－类 音 节，与 甘 洛 音 的对 应。

故甘洛音的应该是后起的创新，是从ｌｕ／ｌｉ演变而来的，〔１６〕可见就这一类音而言，石棉音比甘洛音

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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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甘洛尔苏语音系中的与ｅ并不对立，所以记为ｅ或者均可。

根据Ｙｕ（２０１２），卷舌元音的产生多是原始音中的＊－ｒ－导致的，上表例词中基本没有＊－ｒ－因而不具备产生卷舌

音的条件，石棉音中的或是其内部创新。

Ｙｕ（２０１２）构拟“月”（ｍｏｎｔｈ）为＊，Ｙｕ（２０１９）修订时 指 出 拟 音 可 能 是＊ｊａ。“月”（ｍｏｎｔｈ）与“月”（ｍｏｏｎ）两

词相关。

根据 Ｙｕ（２０１２：１５３），原始尔苏语＊ｌｉ，＊ｌｉｕ，＊ｌｕ，＊ｌｏ都有音变为?的，但也有例外。



反映的时间层次更早。〔１７〕

表７　甘洛尔苏语－音及其对应情况

编号 汉义 汉音 原始尔苏语 Ｂａｂｅｒ 甘洛 石棉

１４ 风 墨利 ＊ｍｅｌｉ　２　 ｍｕｒ　 ｍ ｍｅ３３ｌｕ５１

５３ 石 勒布 ＊ｌｏ（ｂｗｏ）１　 ｌｏ－ｋ’ｗａ ｋｈｗａ　 ｌｕ３３ｋｈｕａ５５

１３１ 新年 陆事 ｓ
３００ 螺 罗 ｂ ｌｕ３３ｂｅ５５

３５１ 白 得露 ＊ｄｅｌｉｕ１　 ｄｕ－ｌｕ　 ｄ ｄｅ３３ｌｕ３３

４１４ 木 邪陆 ＊ｓｅ１　 ｓｉｅ　 ｓｉ ｉ　３３

６５２ 抢夺 特路 ｔｈ`
主要对音模式 ｌｕ／ｌｉ　 ｌｕ／ｌｉ／ｌｉｕ　 ｌｕ  ｌｕ

　　这一语音差异在民族自称中也有直接体现，Ｂａｂｅｒ（１８８２）的词表中有“Ｓｉｆａｎ（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即“西番

（自称）”一词，注音是ｌｏ－ｓｓｕ，石棉自称是ｌｕ　ｓｕ，甘洛自称是ｓｕ，这种ｌｏ／ｌｕ与的语音对应，与上表

反映的情况一致。
综合上述分析，石棉音和甘洛音中的的对应和演变关系大致如下表８：

表８　甘洛、石棉尔苏语－的互补对应关系和相关音变

译语 甘洛音 石棉音 音变顺序 音变条件

ｅ　 ａ 
ａ＞ａｒ甘 洛

ａ＞ｅ＞石 棉

／Ｃ｛［＋ｌａｂｉａｌ］［＋ｖｅｌａｒ］｝（ｗ）＿

ｅ   ｅ＞石 棉 ／Ｃ［＋ｃｏｒｏｎａｌ］＿

ａ／ｅ　 ａ  ａ（＞ｅ）＞石 棉 ／Ｃ［＋ｃｏｒｏｎａｌ］＿

ｌｕ／ｌｉ  ｌｕ　 ｌｉ，ｌｕ＞甘 洛

　　上表中石棉和甘洛音中的都是后起的，但是历史来源不同。简单而言，石棉的更早时期是ａ
或者ｅ，甘洛的则多是ｌ－变来的。因此呈现出互补的格局，表现出同一语言不同方言之间复杂而有序

的对应关系。

４ 舌面音的来源、对应关系与相关演变

原始尔苏语、译语以及现代甘洛音和石棉音之间的舌尖、舌面音存在多种对应关系，反映出不同的

历史层次和演变规律。

４．１ 舌尖音的腭化

舌尖前音Ｔｓ－腭化为舌面音，这是较为自然和常见的音变。石棉尔苏语即存在＊Ｔｓ＞Ｔ的音变。

下页表９中，译语汉字注音除了“择”之外均为精组细音字，推测其记录的尔苏语音即为Ｔｓ－，原始

尔苏语、甘洛音声母也是Ｔｓ－，石棉音是Ｔ－。值得注意的是，Ｂａｂｅｒ（１８８２）的资料中有三个相关词项，其
中一个记为ｔｃｈｉ［ｈｉ］，另外两个记为ｓ－。不同材料的差异体现出舌尖音腭化音变在词汇中扩散的过程。

１４４

王　振　基于清代《西番译语》（川五）的尔苏语历史音变考察

〔１７〕Ｃｈｉｒｋｏｖａ和 Ｈａｎｄｅｌ（２０１３）指出多续语、栗苏语中部分／ｌ／，在尔苏语中是／?／，可见尔苏语比多续、栗苏发展更

快、创新性更强，进而用尔苏语代称整个语组（尔苏、栗苏、多续）。不过，并非所有尔苏语都有ｌ－＞?的音变，目前仅见于

甘洛和越西县，石棉县以及清代译语和Ｂａｂｅｒ（１８８２）的记录中均为ｌ－。



表９　石棉尔苏语舌尖音腭化的相关材料

编号 汉义 汉音 原始尔苏语 甘洛音 Ｂａｂｅｒ 石棉音

６４ 桥 借 ＊ｄｚａｍ１　 ｄｚｉ ｉ　１３

１１６ 今年 前隙 ＊ｔｓｈｅｈｎｉ　１　 ｔｓｈｘｉ ｈｉ　５５ｘｉ　３３

１９６ 发头 发 接 ＊ｔｓａｍ１　 ｔｓｉ　 ｔｃｈｉ－ｗｏ ｉ　１３

３４６ 线 择使 ｔｓｉ ｉ　３３ｓ５５

４１４ 木 邪陆 ＊ｓｅ１　 ｓｉ ｓｉｅ ｉ　３３

５３３ 三 些 ＊ｓｊｅ２　 ｓｉ　 ｓｉ ｉ　１３

５４５ 少 嘛接 ｍａ　ｄｚｅ　 ｍ３３ｉ　３５

５９０ 如何 卡木结 ａ　ｎì
ｈａ５５　 ｎｉ　３３

ｄｅ２２

　　可见，上述例词中的Ｔｓ－是原生的，石棉的舌面音Ｔ－应该是后起的。从韵母角度看，石棉音的韵母

均为前高元音－ｉ，而甘洛音中有－ｉ也有－、原始音中还有低元音ａ，这里应该还涉及前元音高化的音变，前
元音高化是辅音腭化的条件，即＊Ｔｓ＞Ｔ／＿Ｖ［－ｌｏｗ，＋ｆｒｏｎｔ］。

表１０　舌尖音腭化的发展过程

材料来源 原始音、译语、甘洛 Ｂａｂｅｒ 石棉

阶段 初始阶段 过渡阶段 完成阶段

音值 Ｔｓ － Ｔｓ－＆Ｔ － Ｔ－

４．２ 舌面音的去硬腭化

现代甘洛、石棉音中的Ｔｓ－有一部分是从更早时期的Ｔ－演变来的，这一部分早期的Ｔ－（＞Ｔｓ－）则

可能源自原始尔苏语的＊Ｔ－、＊Ｐｊ－、＊Ｐｉ和＊Ｋｉ（Ｙｕ　２０１２：１５２）。此类音变在甘洛、石棉音中均存在，但

是具体条件和表现不同。相关词条见表１１。
表１１　尔苏语舌面音去硬腭化的相关材料

序号 编号 汉义 汉音 原始尔苏语 甘洛音 石棉音

１　 ５ 云 借 ＊ｅ１　 ｔｓ ｔｓ３３

２　 １６７ 侄 自车 ＊ｚｉｎｕ２　 ｚ`ｎｄｚｕ` ｎｄｚｕ３３ｊｉ　５１

３　 ２１８ 想 即家 ＊ｎｉｎａ２　 ｎｄｚｎｄｚａ　 ｎｄｚ３３ｄｚａ５５

４　 ２９３ 鞍 嗟 ＊ｍｂｒｏａ２　 ｚａ　 ｍｏ３３ｚａ５１

５　 ４０６ 右 勒欲 ＊ｌｅｕ１　 ｌｔｓｕ
６　 ４２２ 叶 邪夹 ＊ｓｅｐｈｊａ１　 ｓｉ　ｔｓｈａ ｉ　３１ｔｓｈａ５５

７　 ５４０ 十 择且 ＊ｈｅｈｅ１　 ｔｓｈｔｓｈ ｔｓｈ３３ｔｓｈ５５

８　 ５４１ 百 得家 ＊ａ１　 ｔａ　ｚａ　 ｔａ３３ｚａ５５

９　 ２０ 落日 落 勒却 ＊ｎｅｈｉｕ１　 ｎ`ｈｏ　 ｎｅ３３ｔｓｈｏ５５

１０　 ４０３ 上 樵五 ＊ｗｕｈａ１ ｈｏ　ｗｏ　 ｔｓｈｏ１３

１１　 ５８０ 借 可削 ＊ｗｉｕ１　 ｋｈ`ｏ　 ｋ３３ｓｏ５５

１２　 ６ 雷 墨这 ＊ｍｅｇｉ　１　 ｍ`ｄｚ ｍｅ３３ｉ　３５

１３　 ９ 雪 衣 ＊ｕ１　 ｚ ｉ　１３

１４　 １５４ 亲 果几 ｋｏ`ｔｓ ｋｏ３３ｉ　５５

１５　 ２６０ 杓 玉麻 ｚｕ　ｍａ　 ｊｙ３３　ｍ３５

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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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１

序号 编号 汉义 汉音 原始尔苏语 甘洛音 石棉音

１６　 ３２６ 苦 德欺 ＊ｄｅｋｈｒａ１〔１８〕ｄｔｓｈ ｄｅ３３ｈｉ　５５

１７　 ３８５ 书 折今 ＊ｎｉｕｎｉ　１　 ｎｏ　ｎｄｚ ｄｚｕ３３ｎｉ　５５

１８　 ６８３ 薄 比必 ＊ｂｉ　１　 ｂｚ`ｂｚ ｂｉ　３３ｂｉ　５１

１９　 ３１５ 蜜 必例 ＊ｂｉ　２　 ｂｚ` ｂｉ　３３ｌ５１

　　甘洛音的去硬腭化发生在非－ｏ元音之前（Ｙｕ　２０１２：１５２），即上表第１－８词所反映的情况，第９－１１
词元音为－ｏ，声母仍读为舌面音。石棉县的去硬腭化不受－ｏ的影响，因此第１－１１词都读成了Ｔｓ－。但

是，第１２－１９词显示，石棉－ｉ元音之前的辅音读为舌面音，不再发生去硬腭化的音变。因此这一类音甘

洛尔苏语变化更快一步。其中，第３和１７例看起来是矛盾的。两个词都有＊ｎｉ，但是第３例在甘洛、

石棉音中都读成了ｎ，而第１７例在石棉读ｎｉ、在甘洛读ｎ。不过观察两词在译语的汉字注音，前

者是“即”（精母）、后者是“今”（见母），译语汉字音系基本分尖团（王振２０１９ａ），所以可以推测这两个字

记录的不同的尔苏语音－和－，故前者在现代甘洛、石棉音中仍然是－，后者在甘洛音去硬腭化读－
而石棉音中前高元音前不发生去硬腭化音变故仍然读－。

上表中相关注音汉字多数都是见组字，其音值应该是Ｔ－而不是Ｔｓ－，可见译语记录的尔苏语中的

去硬腭化音变并不明显，与现代甘洛、石棉音不同，反映出更早的历史层次。

以上分析的结论可通过表１２现出来。
表１２　尔苏语舌尖和舌面音的对应关系与历史演变

类

型
原始音

译

语

甘

洛

石

棉
主要音变过程 音变条件

１ ＊Ｔｓ － Ｔｓ － Ｔｓ － Ｔ － ＊Ｔｓ－＞Ｔｓ－译 语＆甘 洛＞Ｔ－石 棉 ／＿Ｖ［－ｌｏｗ，＋ｆｒｏｎｔ］

２ａ

２ｂ

＊Ｋ／Ｔ－
＊Ｐ

Ｔ－
Ｐｉ

Ｔｓ－
Ｐｓ

Ｔ－
Ｐｉ

＊Ｋｉ，＊Ｔｉ＞Ｔｉ石 棉＆译 语＞Ｔｓｉ＞Ｔｓ－甘 洛

＊Ｐｉ＞Ｐｉ石 棉＞Ｐｓｉ＞Ｐｓ甘 洛
〔１９〕

／＿ｉ

２ｃ ＊Ｔ－／＊Ｐｊ － Ｔ － Ｔ － Ｔｓ － ＊Ｔ－，＊Ｐｊ－＞Ｔ－甘 洛＆译 语＞Ｔｓ－石 棉 ／＿ｏ

２ｄ ＊Ｔ－／＊Ｐｊ － Ｔ － Ｔｓ － Ｔｓ － ＊Ｔ－，＊Ｐｊ－＞Ｔ－译 语＞Ｔｓ－石 棉＆甘 洛 其它

　　原始尔苏语到译语时代发生塞音腭化音变。译语时代以来，尔苏语又发生了腭化和去硬腭化两种

方向相对的历史音变，分别为上表中的第１类和第２类。

总体而言，译语音系代表了较早期的尔苏语音，甘洛音和石棉音在不同音类上反映出不同的时间层

次。其中第１和２ｃ类中甘洛音层次较早，第２ａ和２ｂ类石棉音时间层次较早，第２ｄ类两地读音的时间

层次一致但均比译语晚。

５ 边擦音的对应与演变

下表所列原始尔苏语中的边擦音＊－和译语泥来母字有对音关系。根据王振（２０１９ｂ）的考察，译语

３４４

王　振　基于清代《西番译语》（川五）的尔苏语历史音变考察

〔１８〕

〔１９〕

不确定＊ｄｅｋｈｒａ１ 是否东部方言的原始形式。Ｙｕ（２０１２：６５）的同源词表中甘洛音ｄｔｓｈ旁边加了问号，大概

也表明了其不确定的态度，将＊ｄｅｋｈｒａ１ 作为ｄｅｋｈ（冕宁）、ｄｅｋｈａ（木里）的原始形式很合适，但对于ｄｔｓｈ、ｄｈｉ而言

则与之差别较大，故暂存疑。

表中只写了清擦音和ｓ，相应的浊擦音也有同样的音变。



汉字音系中泥来母相混，泥母洪音多混入来母读为边音，因此推测表１３中的“呐、纳”等泥母字记录的应

该是边音。由于汉字音无法区别边音和边擦音，我们不能确定译语记录尔苏语音系中这部分音值是－
还是ｌ－，不过根据现代音推测，表中译语注音汉字记录－的可能性更大。

表１３　边擦音的对应与比较

编号 汉义 汉音 原始音 Ｂａｂｅｒ 甘洛 石棉

３ 月 纳魄 ＊ｐｈｅ１　 ｈａ　ｐｕ ａｐｈ ｌ３３ｐｈ５１

７ 电 麦列 ｍｊｏ　 ｍｅ３３ｘ５５

１２３ 昼 你纳骨 ＊ｎｉｕ（ｍ）ｌｗｕ１〔２０〕 ｍｉｇｕ ｉ　１３ｌａ５５ｇｖ

５５

２３３ 寺院 呐果 ＊ｗｏ 〔２１〕

２９４ 笛 的 ＊１　 ｓｈｉｈ－ｈｅ ａ　 ｘ３３

３０４ 梯 杂鸡 〔２２〕 ＊ｊｅｋｉ　１ ｉ　ｔｓ ｘｉ　３３ｉ　５５

４１１ 中间 骨纳 ＊ｇｏ２ ｇｕａ　 ｔｓ３３ｇｖ

２２ｌａ５１

　　原始的＊－声母在甘洛音中得以保留，译语均以来母字注音，推测很可能也保留了－。Ｂａｂｅｒ的资

料只包括两个相关例证，均记为擦音ｈ－。可见，清末部分地区尔苏语中边擦音已经出现读为擦音的情

况，现代石棉话边擦音已经消失，＊－＞ｘ－或＊－＞ｌ－。〔２３〕边擦音的这种演变路径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失去边音特征而演变为擦音或者失去擦音特征而演变为边音的情况在嘉绒语中也存在（王振２０２０）。

６ 甘洛音中－ｕ引发的两类音变

６．１ 舌尖塞音变唇塞音

甘洛尔苏语中存在＊Ｔ＞Ｐ／＿ｕ的音变，Ｙｕ（２０１２：１６０）注意到这种变化。我们将更多的材料纳入比

较的视野，发现这种圆唇元音影响下舌尖塞音变为双唇塞音的变化在尔苏语中并不典型。详见表１４。
表１４　尔苏语舌尖塞音变双唇塞音的相关材料

编号 汉义 汉音 原始音 Ｂａｂｅｒ 石棉 越西 甘洛

１６８ 孙 勒图 ＊ｌｉｔｈｏ／ｌｏｔｈｏ１　 ｌｕ－ｔｃｈｕ ｌｅ３３ｔｈｏ５５　 ｌｔｈｕ　 ｌｐｈｕ

编号 汉义 汉音 原始音 Ｂａｂｅｒ 石棉 越西 甘洛

１８０ 岁 都者 ＊ｄｉｕｔｈｅ１　 ｔｕ－ｔｃｈ’ｅ　 ｄｕ３３ｔｓｈ３３　 ｂｕ　ｔｓｈ ｂｕ?ｈ
５４２ 千 得毒 ＊ｈｔｕ２　 ｔｕ－ｔｏ　 ｔｅ３３ｔｕ５５　 ｔｔｕ　 ｔｈｐｕ（ｈｔｕ）

５９８ 商议 客毒纳 ＊ｄｅｄｕｌ２　 ｋｈｅ３３ｄｕ３３ｌａ５５　 ｋｈｂｕ　ｌａ
３５／６８４ 厚 毒／突 ＊ｒｄｕｒｄｕ　 ｊａ　ｄｕ　 ｊａ３３ｄｕ５５　 ｊａ　ｂｕ　 ｊａ　ｈｂｕ

４４４

语言科学　２０２１年７月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第１２３词原始尔苏语构拟为＊ｌ－，目前 所 见 尔 苏 语 和 栗 苏 语 资 料 中 仅 甘 洛 音 为－。Ｙｕ（２０１２）中 同 源 词 表 中

“昼ｄａｙｔｉｍｅ”一词未引甘洛资料，导致构拟所参考资料中并没有－，故构拟为＊ｌ－，如果参考甘洛音，可能拟为＊－更合适。

现代甘洛音指“佛”（译语另有３７３佛像－呐），“寺院”是ｍｉ　ｊｉ。推测“２３３寺院－吶果”中“吶”当指语素“佛”。

汉字注音记录的是“墙”而非“梯子”，可参译语“６１墙－咱己”。

音变条件尚不确定，可能和元音ａ有关系。表中ａ音节只有一个读为ｘ－，其余ｊｏ和ｉ则两个都读为ｌ－。此

外，藏缅语核心词“扬场”甘洛音ｅｅ，石棉音ｘｅ。因此，从目前少有的材料看来，低元音ａ元音前的倾 向 变 为ｌ－，非 低

元音之前的－倾向变读为擦音ｘ－。



Ｙｕ（２０１２：１６０）已经指出，这种音变是ｕ元音引发的。从音系特征的角度看，圆唇元音具有［＋ｌａｂｉａｌ］的

音系属性（Ｈａｙｅｓ　２００９：９８），可以认为－ｕ导致了ｔ－变为双唇音。音系规则为：

　　［＋ｓｔｏｐ，＋ａｌｖｅｏｌａｒ］＞［＋ｌａｂｉａｌ］／＿［＋ｖｏｗｅｌ，＋ｌａｂｉａｌ，＋ｈｉｇｈ］＃
另据《藏缅语语音和词汇》（１９９１），“千”有ｈｐｕ与ｈｔｕ两读。语言的共时变异能够反映语言演变的

方向和趋势（黄布凡１９９３／２００７：４９２－５０５）。这种ｈｐｕ与ｈｔｕ的变异说明甘洛尔苏语中确实可能存在ｔ
＞ｐ／＿ｕ的音变趋势，而且这种音变现在仍有可能正在发生 〔２４〕。不过这种音变在尔苏语中分布并不广

泛，上表显示，除了甘洛之外，越西有部分词条存在 〔２５〕，石棉以及译语、Ｂａｂｅｒ记录的材料中均不存在

此类音变，因此应为越西、甘洛一带的内部创新。

６．２ 双唇鼻音变舌根鼻音

甘洛音与其他尔苏语之间存在ｍｕ和ｕ的对应关系，译语中涉及的相关材料如下表１５所示。
表１５　甘洛尔苏语 ｍ－＞－的相关材料

编号 汉义 汉音 Ｂａｂｅｒ 石棉 甘洛

５６７ 来 纳木 ｌａ　ｍｕ　 ｌａ３３　ｍｕ３３　 ｌａｕ
７０７ 不许 他木 ｔｈａｕ
７１６ 好生 德咱木 ｄｎｄｕ

　　虽然例证不多，但这三个词语在译语汉字音中均有“木”，记录的尔苏语音应是 ｍｕ，与Ｂａｂｅｒ、石棉

音同。我们认为，ｍ－应是早 期 的 语 音 形 式，甘 洛 音 中 的－则 为 ｍ－音 变 而 来。因 为 清 代 文 献 记 录 均 为

ｍｕ，应能反映早期形式。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ｍｕ与ｕ在音值上难以区分，译语以“木”记ｕ，ｕ是早期形式。我们认

为，虽然ｍｕ与ｕ在音值上比较接近，而且从音系学角度看，ｍｕ＞ｕ和ｕ＞ｍｕ均有可能，但在四川方

言音系中，同时存在ｍ和两个声母，因此对整理译语的四川人而言，这两个音或许并不难区分，而且

Ｂａｂｅｒ（１８８２）的记录也是ｍｕ。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ｍｕ是早期形式，ｕ是ｍｕ演变的结果。

Ｙｕ（２０１２：２６－２８）发现部分同源词中的［ｍ］在甘洛尔苏语中是［］，涉及到“做”和“臼”两个词条，
并推测音变的条件可能是后圆唇元音。上表所列译语中的三则例证也是－ｕ之前发生音变，据此推测 ｍ
＞的音变就是－ｕ元音引发的，即ｍ＞／＿ｕ，应该是ｍ受到ｕ元音的后部特征同化的结果，其音系表达

式为：［＋ｃｏｎｓ．，＋ｌａｂｉａｌ，＋ｎａｓａｌ］＞［－ｌａｂｉａｌ，＋ｈｉｇｈ，＋ｂａｃｋ］／＿［－ｃｏｎｓ．，＋ｈｉｇｈ，＋ｂａｃｋ］。

７ 结语

本文基于译语文献以及其他相关资料，梳理了尔苏语文献和不同方言之间的内部对应关系，总结其

历史音变的规律，得到如下认识：

１）尔苏语中的舌尖颤音呈现消失的趋势，有卷舌化和边音化两个方向。＊ｒａ中的ｒ－消失最晚，且多

变为边音；＊ｒｉ中的ｒ－较早消失，更倾向变为卷舌元音。

２）石棉和甘洛尔苏语中都有，但其历史来源完全不同，石棉的出现频率很高，多是从更早时期

５４４

王　振　基于清代《西番译语》（川五）的尔苏语历史音变考察

〔２４〕

〔２５〕

越西尔苏语也有同类音变，如厚－ｊａ　ｂｕ、年（岁）－ｂｕｔｈ、翅膀－ｂｕｉ（木里倮波乡音ｄｕ３５，原始尔苏语音＊ｄｕ１），还
有些不变，如犁－ｄｕ、孙子－ｌｔｈｕ、千－ｔｕ（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３）。但石棉尔苏语未见此类音变。

仅就表中相关材料而言，越西尔苏语中似乎浊音＊ｄｕ＞ｂｕ，而清音未变。材料有限，仍待进一步考察。



的ａ或ｅ变来的，甘洛的则多是ｌ－变来的。

３）尔苏语存在腭化和去腭化两种音变。石棉有＊Ｔｓ＞Ｔ的腭化音变；甘洛、石棉有去腭化音变，具
体表现稍有不同：Ｔ＞Ｔｓ／＿ｏ石棉；Ｔ＞Ｔｓ／＿ｉ甘洛；Ｔ＞Ｔｓ／其他石棉 ＆ 甘洛。

４）译语中可能保留了边擦音，但清末部分地区边擦音已经出现读为擦音的情况（Ｂａｂｅｒ　１８８２），现代

尔苏语中出现了变读为擦音和边音两种情况。

５）甘洛尔苏语存在＊Ｔ＞Ｐ／＿ｕ和＊ｍ＞／＿ｕ两个由－ｕ引发的音变，在译语和其他方言中少见，应是

甘洛话自身的创新。
目前学界对尔苏语音的历史研究成果并不多。本文首次将清代译语文献和现代方言资料结合，将

共时对应和历时比较结合，发现了尔苏语方言之间的对应关系和语音演变的规律与条件，在一定程度上

深化了对尔苏语音史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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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ｒｅｓｓ］．

Ｆｅｎｇ，Ｚｈｅｎｇ（冯蒸）．１９８１．Ｈｕａｙｉ　Ｙｉｙｕ　ｄｉａｏｃｈａ　ｊｉ《华夷译语》调查记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ｎ　Ｈｕａｙｉ　Ｙｉｙｕ］．Ｗｅｎｗｕ 文物 ［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１９８１．２：５７－６８．

Ｈａｙｅｓ，Ｂｒｕｃｅ．２００９．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Ｗｅｓｔ　Ｓｕｓｓｅｘ：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Ｈｕａｎｇ，Ｂｕｆａｎ（黄布凡），＆Ｒｅｎｚｅｎｇ　Ｗａｎｇｍｕ（仁增旺姆）．１９９１．Ｌǚｓｕｙｕ吕苏语 ［ｌｙｕｚｕ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Ｚａｎｇ－Ｍｉａｎ　Ｙｕ　Ｓｈｉ－
ｗｕ　Ｚｈｏｎｇ 藏缅语十五种 ［Ｆｉｆｔｅｅｎ　Ｔｉｂｅｔｏ－Ｂｕｒｍ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１３２－１５２．Ｌａｎｚｈｏｕ：Ｇａｎｓｕ　Ｗｅｎｈｕａ　Ｃｈｕｂａｎｓｈｅ兰

州：甘肃文化出版社 ［Ｌａｎｚｈｏｕ：Ｇａｎｓｕ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

Ｈｕａｎｇ，Ｂｕｆａｎ（黄布凡）．１９９３［２００７］．Ｙｕｙａｎ　ｂｉａｎｙｉ　ｃｈｕｙｉ：Ｄｕｉ　Ｚａｎｇ－Ｍｉａｎ　ｙｕ　ｄｅ　ｄｉａｏｃｈａ　ｔｉｙａｎ　ｚｈｉｙｉ语言变异刍议———

对藏缅语的调查体验之一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ｉｂｅｔａｎ－Ｂｕｒｍｅｓｅ］．Ｚａｎ－

ｇｙｕ　Ｚａｎｇｍｉａｎｙｕ　Ｙａｎｊｉｕ　Ｌｕｎｊｉ藏语藏缅语研究论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ｂｅｔａｎ－Ｂｕｒｍ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４９２－５０５．Ｂｅｉｊｉｎｇ：

Ｚｈｏｎｇｇｕｏ　Ｚａｎｇｘｕｅ　Ｃｈｕｂａｎｓｈｅ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ｒｅｓｓ］．

Ｉｋｅｄａ　Ｔａｋｕｍｉ（池田巧）．２００７．西番譯語に記録されたリュズ語 ［Ｌｙｕｚｕ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ｔｒａ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Ｘｉｆａｎ　ｙｉｙｕ］．『華夷

訳語論文集』語学教育フォー ラ ム１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ａｙｉ　Ｙｉｙｕ　Ｓｔｕｄｉｅｓ，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ｕｍ （１３）］，ｅｄ．

ｂｙ　Ｔａｋａｈｉｒｏ　Ｆｕｋｕｍｏｒｉ（福盛貴弘）＆Ｎｉｔｓｕａｋｉ　Ｅｎｄｏ（遠藤光 暁），９５－１０６．東 京：大 東 文 化 大 學 語 學 教 育 研 究 所

［Ｔｏｋｙｏ：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Ｄａｉｔｏ　Ｂｕｎｋ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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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科学　２０２１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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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ｕｙａｎ　Ｙａｎｊｉｕ 语言研究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１９８２．２：２４１－２６４．

Ｓｕｎ，Ｈｏｎｇｋａｉ（孙宏开）．１９８９．Ｘｉｆａｎ　Ｙｉｙｕ　ｋａｏｂｉａｎ《西 番 译 语》考 辨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Ｘｉｆａｎ　Ｙｉｙｕ］．Ｚｈｏｎｇｇｕｏ　Ｍｉｎｚｕｓｈｉ
Ｙａｎｊｉｕ （ｄｉ’ｅｒ　ｊｉ）中国民族史研究（第二辑）［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２）］，３２７－３４２．Ｂｅｉｊ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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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Ｄｅｈｅ（王德和），＆Ｋａｔｉａ　Ｃｈｉｒｋｏｖａ（齐 卡 佳）．２０１７．Ｚｈｏｎｇｇｕｏ　ｂｉｎｗｅｉ　Ｅｒｓｕ　ｙｕ　ｑｉａｎｇｊｉｕ　ｂａｏｈｕ　ｙｕ　Ｅｒｓｕ　ｙｕ　ｐｉｎｙｉｎ
ｚｈｕａｎｘｉｅ　ｆａｎｇ’ａｎ　ｄｅ　ｃ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ｎ中国濒危尔苏语言抢救保护与 尔 苏 语 拼 音 转 写 方 案 的 创 建 ［Ｒｅｓｃｕ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Ｅｒｓｕ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ｒｓｕ　ｐｉｎｙｉｎ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Ｘｉ’ｎａｎ　Ｍｉｎｚｕ　Ｄａｘｕｅ
Ｘｕｅｂａｏ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Ｍｉｎｚ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７．４：６９－７５．

Ｗａｎｇ，Ｚｈｅｎ（王振）．２０１８．Ｘｉｆａｎ　Ｙｉｙｕ（ｃｈｕａｎ　ｗｕ）ｓｕｏｊｉ　Ｅｒｓｕｙｕ　ｆａｎｇｙａｎ　ｋａｏ《西番译语》（川五）所记尔苏语方言考 ［Ｏｎ
ｔｈｅ　Ｅｒｓｕ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ｒｅｃｏｅｒｄｅｄ　ｉｎ　Ｘｉｆａｎ　Ｙｉｙｕ （Ｃｈｕａｎ　ＩＶ）］．“Ｙｕｙａｎ　Ｊｉｅｃｈｕ　ｙｕ　Ｈｕａｙｉ　Ｙｉｙｕ　Ｄｕｉｙｉｎ　Ｙａｎｊｉｕ”Ｚｈｕｔｉ　Ｘ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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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ａｃｔ　ａｎｄ　Ｓｏｕ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Ｈｕａｙｉ　Ｙｉｙｕ］，Ａｐｒｉｌ　２６－２７．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ａｎｇ，Ｚｈｅｎ（王振）．２０１９ａ．Ｌｉｓｕ　Ｙｉｙｕｓｕｏ　ｆａｎｙｉｎｇ　ｄｅ　ｑｉｎｇ　ｑｉａｎｑｉ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ｇｕａｎｈｕａ　ｙｉｎｘｉ　ｔｅｄｉａｎ：Ｊｉａｎｔａｎ　ｊｉｙｕ　ｙｉｙｕ　ｗｅｎｘｉａｎ

ｙａｎｊｉｕ　ｈａｎｙｕ　ｆａｎｇｙｉｎ　ｄｅ　ｆａｎｇｆａ　ｗｅｎｔｉ《栗苏译语》所反映的清前期四川官话音系特点———兼谈基于译语文献研究汉

语 方音的方法问题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ｉｎ　Ｌｉｚｕ　Ｙｉｙｕ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ｐｈｏｎｏｌｏ－
ｇｙ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ｙｉｙｕ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Ｙｕｙａｎ　Ｙａｎｊｉｕ 语言研究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１９．４：６９－７７．

Ｗａｎｇ，Ｚｈｅｎ（王振）．２０１９ｂ．Ｍｉｎｇｑｉｎｇ　ｙｉｌａｉ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ｇｕａｎｈｕａ“ｎｉ”“ｌａｉ”ｍｕ　ｄｅ　ｄｕｙｉｎ　ｌｅｉｘｉｎｇ　ｈｅ　ｌｉｓｈｉ　ｙａｎｂｉａｎ明清以来四

川官话“泥”“来”母的读音类型及其历史演变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ｎｉ”ａｎｄ“ｌａｉ”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ｓｉｎｃｅ　ｏｆ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Ｙｉｙｉｎ　ｄｕｉｋａｎ”ｄｅ　Ｃａｉｌｉａｏ　ｙｕ　Ｆａｎｇｆａ　Ｇｕｏｊｉ　Ｘｕｅｓｈｕ　Ｙａｎｔａｏｈｕｉ“译音

对勘”的材料与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３．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Ｗａｎｇ，Ｚｈｅｎ（王振）．２０２０．Ｊｉａｒｏｎｇ　ｙｕ　ｄｏｎｇｂｕ　ｆａｎｇｙａｎ　ｄｅ　ｆｕｙｉｎ　ｄｕｉｙｉｎｇ　ｈｅ　ｌｉｓｈｉ　ｙａｎｂｉａｎ嘉绒语东部方言的辅音对应和历

史演变 ［Ｃｏｎｓｏｎａｎｔ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Ｇｙａｌｒｏｎｇ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Ｃｉｓｈｕ　Ｙａｎｊｉｕ 辞 书 研 究

［Ｌｅｘｉｃ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２０．４：１１２－１１９．
Ｙｕ，Ｄｏｍｉｎｉｃ．２０１２．Ｐｒｏｔｏ－Ｅｒｓｕｉｃ．Ｐｈ．Ｄ．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Ｙｕ，Ｄｏｍｉｎｉｃ．２０１９．Ｐｒｏｔｏ－Ｅｒｓｕｉｃ　ａｎｄ　Ｄｏｓｈｕ．Ｔｈｅ　５２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Ｓｉｎｏ－Ｔｉｂｅｔ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ｎ－
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Ｊｕｎｅ　２５．Ｓｙｄｎ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ｙｄｎｅｙ．

Ｚｈａｎｇ，Ｓｉｈｏｎｇ．２０１３．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Ｅｒｓｕ：Ａ　Ｔｉｂｅｔｏ－Ｂｕｒｍ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Ｐｈ．Ｄ．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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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振　基于清代《西番译语》（川五）的尔苏语历史音变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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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中国认知语言学研讨会征稿启事

第十二届中国认知语言学研讨会将于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６至１７日在泉城济南召开。本次会议由山东财经大学外国语

学院承办，主题为“认知语言学：前沿问题 与 领 域 拓 展”，分 议 题 为 认 知 语 言 学 的 传 统 问 题、前 沿 问 题 以 及 研 究 领 域 的 拓

展，包括（但不限于）：隐喻与转喻、心理空间与概念整 合、认 知 语 法 与 构 式 语 法、认 知 范 畴 化、体 验 认 知、认 知 识 解、认 知

语义学、认知语言学与系统功能语言学、语料库、语用学、心理语言学、神经 语 言 学、第 一／第 二 语 言 习 得、汉 语 研 究、话 语

研究、社会语言学、语言类型学、历史语言学、文学、词汇学、音位学、句法学、手 势 研 究、人 工 智 等 能 学 科 的 交 叉 研 究。本

次研讨会设主旨发言、专题研讨、小组发言等形式。专题研讨每场２小时，小组发言每人２０分钟，１０分钟问答环节。请

将论文摘要 ＷＯＲＤ版（３００字以内）发送到会议专用邮箱。

摘要提交邮箱：ｃｃｌｃ２０２１＠１６３．ｃｏｍ。

会议日期：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６－１７日，１０月１５日（周五）报到。

会议地点：山东财经大学（舜耕校区）。

会务费：１０００元，全日制硕／博研究生减半，食宿费和往返交通费自理。

联系人：郭老师１３９５４１３９２８６；钱老师１３８６９１８０２６０。

（本刊记者）

８４４

语言科学　２０２１年７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