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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

人类社会是由一个个家族构成的。一种语言的词汇是不是也像人类社会
那样，某些词和词之间具有亲缘关系，组成一个一个词的“家族”，由这些
词的“家族”聚合成一种语言的词汇？请看下边的例子。
１ ｓｋａｍ “枯奶母畜”：ｓｋａｍ “变干”：ｓｋｅｍ “使干”：ｓｋｏｍ “渴”
：ｓｋｏｍ “饮料”：ｓｋｙｅｍ （ｓ）“渴”：ｓｋｙｅｍｓ “饮料”
２ ｄｏ “二，对手”：ｄｏｒ “双，对”：ｄｏｓ “驮子”：ｍｄｏ “两河或两路交汇处”
：ｓｄｏ “较量”：ｓｄｏｒ “拼”：ｔｈｏｒ （ｍｏ）“二岁牝马”
３ ｂｕｇ “穿透”：ｖｂｕｇ （ｓ）“钻（孔），刺穿”：ｓｂｕｇ “钻（孔），刺穿”
：ｖｂｕｇ “锥子”：ｖｂｉｇ （ｓ）“钻（孔），刺穿”：ｖｂｉｇ “锥子”
：ｐｈｕｇ “针眼”：ｐｈｉｇ “穿透”：（ｖ）ｐｈｉｇｖｐｈｉｇｓ “钻（孔），刺穿”
４ ｇｃａｌ “铺地”：ｇｃａｌ “铺成的地面”：（ｄｋａｒ）ｃｈａｌ “石板地面”
：ｓｈａｌ “（农具）耙”：ｓｈａｌ “耙平”：ｂｓｈａｌ “耙平，使蹭着地面前行”
：ｚｈａｌ “抹平”
５ ｚｈｏ “奶，酸奶”：ｂｚｈｏｎ “奶”：ｖｊｏ “挤（奶）”：ｖｏ （ｍａ）“奶”
６ ｚａ “吃”：ｚａｓ “食物”：ｚａｎ “食物，糌粑团，食……者”
：ｇｚａｎ “饲草”：ｇｚａｎ “吃”：ｂｚａｎ “食物，草场，食……者”
７ ｎｙｅ “接近”：ｎｙｅｎ （ｄ）（ｋｏｒ）“附近”：ｓｎｙｅ “靠”：ｓｎｙｅｎ “亲近，依靠”
：ｇｎｙｅ “求婚”：ｇｎｙｅｎ “亲戚”
：ｇｎｙａ （ｂｏ）“迎亲送亲者”：ｍｎｙｅｓ “喜欢”：ｓｍｙｅｎ “媒妁”
：ｓｍｙａｎ “结亲”
８ ｎｙｕｌ “抹（泥）”：（ｖ）ｂｙｕｌ “捋”：ｖｂｙｉｌ “捋，抹（泥）”
：ｓｂｙｉｌ （ｍｏ）“泥抹子”：ｓｐｙｉｌ “抹（泥）”：（ｖ）ｐｈｙｉｌ “抹（泥）”：
ｄｂｙｉ （ｓ）“抹（泥），粉刷”：ｚｈｉｌ “抹（泥）”：ｚｈｕｌ “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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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ｙａｎｇ “轻”：ｙｅｎｇ “（心）浮”：ｇｙｅｎｇ “（心）浮，漂浮”
：ｈｙａｎｇ “漂浮”
１０ ｒｉ “值”：ｒｉｎ “价值”：ｂｒｉｎ “畅销”
１１ ｓｇｒａ “声音”：ｓｇｒａ “发声”：（ｖ）ｇｒａｇ “出声”：ｇｒａｇｓ “流传”
：ｓｇｒｏｇ （ｓ）“宣布”

１２ （ｖ）ｐｈｒｅｎｇ “串儿”：ｂｒｅｎｇ “传承”：ｖｂｒｅｎｇ “传统，相续”
：ｖｂｒａｎｇ “相随”：ｓｂｒｅｎｇ “排（队）”：ｓｂｒｅｎｇｓ “队”

１３ ｄｒｏ “变暖”：ｄｒｏ “中午，途中干粮，午饭”：ｄｒｏｄ “温暖，温度”
：ｄｒｏｎ “温暖”：ｓｒｏ “使暖，晒，烤”：ｓｐｒｏ “使暖，晒，烤”
：ｂｒｏ “途中干粮”：ｇｒｏ “（午前或午时吃的）早饭”：ｂｒｏｄ （ｐａ）
“温暖”

１４ ｂｌｏ “主意，心计，注意力，胆量”：ｂｌｏｎ “出主意”：ｂｌｏｎ “主意，
大臣”

上边各组内部，词与词之间在音和义两方面都相近甚至相同的现象，绝
非偶然，说明某些词和词之间确实存在着“血缘”关系。也就是说，藏语
的词汇系统中确实存在着一个一个词的“家族”———词族。

那么，这样一个一个词的“家族”是怎样形成的？它们产生的途径是
什么？从藏语的词族来看，一组词，不论成员多少，所以能形成一个词族，
就是因为它们“本是同根生”。一个词族，就是由同一词根通过不同的构词
手段构成的一组词。古代藏族就是运用这些手段，在单音节的框架内，创造
出了一个庞大而完整的词汇系统。今天看起来，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却是
真实的，这反映了藏族古人的智慧。

二

如果我们承认藏语的词族是客观存在的，该如何去辨认它们？
在辨识词族的过程中我们同时做了另外两件事。一是研究藏语的构词

法。词族是通过各种构词手段构成的，没有构词法的知识，对词的构成便不
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词族的辨识便难以深入下去。所以研究构词法是词族
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现代藏语的词汇，单音节词占的比例不大，但是就
我们的认识来说，藏语词汇早期都是单音节的，所以研究藏语构词法，我们
首先研究了单音节构词法。对藏语单音节构词法有了初步认识以后，我们又
进一步研究了它的多音节构词法，这不仅使我们对藏语构词法及其发展演变



前　 　 言 ３　　　　

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而且在辨识词族时避免了一些错误。另外，藏语
单音动词有丰富的表示不同语法意义的形态变化，在辨识词族的过程中，我
们对藏语动词的形态变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通过这种研究得到的藏语动词
语态、时态、语气的知识，使我们排除了动词形态变化对词族辨识的干扰。
这些对藏语构词法、构形法的研究就是本书第二部分———形态篇的内容。

我们在词族研究过程中做的另一件事，是对藏语历史语音演变的研究。
拿书面语材料跟书面语材料对比，或者将书面语材料跟现代方言材料对比，
同一词素的面貌的变化可能是比较大的，有些词族的辨认，需要藏语历史语
音学的知识。比如我们所以把ｇｌａｌ “打哈欠”、ｇｙａｌ “打哈欠”、?ａｌ （ｓｔｏｎｇ）
“哈欠”、?ａ （ｓｔｏｎｇ）“哈欠”放在一个词族之中，除了意义的联系而外，对
藏语语音演变的认识也是一个因素。在本书的第一部分词族篇中，前一半的
内容是迄今我们已经辨认出来的各个词族，后一半则是各类异形词。有相当
一部分材料，通过对藏语历史语音演变的研究，被我们从原来的词族材料中
剔除，转移到异形词部分中去了。因为它们的不同，不是通过构词手段造成
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语音演变而出现的同一词的不同的语音形
式。我们所以能把众多的异形词与词族区分开，依靠的主要就是对藏语语音
演变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构成了本书第三部分———声韵篇的内容。

做藏语词族的研究，除了对这个语言的形态、这个语言的历史语音演变
的研究，对藏语方言的了解，对藏族社会、历史、文化知识的学习，对我们
辨识词族也是有帮助的。

藏语有个动词ｌａｓｌｏｓ （ｉ．），意思是“做”，与它相应的名词ｌａｓ，意思
是“劳动，工作，事业”。从藏语方言和亲属语言中的藏语借词的读音看，
名词的ｌａｓ前面原来有个ｂ，但是在我们见过的辞书中，都没有意义相同或
相近的ｂｌａｓ。在词族篇ｌａｓｌｏｓ “做”、ｌａｓ “劳动，工作，事业”这一族里我
们所以能加上ｂｌａｓ “事业”，就是因为在《尚书》四篇古藏文译文里有ｂｌａｓ
“事业”这个词。

在词族部分还有这样一族：ｒｋｙａｌ（ｂ）ｒｋｙａｌｒｋｙｏｌ（ｉ．） “泅渡，游泳”，
ｒｋｙａｌ “游泳”（ｎ．），ｒｋｙａｌ （ｐａ）“（用去了头尾四肢囫囵的牛羊皮做的）皮
口袋，皮筏”，ｓｋｙａｌ “游泳，皮口袋”。虽然“游泳”和“皮口袋”的写法
相同、读音相同，但是二者的意义相去如此之远，所以最初我们以为只是一
种巧合，是同音词，无法把它们在词族的层面上联系起来。后来，在央视系
列片《话说黄河》中看到青海少数民族用皮囊个人渡水甚至在囊中载人渡
水的方法，又在书上读到兰州用皮筏搞运输是从藏族学来的，这时才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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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游泳，泅渡”的ｒｋｙａｌ和“皮口袋”的ｒｋｙａｌ有同源关系（参见《甘肃
文史资料》第三辑王信臣的《解放前甘肃的皮筏运输业》；马如基、韩小平
主编《河州风情》中陈学智的《钻牛皮胎横渡黄河》、赵忠的《漫话黄河上
的羊皮筏子》）。至于ｓｋｙａｌ带前缀ｓ，有了藏语声韵学的知识，理解起来就
不难了。

本书使用的方言材料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声韵篇。可以说，如果没有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七工作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
族研究所我的同事们以及国内外的同行们在艰苦的条件下记录的藏语方言的
材料，这本小书是很难写出来的。我愿借这个机会向他们表示感谢和敬意。

三

书中有的部分自己还不太满意，但是，由于知识、资料、时间的原因，
现在只能写到这里。同时研究这么多的方方面面，知识却非常有限，难免孤
陋寡闻；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认识却是主观的，难免犯自以为是的错
误（以词族为例，有些词族自己比较熟悉，会用，对它们的意义掌握得比较
准，不容易出错；有些词族就不那么熟悉，甚至很不熟悉，对它们意义的了
解全凭词典上的释义，就容易出错。同样，其他部分也会有这种主客观一致
不一致的问题），所以希望有不同意见的批评、交流，共同推动藏语研究前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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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１ 转写藏文的拉丁字母依藏文字母表的顺序为：ｋ ｋｈ ｇ ｎｇ　 ｃ ｃｈ ｊ ｎｙ　 ｔ
ｔｈ ｄ ｎ　 ｐ ｐｈ ｂ ｍ　 ｔｓ ｔｓｈ ｄｚ ｗ　 ｚｈ ｚ ｖ ｙ　 ｒ ｌ ｓｈ ｓ　 ｈ ?。
２ ｇｙ表带下加字ｙ的ｇ，ｇｙ表带前加字ｇ的ｙ 。
３ 词性一般不标。需要时以（ｎ．）表名词，（ｖ．）表动词。其他的符号

是：（ｉ．）表动词的祈使式（三时动词的祈使式不标），（ｈ．）表敬辞，（）
表有无这个音皆可，～ 表异体形式。
４ 藏语动词的形式变化比较复杂。一些动词完全没有时态变化（一时动

词），一些有完成和未完成两种时态（二时动词），一些有现在、将来、完成
三种时态（三时动词）；一些有祈使式，一些没有祈使式。现举例说明如下。

ｇａｄ “裂开”：一时动词；没有祈使式。
（ｖ）ｇａｂｇｏｂ （ｉ．）“藏”：一时动词；有祈使式ｇｏｂ；ｖ可有可无。
（ｖ）ｋｈｅｂｋｈｅｂｓ “被遮住”：二时动词（总是未完成式在前，完成式在

后）；无祈使式；ｖ可有可无。
ｖｋｈｕｒｋｈｕｒｋｈｕｒ （ｉ．）“携带，背”：二时动词；有祈使式。
ｓｋａｍｂｋａｍｂｓｋａｍｓ “变干，变瘦”：三时动词；没有祈使式。
ｖｇｅｂ （ｓ）ｄｇａｂｂｋａｂｋｈｏｂｓ （～ ｋｈｏｂ ～ ｋｈｅｂ）“遮盖”：三时动词（排列

顺序总是：现在式—将来式—完成式。如有祈使式，在最后）；现在式ｓ有
无皆可；祈使式ｋｈｏｂｓ还有两个异体。

ｓｇｏｒ （～ ｓｇａｒ）ｂｓｇａｒｂｓｇａｒ （ｄ）ｓｇｏｒ （ｄ） “熬，使浓缩”：三时动词；
现在式ｓｇｏｒ有异体ｓｇａｒ；很多动词的完成式、祈使式以及部分动词的现在式
古代有后缀ｄ，后来脱落，现行书面语均已不写，我们用（ｄ）的形式写出
来，反映部分动词构形的规律。
５ 藏文后加字ｖ在本书的转写中一律省略。如“天空”在我们的转写

中是ｍｋｈａ，不是ｍｋｈａｖ；“喜爱”是ｄｇａ，不是ｄｇａｖ。同样，属格、具格形
式ｖｉ、ｖｉｓ中的ｖ也不写，如“我的”写做ｎｇａｉ，“由我”写做ｎｇ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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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族

下边就是我们已经辨识出来的藏语的词族。各个词族的成员都是单音
节的，每个成员通常就是一个词，只有少数是构词词素（更早恐怕也是
词）。是词的，后边给汉译；构词词素，不给汉译。我们在多数词族成员
后面，列出一些由它们构成的多音词或短语（与词族成员用“：”隔开），
这些多音词或短语不是词族成员，只是用来帮助了解单音节的词族成员的
意义和单音节的词族成员间的关系，或者反映构词法的发展。里面的汉
义，基本上都取自各种藏汉对照的辞书，只有极少数是根据自己学习的理
解翻译的。

词族排列的顺序是先依声母分成几个大组，大组内部再依韵母的顺序排
列。但这只是大致的情况。形成词族的因素不止一个，语音也有演变，面貌
差异比较大的词可能出现在同一词族。

有些词族里面包含有由语音演变造成的异形词和成对的自动词、使动
词。但是，如果只有由语音演变造成的异形词，而无其他内容，就放在后面
异形词部分；如果只有自动、使动成对的动词而无其他内容，就放在形态篇
的语态部分。也有极少的词族可能只是一组异形词或者只是一组成对的自动
词和使动词，我们没有把握，或者放在词族部分能列举一些有关的多音词的
例子，便于说明异形词之间的关系，才放在词族这一部分介绍。

Ａ１
ｋｈａ “嘴，话”：ｋｈａ ｃｈｕ “口水” 　 ｋｈａ ｎｙｕｎｇ ｎｙｕｎｇ “寡言少语”

ｋｈａ ｌａ ｎｙａｎ ｐａ “服从，听话”
ｒｄｚｏｎｇ ｋｈａ “不丹官话”

ｂｋａ “话，命令”（ｈ．）：ｂｋａ ｓｌｏｂ “教导”　 ｂｋａ ｇｎａｎｇ ｂａ “命令，吩咐”
ｂｋａ ｌａ ｎｙａｎ ｐａ “服从，听话”

ｓｋａｄ “话，语言，声音”：ｓｋａｄ ｃｈａ “话” 　 ｓｋａｄ ｓｇｙｕｒ “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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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ｈａ ｓｋａｄ “口语” 　 ｓｋａｄ ｒｇｙａｇ ｐａ “喊叫”
ｓｋａｄ “据说”

Ａ２
ｋｈａ “时分”：ｎｙａｌ ｋｈａ “临睡” 　 ｇｒｏｎｇｓ ｋｈａ “临终”

ｎｙｉ ｍａ ｎｕｂ ｋｈａ “太阳落山时”
ｋｈａｄ “临近”：ｖｇｒｏ ｌａ ｋｈａｄ ｐａ “临走”

ｄｂｕｇｓ ｃｈａｄ ｌａ ｋｈａｄ ｐａｉ ｄｕｓ “快咽气时”

Ａ３
ｒｇａｒｇａｓ “变老”：ｒｇａｓ ｐｏ “老汉” 　 ｒｇａｓ ｍｏ “老妇”

ｎｙｉ ｍａ ｒｇａｓ ｂａ “日落”
ｒｇａｄ：ｒｇａｄ ｐｏ “老汉” 　 ｒｇａｄ ｍｏ “老妇”
ｒｇａｎ “老师，老者”：ｒｇａｎ ｖｋｈｏｇｓ “老人”
ｒｇｏｎ：ｒｇａｎ ｒｇｏｎ “老夫妇”

Ａ４
ｋｈａｇ “劳累，辛苦”：ｋｈａｇ ｐｏ “难”
ｄｋａｇｓ：ｄｋａｇｓ ｐｏ “难”
ｄｋａ “劳累，辛苦，难”：ｄｋａ ｋｈａｇ “难”　 ｄｋａ ｌａｓ ｋｈａｇ ｐａ “辛苦，劳累”

Ａ５
ｇａｇ：ｇａｇ ｐａ “白喉”
ｇｅｇ：ｇｅｇ ｐａ “白喉”
ｖｇａｇ：ｖｇａｇ ｎａｄ “白喉” 　 ｖｇａｇ ｄｒｉ “（打）嗝” 　 ｖｇａｇ ｂｔｓｉｒ “扼杀”
ｖｇａｇ “峡，要地”
ｖｇａｇｖｇａｇｓ“卡住，不通，嘶哑”（夏河、同仁、循化“卡住”读

／ ｎɡａｋ ／  ／ ｋａｋ ／）：ｌａｍ ｖｇａｇ ｐａ “路堵塞”
ｇｅｇｓ “障碍”：ｇｅｇｓ ｂｙｅｄ ｂｇｅｇｓ “障难鬼”
ｂｇｅｇｓ “邪魔”：ｂｇｅｇｓ ｂａｒ “波折” 　 ｚｈｉｎｇ ｂｇｅｇｓ “农业灾害”

ｌｈａ ｖｄｒｅ ｇｄｏｎ ｂｇｅｇｓ “牛鬼蛇神”
ｖｇａｎｇ （ｓ）“要害，关键”
ｄｋａｇ “凝固”（ｖ．）



词　 　 族 ５　　　　

ｄｋａｇ “便秘，肠梗阻”
（ｓ）ｋｅｇ，（ｓ）ｋａｇ “大难，（人生的）坎儿”：ｌｏ ｓｋａｇ “年灾”
ｓｋｙｅｇ “大难，（人生的）坎儿”：ｌｏ ｓｋｙｅｇ “年灾”
（ｖ）ｋｈｅｇ （ｓ） ｋｈｅｇｓ “止住，堵塞”
ｈａｇｓ “堵塞”
ｓｇｏｇ （～ ｓｇａｇ ～ ｖｇｏｇ ～ ｖｇｅｇｓ ～ ｂｇａｇ） ｂｓｇａｇ （～ ｂｇａｇ ～ ｄｇａｇ） ｂｓｇａｇｓ

（～ ｂｇａｇ （ｓ） ～ ｂｋａｇ） ｓｇｏｇｓ （～ ｂｇｏｇｓ ～ ｋｈｏｇ （ｓ））“阻止，
堵住，勒，使卡住”（“勒”红原读／ ｒɡｏｋ ／，天峻读／ ｒɡｏｋ ／ 
／ ｗɡｗａｋ ／；“使卡住”红原读／ ｐｋａｋ ／，天峻读／ ｈɡｏｋ ／  ／ ｗɡｗａｋ ／）：
ｌａｍ ｖｇｏｇ ｐａ “挡住路” 　 ｄｇａｇ ｐａ “批驳” 　 ｖｇｅｇｓ ｇｓｏｄ “绞死”
ｋｈａ ｂｋａｇ ｐａ “阻挡，堵，勒（马），刹（车）”

Ａ６
ｇａｎｇｓ “雪”：ｇａｎｇｓ ｖｂａｂ ｐａ “下雪” 　 ｇａｎｇｓ ｓｈｅｌ “雪镜”

ｇａｎｇｓ ｒｉ “雪山” 　 ｇａｎｇｓ ｃｈｕ “雪山上流下的水”
ｋｈａｎｇｓ “雪”：ｋｈａｎｇｓ ｖｂａｂ ｐａ “下雪” 　 ｋｈａｎｇｓ ｓｈｅｌ “雪镜”

Ａ７
ｇａｎｇ “满；一”
ｓｇａｎｇｂｓｇａｎｇｂｓｇａｎｇｓｓｇｏｎｇｓ “使满”
ｖｇｅｎｇ （ｓ） ｄｇａｎｇｂｋａｎｇｋｈｏｎｇ （ｓ）“使满，扯满（弓）”
ｋｈｅｎｇ （～ ｖｋｈｅｎｇｓ） ｋｈｅｎｇｓ “满，自满”
ｓｋｏｎｇｂｓｋａｎｇｂｓｋａｎｇｓｓｋｏｎｇｓ “使满足，补足（数量，空缺）”： ｋｈａ

ｓｋｏｎｇ “增补” 　 ｒｅ ｂａ ｓｋｏｎｇ ｂａ “使满意”
ｖｋｈａｎｇｓ：ｖｋｈａｎｇｓ ｐａ “充满，自满”

Ａ８
ｓｇａｎｇ “刺猬”
ｒｇａｎｇ “刺猬”
ｖｇａｎｇ “刺猬”

Ａ９
ｖｋｈａｎｇｖｋｈａｎｇｓ “埋怨”：ｖｋｈａｎｇ ｒａ “埋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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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ｇａｎｇ：ｓｇａｎｇ ｒａ “埋怨”
ｖｋｈａｍ：ｚｈｅ ｖｋｈａｍ “嗔怒”
ｋｈａｍｓ：ｚｈｅ ｋｈａｍｓ “嗔怒”

Ａ１０
ｇａｄ：ｇａｄ ｍｏ “笑”（ｎ．） 　 ｇａｄ ｍｏ ｂｇａｄ ｐａ “笑”
ｒｇｏｄ （～ ｄｇｏｄ） ｄｇｏｄｂ （ｒ） ｇａｄｒｇｏｄ （～ ｄｇｏｄ）“笑”： ｒｇｏｄ ｇｔａｍ

“笑话” 　 ｄｇｏｄ ｂａｇ “笑容”

Ａ１１
ｇａｄ “裂开”：ｇａｄ ｐａ “断岸，河边悬崖”
ｇａｓ “裂口”：ｇａｓ ｋｈａ “裂缝，裂纹” 　 ｓｅｒ ｇａｓ “裂缝”
ｖｇａｓ （～ ｖｇｅｓ） ｇａｓ “裂开，爆裂，绽开”： ｓｅｒ ｋｈａ ｖｇａｓ ｐａ “龟裂”

ｖｂａｒ ｇａｓ “爆炸” 　 ｖｇａｓ ｓｍａｎ “炸药” 　 ｖｇａｓ ｍｄｅｌ “炸弹”
ｖｇｅｓ （～ ｖｇａｓ） ｄｇａｓ （～ ｖｇｅｓ ～ ｂｋａｓ） ｂｋａｓｋｈｏｓ “劈”
ｖｇａｄｄｇａｄｂｋａｄｋｈｏｄ “炸，使裂开”
ｂｋａｎ “撬开”
　 “裂开”在辞书中韵尾都写作ｓ。而我们见到的安多方言三个点的读音
是／ ｋａｔ ／ （红原）、 ／ ｋａｌ ／ （夏河、同仁），转换成藏文应该是ｇａｄ （ｄ在
安多方言很多地方演变为／ ｌ ／）；康方言的德格读／ ｋε? ／ ①，转换成藏文
也应该是ｇａｄ （ａｓ在德格读ε，无喉塞），所以我们依格桑居冕、格桑
央京《藏语方言概论》（１０４页）把ｇａｄ释为“裂开”。另外，“裂开”
在天峻有时态变化，未完成式读／ ｋａｌ ／，完成式读／ ｋｉ ／，转换成藏文，
未完成式应是ｇａｄ，完成式应该是ｇａｓ ；祁连和天祝②两地，“劈”都读
／ ｋｗａｔ ／，转成藏文应是ｂｋａｄ，韵尾是ｄ，而不是ｓ。看来，这一族中有
几个成员，在方言中的读音、意义和时态变化，可能跟书面语不一致。

Ａ１２
ｇａｎ：ｇａｎ （ｒ）ｋｙａｌ “仰面朝天”
ｂｋａｎ “仰，仰卧”：ｂｋａｎ ｒｇｙａｌ “上仰”
ｄｇｙｅ “仰”：ｄｇｙｅ ｂｏ “鸡胸者” 　 ｄｇｙｅ ｒｇｕ “俯仰”
ｄｇｙｅｄ “仰”：ｄｇｙｅｄ ｄｇｕｒ “俯仰”
ｂｋｙｅｄ “后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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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ｙｅｎ “上坡，向上”：ｇｙｅｎ ｔｈｕｒ “上下坡” 　 ｇｙｅｎ ｌｏｇ “造反”

Ａ１３
ｖｇａｂ “膝窝，下边，（衣）下摆”：（ｖ）ｇａｂ ｋｈｕｎｇ “膝窝”
（ｖ）ｇａｂｇｏｂ （ｉ．）“藏”：ｇａｂ ｔｓｈｉｇ “谜语”

ｖｇａｂ ｍｔｈｕｎ “（男女）私通”
ｓｇａｂｂｓｇａｂｂｓｇａｂ （ｓ） ｓｇｏｂ “遮盖”
ｓｇａｂ “膝窝”：ｓｇａｂ ｋｈｕｎｇ “膝窝” 　 ｓｇａｂ ｇｚｈｕｇ “下摆”
ｂｇａｂ “下边”
ｖｇｅｂ （ｓ） ｄｇａｂｂｋａｂｋｈｏｂｓ （～ ｋｈｏｂ ～ ｋｈｅｂ）“遮盖”： ｒｄｚｕｎ ｖｇｅｂｓ

ｂｙｅｄ ｐａ “圆谎”
ｖｇｅｂｓ “翅膀”
（ｖ）ｋｈｅｂｋｈｅｂｓ “被遮住”：ｎｙｉ ｍａ ｓｈａｒ ｂａ ｓｂａｒ ｂａｓ ｍｉ ｋｈｅｂ “日头不会

被巴掌遮住”
ｋｈｅｂ （ｓ）“覆盖物”：ｒｔａ ｋｈｅｂｓ “（马鞍下面保暖的）毡子”

ｃｈｕ ｋｈｅｂｓ “窗雨篷”
ｋｈｙｅｂｓ “覆盖物”
　 ｖｇａｂ、ｇａｂ “藏”两种写法辞书中往往只取其一，或认为是异体。但
从动词时态变化的规律看，也许是未完成式和完成式的关系。

Ａ１４
ｓｋａｍ （ｓ）“枯奶母畜；陆地”：ｖｂｒｉ ｓｋａｍ ｍａ “无奶不孕的食用母牦牛”

ｓｋａｍ ｌａ ｓｌｅｂｓ ｐａ “登上陆地”
ｓｋａｍｂｓｋａｍｂｓｋａｍｓ “变干，变瘦”：ｓｋａｍ ｐｏ “干，瘦”

ｓｅｒ ｓｋａｍ ｐａ “跑墒”
ｓｋｅｍｂｓｋａｍｂｓｋａｍｓｓｋｏｍｓ （～ ｓｋｅｍｓ）“使干，使瘦”：ｓｋｅｍ ｐｏ “瘦”
ｓｋｏｍｓｋｏｍｓ “渴”：ｋｈａ ｓｋｏｍ ｐａ “口渴”
ｓｋｏｍ “饮料”
ｓｋｙｅｍｓ “饮料”（ｈ．）：ｚｈａｌ ｓｋｙｅｍｓ “饮料”
ｓｋｙｅｍ （ｓ）“渴”（ｈ．）：ｚｈａｌ ｓｋｙｅｍｓ ｐａ “口渴”

Ａ１５
ｖｇａｍ（～ ｂｇａｍ） ｂｇａｍ （～ ｖｇａｍ） ｂｇａｍｓ （～ ｖｇａｍｓ） ｂｇｏｍ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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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ｇｏｍｓ）“干吞（糌粑面等）”
ｖｋｈａｍ “放入口中”
ｋｈａｍ （ｓ）“（一）口，食欲”：ｋｈａｍ ｄｕ ｂｙａｓ ｔｅ ｍｉｄ ｐａ “一口一口地咽”

ｋｈａｍｓ ｌｏｇ ｐａ “没胃口”
ｒｋａｍｂｒｋａｍｂｒｋａｍｓｒｋｏｍｓ “贪图，迷恋”：ｄｎｇａｒ ｚａｓ ｌａ ｒｋａｍ ｐａ “好吃

甜食”

Ａ１６
ｓｇａｒ “营地，帐房，寺院”：ｄｍａｇ ｓｇａｒ “兵营” 　 ｓｇａｒ ｇｓａｒ “新庙”
ｖｇｅｒ （～ ｄｇａｒ） ｂｋａｒ （～ ｄｇａｒ） ｂｋａｒ （ｄ） ｋｈｏｒ （ｄ）“搭（帐篷）”
ｍｋｈａｒ “城堡，碉楼”

Ａ１７
ｇａｒ：ｇａｒ ｐｏ “浓”
ｓｇｏｒ （～ ｓｇａｒ） ｂｓｇａｒｂｓｇａｒ （ｄ） ｓｇｏｒ （ｄ）“熬，使浓缩”：ｂｕ ｒａｍ

ｂｓｇａｒ ｍａ “蔗糖加酥油熬制的糖”

Ａ１８
ｍｇａｒ “铁匠”：ｍｇａｒ ｂａ “铁匠” 　 ｚａｎｇｓ ｍｇａｒ “铜匠”
ｍｇａｒｍｇｏｒ （ｉ．）“打造”：ｍｇａｒ ｍｇａｒ ｂａ “打铁”

Ａ１９
ｋｈａｌ “驮子”：ｋｈａｌ ｍａ “驮畜” 　 ｋｈａｌ ｓｇａ “驮鞍”

ｋｈａｌ ｙａ ｇｃｉｇ “两只驮子中的一只”
ｋｈａｌ “克（计量单位，等于２０升或２０两），２０”：ｋｈａｌ ｓｄｅｍ “２０张（纸）”
ｍｋｈａｌ：ｍｋｈａｌ ｍａ “肾”
ｖｋｈｅｌｋｈｅｌ “承载，承受，适逢”：ｂｌｏ ｖｋｈｅｌ ｂａ “相信”

ｌｕｓ ｃｈａｄ ｖｋｈｅｌ ｂａ “受体罚”
ｌｏ ｇｓａｒ ｄａｎｇ ｔａｇ ｔａｇ ｖｋｈｅｌ ｂａ “正赶上
新年”

ｇａｌ “（任务）落到，（责任）归于”：ｇａｌ ｔｅ “万一，即使”
ｇａｌ “紧要，重要性”：ｇａｌ ｃｈｅｎ ｐｏ “很重要”
ｖｇｅｌｄｇａｌｂｋａｌ （ｄ） ｋｈｏｌ （ｄ） “上（驮子），使承载，交（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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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ｈａｌ ｖｇｅｌ ｂａ “上驮子” 　 ｋｈｒａｌ ｖｇｅｌ ｂａ “派差” 　 ｂｌｏ ｖｇｅｌ ｂａ
“信任”

ｓｇａｌ “后背，驮子”：ｓｇａｌ ｐａ “后背” 　 ｓｇａｌ ｒｔａ “驮马”

Ａ２０
ｇａｌ：ｇａｌ ｂｚｕｎｇ “承认和反驳”
ｖｇａｌ “相违，不一致”：ｒｇｙａｂ ｖｇａｌ “矛盾”
ｒｇｏｌ （～ ｒｇａｌ） ｂｒｇａｌｂｒｇａｌ （ｄ） ｒｇｏｌ （ｄ）“辩驳，进犯”： ｒｇｏｌ ｌａｎ

“反驳” 　 ｎｇｏ ｒｇｏｌ “反对”

Ａ２１
ｌｋｕ “贼”
ｒｋｕ “偷盗”（ｎ．）：ｒｋｕ （ｌａ）ｓｈｏｒ ｂａ “被盗” 　 ｒｋｕ ｂｙｅｄ ｐａ “偷”
ｒｋｕｂｒｋｕｂｒｋｕｓｒｋｕｓ “偷盗”
ｒｋｕｎ “贼”：ｒｋｕｎ ｍａ “小偷” 　 ｒｔａ ｒｋｕｎ “盗马贼”

Ａ２２
ｋｈｕ：ｋｈｕ ｂａ “汁” 　 ｊａ ｋｈｕ “熬好的茶水” 　 ｍａｒ ｋｈｕ “熔化的酥油”
ｂｋｕｂｋｕｓｂｋｕｓ （ｉ ）“熬”

Ａ２３
ｒｇｕ “众多，一切”：ｓｋｙｅ ｒｇｕ “众生” 　 ｙｏｄ ｒｇｕ “所有一切”

ｍｉ ｂｙｅｄ ｒｇｕ ｂｙｅｄ “胡来”
ｄｇｕ “九，众多，一切”：ｓｋｙｅ ｄｇｕ “众生” 　 ｙｏｄ ｄｇｕ “所有一切”

ｍｉ ｂｙｅｄ ｄｇｕ ｂｙｅｄ “胡来” 　 ｄｇｕ ｐａ “第九”
ｄｇｕ ｖｄｒｅｎ ｐａ “（冬天）数九”

Ａ２４
ｓｋｕｇｂｓｋｕｇｂｓｋｕｇｓｓｋｕｇｓ “赌博，打赌”
ｓｋｕｇｓ “赌注”

Ａ２５
ｋｕｇ “弯；钩子”：ｋｕｇ ｋｕｇ “弯曲的” 　 ｋｕｇ ｋｕｇ ｂｙｅｄ ｐａ “弄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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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ｉ ｋｕｇ “弯刀”
ｔｓｈｅｓ ｇｓｕｍ ｔｓｈｅｓ ｒｉｓ ｇｚｈｕ ｌｔａｒ ｋｕｇ “初三的月亮弯如弓”

ｋｈｕｇｋｈｕｇｓ “回转，被召回”：ｂｌｏ ｋｈｕｇ ｐａ “回心转意”
ｇｎｙｉｄ ｋｈｕｇ ｐａ “睡着”

ｋｈｕｇ （ｓ）“弯，角落”：ｒｔｓｉｇ ｋｈｕｇ “（房内）墙角”
ｎｙｗａ ｋｈｕｇ “膝窝”
ｒｍａ ｃｈｕ ｋｈｕｇ ｄｇｕ “黄河九曲”

ｇｕｇ “弯曲，屈身”：ｍｇｏ ｇｕｇ ｐａ “低头，归顺” 　 ｇｕｇ ｇｕｇ “弯的”
ｇｕｇ ｒｔａｇｓ “括号”

ｖｇｕｇ（ｓ）ｄｇｕｇｂｋｕｇｋｈｕｇ （ｓ） “弄弯，召回”：ｇｚｈｕ ｖｇｕｇ ｐａ “弯弓（射
箭）”　 ｂｌｏ ｖｇｕｇｓ ｐａ “使回心转意”　 ｇｎｙｉｄ ｂｋｕｇ ｓｍａｎ “安眠药”

Ａ２６
ｋｈｕｎｇ “孔，穴”：?ｉ ｋｈｕｎｇ “小孔” 　 ?ａｒ ｋｈｕｎｇ “地鼠洞”
ｓｋｕｎｇｂｓｋｕｎｇｂｓｋｕｎｇｓｓｋｕｎｇｓ “隐瞒，藏匿”： ｓｂａｓ ｂｓｋｕｎｇｓ ｂｙｅｄ ｐａ

“隐瞒，藏匿”
ｓｋｕｎｇｓ “隐藏处”

Ａ２７
（ｖ）ｇｕｄ “衰退，没落”：ｄａｒ ｇｕｄ “兴衰” 　 ｇｙｏｎｇ ｇｕｄ “亏损”
ｒｇｕｄ “衰退，没落”：ｄａｒ ｒｇｕｄ “兴衰”
ｇｕｎ “亏损”：ｇｙｏｎｇ ｇｕｎ “亏损”

Ａ２８
ｖｋｈｕｍ （ｖ）ｋｈｕｍｓ “缩，蜷缩”：ｇｎｙｅｒ ｍａ ｖｋｈｕｍ ｐａ “（布）起皱”

ｒｔｓａ ｖｋｈｕｍ ｐａ “抽筋”
ｄｐａ ｖｋｈｕｍ ｐａ “气馁”

ｓｋｕｍｂｓｋｕｍｂｓｋｕｍｓｓｋｕｍｓ “缩回，蜷曲”：ｌａｇ ｐａ ｓｋｕｍ ｐａ “把手缩回”
ｋｕｍ “缩，蜷缩”：ｌｏ ｍａ ｋｕｍ ｐａ “叶子缩缩”

ｋａｍ ｍｉ ｋｕｍ ｍｉ “皱皱巴巴”
ｇｕｍ “缩”：ｇｕｍ ｇｕｍ ｐａ “抽缩”
ｄｇｕｍ “缩”
ｓｇｕｍ：ｓｇｕｍ ｍｄａ “弹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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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２９
ｓｋｕｌｂｓｋｕｌｂｓｋｕｌ （ｄ） ｓｋｕｌ （ｄ） “指使，鼓动”：ｓｋｕｌ ｔｓｈｉｇ “（动词）

祈使式”
ｋｈｒａｌ ｖｕｌ ｓｋｕｌ ｂａ “征调差徭”

ｖｋｈｕｌ “听使唤”：ｓｅｍｓ ｖｋｈｕｌ ｂａ “心悦诚服”
ｖｇｕｌ “动”：ｓｅｍｓ ｖｇｕｌ ｔｈｅｂｓ ｐａ “受感动”
ｓｇｕｌｂｓｇｕｌｂｓｇｕｌ （ｄ） ｓｇｕｌ （ｄ）“撼动，感动”

Ａ３０
ｍｇｕｌ “喉，颈”：ｍｇｕｌ ｍｊｉｎｇ “后颈” 　 ｍｇｕｌ ｄａｒ “挂在脖子上的哈达”
ｍｇｕｒ “喉，颈，嗓音”
ｍｇｕｒ “（宗教）道歌”：ｍｇｕｒ ｖｔｈｅｎ ｐａ “唱道歌”

Ａ３１
ｋｈｅｄ “谜语；猜；猜中”
ｋｈｅｓ “击中”

Ａ３２
ｋｈｅｒ “单独”：ｋｈｅｒ ｒｋｙａｎｇ “个体，单个” 　 ｋｈｅｒ ｓｋａｓ “独木梯”
ｋｅｒ：ｋｅｒ ｍｏ “单独”
ｓｇｅｒ “个人，私人”：ｓｇｅｒ ｎｏｒ “私产” 　 ｓｇｅｒ ｌａｎｇｓ “独立”

ｓｇｅｒ ｇｃｏｄ “独裁”
ｖｇｅｒｂｋａｒｂｋａｒ （ｄ） ｋｈｏｒ （ｄ），ｄｇａｒｄｇａｒｂｋａｒ （ｄ） ｄｇａｒ （ｄ）“隔

离，分出，关入栏中”：ｌｏｇｓ ｄｇａｒ “不同的”
ｓｋａｒｂｓｋａｒｂｓｋａｒｓｋｏｒ “分开，关入栏中”： ｓｋａｒ ｂａ “分类，牛羊的

圈”

Ａ３３
ｋｈｏ “他，她”：ｋｈｏ ｇｎｙｉｓ “他俩” 　 ｋｈｏ ｔｓｈｏ “他们”
ｋｈｏｎｇ “他，她”（ｈ ）：ｋｈｏｎｇ ｇｎｙｉｓ “他俩”（ｈ，）

ｋｈｏｎｇ ｔｓｈｏ “他们”（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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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３４
ｍｋｈｏ “需要”（ｖ．）：ｍｋｈｏ ｓｇｒｕｂ “采购” 　 ｍｋｈｏ ｃｈｏｄ ｐｏ “有用的”
ｍｋｈｏｓ，ｖｋｈｏｓ “需要”（ｎ．）：ｍｋｈｏｓ ｋａ，ｖｋｈｏｓ ｋａ “需要”（ｎ．）

Ａ３５
ｇｏ “位置，地位”：ｇｏ ｓａ “职位” 　 ｇｏ ｍｉｎｇ “官衔” 　 ｇｏ ｌｄｏｇ “颠倒”
ｓｋｏｂｓｋｏｂｓｋｏｓｓｋｏｓ “任命”：ｂｓｋｏ ｖｔｈｅｎ “任免”

ｄｐｏｎ ｌａ ｓｋｏ ｂａ “任命为官”

Ａ３６
ｌｋｏ “皮革”
ｋｏ：ｋｏ ｂａ “皮革，牛皮船”
ｇｏ “铠甲”：ｇｏ ｃｈａ “铠甲” 　 ｇｏ ｂｇｏ ｂａ “披甲” 　 ｇｏ ｐｈｕｄ ｐａ “卸甲”
ｇｏｓ “衣服”：ｇｏｓ ｃｈｅｎ “缎子”
ｇｏｎ “穿”：ｇｏｎ ｐａ “衣服”
ｇｙｏｎ “穿”：ｇｙｏｎ ｐａ “衣服”
ｂｇｏｂｇｏｓｂｇｏｓ （ｉ ）“穿，使穿”：ｂｇｏ ｂａ “衣服”

Ａ３７
ｇｏ “间隙”：ｇｏ ｓｋａｂｓ “机会” 　 ｇｏ ｓｋａｌ “份” 　 ｇｏ ｖｂｙｅｄ ｐａ “分开”
ｂｇｏ （～ ｂｇｏｄ ～ ｖｇｏｄ ～ ｖｇｅｄ） ｂｇｏｂｇｏｓｂｇｏｓ “分份儿”：ｂｇｏ ｂｓｈａ “分

份儿” 　 ｂｇｏｄ ｒｔｓｉｓ “除法”

Ａ３８
ｍｇｏ “头”：ｍｇｏ ｍｊｕｇ “首尾” 　 ｍｇｏ ｒｔｓｏｍ ｐａ “开始”
ｖｇｏ “开端，顶端”：ｖｇｏ ｐａ “首领” 　 ｖｇｏ ｍｊｕｇ “首尾”

ｖｇｏ ｒｔｓｏｍ ｐａ “开始”
ｖｇｏ “爬上，登上”
ｍｇｏｎ “保护者”：ｍｇｏｎ ｐｏ “保佑者” 　 ｍｇｏｎ ｍｄｚａｄ ｐａ “保佑”
　 １ 辞书中ｖｇｏ “爬上”这个动词没有时态变化，方言读音却是有

的： ／ ｎɡｏｎɡｅ ／ （夏河）， ／ ｎɡｏｎɡｕ ／ （红原）， ／ ｎɡｏｎɡｉ ／ （天峻）。
它原来很可能是个二时动词：ｖｇｏｖｇｏｓ。同仁、循化没有时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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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但是读／ ｎɡｅ ／，更可能来自ｖｇｏｓ，而不是ｖｇｏ。
２ ｍｇｏｎ ｐｏ在张怡荪《藏汉大辞典》中的藏文释义是ｍｇｏ ｖｄｒｅｎ ｐａ ｐｏｉ
ｂｓｄｕｓ ｔｓｈｉｇ。

Ａ３９
ｋｈｏｇ “体腔，里面”：ｂｒａｎｇ ｋｈｏｇ “胸腔，胸脯” 　 ｇｒｏｄ ｋｈｏｇ “腹腔”

ｋｈｏｇ ｃｈｕｄ “领会，掌握”
ｋｈｏｎｇ “里面，内心”：ｋｈｏｎｇ ｃｈｕｄ “领会，掌握” 　 ｋｈｏｎｇ ｒｕｌ “腐败”

ｍｔｓｈａｎｇ ｋｈｏｎｇ “盆腔”

Ａ４０
ｓｇｏｎｇ “蛋”：ｓｇｏｎｇ ｌｐａｇｓ “蛋壳” 　 ｓｇｏｎｇ ｒｄｏｇ “睾丸”

ｎｙａ ｓｇｏｎｇ “鱼卵” 　 ｓｇｏｎｇ ｂｕ “团，丸”
ｓｇｏｎｇ ｓｇｏｎｇ “椭圆形”

ｇｏｎｇ：ｇｏｎｇ ｂｕ “团，丸” 　 ｇｏｎｇ ｇｏｎｇ “丸形” 　 ｄｋａｒ ｇｏｎｇ “白卵石”
?ｏｎｇ ｇｏｎｇ “屁股蛋”

ｓｇｏｎｇｂｓｇｏｎｇ （～ ｂｓｇａｎｇ） ｂｓｇｏｎｇｓ （～ ｂｓｇａｎｇｓ） ｓｇｏｎｇｓ “下蛋，使成
团”：ｓｐａｇｓ ｓｇｏｎｇ ｂａ “捏糌粑成团”　 ｍｕｒ ｍｄｚｏｇ ｓｇｏｎｇ ｂａ “握拳”
ｖｋｈｙａｇ ｓｇｏｎｇ ｂｙｅｄ ｐａ “冷得蜷缩身子”

ｂｇｏｎｇ，ｂｋｏｎｇ “缩成一团”

Ａ４１
（ｖ）ｋｈｏｎ “怀恨，吵嘴”：ｐｈａｎ ｔｓｈｕｎ ｖｋｈｏｎ ｐａ “闹别扭”

ｋｈａｎ ｎｅ ｋｈｏｎ ｎｅ “愤愤不平”
（ｖ）ｋｈｏｎ “仇恨”（ｎ．）：ｖｋｈｏｎ ｚｈｕｇｓ ｐａ “结仇”

ｖｋｈｏｎ ｖｄｚｉｎ ｐａ “记仇”
ｂｋｏｎ “含恨”：ｓｈａ ｂｋｏｎ “血仇”

Ａ４２
ｖｋｈｏｎ “挂住”
ｓｋｏｎｂｓｋｏｎｂｓｋｏｎ （ｄ） ｓｋｏｎ （ｄ）“使挂住”：ｓｋｏｎ ｙａｇ “（钢笔等的）

挂钩” 　 ｓｋｏｎ ｐａ “罗网”
ｒｋｏｎ：ｒｋｏｎ ｐａ “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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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４３
ｇｏｍ “步子”：ｇｏｍ ｐａ （ｓｐｏ ｂａ）“（迈）步” 　 ｇｏｍ ｋｈａ “步态”
ｖｇａｍｖｇａｍｓｇｏｍｓ （ｉ．）“跨越”
ｖｇｏｍｂｇｏｍｂｇｏｍｓｇｏｍｓ （～ ｂｇｏｍｓ ～ ｖｇｏｍｓ）“跨越，践踏”：ｇｏｍ ｐａ

ｖｇｏｍ ｐａ “跨过” 　 ｖｇｏｍ ｒｄｚｉ ｇｔｏｎｇ ｂａ “践踏”

Ａ４４
ｇｏｍｓ “成习惯”：ｇｏｍｓ ｇｓｈｉｓ “习惯”
ｓｇｏｍｂｓｇｏｍｂｓｇｏｍｓｓｇｏｍｓ “反复练习，忍耐，憋住，参禅”：ｒｌｕｎｇ ｓｇｏｍ

ｐａ “练气功”　 ｎａ ｔｓｈａ ｓｇｏｍ ｐａ “忍痛”　 ｄｂｕｇｓ ｓｇｏｍ ｐａ “憋住气”
ｓｇｏｍ “修习”（ｎ．）：ｓｇｏｍ ｒｇｙａｇ ｐａ “坐禅，忍耐”　 ｓｇｏｍ ｃｈｅｎ “禅师”

Ａ４５
ｖｋｈｏｒ “转，环绕，返回”：ｖｋｈｏｒ ｌｏ ｖｋｈｏｒ ｂａ “轮子转”

ｖｋｈｏｒ ｙｕｇ “周围，环境”
ｖｋｈｏｒ ｚｈａｇ “探亲”

ｖｋｈｏｒ “随从之人，附带之物”：ｄｐｏｎ ｖｋｈｏｒ “官员和随从”
ｓｇａ ｖｋｈｏｒ ｂｃａｓ “全套鞍

!

”
ｋｈｏｒ：ｋｈｏｒ ｙｕｇ “周围，环境”
ｓｋｏｒｂｓｋｏｒｂｓｋｏｒ （ｄ） ｓｋｏｒ （ｄ） “使转，使环绕”： ｌｔａ ｓｋｏｒ “参观”

ｇｙａｓ ｓｋｏｒ “右转” 　 ｖｋｈｏｒ ｌｏ ｓｋｏｒ ｂａ “转动轮子”
ｓｋｏｒ “圆圈，周围”：ｓｋｏｒ ｂａ “圆圈” 　 ｎｙｅ ｓｋｏｒ “附近”
ｋｏｒ “圆圈，周围”：ｋｌａｄ ｋｏｒ “小圆圈” 　 ｒｎａ ｋｏｒ “耳环”

ｋａ ｒｅ ｋｏ ｒｅ “罗嗦，慢慢腾腾”
ｖｇｏｒ “耽搁”：ｖｇｏｒ ｌａｍ “弯路” 　 ｌａｓ ｋａ ｖｇｏｒ ｐｏ ｂｙｅｄ ｐａ “磨洋工”
ｖｇｏｒｂｇｏｒｂｇｏｒ （ｄ） ｂｇｏｒ （ｄ）“使耽搁”
ｓｇｏｒｂｓｇｏｒｂｓｇｏｒ （ｄ） ｓｇｏｒ （ｄ）“使牲口转圈踩场（脱粒）”： ｓｇｏｒ

ｓｇｏｒ “圆的” 　 ｓｇｏｒ ｍｏ “银元”
ｇｏｒ：ｇｏｒ ｇｏｒ “圆的” 　 ｇｏｒ ｂａ “饼子”

Ａ４６
ｖｋｈｏｌｋｈｏｌ “沸，洋溢”：ｃｈｕ ｋｈｏｌ ｂａ “水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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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ｇ ｐａ ｖｋｈｏｌ ｂａ “手痒，跃跃欲试”
ｋｈｏｌ “沸”（ｎ．）：ｋｈｏｌ ｖｊａｇｓ ｐａ “（开水）落开”
ｓｋｏｌｂｓｋｏｌｂｓｋｏｌ （ｄ） ｓｋｏｌ （ｄ）“使沸”：ｃｈｕ ｓｋｏｌ ｂａ “煮水”

Ａ４７
ｋｈｏｌ “奴”：ｎａｇ ｍｏｉ ｋｈｏｌ “黑女奴（《云使》作者迦梨陀娑的藏文译

名）”
ｖｋｈｏｌｋｈｏｌ “听使唤”
ｖｋｈｏｌｂｋｏｌ （～ ｄｇｏｌ） ｂｋｏｌ（ｄ） ｋｈｏｌ （ｄ） “役使”：ｂｋｏｌ ｐｈｙｕｇｓ “役

畜” 　 ｂｋｏｌ ｓｐｙｏｄ ｇｔｏｎｇ ｂａ “役使，操作”

Ａ４８
ｋｈｏｌ “一旁，另处”：ｋｈｏｌ ｄｕ ｖｄｏｎ ｐａ “抽出”
ｖｇｏｌｇｏｌ “分开”：ｖｇｏｌ ｐｏ “隐士”
ｖｋｈｏｌ （～ ｂｋｏｌ） ｂｋｏｌ （～ ｄｇｏｌ） ｂｋｏｌ （ｄ） ｋｈｏｌ （ｄ）“分出”

Ｂ１
ｇｔａ “抵押”
ｇｔａ “抵押品”：ｇｔａ ｍａ “抵押品” 　 ｍｉ ｇｔａ “人质”
ｇｔｅ：ｇｔｅ ｍａ “抵押品” 　 ｍｉ ｇｔｅ “人质”
ｇｔｅｎｇ：ｇｔｅｎｇ ｍａ “抵押品”

Ｂ２
ｒｔａ “（药）引子”：ｓｍａｎ ｒｔａ “药引子” 　 ｐｈａｂｓ ｒｔａ “酵母”

ｍｅ ｒｔａ “引信” 　 ｔｓｈｏｓ ｒｔａ “媒染剂”
ｒｔａ （ｓ） ｂｒｔａｂｒｔａｓｒｔａｓ （～ ｒｔｏｓ）“使发育，使增长”： ｚａｓ ｋｙｉｓ ｌｕｓ

ｂｒｔａｓ ｐａ “食物使身体得到发育”
ｂｒｔａｂｒｔａｓ “发育，增长”

Ｂ３
ｖｄａｖｄａｓ “（时）过，（量）超过，过世”：ｖｄａｓ ｐａ “过去时”

ｖｄａｓ ｐｏ “亡人”
ｖｄａｄ “丧事”
ｖｄａｄ “办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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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４
ｒｔａｇ “经久，不变”：ｍｉ ｒｔａｇ ｐａ “无常” 　 ｒｔａｇ ｐａｒ ｒｅ ｂｚｈｉｎ “经常”
ｒｔａｇｓ “标志，符号，性器官”

Ｂ５
ｖｔｈａｇｂｔａｇｂｔａｇｓｔｈｏｇｓ （～ ｖｔｈｏｇ）“织”：ｂｔａｇｓ ｍａ “织物”
ｔｈａｇｓ “织物”：ｔｈａｇｓ ｋｈｒｉ “织机”
ｂｔａｇ “（梳经线的）筘”

Ｂ６
ｂｄａｇ “我，自己，主人”：ｋｈａｎｇ ｂｄａｇ “房主”
ｂｄａｇ “领有，管辖”：ｂｄａｇ ｄｂａｎｇ “主权” 　 ｂｄａｇ ｇｎｙｅｒ “经营，管理”

Ｂ７
ｔｈａｎｇ “晴”：ｒｌｕｎｇ ｎｕｂ ｎａｓ ｇｙｕｇｓ ｎａ ｔｈａｎｇ ｒｔａｇｓ ｒｅｄ “西风起，天将晴”

ｊａ ｔｈａｎｇ “清茶”
ｄｗａｎｇｓ “变清，晴”：ｄｗａｎｇｓ ｐｏ “清澈，晴”　 ｇｎａｍ ｄｗａｎｇｓ ｐａ “天放晴”

ｊａ ｄｗａｎｇｓ “清茶”
ｖｄａｎｇｄａｎｇｄｗａｎｇｓｄｗａｎｇｓ “澄清”

Ｂ８
（ｖ）ｄａｎｇ “喜好，愿意”（ｎ．）：ｄａｎｇ ｄｕ ｌｅｎ ｐａ “自愿”
ｄａｎｇ “喜好，愿意”（ｖ．）：ｄａｎｇ ｂｌａｎｇｓ “自愿”

Ｂ９
ｔｈａｄ “方面，对直”：ｔｈａｄ ｋａ “一直，直接，当面”
ｓｔｏｄｂｓｔｏｄｂｓｔｏｄｓｔｏｄ “面向”
ｇｔｏｄ（～ ｇｔａｄ） ｇｔａｄ （～ ｇｔｏｄ） ｂｔａｄ （～ ｇｔａｄ） ｇｔｏｄ （～ ｂｔｏｄ）“面

向”：ｋｈａ ｇｔａｄ “对头，作对” 　 ｋｈａ ｇｔａｄ ｐａ “面向” 　 ｒｇｙａｂ ｇｔｏｄ
ｂｙｅｄ ｐａ “背叛”

Ｂ１０
ｇｔａｄ “门闩”：ｓｇｏ ｇｔａｄ “顶门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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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ｔａｄ “上闩”
ｇｔａｎ “上闩”：ｇｔａｎ ｐａ “门闩” 　 ｓｇｏ ｇｔａｎ “门闩，顶门棍”
ｍｄａｎ：ｍｄａｎ ｐａ “门闩”
ｖｄａｎ “上闩”：ｖｄａｎ ｐａ “门闩”

Ｂ１１
ｄａｄ “信奉，爱好”：ｄａｄ ｐａ “信仰” 　 ｃｈａｎｇ ｄａｄ “贪杯”
ｄａｎ “信约”：ｋｈａ ｄａｎ “信约” 　 ｃｈｏｄ ｄａｎ “决议”

ｄａｎ ｇｒｏｇｓ “信得过的朋友”

Ｂ１２
ｔｈａｂｓ “办法，方式”：ｔｈａｂｓ ｓｈｅｓ “方法” 　 ｂｒ ｎｙａｓ ｔｈａｂｓ “欺侮”

ｇａｒ ｔｈａｂｓ “舞姿”
ｓｔａｂｓ “方式”：ｓｔａｂｓ ｋａ “办法，方式” 　 ｂｒｎｙａｓ ｓｔａｂｓ “欺侮”

ｇａｒ ｔｈａｂｓ “舞姿”

Ｂ１３
ｖｔｈａｂｖｔｈａｂｓｖｔｈｏｂｓ （ｉ．）“打斗”：ｖｔｈａｂ ｖｄｚｉｎｇ “战斗”

ｖｔｈａｂ ｒｔｓｏｄ “斗争”
ｔｈｏｂ：ｔｈｏｂ ｓｈａ “争夺” 　 ｈａｂ ｔｈｏｂ ｒｇｙａｇ ｐａ “争抢”

Ｂ１４
ｌｄａｂ “烂”：ｓｈａ ｌｄａｂ ｐａ “肉腐烂”
ｌｄｏｂ：ｌｄａｂ ｂｅ ｌｄｏｂ ｂｅ “蔫”
ｖｄｏｂ：ｖｄａｂ ｂｅ ｖｄｏｂ ｂｅ “烂糊糊”

Ｂ１５
ｇｔａｍ “话”：ｓｂｒｉｄ ｇｔａｍ “谣言”
ｇｔａｍｂｔａｍｂｔａｍｓｇｔｏｍｓ “说”
ｖｄａｍ （～ ｇｔａｍ） ｇｔａｍｂｔａｍｓ （～ ｇｔａｍｓ） ｔｈｏｍｓ （～ ｇｔｏｍｓ）“嘱托”
ｖｄｏｍｓｇｄａｍｇｄａｍｓｇｄｏｍｓ （～ ｖｄｏｍｓ）“教导，传授（口诀）”：

ｇｄａｍ （ｓ） 　 ｎｇａｇ “教诲，口诀”
（ｖ） ｔｈａｍ：（ｖ）ｔｈａｍ ｌａｇ “口诀，诀窍，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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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１６
ｔｈａｍ：ｔｈａｍ ｇａ “官印，刻有牲口主人名字的烙铁，牲口身上的烙印”

ｔｈａｍ ｍｔｓｈａｌ “印泥”
ｄａｍ “誓言”：ｄａｍ ｂｃａ ｂａ “发誓”

ｄａｍ ｇａ “私章，牲口身上的烙印”
ｄａｍ ｍｔｓｈａｌ “印泥”

ｄｅｍ：ｄａｍ ｄｅｍ ｐａ “立誓”

Ｂ１７
ｔｈａｒ“逃脱，解脱，得救，免（灾），通过”：ｔｓｈｅ ｔｈａｒ ｇｔｏｎｇ ｂａ “放生”

ｂｚｈｕｎ ｔｈａｒ ｇｃｏｄ ｐａ “锻炼”　 ｂｚｈｕｎ ｔｈａｒ ｃｈｏｄ ｐａ “经过冶炼”
ｒｄａｒ （～ ｒｄｏｒ） ｂｒｄａｒｂｒｄａｒ （ｄ） ｒｄｏｒ （ｄ） “磨（刀），锉”：ｓｅｇ

ｒｄａｒ “锉刀” 　 ｂｚｈｕｎ ｂｒｄａｒ ｇｃｏｄ ｐａ “精炼” 　 ｂｒｄａｒ ｓｈａ
ｇｃｏｄ ｐａ “判断”

ｂｄａｒｂｄａｒ （ｄ） ｂｄａｒ （ｄ）（～ ｂｄｏｒ）（ｉ ）“磨（粉末），锉，擦拭”
ｒｄａｒ “磨石”
ｂｄａｒ “磨石”
ｓｔａｒ （～ ｓｔｏｒ） ｂｓｔａｒｂｓｔａｒ （ｄ） ｓｔｏｒ （ｄ）“擦拭，磨光”

Ｂ１８
ｖｄａｒ “发抖”：ｖｄａｒ ｎａｄ “疟疾”
ｓｄａｒ “怯懦”：ｓｄａｒ ｍａ “懦夫”

Ｂ１９
（ｖ）ｄａｌ “徐缓，安闲”：ｄａｌ ｐｏ “从容的，悠闲的，缓慢的”

ｄａｌ ｌｈｏｄ ｌｈｏｄ “从容不迫的”
ｇｄａｌ （～ ｂｓｄａｌ） ｄａｌ “安闲”

Ｂ２０
ｖｄａｌ “洇”
ｒｄａｌ （～ ｒｄｏｌ） ｂｒｄａｌｂｒｄａｌ （ｄ） ｒｄｏｌ （ｄ）“摊开（粮食，粪）”
ｇｄａｌ （～ ｇｄｏｌ） ｂｄａｌｂｄａｌｂｄｏｌ（～ ｇｄｏｌ）“摊开，擀”：ｖｏｎｇ ｂａ ｂｄａｌ ｂ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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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牛粪” 　 ｂｄａｌ ｒｉｌ “擀面杖”
ｇｄａｌ “蔓延”
ｄａｌ：ｄａｌ ｙａｍｓ “传染病”
（ｇ） ｔａｌ：（ｇ）ｔａｌ ｐｏ “（摊在墙上晒干后做燃料的）湿牛粪饼”
（ｖ） ｔｈａｌ “过分”：ｇｎｙｉｄ ｔｈａｌ ｓｈｏｒ ｂａ “睡过头”

ｒｔｓｅｄ ｍｏ ｒｔｓｅ ｔｈａｌ ｓｈｏｒ ｂａ “玩疯了”

Ｂ２１
ｒｔｉｎｇ “根部，后边，以后”：ｒｔｉｎｇ ｐａ “根部，脚跟，鞋跟”

ｋａ ｒｔｉｎｇ “柱脚”
ｇｔｉｎｇ “底部，深处”：ｍｔｓｈｏｉ ｇｔｉｎｇ “湖底” 　 ｓｅｍｓ ｋｙｉ ｇｔｉｎｇ “心底”

ｋｈａ ｇｔｉｎｇ “表里”
ｇｄｉｎｇ “底部，深处”：ｓｅｍｓ ｋｙｉ ｇｄｉｎｇ “心底”

Ｂ２２
ｖｔｈｉｂｖｔｈｉｂｓ “（云雾）笼罩，遮蔽，（头脑）昏沉”：ｇｎａｍ ｖｔｈｉｂ ｐａ “天

阴” 　 ｓｍｕｇｓ ｐａ ｖｔｈｉｂ ｐａ “下雾”
ｔｈｉｂ （ｓ）：ｔｈｉｂｓ ｔｈｉｂｓ “阴沉沉” 　 ｇｎｙｉｄ ｔｈｉｂｓ ｔｈｉｂｓ ｂｙｅｄ ｐａ “昏昏欲睡”

ｔｈａｂ ｂｉ ｔｈｉｂ ｂｉ “昏暗，昏沉”
ｇｔｉｂｇｔｉｂｓｇｔｉｂｓ （ｉ ）“使笼罩，使遮蔽”

Ｂ２３
ｓｄｉｒ “熬，煨”
ｌｄｉｒ “壶”
ｌｄｉｒｂｌｄｉｒｂｌｄｉｒｌｄｉｒ “鼓起”：ｌｄｉｒ ｒｉｌ ｒｇｕ ｒｉｌ “鼓鼓囊囊”

ｌｄｉｒ ｌｄｉｒ ｂｙｅｄ ｐａ “鼓（肚），挺（胸）”
ｌｔｉｒ “壶，罐”
ｌｔｉｒ “充满，鼓起”：ｌｔｉｒ ｒｉｌ ｒｇｕ ｒｉｌ “（吃得肚子）胀”
ｌｔｉｒ “满”（ｎ．）：ｃｈｕｓ ｌｔｉｒ ｇｙｉｓ ｂｋａｎｇ ｐａ “水装得满满的”
ｓｄｉｇ “（熬茶）铜罐”
ｌｄｉｇ “（熬茶）铜罐”
ｒｄｉｇ “铜罐，铜锅”：ｋｈａｍｓ ｒｄｉｇ “康地出产的铜锅”

ｌｎｇａ ｒｄｉｇ “五个一套的阿里铜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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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２４
ｄｕ “烟”：ｄｕ ｋｈｕｎｇ “烟囱”
ｄｕｄ “烟”：ｄｕｄ ｋｈｕｎｇ “烟囱” 　 ｄｕｄ ｇｒａｎｇｓ “户数”
ｇｄｕｇ （～ ｂｄｕｇ） ｂｄｕｇｂｄｕｇｓｔｈｕｇｓ （～ ｂｄｕｇｓ）“使生烟，用烟熏”：

ｂｄｕｇ ｒｄｚａｓ “熏料”

Ｂ２５
ｖｄｕｖｄｕｓｖｄｕｓ （ｉ．）“会聚”：ｔｓｈｏｇｓ ｖｄｕ “会议”
ｖｄｕｎ：ｖｄｕｎ ｍａ “会议”
ｓｄｕｄｂｓｄｕｂｓｄｕｓｓｄｕｓ “使会聚”：ｂｓｄｕ ｇｓｏｇ ｒｇｙａｇ ｐａ “收拾，归置”
ｓｄｕｄ “衣褶”
ｖｔｈｕｖｔｈｕｓｖｔｈｕｓ （ｉ．）“凑（份子）”：ｖｔｈｕ ｃｈａ “份金”
ｖｔｈｕｂｔｕｂｔｕｓｔｈｕｓ “采集，拾取，啄”
ｖｔｈｕｎ：ｖｔｈｕｎ ｐａ “樵夫”

Ｂ２６
ｇｔｕｇｓ “完，尽”：ｋａ ｇｔｕｇｓ “没有办法，计穷”

ｚｌａ ｇｔｕｇｓ ｐｏ “拮据，（供应）紧张”
ｔｈｕｇ：ｋｕ ｔｈｕｇ ～ ｇｕ ｔｈｕｇ ～ ｖｕ ｔｈｕｇ “计穷”
ｒｄｕｇｓ “完，尽”：ｔｈａｂｓ ｒｄｕｇｓ ｐａ “计穷”

ｇｔａｍ ｒｄｕｇｓ ｐａ “语塞，词穷”
ｐｈｕｇ ｒｄｕｇｓ ｐａ “山沟尽头”

Ｂ２７
ｍｔｈｕｇ，ｖｔｈｕｇ “厚”：ｍｔｈｕｇ ｐｏ “厚”　 ｓｋｒａ ｔｓｈｏｇｓ ｍｔｈｕｇ ｐｏ “头发密实”

ｍｔｈｕｇ ｔｓｈａｄ “密度”
ｓｔｕｇ：ｓｔｕｇ ｐｏ “密” 　 ｎａｇｓ ｔｓｈａｌ ｓｔｕｇ ｐｏ “密林” 　 ｓｔｕｇ ｔｓｈａｄ “密度”

Ｂ２８
ｄｕｇ “毒”：ｄｕｇ ｓｂｒｕｌ “毒蛇” 　 ｓｂｒｕｌ ｄｕｇ “蛇毒”
ｇｄｕｇ “恶毒，残暴，凶狠”：ｇｄｕｇ ｓｂｒｕｌ “毒蛇”

ｇｄｕｇ ｒｔｓｕｂ “恶毒，残暴，凶狠”



词　 　 族 ２１　　　

Ｂ２９
ｄｕｇｓ “温热，罨疗法”（ｎ．）：ｓｂａｎｇｓ ｄｕｇｓ “鲜热马粪罨疗法”
ｄｕｇｓ “发热，罨疗”（ｖ．）：ｄｕｇｓ ｋｈａｎｇ “暖房，浴室”
ｇｄｕｇｓ：ｇｄｕｇｓ ｋｈａｎｇ “浴室”

Ｂ３０
ｓｄｕｇ “难过，悲痛”（ｖ．）：ｓｅｍｓ ｓｄｕｇ ｐａ “伤心，难过”
ｓｄｕｇ “痛苦” （ｎ．）：ｓｄｕｇ ｖｋｈｕｒ ｂａ “受苦” 　 ｒｇｙａｇｓ ｎａ ｌｔｏｇｓ ｓｄｕｇ ｍａ

ｂｒｊｅｄ　 ｄｒｏｓ ｎａ ｖｋｙａｇ ｓｄｕｇ ｍａ ｂｒｊｅｄ “饱时莫忘饿
时苦，暖时莫忘冻时苦”

Ｂ３１
ｔｈｕｎｇ “缩短”：ｔｈｕｎｇ ｔｈｕｎｇ “短” 　 ｔｈａｎｇ ｎｇｉ ｔｈｕｎｇ ｎｇｉ “短短的”
ｓｔｕｎｇｂｓｔｕｎｇｂｓｔｕｎｇｓｓｔｕｎｇｓ “弄短”
ｒｔｕｎｇｂｒｔｕｎｇｂｒｔｕｎｇｓ “弄短”

Ｂ３２
ｄｕｎｇｄｕｎｇｓ “爱，贪恋，思念”：ｂｒｔｓｅ ｄｕｎｇ “感情”　 ｄｕｎｇ ｓｅｍｓ “爱心”
ｄｕｎｇ “感情”：ｄｕｎｇ ｃｈｅ ｂａ “情深”
ｇｄｕｎｇｇｄｕｎｇｓ “贪爱”：ｂｒｔｓｅ ｇｄｕｎｇ “感情”

Ｂ３３
ｍｔｈｕｄ ～ ｖｔｈｕｄ “接上”：ｒｕｓ ｐａ ｍｔｈｕｄ ｐａ “接骨”

ｍｔｈｕｄ ｒｇｙａｇ ｐａ “接上”
ｓｔｕｄｂｓｔｕｄｂｓｔｕｄｓｔｕｄ “继续，接连”：ｎｙｉｎ ｍｔｓｈａｎ ｓｔｕｄ ｍａ “夜以继日”
ｂｔｕｄ “接连”：ｂｔｕｄ ｍａｒ “接连”
ｍｔｈｕｎ ～ ｖｔｈｕｎ “一致，相符，和睦”：ｓｒｉｄ ｊｕｓ ｄａｎｇ ｍｔｈｕｎ ｐａ “符合政策”

ｍｔｈｕｎ ｓｇｒｉｇ “团结”
ｓｔｕｎｂｓｔｕｎｂｓｔｕｎ （ｄ） ｓｔｕｎ （ｄ）“针对，顺应，按照”：ｖｄｏｄ ｐａ ｓｔｕｎ ｐａ

“迎合，迁就”
ｍｄｕｄ “结子”：ｍｄｕｄ ｐａ “结子” 　 ?ｏｌ ｍｄｕｄ “喉结”

ｓｒｕｎｇ ｍｄｕｄ “护身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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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ｄｕｄ “打结”：ｍｄｕｄ ｐａ ｍｄｕｄ ｎａｓ ｍｔｈｕｄ ｐａ “打结相连”
ｄｕｄ “打结”

Ｂ３４
ｔｈｕｂ “能，耐”：ｂｙｅｄ ｔｈｕｂ ｐａ “能做” 　 ｍｅ ｔｈｕｂ ｐａ “耐火”
ｔｈｕｂ “耐用”：ｔｈｕｂ ｃｈｅｎ ｐｏ “很耐用” 　 ｔｈｕｂ ｍｅｄ ｐａ “不耐用”
ｂｔｕｂｂｔｕｂｓ，ｇｔｕｂｇｔｕｂｓ “使能”

Ｂ３５
ｖｔｈｕｍｖｔｈｕｍｓ “包，包在里面透不出气，糊涂”
ｔｈｕｍ “包儿”：ｔｈｕｍ ｒｇｙａｇ ｐａ “包” 　 ｙｉｇ ｔｈｕｍ “信封”
ｖｔｈｕｍ （～ ｇｔｕｍ） ｂｔｕｍ （～ ｇｔｕｍ） ｂｔｕｍ （ｓ） ｔｈｕｍｓ “包”
　 从拉萨读音看，ｔｈｕｍ “包儿”原来应该有后缀ｓ。

Ｂ３６
ｄｕｍ “段”：ｄｕｍ ｂｕ “小段” 　 ｄｕｍ ｄｕｍ “一段一段的”
ｖｄｕｍｖｄｕｍｓ “缩短，变近”：ｔｓｈｉｇ ｖｄｕｍ ｐｏ “言简意赅”
ｒｄｕｍ “弄断”：ｌａｇ ｒｄｕｍ ｐａ “没手的” 　 ｇｚｈｕｇ ｒｄｕｍ ｐａ “没尾的”
ｓｔｕｍ：ｓｔｕｍ ｓｔｕｍ “短粗的”
　 从词形和拉萨读音看，ｒｄｕｍ “弄断”可能有ｒｄｕｍｂｒｄｕｍｂｒｄｕｍｓ
ｒｄｕｍｓ （或ｔｈｕｍｓ）的形态变化。

Ｂ３７
ｔｈｕｒ：ｔｈｕｒ ｍａ “筷子” 　 ｔｈｕｒ ｋｈｕｇ “筷子袋”
ｂｔｕｒ “挟”

Ｂ３８
ｔｈｕｌ：ｔｈｕｌ ｂａ “大氅，斗篷” 　 ｌｕｇ ｔｈｕｌ “绵羊皮大氅”
ｔｈｕ：ｔｈｕ ｂａ ～ ｔｈｕ ｌａ “衣襟”

Ｂ３９
ｖｔｈｕｌ “冒（烟），散发（香气），（粉尘）飞扬”
ｔｈｕｌ：ｔｈｕｌ ｌｅ ｂａ “冒烟的样子” 　 ｔｈｕ ｌｕ ｌｕ “冒烟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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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ｔｕｌ “使冒（烟），使散发（香气），撒（粉状物）”
ｒｄｕｌ “尘，粉”：ｒｄｕｌ ｍｉ ｖｔｈｕｌ ｂａ “尘土飞扬” 　 ｍｅ ｔｏｇ ｇｉ ｒｄｕｌ “花粉”

Ｂ４０
ｖｔｈｕｌｔｈｕｌ “温顺”：ｒｔａ ｒｇｏｄ ｂｔｕｌ ｎａ ｔｈｕｌ ｂａｒ ｔｈｅ ｔｓｈｏｍ ｍｅｄ

“烈马经调教温顺无疑”
ｖｄｕｌｄｕｌ “温顺”
ｖｄｕｌｇｄｕｌｂｔｕｌ （ｄ） ｔｈｕｌ （ｄ） （～ ｄｕｌ） “调教，约束，炮制（药）”：

ｖｊａｍ ｖｄｕｌ ｂｙｅｄ ｐａ “用软办法对付” 　 ｂｚｈｕ ｖｄｕｌ ｂｙｅｄ ｐａ “熔
炼” 　 ｖｄｕｌ ｂａ “（佛教的）律”

ｒｔｕｌｂｒｔｕｌｂｒｔｕｌ （ｄ） ｒｔｕｌ （ｄ）“调教，约束”

Ｂ４１
ｍｔｈｅ：ｍｔｈｅ ｂｏ “拇指，拇趾” 　 ｍｔｈｅｕ “小指，小趾”
ｔｈｅｕ “印章”
ｔｈｅｌ “印章”：ｔｈｅｌ ｔｓｅ “印章”
　 １ ｔｈｅｕ “印章”就是ｍｔｈｅｕ，现在不丹王国的宗喀话仍用ｍｔｈｅｕ表

“印章”。但是在现在通用的藏文书面语中“印章”没有ｍ，说明
在国内某些方言中，意义的引申造成了语音的演变，前缀ｍ在
“印章”中脱落了。

２ ｔｈｅｌ中的ｌ是个假韵尾，只用它填补ｔｈｅｕ中脱落的指小后缀ｕ原
来所占的音时，表示长元音。类似的例子如：ｄｒｅｌ：ｄｒｅｕ “骡子”
ｒｄｅｌ：ｒｄｅｕ “小石子” 　 ｓｐｒｅｌ：ｓｐｒｅｕ “猴子” 　 ｂｅｌ：ｂｅｕ “牛犊”
ｂｙｅｌ：ｂｙｅｕ “小鸟”。

Ｂ４２
ｄｅ：ｄｅ ｒｉｎｇ “今天” 　 ｄｅ ｄｕｓ “当时” 　 ｄｅ ｚｈａｇ “近来”
ｄａ：ｄａ ｒｉ “今天” 　 ｄａ ｌｔａ “现在” 　 ｄａ ｒａｎｇ “今晨”
ｄｏ：ｄｏ ｄｇｏｎｇ “今晚” 　 ｄｏ ｔｓｉｇｓ “今年” 　 ｄｏ ｚｈａｇ “近来”

Ｂ４３
ｔｈｅｇ “载起，举住”
ｔｈｅｇ：ｔｈｅｇ ｐａ “运载工具” 　 ｔｈｅｇ ｃｈｅｎ “大乘（佛教）”

ｔｈｅｇ ｃｈｕｎｇ “小乘（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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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ｄｅｇｓ （～ ｇｄｅｇ） ｂｔｅｇ （～ ｇｄｅｇ ～ ｖｄｅｇｓ） ｂｔｅｇ （ｓ） ｔｈｅｇ （ｓ）“举”
ｓｔｅｇｓｔｅｇｓｔｅｇｓ “使向上支起”：ｓｔｅｇ ｌａ ｂｙｅｄ ｐａ “掂量”
ｓｔｅｇｓ “台，架，支撑物”：ｓｔｅｇｓ ｂｕ “凳，架，台”　 ｒｋａｎｇ ｓｔｅｇｓ “脚凳”

ｒａｇ ｓｔｅｇｓ “黄铜碗托” 　 ｇａｒ ｓｔｅｇｓ “舞台”
ｋａ ｓｔｅｇｓ “磉礅” 　 ｎｇａｌ ｓｔｅｇｓ “背篓的支棍”

ｓｔｅｎｇ “上面”：ｓｔｅｎｇ ｖｏｇ “上下” 　 ｓｔｅｎｇ ｓｈｏｄ ｂａｒ ｇｓｕｍ “上中下三层”
ｓａ ｓｔｅｎｇ “地面上”

Ｂ４４
ｔｈｅｎｇｔｈｅｎｇｓ “抵达”
ｖｄｅｎｇｖｄｅｎｇｓ，ｄｅｎｇｓ “走，去”：ｖｄｅｎｇ ｂｒｄａ “动身的通知”
ｖｄｅｎｇｄｅｎｇｓ “（烟云）消散”

Ｂ４５
ｔｈｅｄ “野兽吃过的动物残骸”
ｔｈｅｄ “破” （天祝读／ ｎｔｈｅｔ ／，天峻、夏河读／ ｔｈａｌ ／，同仁读／ ｈａｌ ／）：

ｔｈａ ｌｉ ｔｈｅｄ ｌｅ “破破烂烂的” 　 ｃｈａｄ ｐｏ ｔｈｅｄ ｐｏ “破破烂烂的”
ｌｔｅｄｔｈｅｄ （ｉ．）“撕”（红原读／ ｈｔｅｔ ／，天峻读／ ｈｔｅｌ ／）

Ｂ４６
ｖｔｈｅｎ “依靠”
ｒｔｅｎｂｒｔｅｎｂｒｔｅｎ （ｄ） ｒｔｅｎ（ｄ）“依靠”：ｍａｎｇ ｔｓｈｏｇｓ ｒｔｅｎ ｐａ “依靠群

众” 　 ｖｋｈａｒ ｒｇｙｕｇ ｌａ ｒｔｅｎ ｐａ “靠着手杖”
ｒｔｅｎ “依靠”（ｎ．）：ｒｔｅｎ ｇｎａｓ “（文法）依格”

ｒｔｅｎ ｇｓｕｍ “三所依（佛像，佛经，佛塔）”
ｓｔｅｎｂｓｔｅｎｂｓｔｅｎ （ｄ） ｓｔｅｎ （ｄ） “依靠”：ｓｍａｎ ｐａ ｓｔｅｎ ｐａ “投医” 　

ｄｇｅ ｒｇａｎ ｓｔｅｎ ｐａ “投师”

Ｂ４７
ｄｅｂ “本，册”：ｄｐｅ ｄｅｂ “书” （ｓｈｏｇ ｂｕ）ｂｃｕ ｄｅｂ “（纸）十张一沓”
ｓｄｅｂｂｓｄｅｂｂｓｄｅｂｓｓｄｅｂｓ “配在一起，伙同”：ｓｍａｎ ｓｄｅｂ ｐａ “配药”

ｒｌｏｎ ｓｄｅｂ ｐａ “用胶贴金之法”
ｓｄｅｂ “成批，一起”：ｓｄｅｂ ｖｔｓｏｎｇ “批发” 　 ｓｄｅｂ ｌａ “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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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４８
ｒｄｅｂ （～ ｒｄｏｂ ～ ｒｄａｂ） ｂｒｄａｂｂｒｄａｂｓｒｄｏｂｓ （～ ｒｄｅｂｓ） “拍打，跺”：

ｌａｇ ｐａ ｒｄａｂ ｐａ “鼓掌” 　 ｒｋａｎｇ ｐａ ｒｄａｂ ｐａ “跺脚”
ｐｏ ｌｏ ｒｄａｂ ｐａ “拍球” 　 ｒｄａｂ ｒｄａｂ ｇｔｏｎｇ ｂａ “抖”

ｒｄｅｇｂｒｄｅｇｂｒｄｅｇｓｒｄｅｇｓ “拍打，敲打”：ｍｇｏ ｂｏｒ ｒｄｅｇ ｐａ “打头” 　
ｒｋａｎｇ ｒｄｅｇ ｂｙｅｄ ｐａ “跺脚”

ｂｒｄａｂｂｒｄａｂｓ “磕，碰”：ｒｋａｎｇ ｐａ ｂｒｄａｂｓ ｐａ “碰到腿了”
ｂｒｄａｂ ｃｈａｇ ｓｈｏｒ ｂａ “跌断，跌碎”

Ｂ４９
ｔｈｅｂ “满”
ｖｔｈｅｍ （ｖ） ｔｈｅｍｓ “满，足数”
ｔｈｅｍ “满，足数”
ｔｈａｍ：ｂｒｇｙａ ｔｈａｍ ｐａ “一百整”
ｔｈａｍｓ：ｔｈａｍｓ ｃａｄ “一切”
ｌｔｅｍ （ｓ）（～ ｌｔａｍ） ｂｌｔａｍｂｌｔａｍｓｌｔｏｍｓ “灌满”： ｌｔａｍ ｍｅ ｌｔｅｍ ｍｅ

“满满当当”
ｇｔａｍ （ｓ） ｇｔａｍｓｇｔｏｍｓ （ｉ ）“灌满”
ｄｅｍ “瓶，壶，罐”：ｊａ ｄｅｍ “茶壶” 　 ｇｌｏｇ ｄｅｍ “暖瓶”
ｄａｍ：ｊａ ｄａｍ “茶壶，暖瓶”

Ｂ５０
ｔｈｅｍ：ｔｈｅｍ ｐａ “梯子，门框上下的横木，户” 　 ｔｈｅｍ ｋａ “台阶”

ｍａ ｔｈｅｍ “门槛”
ｓｔｅｍｓｔｅｍｓ “关（门），闩（门）”

Ｂ５１
ｔｈｏ “立在田里吓唬鸟兽或标志地界的土堆、石堆”：ｔｈｏ ｐｏ “人形土石堆”

ｔｈｏ ｙｏｒ “山顶石垛”
ｍｔｈｏ “高”：ｍｔｈｏ ｐｏ “高” 　 ｍｔｈｏ ｙｏｒ “山顶石垛”
ｍｔｈｏｓ “过高，超过标准”：ｔｓｈｗａ ｍｔｈｏｓ ｐａ “太咸”
ｍｔｈｏｎ：ｍｔｈｏｎ ｐｏ “高，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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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张怡荪《藏汉大辞典》的例句看，ｍｔｈｏｓ是动词。ｍｔｈｏ在《藏文文
法根本颂色多氏大疏》中也是动词。我们怀疑它们是同一动词的不
同时态。ｍｔｈｏ是未完成式，ｍｔｈｏｓ是完成式。

Ｂ５２
ｄｏ “对手”：ｄｏ ｙａ “对手，一对驮子的一只” 　 ｄｏ ｐｏ “货包”

ｄｏ ｍｎｙａｍ “对称，平衡”
ｄｏ “二”：ｒｇｙａ ｍａ ｄｏ “两斤”（ｒｇｙａ ｍａ ｇｎｙｉｓ “两杆秤”）
ｄｏ “匹敌，比得上，能”：ｎｇａ ｋｈｙｏｄ ｍｉ ｄｏ “我比不上你”

ｋｈｙｏｄ ｖｇｒｏ ?ｅ ｄｏ “你能去吗？”
ｄｏ “让对方与自己一起做某事的祈使语气词”：ｄａ ｖｇｒｏ ｄｏ “（咱们）走

吧”
ｄｏｒ “双，对”：ｄｏｒ ｍａ “裤子” 　 ｄｏｒ ｋｈａ “双牛拉一犁一天所耕面积”
ｄｏｓ “驮子”：ｄｏｓ ｋｈａｎｇ “栈房”
ｍｄｏ “两河或两路交汇处”：ｃｈｕ ｍｄｏ “河流交汇处” 　 ｓｕｍ ｍｄｏ “三岔

路口”
ｓｄｏｂｓｄｏｂｓｄｏｓｓｄｏｓ “拼，较量”：ｄｇｒａ ｌａ ｓｄｏ ｂａ “跟敌人拼”

ｓｒｏｇ ｂｓｄｏｓ ｐａ “拼了命”
ｓｄｏｒ “拼”：ｄｇｒａ ｒｕ ｓｄｏｒ ｂａ “跟敌人拼”
ｔｈｏｒ：ｔｈｏｒ ｍｏ “两岁牝马” 　 ｂｏｎｇ ｔｈｏｒ “两岁驴”

Ｂ５３
ｔｏｇ “精华，果实”：ｓｔｏｎ ｔｏｇ “庄稼，收成” 　 ｌｏ ｔｏｇ “庄稼，收成”

ｓｈｉｎｇ ｔｏｇ “水果”
ｔｈｏｇ “精华，果实”：ｓｔｏｎ ｔｈｏｇ “庄稼，收成” 　 ｌｏ ｔｈｏｇ “庄稼，收成”

ｌｏ ｂｃｕ ｔｈｏｇ ｌｎｇａ “十年五熟”
ｔｈｏｇｓ “长出”：ｖｂｒａｓ ｂｕ ｔｈｏｇｓ ｐａ “结出果实”
ｖｔｈｏｇｂｔｏｇ （～ ｖｔｈｏｇ） ｂｔｏｇ （ｓ）  （ｖ） ｔｈｏｇｓ “采摘，拔（毛），折

（枝），啃，啄”：ｓｂｏ ｖｔｈｏｇ ｐａ “剪胸部羊毛”ｓｅｎ ｂｔｏｇ ｒｇｙａｇ ｐａ “掐”
ｒｕｓ ｂｔｏｇ ｒｇｙａｇ ｐａ “啃骨头”

Ｂ５４
ｒｔｏｇｂｒｔａｇｂｒｔａｇｓｒｔｏｇｓ “思索”：ｂｒｔａｇ ｄｐｙａｄ “研究”
ｒｔｏｇｓ “领悟”：ｃｈｕ ｂｏｉ ｇｔｉｎｇ ｔｓｈａｄ ｎｙａ ｍｏｓ ｒｔｏｇｓ “水深鱼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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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５５
ｖｔｈｏｇ （ｓ） ｔｈｏｇｓｔｈｏｇｓ （ｉ ）“拿着，举着”
ｖｔｈｏｇ （ｓ） ｔｈｏｇｓ “得到，挡住，�撞”：ｐｈａｎ ｔｈｏｇｓ ｐａ “受益”

ｍｉｎｇ ｔｈｏｇｓ ｐａ “得名”
ｖｄｏｇｓｇｄａｇｓｂｔａｇｓｔｈｏｇｓ “拴，佩戴”：ｐｈａｎ ｖｄｏｇｓ ｐａ “使受益”

ｍｉｎｇ ｖｄｏｇｓ ｐａ “起名”
ｖｄｏｇｓ “（藏文的）下加字”：ｖｄｏｇｓ ｂｚｈｉ “（藏文的）

ｗ、ｙ、ｒ、ｌ ４个下加字”

Ｂ５６
ｄｏｇｓ “怀疑，忧虑”（ｖ．）：ｓｅｍｓ ｄｏｇｓ ｐａ “顾虑”
ｄｏｇｓ “怀疑，忧虑”（ｎ．）：ｄｏｇｓ ｃｈｏｄ ｐａ “怀疑消失”

Ｂ５７
ｓｄｏｎｇｂｓｄｏｎｇｂｓｄｏｎｇｓｓｄｏｎｇｓ “交友，结伴，同行”： ｓｄｏｎｇ ｇｒｏｇｓ “密

友”
ｓｄｏｎｇｓ：ｓｄｏｎｇｓ ｇｒｏｇｓ “益友”
ｇｄｏｎｇ：ｇｄｏｎｇ ｇｒｏｇｓ “密友”
ｓｔｏｎｇ （～ ｓｔａｎｇ） ｂｓｔｏｎｇ （～ ｂｓｔａｎｇ） ｂｓｔｏｎｇｓ （～ ｂｓｔａｎｇｓ） ｓｔｏｎｇｓ “帮

助，使受益”：ｂｓｔｏｎｇｓ ｐａ “益友”　 ｇｎａｍ ｇｙｉｓ ｂｄａｇ ｌａ ｂｓｔａｎｇｓ
ｓｏ “天助我也”

ｓｔｏｎｇｓ “帮助”：ｓｔｏｎｇｓ ｇｒｏｇｓ “益友，伴儿” 　 ｓｔｏｎｇｓ ｖｄｏｇｓ ｐａ “帮助”
ｓｔｏｎｇｓｔｏｎｇｓ “得益”
ｓｔａｎｇｓ：ｓｔａｎｇｓ ｄｐｙａｌ “伉俪”
ｓｔｅｎｇ：ｓｔｅｎｇ ｇｃａｌ ～ ｓｔｅｎｇ ｚｈａｌ “伉俪”

Ｂ５８
ｍｔｈｏｎｇｓ “天空，（帐、房的）天窗”
ｓｔｏｎｇｓｂｔａｎｇｂｔａｎｇｓｓｔｏｎｇｓ “使空”
ｓｔｏｎｇｓｔｏｎｇｓ “空”：ｓｔｏｎｇ ｐａ “空的”

Ｂ５９
ｍｔｈｏｎｇ “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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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ｔｈｏｎｇ “重视”：ｍｔｈｏｎｇ ｈａ ｃａｎｇ ｃｈｅｎ ｐｏ ｂｙｅｄ ｐａ “极为重视”
ｍｔｈｏｎｇ ｂｙｅｄ ｍｋｈａｎ ｙｏｇ ｍａ ｒｅｄ “无人重视”

　 从拉萨读音看，“重视”原来应该有ｓ，是由动词“看见”加后缀构
成的名词。

Ｂ６０
ｖｄｏｄ “希望，追求，主张，承认，愿意，同意”：ｖｄｏｄ ｐａ “意愿，欲望”
ｖｄｏｄ （～ ｇｔｏｄ） ｇｄｏｄ （～ ｇｔｏｄ） ｂｔｏｄｔｈｏｄ （～ ｇｔｏｄ）“创立，开辟”
ｇｄｏｄ “原始”

Ｂ６１
ｄｏｎ “出，现出”： ｒｎａｇ ｄｏｎ ｐａ “出脓” 　 ｍｃｈｅ ｂａ ｄｏｎ ｐａ “出芽”

ｒａｎｇ ｍｄｏｇ ｄｏｎ ｐａ “现原形”
ｄｏｎ “出，过（河、桥），扮演”：ｓｇｏ ｎａｓ ｄｏｎ ｐａ “从门出来”

ｚａｍ ｐａ ｄｏｎ ｐａ “过桥”
ｄｏｎ ｍｋｈａｎ “扮演者”

ｖｄｏｎｇｄｏｎｂｔｏｎ （ｄ） ｔｈｏｎ （ｄ） “使出来，使产生，念诵”：ｒｎａｇ ｖｄｏｎ
ｐａ “排脓” 　 ｍｇｏ ｖｄｏｎ ｐａ “使自立” 　 ｎｕｓ ｐａ ｖｄｏｎ ｐａ “使生
效” 　 ｂｚｏ ｌｔａ ｖｄｏｎ ｐａ “加工，打扮” 　 ｄｐｅ ｃｈａ ｖｄｏｎ ｐａ “读书”

ｖｔｈｏｎｔｈｏｎ “出产，产生，露出，毕业，到达”： ｔｈｏｎ ｓｋｙｅｄ “生产”
ｍｇｏ ｔｈｏｎ ｐａ “自立” 　 ｎｕｓ ｐａ ｔｈｏｎ ｐａ “生效” 　 ｂｚｏ ｌｔａ ｔｈｏｎ ｐａ
“成形，初具规模” 　 ｓｌｏｂ ｇｒｗａ ｖｔｈｏｎ ｐａ “毕业” 　 ｌｏ ｇｓａｒ ｖｔｈｏｎ
ｐａ “到新年”

ｖｔｈｏｎｔｈｏｎｔｈｏｎ （ｉ．）“出外”：ｒｄｏｇ ｖｔｈｏｎ “出发”
ｐｈｙｏｇｓ ｌａ ｖｔｈｏｎ ｐａ “出远门”

ｔｈｏｎ “产品”：ｔｈｏｎ ｚｏｇ “产品” 　 ｔｈｏｎ ｇｓａｒ ｐａ “新产品”
　 从拉萨读音看，完成式、祈使式以及名词的ｔｈｏｎ，原来都有后缀ｄ。

Ｂ６２
ｇｄｏｎ “邪魔”：ｇｄｏｎ ｖｄｒｅ “鬼” 　 ｇｄｏｎ ｚｈｕｇｓ ｐａ “中邪”
ｇｄｏｎ “为魔所害”

Ｂ６３
ｖｔｈｏｂｔｈｏｂ “获得”：ｔｈｏｂ ｃｈａ “所得，份额” 　 ｔｈｏｂ ｓｈｏｒ “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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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ｏｂｂｓｔａｂｂｓｔａｂｓｓｔｏｂｓ “奉送”
ｂｓｔａｂ “赠品”
ｔｈａｂｓ “礼品”：ｓｋｙｉｄ ｔｈａｂｓ “喜事送的礼”

ｓｄｕｇ ｔｈａｂｓ “悲伤的事送的礼”
ｔｈｅｂｓ “本金”：ｇｔｏｎｇ ｔｈｅｂｓ “放布施的基金”

ｔｈｅｂｓ ｒｔｓａ “（寺庙的）基金”
ｖｔｈｅｂ “基金”

Ｂ６４
ｖｔｈｏｒ “四散”：ｖｔｈｏｒ ｂｒｌａｇ “散失” 　 ｈｏｎ ｖｔｈｏｒ ｂａ “惊呆”
ｖｔｈｏｒ（～ ｇｔｏｒ） ｇｔｏｒｂｔｏｒ （～ ｇｔｏｒ） ｖｔｈｏｒ （～ ｇｔｏｒ） “撒，洒（水），

打碎，击溃，颠覆”：ｌｕｄ ｇｔｏｒ ｂａ “撒肥” 　 ｇｔｏｒ ｂｒｌａｇ “毁坏”
ｇｔｏｒ ｋｈｕｎｇ “污水口”

ｓｔｏｒｂｓｔａｒｂｓｔａｒ （ｄ）ｓｔｏｒ （ｄ）“撒，洒，破坏”：ｈｏｎ ｓｔｏｒ ｂａ “不知所措”
ｓｔｏｒ ｋｈｕｎｇ “污水口”

Ｂ６５
ｍｔｈｏｌ ～ ｖｔｈｏｌ “认罪，坦白”：ｍｔｈｏｌ ｂｓｈａｇｓ “忏悔”
ｔｈｏｌ “穿透”
ｒｄｏｌｂｒｄｏｌｂｒｄｏｌ （ｄ） ｒｄｏｌ （ｄ）“弄穿”
ｒｔｏｌｂｒｔｏｌｂｒｔｏｌ （ｄ） ｒｔｏｌ （ｄ）“弄穿，揭发”： ｒｄｚｕｎ ｒｋｕｂ ｒｔｏｌ ｂａ

“揭穿”
ｇｔｏｌ “弄穿，揭发”
ｒｄｏｌ “穿透”：ｒｄｚｕｎ ｒｋｕｂ ｒｄｏｌ ｂａ “（真相）暴露”

Ｂ６６
ｇｄｏｓ “网”
ｄｏｓ “网”
ｄｏｌ “网”

Ｃ１
ｓｐａ “饰物”
ｓｐａ “佩戴饰物，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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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２
ｐｈａ “父”：ｐｈａ ｍａ “父母，男女，雌雄” 　 ｐｈａ ｐｈｙｕｇｓ “公畜”

ｐｈａ ｒｔａ “牡马”
ｐｈｏ “男，雄，阳性，男子汉”：ｐｈｏ ｍｏ “男女，雌雄，阴阳”

ｐｈｏ ｐｈｙｕｇｓ “公畜”
ｐｈｏ ?ｅ ｒｅｄ ｍａ ｒｅｄ ｂｌｔａｓ ｎａ ｓｈｅｓ
“是不是好汉看看便知”

ｓｐａｄ “儿子”：ｐｈａ ｓｐａｄ “父子”

Ｃ３
ｐｈａ：ｐｈａ ｇｉ “那边” 　 ｐｈａ ｐｈｙｏｇｓ “对方” 　 ｐｈａ ｒｉ “对面的山”
ｐｈａｒ “往那边”：ｐｈａｒ ｔｓａｍ “往那边一点” 　 ｐｈａｒ ｔｓｈｕｒ “互相”
ｐｈａｎ “以外”：ｄｅ ｒｉｎｇ ｐｈａｎ ｌａ “今天以前”

ｒｍａ ｃｈｕｉ ｐｈａｎ ｌａ “黄河以远” 　 ｐｈａｎ ｔｓｈｕｎ “互相”
ｐｈａｓ “对方，彼处”

Ｃ４
ｂａ：ｂａ ｍｏ “霜” 　 ｂａ ｍｏ ｖｂａｂ “霜降（节气）”
ｂａｄ “霜，露”：ｂａｄ ｄｋａｒ “白露” 　 ｂａｄ ｎａｇ “寒露”

Ｃ５
ｄｐｏｇｄｐａｇｄｐａｇｓｄｐｏｇｓ “推测，估计，考虑”： ｔｓｈｏｄ ｄｐａｇ “推测，估

计” 　 ｒｊｅｓ ｄｐａｇ “推论，推理” 　 ｄｐａｇ ｇｒａｎｇｓ “约数” 　 ｌｕｓ ｌａ
ｄｐａｇｓ ｎａｓ ｇｏｓ ｖｔｓｈｅｍ “量体裁衣” 　 ｂｓｈａｄ ｔｓｈｕｌ ｓｐｙｏｄ ｔｓｈｕｌ ｌａ ｄｐａｇｓ
ｎａ ｍｉｉ ｂｚａｎｇ ｎｇａｎ ｓｈｅｓ “从言谈举止可推知其人善恶”

ｄｐａｇ：ｄｐａｇ ｔｕ ｍｅｄ ｐａ “无限” 　 ｄｐａｇ ｔｓａｍ “巨大的”
ｔｓｈｅ ｄｐａｇ ｍｅｄ “无量寿佛”

Ｃ６
ｓｐｏｇｓｐａｇｓｐａｇｓｓｐｏｇｓ “掺和”
ｓｐａｇｓ “加茶后揉好的糌粑，大块的熟肉，下饭的菜，调料”：ｓｐａｇｓ

ｔｈａｎｇ “柔糌粑的小皮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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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７
ｖｐｈａｇｖｐｈａｇｓｖｐｈｏｇｓ （ｉ．）“腾起，往上跳，胜过”：ｋｈｙａｄ ｔｕ ｖｐｈａｇｓ ｐａ

“杰出，超群，出类拔萃” 　 ｖｐｈａｇ ｖｔｓｈａｇ “上跃”
ｖｐｈａｇｓ：ｖｐｈａｇｓ ｐａ “圣贤”
ｓｐｏｇｓｐａｇｓｐａｇｓｓｐｏｇｓ “使上升，擢升”
ｓｐａｇ （ｓ）“腾跃，胀起，（面）发起”
ｖｐｈａｎｇ （ｓ）“高度”：ｇｏ ｖｐｈａｎｇ “地位”
ｄｐａｎｇｓ “高度”：ｔｈｏｇ ｄｐａｎｇｓ “房顶高度” 　 ｄｐａｎｇｓ ｂｓｔｏｄ “赞美”
ｓｐａｎｇｓ “高度”
ｓｐａｍ “高度”

Ｃ８
ｂａｇ “气味，污垢”：ｓｋｙｕｒ ｂａｇ “酸味” 　 ｇｎａｇ ｂａｇ “黑垢”
ｖｂａｇｖｂａｇｓ “玷污，败坏”：ｖｂａｇ ｂｔｓｏｇ “污染” 　 ｖｂａｇ ｐｏ “男活鬼”

ｖｂａｇ ｍｏ “女活鬼”
ｓｂａｇｓｂａｇｓｂａｇｓｓｂｏｇｓ “玷污，使受污染”
ｄｂａｇｓ “玷污，使受污染”

Ｃ９
ｐｈａｎｇ：ｐｈａｎｇ ｐａ “怀” 　 ｐｈａｎｇ ｋｈｅｂｓ “围裙”
ｓｐａｎｇ：ｓｐａｎｇ ｋｈｅｂｓ “围裙”
ｐａｎｇ “怀”：ｐａｎｇ ｐａ “怀” 　 ｐａｎｇ ｋｈｅｂｓ “围裙”

ｐａｎｇ ｇｄａｎ “藏族花围裙”
ｐａｎｇ “抱”
ｂａｎｇｂｏｎｇ （ｉ．）“抱”
ｂａｎｇ “怀”：ｂａｎｇ ｋｈｅｂｓ “围裙”

Ｃ１０
ｂａｎｇｂａｎｇｓ “跑”
ｂａｎｇ “大跑，飞奔，信使”（ｎ．）：ｂａｎｇ ｒｇｙｕｇ ｐａ “快跑”

ｂａｎｇ ｃｈｅｎ “信使”
ｂａｎｇ ｇｔｏｎｇ ｂａ “派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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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１１
ｄｂａｎｇ “领有，占有”
ｄｂａｎｇ “权”

Ｃ１２
ｓｂａｎｇ：ｓｂａｎｇ ｍａ “酒糟” 　 ｓｂａｎｇ ｇｌｕｍ “未加水的母酒”
ｓｂａｎｇ （ｓ）“马粪”

Ｃ１３
ｓｐａｂ “发潮”：ｓａ ｓｐａｂ ｐａ “地发潮”
ｓｐａｂｓ “潮”：ｂｚｈａ ｓｐａｂｓ “潮湿”

Ｃ１４
ｐｈａｂ “酿，发酵”
ｐｈａｂ （ｓ）“酒曲，酵母”

Ｃ１５
ｖｂａｂ “收成，收入”：ｓｔｏｎ ｖｂａｂ “秋收” 　 ｖｂａｂ ｃｈｅｎ ｐｏ “高产”

ｙｏｎｇ ｖｂａｂ “收入”
ｖｂａｂｂａｂ （ｓ）“降下”：ｓｅｒ ｂａ ｖｂａｂ ｐａ “下冰雹”

ｂｌｏ ｌａ ｖｂａｂ ｐａ “合意”　 ｖｂａｂ ｃｈｕ “瀑布，流水”
ｖｂａｂｂａｂｂｏｂｓ （ｉ．）“下来”：ｖｂａｂ ｔｓｈｕｇｓ “驿站”　 ｌｈａ ｖｂａｂ ｐａ “下神”

ｒｔａ ｎａｓ ｍａｒ ｖｂａｂ ｐａ “从马上下来”
ｖｂｅｂ（ｓ） ｄｂａｂｐｈａｂ （ｓ） ｐｈｏｂ （ｓ）， ｓｐａｂｓ “使降下，卸下，下

（令）”：ｓｅｒ ｂａ ｖｂｅｂｓ ｐａ “使下冰雹”　 ｌｈａ ｐｈａｂｓ ｐａ “求巫师下神”
ｇｔａｎ ｌａ ｖｂｅｂｓ ｐａ “规定” 　 ｂｋａ ｐｈａｂ ｐａ “下令”

ｒｂａｂ “陡坡”：ｒｂａｂ ｃｈｕ “瀑布” 　 ｒｂａｂ ｒｄｏ “石”
ｐｈｅｂｐｈｅｂｓ “来，去，到，走”：ｇｔａｎ ｌａ ｐｈｅｂｓ ｐａ “规定”

ｌｈａ ｐｈｅｂｓ ｐａ “下神”
ｂｋａ ｐｈｅｂｓ ｐａ “命令到”

　 使动词ｖｂｅｂ （ｓ）拉萨话无时态变化，统读／ ｐｐ ／，降调，有人写做
ｓｐａｂｓ，也许是完成式更早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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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１６
ｖｐｈａｍｐｈａｍ “失败”：ｓｅｍｓ ｐｈａｍ ｐａ “惋惜，遗憾”

ｔｓｈｏｎｇ ｐｈａｍ ｐａ “赔本” 　 ｒｇｙａｌ ｐｈａｍ “胜负”
ｐｈａｍ “失败，损失”（ｎ．）：ｐｈａｍ ｖｋｈｙｅｒ ｂａ “认输，吃亏”
ｓｐａｍ “打败”
（ｖ）ｐｈａｎｇｓ “惋惜，损失”：ｐｈａｎｇｓ ｐｏ “惋惜”
　 从拉萨读音看，“失败”的完成式和名词形式原来应有后缀ｓ。

Ｃ１７
ｂａｍ：ｂａｍ ｐｏ “把，束，卷” 　 ｇｌｅｇｓ ｂａｍ “夹在夹板中的书”
ｓｂａｍ “沓，捆”：ｓｂａｍ ｇｃｉｇ “一沓，一捆儿” 　 ｓｂａｍ ｃｈａ “沓，捆儿”
ｓｂｏｍｓｂａｍｓｂａｍｓｓｂｏｍｓ “捆”：ｓｂｏｍ ｐｏ “粗”

ｒｏｍ ｐｏ “粗”（方言词）
ｓｂｏｍｓ “周长”
ｓｂａｂ：ｓｂａｂ ｃｈａ “把，捆，包”
ｓｂａｇ：ｓｂａｇ ｃｈａ “把，捆，包”
ｂａｇ：ｂａｇ ｃｈａ “把，捆，包”

Ｃ１８
ｖｐｈａｒ “跳动，升高”：ｒｔｓａ ｖｐｈａｒ ｂａ “脉搏跳动”

ｖｐｈａｒ ｃｈａｇ “增减，涨落”
ｓｐｏｒｓｐａｒｓｐａｒｓｐｏｒ “使跳动，使升高”：ｓｐｏｒ ｇｃｏｇ “（人为的）增减，

涨落”
ｐａｒ “跳跃”：ｐａｒ ｇｙｉｓ ｖｐｈａｒ “跳跃，突然上升”
ｐｈａｒ “利息”

Ｃ１９
ｖｂａｒ “燃烧，爆裂，愤怒”：ｍｅ ｖｂａｒ ｂａ “火燃” 　 ｖｂａｒ ｒｄｚａｓ “火药”

ｖｂａｒ ｖｂａｒ ｂｙｅｄ ｐａ “怒气冲冲”
ｓｂｏｒｓｂａｒｓｂａｒ （ｄ） ｓｂｏｒ （ｄ）“点燃”
ｓｐｏｒｓｐａｒｓｐａｒｓｐｏｒ “点燃”：ｂｚｈｕ ｍａｒ ｓｐａｒ ｂａ “点灯”

ｍｅ ｒｄｚａｓ ｓｐａｒ ｂａ “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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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２０
ｓｂａｒｓｂａｒｓｂａｒｓｂｏｒ “抓”
ｓｂａｒ：ｓｂａｒ ｂａ “手掌，（一）把” 　 ｓｂａｒ ｍｏ “爪子，（一）把”

ｓｂａｒ ｂｔｓｉｒ ｒｇｙａｇ ｐａ “攥住”
ｓｐａｒ “（一）把”：ｓｐａｒ ｂａ “（一）把” 　 ｓｐａｒ ｍｏ “爪子，（一）把”

Ｃ２１
ｐｈｕ：ｐｈｕ ｂｏ “兄” 　 ｐｈｕ ｍｏ “姐” 　 ｐｈｕ ｎｕ “兄与弟”
ｓｐｕｎ “同胞兄弟姐妹”：ｓｐｕｎ ｓｎｇａ ｔｓｈａｒ “兄，姐”

ｓｐｕｎ ｐｈｙｉ ｔｓｈａｒ “弟，妹”

Ｃ２２
ｐｈｕ “气”：ｐｈｕ ｒｇｙａｇ ｐａ “吹气，打气” 　 ｐｈｕ ｍｄａ “气筒”
ｖｂｕｄｄｂｕ（～ ｖｂｕｄ） ｂｕｓ （～ ｐｈｕ （ｓ）） ｐｈｕ （ｓ）（～ ｂｕｓ）“吹（火，

乐器），使燃”：ｍｅ ｖｂｕｄ ｐａ “生火”
ｓｐｕｒ “吹（火，浮油）”

Ｃ２３
ｂｕ：ｂｕ ｌｏｎ “债”
ｖｂｕｎ “债，加半计息法”：ｖｂｕｎ ｔｓｈｏｎｇ “五成利的生意”

Ｃ２４
ｄｂｕ “头，起始”：ｄｂｕ ｍａ “正中，中观”

ｄｂｕ ｒｕ “以拉萨为中心的地区”
ｄｂｕｓ “正中，中部，卫（西藏中心地带）”：ｄｂｕｓ ｍａ “中央部分，中

观” 　 ｄｂｕｓ ｒｕ “以拉萨为中心的地区”
ｓｂｕｓ：ｓｂｕｓ ｒｕ ～ ｓｂｕｓ ｒｉ “卫（西藏中心地带）”

Ｃ２５
ｓｂｕ：ｓｂｕ ｂａ “气泡”
ｌｂｕ：ｌｂｕ ｂａ “气泡”
ｄｂｕ：ｄｂｕ ｂａ “气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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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２６
ｐｈｕ “山谷最里面”：ｐｈｕ ｍｄａ “谷头谷尾”
ｐｈｕｇ “山谷最里面”：ｐｈｕｇ ｍａ “最里面的”
ｐｈｕｇｓ “最里面，最后，深处”：ｐｈｕｇｓ ｖｂｒａｓ “后果”

ｋｈａｎｇ ｐａｉ ｐｈｕｇｓ “屋子最里面”
ｃｈｕ ｐｈｕｇｓ “水源”
ｓｅｍｓ ｐｈｕｇｓ “内心”

ｓｂｕｇ （ｓ）“最里面，深处”：ｓｂｕｇ ｍａ “最里面的”
ｋｈａｎｇ ｐａｉ ｓｂｕｇ “屋子最里面”
ｓｂｕｇ ｓｏ “后臼齿”

Ｃ２７
ｂｕｇ “穿透”：ｂｕｇ ｐａ “孔，洞” 　 ｂｕ ｇａ “孔，洞”

ｂｕ ｇｕ “小孔，小洞”
ｖｂｕｇ （ｓ） ｄｂｕｇ （～ ｖｂｕｇｓ） ｐｈｕｇ （ｓ） ｐｈｕｇ （ｓ）“钻（孔），刺

穿”：ｖｂｕｇ ｍａ “蛀虫”
ｖｂｉｇ （ｓ） ｖｂｉｇｓｐｈｉｇｓｐｈｉｇｓ “钻（孔），刺穿”： ｖｂｉｇｓ ｇｓｏｒ “钻头”

ｒｄｚａｓ ｋｈｕｎｇ ｖｂｉｇｓ ｐａ “打炮眼”
ｓｂｕｇ “钻（孔），刺穿”
ｖｂｕｇ “锥子”
ｖｂｉｇ “锥子”
ｐｈｕｇ “针眼”：ｐｈｕ ｇｕ “小孔，小洞”
ｐｈｉｇｐｈｉｇｓ “穿透”：ｍｄｚｕｂ ｍｏｓ ｇｎａｍ ｍｉ ｐｈｉｇ “指头戳不穿蓝天”

?ｉ ｋｈｕｎｇ ｐｈｕｇ ｎａｓ ｐｈｉｇｓ ｐａ “钻孔钻透了”
（ｖ）ｐｈｉｇｖｐｈｉｇｓ “钻（孔），刺穿”：?ｉ ｋｈｕｎｇ ｖｐｈｉｇｓ ｐａ “钻孔”
　 这一族包括了两组自、使成对的动词ｂｕｇ：ｖｂｕｇ （ｓ），ｐｈｉｇ：ｖｐｈｉｇ。这
两组动词，意义完全相同，大约反映了不同方言的差别。这只是书面
语的。如果加上方言读音，更复杂。像“钻（孔），刺穿”在拉萨读
／ ｐｉ? ／，既不是ｖｂｕｇ （ｓ），也不是ｖｐｈｉｇ，原来的声母可能是ｓｐ。

Ｃ２８
ｖｐｈｕｎｇｐｈｕｎｇ “聚集成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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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ｕｎｇ：ｐｈｕｎｇ ｐｏ “堆，身体，尸”　 ｒｄｏ ｐｈｕｎｇ “石堆”
ｍｉ ｐｈｕｎｇ “人群”　 ｐｈａｎｇ ｎｇｉ ｐｈｕｎｇ ｎｇｉ “累累”

ｄｐｕｎｇ “队，队伍”：ｄｍａｇ ｄｐｕｎｇ “军队”　 ｄｐｕｎｇ ｐｏ “堆”
ｍｅ ｄｐｕｎｇ “火堆”

ｓｐｕｎｇｓｐｕｎｇｓｐｕｎｇｓｓｐｕｎｇｓ “堆集”

Ｃ２９
ｖｐｈｕｎｇｐｈｕｎｇ “衰落，毁灭”
ｐｈｕｎｇ “衰落，祸殃”（ｎ．）：ｐｈｕｎｇ ｒｇａｎ “败家子”

Ｃ３０
ｖｂｕｎｇｖｂｕｎｇｓｖｂｕｎｇｓ （ｉ．）“努力”
ｓｂｕｎｇ （ｓ）“努力”
ｓｂｕｎｇｓ “勤奋”（ｎ．）：ｓｂｕｎｇｓ ｓｋｙｅｄ ｐａ “发奋努力”

Ｃ３１
ｂｕｄ “风”
ｓｂｕｄ：ｃｈａｒ ｓｂｕｄ “风雨”
ｓｂｕｄ “点燃”：ｓｂｕｄ ｐａ “（鼓风助燃的）皮风袋”
ｓｂｉｄ：ｓｂｉｄ ｐａ “皮风袋”

Ｃ３２
ｖｂｕｄｂｕｄ “脱离，脱落，出走”：ｓｏ ｖｂｕｄ ｐａ “掉牙”

ｔｓｈｏｓ ｖｂｕｄ ｐａ “掉色”
?ｏｎｇ ｌｏ ｖｂｕｄ ｐａ “现原形”
ｋｈｙｉｍ ｎａｓ ｂｕｄ ｐａ “离家出走”

ｖｂｕｄｖｂｕｄｂｕｄｂｕｄ “赶走，开除，脱，除开”：ｒｇｙａｎｇ ｖｂｕｄ “流放”
ｖｐｈｕｄｄｂｕｄ（～ ｖｐｈｕｄ） ｐｈｕｄｐｈｕｄ “赶走，开除，脱，除开”：ｒｇｙａｎｇ

ｐｈｕｄ “流放”　 ｚｈｗａ ｍｏ ｖｐｈｕｄ ｐａ “脱帽” 　 ｔｓｈｏｓ ｖｐｈｕｄ ｐａ
“使脱色”　 ?ｏｎｇ ｌｏ ｖｐｈｕｄ ｐａ “使现原形”

Ｃ３３
ｐｈｕｂ：ｐｈｕｂ ｋｈａ “亏损”
ｂｕｂ：ｂｕｂ ｋｈａ “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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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３４
ｖｂｕｂｂｕｂｂｕｂｓ （ｉ．）“趴”：ｋｈａ ｂｕｂ ｓｌｏｇ ｐａ “卧倒，口朝下放”
ｓｂｕｂｓｂｕｂｓｂｕｂｓｓｂｕｂｓ “扣着放”：ｄｋａｒ ｙｏｌ ｋｈａ ｓｂｕｂｓ ｎａｓ ｂｚｈａｇ ｐａ “把碗

扣着放”
ｓｂｕｇ “扣着放”
ｓｐｕｂｓｐｕｂｓｐｕｂｓｓｐｕｂｓ “扣着放”
ｖｂｕｂｓ（～ ｖｂｉｂｓ） ｄｂｕｂｐｈｕｂ （ｓ）（～ ｐｈｉｂｓ） ｐｈｕｂ （ｓ）（～ ｐｈｉｂｓ）

“搭（帐篷），盖（顶），撑开（伞）”
ｖｐｈｕｂ ～ ｖｐｈｉｂｓ “搭（帐篷），盖（顶），撑开（伞）”
ｐｈｕｂ （ｓ） ～ ｐｈｉｂｓ “顶棚，屋顶”：ｒｇｙａ ｐｈｕｂｓ ～ ｒｇｙａ ｐｈｉｂｓ “有屋脊的房

顶”
ｈｕｇ “搭（帐篷），撑开（伞）”
　 这一族也有在双唇音声母后边元音ｕ向ｉ演变的现象。书面语中有些词
的韵尾ｂ向ｇ演变。ｈｕｇ是安多方言的俗字，书面语的声母ｐｈ在安多
多读／ ｈ ／。

Ｃ３５
ｖｐｈｕｌ “推挤，加在前边”
ｖｐｈｕｌ “藏文的前加字”

Ｃ３６
ｄｐｅ “书，比喻，范例”：ｄｐｅ ｃｈａ “书”　 ｄｐｅ ｇｔａｍ “谚语”

ｄｐｅ ｖｂｒｉ ｂａ “画样子”　 ｄｐｅ ｒｅｄ “真棒！”
ｄｐｅ “极（好）”：ｄｐｅ ｙａｇ ｐｏ ｖｄｕｇ “好极了”
ｓｐａｒ “印版，模字，照片”：ｓｐａｒ ｍａ “印本”
ｄｐａｒ “印版，模字，照片”：ｄｐａｒ ｍａ “印本”　 ｄｐａｒ ｋｈａｎｇ “印书馆”
ｐａｒ “印版，模字，照片”：ｐａｒ ｍａ “印本”　 ｐａｒ ｋｈａｎｇ “印书馆”
ｓｐｏｒｓｐａｒｓｐａｒｓｐｏｒ “印刷”
ｄｐａｒ “印刷”
ｖｐｈａｒ “扁平木板”

Ｃ３７
ｂｅｍ：ｂｅｍ ｐｏ “尸”



３８　　　 藏语词族研究

ｂａｍ “尸，墓”
ｂａｎｇ：ｂａｎｇ ｓｏ “墓”
ｂａｎｇｓ “墓”：ｂａｎｇｓ ｓｏ “墓”

Ｃ３８
（ｖ）ｐｈｅｒ “能，胜任”：（ｖ）ｐｈｅｒ ｐｏ “能干，活跃，好逞能”

（ｖ）ｐｈｅｒ ｓｈａ ｂｙｅｄ ｐａ “逞能”
ｓｂｅｒ：ｓｂｅｒ ｐｏ “活跃，爱出风头”

Ｃ３９
ｖｐｈｅｌ “增多，增强，发展”：ｖｐｈｅｌ ｒｇｙａｓ “增长，发展”
ｓｐｅｌｓｐｅｌｓｐｅｌ （ｄ） ｓｐｅｌ （ｄ）“使增加，使发展”
ｖｂｅｌ “多”：ｖｂｅｌ ｐｏ “丰富，充足”　 ｖｂｅｌ ｖｂｅｌ ｌｈｕｇ ｌｈｕｇ “丰富，充足”
ｖｂａｌ：ｖｂａｌ ｐｏ “丰富，充足”　 ｖｂａｌ ｖｂａｌ ｌｈｕｇ ｌｈｕｇ “丰富，充足”
ｖｂｏｌ：ｖｂｏｌ ｐｏ “丰富，充足”
ｐｈａｌ：ｐｈａｌ ｐａ “普通的，一般的”　 ｐｈａｌ ｃｈｅｒ “多半”
ｄｐａｌ “丰富，充足，昌盛，吉祥”：ｄｐａｌ ｙｏｎ “繁荣气象”

ｄｐａｌ ｖｂｙｏｒ “富足，经济”

Ｃ４０
ｖｐｈｏｖｐｈｏｓ “迁徙，转移”：ｖｐｈｏ ｂａ “死，往生”　 ｖｐｈｏ ｖｇｙｕｒ “变迁”

ｓｋｙｅ ｂａ ｖｐｈｏ ｂａ “转生”
ｓｐｏｓｐｏｓｐｏｓｓｐｏｓ “搬迁，迈”：ｋｈａｎｇ ｐａ ｓｐｏ ｂａ “搬房子”

ｇｏｍ ｐａ ｓｐｏ ｂａ “迈步”
ｓｐｏｒｓｐａｒｓｐａｒ （ｄ） ｓｐｏｒ （ｄ）“搬迁，换”：ｋｈａｎｇ ｐａ ｓｐｏｒ ｂａ “搬房子”
　 ｌｗａ ｂａ ｓｐｏｒ ｂａ “换衣服”　 ｖｐｈｏ ｂａ ｓｐａｒ ｂａ “超度亡灵往生净土”
ｓｐｏｇｓｐａｇｓｐａｇｓｐｏｇ “搬迁”：ｇｎａｓ ｇｚｈａｎ ｄｕ ｓｐｏｇ ｐａ “迁往他处”

Ｃ４１
ｓｂｏｓｂｏｓ “胀”
ｄｂｏｓ “胀”
ｖｂｏｄｂｏｖｂｏｓ “胀”
ｌｂｏｓ “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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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４２
ｂｏｒ “洒，溢”
ｂｏ “洒，溢”：ｃｈｕ ｂｏ ｂａ “水洒了”　 ｇｒｏ ｚｈｉｂ ｂｏ ｂａ “面粉洒了”
ｖｂｏｄｂｏｐｈｏ （ｓ） ｐｈｏ （ｓ）“泼”
ｖｐｈｏｖｐｈｏｓｖｐｈｏｓ （ｉ．）“泼”
ｓｐｏｓｐｏｓｐｏｓｓｐｏｓ “泼”
ｐｈｏｄ “泼”

Ｃ４３
ｐｈｏｇｓ “工资”
ｓｐｏｇｓ “利润”：ｓｐｏｇｓ ｐａ “商人”
ｂｏｇｓ “租子，收益”：ｂｏｇｓ ｍａ “地租”　 ｍｉ ｂｏｇｓ “人头税”

ｋｈｅ ｂｏｇｓ “利润”
ｖｂｏｇｖｂｏｇｓｖｂｏｇｓ （ｉ．）“给予”
ｖｂｏｇｓｄｂｏｇｐｈｏｇ （ｓ） ｐｈｏｇ （ｓ）“给予”

Ｃ４４
ｖｐｈｏｎｇ “箭，箭法”：ｖｐｈｏｎｇ ｒｔｓａｌ “箭法”
ｓｐｏｎｇ ～ ｄｐｏｎｇ：ｖｐｈｏｎｇ ｇｉ ｄｐｏｎｇ ｓａ “射击场”
ｖｐｈｏｇｐｈｏｇ “击中”
ｖｐｈｅｎｖｐｈａｎｇｖｐｈａｎｇｓ （ｖ）ｐｈｏｎｇｓ “投射”
ｖｂｅｎ “靶子”
ｖｂｅｍ “靶子”

Ｃ４５
ｖｂｏｄ （ｖ）ｂｏｄｂｏｓｂｏｓ “呼喊”：（ｖ）ｂｏｄ ｓｇｒａ “（文法）呼格”

ｖｂｏｄ ｌａｎ “呼应”
ｂｏｎ “念诵”

Ｃ４６
ｓｂｏｌ “脚背”
ｖｂｏｌ：ｖｂｏｌ ｇｏｎｇ “脚背”
ｂｏｌ “脚背”：ｂｏｌ ｇｏｎｇ “脚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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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１
ｃｈａ “衣服的肥瘦”：ｃｈａ ｌｕｇｓ “装束”
ｃｈａｃｈａｓ “穿着”（ｖ）
ｃｈａｓ “服装”：ｂｏｄ ｃｈａｓ “藏装”　 ｐｈｏ ｃｈａｓ “男装”

Ｄ２
ｃｈａ “部分”：ｃｈａ ｓｈａｓ “部分”　 ｓｔｏｄ ｃｈａ “（书）上册”
ｓｈａｓ “部分”：ｓｈａｓ ｇｔｏｎｇ ｂａ “对半分”　 ｓｈａｓ ｚｈｉｎｇ “（领主和农奴）收获

分成的土地”ｋｈａ ｓｈａｓ “一些”

Ｄ３

ｓｈａ “肉”：ｓｈａ ｐａ “仇敌”　 ｓｇｅｒ ｓｈａ “（人民公社时期的）自留畜”③
ｓｈｗａ：ｎａｇｓ ｋｙｉ ｓｈｗａ ｎａ “猛兽”
ｓｈｅ：ｓｈｅ ｓｂｙｏｒ “性交”
ｂｓｈａｂｓｈａｓ （ｂ）ｓｈｏｓ （ｉ）“宰割，分（份）”：ｂｓｈａｓ ｐａ “屠夫”

ｂｇｏ ｂｓｈａ ｒｇｙａｇ ｐａ “分割”
ｂｓｈａ “部分，份”
ｂｓｈａｎ：（ｂ）ｓｈａｎ ｐａ “屠夫” 　 （ｂ）ｓｈａｎ ｇｒｉ “屠刀”
ｓｈｅｎ：ｓｈｅｎ ｐａ “屠夫”
ｇｓｈｅｄ “冤家”：ｇｓｈｅｄ ｍａ “刽子手，杀手”
ｖｃｈｏｒ （～ ｇｓｈｏｒ） ｂｓｈｏｒｂｓｈｏｒ （ｄ） ｇｓｈｏｒ （ｄ）“狩猎”

Ｄ４
ｖｃｈａｂｃａ（～ ｇｃａ） ｖｃｈｏｓ （～ ｖｃｈａｓ） ｖｃｈｏ （ｓ） “吃，咬，嚼，啃”：

ｂｃａ ｂａ ｌｎｇａ “五嚼食（作为菜蔬的根、茎、叶、花、果）”
ｂｚａ ｂｃａ “食物”

ｃｈａｎ “粥，煮熟的米麦等”：ｖｂｒａｓ ｃｈａｎ “大米粥”

Ｄ５
ｖｃｈａ （～ ｂｃａ ～ ｖｃｈｏｓ）ｂｃａ （～ ｂｃｏ ～ ｂｃｏｓ）ｂｃａｓ （～ ｂｃｏｓ ～ ｖｃｈａｓ ～

ｖｃｈｏｓ） （ｖ）ｃｈｏｓ “创制，制作，变更，承诺”：ｙｉｇ ｓｒｏｌ ｖｃｈａ ｂａ
“创制文字”　 ｂｃａ ｋｈｒｉｍｓ “法律” 　 ｂｃａ ｌａｇ “东西，物品” 　 ｌ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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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ｃｈｏｓ ｐａ “打扮” 　 ｍｎａ ｂｃａ ｂａ “发誓”
ｖｃｈｏ “制作，变更”：ｖｃｈｏ ｔｈａｂｓ “制作方法”
　 这一族的全部内容也许只是同一动词在不同方言的不同的形态变化：
一些方言用元音ａ，另一些用ｏ。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还不能作出明
确的判断。

Ｄ６
ｖｊａｖｊａｓ “变残废”：ｖｊａ ｂｏ “残疾人”
ｖｊａｓ “残肢”：ｓｏｒ ｖｊａｓ “手指残缺”
ｚｈａ “变残废”：ｌａｇ ｚｈａ “独臂者” 　 ｚｈａ ｖｋｈｕｍ “瘫痪”

ｚｈａ ｋｙｏｇ “（手脚）残废”（拉萨读／ ａｒ ｃｏ? ／）
ｚｈａｒ “变残废，（一只眼）变瞎”：ｚｈａｒ ｂａ “瞎子”

Ｄ７
ｖｃｈａｇｂｃａｇ （～ ｇｃａｇ） ｂｃａｇｓｃｈｏｇｓ “拍打，踩踏”：ｃｈｕ ｖｃｈａｇ ｂｙｅｄ ｐａ

“拍（酥油使）出水” 　 ｔｓｉｇ ｒｍａｎｇ ｂｃａｇ ｐａ “打墙基”
ｃｈａｇｓ：ｃｈａｇｓ ｖｃｈａｇ ｐａ “拍打，踩踏（洗新氆氇）”
ｌｃａｇ “杖，鞭”：ｒｔａ ｌｃａｇ “马鞭” 　 ｖｇｒａｍ ｌｃａｇ “耳光”

ｌａｇ ｌｃａｇ “捶三合土的木掌”
ｔａｇ “木槌”
ｇｔａｇｇｔａｇｓ “捶打，鞭打”：ｇｔａｇ ｍａ “打纬线的工具”

Ｄ８
ｖｃｈａｇｃｈａｇ “破碎，间断，免除，回落”：ｖｂｒａｓ ｃｈａｇ “碎米”

ｋｈｒａｌ ｖｃｈａｇ ｐａ “税负减少”
ｒｉｎ ｇｏｎｇ ｖｃｈａｇ ｐａ “价跌”
ｇｎｙａ ｖｃｈａｇ ｐａ “屈服”

ｇｃｏｇｇｃａｇ （～ ｇｃｏｇ） ｂｃａｇｃｈｏｇ （ｓ）“打破，降低”：ｒｉｎ ｇｏｎｇ ｂｃａｇ ｐａ
“降价” 　 ｔｓｈａ ｂａ ｂｃａｇ ｐａ “退烧” 　 ｇｎｙａ ｂｃａｇ ｐａ “使屈
服”

ｖｊａｇｓ “消退”：ｔｓｈａ ｂａ ｖｊａｇｓ ｐａ “烧退” 　 ｋｈｏｎｇ ｋｈｒｏ ｖｊａｇｓ ｐａ “气消”
ｖｋｈｏｌ ｖｊａｇｓ ｐａ “（沸水）落开” 　 ｓｈｅｄ ｖｊａｇｓ ｐａ “掉膘”
ｂｒｅｌ ｂａ ｖｊａｇｓ ｐａ “忙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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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９
ｖｃｈａｇｖｃｈａｇｓ “形成”
ｃｈａｇｓ “形成，居住”：ｓｒｏｇ ｃｈａｇｓ “众生，有情”　 ｃｈａ ｃｈａｇｓ ｐａ “成双”

ｂｕ ｌｏｎ ｃｈａｇｓ ｐａ “负债”　 ｇｔａｎ ｃｈａｇｓ “固定，定居”
ｇｚｈｉｓ ｃｈａｇｓ ｐａ “定居” 　 ｌｈｉｎｇ ｃｈａｇｓ ｐａ “平息”

ｖｊａｇｓ “形成，待住，不变动”：ｄｂｙｉｎｇ ｖｊａｇｓ ｐａ “成瘾”
ｇｏｍｓ ｇｓｈｉｓ ｖｊａｇｓ ｐａ “成习惯”
ｇｔａｎ ｖｊａｇｓ “固定”
ｒａｎｇ ｖｊａｇｓ ｂｚｈａｇ ｐａ “原封不动”
ｙｉｄ ｌａ ｖｊａｇｓ ｐａ “记住”

ｖｊａｇｓｇｃａｇｓ （～ ｂｃａｇｓ） ｂｃａｇｓｃｈｏｇｓ （～ ｚｈｏｇ） “放置”：ｂｚｈｕｇｓ ｇｄａｎ
ｖｊａｇｓ “请坐” 　 ｙｉｄ ｌａ ｇｃａｇｓ ｐａ “铭记于心”

ｖｊｏｇｇｚｈａｇｂｚｈａｇｚｈｏｇ “放置”：ｍａ ｒｔｓａ ｖｊｏｇ ｐａ “投资”
ｓｅｍｓ ｌａ ｂｚｈａｇ ｐａ “记在心中”
ｌａｎ ｂｚｈａｇ ｐａ “留言”
ｂｙａｓ ｒｊｅｓ ｂｚｈａｇ ｐａ “立功”
ｌａｓ ｍｔｓｈａｍｓ ｂｚｈａｇｎ ｐａ “停工”

Ｄ１０
ｌｊａｇｓ “舌”（ｈ．）：ｌｊａｇｓ ｃｈａｂ “唾液”
ｌｄｅｇ：ｓｏ ｌｄｅｇ ｐａ “吃，嚼”
ｌｄａｇ （～ ｌｄｏｇ ～ ｖｄａｇ） ｂｌｄａｇｂｌｄａｇｓｌｄｏｇｓ “舔”：ｌｃｅ ｌｄａｇ ｒｇｙａｇ ｐａ “舔”

ｌｄａｇ ｍｄｚｕｂ “食指”
ｌｄａｇ ｇｕ “面糊糊”

ｖｄａｇ：ｖｄａｇ ｇｕ “面糊糊” 　 ｖｄａｇ ｖｄａｇ “烂糊糊的” 　 ｖｄａｇ ｐａ “泥”
ｖｄｅ ～ ｌｄｅ：ｖｄｅ ｇｕ ～ ｌｄｅ ｇｕ “面糊糊”

Ｄ１１
ｃｈａｎｇ “青稞酒”
ｒｔｓａｎｇ “青稞酒”：ｒｔｓａｎｇ ｎａｎ “饮料”
ｓｔｓａｎｇ “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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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１２
ｖｃｈａｎｇｂｃａｎｇｂｃａｎｇｓｃｈｏｎｇｓ “握，持”：ｖｃｈａｎｇ ｂａ “柄”

ｌａｇ ｂｔａｎｇ ｖｃｈａｎｇ ｂａ “拉手”
ｒｅ ｂａ ｖｃｈａｎｇ ｂａ “抱希望”

ｖｃｈａｎｇｓ “柄”
ｃｈａｎｇｓ：ｃｈａｎｇｓ ｐａ “拳，握” 　 ｃｈａｎｇｓ ｂｕ “（糌粑）团”
（ｂ） ｃａｎｇ：（ｂ）ｃａｎｇ （ｂ）ｃａｎｇ ｋｈｒｕｇ ｋｈｒｕｇ “执手欢跃”

（ｂ）ｃａｎｇ ｇｉｓ ｖｊｕｓ ｐａ “紧握”
ｃａｎｇｓ：ｃａｎｇｓ ｋｙｉｓ ｖｊｕｓ ｐａ “紧握”

Ｄ１３
ｖｊａｎｇ “泻”
ｖｂｙａｎｇｂｙａｎｇ （～ ｖｂｙａｎｇｓ）“泻”
ｖｂｙｏｎｇｖｂｙｏｎｇｓ （～ ｂｙａｎｇ）“泻”
ｓｂｙｏｎｇｓｂｙａｎｇｓｂｙａｎｇｓｓｂｙｏｎｇｓ “使泻”：ｓｂｙｏｎｇ ｓｍａｎ “泻药”

Ｄ１４
ｇｚｈａｎｇ “肛门”：ｇｚｈａｎｇ ｌｕｇ ｐａ “脱肛” 　 ｇｚｈａｎｇ ｖｂｒｕｍ “痔疮”
ｂｓｈａｎｇ “屎”：ｂｓｈａｎｇ ｓｇｏ “肛门” 　 ｇｓｈａｎｇ ｖｂｒｕｍ “痔疮”
ｇｓｈａｎｇ：ｇｓｈａｎｇ ｇｃｉ “大小便”
（ｇ） ｓｈｏｎｇｂｓｈａｎｇｂｓｈａｎｇｓ （ｇ） ｓｈｏｎｇｓ “屙（屎），疏通，挖空”：

ｇｔｓａｎｇ ｂｓｈａｎｇ ｂｙｅｄ ｐａ “疏通” 　 ｇｕ ｂｓｈａｎｇｓ ｂｙｅｄ ｐａ “腾
出” 　 ｒｎｇａ ｒｄｕｎｇ ｌａｍ ｂｓｈａｎｇ “擂鼓开道”

ｇｃｏｎｇｂｓｈｏｎｇｓ “挖空”

Ｄ１５
ｍｃｈａｄ：ｍｃｈａｄ ｓｇａｍ “棺材” 　 ｍｃｈａｄ ｐａ “墓地”
ｍｔｓｈｅｄ “墓地”
ｍｔｓｈｅｄ “埋葬”：ｍｔｓｈｅｄ ｐａ “墓地”

Ｄ１６
ｖｃｈａｄｃｈａｄ “断，缺”：ｓｈｉｎｇ ｖｃｈａｄ ｐａ “树断” 　 ｇｌｏｇ ｖｃｈａｄ ｐａ “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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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ｄ ｌｈａｇ “余缺”
ｃｈａｄ “欠，缺”（ｎ．）：ｃｈａｄ ｌａ ｖｊｏｇ ｐａ “赊欠” 　 ｃｈａｄ ｖｄｚｉｎ “欠条”

ｃｈａｄ ｍｅｄ “完整无缺”
ｃｈａｄ “协议，盟约”：ｋｈａ ｃｈａｄ “诺言”
ｃｈｏｄ “断，穿越，决定”：ｓｏｓ ｍｉ ｃｈｏｄ ｐａ “牙咬不断”

ｒｊｅｓ ｃｈｏｄ ｐａ “追上”
ｔｈａｇ ｃｈｏｄ ｐａ “被决定”
ｒｇｙａ ｍｔｓｈｏ ｒｋｙａｌ ｇｙｉｓ ｇａ ｌａ ｃｈｏｄ
“游泳岂能过大海”

ｃｈｏｄ “隔墙，协议”：ｃｈｏｄ ｒｇｙａｇ ｐａ “立隔墙” 　 ｃｈｏｄ ｙｉｇ “议定书”
ｇｒｏｓ ｃｈｏｄ “决议”

ｃｈｏｎ “衣服贴边，帐（篷）边”
ｇｃｈｏｄ （～ ｖｃｈｏｄ） ｇｃａｄｂｃａｄｃｈｏｄ “弄断，隔断，穿越，戒除，决
定”：ｓｈｉｎｇ ｇｃｈｏｄ ｐａ “把树弄断” 　 ｖｇｒｕｌ ｌａｍ ｇｃｏｄ ｐａ “封锁道路”
ｋｈａ ｇｃｏｄ “盖子，塞子” 　 ｒｊｅｓ ｇｃｏｄ ｐａ “追赶”
ｒｉ ｋｌｕｎｇ ｇｃｏｄ ｐａ “跋山涉水” ｔｈａ ｍａｇ ｇｃｏｄ ｐａ “戒烟”
ｔｈａｇ ｇｃｏｄ ｐａ “决定”

ｂｃａｄ “隔断”（ｎ．）：ｂｃａｄ ｖｔｈｅｎ ｐａ “隔开”
ｔｓｈｉｇｓ ｂｃａｄ “偈颂体（文章）”

ｃａｄ：ｔｈａｍｓ ｃａｄ “一切”
ｓｈａｄｂｓｈａｄｂｓｈａｄｓｈｏｄ “梳理”：ｓｄｅｒ ｓｈａｄ ｒｇｙａｇ ｐａ “用爪子撕抓”
ｓｈａｄ “梳子，刷子，（藏文）分句线”
ｓｈａｎ “衣服的镶边，箍”：ｐｈｙｕ ｐａ ｓｒａｍ ｓｈａｎ ｍａ “獭皮镶边的藏袍”

ｌｃａｇｓ ｓｈａｎ “铁箍”

Ｄ１７
ｃｈａｂ “水”
ｂｃａｂｓ “洗”

Ｄ１８
ｖｊａｂ （ｓ） ｂｚｈａｂ （～ ｇｚｈａｂ ～ ｖｊａｂ） ｂｚｈａｂｓ （～ ｖｊａｂｓ） ｂｚｈｏｂ （～

ｂｚｈａｂｓ ～ ｖｊｏｂｓ）“潜伏，隐藏”：ｖｊａｂ ｄｍａｇ “伏兵”
ｖｊａｂ ｒｇｏｌ “偷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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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ｃｈａｂｂｃａｂｂｃａｂｓ （ｖ） ｃｈｏｂ （ｓ） “隐瞒，掩饰”：ｓｋｙｏｎ ｃｈａ ｖｃｈａｂ ｐａ
“掩饰缺点”

Ｄ１９
ｖｃｈａｍｖｃｈａｍｓｖｃｈｏｍｓ （ｉ．）“跳神，跳法舞”
ｖｃｈａｍ “跳神，跳法舞”（ｎ．）：ｓｋｕ ｖｃｈａｍ “跳神”（ｈ．）

ｖｃｈａｍ ｒｇｙａｇ ｐａ “跳神”

Ｄ２０
ｖｃｈａｍｖｃｈａｍｓｖｃｈｏｍｓ （ｉ．）“散步”
ｃａｍ：ｃａｍ ｃａｍ “散步”
ｖｋｈｙａｍｖｋｈｙａｍｓｖｋｈｙｏｍｓ （ｉ．）“游荡”：ｂａｒ ｖｋｈｙａｍｓ “廊子”
ｋｈｙａｍ：ｋｈｙａｍ ｋｈｙａｍ “游荡”
ｋｈｙａｍｓ “廊子”
ｋｙａｍ：ｋｙａｍ ｋｙａｍ ｐａ “散步”
ｖｐｈｙａｍ （ｓ）“游荡”
ｐｈｙａｍ：ｐｈｙａｍ ｐｈｙａｍ “游荡”
ｖｂｙａｍｖｂｙａｍｓ “游荡”

Ｄ２１
ｖｃｈａｒｓｈａｒ “升起”
ｓｈａｒ “东”
ｇｓｈａｒｇｓｈｏｒ （ｉ．）“扬场”
ｖｐｈｙａｒ（ｖ）ｐｈｙａｒｐｈｙａｒ （ｄ） ｐｈｙｏｒ （ｄ）“高举，使扬起，使暴露”：

ｒｔａ ｌｃａｇ ｖｐｈｙａｒ ｂａ “扬鞭” 　 ｌｈａｇｓ ｖｐｈｙａｒ ｇｔｏｎｇ ｂａ “扬场”
ｓｎｇｏ ｌｏ ｖｐｈｙａｒ ｂａ “出丑，丢人”

Ｄ２２
ｖｊａｒ “隐藏”
ｇｚｈａ “隐藏”

Ｄ２３
ｖｊａｒ “靠近”：ｖｊａｒ ｖｊａｒ ｂｙｅｄ ｐａ “亲近”
ｇｚｈａｒ “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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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２４
ｓｈａｒ “径直”：ｓｈａｒ ｒｇｙａｇ “径直” 　 ｓｈａｒ ｇｔｏｎｇ “畅通”

ｒｇｙｕｇ ｓｈａｒ ｇｌｏｄ ｐａ “跑步”
ｖｃｈｏｒ（～ ｇｓｈｏｒ ～ ｇｓｈｅｒ ～ ｇｓｈａｒ） ｂｓｈａｒ （～ ｂｓｈｏｒ ～ ｇｓｈａｒ） ｂｓｈａｒ （ｄ）

（～ ｂｓｈｏｒ） ｇｓｈｏｒ （ｄ）“追猎，（向前）冲”（同仁话“（向前）
冲”读／ ｘｈｏｒ ／，用藏文转写应该是ｓｈｏｒ ）

Ｄ２５
ｓｈａｒ：ｓｈａｒ ｍａ “单，独” 　 ｒｔａ ｓｈａｒ “单人独马”
ｇｓｈａｒ（～ ｇｓｈｏｒ ～ ｇｓｈｅｒ） ｂｓｈａｒ （～ ｇｓｈａｒ ～ ｂｓｈｏｒ ～ ｇｓｈｏｒ ～ ｇｓｈｅｒ） 

ｂｓｈａｒ （ｄ）（～ ｂｓｈｏｒ） ｇｓｈｏｒ （ｄ）“依次前进”
ｇｓｈａｒ “行，排”

Ｄ２６
ｃｈａｌ：ｄｋａｒ ｃｈａｌ “石板地面”
ｇｃａｌ “铺地”
ｇｃａｌ “铺成的地面”：ｐａｎｇ ｇｃａｌ “地板” 　 ｒｄｏ ｇｃａｌ “石板地面”
ｓｈａｌ “（农具）耙”：ｓｈａｌ ｂａ “（农具）耙” 　 ｓｈａｌ ｂａ ｒｇｙａｇ ｐａ “耙

地”
ｓｈａｌ “耙平”
ｂｓｈａｌｂｓｈｏｌ （ｉ ）“耙平，使蹭着地面前行”：ｂｓｈａｌ ｓｋｏｒ ｖｄｒｕｄ ｐａ “耙地

除草” 　 ｂｓｈａｌ ｖｐｈｙｅ “（无腿残疾人）蹭地前行”
ｚｈａｌ “抹平”：ｚｈａｌ ｂａ “抹平墙面、地面的细泥”

ｖｄａｇ ｐａｉ ｚｈａｌ ｌｃａｇｓ “泥抹子”
ｚｈａｌ：ｍｔｈｉｌ ｚｈａｌ “室内地面”

ｖｇｒｏ ｌａｍ ｋｈａ ｚｈａｌ “路面”
　 １ 拉萨布达拉宫前面的ｚｈｏｌ ｒｄｏ ｒｉｎｇ ｐｈｙｉ ｍａ南面碑文中有ｇｃａｌｄ，李

方桂和柯蔚南先生在他们的《古代西藏碑文研究》中释义为“铺
开”，也许跟动词ｇｃａｌ是同一词的不同时态。

２ 动词ｓｈａｌ跟ｂｓｈａｌ是什么关系？ｂｓｈａｌｂｓｈｏｌ很像是经过演变的形态
变化。原来也许是ｓｈａｌｂｓｈａｌｂｓｈａｌ （ｄ）ｓｈｏｌ （ｄ），而ｓｈ是ｃ加
前缀ｓ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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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２７
ｖｃｈａｌ “败坏，好色，乱搞，歪”：ｎｇａｇ ｖｃｈａｌ “废话”

ｖｃｈａｌ ｐｏ “烟花浪子”
ｖｃｈａｌ ｇｌｕ “黄色歌曲”
ｒｔｓｉｇ ｐａ ｖｃｈａｌ ｂａ “墙歪”

ｃａｌ：ｃａｌ ｃａｌ “（人）不严肃” 　 ｃａｌ ｇｔａｍ “无稽之谈”
ｓｈａｌ：ｔｈａ ｓｈａｌ “庸俗，下流” 　 ｐｈｏ ｓｈａｌ “坏男人”
ｖｋｈｙａｌｂｋｙａｌｂｋｙａｌｖｋｈｙａｌ “变坏，胡言，歪”：ｂｋｙａｌ ｇｔａｍ “废话”

ｎｇａｇ ｖｋｈｙａｌ “废话”
ｒｔｓｉｇ ｐａ ｖｋｈｙａｌ ｂａ “墙歪”

ｋｙａｌ：ｎｇａｇ ｋｙａｌ “废话”

Ｄ２８
ｚｈａｌ “脸，口”（ｈ．）：ｚｈａｌ ｍｊａｌ ｚｈｕ ｂａ “拜见”

ｚｈａｌ ｍｊａｌ ｇｎａｎｇ ｂａ “接见”
ｍｊａｌｍｊａｌ （ｄ） ｍｊｏｌ （ｄ）（ｉ．）“拜见”

Ｄ２９
ｂｓｈａｌ （～ ｇｓｈａｌ） ｂｓｈａｌ （ｄ） ｂｓｈｏｌ （～ ｇｓｈｏｌ （ｄ）） （ｉ ） “涮，漱”：

ｂｓｈａｌ ｂｓｈａｌ ｇｔｏｎｇ ｂａ “涮，漱”
ｂｓｈａｌ “泻”：ｂｓｈａｌ ｎａｄ “腹泻” 　 ｂｓｈａｌ ｓｍａｎ “泻药”

Ｄ３０
ｃｉ “什么，任何，多么”：ｃｉ ｄｇｕ “一切” 　 ｃｉ ｌｔａ ｂｕ “怎样”

ｃｉ ｔｓａｍ “多少，几何”
ｃｈｉ “什么”：ｃｈｉ ｖｄｒａ “多么”
ｊｉ “什么”：ｊｉ ｄｇｕ “一切” 　 ｊｉ ｌｔａ ｂｕ “怎样” 　 ｊｉ ｔｓａｍ “多少，几何”

Ｄ３１
ｇｃｉ （ｄ） ｇｃｉｇｃｉｓｇｃｉｓ “撒尿”
ｇｃｉ “尿”
ｇｃｉｎ “尿”：ｇｃｉｎ ｐａ “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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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３２
ｌｃｉ “重”：ｌｃｉ ｐｏ “重” 　 ｌｃｉ ｙａｎｇ “轻重”
ｌｃｉｄ “重量，重负”：ｌｃｉｄ ｐｈａｂ ｐａ “卸下重负”
ｌｊｉ “重”：ｌｊｉ ｐｏ “重” 　 ｌｊｉ ｙａｎｇ “轻重”
ｌｊｉｄ “重量，重负”：ｌｊｉｄ ｙｏｄ ｐａ “有分量” 　 ｌｊｉｄ ｔｈｅｇ “载重”

Ｄ３３
ｍｃｈｉ “说”
ｍｃｈｉｄ “话，信函”（ｈ．）：ｍｃｈｉｄ ｖｊｏ ｂａ “谈话”

ｍｃｈｉｄ ｖｂｕｌ ｂａ “上书”

Ｄ３４
ｚｈｉ “平息，安息，涅�”： ｓｐｒｏ ｚｈｉ ｂａ “（怒）气消” 　 ｚｈｉ ｂａ “寂

静”
ｖｃｈｉｓｈｉ “死”：ｓｐｒｏ ｓｈｉ ｂａ “（怒）气消” 　 ｓｈｉ ｚａｎ “丧斋”
ｓｈｉｄ “超度”：ｓｈｉｄ ｃｈｏｓ “超荐法事” 　 ｓｈｉｄ ｚａｎ “丧斋”
ｇｓｈｉｎ “亡人”：ｇｓｈｉｎ ｒｊｅ “阎王” 　 ｇｓｈｉｎ ｚａｎ “丧斋”

Ｄ３５
ｇｚｈｉ “根基”：ｒｍａｎｇ ｇｚｈｉ “基础” 　 ｓａ ｇｚｈｉ “大地”

ｇｚｈｉ ｂｄａｇ “地方神，土地神”
ｇｚｈｉｓ “家乡，产业”：ｇｚｈｉｓ ｋａ “庄园” 　 ｐｈａ ｇｚｈｉｓ “祖产”

ｇｚｈｉｓ ｓｐｏ ｂａ “迁居”
ｇｚｈｉｓ ｂｙｅｓ “当地人和外来人”

Ｄ３６
ｃｉｇ “某一”
ｃｈｉｇ “一，单一”：ｃｈｉｇ ｓｔｏｎｇ “一千” 　 ｃｈｉｇ ｌａｂ “自言自语”
ｚｈｉｇ “某一”：ｍｉ ｚｈｉｇ “某人” 　 ｙｕｌ ｚｈｉｇ “某地” 　 ｓｕ ｚｈｉｇ “哪个人”
ｓｈｉｇ “某一”
ｇｃｉｇ “一”：ｇｃｉｇ ｐｏ “另一” 　 ｇｃｉｇ ｇｙｕｒ “统一” 　 ｇｃｉｇ ｌａｂ “自言自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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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ｃｉｇ “相同”：ｇｃｉｇ ｐａ “相同，一样” 　 ｍａ ｇｃｉｇ ｐａ “不同”
ｋｈａ ｍｉ ｇｃｉｇ ｐａ “说不到一块”

　 ｃｉｇ、ｚｈｉｇ、ｓｈｉｇ是同一词的不同形式，根据前面名词的尾音决定使用
哪一形式。

Ｄ３７
ｌｃｉｇ：ｌｃａｇ ｌｃｉｇ “滴沥，零散” 　 ｌｃａｇ ｇｉ ｌｃｉｇ ｇｉ “零零散散”
ｔｈｉｇｓ：ｔｈｉｇｓ ｐａ “（一）滴” 　 ｔｈｉｇｓ ｔｓａｍ “点滴，稍许”
ｖｔｈｉｇｖｔｈｉｇｓ “滴下”
ｇｔｉｇ （～ ｂｔｉｇ） ｂｔｉｇ （～ ｇｔｉｇ （ｓ）） ｂｔｉｇ （ｓ） （～ ｖｔｈｉｇｓ） ｇｔｉｇｓ “使滴

下”：ｓｍａｎ ｃｈｕ ｇｔｉｇ ｐａ “给输液”
ｔｉｇ：ｔｉｇ ｔｓａｍ “一点” 　 ｔｉ （ｇ）ｇａ “肉丁” 　 ｔａｇ ｇｉ ｔｉｇ ｇｉ “零零星星”
ｓｔｉ：ｓｔｉ ｇａ “肉丁”
（ｒ） ｔｓｉｇ：ｒｔｓａｇ ｒｔｓｉｇ “零碎” 　 ｔｓａｇ ｇｉ ｔｓｉｇ ｇｉ “零零星星”
　 从“肉丁”看，原来可能有一个ｓｔｉｇ的形式，ｔｉｇ、（ｒ） ｔｓｉｇ都是从它
演变来的。

Ｄ３８
ｖｊｉｇｓ “怕”：ｖｊｉｇｓ ｓｋｒａｇ “恐惧” 　 ｖｊｉｇｓ ｖｊｉｇｓ ｓｋｕｌ ｂａ “恐吓”
ｓｄｉｇ （ｓ） ｂｓｄｉｇｂｓｄｉｇｓｓｄｉｇｓ “威胁，恐吓”：ｓｄｉｇｓ ｍｏ “威胁，讹诈”
ｒｄｚｉｇ “威胁”（ｎ．）：ｒｄｚｉｇ ｒｄｚｉｇ ｇｔｏｎｇ ｂａ “威胁，恐吓”

ｋｈａ ｒｄｚｉｇ ｎｇｏ ｒｄｚｉｇ “声色俱厉”

Ｄ３９
ｖｃｈｉｎｇｂｃｉｎｇｂｃｉｎｇｓｃｈｉｎｇｓ “系上”：ｖｃｈｉｎｇ ｂａ “箍”
ｃｈｉｎｇｓ “系物的带子，箍，条约”：ｓｋｕ ｃｈｉｎｇｓ “腰带”

ｓｂａ ｃｈｉｎｇｓ “藤箍”
ｚｈｉ ｃｈｉｎｇｓ “和约”

Ｄ４０
ｍｃｈｉｎｇ “正中，中央”：ｒｇｙａ ｍｔｓｈｏｉ ｍｃｈｉｎｇ “大海中央”
ｍｊｉｎｇ “正中，中央”
ｖｊｉｎｇ （ｓ）“正中，中央”：ｍｔｓｈｏ ｖｊｉｎｇｓ “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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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４１
ｂｙｉｎｇｓ “海里”：ｂｙｉｎｇｓ ｎａ ｇｎａｓ ｐａ “存在海中”
ｖｂｙｉｎｇｂｙｉｎｇ （ｓ）（～ ｖｂｙｉｎｇｓ）“沉没，陷入”
ｓｐｙｉｎｇｓｐｙｉｎｇｓｐｙｉｎｇｓｓｐｙｉｎｇｓ “使沉没”

Ｄ４２
ｖｃｈｉｂ （ｓ） ｂｃｉｂｂｃｉｂｓｃｈｉｂｓ “骑”：ｂｃｉｂｓ ｐａ “坐骑”
ｃｈｉｂｓ “坐骑”

Ｄ４３
ｖｊｉｂ （～ ｇｚｈｉｂｓ） ｂｚｈｉｂ （～ ｇｚｈｉｂ ～ ｖｊｉｂ） ｂｚｈｉｂｓ （～ ｇｚｈｉｂｓ ～ ｖｊｉｂｓ） 

ｖｊｉｂｓ “吮吸”：ｖｊｉｂ ｒｕ “奶嘴儿” 　 ｖｏ ｍａ ｖｊｉｂ ｐａ “嘬奶”
ｄｂｕｇｓ ｖｊｉｂ ｐａ “吸气”

ｖｊｉｂ （ｓ）“品尝，享用”
ｚｈｉｍ “（气味，味道）香”：ｚｈｉｍ ｐｏ “香”

ｚｈｉｍ ｚｈｉｍ ｍｎｇａｒ ｍｎｇａｒ “又香又甜”

Ｄ４４
ｇｚｈｉｂ “挨近”
ｇｓｈｉｂ（ｓ） ｂｓｈｉｂ （～ ｇｓｈｉｂ） ｂｓｈｉｂｓ （～ ｇｓｈｉｂｓ） ｇｓｈｉｂｓ “靠近，相

处”：ｇｓｈｉｂ ｇｓｈｉｂ ｂｙｅｄ ｐａ “挨近” 　 ｇｓｈｉｂ ｖｄｏｄ ｐｏ “好相处，平易
近人” 　 ｇｓｈｉｂ ｋｈａｇ ｐｏ “难相处”

ｇｓｈｉｂｓ “熟识”（ｎ．）：ｇｓｈｉｂｓ ｃｈｅｎ ｐｏ “很熟”
ｂｓｈｉｇｓ “挪动”
ｓｈｉｇ：ｂｄｕｎ ｓｈｉｇ ｒｇｙａｇ ｐａ “往前挤” 　 ｖｔｓｈａｎｇ ｇａ ｓｈｉｇ ｓｈｉｇ “拥挤”

ｄｐｕｎｇ ｇｄａｎｇ ｓｈｉｇ ｓｈｉｇ “摩肩接踵”
ｌｃｉｇ：ｌｃｉｇ ｌｃｉｇ “密集状”

Ｄ４５
ｖｃｈｉｒ（～ ｇｃｉｒ） ｂｃｉｒ （～ ｇｃｉｒ） ｂｃｉｒ （ｄ）（～ ｇｃｉｒ） ｃｈｉｒ （ｄ）（～ ｇｃｉｒ

～ ｂｃｉｒ）“拧，挤，夹”
ｖｔｓｈｉｒ ｂｔｓｉｒ （～ ｇｔｓｉｒ） ｂｔｓｉｒ （ｄ） ｔｓｈｉｒ （ｄ） “拧，挤，夹，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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诘”：ｖｇａｇ ｂｔｓｉｒ “扼杀” 　 ｒｎａｇ ｖｔｓｈｉｒ ｂａ “挤脓” 　 ｓｎｕｍ ｖｔｓｈｉｒ ｂａ
“榨油”

ｖｄｚｉｒ “浸出”
ｇｚｉｒｇｚｉｒ （ｄ） ｇｚｉｒ （ｄ）（ｉ ）“折磨，困扰”
ｇｃｕｒ “夹”：ｇｚｅｒ ｂｕ ｇｃｕｒ ｇｙｉｓ ｖｂｙｉｎ ｐａ “夹住钉子，将其拔出”

Ｄ４６
ｃｈｕ “水，河”：ｃｈｕ ｔｓｈａｎ “温泉” 　 ｃｈｕ ｖｋｈｏｒ “水磨”

ｃｈｕ ｂｏ “河” 　 ｃｈｕ ｌａｍ “河道”
ｃｈｕ “尿”：ｃｈｕ ｌａｍ “尿道” 　 ｃｈｕ ｄｐｙａｄ “（藏医）查尿”
ｖｃｈｕ （～ ｂｃｕ ～ ｇｃｕ ～ ｇｃｕｄ） ｂｃｕ （～ ｇｃｕ） ｂｃｕｓ （～ ｇｃｕｓ） ｃｈｕｓ （～

ｇｃｕｓ）“舀（水），盛（饭），灌溉”
　 有的方言“尿”不用ｇｃｉｎ ｐａ，“水”和“尿”都称ｃｈｕ。

Ｄ４７
ｖｃｈｕｖｃｈｕｓ “扭”：ｔｓｈｉｇｓ ｖｃｈｕｓ ｐａ “（关节）扭了，脱臼了”

ｖｃｈｕｓ ｐｏ “扭曲的”
ｌｃｕｄ（～ ｇｃｕｄ ～ ｇｃｕ ～ ｖｃｈｕ） ｌｃｕ （～ ｂｃｕ ～ ｇｃｕ） ｌｃｕｓ （～ ｂｃｕｓ ～

ｇｃｕｓ） ｇｃｕｓ “拧”：ｇｃｕ ｂｏ “弯曲的” 　 ｓｈａ ｇｃｕｓ ｒｇｙａｇ ｐａ “拧肉”
ｇｃｕｓ ｇｚｅｒ “螺丝钉” 　 ｓｎａ ｌｃｕ “牛鼻环”

ｖｋｈｙｕ （ｓ）“弯曲”
ｄｋｙｕｄｋｙｕｓｄｋｙｕｓ （ｉ ）“扭转”：ｄｋｙｕ ｂｏ “弯曲的”
ｋｙｕ “钩子”：ｎｙａ ｋｙｕ “鱼钩”
ｖｇｙｕｓ “弯曲”
ｇｙｕ “阴谋”：ｇｙｕ ｎａｍ “狡诈者”
ｓｇｙｕ “诳，花招，狡诈，内心弯曲”：ｓｇｙｕ ｍａ “幻术”

ｇｙｏ ｓｇｙｕ “狡诈”
　 “牛鼻环”拉萨读／ ｎｕ ／，红原读／ ｒｎɑ 　 ｒ ／，同仁读／ ｈｎａ ｒ ／，
夏河、循化读／ ｈｎａ ｈ ／。在书面上，我们见过３种写法：ｓｎａ ｌｃｕ，
ｓｎａ ｇｃｕ，ｓｎａ ｖｊｕ。ｓｎａ ｌｃｕ大致反映了拉萨、红原、同仁的读法，ｓｎａ
ｇｃｕ反映了夏河、循化的读法。从出现的时间上说，其中ｓｎａ ｌｃｕ可能
最早，ｓｎａ ｇｃｕ是从ｓｎａ ｌｃｕ演变来的，反映ｓｎａ ｖｊｕ的方言材料我们还
没有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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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４８
ｚｈｕ “（颜色）脱落”：ｔｓｈｏｓ ｚｈｕ ｂａ “掉色”
ｓｈｕ （～ ｇｓｈｕ ～ ｂｓｈｕ） ｂｓｈｕｂｓｈｕｓ （ｂ）ｓｈｕｓ “剥，使脱落”：ｓｈｉｎｇ ｌｐａｇｓ

ｂｓｈｕ ｂａ “剥树皮” 　 ｂｓｈｕ ｇｚｈｏｇ “剥削” 　 ｔｓｈｏｎ ｂｓｈｕ ｂａ
“刮漆” ｔｓｈｏｓ ｂｓｈｕ ｂａ “脱色”　 ｓｐｕ ｂｓｈｕｓ ｇｔｏｎｇ ｂａ “退
毛”　 ｒｕｓ ｂｓｈｕｓ ｒｇｙａｇ ｐａ “剔骨”

ｓｈｕｎ：ｓｈｕｎ ｐａ “外皮” 　 ｓｈｉｎｇ ｓｈｕｎ “树皮” 　 ｓｈｕｎ ｂｒｊｅ ｂａ “换皮”

Ｄ４９
ｌｃｕｇ “细枝”：ｌｃａｎｇ ｌｃｕｇ “柳枝” 　 ｌｃｕｇ ｇｕ “细枝，细腰带”

ｌｃｕｇ ｌｃｕｇ “轻拂，颤动”
ｌｃｕｇｓ “轻柔”：ｌｃｕｇｓ ｌｃｕｇｓ “轻拂，颤动”
ｌｃｉｇ：ｌｃｉｇ ｌｃｉｇ “轻拂，颤动”

Ｄ５０
ｇｚｈｕｇ “尾巴，尾部，以后”：ｇｚｈｕｇ ｇｕ “尾巴，末尾”

ｔｓｈｅ ｇｚｈｕｇ “晚年”
ｇｚｈｕｇ ｓｇｒｉｌ “收尾，结束”

ｍｊｕｇ “尾巴，尾部，以后”：ｍｊｕｇ ｇｕ “尾巴，末尾”
ｔｓｈｅ ｍｊｕｇ “晚年”
ｍｊｕｇ ｓｇｒｉｌ “收尾，结束”

Ｄ５１
ｃｈｕｎｇｃｈｕｎｇｓ “小”：ｃｈｕｎｇ ｃｈｕｎｇ “小”

ｓｎｙｉｎｇ ｍａ ｃｈｕｎｇ ｚｈｉｇ “别怕”
ｃｈｕｎｇ ｍａ “妻，妾”

ｃｈｕｎ ：ｃｈｕｎ ｍａ “妾”
ｃｕｎｇ “稍许”：ｃｕｎｇ ｚｈｉｇ “稍许” 　 ｃｕｎｇ ｚａｄ “少量”
ｇｃｕｎｇ “弟，妹”：ｇｃｕｎｇ ｐｏ “弟弟” 　 ｇｃｕｎｇ ｍｏ “妹妹”
ｓｋｙｕｎｇｂｓｋｙｕｎｇｂｓｋｙｕｎｇｓｓｋｙｕｎｇ “使变小，使减少”

Ｄ５２
ｇｚｈｕｎｇ“河水主流，中间部分，主干，琴杆，纵（横）”：ｃｈｕ ｇｚｈｕ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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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心，主流” 　 ｇｚｈｕｎｇ ｌａｍ “大道，干道” 　 ｄｂｙａｒ ｇｚｈｕｎｇ “仲
夏” ｖｐｈｒｅｄ ｇｚｈｕｎｇ “纵横” 　 ｇｚｈｕｎｇ ｇｓｈａｇ ｇｔｏｎｇ ｂａ “竖着劈”

ｇｚｈｕｎｇ “书籍，书籍的正文部分”：ｓｍａｎ ｇｚｈｕｎｇ “医书”
ｇｚｈｕｎｇ “政府”：ｓｄｅ ｐａ ｇｚｈｕｎｇ “原西藏地方政府”　 ｇｚｈｕｎｇ ｄｎｇｕｌ “公款”
　 ｇｚｈｕｎｇ “政府”在拉萨方言有?，短调；其他义项无?，长调。但在
合成词中均无?，也不读短调。

Ｄ５３
ｃｈｕｄ “进入，容纳”：ｂｚｏ ｐａｉ ｇｒａｌ ｄｕ ｃｈｕｄ ｐａ “进入工人行列”

ｋｈｏｎｇ ｄｕ ｃｈｕｄ ｐａ “明了”
ｂｃｕｄ “容器所盛之物，精华”
ｖｊｕｄ “纳入”
ｖｔｓｈｕｄｔｓｈｕｄ“进入，容纳，包括”：ｓｌｏｂ ｇｒｗａ ｃｈｅｎ ｍｏｒ ｖｔｓｈｕｄ ｐａ “考上

大学” 　 ｄｂｙｉｎｇｓ ｌａ ｔｓｈｕｄ ｐａ “上瘾” 　 ｇｙｏ ｋｈｕｎｇｓ ｓｕ
ｔｓｈｕｄ ｐａ “上当” ｔｓｈａｇｓ ｖｔｓｈｕｄ ｐａ “妥当”

ｖｄｚｕｄｇｚｕｄｂｔｓｕｄｔｓｈｕｄ “纳入，使进入”： ｇｙｕ ｌｕｎｇ ｂｔｓｕｄ ｐａｓ ｋｙａｎｇ
ｔｓｈｕｄ ｐａｉ ｔｈａｂｓ ｍａ ｒｎｙｅｄ “想把系松耳石的绳穿
进去但怎么也穿不进去” ｔｓｈａｇｓ ｖｄｚｕｄ ｐａ “弄
妥当”

ｚｕｄ “刺入，插入”

Ｄ５４
ｃｈｕｎ “捆，束”（ｎ．）：ｃｈｕｎ ｐｏ “捆，束”
ｖｃｈｕｎｃｈｕｎ “顺从”：（ｖ）ｃｈｕｎ ｐｏ “（管教）得法，管得住”
ｖｊｕｎ （～ ｖｃｈｕｎ ～ ｇｃｕｎ） ｇｃｕｎ （～ ｇｚｈｕｎ ～ ｂｚｈｕｎ） ｂｃｕｎ （ｄ）（～

ｇｃｕｎ） ｃｈｕｎ （ｄ）“管教，约束，驯，钳住”

Ｄ５５
ｃｈｕｍ “畏缩”
ｖｃｈｕｍｖｃｈｕｍｓ “畏缩，萎缩”
ｚｈｕｍ “畏缩，收缩”：ｄｐａ ｚｈｕｍ ｐａ “丧胆”

ｇｕｓ ｇｕｓ ｚｈｕｍ ｚｈｕｍ “低声下气” 　 ｚｈｕｍ ｂｕ “猫”
ｚｈｉｍ：ｚｈｉｍ ｂｕ “猫”



５４　　　 藏语词族研究

ｓｈｕｍ “战栗”：ｇｒａｎｇ ｓｈｕｍ ｂｙｅｄ ｐａ “打寒战”
ｖｊｉｇｓ ｓｈｕｍ ｓｈｕｍ “战惊惊” 　 ｖｄａｒ ｓｈｕｍ ｓｈｕｍ “颤抖”

ｖｊｕｍ （ｓ）（～ ｖｃｈｕｍ） ｂｃｕｍ （～ ｇｚｈｕｍ） ｂｃｕｍ （ｓ） ｃｈｕｍ （ｓ）“调
伏，使收缩，使战栗，挤（脚）”

Ｄ５６
ｚｈｕｍ “哭”
（ｂ） ｓｈｕｍｂｓｈｕｍｂｓｈｕｍｓｓｈｕｍｓ “哭”
ｓｈｕｎｇ “哭”

Ｄ５７
ｃｈｕｒ “能容纳，装得下”
ｃｈｕｒ “容量”：ｃｈｕｒ ｃｈｅｎ ｐｏ “容量大” 　 ｃｈｕｒ ｃｈｕｎｇ ｃｈｕｎｇ “容量小”
ｖｊｕｒ （～ ｖｃｈｕｒ ～ ｇｃｕｒ） ｂｃｕｒ （～ ｇｃｕｒ） ｂｃｕｒ （ｄ） ｃｈｕｒ （ｄ）“挤进，

使进入”

Ｄ５８
ｃｈｕｒ “竖长”：ｃｈｕ ｒｉｎｇ ｂａ “纵长”
ｓｈｕｒ “沟，槽”：ｓｈｕｒ ｖｂｅｎ “槽刨” 　 ｌｕｎｇ ｓｈｕｒ “沟壑”

ｓｈｕｒ ｍａ “条绒” 　 ｓｈｕｒ ｓｈｕｒ “道道，条条”
ｇｓｈｕｒｂｓｈｕｒｂｓｈｕｒ （ｄ） ｇｓｈｕｒ （ｄ）“刮，削”：ｂｓｈｕｒ ｍａ “条绒”
ｇｚｈｕｒ，ｂｚｈｕｒ “刮，削”

Ｄ５９
ｂｚｈｕｒ “流淌，融化，溶化”：ｂｚｈｕｒ ｃｈｕ “活水”
（ｂ） ｚｈｕ “融化，溶化”：（ｂ）ｚｈｕ ｍａｒ “油灯”
ｖｊｕｚｈｕ （～ ｖｊｕｓ）“消化”
ｖｊｕ （～ （ｂ） ｚｈｕ） ｂｚｈｕｂｚｈｕｓ （ｂ） ｚｈｕｓ “使熔化，使消化”：ｓｐｕｒ

ｂｚｈｕｓ ｇｔｏｎｇ ｂａ “火化” 　 ｖｊｕ ｂｙｅｄ ｄｂａｎｇ ｐｏ “消化器官”
ｇｚｈｕｒｂｚｈｕｒｂｚｈｕｒｇｚｈｕｒ “提炼”
ｚｈｕｎ “熔化物”：ｚｈｕｎ ｍａ “溶液” 　 ｚｈｕｎ ｔｈａｒ ｃｈｏｄ ｐａ “经过熔炼”
ｂｚｈｕｎ：ｂｚｈｕｎ ｔｈｉｇ “溶滴” 　 ｂｚｈｕｎ ｂｒｄａｒ ｂｃａｄ ｐａ “精炼”
ｇｚｈｕｎ：ｇｓｅｒ ｇｚｈｕｎ ｐｏ “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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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６０
ｃｈｅｃｈｅｓ “大”：ｃｈｅｎ ｐｏ “大”ａ ｃｈｅ “姐姐”

ｃｈｅ ｂｒｇｙｕｄ “长子的后裔” 　 ｔｓｈｏ ｃｈｅｓ ｐａ “太油腻”
ｎｇｏ ｂｓｔｏｄ ｇｎｙｅｎ ｌａ ｍａ ｃｈｅ “莫把亲人太夸赞”
ｎｇａ ｒｇｙａｌ ｍａ ｃｈｅ ｚｈｉｇ “别自大！”

ｃｈｅｄ：ｃｈｅｄ ｐｏ “大”
ｃｈｅｎ：ｃｈｅｎ ｐｏ “大”
ｃｈｅｓ “相信”：ｙｉｄ ｃｈｅｓ ｐａ “相信”
ｍｃｈｅｓ “承认”
ｖｃｈｅｖｃｈｅｓｖｃｈｅｓ （ｉ．）“承认，允诺”：ｋｈａｓ ｖｃｈｅ ｂａ “承认，允诺”
ｍｃｈｅ：ｍｃｈｅ ｂａ “犬齿”
ｇｃｅ （ｓ）“珍爱”：ｇｃｅｓ ｍｉｎｇ “爱称” 　 ｇｃｅｓ ｌａｎｇ ｓｈｏｒ ｂａ “溺爱”
ｇｃｅｎ “兄，姐”：ｇｃｅｎ ｐｏ “兄” 　 ｇｃｅｎ ｍｏ “姐”

Ｄ６１
ｒｊｅ “主人”：ｒｊｅ ｂｏ “主人，君主” 　 ｒｊｅ ｂｌｏｎ “君臣”

ｒｊｅ ｂｒａｎ “主仆” 　 ｒｊｅ ｓａ “尊敬，敬语”
ｒｊｅｄｂｒｊｅｄｂｒｊｅｄｒｊｅｄ “尊敬”
ｚｈｅ：ｚｈｅ ｍｉｎｇ “敬称” 　 ｚｈｅ ｓａ “尊敬，敬语”

Ｄ６２
ｚｈｅ “心思，感情”：ｚｈｅ ｂｒｔｓｅ “感情” 　 ｚｈｅ ｓｄａｎｇ “嗔”

ｚｈｅ ｍｅｒ “恶心” 　 ｚｈｅ ｌｏｇ ｐａ “反感，吃伤（了）”
ｚｈｅｎ “贪恋”：ｚｈｅｎ ｃｈａｇｓ “嗜好（ｎ．）；有感情（ｖ．）”

ｚｈｅｎ ｐａ “感情，食欲” 　 ｚｈｅｎ ｌｏｇ ｐａ “倒胃口”
ｖｊｅｎ “合意之事物，悦耳之言辞”

Ｄ６３
ｓｈｅ “力气”：ｓｈｅ ｍｏ “力气” 　 ｓｈｅ ｍｏｎｇ “力气”
ｓｈｅｄ “力气，膘”：ｓｈｅｄ ｍｏ “力气” 　 ｓｈｅｄ ｍｏｎｇ “力气”

ｓｈｅｄ ｋｙｉｓ ｖｄｏｎ ｐａ “使劲念出” 　 ｓｈａ ｓｈｅｄ “膘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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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６４
ｖｃｈｅｍ （ｓ）（～ ｂｃｅｍ） ｂｃｅｍｂｃｅｍｓｂｃｅｍｓ “嚼”
ｔｓｈｅｍｓ “牙”（ｈ．）

Ｄ６５
（ｇ） ｃｅｒ：ｇｃｅｒ ｂｕ “赤裸裸的” 　 ｓｐｙｉ （ｇ）ｃｅｒ “秃顶”
ｃｈｅｒ：ｓｐｙｉ ｃｈｅｒ “秃顶” 　 ｒｊｅｎ ｃｈｅｒ “赤裸”
ｔｈｅｒ “赤裸，兽肚无毛或少毛之处”：ｓｐｙｉ ｔｈｅｒ “秃顶”

ｔｈｅｒ ｐｏ “裸露的；平锅”
ｔｈｅｒ ｖｄｏｎ “揭露”
ｓａ ｓｋｙａ ｔｈｅｒ ｔｈｅｒ “不毛之地”
?ａｍ ｔｈｅｒ ｂａ “扇风耳”
ｔｈｅｒ ｔｈｅｒ “浅平的”

ｓｄｅｒ：ｓｄｅｒ ｍａ “碟子” 　 ｓｌａｎｇ ｓｄｅｒ “平锅”

Ｄ６６
ｓｈｅｓ “知道，认识，会”：ｓｈｅｓ ｙｏｎ “学问” 　 ｓｈｅｓ ｒａｂ “智慧”
ｂｓｈｅｓ “益友”：ｂｓｈｅｓ ｇｎｙｅｎ “亲友”

ｄｇｅ ｂｓｈｅｓ “善知识，（喇嘛教的）格西”
ｓｈｅｄ “智力”：ｓｈｅｄ ｖｂｙｅｄ “启蒙” 　 ｓｈｅｄ ｍｔｈｕｎ “朋友”
　 ｓｈｅｓ在拉萨读／ ? ／ （卫藏方言不少地方也有类似的读音），用藏文转
写出来应该是ｓｈｅｎｄ。不过在我们见过的方言材料中，有更多的地方
读ｓｈｅｓ的演变形式。我们也没有见过ｓｈｅｎｄ这种写法。

Ｄ６７
ｚｈｏ “奶，酸奶”：ｚｈｏ ｖｊｏ ｂａ “挤奶” 　 ｎｕ ｚｈｏ “乳汁”

ｚｈｏ ｓｐａｎｇｓ ｚａｓ ｚａｉ ｄｕｓ “断奶时”
ｖｊｏｂｚｈｏｂｚｈｏｓｚｈｏｓ （～ ｂｚｈｏｓ ～ ｇｚｈｏｓ ～ ｖｊｏｓ） “挤（奶）”：ｂｚｈｏ ｍａ

“奶牛” 　 ｂｚｈｏ ｚｏ “奶桶”
ｂｚｈｏｎ “奶”：ｂｚｈｏｎ ｍａ “有奶的牛羊，挤奶女”
ｖｏ：ｖｏ ｍａ “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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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６８
ｃｏｇ “一切”：ｖｏ ｃｏｇ “一切” 　 ｙｉｎ ｎｏ ｃｏｇ “凡是”
ｃａｇ “人称代词表复数成分”：ｖｏ ｃａｇ “我们”

Ｄ６９
（ｌ） ｃｏｇ “山顶，屋顶，堆，垛，凸起物”：ｓｈａ ｌｃｏｇ “驼峰” 　 ｔｈｏｒ

（ｌ）ｃｏｇ “发髻” 　 ｌｃｏｇ ｒｇｙａｇ ｐａ “堆禾” 　 ｒｎａ （ｌ）ｃｏｇ “耳
朵” 　 ｃｏｇ ｐｏ “耸立的” ｃｏｇ ｂｕ “单人小帐篷”

ｍｃｈｏｇ：ｒｎａ ｍｃｈｏｇ “耳朵”
ｍｃｈｏｇ “极品”：ｄｋｏｎ ｍｃｈｏｇ “至宝” 　 ｍｋｈａｓ ｐａｉ ｍｃｈｏｇ “权威”

ｍｃｈｏｇ ｇｙｕｒ “至尊”
（ｒ） ｔｏｇ“（帽子、旗杆上的）顶珠，凸起物”：ｚｈｗａ ｔｏｇ “帽疙瘩” ｎｕ

ｔｏｇ “奶头”　 ｔｏｇ ｔｓａｍ “少许”　 ｒｉ ｔｏｇ ｔｏｇ “平地耸起的山”
ｔｈｏｇ “屋顶，上面”：ｔｈｏｇ ｍａ “最初” 　 ｔｈｏｇ ｍｔｈａ “首尾，始终”
ｒｔｓｏｇ “蹲，坐”（“坐”天峻读／ ｒｔｓｏｋ ／，夏河、同仁、循化、化隆读

／ ｈｔｓｏｋ ／）
ｔｓｏｇ “高耸”：ｓｈａ ｔｓｏｇ “驼峰” 　 ｒｉ ｔｓｏｇ ｔｓｏｇ “平地耸起的山”

ｔｓｏｇ ｔｓｏｇ ｂｙｅｄ ｐａ “蹲”
ｍｔｈｉｌ ｔｓｏｇ ｂｙｅｄ ｐａ “（双膝着地臀压脚跟）坐”
ｔｓｏｇ ｔｓｏｇ ｂｚｏ ｂａ “使耸起” 　 ｖｊｕｒ ｒｔａ ｒｔｉｎｇ ｔｓｏｇ “高跟鞋”
ｖｇｒｏ ｚｈｕｍ ｂｕ ｌａｓ ｍｋｈａｓ ｐａ　 ｓｄｏｄ ｒｉ ｂｏｎｇ ｌａｓ ｔｓｏｇ ｐａ
“走比猫还轻灵，坐比兔还高耸”

Ｄ７０
ｖｊｏｇ （～ ｇｚｈｏｇ） ｂｚｈｏｇ （～ ｇｚｈｏｇ） ｂｚｈｏｇｓ （～ ｇｚｈｏｇｓ） ｚｈｏｇｓ （～

ｇｚｈｏｇｓ）“削”：ｇｒｉ ｇｚｈｏｇ “刀削的小片儿”
ｚｈｏｇｓ：ｚｈｏｇｓ ｍａ “刨花，木屑”

Ｄ７１
（ｇ） ｓｈｏｇ：（ｇ）ｓｈｏｇ ｐａ “翅膀，鳍”
ｇｚｈｏｇｓ “侧面，旁边”：ｇｙａｓ ｇｙｏｎ ｇｚｈｏｇｓ ｇｎｙｉｓ “左右两侧”

ｇｚｈｏｇｓ ｐｈｙｅｄ “半边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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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ｚｈｏｇｓ ｖｄｅｇｓ “配合，呼应”
ｇｚｈｏｇｓ ｂｙｅｄ ｐａ “支持一方”

Ｄ７２
ｌｃｏｎｇ “蝌蚪”：ｌｃｏｎｇ ｍｏ “蝌蚪” 　 ｌｃｏｎｇ ｌｃｏｎｇ ｐｏ “椭圆的”
ｌｊｏｎｇ：ｌｊｏｎｇ ｍｏ “蝌蚪”
ｖｊｏｎｇ “蝌蚪，椭圆形”：ｖｊｏｎｇ ｍｏ “椭圆的”　 ｖｊｏｎｇ ｖｊｏｎｇ （ｐｏ）“椭圆的”
ｖｊｏｎｇｓ “椭圆形”
ｋｙｏｎｇ：ｋｙｏｎｇ ｋｙｏｎｇ ｐｏ “椭圆的”

Ｄ７３
ｓｈｏｎｇ “容纳”：ｓｈｏｎｇ ｓｈｏｎｇ “低洼” 　 ｓｈａｎｇ ｓｈｏｎｇ “不平坦”
ｇｓｈｏｎｇ （ｓ）“洼地，盆地”：ｓｈｉｎｇ ｇｓｈｏｎｇ “木盆”

ｇｓｈｏｎｇ ｇｓｈｏｎｇ “低洼”
ｇｓｈｏｎｇｓ ｓａ “盆地，洼地”
ｓｍａｎ ｇｓｈｏｎｇｓ “产药区”
ｓｐａｎｇ ｇｓｈｏｎｇｓ “低洼的草地”
ｇｓｈａｎｇ ｎｇｅ ｇｓｈｏｎｇ ｎｇｅ “高低不平”

ｚｈｏｎｇ “洼地”：ｚｈｏｎｇ ｚｈｏｎｇ “洼的”
ｇｚｈｏｎｇ：ｓｈｉｎｇ ｇｚｈｏｎｇ “木盆” 　 ｇｚｈｏｎｇ ｓａ “洼地”
ｇｚｈｏｎｇｓ “区域”：ｇｚｈｏｎｇｓ ｓｐｙｏｄ ｐａ “游方僧”

ｓｐａｎｇ ｇｚｈｏｎｇｓ “低洼的草地”
ｌｊｏｎｇｓ “区域”：ｌｊｏｎｇｓ ｓｐｙｏｄ ｐａ “游方僧”

ｓｐａｎｇ ｌｊｏｎｇｓ “低洼的草地” 　 ｓｍａｎ ｌｊｏｎｇｓ “产药区”
ｚｈｏｍ “塌陷，凹下去”：ｚｈａｍ ｍｅ ｚｈｏｍ ｍｅ “坑坑洼洼”
ｌｃｏｎｇ “崎岖”：ｌｃａｎｇ ｌｃｏｎｇ “高低不平”
ｌｃｏｎｇｓ “高低不平，坑，洼”
　 ｓｈｏｎｇ “容纳”拉萨人似乎多收ｍ?尾，所以古代可能是ｍｓ。

Ｄ７４
ｍｃｈｏｄ “上供，祭祀”：ｍｃｈｏｄ ｐａ “供品”

ｙａｒ ｍｃｈｏｄ ｍａｒ ｓｂｙｉｎ “上供下施”
ｍｃｈｏｄ ｂｒｊｏｄ “（藏文书的）卷首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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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ｏｄ “额，头巾，上边”：ｔｈｏｄ ｐａ “额，天灵盖”
ｓｔｏｄ “上半身，上部”：ｓｔｏｄ ｔｈｕｎｇ “上衣” 　 ｓｔｏｄ ｃｈａ “上册”
ｓｔｏｄｂｓｔｏｄｂｓｔｏｄ “赞扬”：ｂｓｔｏｄ ｂｓｎｇａｇｓ “颂扬” 　 ｂｓｔｏｄ ｒａ “称赞”
ｓｔｏｄｂｓｔａｄ （～ ｓｔｏｄ）ｂｓｔａｄｓｔｏｄ “往上飞”：ｎａｍ ｖｐｈａｎｇ ｓｔｏｄ ｐａ “凌空飞翔”

“赞扬”未完成式红原读／ ｒｔｏｔ ／，天峻读／ ｒｔｏｌ ／；完成式在红原读／
ｗｔａｔ ／，天峻读／ ｗｔａｌ ／。元音ｏ：ａ交替，与书面语不同。

Ｄ７５
ｃｈｏｄ “效率，进度”：ｌａｓ ｃｈｏｄ “工效” 　 ｓａ ｃｈｏｄ “进度”
ｃｈｏｄ “生效，起作用”：ｂｅｄ ｃｈｏｄ ｐａ “顶用”

ｇｏ ｃｈｏｄ ｐａ “中用，生效”
ｇｃｏｄｇｃａｄｂｃａｄｃｈｏｄ“办理，处置”：ｂｅｄ ｇｃｏｄ ｐａ “使用”

ｍｎａｒ ｇｃｏｄ “折磨，虐待，迫害，摧残”
ｄｏｎ ｇｃｏｄ ｋｈａｎｇ “办事处”

ｓｐｙｏｄｓｐｙａｄｓｐｙａｄｓｐｙｏｄ “作，使用”：ｓｐｙｏｄ ｐａ “行为”
ｂｅｄ ｓｐｙｏｄ ｐａ “使用”ｌｏｎｇｓ ｓｐｙｏｄ “财富，享受”
ｍｎａｒ ｓｐｙｏｄ “折磨，虐待，迫害，摧残”

ｐｈｙｏｄ “生效，起作用”
ｐｈｙｏｄ “效率”：ｌａｓ ｐｈｙｏｄ “工效” 　 ｓａ ｐｈｙｏｄ “进度”

Ｄ７６
ｃｈｏｄ：ｒｔｓａｄ ｃｈｏｄ ｐａ “被查明” 　 ｄｏｇｓ ｃｈｏｄ ｐａ “疑问被弄清”
ｇｃｏｄｇｃａｄｂｃａｄｃｈｏｄ “分析，研究”：ｒｔｓａｄ ｇｃｏｄ ｐａ “调查，追究”

ｄｏｇｓ ｇｃｏｄ ｐａ “释疑”
ｂｃａｄ ｋｈｒａ “判决书”

ｄｐｙｏｄｄｐｙａｄｄｐｙａｄｄｐｙｏｄ “分析，明辨，检查”：ｂｒｔａｇ ｄｐｙａｄ “分析，
研究” 　 ｒｔａ ｄｐｙａｄ “相马术” 　 ｚｈｉｂ ｄｐｙｏｄ “审查，检查，调查”
ｄｐｙａｄ ｋｈｒａ “判决书” 　 ｄｐｙａｄ ｇｔａｍ “评论”

ｄｐｙａｄ “外治法”：ｓｍａｎ ｄｐｙａｄ “医术”

Ｄ７７
ｒｊｏｄｂｒｊｏｄｂｒｊｏｄｒｊｏｄ “说”
ｂｒｊｏｄ “说”（ｎ．）：ｂｒｊｏｄ ｋｙｉｓ ｍｉ ｌａｎｇ ｂａ “说不完”



６０　　　 藏语词族研究

Ｄ７８
ｃｈｏｂ “玩笑”：ｃｈｏｂ ｒｔｓｅ ｂａ “开玩笑” 　 ｃｈｏｂ ｔｓｈａ ｐｏ “好开玩笑”

ｃｈｏｂ ｓｇｙｅ “好开玩笑的人”
ｇｓｈｏｂ “说谎”
（ｇ） ｓｈｏｂ “谎言，大话”：ｓｈｏｂ ｒａｌ ｔｓｈａ ｐｏ “爱吹牛

（ｇ）ｓｈｏｂ ｒｋｙａｌ “吹牛大王”
ｖｕｄ ｓｈｏｂ ｂｓｈａｄ ｐａ “胡吹”

ｓｈａｂ “谎言”

Ｄ７９
ｓｈｏｍ “排场，阔气”：ｓｈｏｍ ｂｙｅｄ ｐａ “讲排场”
ｓｈｏｍ （～ ｇｓｈｏｍ （ｓ）） ｂｓｈｏｍｂｓｈａｍｓｓｈｏｍｓ “摆放，布置，准备，贡

献”：ｒｇｙａｓ ｇｓｈｏｍ “大操大办” 　 ｂｓｈａｍｓ ｍａ “陈列品”
ｍｃｈｏｄ ｇｓｈｏｍ “佛龛” 　 ｇｒｏｓ ｇｓｈｏｍ ｐａ “商量主意”

Ｄ８０
ｖｊｏｒ “锄，镐”
ｇｚｈｏｒ “锄，镐”
ｇｚｈｏｒ（～ ｇｚｈａｒ） ｇｚｈａｒｂｚｈａｒ （ｄ） ｇｚｈｏｒ （ｄ）（～ ｂｚｈｏｒ）“铲，刮，

剃”

Ｄ８１
ｖｃｈｏｌ “错乱，颠倒，神志不清”：ｖｃｈｏｌ ｇｔａｍ “胡言”

ｖｃｈｏｌ ｌａｂ ｒｇｙａｇ ｐａ “胡言乱语”
ｌｏ ｌｏｎ ｖｃｈｏｌ ｂｏ “老糊涂（人）”
ｂｌａ ｖｃｈｏｌ “冒失”

ｃｈｏｌ：ｃｈａｌ ｌｅ ｃｈｏｌ ｌｅ “恍恍惚惚，（话）不着边际”
ｂａｂ ｃｈｏｌ “轻率，冒失，鲁莽”

（ｂ） ｃｏｌ：ｃｏｌ ｇｔａｍ “胡言” 　 ｃａｌ ｌｅ ｃｏｌ ｌｅ “胡拉乱扯”
ｂａｂ ｃｏｌ “轻率，冒失，鲁莽” 　 ｂｌａ （ｂ）ｃｏｌ “冒失”

ｂｒｔｏｌ：ｂｌａ ｂｒｔｏｌ “冒失，鲁莽” 　 ｓｐｙｉ ｂｒｔｏｌ ｓｍｒａ ｂａ “胡言乱语”
ｂｒｄｏｌ “轻率，鬼附体”：ｂｌａ ｂｒｄｏｌ “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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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８２
ｚｈｏｌ “下面，官寨下面的居民区”：ｚｈｏｌ ｍｏ “腹毛长的母牦牛”

ｚｈｏｌ ｚｈｏｌ “下垂”
?ｏｇ ｚｈｏｌ “垂胡”

ｖｊｏｌ “下垂”：ｖｊｏｌ ｖｊｏｌ “下垂” 　 ｏｇ ｖｊｏｌ “垂胡”
ｇｚｈｏｌ “下（车、马）”：ｃｈｉｂｓ ｇｚｈｏｌ ｇｎａｎｇ ｂａ “下马”
ｂｓｈｏｌｂｓｈｏｌｂｓｈｏｌｓｈｏｌ “下（车、马）”
ｓｈａｌ：ｌｋｏｇ ｓｈａｌ “牛颌垂胡” 　 ｒｎａ ｓｈａｌ “耳垂”
（ｂ） ｓｈｏｌ “闰，多余，推迟”（ｎ．）：ｐｈｙｉｒ ｖｔｈｅｎ ｇｙｉ ｂｓｈｏｌ ｂｔａｂ ｎａｓ ｔｈｅｂｓ

ｐａ “请求缓期，业已获准” 　 ｚｌａ （ｂ）ｓｈｏｌ “闰月”
ｂｓｈｏｌｂｓｈｏｌ （ｄ） ｓｈｏｌ （ｄ）（ｉ ）“使推迟”：ｂｓｈｏｌ ｋｙａｎｇ ｍａ ｂｚｈｕｇｓ “挽

留不住”

Ｄ８３
ｃｈｏｓ“事物，行为，规律，教，佛法，佛经”：ｃｈｏｓ ｔｈａｍｓ ｃａｄ “一切事

物，一切法” 　 ｄｇｅ ｃｈｏｓ “良好的思想行为” 　 ｙｕｌ ｃｈｏｓ ｂｚａｎｇ ｐｏ
“良好的地方风尚” 　 ｃｈｏｓ ｎｙｉｄ “法则，规律” 　 ｃｈｏｓ ｌｕｇｓ “宗
教” 　 ｎａｎｇ ｐａｉ ｃｈｏｓ “佛教” 　 ｂｓｔａｎ ｃｈｏｓ “论著，佛学著述”

ｖｃｈｏｓ（～ ｖｃｈａ） ｂｃｏｓ （～ ｂｃｏ ～ ｂｃａ） ｂｃｏｓ （～ ｂｃａｓ） ｃｈｏｓ “制造，
修改”：ｂｚｏ ｂｃｏｓ “修理，修改” 　 ｂｃｏｓ ｓｇｙｕｒ “改革” 　 ｎａｄ ｂｃｏｓ

“治病” 　 ｂｓｔａｎ ｂｃｏｓ “论著，佛学著述”

Ｅ１
ｒｔｓａ “根”：ｒｔｓａ ｂａ “根，根本，（被注释的）原文，关键”

ｒｔｓａ ｓｐｏｓ “移植” 　 ｒｔｓａ ｋｈｒｉｍｓ “宪法”
ｒｔｓａｄ “根，根本”：ｒｔｓａｄ ｐａ “根，根源” 　 ｒｔｓａｄ ｋｈｕｎｇｓ “根源”

ｒｔｓａｄ ｇｃｏｄ “追究”

Ｅ２
ｒｔｓａ “粪便”：ｒｔｓａ ｖｇａｇ ｐａ “便秘” 　 ｒｔｓａ ｓｇｏ “肛门”
ｔｓａ，ｔｓｈａ，ｓａ：ｓｌａｄ ｔｓａ （～ ｔｓｈａ ～ ｓａ）“粪便” 　 ｐｈｙｉ ｓａ “粪便”
ｂｔｓａｓ：ｂｔｓａｓ ｐａ “粪便”
ｔｓｈａｎ：ｐｈｙａ ｔｓｈａｎ “胎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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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３
ｒｔｓｗａ “草”：ｒｔｓｗａ ｋｈａ “草场”

ｒｔｓｗａ ｃｈｕ ｖｄｚｏｍｓ ｐｏ “水草丰美（适宜畜牧）”
ｂｔｓｏ “反刍胃中待重嚼的草”

Ｅ４
ｔｓｈａ “刺痛”：ｍｉｇ ｔｓｈａ ｂａ “眼疼” 　 ｋｈａ ｔｓｈａ ｂａ “辣”

ｎｇｏ ｔｓｈａ ｂａ “可耻” 　 ｒｎａ ｍｃｈｏｇ ｔｓｈａ ｂａ “刺耳”
ｔｓｈａ “热”（ｎ．）：ｔｓｈａ ｐｏ “热” 　 ｔｓｈａ ｌａｎｇ ｂａ “发烧”

ｔｓｈａ ｌｏｇ “回锅”
ｔｓｈａｄ：ｔｓｈａｄ ｐａ “暑热” 　 ｔｓｈａｄ ｎａｄ “中暑”
ｔｓａｄ “热”：ｔｓａｄ ｐａ “暑热”
ｔｓｈａｎ “热”：ｃｈｕ ｔｓｈａｎ “温泉”
ｂｔｓａ：ｍｅ ｂｔｓａ “火灸”

Ｅ５
ｔｓｈａ：ｔｓｈａ ｂｏ “侄子，外甥，孙子” 　 ｔｓｈａ ｒｕｓ “子孙后代”
ｂｔｓａｂｔｓａｓ “出生”：ｂｔｓａ ｚｕｇ “产痛”
ｂｔｓａｓ：ｂｔｓａｓ ｌｅｎ ｐａ “接生员” 　 ｂｔｓａｓ ｍａ “产妇”
ｚａｂｚａｓ （～ ｚｏｓ）“产生”：ｔｓｈｉｇ ｐａ ｚａ ｂａ “生气”　 ｄｏｇｓ ｐａ ｚａ ｂａ “怀疑”

ｔｈｅ ｔｓｈｏｍ ｚａ ｂａ “犹疑”
ｔｓｈａｎ “后裔，亲属，品类”

Ｅ６
ｔｓｈａ：ｓｈａ ｔｓｈａ “疼爱”
ｂｔｓａ “爱护”
ｍｄｚａ “亲爱，和美，做夫妻”：ｍｄｚａ ｂｏ “丈夫，男友”

ｍｄｚａ ｍｏ “妻子，女友”
ｍｄｚａ ｂｒｔｓｅ “亲切”

ｍｄｚａ “亲爱，和美”（ｎ．）：ｍｄｚａ ｌｏｇ ｐａ “失和”
ｂｚａ “女人，妻室”：ｂｚａ ｂａ ｂｙｅｄ ｐａ “成亲” 　 ｂｚａ ｔｓｈｏ “夫妻”

ｂｚａ ｄｐｏｎ “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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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ａ：ｚａ ｍｏ “妇女”　 ｚａ ｚａ “母亲”　 ｚａ ｔｓｈｏ “夫妻”　 ｚａ ｙｏｎ “男家长”
ｍｄｚａｎ：ｍｄｚａｎ ｐｏ “丈夫” 　 ｍｄｚａｎ ｍｏ “妻子，女友”
ｖｄｚａｎ：ｖｄｚａｎ ｐｏ “丈夫，男子” 　 ｖｄｚａｎ ｍｏ “妻子，妇女”
ｖｊａｎ：ｖｊａｎ ｐ（ｈ）ｏ “丈夫，男子” 　 ｖｊａｎ ｍｏ “妻子”
ｖｊｅｎ：ｖｊｅｎ ｐｈｏ “男子” 　 ｖｊｅｎ ｍｏ “妇女”

Ｅ７
ｖｄｚａ （～ ｚａ） ｚｏｓ “消耗”：ｃｈｕｄ ｚｏｓ “浪费”
ｖｄｚａ “货币差价，贴水”

Ｅ８
ｚａｂｚａｂｚａｓ （～ ｚｏｓ） ｚｏ （～ ｚｏｓ）“吃”：ｚａ ｍａ “饭”

ｂａｒ ｚｏｓ “揩油”
ｚａｓ “食物，肉食，饲料”：ｓｐａｇｓ ｚａｓ “揉好的糌粑” 　 ｄｍａｒ ｚａｓ “肉食”

ｄｋａｒ ｚａｓ “素食”
ｚａｎ “食物，糌粑团，食……者”：ｚａｎ ｇｏｎｇ “糌粑团”　 ｂａｇ ｚａｎ “饼子”

ｖｂｒａｓ ｚａｎ “米饭”　 ｓｈａ ｚａｎ “食肉者”
ｎｙａ ｚａｎ “食鱼者”　 ｓｈｉｎｇ ｚａｎ “木蛀”
ｎａｎｇ ｚａｎ “家奴”

ｇｚａｎ “饲草”
ｇｚａｎ “吃”
ｂｚａｎ “食物，草场，食……者”：ｎａｎｇ ｂｚａｎ “家奴”

Ｅ９
ｔｓｈａｇ “浮雕，镂纹，锤子”：ｔｓｈａｇ ｒｇｙａｇ ｐａ “（在金属上）雕花”

ｔｓｈａｇ ｐａ “錾花工，银匠”
ｔｓｈａｇｓ “雕刻”（ｖ．）：ｔｓｈａｇｓ ｐａｒ “雕花印板”
ｒｔｓａｇ ～ ｇｔｓａｇ：ｓｔｅｕ ｒｔｓａｇ ～ ｓｔｅ ｇｔｓａｇ “锛子”（拉萨读／ ｔｅｐ ｔｓａ? ／，所以也

有写做ｔｅｐ ｔｓａｇ的。）

Ｅ１０
ｔｓｈａｇ “牦牛，菜牛”：ｔｓｈａｇ ｓｈａ “牦牛肉”
ｔｓｈａｇｓ：ｔｓｈａｇｓ ｐｏ “菜牛” 　 ｔｓｈａｇｓ ｌｕｇ “菜羊” 　 ｔｓｈａｇｓ ｓｈａ “牦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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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ｔｓｈａｇ （ｓ）“精力”：ｍｔｓｈａｇ （ｓ）ｐａ “肥胖，结实”
ｍｔｓｈａｇ ｂｚａｎｇ “健壮，结实”

ｖｔｓｈａｇ （ｓ）“精力”：ｖｔｓｈａｇ （ｓ）ｐａ “肥胖，结实”
ｖｔｓｈａｇ ｂｚａｎｇ “健壮，结实”

Ｅ１１
ｒｄｚａｇ：ｒｄｚａｇ ｒｄｚａｇ “满满的” 　 ｒｄｚａｇ ｔｏ “多得很”
ｓｄａｇ：ｓｄａｇ ｓｄａｇ “满满的，多得很”

Ｅ１２
ｚａｇｚａｇｓ “滴下，掉下”
ｖｄｚａｇｖｄｚａｇｓ （～ ｚａｇ ～ ｚａｇｓ）“滴流”：ｒｎａｇ ｖｄｚａｇ ｐａ “流脓”
ｖｔｓｈａｇ （～ ｖｔｓｈｅｇ ～ ｖｄｚａｇｓ ～ ｇｚａｇｓ） ｂｔｓａｇ （～ ｇｔｓａｇ） ｂｔｓａｇｓｔｓｈｏｇｓ

“滤，榨，使滴下”
ｔｓｈａｇ：ｔｓｈａｇ ｐａ “榨油工”
ｔｓｈａｇｓ “筛子”：ｊａ ｔｓｈａｇｓ “茶滤子” 　 ｔｓｈａｇｓ ｒｇｙａｇ ｐａ “过滤”
ｇｔｓａｇ （ｓ） ｇｔｓａｇ （ｓ） ｇｔｓａｇｓｇｔｓｏｇｓ “刺”：ｒｎａｇ ｇｔｓａｇ ｐａ “放脓”

ｇｔｓａｇ ｋｈａｂ “放血针”
　 贵南方言“筛子”读／ ｐｔｓａｋ ／，有ｐ。

Ｅ１３
ｖｔｓｈａｎｇｔｓｈａｎｇ，ｔｓｈａｎｇｔｓｈａｎｇｓ “齐，全”：ｔｓｈａｎｇ ｍａ “完全，一切”

ｄｕｓ ｓｇｏ ｔｈｅｎｇ ｂａ “到期”
ｇｔｓａｎｇ：ｋｈｅ ｇｔｓａｎｇ “清一色” 　 ｇｔｓａｎｇ ｓｅｌ “清除”

ｇｒａｎｇｓ ｔｓｈａｎｇ ｇｔｓａｎｇ ｖｂｕｌ “如数还清”
ｇｔｓａｎｇ “（期）满，（债）还清”：ｄｕｓ ｓｇｏ ｇｔｓａｎｇ ｂａ “到期”

ｂｕ ｌｏｎ ｇｔｓａｎｇ ｂａ “债务偿清”
ｔｈｅｎｇｔｈｅｎｇｓ “满数，齐全”：ｖｄａｎｇ ｎｇｅｓ ｔｈｅｎｇｓ ｎｇｅｓ “足足有余”

ｄｕｓ ｓｇｏ ｔｈｅｎｇ ｂａ “到期”

Ｅ１４
ｖｔｓｈａｎｇｖｔｓｈａｎｇｓｖｔｓｈｏｎｇｓ （ｉ．）“钻进，挤进”：ｖｔｓｈａｎｇ ｇａ “拥挤”
ｖｔｓｈａｎｇｖｔｓｈａｎｇｓ “堵塞不通”：ｄｂｕｇｓ ｖｔｓｈａｎｇ ｂａ “气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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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ｈａ ｖｔｓｈａｎｇ ｂａ “（食物）噎住“
ｖｔｓｈａｎｇｂｔｓａｎｇｂｔｓａｎｇｓｔｓｈｏｎｇｓ “塞进，使堵塞”：ｂｔｓａｎｇ ｇａ “拥挤” 　

ｋｈａ ｖｔｓｈａｎｇ ｂａ “插嘴”
ｔｓｈａｎｇｓ，ｖｔｓｈａｎｇ “填充物”：ｂａｒ ｔｓｈａｎｇｓ “填充物”
ｒｄｚｏｎｇｂｒｄｚａｎｇｂｒｄｚａｎｇｓｒｄｚｏｎｇｓ “装进”：ｒｄｚｏｎｇ ｒｇｙａｇ ｐａ “装箱”
ｒｄｚａｎｇ “箱子”
ｒｊａｎｇ “箱子”

Ｅ１５
ｒｔｓａｎｇ：ｒｔｓａｎｇ ｂａ “秘密”
ｇｓａｎｇ “秘密”：ｇｓａｎｇ ｓｈｏｒ ｂａ “泄密”
ｇｓｏｎｇ （～ ｇｓａｎｇ） ｇｓａｎｇｇｓａｎｇ （ｓ） ｇｓｏｎｇ （ｓ）“隐藏，保密”

Ｅ１６
ｓｔｓａｎｇ “明天”
ｒｔｓａｎｇ：ｋｈａ（ｒ）　 ｒｔｓａｎｇ “昨天”
ｓａｎｇ “明天”：ｋｈａ（ｒ） 　 ｓａｎｇ “昨天，前几天”

ｓａｎｇ ｇｎａｎｇｓ “明后天” 　 ｓａｎｇ ｌｏ “明年”
ｓｅｎｇ：ｋｈａ ｓｅｎｇ “前几天”

Ｅ１７
ｔｓｈａｎｇｓ “洁净”：ｔｓｈａｎｇｓ ｓｐｙｏｄ “净行，梵行”

ｔｓｈａｎｇｓ ｐａ “洁净，（印度教）大梵天”
ｖｔｓｈａｎｇ，ｓａｎｇｓ：ｖｔｓｈａｎｇ ｒｇｙａ ｂａ “成佛”（未完成形式）

ｓａｎｇｓ ｒｇｙａｓ ｐａ “成佛”（完成形式）　 ｓａｎｇｓ ｒｇｙａｓ “佛”
ｇｔｓａｎｇ “洁净”：ｇｔｓａｎｇ ｓｂｒａ “卫生” 　 ｇｔｓａｎｇ ｍａ “干净”
ｓｅｎｇｓｅｎｇｓ “消散”：ｓｋｙｏ ｓｅｎｇ “解闷” 　 ｓｅｎｇ ｄｒａｇ “痊愈”
ｓａｎｇｓａｎｇｓ “洁净，觉醒，消散”：ｓｋｙｏ ｓａｎｇ “解闷”

ｎａｄ ｓａｎｇｓ ｐａ “疾病痊愈”
ｂｓｔｓａｎｇｓ “使洁净，消除”
ｂｒｔｓａｎｇｓ “已净”
ｂｓｅｎｇ “使觉醒”
（ｂ） ｓａｎｇ （ｂ） ｓａｎｇｓ （ｂ） ｓｏｎｇｓ （ｉ ）“使洁净，使觉醒”：ｎｙｏ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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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ｎｇｓ ｐａ “振作” 　 ｌｄｅｂｓ ｇｎｙｅｒ ｂｓａｎｇ ｂａ “弄平褶子” 　 ｔｓｈｏｓ ｂｓａｎｇ
ｒｇｙａｇ ｐａ “漂净残余染料”

ｂｓａｎｇ （ｓ）“神香”：ｂｓａｎｇ （ｓ）ｇｔｏｎｇ ｂａ “煨桑（驱邪）”
ｂｓａｎｇ （ｓ）ｋｈｕｎｇ “煨桑大香炉”
ｃｈｕ ｂｓａｎｇｓ “河边煨桑”

　 １ ｇｔｓａｎｇ ｍａ炉霍读／ ｘｔｓｏ ｍａ ／，甘德读／ ｔｓａ ｍａ ／，ｇｔｓａｎｇ当初可能有
个ｓ，造成后一音节的声母清化。

２ 李方桂先生（１９３３，ｐ． １４０）在ｓ ＜ ｓｔｓｈ演变例子中用到动词
ｓａｎｇ “使洁净”。从这一族的组成看，这个使动词原来的声母恐怕
是 ｔｓ，形态变化是 ｓｔｓａｎｇ ｂｓｔｓａｎｇｂｓｔｓａｎｇｓ ｓｔｓｏｎｇｓ。其中的完
成式ｂｓｔｓａｎｇｓ被有的辞书记录下来，它在有的方言曾演变为
ｂｒｔｓａｎｇｓ并进入书面语。它的声母在现代方言已演变为ｓ ；从
ｂｓｅｎｇ看，早期元音有可能是ｅ，或有的方言是ｅ。

３ “神香”多写做ｂｓａｎｇ，但是拉萨话有喉塞音?，降调，反映古代
有ｓ。

Ｅ１８
ｂｚａｎｇ “好，有益”：ｂｚａｎｇ ｎｇａｎ “善恶” 　 ｂｚａｎｇ ｐｏ “善良”

ｌｕｓ ｋｈａｍｓ ｌａ ｂｚａｎｇ “有益健康”
ｂｚａｎｇｓ “已变好”
ｍｄｚａｎｇｓ “贤明”：ｍｄｚａｎｇｓ ｐａ “英勇” 　 ｄｐａ ｍｄｚａｎｇｓ “英明”

ｍｄｚａｎｇｓ ｂｌｕｎ “贤愚”
ｖｄｚａｎｇｓ “英勇”：ｖｄｚａｎｇｓ ｐａ “英勇” 　 ｄｐａ ｖｄｚａｎｇｓ “英勇”

Ｅ１９
ｔｓｈａｄｔｓｈｏｄ （ｉ．）“量，较量，推测”：ｓｈｕｇｓ ｔｓｈａｄ ｐａ “比劲儿，较量”

ｍａ ｔｓｈａｄ “不仅”
ｔｓｈａｄ “量，标准，限度”：ｓｐｕｓ ｔｓｈａｄ “质量” 　 ｃｈｕ ｔｓｈａｄ “水平”

ｔｓｈａｄ ｍａ “（佛教的）因明学”
ｔｓｈｏｄ “量，推测”（ｖ．）：ｖｏｓ ｔｓｈｏｄ “设想，估计”
ｔｓｈｏｄ “大约的量，试”：ｂｚａ ｔｓｈｏｄ “饭量” 　 ｔｓｈｏｄ ｄｐａｇ “估计”

ｃｈｕ ｔｓｈｏｄ “小时” 　 ｔｓｈｏｄ ｌｔａ “试验”
ｔｓｈｏｄ ｖｄｅｂｓ “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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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ｓｈａｎ “分量，度量”：ｚａ ｔｓｈａｎ “饭量” 　 ｋｈａ ｔｓｈａｎ “语气”
ｓａｄ “尝试，试探”：ｂｌｏｓ ｓａｄ ｐａ “揣度”

ｓａｄ ｍｉ ｍｉ ｂｄｕｎ “（藏族史上最早出家的）预试七人”

Ｅ２０
ｓａｄ “霜”
ｇｓｏｄｇｓａｄｂｓａｄｓｏｄ “杀死，弄灭”：ｂｚｈｕ ｍａｒ ｇｓｏｄ ｐａ “熄灯”

ｇｎｙｉｄ ｇｓｏｄ ｐａ “弄醒”
ｓａｄ “醒，醒悟”：ｇｎｙｉｄ ｓａｄ ｐａ “睡醒” 　 ｇｏ ｒｔｏｇｓ ｓａｄ ｐａ “觉醒”
ｓｏｄ “被杀死”

Ｅ２１
ｖｄｚａｄｚａｄ “耗尽”：ｖｄｚａｄ ｚｏｇ “消费品” 　 ｚａｄ ｚａｄ ｇｏｎ ｐａ “穿到烂”
ｇｚｏｎ （～ ｇｚａｎ）ｇｚａｎｇｚａｎｇｚｏｎ （～ ｇｚａｎ）“耗费”：ｃｈｕｄ ｇｚｏｎ ｐａ “浪费”
ｇｓｏｎｂｓａｎ （～ ｇｓａｎ） ｂｓａｎ （～ ｇｓａｎ） ｇｓｏｎ （～ ｇｓａｎ）“浪费，糟踏”：

ｃｈｕｄ ｇｓｏｎ ｐａ “浪费”

Ｅ２２
ｂｒｔｓａｎ （ｄ）“强大”：ｂｒｔｓａｎ ｐｏ “强大”
ｂｔｓａｎ “一种凶神”
ｂｔｓａｎ“严厉，强横，凶猛，强大，坚固”：ｂｔｓａｎ ｐｏ “赞普”　 ｂｔｓａｎ ｄｂａｎｇ

“强权” 　 ｓｇｏ ｋｈｙｉ ｊｉ ｌｔａｒ ｂｔｓａｎ ｋｙａｎｇ　 ｇａｉｇ ｇｉ ｋｈａ ｙａ ｍｉ ｙｏｎｇ “家犬
再凶猛，也不是豹子的对手。”ｋｈａｎｇ ｐａ ｂｔｓａｎ ｐｏ “坚固的房子”

ｂｔｓａｄ：ｂｔｓａｄ ｐｏ “赞普”
ｒｔｏｎｂｒｔａｎｂｒｔａｎ （ｄ） ｒｔｏｎ （ｄ）“稳定，坚固”：ｂｒｔａｎ ｂｒｔａｎ “一定”

ｂｒｔａｎ ｖｋｈｅｌ “确定”
ｂｒｔａｎ ｖｊａｇｓ “固定”

ｇｔａｎ “长久，永远”：ｇｔａｎ ｇｔａｎ “一定” 　 ｇｔａｎ ｖｋｈｅｌ “确定”
ｇｔａｎ ｖｊａｇｓ “固定”ｇｔａｎ ｇｒｏｇｓ “终身伴侣”

ｔａｎ：ｔａｎ ｔａｎ “一定”
ｖｔｈａｎ：ｖｔｈａｎ ｐｏ “稳当，坚定，郑重”
　 １ 从后边用虚词ｋｙａｎｇ可知，ｂｔｓａｎ原来还有ｄ，可能是从ｂｒｔｓａｎｄ演

变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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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７世纪上半叶在位的赞普ｋｈｒｉ ｌｄｅ ｇｔｓｕｇ ｂｔｓａｎ也称ｋｈｒｉ ｌｄｅ ｇｔｓｕｇ
ｂｒｔａｎ，７世纪下半叶在位的赞普ｋｈｒｉ ｓｒｏｎｇ ｌｄｅ ｂｔｓａｎ也称ｋｈｒｉ ｓｒｏｎｇ
ｌｄｅ ｂｒｔａｎ。

Ｅ２３
ｍｔｓｈａｎ “名字，标志”：ｒｔａｇｓ ｍｔｓｈａｎ “标志，象征”

ｍｔｓｈａｎ ｖｇｙｕｒ ｂａ “（男女）变性”
ｍｔｓｈａｎ “表示，做标记”
ｍｔｓｈｏｎ “表明，反映”：ｍｔｓｈｏｎ ｒｔａｇｓ “标志”

Ｅ２４
ｇｓｔｓａｎ （ｄ）“听，听信”：（ｖ）ｐｈｒａ ｍａ ｍｉ ｇｓｔｓａｎ （ｄ）“不听谗言”
ｇｓｏｎ （～ ｇｓａｎ） ｇｓａｎｇｓａｎ （ｄ）（～ ｂｓａｎ） ｇｓｏｎ （ｄ）“听，听见”
ｇｚａｎ “听”

Ｅ２５
ｔｓｈａｂ“代表，替代物”：ｔｓｈａｂ ｓｐｒｏｄ ｐａ “赔偿”

ｒｉｎ ｓｋｙｉｎ ｔｓｈａｂ ｇｓｕｍ “价钱、偿还物、代替品三者”
ｓｋｕ ｔｓｈａｂ “代表”（ｈ．）（达日、久治、兴海读／  ｋ ｎｔｓｈａｐ ／）

ｖｔｓｈａｂｖｔｓｈａｂｓ （～ ｔｓｈａｂｓ ～ ｔｓｈａｂ） ｔｓｈｏｂｓ （～ ｖｔｓｈｏｂ ～ ｖｔｓｈｏｂｓ ～
ｔｓｈｏｂ）（ｉ．）“赔偿，偿还，填补”

ｖｔｓｈｏｂ（～ ｇｓｏｂ ～ ｇｓａｂ） ｂｓａｂ （ｇｓａｂ） ｂｓａｂｓｓｏｂ （ｓ）“偿还，填补，报
答，使代替”：ｇｓａｂ ｃｈａ “补贴”　 ｇｓａｂ ｓｂｙｏｎｇ “补习”

ｖｔｓｈｏｂ （ｓ）“代替，代表”

Ｅ２６
ｖｔｓｈａｂ （ｓ）  （ｖ） ｔｓｈａｂｓ “匆忙，慌乱”：ｖｔｓｈａｂ ｌａｎｇ ｂａ “慌忙”

ｖｔｓｈａｂ ｖｔｓｈａｂ “急忙”
ｖｔｓｈａｂ ｓｈａ “慌张”

ｒｔｓａｂ：ｒｔｓａｂ ｒｔｓａｂ “匆忙，慌忙”
ｔｓａｂ：ｔｓａｂ ｔｓａｂ “慌张，忙乱” 　 ｔｓａｂ ｌａｎｇｓ ｐａ “慌张，忙乱”
ｔｓｏｂ：ｔｓａｂ ｔｓｏｂ “慌张，忙乱”
ｒｔａｂ （～ ｓｔａｂ） ｂｒｔａｂｂｒｔａｂｓ “恐惧，匆忙”： ｒｔａｂ ｐａ “慌张” 　 ｒｔａ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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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ｔａｂ ｐｏ，ｓｔａｂ ｓｔａｂ ｐｏ “匆忙，仓促”
ｔａｂ：ｔａｂ ｔａｂ ｐｏ “仓促，匆忙”
ｒｔｏｂ “忙乱”：ｒｔａｂ ｂｅ ｒｔｏｂ ｂｅ “慌张”
ｔｏｂ：ｔｏｂ ｔｏｂ “仓促，匆忙”
ｔｈｏｂ：ｔｈｏｂ ｓｔｅ “忽然” 　 ｔｈｏｂ ｋｙａｇ ｇｏ ｋｙａｇ “忽然”
ｈｏｂ：ｈｏｂ ｓｔｅ “忽然” 　 ｈｏｂ ｈｏｂ “忽然”

ｈａｂ ｂｅ ｈｏｂ ｂｅ “慌慌张张，匆匆忙忙”
ｈａｂ：ｇｎｙｉｄ ｈａｂ ｓａｄ ｒｇｙａｇ ｐａ “突然醒来”

Ｅ２７
ｔｓｈａｂｓ “坏的程度”：ｔｓｈａｂｓ ｃｈｅｎ “恶棍”

ｒｋｕｎ ｍａ ｔｓｈａｂｓ ｃｈｅｎ “惯匪”
ｒｄｚａｂ：ｒｄｚａｂ ｃｈｅｎ “恶棍” 　 ｒｋｕｎ ｍａ ｒｄｚａｂ ｃｈｅｎ “惯匪”

ｒｄｚａｂ ｖｔｓｈｏｎｇ ｂａ “耍无赖”

Ｅ２８
ｒｄｚａｂ “烂泥浆，脏”：ｒｄｚａｂ ｄｏｎｇ “烂泥塘” 　 ｒｄｚａｂ ｙｕｒ “臭水沟”
ｒｄｚｏｂ “脏，脏乱”：ｒｄｚｏｂ ｔｏ “脏” 　 ｒｄｚｏｂ ｐｏ “脏乱”

ｒｎｙｏｇｓ ｒｄｚｏｂ “繁杂，麻烦”

Ｅ２９
ｚａｂ “深”（ｖ．）：ｚａｂ ｐｏ “深，深奥”
ｚａｂｓ “深度”
ｇｚｏｂ（～ ｇｚａｂ） ｂｚａｂ （～ ｇｚａｂ） ｂｚａｂｓ （～ ｇｚａｂｓ） ｇｚｏｂｓ “谨慎，殷

勤，讲究（衣着）”：ｇｚａｂ ｇｚａｂ “慎重” 　 ｇｚａｂ ｒｇｙａｓ “隆重”
ｇｚａｂ ｓｐｒｏｄ “盛装”

Ｅ３０
ｍｔｓｈａｍｓ “界限，闭关静修”：ｓａ ｍｔｓｈａｍｓ “边界”

ｍｔｓｈａｍｓ ｂｚｈａｇ ｐａ “告一段落”
ｔｓａｍ “只，仅仅”：ｓｅｍｓ ｔｓａｍ “唯心” 　 ｍｉｎｇ ｔｓａｍ “有名无实”

ｂｃｕ ｔｓａｍ “十来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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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３１

ｚａｍ “连贯”
ｚａｍ “桥”

Ｅ３２

ｔｓｈａｒ “行列”：ｔｓｈａｒ ｄｕ ｄｎｇａｒ ｂａ “一系列”
（ｂ） ｓｔａｒ “行列，串儿”：ｇｒａｌ ｓｔａｒ “行” 　 ｒｉｍ ｐａ （ｂ） ｓｔａｒ ｃｈａｇｓ “一

系列，接二连三”
ｓｔｏｒ （～ ｓｔａｒ） ｂｓｔａｒｂｓｔａｒ （ｄ） ｓｔｏｒ （ｄ）“排列，串起来，贯彻”
ｂｄａｒｂｄａｒ （ｄ） ｂｄｏｒ （～ ｂｄａｒｄ）（ｉ ）“排列”
ｇｓｏｒ （～ ｇｓａｒ） ｂｓａｒｂｓａｒ （ｄ） ｇｓｏｒ （ｄ）“排列，布置，准备”

Ｅ３３

ｔｓｈａｒ：ｔｓｈａｒ ｔｓｈａｒ “绪，穗子” 　 ｔｓｈａｒ ｂｕ “绪，穗子，签儿”
ｓｎｇａ ｔｓｈａｒ “前夫或前妻的子女”

ｖｄｚａｒ “绪，穗子，签儿”：ｓｎｅ ｖｄｚａｒ “穗子”
ｓｈｏｇ ｖｄｚａｒ “纸签儿”
ｓｎｇａ ｖｄｚａｒ “前夫或前妻的子女”

ｄｚａｒ：ｋｈａ ｄｚａｒ “零头，签儿”
ｖｄｚａｒ “垂着，耷拉”
ｖｄｚａｒ（～ ｇｚｏｒ ～ ｇｚａｒ） ｂｚａｒ （～ ｇｚａｒ） ｂｚａｒ （ｄ）（～ ｇｚａｒ） ｇｚｏｒ

（～ ｇｚｅｒ （ｄ））“悬挂”：ｇｚａｒ ｔｈａｇ “挂衣物的绳子”
ｇｚｅｒ：ｇｚｅｒ ｔｈａｇ “挂衣物的绳子”

Ｅ３４
ｒｔｓａｒ：ｒｔｓａｒ ｒｔｓａｒ “零零落落，陆陆续续”
ｔｓａｒ “下滴状”：ｔｓａｒ ｔｓａｒ “零零落落，陆陆续续”

ｔｓａｒ ｔｓａｒ ｂｙｅｄ ｐａ “滴”（化隆“滴”读／ ｈｔｓａｒ ／）
ｖｄｚａｒｇｚａｒｂｚａｒ “滴”（同仁读／ ｎｄｚａｒ ／）

Ｅ３５
ｍｔｓｈａｌ “朱砂，血”：ｍｔｓｈａｌ ｋｈａ “朱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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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ｔｓｈａ ｌｕ “红毛带白点或红毛白蹄”
ｄｅ ｐｏ ｍｔｓｈａ ｌｕ “红公鸡”
ｒｔａ ｍｔｓｈａ ｌｕ “红毛白蹄马”

ｔｓｈａ：ｔｓｈａ ｌｕ “红” 　 ｔｓｈａ ｌｕ ｍａ “桔子”
　 异化作用使ｍｔｓｈａｌ ｌｕ变成ｍｔｓｈａ ｌｕ，前缀脱落又成ｔｓｈａ ｌｕ。现在“桔
子”只写ｔｓｈａ （ｌｕ ｍａ）。仓洛门巴语“红”读／ ｔｓａｌｕ ／。

Ｅ３６
ｖｔｓｈａｌ “希望，祈求”
ｖｔｓｈｏｌ （ｖｔｓｈｅｌｖｔｓｈａｌ） ｂｔｓａｌｂｔｓａｌｔｓｈｏｌ （ｄ） “�找，谋求”： ｌａｍ

ｖｔｓｈｏｌ ｂａ “寻路，找出路” 　 ｇｏ ｓｋａｂｓ ｖｔｓｈｏｌ ｂａ “找机会” 　
ｌｔｏ ｇｏｓ ｖｔｓｈｏｌ ｂａ “谋生” 　 ｄａｇ ｙｉｇ ｖｔｓｈｏｌ ｂａ “查字典”

ｇｓｏｌ “请求”：ｇｓｏｌ ｂａ “请求，祈祷” 　 ｌｈａ ｇｓｏｌ “敬神”

Ｅ３７
ｔｓｈｉ “粘性，粘丝，粘液，油脂”：ｔｓｈｉ ｒｉｎｇ ｐｏ “粘性大”

ｔｓｈｉ ｓｎａ “纤维
ｂａｌ ｔｓｈｉ “羊毛上的油脂”
ｚｈａｇ ｔｓｈｉ “脂肪，浮油”
ｔｓｈｉ ｂａ “树脂” 　 ｔｓｈｉ ｌｅｎ “衬衣”

ｒｔｓｉ “汁液，漆，釉，分泌物，精华”：ｒｔｓｉ ｒｉｎｇ ｐｏ “粘性大”
ｓｂｒａｎｇ ｒｔｓｉ “蜂蜜”
ｂｄｕｄ ｒｔｓｉ “甘露”
ｓｋｙｕｒ ｒｔｓｉ “酒曲”
ｒｔｓｉ ｓｈｉｎｇ “漆树，果树”
ｒｔｓｉ ｇｔｏｎｇ ｂａ “上漆，上釉”

Ｅ３８
ｒｔｓｉｂｒｔｓｉｂｒｔｓｉｓｒｔｓｉｓ “计算”
ｒｔｓｉｓ “计算，打算，算数”：ｒｔｓｉｓ ｒｉｇ “数学”

ｓｋａｒ ｒｔｓｉｓ “天文历算”
ｖｇｒｏ ｒｔｓｉｓ ｙｏｄ “打算去”

ｔｓｈｉｓ “方法”：ｖｔｓｈｏ ｔｓｈｉｓ “生计” 　 ｋｈｙｉｍ ｔｓｈｉｓ “家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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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３９
ｖｔｓｈｉｇｔｓｈｉｇ （～ ｖｔｓｈｉｇｓ）“糊，焦”：ｖｔｓｈｉｇｓ ｍａ “锅巴”

ｖｔｓｈｉｇ ｄｒｉ “糊味”
ｖｔｓｈｉｇ ｔｏ “烧焦的”

ｔｓｈｉｇｓ：ｔｓｈｉｇｓ ｍａ “锅巴，渣滓”
ｓｉｇｓ：ｓｉｇｓ ｍａ “锅巴，渣滓，灰烬”

Ｅ４０
ｇｚｉｎｇｇｚｉｎｇｓ “纷乱，蓬乱”
ｚｉｎｇ （ｓ）“纷乱”：ｚｉｎｇ ｚｉｎｇ “（毛发）蓬乱” 　 ｚｉｎｇ ｖｋｈｒｕｇ “骚乱”

ｒ ｎｙｏｇ ｚｉｎｇ ｃｈｅｎ ｐｏ “（杂乱得）一塌糊涂”
ｖｄｚｉｎｇｖｄｚｉｎｇｓ “纷乱，纠缠在一起”：ｒ ｎｙｏｇ ｖｄｚｉｎｇ “纠缠，杂乱，复杂”
ｖｄｚｉｎｇｖｄｚｉｎｇｓｖｄｚｉｎｇｓ （ｉ．）“打斗”：ｖｄｚｉｎｇ ｇａ “角力”

Ｅ４１
ｇｓｉｎｇ （～ ｂｓｉｎｇ） ｂｓｉｎｇｂｓｉｎｇｓｂｓｉｎｇｓ （～ ｇｓｉｎｇｓ） “过滤”：ｂｓｉｎｇｓ ｐｏ

“尾子酒” 　 ｂｓｉｎｇｓ ｓｎｙｉｇｓ “滤酒的渣滓”
ｓｉｎｇ （ｓ）：ｓｉｎｇ（ｓ）ｐｏ “尾子酒”

ｄｗａｎｇｓ ｓｉｎｇ（ｓ）ｖｂｙｅｄ ｐａ “过滤，澄清”

Ｅ４２
ｒｔｓｉｂ “肋骨，胸侧”：ｒｔｓｉｂ ｍａ “肋骨，辐条” 　 ｒｔｓｉｂ ｇｕ “肋骨”
ｒｔｓｉｂｓ “辐条”：ｒｔｓｉｂｓ ｍａ “肋骨，辐条”
ｒｔｓｉｄ：ｒｔｓｉｄ ｐａ “（牦牛、山羊的）肋毛”
ｒｔｓｉｇ：ｒｔｓｉｇ ｇｕ “肋骨” 　 ｒｔｓｉｇ ｓｔａ “辐条”

Ｅ４３
ｓｉｂ “吸收”：ｇｔｉｎｇ ｌａ ｓｉｂ ｐａ “渗透”
ｓｉｍｓｉｍｓ “渗入，吸收”：ｇｔｉｎｇ ｌａ ｓｉｍ ｐａ “渗透”
ｄｉｍ “下沉，陷入”：ｄｉｍ ｃｈｕ ｒｇｙａｇ ｐａ “潜水”
ｖｔｈｉｍｔｈｉｍ “渗入，吸收”：ｓｈａ ｋｈｕ ｔｈｉｍ ｐａ “肉汁耗干”
ｓｔｉｍｂｓｔｉｍｂｓｔｉｍｓｔｈｉｍｓ “使渗入”
ｇｔｉｍ “使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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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４４
ｇｚｉｒ “瞄准”
ｚｉｒ “瞄准”：ｚｉｒ ｐｏ “瞄得准”
ｌｄｉｒ “瞄准”：ｍｉｇ ｌｄｉｒ ｂａ “凝视” 　 ｍｅ ｍｄａ ｌｄｉｒ ｂａ “用枪瞄准”
ｓｄｉｂｓｄｉｂｓｄｉｓｓｄｉｓ “瞄准”：ｓｄｉ ｋｈｕｎｇ ｓｐｒｏｄ ｐａ “瞄准”

（拉萨读／ ｔｉｒ ｋｈｕ ?? ｐａ ／）
ｓｄｉｇ （ｓ） ｂｓｄｉｇｂｓｄｉｇｓｓｄｉｇｓ “瞄准”：ｓｄｉｇｓ ｋｈｕｎｇ ｓｐｒｏｄ ｐａ “瞄准”

Ｅ４５
ｚｉｌ “光荣，威力”：ｚｉｌ ｓｈｕｇｓ “威力，威风，声势”

ｚｉｌ ｇｎｏｎ “威镇，威慑”
ｇｚｉ “光辉，威力”：ｇｚｉ ｒｎｇａｍ “威风，尊严” 　 ｇｚｉ ｂｒｊｉｄ “光荣”

ｇｚｉ ｍｄａｎｇｓ “神采”

Ｅ４６
（ｇ） ｚｉｌ “碎，散”：ｚｉｌ ｂｕ “零碎的”
ｚｉｌ：ｚｉｌ ｐａ “露珠，露水”
ｇｓｉｌｂｓｉｌｂｓｉｌ （ｄ） ｇｓｉｌ （ｄ）“弄碎”：ｇｓｉｌ ｂｕ “零碎的”
ｓｉｌ：ｓｉｌ ｂｕ “零碎的” 　 ｄｎｇｕｌ ｓｉｌ ｍａ “零钱” 　 ｓｉｌ ｔｓｈｏｎｇ “零售”

Ｅ４７
ｂｓｉｌ “使凉爽”：ｂｓｉｌ ｇｄｕｇｓ “遮阳伞” 　 ｂｓｉｌ ｓｍａｎ “凉药”
ｂｓｉｌ “凉爽”（ｖ．）：ｂｓｉｌ ｐｏ “凉快” 　 ｓｂｉ ｌａ ｂｓｉｌ ｂｓｉｌ “精神抖擞”
ｂｓｉｌ：ｂｓｉｌ ｋｈｕｇ ｐａ “变凉快” 　 ｂｓｉｌ ｖｇｕｇ “处暑（节气）”
ｓｉｌ：ｙａｎｇ ｓｉｌ ｓｉｌ “（洗澡后）清爽的感觉”

Ｅ４８
ｔｓｈｕ：ｔｓｈｕ ｋｈａ “（河）这边” 　 ｔｓｈｕ ｒｉ “这边的山”
ｔｓｈｕｎ “以内”：ｔｓｈｕｎ ｃｈａｄ “以内” 　 ｐｈａｎ ｔｓｈｕｎ “互相”
ｔｓｈｕｒ “往这边”：ｔｓｈｕｒ ｋｈａ “（河）这边” 　 ｔｓｈｕｒ ｐｈｙｏｇｓ “这边”

ｐｈａｒ ｔｓｈｕｒ “互相”
ｓｕｒ “往这边”



７４　　　 藏语词族研究

ｓｕｎ：ｓｕｎ ｃｈａｄ “以内”
ｂｓｔｓｕ “迎接”
ｂｒｔｓｕ （ｓ）“迎接”
ｂｓｕｂｓｕｓ （ｂ） ｓｕｓ （ｉ ）“迎接”：ｄｇａ ｂｓｕ “欢迎”
ｂｓｕｎ：ｂｓｕｎ ｍａ “迎宾女使”
ｓｕｎ：ｓｕｎ ｍａ “迎接”

Ｅ４９
ｒｄｚｕｂｒｄｚｕｂｒｄｚｕｓｒｄｚｕｓ “装作，弄虚作假，变作”
ｒｄｚｕ “虚假，花招”：ｒｄｚｕ ｖｐｈｒｕｌ “神通，法术”

ｒｄｚｕ ｂｙｅｄ ｐａ “假装” 　 ｎａ ｒｄｚｕ ｖｄｅｂｓ ｐａ “装病”
ｒｄｚｕ ｂｓｈａｄ ｐａ “耍花招”

（ｂ） ｒｄｚｕｎ “谎言”：ｒｄｚｕｎ ｍａ “假货” 　 ｓｋｙａｇ ｒｄｚｕｎ “假话”
ｒｄｚｕｎ ｍａ ｂｚｏ ｂａ “造假”

（ｂ） ｒｄｚｕｓ：ｒｄｚｕｓ ｍａ “假货” 　 ｓｋｒａ ｂｒｄｚｕｓ “假发”
ｒｄｚｕｓ ｍａ ｂｚｏ ｂａ “造假”

Ｅ５０
ｖｔｓｈｕｇｓｔｓｈｕｇｓ “成立，确立，稳住”：ｄｇｕｎ ｔｓｈｕｇｓ “立冬”

ｒｔｓａ ｗａ ｔｓｈｕｇｓ ｐａ “生根，有基础”
ｖｇｏ ｔｓｈｕｇｓ ｐａ “开始”
ｔｓｈｕｇｓ ｐｏ “稳重，工整”
?ｕ ｔｓｈｕｇｓ “固执”

ｔｓｈｕｇｓ “形状，样子”：ｄｂｕ ｃａｎ ｄｂｕ ｍｅｄ ｋｙｉ ｔｓｈｕｇｓ
“（藏文）有头字、无头字的字体”

ｔｓｕｇ：ｔｓｕｇ ｇｕｌ ｓｄｏｄ ｐａ “老实呆着，坐着不动”
ｖｄｚｕｇｓｇｚｕｇ（ｓ） ｂｔｓｕｇ （ｓ） ｔｓｈｕｇｓ “树立，建立，栽，设置，刺”：

ｓｈｉｎｇ ｖｄｚｕｇｓ ｐａ “栽树” 　 ｒｔｓａ ｗａ ｖｄｚｕｇｓ ｐａ “使根扎入，打
基础” 　 ｒｇｙａｌ ｋｈａｂ ｖｄｚｕｇｓ ｐａ “建国” 　 ｖｇｏ ｖｄｚｕｇｓ ｐａ “使
开始” 　 ｇｒｉ ｖｄｚｕｇｓ ｐａ “用刀刺”

ｚｕｇ “插住，刺入”：ｔｓｈｅｒ ｍａ ｚｕｇ ｐａ “扎刺儿”
ｒｉ ｒｔｓｅ ｓｐｒｉｎ ｌａ ｚｕｇ ｐａ “峰入云端”
ｄｇｕｎ ｚｕｇ “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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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ｚｕｇｓ “竖立”
ｇｚｕｇｓ “身体，形状”：ｇｚｕｇｓ ｐｏ “身体” 　 ｇｚｕｇｓ ｄｂｙｉｂｓ “形状”

Ｅ５１
ｚｕｇ “疼”（ｖ．）：ｔｓｈｉｇｓ ｚｕｇ ｐａ “关节疼”
（ｇ） ｚｕｇ “病痛，刺痛”（ｎ．）：ｚｕｇ ｌａｎｇ ｂａ “发病”

ｚｕｇ ｒｇｙａｇ ｐａ “跳着疼”　 ｓｏ ｚｕｇ “牙疼”
ｚｕｒ：ｚｕｒ ｍｏ “病痛” 　 ｍｅ ｚｕｒ ｂｙｅｄ ｐａ “火烫（治创伤）”

Ｅ５２
ｇｓｕｎｇｇｓｕｎｇｓｇｓｕｎｇｓ （ｉ．）“说”
ｇｓｕｎｇ “话，佛经”：ｇｓｕｎｇ ｂｓｈａｄ “演讲” 　 ｇｓｕｎｇ ｒａｂ “经典”

ｇｓｕｎｇ ｒｔｓｏｍ “著作”

Ｅ５３
ｖｔｓｈｕｂｖｔｓｈｕｂｓ “弥漫，飞扬，恶劣，顽皮”： ｖｔｓｈｕｂ ｍａ “风沙” 　

ｒｌｕｎｇ ｖｔｓｈｕｂ “狂风” 　 ｔｈａｌ ｂａ ｖｔｓｈｕｂ ｖｔｓｈｕｂ “尘土飞扬”
ｒｎｇｕｌ ｎａｇ ｖｔｓｈｕｂ ｖｔｓｈｕｂ “汗流浃背” 　 ｒｌｕｎｇ ｖｔｓｈｕｂ ｖｔｓｈｕｂ
“气呼呼” 　 ｇｎａｍ ｇｓｈｉｓ ｖｔｓｈｕｂ ｐｏ “天气恶劣”

ｔｓｈｕｂ：ｔｓｈｕｂ ｍｏ “粗暴的，恶劣的”
ｇｔｓｕｂｇｔｓｕｂｓｇｔｓｕｂｓ （ｉ ）“使弥漫，使飞扬”：ｒｄｕｌ ｍａ ｇｔｓｕｂ “别让尘土

扬起来”
ｒｔｓｕｂ “严厉，咒骂”：ｍｉ ｖｊａｍ ｇｙｉｓ ｖｄｕｌ　 ｒａｎｇ ｒｔｓｕｂ ｋｙｉｓ ｖｄｕｌ

“宽以待人，严以律己”
ｒｔｓｕｂ ｐｏ “粗糙，粗暴，粗野，凶险”
ｔｓｈｉｇ ｒｔｓｕｂ “恶言”
ｇｄｕｇ ｒｔｓｕｂ “残暴，凶狠”

Ｅ５４
（ｖ） ｔｓｈｕｂ “匆忙”：ｂｒｅｌ ｂｒｅｌ ｖｔｓｈｕｂ ｖｔｓｈｕｂ “急急忙忙，急躁”

ｚｉｎｇ ｖｔｓｈｕｂ “慌乱”
ｔｓｈａｂ ｂｅ ｔｓｈｕｂ ｂｅ “匆匆忙忙”

（ｒ） ｔｓｕｂ：ｒｔｓａｂ ｒｔｓｕｂ “匆匆忙忙” 　 ｔｓａｂ ｂｅ ｔｓｕｂ ｂｅ “匆匆忙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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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５５
ｒｔｓｕｂ：ｒｔｓｕｂ ｓｈｉｎｇ “燧木”
ｇｔｓｕｂｇｔｓｕｂｓ （～ ｂｒｔｓｕｂｓ） ｇｔｓｕｂｓ （ｉ ）“摩擦”：ｇｔｓｕｂ ｓｈｉｎｇ “燧木”

ｇｔｓｕｂ ｇｄａｎ “燧砧”
ｚｕｂ “被涂掉”：ｍａ ｂｒｉｓ ｓｅｍｓ ｋｙｉ ｒｉ ｍｏ　 ｓｕｂ ｋｙａｎｇ ｚｕｂ ｒｇｙｕ ｍｉ ｖｄｕｇ

“未曾写出的心迹，虽要拭去也无从”
（ｇ） ｓｕｂｂｓｕｂ （～ ｇｓｕｂ） ｂｓｕｂｓ （ｇ） ｓｕｂｓ “涂”

Ｅ５６
ｚｕｂ “堵塞”
（ｇ） ｓｕｂｂｓｕｂ （～ ｇｓｕｂ） ｂｓｕｂｓｓｕｂｓ “使阻塞，填塞，闭（气）”
ｖｔｓｈｕｂｖｔｓｈｕｂｓ “堵塞，喘不过（气）”

Ｅ５７
ｍｄｚｕｂ “小鳰（拇指和食指伸开的长度）”：ｍｄｚｕｂ ｍｏ “手指，脚趾，食

指，二趾” 　 ｍｄｚｕｂ ｌｃｉｂｓ “顶针” 　 ｍｄｚｕｂ ｓｈｕｂｓ “指套”
ｍｄｚｕｇ：ｍｄｚｕｇ ｇｕ “手指，脚趾，食指” 　 ｍｄｚｕｇ ｌｃｉｂｓ “顶针”

ｍｄｚｕｇ ｓｈｕｂｓ “指套”
ｖｄｚｉｎｇｚｕｎｇｂｚｕｎｇｚｕｎｇ （ｓ） “抓，捉，持”：ｎｙａ ｖｄｚｉｎ ｐａ “捕鱼” 　

ｔｓｈｏｄ ｖｄｚｉｎ ｐａ “克制，控制” 　 ｎｙｉ ｖｄｚｉｎ “日食”
ｂｌｏ ｌａ ｖｄｚｉｎ ｐａ “（主动地）记在心”

ｚｉｎ “被抓住，被捉到，达到（某数量）”：ｔｓｈｏｄ ｚｉｎ ｐａ “安分，适度”
ｂｌｏ ｌａ ｚｉｎ ｐａ “（不自主）记住” 　 ｒｊｅｓ ｚｉｎ ｐａ “赶得上”
ｍａ ｒｔｓａ ｚｉｎ ｐａ “够本儿” 　 ｄｕｓ ｔｓｈｏｄ ｚｉｎ ｐａ “到期，到
（做某事，某事开始的）时间”

ｖｄｚｉｎ “字据”
　 １ ｖｄｚｉｎ这个动词在拉达克读／ ｚｕｍ ／，所以在叶斯开的《藏英字典》

中有ｚｕｍ。
２ 叶斯开的《藏英字典》说，动词ｖｄｚｉｎ也作ｚｉｎ，而且不分时态。
不过代ｖｄｚｉｎ的这个自主动词ｚｉｎ，似是方言词，在我们见到的５
种安多方言区出版的辞书中都没有这个词，只有ｖｄｚｉｎｇｚｕｎｇ
ｂｚｕｎｇｚｕｎｇ （ｓ）。在拉萨，除了从书面语来的词语以外，就用ｚ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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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ｓｉｍ ／，以ｍ收尾。在于道泉先生主编的《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
典》中有不少用这个自主动词ｚｉｎ的条目。如ｄｕｓ ｔｓｈｏｄ ｚｉｎ “抓紧
时间”，ｐｈａ ｇｚｈｉｓ ｚｉｎ “继承家业”，ｄｍａ ｓａ ｚｉｎ “自谦，（行事）低
调”，ｔｓｈｏｄ ｚｉｎ “克制，掌握分寸”，ｓｏｓ ｚｉｎ “咬住”。以ｎ或ｎ的变
形收尾的方言，我们见过的有扎达县读／ ｓｉ：ｎ ／，措勤县读／ ｓｌ～： ／。

３ 不自主动词ｚｉｎ “被抓住，…”拉萨也读以ｍ收尾的／ ｓｉｍ ／，与自
主动词ｚｉｎ同音。

Ｅ５８
ｖｔｓｈｕｍ，ｔｓｈｕｍ （ｓ）：ｍｉｇ　 （ｖ）ｔｓｈｕｍ （ｖ）ｔｓｈｕｍ ｂｙｅｄ ｐａ “眨眼”
ｖｄｚｕｍ （～ ｖｔｓｈｕｍ） ｂｔｓｕｍ （～ ｇｚｕｍ） ｂｔｓｕｍｓｔｓｈｕｍｓ “闭”
ｚｕｍ “（眼、花、伤口等）闭合”：ｍｉｇ ｚｕｍ ｚｕｍ “眯缝眼”
ｓｕｍｂｓｕｍｂｓｕｍｓｓｕｍｓ “扎（袋口）”：ｓａ ｍｅ ｓｕｍ ｍｅ “微闭”
ｚｉｍ：ｍｉｇ ｚｉｍ ｚｉｍ “眯缝眼”

Ｅ５９
ｖｄｚｕｍｖｄｚｕｍｓｖｄｚｕｍｓ （ｉ．）“微笑”
ｖｄｚｕｍ “微笑”（ｎ．）：ｖｄｚｕｍ ｄｍｕｌ “含笑”

ｖｄｚｕｍ ｓｈｏｒ ｂａ “不禁一笑”

Ｅ６０
ｚｕｒ “一旁，角”：ｃｈｕ ｚｕｒ “河边” 　 ｚｕｒ ｇｓｕｍ “三角”

ｍｉｇ ｚｕｒ “眼角” 　 ｚｕｒ ｂｋｏｄ “附录”
ｚｕｒ “躲让，避开，卸任”：ｚｕｒ ｔｓａｍ ｂｙｅｄ ｐａ “闪开，让一下”

ｚｕｒ ｐａ “已卸任的，（家族的）分支”
ｍｋｈａｎ ｚｕｒ “（寺院的）卸任堪布”

ｖｄｚｕｒ （～ ｇｚｕｒ） ｇｚｕｒｂｚｕｒ （ｄ） ｚｕｒ （ｄ）“躲让，避开”：ｚｕｒ ｄｕ ｂｚｕｒ
ｂａ “躲在一旁”

Ｅ６１
ｒｔｓｅｂｒｔｓｅ （ｂ） ｒｔｓｅｓｒｔｓｅｓ “玩”：ｒｔｓｅｄ ｍｏ ｒｔｓｅ ｂａ “玩游戏”
ｒｔｓｅｄ “玩”：ｒｔｓｅｄ ｃｈａｓ “玩具” 　 ｒｔｓｅｄ ｍｏ “游戏”
ｒｔｓｅｎ “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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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６２
ｍｔｓｈｅ：ｍｔｓｈｅ ｍａ “双胞胎”
ｍｔｓｈｅｓ “相邻”：ｋｈｙｉｍ ｍｔｓｈｅｓ “邻家”

Ｅ６３
ｇｓｅｇｓｅｓｇｓｅｓ （ｉ ）“劈，分”：ｃｈａ ｇｓｅｓ ｂｙｅｄ ｐａ “分摊”
ｇｓｅｓ “部分”：ｎａｎｇ ｇｓｅｓ “小类”

Ｅ６４
ｒｔｓｅｇｂｒｔｓｅｇｂｒｔｓｅｇｓｒｔｓｅｇｓ “摞，积累，增加”（拉萨读／ ｔｓａ? ／）
ｂｓｔｓａｇｓ “积累”
ｒｔｓｅｇｓ “（楼）层”：ｎｙｉｓ ｒｔｓｅｇｓ “两层”
ｖｄｚｅｇｖｄｚｅｇｓｖｄｚｅｇｓ （～ ｖｄｚｏｇｓ）（ｉ．）“（向上）爬”：ｖｄｚｅｇ ｓｋａｓ “梯

子” 　 （“爬”在噶尔、日土、普兰、措勤读／ ｎｔｓａ? ／ 
／ ｎｔｓｏ? ／ （ｉ），在拉萨读／ ｔｓａ? ／。）

Ｅ６５
ｔｓｈｅｇ “（藏文）音节点”：ｔｓｈｅｇ ｒｇｙａｇ ｐａ “点点儿”

ｔｓｈｅｇ ｔｈｉｇ “虚线”
ｔｓｈａｇ “糁，渣”：ｓｒａｎ ｔｓｈａｇ “豆糁” 　 ｔｓｈａｇ ｔｈｉｇ “虚线”

ｍｅ ｔｓｈａｇ “火星儿” 　 ｖｂａｒ ｔｓｈａｇ “麻子”
ｔｓｈｅｇｓ “少，小”：ｐｈｒａｎ ｔｓｈｅｇｓ “琐碎，枝节”
ｓｔａｇ：ｍｅ ｓｔａｇ “火星儿”
ｒｔｓｅｇｂｒｔｓｅｇｂｒｔｓｅｇｓｒｔｓｅｇｓ “还（价）”：ｇｏｎｇ ｒｔｓｅｇ ｐａ “打价”

ｒｔｓｅｇ ｒｔｓｅｇ ｂｙｅｄ ｐａ “砍（价）”
　 在拉萨，ｒｔｓｅｇ不分时态统读／ ｔｓａ? ／，有人也写ｒｔｓａｇ。于道泉先生主编
的《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中有ｃｈｕｎｇ ｒｔｓａｇ “琐碎”、ｒｔｓａｇ ｒｔｓａｇ
ｂｙｅｄ “斤斤计较（价钱）”。

Ｅ６６
ｒｔｓｅｎｇｂｒｔｓｅｎｇｂｒｔｓｅｎｇｓｒｔｓｅｎｇｓ （～ ｒｔｓｏｎｇｓ）“撩（衣），挽（袖）”
ｂｒｔｓｅｎｇｓ “短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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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６７
ｒｔｓｅｎｇ：ｒｔｓｅｎｇ ｐｏ “稀疏”
ｇｓｅｎｇ “使稀疏”
ｓｅｎｇ “变稀疏”
（ｇ） ｓｅｎｇ “间隙”：ｓｏｉ ｇｓｅｎｇ “牙缝” 　 ｓｌｏｂ （ｇ）ｓｅｎｇ “课间”

（ｇ）ｓｅｎｇ　 （ｇ）ｓｅｎｇ “稀疏”
ｇｕｎｇ　 （ｇ）ｓｅｎｇ “（放）假”

ｇｓｅｎｇ “窍，穴道”：ｇｓｅｎｇ ｍｉｇ “穴位”
ｓｅｎｇ （ｓ）：ｓｅｎｇ ｒａｓ “纱布” 　 ｓｅｎｇｓ ｐａ “纱布”
ｓａｎｇ “纱布”

Ｅ６８
ｇｚｅｎｇ （～ ｇｚｉｎｇ）ｇｚｅｎｇｓ “高举，昂起，（毛发）竖起”：ｇｚｅｎｇｓ ｇｚｅｎｇｓ

“耸立”
ｚｅｎｇ “（毛发）竖起”
ｚｉｎｇ （ｓ）“（毛发）竖起”
ｇｚｅｎｇｓ “高度”：ｇｚｅｎｇｓ ｂｓｔｏｄ “表扬” 　 ｇｚｅｎｇｓ ｍｔｈｏｎ ｐｏ “出色的”
ｖｄｚｅｎｇｓ “高举”
ｒｔｓｅｎｇｂｒｔｓｅｎｇｂｒｔｓｅｎｇｓｒｔｓｅｎｇｓ “高举，使昂起”
ｇｄｅｎｇｇｄｅｎｇｓｇｄｅｎｇｓ （ｉ ）“高举，昂起”

Ｅ６９
ｖｄｚｅｄ（～ ｇｚｅｄ） ｂｚｅｄ （～ ｇｚｅｄ） ｂｚｅｄｚｅｄ “承接，挨”：ｖｄｚｅｄ ｚｈａｌ ～

ｇｚｅｄ ｚｈａｌ ～ ｂｚｅｄ ｚｈａｌ “痰盂” 　 ｎｙｅｓ ｄａｇ ｇｚｅｄ ｐａ “挨打”
（ｇ） ｚｅｄ “承接，挨”（无形态变化的简化形式）：ｋｈａ （ｇ）ｚｅｄ ｐａ “撑

开袋口接” 　 ｓｂａｒ ｂａ （ｇ）ｚｅｄ ｐａ “用手接” 　 ｍｇｏ ｓｋｏｒ
（ｇ）ｚｅｄ ｐａ “受骗” 　 ｇｓｈｅ ｇｓｈｅ （ｇ）ｚｅｄ ｐａ “挨训”

ｂｚｅｄ “容器”：ｌｈｕｎｇ ｂｚｅｄ “乞化钵” 　 ｚｈａｌ ｂｚｅｄ “痰盂”
ｓｋｒａ ｂｚｅｄ “（理发时）承接头发的容器”

Ｅ７０
ｂｒｔｓｅｂ “倒（牙）”：ｓｏ ｂｒｔｓｅｂ ｐａ “倒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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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ｔｓｅｄ “倒（牙），伤（目）”
ｂｒｔｓｅｄ “兽蹄磨损”
ｓｅｇ “牙碜，硌（牙）”
ｂｒｔｓｅ “倒（牙），牙碜，伤（目），（腿）软”：ｓｏ ｂｒｔｓｅ ｂａ “倒牙，牙碜”

ｒｍｉｇ ｐａ ｂｒｔｓｅ ｂａ “蹄酸”
　 这几个词都是不自主的不及物动词。从音义两方面看，我们怀疑它们
是同一个词的不同形式。在仓央嘉错情歌中有ｓｏ ｌａ ｒｔｓｅｂ ｐｏ ｂｙａｓ ｂｙｕｎｇ
“把（我）牙酸倒”，其中ｒｔｓｅｂ ｐｏ的词根ｒｔｓｅｂ，也应该跟它们同源。

Ｅ７１
（ｖ） ｔｓｈｅｍｂｔｓｅｍｂｔｓｅｍｓｔｓｈｅｍｓ “缝纫”：ｖｔｓｈｅｍ ｋｈａｂ “缝衣针”

ｈａｂ ｖｔｓｈｅｍ ｒｇｙａｇ ｐａ “绗”
ｔｓｈｅｍ “缝制物，缝制物的边缝”：ｔｓｈｅｍ ｂｕ “缝纫”

ｔｓｈｅｍ ｂｕ ｗａ “裁缝”

Ｅ７２
ｓｅｍｓ “（思想的）心”：ｓｅｍｓ ｋｈｕｒ “关心” 　 ｓｅｍｓ ｋｈｒａｌ “挂念”

ｓｅｍｓ ｎａｇ ｐｏ “心黑”　 ｓｅｍｓ ｌａ ｂａｂ ｐａ “合意”　
ｓｅｍｓ ｌａ ｖｋｈｏｒ ｂａ “浮现心头”

ｓｅｍ （ｓ） ｂｓａｍｂｓａｍｓｓｏｍ （ｓ）（～ ｔｈｏｍｓ）“思，想”
ｂｓａｍ “思想”：ｂｓａｍ ｂｌｏ “思想” 　 ｂｓａｍ ｖｃｈａｒ “意见”

ｂｓａｍ ｇｙｉｓ ｍｉ ｋｈｙａｂ ｐａ “难以想象”

Ｅ７３
ｖｔｓｈｅｒ “（禽兽）嘶鸣”：ｄｒｅｌ ｖｔｓｈｅｒ ｂａ “骡子叫”
ｒｔｓｅｒ “争吵”：ｒｔｓｅｒ ｒｇｙａｇ ｐａ “抬杠” 　 ｒｔｓｅｒ ｓｌｏｎｇ ｂａ “找茬”
ｇｔｓｅｒ “刺耳”：ｇｔａｍ ｎｇａｎ ｇｙｉｓ ｒｎａ ｂａ ｇｔｓｅｒ ｂａ “恶言刺耳”
ｖｄｚｅｒｚｅｒ “嘶哑”：ｓｋａｄ ｖｄｚｅｒ ｂａ “嗓子哑”
ｚｅｒ “说，据说，叫作”：ｌｕｇ ｍａ ｇｓｏｄ ｂｌａ ｍａｓ ｚｅｒ　 ｓｈａ ｋｈｙｅｒ ｓｈｏｇ ｂｌａ ｍａｓ

ｚｅｒ “喇嘛说别杀羊，喇嘛说拿肉来” 　 ｋｈｙｏｄ
ｋｙｉ ｍｉｎｇ ｌａ ｃｉ ｚｅｒ “你叫什么名字？”

ｚｅｒ （口语中的直接引语助词）：ｋｈｏｓ ｎｇａ ｖｇｒｏ ｇｉ ｙｉｎ ｚｅｒ ｌａｂｓ ｂｙａｓ ｐｈｙｉｎ
ｓｏｎｇ “他说‘我走啦’，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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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７４
ｍｔｓｈｅｒ “放光，照耀”
ｖｔｓｈｅｒ “放光，照耀”：ｖｔｓｈｅｒ ｂａ “光泽”
（ｇ） ｚｅｒ “光线”

Ｅ７５
ｍｄｚｅｒ （～ ｖｄｚｅｒ） “（木上、肉中的）瘤”：ｍｄｚｅｒ （～ ｖｄｚｅｒ）ｐａ “木

瘤，肉瘤，瘊子，钉子”
ｖｄｚｅｒ “钉入，刺入”（红原读／ ｍｄｚｅｒ ／，是双唇鼻音，不是ｖ所代表的

与声母同部位的鼻音）
ｇｚｅｒ “刺疼”（不自主）：ｍｉｇ ｌａ ｇｚｅｒ ｂａ “刺目”　 ｍｉｇ ｇｚｅｒ ｒｇｙａｇ ｐａ “吃醋”

ｓｎｙｉｎｇ ｇｚｅｒ “心绞痛”　 ｋｈａ ｇｚｅｒ ｐｏ “尖酸刻薄”
ｇｚｅｒ （～ ｚｅｒ ～ ｇｚｅ ～ ｚｅ）ｍｏ （ｎｇ）“刺猬”

ｇｚｅｒ “钉入，别上”（自主）：ｓｋｅｄ ｐａｒ ｇｚｅｒ ｂａ “别在腰上”
ｓｋｅｄ ｇｚｅｒ ｂｙｅｄ ｐａ “叉腰”
ｇｚｅｒ ｇａ “钉子”

ｇｚｅ：ｇｚｅ ｍａ ｒａ ｍｇｏ “蒺藜”
ｔｓｈｅｒ：ｔｓｈｅｒ ｍａ “刺儿” 　 ｔｓｈｅｒ ｍａ ｒａ ｍｇｏ “蒺藜”

Ｅ７６
ｇｓｅｒ “金子”：ｇｓｅｒ ｎｙａ “金鱼” 　 ｇｓｅｒ ｎｇａｎｇ “黄野鸭”
ｓｅｒ：ｓｅｒ ｐｏ “黄的” 　 ｍｇｏ ｓｅｒ “黄头发”（拉萨读／ ｋｏｐ ｓｅ： ／，显示ｓｅｒ

原来有前缀ｂ）

Ｅ７７
ｔｓｈｅｓ “升起，（年月）开始”：ｚｌａ ｂａ ｔｓｈｅｓ ｐａ “月初升”
ｔｓｈｅｓ “（每月的）日”：ｔｓｈｅｓ ｐａ ｇｃｉｇ “初一”

ｔｓｈｅｓ ｇｒａｎｇｓ ｂｋａｇ ｐａ “定了日子”

Ｅ７８
ｇｔｓｏ：ｇｔｓｏ ｂｏ “首脑，为主的” 　 ｇｔｓｏ ｖｋｈｏｒ “主人和随从”

ｋｈｙｉｍ ｇｔｓｏ “家长”
ｇｔｓｏｓ “为主”：ｎａｓ ｋｙｉｓ ｇｔｓｏｓ ｐａｉ ｖｂｒｕ ｒｉｇｓ “以青稞为主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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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７９
ｔｓｈｏ “肥胖”：ｔｓｈｏ ｐｏ “肥” 　 ｔｓｈｏ ｒｊｉｄ “肥瘦”
ｔｓｈｏｎ：ｔｓｈｏｎ ｐｏ “肥”
　 嘉戎语“肥肉”读／ ｔｓｈｕ ／ （林向荣１９９３，５３４页）。

Ｅ８０
ｓｏ：ｓｏ ｎａｍ “农事” 　 ｓｏ ｔｓｈｉｓ “生计” 　 ｋｈｙｉｍ ｓｏ “家计，家底”
ｓｐｙｉ ｓｏ “管理全寺庙经济的组织”

（ｖ） ｔｓｈｏ：ｌａｎｇ ｔｓｈｏ “青春，年华” 　 ｌｕｓ ｔｓｈｏ “体力”
ｖｔｓｈｏ ｚｉｎ ｐａ “身体支持得住” 　 ｋｈｙｉｍ ｔｓｈｏ “家计，家底”

ｖｔｓｈｏｖｔｓｈｏｓ “活，生存”：ｖｔｓｈｏ ｂａ “生活” 　 ｖｔｓｈｏ ｔｓｈｉｓ “生计”
ｖｔｓｈｏ ｔｈａｂｓ ｂｙｅｄ ｐａ “谋生”
ｎａｍ ｖｔｓｈｏｉ ｂａｒ ｄｕ ｓｌｏｂ ｓｂｙｏｎｇ ｂｙｅｄ
“活到老学到老”

ｖｔｓｈｏｖｔｓｈｏｓｖｔｓｈｏｓ （ｉ．）“放牧”：ｌｕｇ ｖｔｓｈｏ ｂａ “放（绵）羊”
ｖｔｓｈｏｖｔｓｈｏｓｖｔｓｈｏｓ （ｉ．）“养护，医治”：ｎｇｏ ｖｔｓｈｏ ｂａ “讲情面”

ｎｇａｌ ｖｔｓｈｏ ｂａ “休息”
ｖｔｓｈｏ ｂａｉ ｒｉｇ ｐａ “医学”
ｖｔｓｈｏ ｂｃｕｄ ｒｇｙｕ ｒｔｓｉ “维生素”

ｖｔｓｈｏ（～ ｇｓｏ）  ｂｓｏ （～ ｇｓｏ） ｂｓｏｓ （～ ｇｓｏｓ）  （ｇ） ｓｏｓ “养活，使复
元”：ｌｕｇ ｇｓｏ ｂａ “养羊”　 ｇｓｏｓ ｐｈｒｕｇ “养子女”　 ｎｇａｌ ｇｓｏ “休息”

ｎｙａｍｓ ｇｓｏ “修缮” 　 ｓｅｍｓ ｇｓｏ “安慰” 　 ｒｍａ ｇｓｏ ｂａ “医伤”
ｇｓｏｎ “复活”： ｇｓｏｎ ｐｏ “活的” 　 ｍｎｙａｍ ｓｈｉ ｍｎｙａｍ ｇｓｏｎ “同生共

死”
ｓｏｓ “复元，能养活”：ｄｒａｎ ｐａ ｓｏｓ ｐａ “记起” 　 ｓｏｓ ｐａ “新鲜的”

ｓｍａｎ ｂｚａｓ ｔｅ ｎａｄ ｓｏｓ ｐａ “服药后病愈”
ｒｍａ ｓｏｓ ｐａ “伤口愈合”
ｒｋｕ ｍａ ｂｒｋｕｓ ｎａｓ ｂｚａ ｔｓｈａｎｇ ｍｉ ｓｏｓ
“靠偷盗养不了家人”

ｇｓｏｓ “补养”：ｇｓｏｓ ｇｔｏｎｇ ｂａ “补养” 　 ｇｓｏｓ ｓｍａｎ “补药”
　 １ “休息”在桑噶尔有形态变化： ／ ａｌ ｔｓｈｏ ／ （未完成式）， ／ ａｌ

ｔｓｈｏｓ ／ （完成式，祈使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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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ｇｓｏｇｓｏｓ常被用来代ｓｏｓ。如：ｄｒａｎ ｇｓｏ ｂａ “记起” 　 ｄｒａｎ ｐａ ｇｓｏ ｂａ
“苏醒” 　 ｒｍａ ｇｓｏ ｂａ “愈合”。

Ｅ８１
ｓｔｓｏｇｓ：ｌａ ｓｔｓｏｇｓ ｐａ “（表示列举未尽）等等”
ｂｓｔｓａｇｓ “积累”
ｒｔｓｏｇ （ｓ）“累积，增长”：ｂｙａ ｒｔｓｏｇ ｐａ “倒霉，糟糕”
ｓｏｇｓ “累积，增长”：ｌａ ｓｏｇｓ ｐａ “等等”

ｂｓａｇｓ ｋｙａｎｇ ｍａ ｓｏｇｓ “累积不起来”
ｓｏｇ（ｓ）（～ ｇｓｏｇ） ｂｓａｇ （～ ｇｓａｇ ～ ｂｓｏｇ） ｂｓａｇｓ （～ ｂｓｏｇｓ） ｓｏｇｓ （～
ｓｏｇ ～ ｇｓｏｇｓ）“积累”：ｌｕｄ ｇｓｏｇ ｐａ “积肥” 　 ｓｄｉｇ ｐａ ｇｓｏｇ ｐａ “造孽”

ｄｐｅ ｂｓａｇｓ ｓｏｎｇ “倒霉了，糟糕了”
ｖｔｓｈａｇｖｔｓｈａｇｓｖｔｓｈｏｇｓ （ｉ．）“累积，保存”
ｔｓｈａｇｓ “累积，保存”：ｔｓｈａｇｓ ｙｉｇ “档案”
　 红原“垒”的未完成式是／ ｒｔｓｏｋ ／，完成式是／ ｗｔｓａｋ ／，古代形态变化
似是ｒｔｓｏｇｓ ｂｒｔｓａｇ ｂｒｔｓａｇｓ ｒｔｓｏｇｓ ＜ ｓｔｓｏｇｓ ｂｓｔｓａｇｂｓｔｓａｇｓ ｓｔｓｏｇｓ ＞
ｓｏｇｓｂｓａｇｂｓａｇｓｓｏｇｓ。

Ｅ８２
ｔｓｈｏｇｓ “群，集会”：ｔｓｈｏｇｓ ｐａ “团体” 　 ｔｓｈｏｇｓ ｇｒｏｌ ｂａ “（诵经）散会”
ｔｓｈｏｇｓ “相会，待得住”：ｐｈｕｎ ｓｕｍ ｔｓｈｏｇｓ ｐａ “圆满”

ｍｔｈｕｎ ｒｋｙｅｎ ｔｓｈｏｇｓ ｐａ “条件具备”
ｔｓｈｏｇｓ ｖｄｕ “会议”
ｋｈａ ｍａ ｔｓｈｏｇｓ ｐａ “存不住话”

ｖｔｓｈｏｇｖｔｓｈｏｇｓｖｔｓｈｏｇｓ （ｉ．）“集合，待得住”：ｔｓｈｏｇｓ ｖｄｕ ｖｔｓｈｏｇ ｐａ “开会”
ｖｄｚｉｎ ｇｒｗａ ｖｔｓｈｏｇ ｐａ “上课”
ｇｔａｍ ｖｔｓｈｏｇ ｍｉ ｔｈｕｂ ｐａ
“存不住话”

Ｅ８３
ｍｄｚｏｇ “拳”：ｍｄｚｏｇ ｍｇｏ “拳”
ｖｄｚｏｇ “拳”：ｖｄｚｏｇ ｐａ “拳”
ｒｄｚｏｇ （ｓ）“拳”：ｒｄｚｏｇ ｍｇｏ “拳”
ｒｄｚｏｇ “砸，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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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８４
ｒｄｚｏｇｓ “圆满，完，尽”：ｒｄｚｏｇｓ ｒｔａｇｓ “句号” 　 ｔｓｈｅ ｒｄｚｏｇｓ ｐａ “寿终”

ｍｊｕｇ ｒｄｚｏｇｓ ｐａ “结束”
ｓｄｏｇｂｓｄｏｇｂｓｄｏｇｓｓｄｏｇｓ “准备好，安排妥当”：ｍｊｕｇ ｓｄｏｇ ｐａ “弄完，

结束”
　 可能是自动、使动相对应的一对动词。

Ｅ８５
ｚｏｇ “家畜，牛，商品，货物”：ｓｇｏ ｚｏｇ “家畜” 　 ｒｔａ ｚｏｇ “牛马”

ｔｓｈｏｎｇ ｚｏｇ “商品” 　 ｚｏｇ ｇｏｎｇ “物价”
ｚｏｎｇ “商品，货物”：ｔｓｈｏｎｇ ｚｏｎｇ “商品” 　 ｚｏｎｇ ｄｐｏｎ “商人”

Ｅ８６
ｖｔｓｈｏｎｇｂｔｓｏｎｇｂｔｓｏｎｇｓｔｓｈｏｎｇｓ “卖”
ｔｓｈｏｎｇ “商业，贸易”：ｔｓｈｏｎｇ ｋｈａｎｇ “商店” 　 ｔｓｈｏｎｇ ｄｐｏｎ “商人”

Ｅ８７
ｒｄｚｏｎｇ “（建在山上的）城堡”：ｒｉ ｌａ ｖｏｓ ｐａ ｒｄｚｏｎｇ　 ｔｈａｎｇ ｌａ ｖｏｓ ｐａ ｚｈｉｎｇ

“山上宜建堡，平坝宜开田”
ｒｄｚｏｎｇ ｒｇｙａｂ ｋｌｕ ｋｈａｎｇ
“布达拉宫山后的龙王庙”

ｒｄｚｏｎｇ “县，县府”：ｒｄｚｏｎｇ ｄｐｏｎ “县长”
　 西藏有些古老的县府就是建在山上的城堡。

Ｅ８８
ｒｄｚｏｎｇｂｒｄｚａｎｇｂｒｄｚａｎｇｓｒｄｚｏｎｇｓ “派遣，遣嫁，馈赠”： ｇｌｕｄ ｖｇｏｎｇ

ｒｄｚｏｎｇ ｂａ “送鬼” 　 ｂｒｄｚａｎｇｓ ｐａ “嫁妆” 　 ｂｒｄｚａｎｇｓ ｔｈｏ “礼单”
ｒｄｚｏｎｇｓ “送行礼品”：ｂａｇ ｒｄｚｏｎｇｓ “嫁妆”

Ｅ８９
ｂｒｔｓｏｎ “努力，勤勉”
ｔｒｏｎ “努力，勤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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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９０
（ｍ） ｔｓｈｏｎ “食指”
（ｍ） ｔｓｈｏｎ “一指之宽”：ｍｔｈｅｂ ｔｓｈｏｎ “拇指的宽度”

ｋｈａ ｔｓｈｏｎ “宽度，横截面”

Ｅ９１
ｔｓｈｏｎ “颜料”：ｔｓｈｏｎ ｋｈｒａ “彩色” 　 ｃｈｕ ｔｓｈｏｎ “水彩”

ｔｓｈｏｎ ｇｔｏｎｇ ｂａ “涂颜色”
ｔｓｈｏｓ “染料”：ｔｓｈｏｓ ｒｇｙａｇ ｐａ “染” 　 ｔｓｈｏｓ ｒｄｚａ “染缸”
（ｖ） ｔｓｈｏｓ “熟”：ｔｓｈｏｓ ｐｏ “熟的”
ｖｔｓｈｏｄ （～ ｖｔｓｈｅｄ） ｂｔｓｏｂｔｓｏｓｔｓｈｏｓ “煮，染”： ｃｈｕ ｂｔｓｏｓ ｒｇｙａｇ ｐａ

“煮” 　 ｖｔｓｈｏｄ （～ ｖｔｓｈｅｄ）ｓｎｕｍ “炒菜油”
ｂｔｓｏｄ “（红色染料）茜草”

Ｅ９２
ｚｏｎ “防备”（ｖ．）
ｚｏｎ “警惕”（ｎ．）：ｄｏｇｓ ｚｏｎ “警惕，戒备” 　 ｍｅ ｚｏｎ “防火”

ｄｇｒａ ｌａ ｚｏｎ ｂｙｅｄ ｐａ “警惕敌人”

Ｅ９３
ｒｄｚｏｂｂｒｄｚａｂｂｒｄｚａｂｓｒｄｚｏｂｓ “增添”：ｒｎｙｏｇ ｒｄｚｏｂ “繁杂”

ｌｊｉｄ ｒｄｚｏｂ “又重又多”
ｓｄｅｂ ｒｄｚｏｂ “堆积”

ｒｄｚｏｂ “密”：ｒｄｚｏｂ ｔｈｅｂｓ ｐａ “（道路）堵塞，（纸被墨水）洇”
ｒｄｚａｂ “密”：ｒｄｚａｂ ｔｓｈａｌ “杂烩菜”
ｖｄｚｏｂ：ｖｄｚｏｂ ｖｄｚｏｂ “（毛发）多，密”
ｖｄｚｏｇ （ｓ） ｂｔｓｏｇｂｔｓｏｇｓ “堆积，使混杂”：ｂｓｄｅｂｓ ｖｄｚｏｇｓ “堆积”

ｖｄｚａｇ ｇｅ ｖｄｚｏｇ ｇｅ “混杂”

Ｅ９４
ｒｄｚｏｂ：ｒｄｚａｂ ｂｅ ｒｄｚｏｂ ｂｅ “虚伪” 　 ｒｄｚｏｂ ｐｏ “虚伪的人”
ｌｄｏｂ （ｓ）“虚伪，狡猾”：ｌｄｏｂｓ ｂｙｅｄ ｐａ “装蒜”

ｌｄｏｂ ｂｓｈａｄ ｐａ “装疯卖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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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ｄｏｂ ｋｙｅ “装疯卖傻的人”
ｚｏｂ “虚伪”：ｚｏｇ ｚｏｂ “假货” 　 ｚｏｂ ｒｄｚｕｎ “谎言”
ｚｏｇ “虚伪”：ｚｏｇ ｐｏ “虚伪，假装，骗子”

Ｅ９５
ｓｏｂ “变空，变得疏松”：ｓａｂ ｂｅ ｓｏｂ ｂｅ “疏松的”
（ｇ） ｓｏｂ “空”：（ｇ）ｓｏｂ （ｇ）ｓｏｂ “疏松的，毛茸茸的”

ｐａｇｓ （ｇ）ｓｏｂ “体内填充后制成的动物标本”
ｒｔｓａｍ ｐａ ｓｋａｍ ｇｓｏｂ “未经水泡而干炒的糌粑”
ｋｈｙｉ ?ａ ｓｏｂ “长毛哈巴狗”

ｇｓｏｇ “空”：ｇｓｏｇ ｐｏ “松脆的” 　 ｒｔｓａｍ ｇｓｏｇ “未经水泡而干炒的糌粑”
ｓｏｇ：ｓｏｇ ｓｏｇ “毛茸茸的”
ｒｄｚｏｂ：ｒｄｚｏｂ ｐｏ “空的”

Ｅ９６
ｔｓｈｏｍ “犹疑”：ｔｈｅ ｔｓｈｏｍ “犹疑” 　 ｔｓｈａｍ ｍｅ ｔｓｈｏｍ ｍｅ “犹犹疑疑”
ｓｏｍ：ｓｏｍ ｎｙｉ “犹疑”
ｖｔｈｏｍｖｔｈｏｍｓ “糊涂”：ｖｔｈａｍ ｍｅ ｖｔｈｏｍ ｍｅ “糊里糊涂”
ｖｔｈｏｍ （ｓ）“糊涂”（ｎ．）：ｖｔｈｏｍ ｓｇｙｅ “糊涂虫”

ｖｔｈｏｍ （ｓ）ｓｔｅｒ ｂａ “糊弄”

Ｅ９７
ｒｔｓｏｍｂｒｔｓａｍ（～ ｒｔｓｏｍ）  （ｂ） ｒｔｓａｍｓ （～ ｒｔｓｏｍｓ） ｒｔｓｏｍｓ “写作，

编纂”：ｒｔｓｏｍ ｍｋｈａｎ “作者”
ｒｔｓｏｍ “著作”（ｎ．）：ｍａ ｒｔｓｏｍ “原著”
ｂｒｔｓａｍｓ “集会”
ｔｓｈｏｍ：ｔｓｈｏｍ ｂｕ “丛，堆，束” 　 ｇｌｉｎｇ ｔｓｈｏｍ “群岛”
ｔｓｈｏｍｓ “会堂”：ｔｓｈｏｍｓ ｋｈａｎｇ “寺庙正殿”
ｖｄｚｏｍｖｄｚｏｍｓｖｄｚｏｍｓ （ｉ．） “相聚，齐备”：ｖｔｈｕｓ ｍｉ ｒｎａｍｓ ｖｄｚｏｍ ｐａ

“代表们聚在一起” 　 ｄｕｓ ｖｄｚｏｍｓ ｖｋｈｅｌ ｂａ “时间冲突”
　 ｍｔｈｕｎ ｒｋｙｅｎ ｖｄｚｏｍ ｐａ “条件具备”

ｖｄｏｍｖｄｏｍｓ “相聚”：ｃｈｕ ｇｎｙｉｓ ｖｄｏｍ ｐａ “两河相会”
ｄｕｓ ｔｓｈｏｄ ｖｄｏｍ ｐａ “时间赶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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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ｓ ｋａ ｂｙａ ｒｇｙｕ ｍａｎｇ ｐｏ ｖｄｏｍ ｐａ
“很多事赶在一起（手忙脚乱）”

ｓｄｏｍｂｓｄｏｍｂｓｄｏｍｓｓｄｏｍｓ “使集在一起，加”：ｓｄｏｍ ｒｔｓｉｓ “结算”
ｐｈｙｏｇｓ ｂｓｄｏｍｓ “总结”

ｓｄｏｍｂｓｄａｍｂｓｄａｍｓｓｄｏｍｓ “捆，束缚，约束”： ｓｄｏｍ ｐａ “戒条”
ｓｄｏｍ ｋｈｒｉｍｓ “清规” 　 ｓｍｙｕｎｇ ｇｎａｓ ｓｄｏｍ ｐａ “封斋”
ｋｈｒｉｍｓ ｓｄｏｍ ｐａ “制定法律”

ｓｄｏｍ “归总”：ｇｃｉｇ ｔｕ ｓｄｏｍ ｒｇｙａｇ ｐａ “总括”
ｓｄｏｍ “蜘蛛”
ｓｄｏｍｓ “捆，束，把”（ｎ．）
ｓｄｅｍ “捆，束”（ｖ．）：ｓｇｅｒ ｓｄｅｍ “垄断”

ｄｂａｎｇ ｓｄｅｍ ｂｙｅｄ ｐａ “统制”
ｋｈｒｉｍｓ ｓｄｅｍ ｐａ “制定法律”

ｓｄｅｍ “捆，束”（ｎ．）：ｋｈａｌ ｓｄｅｍ “计算纸张的单位（２０张）”
ｄａｍ “紧，严实”：ｄａｍ ｐｏ “紧” 　 ｄａｍ ｐａ “君子”
ｖｔｈａｍｖｔｈａｍｓｖｔｈｏｍｓ （ｉ．）“紧握，紧闭，拥抱”： ｓｏ ｖｔｈａｍ ｐａ “紧

咬” 　 ｋｈａ ｖｔｈａｍ ｐａ “紧闭嘴巴”
ｔｈａｍ：ｓｏ ｔｈａｍ ｂｙｅｄ ｐａ “咬紧牙关”
ｖｔｈｅｍｓ “紧握，紧紧相连”
　 １ 名词的ｒｔｓｏｍ拉萨读音有?，降调，反映古代有后缀ｓ。
２ 从一些复合词和短语看，ｖｄｏｍｖｄｏｍｓ似乎还有“约束”义，如
ｒａｎｇ ｖｄｏｍｓ “自律”，ｖｃｈｕｎ ｖｄｏｍｓ “约束”，ｋｈｒｉｍｓ ｖｄｏｍｓ “制裁”，
ｎｙｅｓ ｐａ ｓｌａｄ ｖｄｏｍｓ “惩戒”。

Ｅ９８
ｇｓｏｒｂｓｏｒｂｓｏｒ （ｄ） ｇｓｏｒ （ｄ）“转动，挥舞”
ｇｓｏｒ “钻头”：ｇｓｏｒ ｇｙｉｓ ｇｓｏｒ ｂａ “用钻头钻”

Ｆ１
?ａｐ “强占”（ｖ．）
?ａｐ “强占”（ｎ．）：?ａｐ ｂｔａｂ ｐａ “强占”
?ａｍ：?ａｍ ｎａｇ “贪婪”
ｈａｂ “贪婪”：ｈａｂ ｈａｂ ｒｎｇａｍ ｐａ “贪图” 　 ｈａｂ ｈａｂ ｚａ ｂａ “猛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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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ｂ “贪婪”：ｈｅｂ ｌａｎｇ ｂａ “贪图，馋，羡慕” 　 ｈｅｂ ｒｋｙａｌ “馋鬼”
ｈｅｂ ｚａ ｂｙｅｄ ｐａ “狼吞虎咽”

ｈａｍ：ｖｄｏｄ ｈａｍ “贪婪” 　 ｚａ ｈａｍ “贪嘴” 　 ｈａｍ ｐａ “贪婪”
ｈａｍ ｓｅｍｓ “野心”

ｓｎｇａｂ “贪图，馋”：ｂｋｒｅｓ ｓｎｇａｂ “馋痨”
ｒｎｇａｂｂｒｎｇａｂｂｒｎｇａｂｓ “贪图，馋，饿”：ｂｋｒｅｓ ｒｎｇａｂ “馋痨”
ｒｎｇａｍ （～ ｒｎｇｏｍ） ｂｒｎｇａｍｂｒｎｇａｍｓｒｎｇｏｍｓ “贪图”：ｒｎｇｏｍ ｂａｇ “贪

婪” 　 ｎｏｒ ｌａ ｒｎｇａｍ ｐａ “贪财”
ｒｎｇａｍ （ｓ）“贪图”：ｖｄｏｄ ｒｎｇａｍ （ｓ）“贪婪，野心”

ｚａ ｒｎｇａｍ “贪嘴” 　 ｒｎｇａｍ ｓｅｍｓ “贪心，野心”
ｒｎａｂｂｒｎａｂｂｒｎａｂｓｒｎｏｂｓ “贪图”：ｂｒｎａｂ ｓｅｍｓ “贪心”
　 嘉戎语“馋”读／ ｋｓｍ ／， ／ ｋｒｍ ／ （林向荣１９９３，６９３页）。

Ｆ２
?ａｐ “冻僵”
ｋｏｂ：ｋａ ｂｅ ｋｏ ｂｅ “僵硬”
ｖｋｈｏｂｖｋｈｏｂｓ “（腿脚）发僵，不灵便，冻僵”：（ｖ）ｋｈｏｂ ｔｏ “不灵便”

ｋｈａ ｂｅ ｋｈｏ ｂｅ “慢慢腾腾”
ｖｋｈｏｇｓ “衰老”：ｒｇａｎ ｖｋｈｏｇｓ “老年人”
ｇｏｇ ～ ｇｏｂ “不灵便，变钝，变得破旧”：ｒｇａｎ ｇｏｇ “老年人”

ｇａｇ ｇｅ ｇｏｇ ｇｅ “笨手笨脚”
ｇｏｇ ｔｏ “破旧，钝，笨重”
（拉萨读／ ｋｈｏｐ ｔｏ ／）

ｄｇｏｇ：ｄｇｏｇ ｔｕ ｐｈｙｉｎ ｐａ “年龄已老”

Ｆ３
?ａｍ：?ａｍ ｇｔｓｉｇｓ “咬牙切齿”
ｖａｍ：ｖａｍ ｇｔｓｉｇｓ “咬牙切齿”
ｓｎｇａｂｓ “发怒”
ｒｎｇａｍ （～ ｒｎｇａｍｓ ～ ｒｎｇｏｍ） ｂｒｎｇａｍｂｒｎｇａｍｓｒｎｇｏｍ （ｓ）“发威”：

ｒｎｇｏｍ ｂｒｊｉｄ “威严”
ｒｎｇａｍ “威风，气势”：ｒｎｇａｍ ｓｔｏｎ “示威”

ｒｎｇａｍ ｇｔｓｉｇｓ “咬牙切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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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ｎｇｏｍ “威风，气势”：ｄｇｒａ ｄｎｇｏｍ ｂｙｅｄ ｐａ “示威”

Ｆ４
?ａ：?ａ ｓｔｏｎｇ “哈欠”
?ａｌ：?ａｌ ｓｔｏｎｇ “哈欠”
ｇｙａｌ “打哈欠”：ｇｙａｌ ｓｔｏｎｇ “哈欠” 　 ｇｙａｌ ｒｍｙｏｎｇ “打哈欠伸懒腰”
ｇｌａｌ “打哈欠”
ｋｌａｌ “打哈欠”

Ｆ５
?ｉ：?ｉ ｋｈｕｎｇ “眼儿，小孔”
ｍｉｇ “眼睛，小孔”：ｍｉｇ ｋｈｕｎｇ “眼窝，小孔”

ｋｈａｂ ｍｉｇ “针眼儿” 　 ｇｚｅｒ ｍｉｇ “痛点”
ｄｍｉｇ：ｄｍｉｇ ｋｈｕｎｇ “小孔” 　 ｇｚｅｒ ｄｍｉｇ “痛点”
ｄｍｉｇｓ “针对，注意，看见”：ｄｍｉｇｓ ｙｕｌ “目标”
ｍｙｉｇ “眼睛”
ｄｍｙｉｇ “眼睛”
　 从拉萨话ｍｉｇ “眼睛”读高调可知，它原来有一个清音前缀。前缀读
音大约后移成腭音时，被写作ｄ；在“眼儿，小孔”这个词中，鼻
音声母脱落，前缀进一步后移成喉塞音，所以写做?ｉ ｋｈｕｎｇ，很少还
有人写ｍｉｇ ｋｈｕｎｇ。有些地方（不包括拉萨），ｍｉｇ “眼睛”中的前缀
早早就脱落了，所以书面语就据以规范为没有前缀的ｍｉｇ。因为元音
是ｉ，出现腭化，所以古代也可写作带腭化符号的ｍｙｉｇ。

Ｆ６
?ｉｇ （ｓ）“嗝”：?ｉ（ｇ）ｋａ ～ ?ｉｇｓ ｐａ （ｒｇｙａｇ ｐａ）“（打）嗝”
ｇｙｉｇ  ｇｙｉｇｓ “打嗝”
ｇｙｉｇｓ “嗝”
ｓｋｙｉｇｓ “嗝”
ｓｋｙｉｇｓ “打嗝”

Ｆ７
?ｕｒ “研磨，熨，挪动”：?ｕｒ ｔｉ “熨斗” 　 ?ｓｕｒ ｓｈｉｎｇ “磨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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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ｂｕｒｄｂｕｒｄｂｕｒ （ｄ） ｄｂｕｒ （ｄ）“研磨，熨”：ｄｂｕｒ ｔｉ “熨斗”
ｄｂｕｒ ｓｈｉｎｇ “磨棍”

ｓｎｕｒｂｓｎｕｒｂｓｎｕｒ （ｄ） ｓｎｕｒ （ｄ）“研磨，搓揉，挪动”：ｔｓｈｏｎ ｓｎｕｒ ｂａ
“研磨颜料” 　 ｄｕｓ ｔｓｈｏｄ ｓｎｕｒ ｂａ “改动时间”

ｒｎｕｒ “挪动”
ｎｕｒ “被磨好，被揉好，移动，腹行”： ｓｎａ ｔｈａ ｎｕｒ ｂａ “鼻烟磨好”
ｐｈｙｉ ｌａ ｎｕｒ ｂａ “向后移动” 　 ｄｕｓ ｔｓｈｏｄ ｎｕｒ ｂａ “时间改动” 　 ｓｂｒｕｌ
ｎｕｒ ｎａｓ ｖｇｒｏ ｂａ “蛇腹擦地而行”

ｌｄｕｒ：ｌｄｕｒ ｐｈｙｅ “磨细的粉末”

Ｆ８
?ｏｇ：?ｏｇ ｍａ “喉部” 　 ?ｏｇ ｄｋａｒ “白颈貂” 　 ?ｏｇ ｓｈａｌ “牛颌垂胡”

?ｏｇ ｇｓｏｇ “嗉子”
ｌｋｏｇ “秘密，暗中”：ｌｋｏｇ ｍａ “喉部” 　 ｌｋｏｇ ｄｋａｒ “白颈貂”

ｌｋｏｇ ｓｈａｌ “牛颌垂胡” 　 ｌｋｏｇ ｇｓｏｇ “嗉子”
ｌｋｏｇ ｎｙｕｌ “密探”

ｒｋｏｇ：ｒｋｏｇ ｍａ “喉部”
ｄｋｏｇ：ｄｋｏｇ ｎｙｕｌ “密探”

Ｆ９
ｈａｎｇ “气促”：ｈａｎｇ ｓａｎｇ （ｓ）ｂａ “惊讶”
ｄｎｇａｎｇｄｎｇａｎｇｓ “紧张，气促”：ｄｎｇａｎｇｓ ｓｋｒａｇ “紧张，害怕”
ｓｎｇａｎｇ （ｓ） ｂｓｎｇａｎｇｂｓｎｇａｎｇｓｓｎｇｏｎｇｓ “紧张，气促”：ｓｎｇａｎｇｓ ｓｋｒａｇ

“紧张，害怕”
ｓｎｇａｍ “气促”
ｒｎｇａｍｂｒｎｇａｍｂｒｎｇａｍｓｒｎｇｏｍｓ “气促”：ｒｎｇａｍｓ ｓｋｒａｇ “紧张，害怕”

Ｆ１０
ｈａｍ “蛮横”：ｈａｍ ｐａ “蛮横”　 ｈａｍ ｂｃｏｓ “篡改”　 ｈａｍ ｂｚｕｎｇ “霸占”

ｓｍｙｏ ｈａｍ “狂妄” 　 ｈａｍ ｎｙａｍｓ “狂气”
ｒｌｏｍｂｒｌａｍｂｒｌａｍｓ “高傲，自负，自以为是”：ｒｌｏｍ ｓｅｍｓ “傲慢”

ｒａｎｇ ｒｌｏｍ “自大”
ｋｈｅｎｇｓ ｒｌｏｍ “傲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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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１１
ｈｕｂ “满口”（ｎ．）：ｈｕｂ ｇａｎｇ “一满口”

ｈｕｂ ｓｋｏｒ “一个杯子数人轮流喝”
ｈｕｂ ｋｙｉｓ ｖｔｈｕｎｇ ｂａ “牛饮”
ｈｕｂ ｒｇｙａｇ ｐａ “大口地喝”

ｒｎｇｕｂｂｒｎｇｕｂｂｒｎｇｕｂｓｒｎｇｕｂｓ “喝进，吸入”：ｒｎｇｕｂ ｒｗａ “吮咂器”
ｄｂｕｇｓ ｒｎｇｕｂ ｐａ “吸气” 　 ｃｈａｎｇ ｈｕｂ ｇａｎｇ ｒｎｇｕｂ ｐａ “喝一口酒”

Ｆ１２
ｈｕｒ：ｈｕｒ ｐｏ “勤快” 　 ｈｕｒ ｂｒｔｓｏｎ “积极” 　 ｈｕｒ ｌｅｎ “承担”

ｈｕｒ ｓｅｍｓ “积极性”
ｌｈｕｒ：ｌｈｕｒ ｐｏ “勤快” 　 ｌｈｕｒ ｂｒｔｓｏｎ “积极” 　 ｌｈｕｒ ｌｅｎ “承担”
ｋｈｕｒ “担子，任务”：ｖｇａｎ ｋｈｕｒ “任务，责任” 　 ｋｈｕｒ ｓｅｍｓ “责任心”

ｋｈｕｒ ｂｙｅｄ ｐａ “负起责任”
ｖｋｈｕｒｋｈｕｒｋｈｕｒ（ｉ．）“携带，背，尊敬”：ｖｇａｎ ｖｋｈｕｒ ｂａ “担任”

ｙｕｌ ｋｈｒｉｍｓ ｓｐｙｉ ｋｈｕｒ ｇｙｉｓ ｖｇｒｏ ｂｚｏ ｓｄｏｄ ｍｋｈａｓ ｂｙｅｄ ｐａ
“恪遵习俗，居敬行谨” 　 ｂｒｔｓｉ ｖｋｈｕｒ “遵守”

ｓｋｕｒｂｓｋｕｒｂｓｋｕｒ （ｄ） ｓｋｕｒ （ｄ）“使携带”：ｙｉ ｇｅ ｓｋｕｒ ｂａ “托带信件”
ｖｇａｎ ｓｋｕｒ ｂａ “使担任”

ｖｋｈｕｒ （～ ｂｋｕｒ） ｂｋｕｒｂｋｕｒ （ｄ） ｋｈｕｒ （ｄ）“背，尊敬，拥戴”：
ｂｒｔｓｉ ｂｋｕｒ “拥护” 　 ｇｕｓ ｂｋｕｒ “尊敬”
ｋｈｒｉｍｓ ｖｋｈｕｒ ｂａ “遵守法令”

Ｆ１３
ｈｏｌ：ｈｏｌ ｓｐｙｏｄ “疏忽马虎的行为” 　 ｈａｌ ｌｅ ｈｏｌ ｌｅ “冒失，马虎，草率”

ｈｏｌ ｒｇｙｕｇ “冒失”
ｖｏｌ：ｖｏｌ ｓｐｙｏｄ “疏忽马虎的行为”
ｔｈｏｌ “突然”
ｔｏｌ “突然”

Ｆ１４
ｈｏｌ “松（土），翻（地）”：ｈｏｌ ｈｏｌ “（土）松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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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ｂｏｌ “松（土），翻（地）”：ｚｈｉｎｇ ｋｈａ ｓｂｏｌ ｂａ “开垦”
ｓｂｏｌ ｒｔｓｏｍ “散文”

ｖｂｏｌ “厚垫子”：ｖｂｏｌ ｐｏ “松软” 　 ｖｂｏｌ ｓａ “松软的土地”
ｖｂｏｌ ｒｔｓｏｍ “散文” 　 ｍｎｙｅｎ ｖｂｏｌ “软垫”

Ｆ１５
ｖａ：ｖａ ｃａｇ “我们”
ｎｇａ “我”：ｎｇａ ｃａｇ “我们” 　 ｎｇａ ｔｓｈｏ “我们”
ｎｇｅｄ “我，我们”：ｎｇｅｄ ｔｓｈｏ “我们”
ｍｎｇａ “存在，有”：ｓｒａｓ ｇｓｕｍ ｍｎｇａ ｂａ “有三子”
ｍｎｇａ “权”：ｍｎｇａ ｔｈａｎｇ “权势”

Ｆ１６
ｖａｒ “蛮横，怒气”
ｎｇａｒ “锐气，锋利，力量”：ｎｇａｒ ｐｏ “凶猛” 　 ｎｇａｒ ｓｌｏｎｇ ｂａ “激励”

ｎｇａｒ ｌａｎｇ ｂａ “冲动，生气”
ｎｇａｒ ｇｃｏｇ ｐａ “杀威”
ｎｇａｒ ｎｙａｍｓ ｐａ “意气消沉”
ｎｇａｒ ｇｔｏｎｇ ｂａ “淬火”
ｍｅ ｎｇａｒ “火势”

ｎｇａｒ “激动”（ｖ．）：ｎｇａｒ ｎｇａｒ ｂｙｅｄ ｐａ “气势汹汹”
ｎｇｅｒ “咆哮”：ｎｇａｒ ｓｋａｄ ｎｇｅｒ ｂａ “吼叫”
ｎｇｅｒ “吼声”
ｎｙｅｒ “咆哮”

Ｆ１７
ｖｕｒ “发出噪声”：ｒｎａ ｖｕｒ ｂａ “耳鸣” 　 ｇａｎｇｓ ｖｕｒ ｂａ “雪崩”
ｖｕｒ “噪声”：ｖｕｒ ｒｇｙａｇ ｐａ “起哄，喧哗” 　 ｖｕｒ ｓｇｒａ “喧嚣声”

ｔｓｈａ ｔｓｈａ ｖｕｒ ｖｕｒ “轰轰烈烈”
ｎｇｕｒ “（猪牛）哼哼”：ｎｇｕｒ ｂａ “鼾声”
ｒｎｇｕｒ “打鼾”
ｓｎｇｕｒ：ｓｎｇｕｒ ｐａ “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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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１８
ｖｏｒ “丢弃，遗失”
ｖｂｏｒｂｏｒ “遗失”：ｂｏｒ ｂｒｌａｇ “遗失”
ｖｂｏｒｂｏｒｂｏｒ （ｄ） ｂｏｒ （ｄ）“丢弃”
（注意：ｖ在一个音节中的位置不同，音值也不同。在上边第一个词中ｖ
是声母，是浊擦音；在后两个词中是前缀，是与声母同部位的鼻音。）

Ｇ１
ｓｎｇａｓｎｇａｓ “早，太早”：ｌｏ ｔｏｇ ｓｍｉｎ ｐａ ｓｎｇａ “庄稼成熟早”
ｓｎｇａ “早，以前，前边”：ｓｎｇａ ｒｔｉｎｇ “先后”

ｓｎｇａ ｇｌｏ “（牛马的）前绊”
ｇａｎｇ ｓｎｇａ ｓｎｇａ “尽早”
ｈａ ｃａｎｇ ｓｎｇａ ｃｈｅｓ ｓｏ “太早了”

ｓｎｇａｒ “以前”：ｓｎｇａｒ ｇｙｉ ｎａｄ ｒｏ “老病根” 　 ｓｎｇａｒ ｌａｓ ｌｈａｇ ｐａ “更加”
ｓｎｇａｎ “先，以前，前边”：ｓｎｇａｎ ｍａ “以前”

ｓｎｇａｎ ｌａ ｐｈｅｂｓ ｄａ “请先走”
ｓｎｇｏｎ “以前，前边”：ｓｐｙｉ ｌｏｉ ｓｎｇｏｎ “公元前”

ｓｎｇｏｎ ｖｊｕｇ “（藏文）前加字”
ｓｎｇｕｎ “以前，前边”：ｓｎｇｕｎ ｄｕ ｇｔｏｎｇ ｂａ “先遣”

ｍｄｚｏ ｓｎｇｕｎ ｓｂａｌ ｂａｓ ｂｃａｄ ｐａ “蛙挡牛路”

Ｇ２
ｎｇａｇ “话语”：ｓｎｙａｎ ｎｇａｇ “诗”
ｄｎｇａｇｓ “话语，辞令”：ｓｎｙａｎ ｄｎｇａｇｓ “诗”
ｓｎｇａｇｓ “咒语，真言”：ｓｎｇａｇｓ ｐａ “咒师” 　 ｇｓａｎｇ ｓｎｇａｇｓ “密咒”
ｍｎｇａｇｍｎｇａｇｓｍｎｇｏｇｓ （～ ｎｇｏｇｓ ～ ｍｎｇａｇｓ） （ｉ．） “嘱托，派遣”：

ｍｎｇａｇ ｃｈａ ｒｇｙａｇ ｐａ “嘱托” 　 ｍｎｇａｇ ｇｔｏｎｇ ｂｙｅｄ ｐａ “派遣”
ｓｎｇａｇ（～ ｓｎｇｏｇ） ｂｓｎｇａｇｂｓｎｇａｇｓｓｎｇｏｇｓ （～ ｓｎｇａｇｓ） “歌颂，赞扬”：

ｂｓｔｏｄ ｂｓｎｇａｇｓ “赞扬”

Ｇ３
ｎｇａｌ “累”：ｎｇａｌ ｒｔｓｏｌ “劳动” 　 ｎｇａｌ ｇｓｏ “休息”
ｂｓｎｇａｌ “累”：ｓｄｕｇ ｂｓｎｇａｌ “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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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４

ｓｎｇａｓ “枕头”：ｓｎｇａｓ ｍｇｏ “枕头” 　 ｒｇｙａｂ ｓｎｇａｓ “靠枕”
ｒｎｇａｓ “枕头”
ｂｓｎｇａｓ “就枕”

Ｇ５

ｎｇｕｎｇｕｓ “哭”
ｎｇｕｄ：ｎｇｕｄ ｍｏ “呜咽”
ｄｎｇｕｄ：ｄｎｇｕｄ ｍｏ “呜咽”
ｒｎｇｕ：ｒｎｇｕ ｍａ “眼屎”

Ｇ６

ｒｎｇｕｌ “汗”：ｒｎｇｕｌ ｃｈｕ “汗水” 　 ｒｎｇｕｌ ｄｒｉ “汗味”
ｒｎｇｕｌｂｒｎｇｕｌ “出汗”

Ｇ７
ｎｇｏ “面孔”：ｎｇｏ ｓｈｅｓ ｐａ “认识” 　 ｎｇｏ ｓｐｒｏｄ “介绍”

ｎｇｏ ｔｓｈａ ｂａ “羞” 　 ｎｇｏ ｌｋｏｇ “当面和背后”
ｎｇｏｓ “表面，当面，方面”：ｒｔｓｉｇ ｐａｉ ｎｇｏｓ “墙面”　 ｒａｎｇ ｎｇｏｓ “自己方面”

ｓｇｏｇ ｐａ ｌｋｏｇ ｔｕ ｂｚａｓ ｋｙａｎｇ 　 ｓｇｏｇ ｄｒｉ ｎｇｏｓ ｌａ
ｋｈａ ｙｏｎｇ “背地吃大蒜，当面放蒜臭”

ｍｎｇｏｎ “当面”：ｍｎｇｏｎ ｌｋｏｇ “当面和背后” 　 ｍｎｇｏｎ ｇｓａｌ “公然”
ｍｎｇｏｎ “显露，呈现”：ｇｓａｌ ｐｏｒ ｍｎｇｏｎ ｐａ “展现”
ｄｎｇｏ “刃”：ｇｒｉ ｄｎｇｏ “刀刃”
ｄｎｇｏｓ “公开，当面，实际”：ｒｎａｍ ｖｇｙｕｒ ｄｎｇｏｓ ｓｕ ｓｔｏｎ ｐａ “表明态度”

ｄｎｇｏｓ ｎｙｅｓ ｐｏ “丑陋”　 ｄｎｇｏｓ ｇｓａｌ “显著”
ｇｎａｓ ｔｓｈｕｌ ｄｎｇｏｓ “实际情况”

Ｇ８
ｒｎｇｏ （～ ｒｎｇｏｄ） ｂｒｎｇｏ （～ ｒｎｇｏ ～ ｂｒｎｇｏｄ） ｂｒｎｇｏｓｒｎｇｏｓ “炒”：

ｒｎｇｏ ｔｓｈａｎｇ “炒房” 　 ｒｎｇｏｄ ｓｌａｎｇ “炒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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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ｎｇｏｒｎｇｏｓ “炒熟”
ｒｎｇｏ “炒”（ｎ．）：ｒｎｇｏ ｌｅｎ ｐａ “炒”

Ｇ９
ｓｎｇｏ “青草，蔬菜，幼苗”：ｓｎｇｏ ｍａ “青草地”　 ｓｎｇｏ ｎｇａｄ “菜蔬的气味”

ｓｎｇｏ ｔｈｏｇ “青苗” 　 ｓｎｇｏ ｓｋｙａ “浅蓝色的”
ｓｎｇｏ （～ ｓｎｇｏｄ） ｂｓｎｇｏｂｓｎｇｏｓ “变青”
ｓｎｇｏｎ “蓝色”：ｓｎｇｏｎ ｐｏ “蓝色的” 　 ｓｎｇｏｎ ｂｕ “蔬菜”

Ｇ１０
ｒｎｇｏｎｂｒｎｇａｎｂｒｎｇａｎ （ｄ） ｒｎｇｏｎ （ｄ）“狩猎”
ｒｎｇｏｎ “狩猎”（ｎ．）：ｒｎｇｏｎ ｌａ ｓｇｒｉｎ ｐａ “善猎”

Ｇ１１
ｒｎｙａｂｒｎｙａｂｒｎｙａｓｒｎｙｏｓ “借入”：ｂｒｎｙａ ｂｓｋｙｉ “债”
ｒｎｙｏｎ（～ ｒｎｙａｎ） ｂｒｎｙａｎｂｒｎｙａｎ （ｄ） ｒｎｙｏｎ （ｄ） “借入”：ｂｒｎｙａｎ

ｐｏ “借来的东西，替代物”
ｇｎｙａ：ｇｎｙａ ｓｋｙｉ “债”

Ｇ１２
ｇｎｙａ “后颈”：ｇｎｙａ ｓｈｉｎｇ “牛轭” 　 ｒｉ ｇｎｙａ “山顶稍下部分”
ｎｙａｇ “下凹”（ｖ．）：ｙａ ｎｙａｇ ｐａ “下凹，（家道）没落”

ｌａ ｎｙａｇ ｍｄｚｏ ｇｚｅｎｇｓ “山低身牛仰头（互相妥协）”
ｎｙａｇ “凹陷”：ｎｙａｇ ｐｏ “凹下的” 　 ｌａ ｎｙａｇ “山垭”

ｓｎａ ｎｙａｇ ｎｙａｇ “塌鼻梁”
ｎｙｅｇ “凹陷，缺口”
ｇｎｙａｇ （ｓ）“山凹处”：ｙａ ｇｎｙａｇ “山垭” 　 ｒｉ ｇｎｙａｇｓ “山坳”

Ｇ１３
ｎｙａｇ：ｎｙａｇ ｍｏ “女人”
ｎａｇ：ｎａｇ ｍｏ “女人”
ｓｎａｇ “母亲和姐妹方面的亲属”：ｓｎａｇ ｄｂｏｎ “舅，姑姨和姐妹之子”

ｓｎａｇ ｔｓｈａ “甥，表兄弟，外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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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１４
ｓｎｙａｇｓ：ｓｎｙａｇｓ ｒｏ “废渣”
ｍｙａｇｍｙａｇｓ “腐烂”：ｍｙａｇ ｍｙｏｇ “污浊，烂泥” 　 ｍｙａｇ ｐａ “臭泥”
ｍｙａｇｓ “泥浆，糊糊”
ｎｙｏｇ “糊糊”：ｓｒａｎ ｎｙｏｇ “豆粥” 　 ｍａｒ ｎｙｏｇ “油面糊”

Ｇ１５
ｎｙａｎｍｎｙａｎｍｎｙａｎ （ｄ） ｎｙｏｎ （ｄ）“听”
ｓｎｙａｎ “耳朵”（ｈ．）：ｓｎｙａｎ ｐｏ “悦耳” 　 ｓｎｙａｎ ｎｇａｇ “诗”

ｓｇｒａ ｓｎｙａｎ “六弦琴”
　 “六弦琴”在拉萨读／ ?ａｍ ： ／，增生了一个ｍ。似乎ｓｎｙａｎ的声母
ｎｙ是从ｍｙ演变来的。

Ｇ１６
ｎｙａｍ “稍许”：ｎｙａｍ ｔｓａｍ “稍许” 　 ｎｙａｍ ｃｈｕｎｇ “弱小”
ｎｙａｍｓ “变弱”：ｒｎａｍ ｐａ ｎｙａｍｓ ｐａ “面色憔悴”

ｚｕｒ ｎｙａｍｓ ｐａ “角缺了” 　 ｎｙａｍｓ ｇｓｏ “修复”
ｓｎｙｅｍｓ：ｓｎｙｅｍｓ ｐａ “弱小” 　 ｓｎｙｅｍｓ ｃｈｕｎｇ “胆小者”
ｓｎｙｏｍｓ：ｓｎｙｏｍｓ ｃｈｕｎｇ “弱小”
ｇｎｙｏｍ “软弱”：ｇｎｙｏｍ ｃｈｕｎｇ “弱小” 　 ｇｎｙｏｍ ｐｏ “懦弱”

ｇｎｙｏｍ ｖｋｈｕｒ ｂａ “忍受欺凌”

Ｇ１７
ｎｙａｍｓ “气（派）”：ｎｙａｍｓ ｖｇｙｕｒ “态度” 　 ｋｈｒｏ ｎｙａｍｓ “愠色”

ｄｐｏｎ ｎｙａｍｓ “官气” 　 ｓｇｅｇ ｎｙａｍｓ “媚态”
ｓｎｙｅｍ （ｓ） ｂｓｎｙｅｍｂｓｎｙｅｍｓｓｎｙｅｍｓ “傲慢”：ｓｎｙｅｍｓ ｐａ “傲慢，骄

横”

Ｇ１８
ｎｙａｍ （ｓ）“想法，感受，体会”
ｓｎｙａｍ “思想”（ｎ．）：ｓｎｙａｍ ｄｕ ｂｓａｍ ｐａ “想，认为”
ｓｎｙａｍ “想，思考，以为，感觉”（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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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１９
ｍｎｙａｍ “平坦，相等”：ｍｎｙａｍ ｐｏ “平坦，一起”

ｒｉｎｇ ｔｈｕｎｇ ｍｎｙａｍ ｐａ “长短相同”
ｎｇｏｓ ｍｎｙａｍ ｐａ “平坦，对称，匀称”
ｃｈａ ｍｎｙａｍ “平衡” 　 ｍｎｙａｍ ｌａｓ “合作”

ｓｎｙｏｍ （ｓ） ｂｓｎｙａｍ （～ ｂｓｎｙｏｍ） ｂｓｎｙａｍｓ （～ ｂｓｎｙｏｍｓ） ｓｎｙｏｍｓ “弄
平，使相等”：ｓｎｙｏｍ ｐｏ “平整，均匀，整齐”

ｎｇｏｓ ｓｎｙｏｍ ｐａ “使平坦，使对称，使匀称”
ｋｈｏｄ ｓｎｙｏｍ ｐａ “弄平，弄齐”
ｒｉｎｇ ｔｈｕｎｇ ｓｎｙｏｍ ｐａ “使长短相同”

ｓｎｙｏｂｓ “平等，平均”

Ｇ２０
ｎｙａｌｎｙｏｌ （ｉ ）“躺下，睡，（钟表）停”：ｎｙａｌ ｋｈｒｉ “床”

ｓｐｕ ｎｙａｌ ｂａ “毛倒伏”
ｓｎｙｏｌ （～ ｓｎｙａｌ） ｂｓｎｙａｌｂｓｎｙａｌ （ｄ） ｓｎｙｏｌ （ｄ） “弄躺下，弄睡”：

ｓｈｉｎｇ ｓｄｏｎｇ ｓｎｙａｌ ｂａ “放倒树干” 　 ｓｐｕ ｓｎｙｏｌ ｂａ “把毛抹倒”
ｍｎａｌｍｎｏｌ （ｉ．）“躺下，睡，睡着”：ｍｎａｌ ｔｈａｌ ｓｈｏｒ ｂａ “睡过头了”
ｍｎａｌ “睡”（ｎ．）：ｍｎａｌ ｇｚｉｍ ｐａ “睡” 　 ｍｎａｌ ｋｈｕｇ ｐａ “睡着”

ｍｎａｌ ｌａｍ “梦”
ｒｎａｌ “镇静，专心”：ｓｅｍｓ ｒｎａｌ ｄｕ ｐｈａｂ ｐａ “心静，专心”

ｓｅｍｓ ｒｎａｌ ｒｉｌ ｂｕ “定心丸” 　 ｒｎａｌ ｌａｍ “梦”
　 ｍｎａｌ在拉萨读／ ： ／，声母是舌面音。

Ｇ２１
ｎｙｉ：ｎｙｉ ｍａ “太阳，（一）日”　 ｎｙｉ ｚｌａ “日月”　 ｎｙｉ ｍａ ｒｅ ｒｅ “每天”
ｎｙｉｎ “白天，（一）日，阳坡”：ｎｙｉｎ ｍｔｓｈａｎ “日夜” 　 ｎｙｉｎ ｒｅ “每天”

ｎｙｉｎ ｓｒｉｂ （ｓ）“（山的）阴坡阳坡”
ｇｎｙｉ：ｇｎｙｉ ｍａ “太阳” 　 ｇｎｙｉ ｚｌａ “日月”

Ｇ２２
ｎｙｉｇ （ｓ）“渣滓，污垢”：ｎｙａｇ ｎｙｉｇ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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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ｎｙｉｇｓ “渣滓”：ｇａｄ ｓｎｙｉｇｓ “垃圾”
ｓｎｙｉｇｓ “沉淀”（ｖ．）

Ｇ２３
ｇｎｙｉｄ “睡着”
ｇｎｙｉｄ “睡眠”：ｇｎｙｉｄ ｂｒｏ ｂａ “发困” 　 ｇｎｙｉｄ ｋｈｕｇ ｐａ “睡着”

ｇｎｙｉｄ ｌａ ｓｈｏｒ ｂａ “不知不觉地睡着”

Ｇ２４
ｎｙｉｌ “垮，塌落”
ｓｎｙｉｌｂｓｎｙｉｌｂｓｎｙｉｌ （ｄ） ｓｎｙｉｌ （ｄ）“使崩塌”
ｖｂｙｉｌｂｙｉｌ “滑落，坠落”
ｂｙｉｌ “耳坠”：ｓｏｇ ｂｙｉｌ “长耳坠”

Ｇ２５
ｇｎｙｉｓ “二”：ｇｎｙｉｓ ｐａ “第二” 　 ｂｃｕ ｇｎｙｉｓ “十二” 　 ｋｈｒｉ ｇｎｙｉｓ “两万”
ｎｙｉｓ “二”（只用于复合词中）：ｎｙｉｓ ｂｒｇｙａ “二百” 　 ｎｙｉｓ ｓｔｏｎｇ “两千”

ｎｙｉｓ ｋｈｒｉ “两万” 　 ｎｙｉｓ ｌｄａｂ “两倍”
ｎｙｉｓ ｔｓｈｅｂ “双股杈”
ｎｙｉｓ ｓｋｒａ “（已婚妇女的）双辫”

ｎｙｉ “二”（用于复合数词）：ｎｙｉ ｓｈｕ “二十”　 ｎｙｉ ｂｒｇｙａ “二百”
ｎｙｉ ｓｔｏｎｇ “两千”　 ｎｙｉ ｋｈｒｉ “两万”

ｎｙｅｒ “二十”（只用于复合数词２１２９中）：ｎｙｅｒ ｇｃｉｇ “二十一”
ｎｙｅｒ ｂｄｕｎ “二十七”
ｎｙｅｒ ｄｇｕ “二十九”

　 １ ｎｙｉ ｓｈｕ “二十”中原来的后缀ｓ使后一音节的ｃ变ｓｈ，而后被
ｓｈ异化脱落。（见张谢蓓蒂１９７１）。

２ 由ｎｙｅｒ “二十”构成的复合数词通常用于书面语，拉萨口语不说。
但是在华侃主编的《藏语安多方言词汇》中，化隆话“二十一”
读／ ａｒ ｈｋ ／，“二十八”读／ ａｒ ｂｉｅ ／。

Ｇ２６
ｎｙｕｎｇｎｙｕｎｇｓ “减少”：ｎｙｕｎｇ ｎｙｕｎｇ “少”

ｎｙａｎｇ ｎｇｅ ｎｙｕｎｇ ｎｇｅ “零零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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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ｎｙｕｎｇｂｓｎｙｕｎｇｂｓｎｙｕｎｇｓｓｎｙｕｎｇｓ “削减”
ｓｍｙｕｎｇｂｓｍｙｕｎｇｂｓｍｙｕｎｇｓｓｍｙｕｎｇｓ “削减”

Ｇ２７
ｓｎｙｕｎｂｓｎｙｕｎｂｓｎｙｕｎ （ｄ）“生病”
ｓｎｙｕｎ “疾病”
ｓｎｙｕｎｇｂｓｎｙｕｎｇｂｓｎｙｕｎｇｓ “生病”
ｓｎｙｕｎｇ “疾病”

Ｇ２８
ｎｙｕｌ “抹（泥）”：ｓｋｙａｎｇ ｎｙｕｌ “抹”（ｎ．）
（ｖ）ｂｙｕｌ “捋”
ｖｂｙｉｌｂｙｉｌｂｙｉｌ （ｉ．）“捋，抹（泥）”
ｓｂｙｉｌ：ｓｂｙｉｌ ｍｏ “泥抹子”
ｓｐｙｉｌ “抹（泥）”：ｓｐｙｉｌ ｍｏ “泥抹子”
（ｖ）ｐｈｙｉｌ “抹（泥）”
ｄｂｙｉ （ｓ）“抹（泥），粉刷”
ｚｈｉｌ “抹（泥）”
ｚｈｕｌ “捋”
ｎｕｌ：ｓｋｙａｎｇ ｎｕｌ “抹墙和地面的墁泥”

Ｇ２９
ｎｙｕｌ “漫游，巡行”：“ｓｂａｒ ｎｙｕｌ ｒｇｙａｇ ｐａ （在黑暗中）摸索”

ｎｙｕｌ ｚｈｉｂ “侦察” 　 ｎｙｕｌ ｍａ “特务”
ｇｎｙｕｌ “潜行，巡查”
ｂｓｎｙｕｌ “使巡查”
ｍｙｕｌ “漫游，巡行”：ｍｙｕｌ ｚｈｉｂ “侦察” 　 ｍｙｕｌ ｍａ “特务”
（ｄ）ｂｙｕｌ “漫游，巡行，潜行”
ｂｙｉｌ：ｂｙｉｌ ｂｙｉｌ ｖｇｒｏ ｂａ “潜行”
　 因为有鼻音声母的形式，我们怀疑ｂｙ曾有过带鼻音前缀的ｖｂｙ。

Ｇ３０
ｎｙｅ “亲近，接近”：ｎｙｅ ｐｏ “近” 　 ｎｙｅ ｒｉｎｇ “远近，亲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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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ｙｅ ｔｓｈａｎ “亲戚” 　 ｍｏ ｎｙｅ “母系亲属”
ｎｙｅ ｓｇｒｉｇ “订婚” 　 ｎｙｅ ｄａｒ “定亲哈达”
ｎｙｅ ｂｄａｇ “婚嫁双方的家长”

ｎｙｅｎ （ｄ）：ｎｙｅｎ （ｄ）ｋｏｒ “附近”
ｇｎｙｅ “求婚”：ｇｎｙｅ ｂｏ “使者，求婚者”
ｇｎｙａ：ｇｎｙａ ｂｏ “迎亲送亲者”
ｇｎｙｅｎ “亲戚”：ｇｎｙｅｎ ｚｌａ “配偶” 　 ｐｈａ ｇｎｙｅｎ “父系亲属”

ｍａ ｇｎｙｅｎ “母系亲属” 　 ｇｎｙｅｎ ｃｈａｎｇ “喜酒”
ｇｎｙｅｎ ｐｏ “接送新娘的人”
ｇｎｙｅｎ ｇｄｕｎｇ “亲属”（巴尔蒂读／ ｓｅｎｄｕ ／）

ｍｎｙｅｓ “喜欢”
ｓｎｙｅｂｓｎｙｅｂｓｎｙｅｓｓｎｙｅｓ “靠”：ｒｇｙａｂ ｓｎｙｅ （ｓ）“靠垫” 　 ｓｎｙｅ ｐｏ “媒

人”
ｓｎｙｅｎｂｓｎｙｅｎｂｓｎｙｅｎ （ｄ） ｓｎｙｅｎ （ｄ）“亲近，依靠”：ｂｓｎｙｅｎ ｓｒｉｎｇ “远

近，亲疏”　 ｂｓｎｙｅｎ ｂｋｕｒ “服侍，孝敬”　 ｄｇｅ ｂｓｎｙｅｎ “居士”
ｓｍｙｅｎ “媒妁”
ｓｍｙａｎ “结亲”：ｓｍｙａｎ ｇａ “姻亲” 　 ｓｍｙａｎ ｐａ “媒人”

ｓｍｙａｎ ｂｙｅｄ ｐａ “说媒”

Ｇ３１
ｓｎｙｅ：ｓｎｙｅ ｍａ “穗”
ｓｎｅ：ｓｎｅ ｍｏ “端，头” 　 ｇｒｏｎｇ ｓｎｅ “村头” 　 ｓｎｅ ｌｅｎ “接待”

ｓｎｅ ｖｄｚａｒ “织物两端的浮绪” 　 ｓｎｅ ｋｈａ “种类”
ｓｎｅ ｖｄｚｏｍｓ “齐全”

ｓｎａ “鼻，端，头”：ｓｎａ ｋｈｕｇ “鼻” 　 ｇｒｏｎｇ ｓｎａ “村头”
ｓｎａ ｌｅｎ “接待” 　 ｓｎａ ｖｄｚａｒ “织物两端的浮绪”
ｓｎａ ｋｈａ “种类” 　 ｓｎａ ｖｄｚｏｍｓ “齐全”

ｓｎａｂｓ “鼻涕”

Ｇ３２
ｍｎｙｅｄ （～ ｎｙｅｄ ～ ｍｎｙｅ） ｍｎｙｅｍｎｙｅｓ （ｍ） ｎｙｅｓ “揉，鞣制，研

磨”：ｋｏ ｂａ ｍｎｙｅｄ ｐａ “鞣皮子” 　 ｓｎａｇ ｔｓｈａ ｍｎｙｅｄ ｐａ “研墨”
ｍｎｙｅｎ “柔软”：ｍｎｙｅｎ ｐｏ “柔软” 　 ｍｎｙｅｎ ｃｈａ “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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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ｎｙｅ：ｓｒａ ｓａｒ ｖｇｒｅｄ　 ｓｎｙｅ ｓａｒ ｚｕｇ “硬地滑，软地陷”
ｓｎｙｉ：ｓｎｙｉ ｍｏ “柔软”

Ｇ３３
ｒｎｙｅｄｂｒｎｙｅｄｂｒｎｙｅｄ “获得”：ｌａｍ ｒｎｙｅｄ ｐａ “找到路，得逞”

ｇｏ ｓｋａｂｓ ｒｎｙｅｄ ｐａ “得到机会”
ｂｒｏ ｂａ ｒｎｙｅｄ ｐａ “尝到甜头”

ｂｒｎｙｅｓ “得到，证得，荣膺”：ｇｏ ｖｐｈａｎｇ ｂｒｎｙｅｓ ｐａ “得到地位”
ｒｇｙａｌ ｋｈａｂ ｄｂｕ ｂｒｎｙｅｓ ｐａ “建国”

Ｇ３４
ｎｙｅｒ：ｎｙｅｒ ｎｙｅｒ ｂｙｅｄ ｐａ “（因怒）皱起脸”
ｓｎｙｅｒｂｓｎｙｅｒｂｓｎｙｅｒ （ｄ） ｓｎｙｅｒ （ｄ）“（因怒）皱起脸”
ｇｎｙｅｒ “（因怒）皱起脸”：ｇｎｙｅｒ ｇｎｙｅｒ ｂｙｅｄ ｐａ “（因怒）皱起脸”

ｇｎｙｅｒ ｍａ “皱纹”
ｋｈａ ｇｎｙｅｒ ｎａｓ ｎｇａｒ ｓｋａｄ ｓｇｒｏｇ ｐａ “咧嘴怒吼”

Ｇ３５
ｎｙｅｌ “疲劳”
ｍｎｙｅｌ “疲劳”（ｈ．）
ｇｎｙｅｌ “疲劳”（ｈ．）
ｎｇａｌ “疲劳”：ｎｇｓｌ ｒｔｓｏｌ “劳动” 　 ｎｇａｌ ｇｓｏ “休息”
ｂｓｎｇａｌ “很疲劳”：ｓｄｕｇ ｂｓｎｇａｌ “痛苦”

Ｇ３６
ｎｙｏｎｙｏｓ “买”：ｎｙｏ ｔｓｈｏｎｇ “买买”
ｎｙｏｄ “买”
ｇｎｙｏｄ “价值”

Ｇ３７
ｎｙｏｇ “浑”：ｎｙａｇ ｇｅ ｎｙｏｇ ｇｅ “浑，杂乱” 　 ｎｙｏｇ ｒｄｚｏｂ “麻烦，复杂”

ｋｈａｍｓ ｎｙｏｇ ｐｏ “身心不适”
ｓｎｙｏｇｂｓｎｙｏｇｂｓｎｙｏｇｓｓｎｙｏｇｓ “搅浑，打乱”：ｓｎｙｏｇ ｍａ “渣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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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ｎｙｏｇｂｒｎｙｏｇｂｒｎｙｏｇｓｒｎｙｏｇｓ “搅浑”：ｒｎｙｏｇ ｍａ “渣滓”
ｋｈａｍｓ ｒｎｙｏｇ ｐｏ “身心不适”
ｒｎｙｏｇ ｐｏ “混浊”
ｒｎｙｏｇｓ ｒｄｚｏｂ “麻烦，复杂”

ｍｙｏｇ：ｍｙａｇ ｍｙｏｇ “污浊”

Ｇ３８
ｒｎｙｏｎｇ （～ ｒｎｙａｎｇ） ｂｒｎｙａｎｇｂｒｎｙａｎｇｓｒｎｙｏｎｇｓ “伸展”： ｒｋａｎｇ ｌａｇ

ｒｎｙｏｎｇ ｂａ “伸展手脚” 　 ｂｙａ ｒｎｙｏｎｇ “伸懒腰”
ｓｎｙｅｎｇ “伸展”：ｂｙａ ｓｎｙｅｎｇ ｂｙｅｄ ｐａ “打哈欠”
ｒｍｙｏｎｇｒｍｙａｎｇｒｍｙａｎｇｓｒｍｙｏｎｇｓ “伸展”：ｂｙａ ｒｍｙａｎｇ ｂｙｅｄ ｐａ “伸懒

腰，打哈欠”
ｓｍｙａｎｇ，ｓｍｙｏｎｇ，ｒｍｙｅｎｇ “伸展”

Ｇ３９
ｒｎｙｏｎｇ “陷阱，圈套”
ｒｎｙｏｎｇｂｒｎｙａｎｇ （～ ｂｒｎｙｏｎｇ） ｂｒｎｙａｎｇｓ （～ ｂｒｎｙｏｎｇｓ） ｒｎｙｏｎｇｓ “设

陷阱，设圈套”

Ｇ４０
ｎｙｏｄ “吃”：ｎｙｏｄ ｐａ “食物”
ｓｎｙｏｄｂｓｎｙｏｄｂｓｎｙｏｄｓｎｙｏｄ “喂”
ｇｎｙｏｄ “食物的精华，体力”

Ｇ４１
ｓｎｙｏｄ（～ ｓｎｙａｄ） ｂｓｎｙａｄｂｓｎｙａｄｓｎｙｏｄ “说”： ｔｈａ ｓｎｙａｄ “概念，词，

术语” 　 ｓｎｙａｄ ｓｅ ｓｎｙｏｄ ｓｅ “说长道短”
（ｂ） ｓｎｙａｄ“缺点，口实，衅端”：ｓｎｙａｄ ｋａ “缺点” 　 ｓｎｙａｄ ｒｋｏ ｂａ “挑

衅” 　 ｓｎｙａｄ ｖｄｏｇｓ ｐａ “污蔑” 　 ｂｓｎｙａｄ ｖｔｓｏｌ “寻衅”
ｓｎｙｏｎｂｓｎｙｏｎｂｓｎｙｏｎ （ｄ） ｓｎｙｏｎ （ｄ） “诬陷，抵赖”：ｂｓｎｙｏｎ ｖｄｚｕｇｓ

“诬陷”

Ｇ４２
ｎｙｏｂ “萎靡，疲惫”：ｎｙｏｂ ｔｏ “萎靡” 　 ｎｙｏｂ ｔｈｉｎｇ ｔｈｉｎｇ “懒洋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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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ｙａｂ ｂｅ ｎｙｏｂ ｂｅ “无精打采”
ｎｙｏｂ “萎靡，疲惫”（ｎ．）：ｎｙｏｂ ｂｓａｎｇ ｂａ “振作”
ｎｙｏｇ “昏聩，疲惫”：ｎｙｏｇ ｐｏ “昏聩，萎靡”
ｓｎｙｏｂｓ “乏”
ｓｎｙｏｍ “疲惫”：ｓｎｙｏｍ ｌａｓ “懈怠，懒惰”
ｍｙｏｇ：ｍｙａｇ ｍｙｏｇ “昏沉”

Ｇ４３
ｓｎｙｏｌｂｓｎｙａｌｂｓｎｙａｌｓｎｙｏｌ “孵”
ｍｎｇａｌ “子宫，胎”：ｍｎｇａｌ ｖｋｈｏｒ ｂａ “受孕” 　 ｍｎｇａｌ ｃｈａｇｓ ｐａ “怀

胎”

Ｇ４４
ｓｎｙｏｌｂｓｎｙａｌｂｓｎｙａｌｓｎｙｏｌ “使发酵”
ｂｓｎｇａｌ “使发酵”：ｚｈｏ ｂｓｎｇａｌ ｂａ “使奶发酵成酸奶”
ｍｎｇａｌ：ｍｎｇａｌ ｂａ “口臭”

Ｇ４５
ｎａ “生病”：ｎａ ｔｓｈａ “病”
ｎａｄ “病”：ｎａｄ ｐａ “病人” 　 ｎａｄ ｌｏｇ ｒｇｙａｇ ｐａ “犯病”
ｓｎａｄｂｓｎａｄｂｓｎａｄｓｎｏｄ “使受伤”
ｓｎａｄｂｓｎａｄ “受伤”
ｓｎｅｄ：ｌｕｓ ｓｎｅｄ ｐａ “身体某部分残废”

Ｇ４６
ｎａｇ “黑，狠毒”：ｎａｇ ｐｏ “黑的” 　 ｓｐｕ ｎａｇ “牦牛，牛”

ｎａｇ ｓｈａ “牛肉” 　 ｎａｇ ｔｓｈａｎｇ “养牛牧户”
ｓｅｍｓ ｎａｇ ｐｏ “心黑” 　 ｎａｇ ｃｈｅｎ “罪大恶极者”

ｇｎａｇ “（牦牛、犏牛总称）黑牛，牛”：ｇｎａｇ ｋｈｙｕ “牛群”
ｇｎａｇ “变成黑色，黑着（脸），狠毒”：ｎｇｏ ｇｎａｇ ｐａ “黑着脸”

ｎｇｏ ｇｎａｇ “怒容”
ｇｎａｇ ｐｏ “狠毒”

ｓｎａｇ （ｓ）“弄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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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ｎａｇ “墨汁”：ｓｎａｇ ｔｓｈａ “墨汁”
ｎｏｇ （ｓ）“变脏，出现黑垢”：ｎａｇ ｇｅ ｎｏｇ ｇｅ “黑垢斑斑”

Ｇ４７
ｒｎａｇ “脓”：ｒｎａｇ ｒｇｙａｇ ｐａ “化脓”
ｒｎａｇ （ｓ）“化脓”
　 动词“化脓”，有的辞书中有后缀ｓ，有的没有，也许二者是完成式
和未完成式的区别。

Ｇ４８
ｍｎａｇ （ｓ）“承受”：ｙｉｄ ｌａ ｍｎａｇｓ ｐａ “忍受”
ｒｎｏｇ （～ ｒｎａｇ） ｂｒｎａｇｂｒｎａｇｓｒｎｏｇｓ “承受”

Ｇ４９
ｍｎａｇ （ｓ）“深思”：ｙｉｄ ｌａ ｍｎａｇｓ ｐａ “怀念”
ｒｎａｇ （～ ｂｒｎａｇ） ｂｒｎａｇｂｒｎａｇｓｒｎｏｇｓ “深思，怀念”
ｒｎｏｇｂｒｎｏｇｂｒｎｏｇｓｒｎｏｇｓ “深思，怀念”

Ｇ５０
ｎａｎ “郑重，恳切，强烈”：ｎａｎ ｐｏ “恳切，认真”

ｎａｎ ｔａｎ “郑重，恳切”
ｎａｎ ｂｓｈａｄ “强调”

ｒｎｏｎｂｒｎａｎｂｒｎａｎ （ｄ） ｒｎｏｎ （ｄ）“恳切，强调”
（ｇ）ｎｏｎｍｎａｎ （～ ｇｎａｎ） ｍｎａｎ （ｄ） ｎｏｎ （ｄ） “压，压制”：ｇｎｏｎ

ｓｈｕｇｓ “压力”
ｎｏｎ “屈服”：ｎｏｎ ｐｏ “压得住”

Ｇ５１
ｎａｍ “天，夜，何时”：ｎａｍ ｍｋｈａ “天空” 　 ｎａｍ ｄｇｕｎｇ “半夜”

ｎａｍ ｙａｎｇ “任何时候” 　 ｎａｍ ｄｕｓ “季节”
ｎａｍ ｔｓｈａ “年成” 　 ｓｏ ｎａｍ “农活儿”

ｇｎａｍ “天，雨”：ｇｎａｍ ｓａ “天地” 　 ｇｎａｍ ｇｓｈｉｓ “天气”
ｇｎａｍ ｖｔｈｉｂ ｐａ “天阴” 　 ｇｎａｍ ｖｂａｂ ｐａ “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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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５２
ｍｎａｍ “散发，嗅到（气味）”：ｓｋｙｕｒ ｍｎａｍ ｐａ “发出或嗅到酸味”
ｓｎｏｍ （～ ｓｎａｍ） ｂｓｎａｍｂｓｎａｍｓｓｎｏｍｓ “嗅”
ｎｏｍｍｎａｍｍｎａｍｓｎｏｍｓ “嗅”
ｓｎｕｍｂｓｎｕｍｂｓｎｕｍｓｓｎｕｍｓ “嗅”

Ｇ５３
ｎａｌ “私通，同姓通婚”
ｎａｌ “私通，同姓通婚的夫妻”：ｎａｌ ｂｓｈａｍｓ ｐａ “私通”

ｎａｌ ｐｈｒｕｇ “私生子，同姓通婚的子女”
（ｍ）ｎｏｌ “不贞，玷污”

Ｇ５４
ｓｎａｌ：ｓｎａｌ ｍａ “经纬线”
ｓｎｏｌｂｓｎｏｌｂｓｎｏｌ （ｄ） ｓｎｏｌ （ｄ）“交叉”：ｓｎｏｌ ｍａ “交叉的”

ｓｎｏｌ ｐａｒ ｒｇｙａｇ ｐａ “套印”

Ｇ５５
ｇｎａｓｇｎｏｓ （ｉ．）“居留，存在，值”：ｇｎａｓ ｇｌａ “住宿费”

ｇｎａｓ ｔｈａｎｇ “价值”
ｇｎａｓ“地点，宗教场所，境地，位置， （算数的）位数”：ｓａ ｇｎａｓ “地

方” 　 ｇｎａｓ ｓｋｏｒ “朝山” 　 ｇｎａｓ ｔｓｈｕｌ “情况” 　 ｒｉｇ ｇｎａｓ “文化”

Ｇ５６
ｎｕｎｕｓｎｕｓ （ｉ．）“吃奶”：ｎｕ ｍａ “乳房”
ｓｎｕｎｂｓｎｕｎｂｓｎｕｎ （ｄ） ｓｎｕｎ （ｄ）“喂奶”
ｍｎｕｎ “喂奶”
　 “喂（奶）”完成式天峻读／ ｗｎｎ ／，显示ｓ使声母ｎ清化后自身脱落。
可能有的地方ｓ未使ｎ清化便已脱落，ｂ受ｎ影响成ｍｎｕｎ。

Ｇ５７
ｎｕｂ “西，夜晚”：ｎｕｂ ｐｈｙｏｇｓ “西方” 　 ｎｕｂ ｍｏ “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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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ｕｂ “落下，沉没，没落”：ｎｙｉ ｍａ ｎｕｂ ｐａ “日落”
ｃｈｕｉ ｎａｎｇ ｌａ ｎｕｂ ｐａ “沉入水中”
ｒｇｙｕｎ ｂｚａｎｇ ｎｕｂ ｐａ “优良传统没落”

ｓｎｕｂｂｓｎｕｂｂｓｎｕｂｓｓｎｕｂｓ “使沉没，使没落”：ｃｈｕｉ ｎａｎｇ ｌａ ｓｎｕｂ ｐａ “使
沉入水中”

Ｇ５８
ｎｕｒ “烂熟，（泡、揉）碎，浓稠”：ｎｕｒ ｎｕｒ “浓稠”

ｎｕｒ ｍｏ “烂糊的”
ｖｄｕｒ “烂熟，浓稠”
ｌｄｕｒ “烂熟”：ｌｄｕｒ ｌｄｕｒ “烂熟的” 　 ｚａｓ ｌｄｕｒ ｌｄｕｒ “流食”

ｌｄａ ｒｉ ｌｄｕ ｒｉ “烂烂糊糊的”
ｖｄｕｒ “糊糊”：ｒｔｓａｍ ｖｄｕｒ “糌粑糊糊”
ｌｄｕｒ：ｃｈｕ ｌｄｕｒ “饲料糊” 　 ｊａ ｌｄｕｒ “茶糊糊”
　 在方言中， “碎”读／ ｎｔｕ：ｒ ／ （日土、措勤），转写成藏文应该是
ｖｄｕｒ； ／ ｎｕ：ｒ ／ （噶尔、普兰、革吉），藏文中应该是ｎｕｒ。

Ｇ５９
ｒｎｏ “钢，刀刃，锋利，敏锐”：ｒｎｏ ｋｈａｂ ｌｅｎ “磁铁”

ｒｎｏ ｂｔｏｎ ｐａ “开了刃”
ｒｎｏ ｐｏ “锋利”

ｒｎｏｎ：ｒｎｏｎ ｐｏ “锋利，尖锐，敏锐”

Ｇ６０
ｎｏｇ：ｎａ （ｇ）ｇｅ ｎｏｇ ｇｅ “胡乱，乱七八糟”

ｓｋａｄ ｃｈａ ｎａ ｇｅ ｎｏｇ ｇｅ ｂｓｈａｄ ｐａ “乱说”
ｓｎｏｇｂｓｎｏｇｂｓｎｏｇｓｓｎｏｇｓ “弄乱”
　 “乱” ／ ｎｏｋ ／ （红原），“弄乱” ／ ｈｎｏｋ ／ （夏河、同仁、循化）、
／ ｒｏｋ ／  ／ ｗｏｋ ／ （红原）。从意义、构词规律、方言读音看，这有可
能是一对自动词和使动词，虽然从辞书上看不出来。

Ｇ６１
ｎｏｎｇｎｏｎｇｓ “犯错，后悔，惭愧，顾忌”：ｓｒｏｇ ｌａ ｍｉ ｎｏｎｇ ｂａ “不顾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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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
ｎｏｎｇｓ “过错”：ｎｏｎｇｓ ｎｇｏｓ ｌｅｎ ｂｙｅｄ ｐａ “认错”
ｇｎｏｎｇｇｎｏｎｇｓ “后悔，惭愧，顾忌”：ｎｇｏ ｇｎｏｎｇ ｂａ “面露愧色”
ｇｎｏｎｇ （ｓ）“过错，惭愧”：ｇｎｏｎｇ ｌｅｎ ｐａ “认错”　 ｇｎｏｎｇ ｍｅｄ ｐａ “无愧”

Ｇ６２
ｎｏｄ “获得”
ｎｏｓ “获得”
ｎｏｄ （～ ｎｏｓ ～ ｍｎｏｄ） ｍｎｏ （～ ｎｏｄ ～ ｍｎｏｄ）  （ｍ） ｎｏｓ （ｇ） ｎｏｓ
“承接，采纳”

ｓｎｏｄ “容器”

Ｇ６３
ｇｎｏｄ “伤害”：ｇｎｏｄ ｐａ “害处”　 ｐｈａｎ ｇｎｏｄ “利害”　 ｇｎｏｄ ｓｅｍｓ “恶意”
ｇｎｏｄ “伤害”（ｎ．）：ｇｎｏｄ ｖｇｙｅｄ ｐａ “危害” 　 ｇｎｏｄ ｓｋｙｅｌ ｂａ “加害”

ｇｎｏｄ ｖｋｈｙｏｌ ｂａ “伤害到”

Ｇ６４
ｎｏｍｎｏｍｓ “触摸，持”
ｎｏｍ （ｓ） ｍｎａｍｍｎａｍｓｎｏｍｓ “触摸，持”
ｓｎｏｍｂｓｎａｍｂｓｎａｍｓｓｎｏｍｓ “拿，持，携带”

Ｇ６５
ｎｏｒ “牛”：ｒｔａ ｎｏｒ ｌｕｇ ｇｓｕｍ “马牛羊三者”
ｎｏｒ “财富”：ｎｏｒ ｌｈａ “财神” 　 ｎｏｒ ｂｕ “宝贝”

Ｇ６６
ｍａ “母，根本”：ａ ｍａ “妈” 　 ｍａ ｒｔａ “牝马” 　 ｍａ ｄｎｇｕｌ “本金”

ｍａ ｃｈａ “分母”　 ｍａ ｒｄｏ “基石”　 ｍａ ｄｂｙｉｂｓ “模子”
ｍａ ｙｉｇ “底稿” 　 ｍａ ｙｕｒ “干渠”

ｍｏ “女，雌，阴性”：ｐｈｏ ｍｏ “男女，雌雄，阴阳” 　 ｍｏ ｃｈａｓ “女装”
ｍｏ ｐｈｙｕｇｓ “母畜”

ｓｍａｄ：ｍａ ｓｍａｄ “母女”



１０８　　 藏语词族研究

Ｇ６７
ｍａ：ｍａ ｒｋａｎ “下腭” 　 ｍａ ｒａｂｓ “下流”
ｍａｎ “以下”：ｌｏ ｂｄｕｎ ｍａｎ ｇｙｉ ｂｙｉｓ ｐａ “７岁以下儿童”
ｍａｒ “向下”
ｍａｓ：ｍａｓ ｍｃｈｕ “下唇”
ｄｍａ “低”：ｄｍａ ｐｏ “低” 　 ｍｔｈｏ ｄｍａ “高低” 　 ｄｍａ ｖｂｅｂｓ “贬低”
ｄｍａｓ “衰退”（也许与ｄｍａ是同一词的不同时态）
ｄｍａｎ “缺乏，下贱，低劣”：ｍｔｈｕｎ ｒｋｙｅｎ ｇｙｉｓ ｄｍａｎ ｐａ “条件不足”

ｍｔｈｏ ｄｍａｎ “高低”
ｍｃｈｏｇ ｄｍａｎ ｂａｒ ｇｓｕｍ “上中下三等”
ｓｋｙｅ ｄｍａｎ “女子”
ｄｍａｎ ｓｈａｒ “青年女子”

ｓｍａ “低，劣”：ｓｍａ ｖｂｅｂｓ “贬低”
ｓｍｏｄ（～ ｄｍｏｄ ～ ｄｍａｄ） ｓｍａｄ （～ ｄｍａｄ ～ ｓｍｏｄ ～ ｄｍｏｄ） ｓｍａｄｓｍｏｄ

（～ ｄｍｏｄ ～ ｄｍａｄ）“降低，讥毁，辱骂，诅咒”： 　 ｍｇｏ ｓｍａｄ ｐａ
“低头” 　 ｎｙａｍｓ ｓｍｏｄ ｐａ “打威风” 　 ｓｍａｄ ｒａ ｇｔｏｎｇ ｂａ “诽谤，
辱骂” 　 ｄｍｏｄ ｍｏ ｒｇｙａｇ ｐａ “诅咒”

ｓｍａｄ “下半，下半身”：ｚｌａ ｓｍａｄ “下半月” 　 ｓｍａｄ ｇｙｏｇｓ “僧裙”
ｓｍａｄ：ｍａ ｓｍａｄ “母女”

ｂｕ ｓｍａｄ “母女，妻与子，妇女，家人，孩子”
ｓｍａｎ：ｓｍａｎ ｓｈａｒ “青年女子”
ｍａｄ：ｍａ ｍａｄ “母女” 　 ｋａ ｍａｄ ｓｕｍ ｃｕ “（藏文）自ｋ以下３０字母”
　 嘉戎语：ｓｍＥ “妇女”（见林向荣１９９３，５２２页）。

Ｇ６８
ｒｍａ “疮，伤口”
ｒｍａｒｍａｓ “受伤”：ｒｍａｓ ｍａ “负伤者” 　 ｒｍａｓ ｇｒｉ “凶刀”
ｓｍａｓ “受伤”
ｒｍａｎ “生疮”
ｒｍａｎ “轻伤，小疮，创伤”
ｒｍｅ：ｒｍｅ ｂｕ “伤疤”
ｒｍｅｎ “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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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ｍｅｎ “伤疤”

Ｇ６９
ｍａｎｇｍａｎｇｓ “增多”：ｔｓｈｗａ ｍａｎｇｓ ｚｈａｇ “盐多了”

ｎｙａｌ ｋｈａ ｃｈｕ ｍａ ｍａｎｇ “临睡少喝水”
ｒｇｙｕｄ ｍａｎｇ （ｓ）“多弦琴”
ｍｉｇ ｍａｎｇ （ｓ）“棋，棋盘”　 ｍａｎｇ ｔｓｈｏｇｓ “群众”

ｄｍａｎｇｓ “民众”：ｍｉ ｄｍａｎｇｓ “人民” 　 ｒｇｙａｌ ｄｍａｎｇｓ “国民”
ｄｍａｎｇｓ ｙｏｎｇｓ “全民”

ｖｂａｎｇｓ “属民”：ｍｎｇａ ｖｂａｎｇｓ “属民” 　 ｄｐｏｎ ｖｂａｎｇｓ “官民”
ｌｈａ ｖｂａｎｇｓ “寺属百姓” 　 ｖｂａｎｇｓ ｓｕ ｖｋｈｏｌ ｂａ “役使”

Ｇ７０
ｓｍａｎ “药”：ｓｍａｎ ｐａ “医生” 　 ｓｈａ ｓｍａｎ “炖肉的调料”
ｓｍａｎ “有益于”：ｓｍａｎ ｓｅｍｓ “利他之心”
ｐｈａｎ “有益于”：ｐｈａｎ ｓｅｍｓ “利他之心” 　 ｐｈａｎ ｇｒｏｇｓ “益友”

Ｇ７１
ｓｍａｒ “现金，纯净的金银，金银细软”：ｄｎｇｕｌ ｓｍａｒ ｒｋｙａｎｇ “纯银，现款”

ｓｍａｒ ｐｏ “纯净的”
ｓｍａｒ ｖｄｅｇｓ “净重”
ｖｂｒｕ ｓｍａｒ “纯净粮食”
ｓｍａｒ ｌｕｄ “粪肥，沤透的肥”

ｒｍａｒ：ｒｍａｒ ｌｕｄ “沤透的肥”
ｄｍａｒ：ｄｍａｒ ｖｄｏｎ “明目张胆” 　 ｄｍａｒ ｓｈｅｄ “肆无忌惮”

ｄｍａｒ ｋｈｒｉｄ “直观教学” 　 ｍｇｏ ｄｍａｒ ｂａ “秃头”
ｄｎｇｕｌ ｄｍａｒ “现金” 　 ｄｍａｒ ｌｕｄ “粪肥”

ｓｍｙａｒ：ｓｍｙａｒ ｐｏ “纯净的”

Ｇ７２
ｓｍｕｇ （ｓ）：ｓｍｕｇ （ｓ）ｐａ “雾”
ｒｍｕｇｓ “为�笼罩，为黑暗所笼罩，昏聩”：ｒｍｕｇｓ ｐａ “雾”

ｙｉｄ ｒｍｕｇｓ ｐａ “昏聩，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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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ｍｕ：ｒｍｕ ｂａ “雾”
ｒｍａｓ “笼罩，厌烦，灰心”：ｎａｍ ｒｍｕｓ ｐａ “天阴，日暮”
ｄｍｕｓ “厌烦，灰心”：ｎａｍ ｄｍｕｓ ｐａ “天阴，日暮”

Ｇ７３
ｍｕｎ “暗”：ｍｕｎ ｎａｇ “黑暗” 　 ｓｎａｎｇ ｍｕｎ “明暗”

ｍｕｎ ｖｔｈｏｍｓ “愚昧，糊涂”
ｓｍｕｎ：ｓｍｕｎ ｐｏ “愚人”
ｒｍｕｎ “愚昧”：ｒｍｕｎ ｐｏ “愚人”
ｄｍｕｎ “愚昧”：ｄｍｕｎ ｐｏ “愚人”

Ｇ７４
ｒｍｕｒｒｍｕｒｒｍｕｒ （ｄ） ｒｍｕｒ （ｄ）“咬，含食”：ｋｈｙｉｓ ｒｉ ｄｗａｇｓ ｒｍｕｒ ｂａ

“狗咬野兽”
ｄｍｕｒ “咬，含食”
ｍｕｒ “咬，含食”：ｂｙｅ ｒｉｌ ｍｕｒ ｂａ “含食糖块”
ｒｍｕｇｒｍｕｇｒｍｕｇｓｒｍｕｇｓ “咬，叮”：ｓｇｙｅ ｌａ ｔｓｉ ｇｕｓ ｒｍｕｇ ｐａ “鼠啃口袋”
ｍｕｇ：ｍｕｇ ｐａ “蠹虫”　 ｇｏｓ ｍｕｇ “蠹鱼”　 ｍｕｇ ｂｓａｓ ｒｇｙａｇ ｐａ “偷嘴吃”

Ｇ７５
ｓｍｅ “痛苦”
ｓｍｅｎ “痛苦”
ｓｍｅｎｇ “呻吟，叫苦”

Ｇ７６
ｍｅｒ “（水）满，翻腾”：ｍｅｒ ｍｅｒ “荡漾”　 ｖｄｚｕｍ ｍｅｒ ｍｅｒ “笑容满面”

ｚｈｅ ｍｅｒ ｌａｎｇ ｂａ “恶心”　 ｓｋｙｕｇｓ ｐａ ｍｅｒ ｂａ “作呕”
ｍｅｒ “满”（ｎ．）：ｍｅｒ ｇｙｉｓ ｋｈｅｎｇｓ ｐａ “盈满”
ｄｍｅｒ：ｄｍｅｒ ｄｏｎｇ “小深水潭”（同仁“溢”读／ ｈｍｅｒ ／）

Ｇ７７
ｒｍｅｌｒｍｅｌｒｍｅｌ （ｄ） ｒｍｅｌ （ｄ）（～ ｒｍｏｌ）“梳理，弹松，（把棉、毛）

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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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ｂａｌｖｂｏｌ （ｉ．）“梳理”
ｂａｌ “羊毛”

Ｇ７８
ｓｍｅｌ “拔出”
ｒｍｅｌ “拔出”
ｒｍｏｌ “拔出”
ｂｏｌ “被拔出”
ｖｂａｌｄｂａｌｂａｌ （ｄ） ｂｏｌ （ｄ）（～ ｖｂｏｌ）“拔出”

Ｇ７９
ｓｍｏｓｍｏｓｍｏｓｓｍｏｓ “说”
ｓｍｏｓ “说”（ｎ．）：ｓｍｏｓ ｂｏｒ ｂａ “说”

Ｇ８０
ｒｍｏｄ （～ ｒｍｏ） ｒｍｏｒｍｏｓｒｍｏｓ “耕”：ｚｈｉｎｇ ｋｈａ ｒｍｏ ｂａ “耕田”

ｒｍｏ ｐｈｙｕｇｓ “耕畜”
ｄｐｙｉｄ ｒｍｏｄ “春耕”
ｍａ ｒｍｏｓ ｌａ ｔｏｇ
“玉米，不种自生的香稻”

ｒｍｏ：ｒｍｏ ｒｍｏｄ ｐａ “耕地”
ｒｍｏｎ “耕”（ｎ．）：ｒｍｏｎ ｄｏｒ “双耕牛，双耕牛拉一犁一天所耕的面积”

ｒｍｏｎ ｐｈｙｕｇｓ “耕畜” 　 ｒｍｏｎ ｃｈａｓ “犁具”
ｒｍｏｓ “耕”（ｎ．）：ｒｍｏｓ ｒｇｙａｇ ｐａ “耕”
ｒｍｅｄ “耕种”：ｖｂｒａｓ ｒｍｅｄ ｐａ “种稻”

Ｇ８１
ｍｏｎｇ：ｍｏｎｇ　 （ｂ）ｒｔｕｌ “愚人” 　 ｍｏｎｇ ｄｕ ｃｈｕｄ ｐａ “领悟”
ｒｍｏｎｇｓ “糊涂，蒙蔽”：ｒｍｏｎｇｓ ｒｔｕｌ “愚钝” 　 ｒｍｏｎｇｓ ｄａｄ “迷信”

ｙｉｇ ｒｍｏｎｇｓ “文盲”
ｒｍａｎｇｓ “了解，懂”

Ｇ８２
ｍｙｏｍｙｏｓ “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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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ｙｏｓ “醉，沉醉于，神志不清”
ｍｙｏｎ “疯狂”
ｓｍｙｏｓｍｙｏｓ “疯”
ｓｍｙｏｎ “疯”：ｓｍｙｏｎ ｐａ “疯子”

Ｇ８３
ｓｍｒｅｎｇ “说”
ｓｍｒｅｎｇ “话”
ｓｍｒａｎｇ “说”
ｓｍｒａｎｇ “话”

Ｈ１
ｙａ “上”：ｙａ ｍｃｈｕ “上唇” 　 ｙａ ｓｏ “上牙” 　 ｙａ ｒａｂｓ “上流”
ｙａｎ “某界限之上”：ｒｄｚｏｎｇ ｙａｎ ｇｙｉ ｓｒｉｄ ｇｚｈｕｎｇ ｒｉｍ ｐａ ｋｈａｇ “县以上各级

政府” 　 ｙａｎ ｃｈａｄ “以上” 　 ｙａｎ ｍａｎ “上下”
ｙａｒ “向上”：ｙａｒ ｍｃｈｏｎｇ ｍａｒ ｍｃｈｏｎｇ “上蹿下跳”

ｙａｒ ｎｇｏ “上弦（月）”
ｙａｓ “上”：ｙａｓ ｍｃｈｕ “上唇”ｙａｓ ｓｏ “上牙　 ｙａ （ｓ）ｇｎｙｉｓ ｍａ （ｓ）ｇｎｙｉｓ

“四岁骡马（上下各有２颗乳牙）”
ｙｅｒ “上举”

Ｈ２
ｙａｎｇ “轻”：ｙａｎｇ ｐｏ “轻” 　 ｌｊｉｄ ｙａｎｇ “轻重”
ｙｅｎｇｙｅｎｇｓ “（心）浮”：ｙｅｎｇ ｙｅｎｇ “恍惚”

ｙａｎｇ ｎｇｅ ｙｅｎｇ ｎｇｅ “（心思）散乱，大大咧咧”
ｙｅｎｇｓ ｙｅｎｇｓ “飘摇状”
ｌｈｏｄ ｙｅｎｇｓ “疏忽，大意”

ｇｙｅｎｇ  ｇｙｅｎｇｓ “飘浮，（心）浮”：ｇｙｅｎｇ ｄｎｇｏｓ “漂浮物”
ｌｈｏｄ ｇｙｅｎｇ “疏忽，大意”
ｋｈａ ｇｙｅｎｇ ｍｉｇ ｇｙｅｎｇ “心不在焉”

ｈｙａｎｇ “漂浮”：ｈｙａｎｇ ｈｙａｎｇ “飘浮，轻” 　 ｈｙａｎｇ ｄｎｇｏｓ “漂浮物”
ｈｙｅｎｇ：ｈｙａｎｇ ｎｇｅ ｈｙｅｎｇ ｎｇｅ “飘飘悠悠”
　 １ ｌｊｉｄ ｙａｎｇ “轻重”拉萨读／ ｉ ｊ? ／，显示ｙａｎｇ原来可能有ｙａｎｇｓ的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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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ｙｅｎｇｙｅｎｇｓ “（心）浮”拉萨读／ ｊ? ／，所以元音有时也被写作ａ。
如ｌｈｏｄ ｙｅｎｇｓ “疏忽，大意”也写作ｌｈｏｄ ｙａｎｇｓ。

３ ｇｙｅｎｇ  ｇｙｅｎｇｓ “飘浮，（心）浮”的元音在拉萨也读ａ。

Ｈ３
ｙａｎ “漂泊，流浪，任意”：ｙａｎ ｐａ “无主的，浪荡的”

ｚｈｉｎｇ ｙａｎ “放荒地”
ｙａｎ ｐｏｒ ｇｔｏｎｇ ｂａ “放任”

ｙｅｎ “不加约束”：ｙｅｎ ｐａ “放荡，散漫”
ｇｙａｎ：ｇｙａｎ ｓｋｙｏ ｂａ “放肆”
ｖｐｈｙａｎｖｐｈｙｏｎ （ｉ．）“漂泊，流浪”：ｖｐｈｙａｎ ｐａ “流浪者”

ｖｐｈｙａｎ ｍａ “荡妇”
ｖｐｈｙｏｎ：ｖｐｈｙｏｎ ｐａ “烟花浪子” 　 ｖｐｈｙｏｎ ｍａ “荡妇”

Ｈ４
ｙａｂ “摆动，撇出”
ｙｏｂ “摆动”
ｇｙｏｂ  ｇｙａｂ （～ ｇｙｏｂ） ｇｙａｂｓ （～ ｇｙｏｂｓ） ｇｙｏｂｓ “挥动”：ｇｙａｂ

ｇｙｏｂ “挥舞”
ｇｙａｂ “扇子”：ｒｎｇａ （ｇ）ｙａｂ “拂尘”
ｈｙａｂ “撇出”：ｈｙａｂ ｈｙａｂ ｂｙｅｄ ｐａ “薄薄涂一层”
ｇｚｈａｂ （～ ｂｚｈａｂ） ｂｚｈａｂ （ｓ） ｇｚｈｏｂｓ （～ ｂｚｈｏｂ）（ｉ ）“撇出”
　 “撇出”改则读／ ａ：ｍ ／，噶尔、措勤读／ ａ：ｍ ／，日土、普兰、革吉、
札达读／ ｊａ：ｍ ／。

Ｈ５
（ｇ）ｙａｂ “遮蔽”
ｙａｂ “遮蔽物”：ｂｓｉｌ ｙａｂ “遮阳帽” 　 ｙａｂ ｒｉｎｇ ｐｏ “柱廊”
ｇｙａｂ “棚”：ｒｔｓｗａ ｇｙａｂ “草棚” 　 ｂｓｉｌ ｇｙａｂ “亭子，房檐”

ｓｋｏｒ ｇｙａｂ “回廊”

Ｈ６
ｙａｒ “散开，失散”：ｙａｒ ｒｄｏ “偏离目标的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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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ｙａｒ “流浪，流亡”：ｙｕｌ ｇｙａｒ “流落他乡” 　 ｍｄｅｌ ｇｙａｒ “流弹”
ｂｌａ ｇｙａｒ ｂａ “掉魂”
ｙｕｌ ｇｙａｒ ｓｒｉｄ ｇｚｈｕｎｇ “流亡政府”

ｖｋｈｙａｒ “流浪，失散”：ｙｕｌ ｖｋｈｙａｒ “流落他乡”
ｍｄｅｌ ｖｋｈｙａｒ “流弹”
ｂｌａ ｖｋｈｙａｒ ｂａ “掉魂”
ｙｕｌ ｖｋｈｙａｒ ｓｒｉｄ ｇｚｈｕｎｇ “流亡政府”

ｖｋｈｙａｒ “散失的牲畜、物品”

Ｈ７
ｙｉ “意”：ｙｉ ｒａｎｇ “合意” 　 ｙｉ ｃｈａｄ ｐａ “灰心，失望”

ｙｉ ｓｈｉ ｂａ “灰心，失望”
ｙｉｄ “意，心境”：ｙｉｄ ｃｈｅｓ ｐａ “相信” 　 ｙｉｄ ｖｐｈｒｏｇ ｐａ “迷人”

ｙｉｄ ｓｈｉ ｂａ “灰心，失望”

Ｈ８
ｙｉｂｙｉｂｓｙｉｂｓ （ｉ．）“隐藏”：ｙｉｂ ｓｈｉｎｇ “隐身木”

ｃｈａｒ ｙｉｂ ｂｙｅｄ ｐａ “避雨”
ｙｉｂ “屋檐，棚子”
ｙｉｂｓ “隐蔽处”：ｃｈａｒ ｙｉｂｓ “避雨处”
ｌｃｉｂｓ “遮蔽”
ｌｃｉｂｓ “（在外的）遮蔽物”：ｐｕｓ ｌｃｉｂｓ “护膝” 　 ｌａｇ ｌｃｉｂｓ “护手套”

ｔｓｈａ ｌｃｉｂｓ “隔热垫”
ｎｙａ ｌｃｉｂｓ “蚌，蚌壳” 　 ｌｃｉｂｓ ｍｏ “顶针”

ｌｊｉｂｓ “（在外的）遮蔽物”
ｓｋｙｉｂｓ “（在上的）遮蔽物”：ｃｈａｒ ｓｋｙｉｂｓ “挡雨篷”

ｃｈｕ ｓｋｙｉｂｓ “挡雨篷”　 ｂｙａ ｓｋｙｉｂｓ “鸟穴”
ｖｂｙｉｂｂｙｉｂｂｙｉｂｓ “遮蔽”
ｓｂｙｉｂｓ “遮蔽”

Ｈ９
ｙｕｇ “摆动”：ｙｕｇ ｙｕｇ ｂｙｅｄ ｐａ “摇（头），摆（尾）”
ｇｙｕｇ ｇｙｕｇｓ  ｇｙｕｇｓ （ｉ ） “挥动，投掷，抛弃”：ｌａｇ ｐａ ｇｙｕｇ ｇｙｕ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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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ｙｅｄ ｐａ “甩动手臂，打手势”
ｖｂｙｕｇ （～ ｄｂｙｕｇ） ｄｂｙｕｇｄｂｙｕｇｓｄｂｙｕｇｓ “挥动，投掷，抛弃”：ｄｂｙｕｇ

ｄｂｙｕｇ ｂｙｅｄ ｐａ “挥动” 　 ｄｂｙｕｇ ｚｏｒ “割草大镰刀”
ｖｇａｎ ｄｂｙｕｇ ｐａ “放弃责任” 　 ｄｂｙｕｇ ｂｚｈａｇ ｐａ “搁置，
罢休”

ｍｙｕｇｍｙｕｇｓ “摆动”：ｍｇｏ ｍｙｕｇ ｍｙｕｇ ｂｙｅｄ ｐａ “摇头”
ｎｙｕｇ：ｎｙｕｇ ｎｙｕｇ “摆动”

Ｈ１０
ｙｕｇｓ “涂抹”
ｖｂｙｕｇｂｙｕｇｂｙｕｇｓｂｙｕｇｓ “涂抹”：ｄｍａｒ ｐｏ ｖｂｙｕｇ ｐａ “擦口红”
ｎｙｕｇｎｙｕｇｓｎｙｕｇｓ （ｉ．）“涂抹”：ｎｙｕｇ ｐａ “涂物”
ｓｎｙｕｇｂｓｎｙｕｇｂｓｎｙｕｇｓｓｎｙｕｇｓ “涂抹”
ｇｎｙｕｇｇｎｙｕｇｓ “涂抹”

Ｈ１１
ｙｕｓ “表功”：ｂｙａｓ ｒｊｅｓ ｙｕｓ ｐａ “炫耀成绩”
ｙｕｓ “功劳”：ｙｕｓ ｂｙｅｄ ｐａ “表功”
ｙｕｄ “赞颂”：ｙｕｄ ｙｕｄ ｂｙｅｄ ｐａ “自夸”
ｖｕｄ “夸大”（ｎ．）：ｖｕｄ ｓｈｏｂ ｓｈｏｄ ｐａ “吹嘘”

ｖｕｄ ｂｓｔｏｄ ｂｙｅｄ ｐａ “吹捧”
ｖｕｄ ｓｇｒｏｇ ｂｙｅｄ ｐａ “鼓吹”

Ｈ１２
ｇｙｅｍ  ｇｙｅｍｓ  ｇｙｅｍｓ （ｉ．）“行淫”：ｌｏｇ ｇｙｅｍ “淫乱”

ｇｙｅｍ ｍａ “娼妓”
ｇｙｅｍ “淫欲”：ｇｙｅｍ ｌａ ｄｇａ ｂａ “淫乱” 　 ｇｙｅｍ ｂｙｅｄ ｐａ “通奸”
ｇｙａｂ  ｇｙａｂｓ  ｇｙｏｂｓ （ｉ．）“行淫”

Ｈ１３
ｙｏ “歪，偏袒”：ｙｏ ｋｙｏｇ “弯的” 　 ｙｏ ｂｓｒａｎｇ “纠正”

ｙｏ ｂａ “歪，偏，诡诈”
ｙｏｒ “歪”：ｙｏｒ ｙｏｒ “踉跄” 　 ｙｏｒ ｎａｓ ｂｓｈａｄ ｐａ “曲解”



１１６　　 藏语词族研究

ｙｏｎ：ｙｏｎ ｐｏ “歪的，弯的” 　 ｙｏｎ ｋｙｏｇ “歪的” 　 ｓｌｅ ｙｏｎ “狡诈”
ｇｙｏ “狡猾”：ｇｙｏ ｋｙｅ “老滑头” 　 ｇｙｏ ｖｐｈｒｕｌ “花招”

ｇｙｏ ｒｄｚｕ ｖｄｅｂｓ ｐａ “假装”
ｇｙｏ ｓｇｙｕ ｋｈｒａｍ ｇｓｕｍ “谄、诳、诡谲三者”

ｇｙｏｒ “花招”：ｍｉｇ ｇｙｏｒ “田间假人”
ｇｙｏｎ “歪，左”：ｇｙｏｎ ｌａｍ “弯路，左道旁门” 　 ｇｙｏｎ ｇｔａｍ “妄语”

ｇｙｏｎ ｃａｎ “狡猾之人” 　 ｌａｇ ｐａ ｇｙｏｎ ｍａ “左手”
ｐｈａｒ ｇｙｏｎ ｔｓｈｕｒ ｇｙｏｎ “左歪右扭”

Ｈ１４
ｇｙｏ  ｇｙｏｓ  ｇｙｏｓ （ｉ ）“烹调，和（糌粑，泥）”：ｇｙｏ （ｓ）ｓｎｏｄ “烹

调器” 　 ｇｙｏｓ ｋｈａｎｇ “灶房”
ｇｙｏｓ “熟食”
ｇｙｏｒ：ｇｙｏｒ ｄａｇ “饭食”

Ｈ１５
ｙｏｇ “下面”：ｙｏｇ ｋｈａｎｇ “楼房的底层”
ｇｙｏｇ “奴仆”：ｇｙｏｇ ｐｏ “男仆”
ｖｏｇ “下面”：ｍｎｇａ ｖｏｇ “管辖下” 　 ｖｏｇ ｍａ “弟，妹”

ｍｉｇ ｌｐａｇｓ ｖｏｇ ｍａ “下眼皮”

Ｈ１６
ｙｏｎｇｙｏｎｇｓ “来”
ｙｏｎｇｙｏｎｇｓ “发生，可能，可以”：ｙｏｎｇ ｙｏｎｇ ｖｂａｌ ｐｏ “接二连三”

ｓｅｍｓ ｋｈｒａｌ ｙｏｎｇ ｂａ “着急”
ｖｏｎｇｖｏｎｇｓ “来”
ｖｏｎｇｖｏｎｇｓ “发生，可以”：ｍａ ｖｏｎｇｓ ｐａ “将来时”
ｖｏｎｇ “庄稼”：ｖｏｎｇ ｋｈａ “有庄稼的地” 　 ｖｏｎｇ ｓｒｕｎｇ “看青”

ｖｏｎｇ ｓｐｕｎｇｓ “禾垛”
ｓｋｏｎｇｂｓｋｏｎｇｂｓｋｏｎｇｓｓｋｏｎｇｓ “召来”

Ｈ１７
ｙｏｍ “晃荡”：ｓａ ｙｏｍ ｙｏｍ ｂｙｅｄ ｐａ “地动山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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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ａｍ ｍｅ ｙｏｍ ｍｅ “摇摇晃晃，颠簸”
ｇｙｏｍ “晃荡”
ｖｋｈｙｏｍｖｋｈｙｏｍｓ“晃荡，颠簸，眩晕”： （ｖ）ｋｈｙｏｍ （ｖ）ｋｈｙｏｍ ｂｙｅｄ

ｐａ “晃荡，颠簸” 　 ｋｌａｄ ｐａ ｖｋｈｙｏｍ ｐａ “头晕”
ｓｋｙｏｍｂｓｋｙｏｍｂｓｋｙｏｍｓｓｋｙｏｍｓ “摇晃”
ｙｏｂ：ｙａｂ ｂｅ ｙｏｂ ｂｅ “摇摇晃晃”

Ｈ１８
ｙｏｌ：ｙｏｌ ｂａ “帘子” 　 ｓｇｏ ｙｏｌ “门帘”
ｇｙｏｌ “遮住”

Ｈ１９
ｙｏｌ “避开，越过”：ｓｋａｇ ｙｏｌ ｂａ “躲过一劫”

ｓａ ｍｔｓｈａｍｓ ｙｏｌ ｂａ “越过边境”
ｇｙｏｌ “避开，闪开”：ｌａｓ ｖｇａｎ ｇｙｏｌ ｂａ “逃避责任”

ｂｒａｇ ｒｄｏ ｌａｓ ｇｙｏｌ ｂａ “绕过岩石”
ｖｂｙｏｌｄｂｙｏｌ （～ ｂｙｏｌ ～ ｖｂｙｏｌ）ｂｙｏｌ （ｄ）ｂｙｏｌ （ｄ）“避开，逃走”：ｖｇａｎ

ｋｈｕｒ ｌａｓ ｖｂｙｏｌ ｂａ “逃避责任”　 ｖｇｏ ｎａｄ ｌａ ｖｂｙｏｌ ｂａ “躲避瘟疫”

Ｈ２０
ｓｋｙａ：ｓｋｙａ ｇａ “喜鹊”
ｒｋｙａ：ｒｋｙａ ｇａ “喜鹊”
ｓｋｙｅ：ｓｋｙｅ ｋａ “喜鹊”
（ｓ）ｋｒａ：（ｓ）ｋｒａ ｇａ “喜鹊” 　 ｋｒａ ｋｈａ ｋｈｒａ ｃｈｕｎｇ “喜鹊”
ｋｈｒａ “镶嵌物”：ｋｈｒａ ｋｈｒａ “彩色的，花的” 　 ｓｈｏｇ ｋｈｒａ “彩纸”

ｋｈｒａ ｓｐｒｏｄ ｐａ “镶嵌” 　 ｓａ ｋｈｒａ “地图”
ｂｋｒａ “放光彩”：ｂｋｒａ ｓｈｉｓ “吉祥” 　 ｓｈｏｇ ｂｋｒａ “彩纸”

ｒｉｇ ｐａ ｂｋｒａ ｂａ “聪颖” 　 ｓａ ｂｋｒａ “地图”
ｂｋｒａｇ “光泽”：ｂｋｒａｇ ｒｔｓｉ “桐油，清漆” 　 ｍｄａｎｇｓ ｂｋｒａｇ “光彩”
（ｖ）ｐｈｒａ “镶嵌物，细”：ｐｈｒａ ｐｏ “细小的” 　 ｐｈｒａ ｒｇｙａｇ ｐａ “镶嵌”

（ｖ）ｐｈｒａ ｍａ “谗言”
ｖｐｈｒａ “变细”
ｐｈｒａｎ “鄙人，细小”：ｐｈｒａｎ ｂｕ “稍许” 　 ｃｈｕ ｐｈｒａｎ “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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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ａｎ “奴，细小”：ｃｈｕ ｂｒａｎ “小溪” 　 ｂｒａｎ ｇｙｏｇ “奴隶”
　 有些复合词中，书面上用ｋｈｒａ，拉萨话用的却是ｂｋｒａ。如ｒｔａ ｋｈｒａ
“花马”拉萨读／ ｔａｐ ?ａ ／，ｓｎｇｏ ｋｈｒａ “蓝底带花的（布）”读／ ｏｐ
?ａ ／，ｓａ ｋｈｒａ “地图”读／ ｓａｐ ?ａ ／。ｋｈｒａ ｋｈｒａ “花的”在道孚语格什
扎话读／ ｆｋｒａ ｆｋｒａ ／，可能也来自藏语ｂｋｒａ。

Ｈ２１
ｇｙａ“范围，广大，（安多方言）汉人”：ｒｇｙａ ｋｈｙｏｎ “面积，规模” 　
ｒｇｙａ ｍｔｓｏ “大海” 　 ｒｇｙａ ｓｇｏ “大门” 　 ｒｇｙａ ｎａｇ “汉族地区”（传
统说法，因地域辽阔人多穿黑衣，故有此称） 　 ｒｇｙａ ｇａｒ “印度”
（因地域辽阔人多穿白衣） 　 ｒｇｙａ ｓｋａｄ “汉语，梵语”（现在国内藏
语方言只指汉语） 　 ｒｇｙａ ｇａｒ ｎａｇ “印度和汉族地区”

ｒｇｙａｒｇｙａｓ “增长，发展”：ｙａｒ ｒｇｙａｓ “发展，提高”
ｒｇｙａｓ ｐｏ “丰盛的，盛大的”
ｒｇｙａｓ ｂｓｄｕｓ “详略”　 ｖｔｓｈａｎｇ ｒｇｙａ ｂａ “成佛”
ｓｈａ ｓｈｅｄ ｒｇｙａｓ ｐａ “长膘”
ｔｓｈａ ｂａ ｒｇｙａｓ ｐａ “发烧”

Ｈ２２
ｒｇｙａｇｓｂｒｇｙａｇｂｒｇｙａｇｓ “饱”：ｒｇｙａｇｓ ｐａ “胖” 　 ｒｇｙａｇｓ ｒｉｌ ｒｉｌ “胖墩墩”
ｒｇｙａｇ （ｓ） ｂｒｇｙａｇｂｒｇｙａｇｓｒｇｙａｇｓ “收买，贿赂”
（ｂ） ｒｇｙａｇｓ “干粮，口粮”：ｄｇｕｎ ｒｇｙａｇｓ “冬粮”

ｌａｍ ｒｇｙａｇｓ “带在路上吃的干粮”

Ｈ２３
ｒｇｙｏｎｇｂｒｇｙａｎｇｂｒｇｙａｎｇｓｒｇｙｏｎｇｓ “撑开，绷开”：ｒｇｙｏｎｇ ｖｇｏ “鞋楦”

ｒｇｙｏｎｇ ｓｇｒｏｍ “绷紧画布的木架”
ｒｇｙａｎｇｒｇｙａｎｇｓｒｇｙｏｎｇｓ （ｉ．）“填进”：ｒｇｙｕ ｒｇｙａｎｇｓ “香肠”

ｒｇｙａｎｇｓ ｓｈａ “填进香肠的肉”
ｒｇｙａｎｇ “距离，远处”：ｒｇｙａｎｇ ｓｈｅｌ “望远镜”

ｒｇｙａｎｇ ｂｓｇｒａｇｓ “广播” 　 ｒｇｙａｎｇ ｒｉｎｇ “遥远”
ｒｋｙｏｎｇ（～ ｒｋｙａｎｇ） ｂｒｋｙａｎｇｂｒｋｙａｎｇｓｒｋｙｏｎｇｓ “伸展”： ｒｋｙｏｎｇ ｓｈａｄ

ｂｙｅｄ ｐａ “伸懒腰” 　 ｂｒｋｙａｎｇ ｂｓｋｕｍ “屈伸” 　 ｂｒｋｙａｎｇｓ ｐｈｙａｇ
ｖｔｓｈａｌ ｂａ “（五体投地）磕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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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２４
ｒｇｙａｎｂｒｇｙａｎｂｒｇｙａｎ （ｄ） ｒｇｙａｎ （ｄ）“打扮”
ｒｇｙａｎ “饰物”

Ｈ２５
ｓｋｙａｂｓ “保护者”：ｓｋｙａｂｓ ｍｇｏｎ “救星” 　 ｓｋｙａｂｓ ｖｊｕｇ “保佑”
ｓｋｙｏｂｂｓｋｙａｂｂｓｋｙａｂｓｓｋｙｏｂｓ “拯救”
ｓｋｙｏｂ “木器彩绘上的护色液”

Ｈ２６
ｋｈｙａｂ “遍及，扩散”
ｋｈｙａｂ “范围”：ｋｈｙａｂ ｃｈｅ ｃｈｕｎｇ “范围大小”

Ｈ２７
ｒｇｙａｇ （～ ｒｇｙａｂ ～ ｒｇｙｏｂ） ｂｒｇｙａｇ （～ ｂｒｇｙａｂ） ｂｒｇｙａｂ （ｓ） ｒｇｙｏｂ

（ｓ）“从事，做”：ｋｈａｂ ｒｇｙａｇ ｐａ “打针” 　 ｓｇｏ ｒｇｙａｇ ｐａ “关门”
ｓｇｏ ｌｃａｇｓ ｒｇｙａｇ ｐａ “上锁” 　 ｐａｒ ｒｇｙａｇ ｐａ “照
相” 　 ｂｏｄ ｓｋａｄ ｒｇｙａｇ ｐａ “说藏话”

ｒｇｙａｇｂｒｇｙａｂ “出现，发生”：ｃｈａｍ ｐａ ｒｇｙａｇ ｐａ “感冒”
ｒｎａｇ ｒｇｙａｇ ｐａ “化脓”
ｖｂｕ ｒｇｙａｇ ｐａ “生虫”
ｖｏｄ ｒｇｙａｇ ｐａ “发光”
ｓａｄ ｒｇｙａｇ ｐａ “霜打”
ｉｇ ｇａ ｒｇｙａｇ ｐａ “打嗝”
ｌｈａｇｓ ｐａ ｒｇｙａｇ ｐａ “刮风”

Ｈ２８
ｒｇｙａｂ “后背，后面”：ｒｇｙａｂ ｓｋｙｏｒ “支持” 　 ｒｇｙａｂ ｖｇａｌ “矛盾”
ｒｇｙａｂ “驮子（两只），（一）背”：ｒｇｙａｂ ｖｇｅｌ ｂａ “上驮子”

ｂａｌ ｒｇｙａｂ “羊毛驮子”
ｒｇｙａｂ ｇｃｉｇ “一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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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２９
ｒｋｙａｌ （ｂ） ｒｋｙａｌｒｋｙｏｌ （ｉ．）“泅渡，游泳”
ｒｋｙａｌ “游泳”（ｎ．）：ｒｇｙａ ｍｔｓｈｏ ｒｋｙａｌ ｇｙｉｓ ｇａ ｌａ ｃｈｏｄ “游泳岂能过大海”

ｓｔｏｎｇ ｒｋｙａｌ “（不用皮筏的）徒泅”
ｒｋｙａｌ：ｒｋｙａｌ ｐａ “（用去了头尾四肢囫囵的牛羊皮做的）皮口袋，皮筏”
ｓｋｙａｌ “游泳，皮口袋”：ｓｋｙａｌ ｃｈｕｎｇ “小皮囊”

Ｈ３０
ｓｋｙｉｂｓｋｙｉｂｓｋｙｉｓｓｋｙｉｓ “借”
ｓｋｙｉｎｓｋｙｉｎｂｓｋｙｉｎ “偿还”：ｓｋｙｉｎ ｐａ “偿还物”
　 有的字典上说ｓｋｙｉｎ ｐａ “偿还物”不是原借之物，但是从下列三例看，
早期恐怕是原来所借之物：ｂｋａｒ ｓｋｙｉｎ “临时从库房中取出又归还的
财物” 　 ｓｋｙｉｎ ｖｋｈｒｉ ｔｓｈａｂ ｇｓｕｍ “退、罚、赔三者” 　 ｒｉｎ ｓｋｙｉｎ ｔｓｈａｂ
ｇｓｕｍ “代金、偿还物、代替品三者”。另外，“偿还”的形态变化原
来可能是ｓｋｙｉｎｂｓｋｙｉｎｂｓｋｙｉｎ （ｄ）ｓｋｙｉｎ （ｄ）。

Ｈ３１
ｓｋｙｉｄ “愉快”（ｖ．）：ｂｄｅ ｓｋｙｉｄ “幸福”

ｓｅｍｓ ｍａ ｓｋｙｉｄ ｐａ “心情不愉快”
ｓｋｙｉｄ “愉快”（ｎ．）：ｓｋｙｉｄ ｋｙｉｓ ｒｇｙａｇｓ ｐａ “骄奢淫逸”

ｓｋｙｉｄ ｍａ ｖｋｈｙｏｇ ｐａ “不知足”
ｓｄｕｇ ｂｓｎｇａｌ ｍａ ｍｙｏｎｇ ｎａ ｓｋｙｉｄ ｍｉ ｇｏ “没吃过苦不
知福” 　 ｓｋｙｉｄ ｃｈｅｓ ｐａ “过分安逸”

Ｈ３２
ｋｈｙｉｍ “家宅，家庭，光环”：ｋｈｙｉｍ ｓａ “住址” 　 ｋｈｙｉｍ ｂｄａｇ “家长”

ｎｙｉ ｋｈｙｉｍ “日晕”
ｖｋｈｙｉｍｓ “光环”：ｎｙｉ ｖｋｈｙｉｍｓ “日晕”
ｖｋｈｙｉｍｖｋｈｙｉｍｓ “环绕，（日月）出晕”

Ｈ３３
ｖｋｈｙｉｌ “汇聚，盘曲，绕，旋转”：ｃｈｕ ｖｋｈｙｉｌ ｂａ “水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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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 ｐｈｕｎｇ ｖｋｈｙｉｌ ｂａ “人群汇集”
ｓｂｒｕｌ ｖｋｈｙｉｌ ｂａ “蛇盘曲”
ｖｋｈｙｉｌ ｒｌｕｎｇ “旋风”
ｓｋｒａ ｖｋｈｙｉｌ “发旋，卷曲的头发”

ｋｈｙｉｌ “盘曲”（ｎ．）：ｋｈｙｉｌ ｇｙｉｓ ｓｄｏｄ ｐａ “盘腿而坐”
ｓｋｙｉｌｂｓｋｙｉｌｂｓｋｙｉｌ （ｄ） ｓｋｙｉｌ （ｄ） “使汇聚，使盘曲”：ｃｈｕ ｓｋｙｉｌ ｂａ

“使水汇聚” 　 ｓｋｙｉｌ ｋｒｕｎｇ “盘腿坐姿”
ｄｋｙｉｌ “中间”：ｄｋｙｉｌ ｍｄｚｕｂ “中指” 　 ｍｔｓｈａｎ ｄｋｙｉｌ “半夜”

ｄｋｙｉｌ ｋｒｕｎｇ “盘腿坐姿”
ｄｋｙｉｌ ｖｋｈｏｒ “圆环，整体，周期”

ｋｙｉｌ：ｋｙｉｌ ｌｅ “圆的”
ｖｐｈｙｉｌ “鬈，蜷曲”
ｖｋｈｙｉｒ “旋转”：ｍｔｓｈｏ ｖｋｈｏｒ ｖｋｈｙｉｒ ｂａ “漩涡转动”
ｄｋｙｉｒ：ｄｋｙｉｒ ｍａ “箍”
ｋｙｉｒ “圆的”：ｚｌａ ｋｙｉｒ ｋｙｉｒ “月轮”
ｇｉｒ：ｇｉｒ ｍｏ “圆的”
ｖｋｈｙｉ “旋转”
ｐｈｒｉｌ “整个”：ｍｔｓｈａｎ ｐｈｒｉｌ “整夜” 　 ｐｈｒｉｌ ｇｙｉｓ ｓｏｎｇ ｂａ “全都走了”
ｈｒｉｌ “整个”：ｈｒｉｌ ｈｒｉｌ “圆的” 　 ｈｒｉｌ ｖｄｚｉｎ “全食”

ｈｒｉｌ ｇｙｉｓ ｓｏｎｇ ｂａ “全都走了”
ｒｉｌ “整个”：ｒｉｌ ｒｉｌ “球形的” 　 ｓｈａ ｒｉｌ “肉丸子” 　 ｒｉｌ ｍａ “粪蛋”

ｒｉｌ ｖｄｚｉｎ “全食” 　 ｎｙｗａ ｒｉｌ “腿肚子”
ｒｉｌ ｍｉｄ ｂｙｅｄ ｐａ “囫囵吞下” 　 ｓｈｏｇ ｒｉｌ “纸卷”

ｒｉｌ “滚动，滚下，跌倒”
ｖｄｒｉｌｄｒｉｌ “滚动，滚下，成卷儿，汇聚”：ｒｄｏ ｖｄｒｉｌ ｂａ “石头滚下”

ｓｈｏｇ ｄｒｉｌ “纸卷”
ｖｇｒｉｌｇｒｉｌ “滚下，成卷，团拢，集中”：ｓｈｏｇ ｇｒｉｌ “纸卷”
ｓｇｒｉｌｂｓｇｒｉｌｂｓｇｒｉｌ （ｄ） ｓｇｒｉｌ （ｄ） “使滚下，卷，团拢，封（信），使

集中”：ｒｂａｂ ｓｇｒｉｌ ｂａ “放石” 　 ｇｒｕ ｇｕ ｓｇｒｉｌ ｂａ “绕线团”
ｓｈｏｇ ｓｇｒｉｌ “纸卷” 　 ｍｔｈｕｎ ｓｇｒｉｌ “团结”

ｂｇｒｉｌ “卷，使滚下”
ｖｄｒｉｌ （ｖ）ｄｒｉｌｄｒｉｌ （ｄ） ｄｒｉｌ （ｄ）“卷，团拢，封（信），使集中”
ｄｂｒｉｌ “弄倒”：ｄｂｒｉｌ ｄｂｒｉｌ “球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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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ｋｈｒｉｌｋｈｒｉｌ “盘绕”：ｖｋｈｒｉｌ ｓｈｉｎｇ “爬藤植物”
ｓｂｒｕｌ ｓｈｉｎｇ ｌａ ｖｋｈｒｉｌ ｂａ “蛇盘在树上”

ｖｋｈｒｉｖｋｈｒｉｓ “缠绕，贪恋”：ｖｋｈｒｉ ｓｈｉｎｇ “爬藤植物”
ｖｇａｎ ｖｋｈｒｉ ｂａ “承担责任”

ｄｋｒｉｄｋｒｉｓｄｋｒｉｓ （ｉ ）“缠，裹，责成，强加”：ｄｋｒｉ ｓｈｉｎｇ “绕线木棍”
ｖｇａｎ ｄｋｒｉ ｂａ “把责任推给别人”

ｄｋｒｉｓ “缠得乱”（不自主）：ｄｋｒｉｓ ｇｕ “缠成一团的”
ｄｋｒｉ （ｓ）“牛角年轮，箍，圈”：ｒｗａ ｄｋｒｉ “牛角年轮”

ｚｏ ｄｋｒｉｓ “桶箍”

Ｈ３４
ｖｋｈｙｕｖｋｈｙｕｓ “跑，逃跑”
ｖｇｙｕｖｇｙｕｓ “奔驰，闪动”：ｇｌｏｇ ｖｇｙｕ ｂａ “打闪”
ｄｋｙｕｄｋｙｕｓｄｋｙｕｓ （ｉ ）“驱驰”：ｄｋｙｕ ｐｏ “骑手”

ｄｋｙｕ ｒｔａ “参赛马”
ｄｋｙｕｓ ｍｏ “迅速”

ｄｋｙｕｓ “长度，（纺织的）经线”：ｄｋｙｕｓ ｚｈｅｎｇ “长宽”

Ｈ３５
ｒｇｙｕ “行走，流动”：ｒｇｙｕ ｓｋａｒ “星宿，行星”

ｃｈｕ ｔｈｕｒ ｄｕ ｒｇｙｕ ｂａ “水往下流”
ｒｇｙｕ “经线，原料，财物”：ｒｇｙｕ ｓｐｕｎ “经纬线” 　 ｒｇｙｕ ｎｏｒ “财富”
ｒｇｙｕｓ：ｒｇｙｕｓ ｐａ “筋”
ｒｇｙｕｓ “熟悉”：ｒｇｙｕｓ ｙｏｄ ｐａ “了解” 　 ｎａｎｇ ｒｇｙｕｓ “内情”

ｌａｍ ｒｇｙｕｓ ｂｙｅｄ ｐａ “带路” 　 ｌｏ ｒｇｙｕｓ “历史”
ｒｇｙｕｎ “穿（针）”（红原读／ ｒ Ｊｊｎ ／  ／ ｗ Ｊｊｎ ／，天峻读／ ｒｎ ／  ／ ｗｎ ／，

有形态变化）
ｒｇｙｕｎ “延续不断的事物”：ｃｈｕ ｇｙｕｎ “水流” 　 ｓｒｏｌ ｒｇｙｕｎ “传统”

ｎｇａｇ ｒｇｙｕｎ “传说” 　 ｎａｍ ｒｇｙｕｎ “平时”
ｒｇｙｕｄ “系统，传统，弦，地带，密宗”：ｇｓｈｉｓ ｒｇｙｕｄ “气质”

ｒｇｙｕｄ ｖｋｈｒｉｄ ｐａ “遗传”
ｒｇｙａｌ ｒｇｙｕｄ “王族”
ｇｔａｍ ｒｇｙｕｄ “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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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ｇｙｕｄ ｍａｎｇ “多弦琴”
ｌａｍ ｒｇｙｕｄ “沿途”
ｒｇｙｕｄ ｇｒｗａ “密宗院”
ｐｈｒｅｎｇ ｒｇｙｕｄ “串念珠的绳”

ｒｇｙｕ （ｄ） ｂｒｇｙｕｂｒｇｙｕｓｒｇｙｕｓ “使从中间穿过”：ｋｈａｂ ｍｉｇ ｒｇｙｕｄ ｐａ
“穿针” 　 ｓｋｕｄ ｐａ ｒｇｙｕｄ ｐａ “穿线” 　 ｓｔａｒ ｇｃｉｇ ｌａ ｒｇｙｕｄ ｐａ
“串成一串” ｌａｇ ｐａ ｒｇｙｕｄ ｐａ “把手伸进去”

ｂｒｇｙｕｄ “经过，通过”：ｇｃｉｇ ｎａｓ ｇｃｉｇ ｂｒｇｙｕｄ ｐａ “一个传一个”
ｄｐｏｎ ｂｒｇｙｕｄ “历任官员” 　 ｂｒｇｙｕｄ ｒｉｍ “过程”
ｋｈｙｉｍ ｂｒｇｙｕｄ ｎｏｒ ｂｕ “传家宝”
ｐｈｒｅｎｇ ｂｒｇｙｕｄ “系列”

Ｈ３６
ｓｋｙｕｇｂｓｋｙｕｇｂｓｋｙｕｇｓｓｋｙｕｇｓ“呕吐”：ｓｋｙｕｇ ｐａ “呕吐物”

ｓｋｙｕｇ ｂｒｏ ｐｏ “丑恶的，叫人恶心的”
ｓｋｙｕｇｓ：ｓｋｙｕｇｓ ｐａ “呕吐物”

Ｈ３７
ｖｋｈｙｕｇｖｋｈｙｕｇｓ （～ ｋｈｙｕｇ）“闪动”：ｇｌｏｇ ｖｋｈｙｕｇ ｐａ “打闪”

ｖｋｈｙｕｇ ｐｏ “灵巧”
ｖｋｈｙｕｇ ｔｓａｍ “瞬间”

ｖｋｈｙｕｇ （～ ｖｋｈｙｕｇｓ ～ ｋｈｙｕｇ）“藏文草书”
ｋｙｕｇ “闪动”

Ｈ３８
ｋｈｙｕｎｇ “凤，鹏，金翅鸟”：ｋｈｙｕｎｇ ｋｈｒａ ｋｈｒａ “斑头雁”

ｋｈｙｕｎｇ ｃｈｅｎ ｓｋｅ ｒｉｎｇ “鹤”
ｋｈｒｕｎｇ：ｋｈｒｕｎｇ ｋｈｒｕｎｇ “鹤，雁”

Ｈ３９
ｍｋｈｙｕｄ “搂抱”
ｖｋｈｙｕｄｋｈｙｕｄ “搂抱，交媾，攀附”：ｍｅ ｔｏｇ ｔｈａｇ ｖｋｈｙｕｄ “牵牛花”
ｋｈｙｕｄ “周遭，（一）抱”：ｓｇｏ ｋｈｙｕｄ “周围，环抱门外的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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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ｉｎｇ ｓｄｏｎｇ ｋｈｙｕｄ ｇａｎｇ “一抱粗的树”
ｖｋｈｙｕｎ：ｖｋｈｙｕｎ ｐａ “情夫” 　 ｖｋｈｙｕｎ ｍｏ “情妇”

Ｈ４０
ｓｋｙｕｒ “发酸”
ｓｋｙｕｒ “酸，酸味，面肥”：ｓｋｙｕｒ ｍｏ “酸的” 　 ｓｋｙｕｒ ｋｈｕｇ ｐａ “变酸”

ｓｋｙｕｒ ｌａｎｇ ｂａ “发酵　 ｓｋｙｕｒ ｃｈｕ “酸水，酒”
ｓｋｙｕｒ ｒｔｓｉ “酒曲”
ｓｋｙｕｒ ｖｇｏｎｇ ｂｓｈａｄ ｐａ “耍酒疯”

Ｈ４１
ｖｋｈｙｕｒｋｈｙｕｒ “分离，背弃，卸（任）”：ｍｉｄ ｋｈｙｕｒ ｇｔｏｎｇ ｂａ “吞下”
ｓｋｙｕｒｂｓｋｙｕｒｂｓｋｙｕｒ （ｄ） ｓｋｙｕｒ （ｄ）“离别，放弃”：ｋｈａ ｌｕｄ ｓｋｙｕｒ ｂａ

“吐痰”
ｓｋｙｕｒ “退（色），脱（毛）”：ｔｓｈｏｓ ｍｄｏｇ ｓｋｙｕｒ ｂａ “退色”

ｓｐｕ ｓｋｙｕｒ ｂａ “脱毛”

Ｈ４２
ｖｇｙｕｒｇｙｕｒ （ｄ） ｇｙｕｒ （ｄ） （ｉ．） “变作”：ｂｄｅ ｓｋｙｉｄ ｐｈｕｎ ｓｕｍ ｔｓｈｏｇｓ

ｐａ ｄａｎｇ ｌｄａｎ ｐａｒ ｇｙｕｒ ｃｉｇ “愿幸福美满！”
ｖｇｙｕｒ “变动，被译成，成倍增长”：ｔｓｈｏｓ ｇｚｈｉ ｖｇｙｕｒ ｂａ “变颜色”

ｂｌｏ ｖｇｙｕｒ ｂａ “变卦，动摇”
ｒｎａｍ ｖｇｙｕｒ “态度，表情”
ｖｇｙｕｒ ｋｈｕｇ （ｓ）“旋律”
ｖｇｙｕｒ ｒｏ ｃｏｇ “所译一切”
ｂｒｇｙａ ｖｇｙｕｒ “百倍”

ｖｇｙｕｒ “译文，佛教经论的译本”：ｂｋａ ｖｇｙｕｒ “甘珠尔”
ｂｓｔａｎ ｖｇｙｕｒ “丹珠尔”
ｓｎｇａ ｖｇｙｕｒ “早期译本”

ｓｇｙｕｒｂｓｇｙｕｒｂｓｇｙｕｒ （ｄ） ｓｇｙｕｒ （ｄ）“使改变，翻译，支配，用乘法
运算，使倍增”：ｂｃｏｓ ｓｇｙｕｒ “改革” 　 ｓｋａｄ ｓｇｙｕｒ “译员”

ｄｂａｎｇ ｓｇｙｕｒ “统治” 　 ｓｇｙｕｒ ｒｔｓｉｓ “乘法”
ｌｎｇａ ｌｄａｂ ｋｙｉｓ ｓｇｙｕｒ ｂａ “增加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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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４３
ｋｈｙｅ：ｋｈｙｅ ｂｏ “小孩” 　 ｋｈｙｅｕ ｔｈｏｎ ｐａ “分娩”
ｋｈ （ｙ） ｅ “利益，利润”：ｋｈｅ ｌａｓ “企业” 　 ｋｈ （ｙ）ｅ ｎｙｅｎ “利害”

ｋｈ （ｙ）ｅ ｓｐｏｇｓ “利润”
ｋｈ （ｙ） ｅ “有利润”：ｋｈ（ｙ）ｅ　 ｍａ　 ｋｈ（ｙ）ｅ “有利无利”
ｓｋｙｅｓｋｙｅｓ “出生”：ｓｋｙｅ ｓａ “出生地” 　 ｍｅ ｔｏｇ ｓｋｙｅ ｂａ “长花”

ｓｎｙｉｎｇ ｒｊｅ ｓｋｙｅ ｂａ “发慈悲”
ｓｋｙｅｓ：ｓｋｙｅｓ ｐａ “男子” 　 ｓｋｙｅｓ ｍａ “女子”

ｓｋｙｅｓ ｐｈｏ ｍｏ “男男女女”
ｓｋｙｅｄｂｓｋｙｅｄｂｓｋｙｅｄｓｋｙｅｄ “使生，使增长”：ｓｋｙｅｄ ｐａｉ ｙａｂ ｄａｎｇ ｌｔａｍ

ｐａｉ ｙｕｍ “养身父亲生身母” 　 ｂｕ ｐｈｒｕｇ ｓｋｙｅｄ ｐａ “生儿育女” 　
ｇｌｏｇ ｓｋｙｅｄ ｐａ “发电” 　 ｒｇｙａ ｂｓｋｙｅｄ ｇｔｏｎｇ ｂａ “扩大”

ｓｋｙｅｄ “利息，增长，益处”：ｍａ ｓｋｙｅｄ “本利”
ｎａｄ ｌａ ｓｋｙｅｄ ｍｅｄ “于病无益”

ｋｙｅｄ “伸音符（藏文元音符号ｅ和ｏ）”
ｂｋｙｅｄ “扩张”

Ｈ４４
ｖｇｙｅ （ｖ）ｇｙｅｓ “分开，照射”：ｓｏ ｓｏｒ ｖｇｙｅ ｂａ “各自散去”

ｇｙｅｓ ｓｏ “树杈，岔路口”
ｖｇｙｅ （ｄ） ｂｋｙｅ （～ ｄｇｙｅ） ｂｋｙｅｓｋｈｙｅｓ “派出，照射，分发”
（ｖ）ｋｈｙｅｄ “被分发，被分散”
ｖｇｙｅｄ “布施”：ｖｇｙｅｄ ｇｔｏｎｇ ｂａ “放布施”

Ｈ４５
ｖｇｙｅｌ “倒下”：ｍｉ ｓｈｉ ｒｔａ ｖｇｙｅｌ “人亡马翻”
ｓｇｙｅｌｂｓｇｙｅｌｂｓｇｙｅｌ （ｄ） ｓｇｙｅｌ （ｄ）“推倒”
ｄｇｙｅｌ “推倒”
ｂｒｇｙａｌ “昏倒，疲劳”：ｂｒｇｙａｌ ｇｚｅｒ “癫痫” 　 ｖｏ ｂｒｇｙａｌ “辛苦”

Ｈ４６
ｒｇｙｏｒｇｙｏｓｒｇｙｏｓ （ｉ．）“交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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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ｇｙｏ “性交”（ｎ．）

Ｈ４７
ｖｋｈｙｏｇｖｋｈｏｇｓ “弯曲，歪向”：ｖｋｈｙｏｇ ｖｋｈｙｏｇ “弯曲的”

ｒｋａｎｇ ｐａ ｖｋｈｙｏｇ ｐａ “腿瘸”
ｖｋｈｙｏｇ ｂｓｈａｄ “曲解”

ｋｈｙｏｇ：ｋｈｙａ ｇｅ ｋｈｙｏ ｇｅ “弯弯曲曲”
ｋｙｏｇ “弯曲，歪向”：ｋｙｏｇ ｋｙｏｇ “弯曲的”

ｋｙａｇ ｇｅ ｋｙｏｇ ｇｅ “弯弯曲曲”
ｋｈｕｇ ｋｙｏｇ “角落”

ｄｋｙｏｇ “弯曲，歪向，闪开”
ｓｋｙｏｇｂｓｋｙｏｇｂｓｋｙｏｇｓｓｋｙｏｇｓ “扭转，使歪向，让开”：ｒｔａ ｋｈａ ｓｋｙｏｇ ｐａ

“勒转马头”

Ｈ４８
ｋｈｙａｇ “举得起，忍得住，受得了”：ｍｇｏ ｋｈｙａｇ ｋｈｙａｇ ｂｙｅｄ ｐａ “抬头”

ｋｈａ （ｓ） 　 ｋｈｙａｇ “担保人”
ｖｋｈｙａｇ：ｖｋｈｙａｇ ｐｏ “能忍受的”
ｖｋｈｙｏｇｋｈｙｏｇ “举得起，撑得住，受得了”：ｎａｄ ｖｋｈｙｏｇ ｐａ “忍痛”

ｓｋｙｉｄ ｍａ ｖｋｈｙｏｇ ｐａ “不知足”
ｋｈｙｏｇｓ “轿”
ｖｇｙｏｇ（ｓ） ｂｋｙａｇ （～ ｖｇｙｏｇ （ｓ）） ｂｋｙａｇｓｋｈｙｏｇ （ｓ）“抬，举，献”：

ｒｄｏ ｂｋｙａｇ “台阶” 　 ｒｋｕｂ ｂｋｙａｇ “椅，凳” 　 ｋａ ｂｋｙａｇ “磉礅”
ｇｓｏｌ ｊａ ｂｋｙａｇ ｐａ “献茶”

ｖｇｙｏｇ （ｓ）“轿，撑柱，秤”
ｓｋｙａｇｓ：ｒｋｕｂ ｓｋｙａｇｓ “椅，凳”
ｋｙａｇ “（茶碗的）托儿”：ｇｄａｎ ｋｙａｇ “放垫子的木架”

Ｈ４９
ｋｈｙｏｄ “你”：ｋｈｙｏｄ ｔｓｈｏ “你们”
ｋｈｙｅｄ “您”：ｋｈｙｅｄ ｔｓｈｏ “您们”
　 根据格桑居冕、格桑央京《藏语方言概论》，德格话人称代词是：
ｎｇａ “我”、ｋｈｙｏｄ “你”、ｋｈｏ “他”、ｍｏ “她”、ｎｇｅｄ ｔｈａｍｓ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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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ｈｙｅｄ ｔｈａｍｓ “你们”、ｋｈｏｎｇ ｔｈａｍｓ “他们，她们”，并说“第二、三
人称代词有敬语形式，但使用不普遍”。可是上列第二、三人称非敬
称的复数用的都是敬称形式的词根：ｋｈｙｅｄ、ｋｈｏｎｇ。这使我们猜想，
敬称的ｋｈｙｅｄ “您”和ｋｈｏｎｇ “他”，原来是表复数的，后来才演变为
表单数的敬词。这种想法可以得到其他材料的支持：Ｊｓｃｈｋｅ的
Ｔｉｂｅｔａｎ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引用别人的材料说，有的地方ｋｈｏｎｇ是“他
们”。在夏河话中， “你”是ｋｈｙｏｄ， “您”是ｋｈｙｅｄ， “你们”是
ｋｈｙｅｄ ｔｓｈｏ或ｋｈｙｅｄ ｃｈａ ｂｏ，复数形式用的也是敬称词根。

Ｈ５０
ｓｋｙｏｎ “缺点，过失”
ｂｋｙｏｎ “斥责”：ｂｋａ ｂｋｙｏｎ “指责”
ｌａｎ “犯错”：ｖｏ ｂｒｇｙａｌ ｂａ ｄｅ ｂｄａｇ ｇｉｓ ｌａｎ ｐａｓ ｂｚｏｄ ｐａｒ ｇｓｏｌ

“那个麻烦是我造成的，请原谅”
ｌａｎ ｐａ “过失”

ｇｌａｎ：ｇｌａｎ ｋａ “斥责”
ｋｌａｎ：ｋｌａｎ ｋａ “过失”

Ｈ５１
ｓｋｙｏｒｂｓｋｙｏｒｂｓｋｙｏｒ （ｄ） ｓｋｙｏｒ （ｄ）“拦蓄”：ｃｈｕ ｓｋｙｏｒ ｂａ “拦水”
ｓｋｙｏｒ：ｓｋｙｏｒ ｓｋｙｏｒ “围子” 　 ｌｈａｇｓ ｓｋｙｏｒ “风挡” 　 ｒｄｚｉｎｇ ｒｋｙｏｒ “塘坝”

ｓｇｒｏｍ ｓｋｙｏｒ “栏杆”

Ｈ５２
ｖｋｈｙｏｒ “弯曲，踉跄”：ｖｋｈｙｏｒ ｖｋｈｙｏｒ “摇摇摆摆”

ｖｋｈｙａｒ （～ ｋｈｙａ）ｒｅ ｖｋｈｙｏｒ （～ ｋｈｙｏ）ｒｅ
“踉踉跄跄”

ｓｋｙｏｒ “使弯曲，使歪斜”
ｄｋｙｏｒ：ｄｋｙｏｒ ｖｂｙｉｎ “诡诈”

Ｈ５３
ｖｋｈｙｏｒ “背诵出”：ｔｓｈｉｇ ｖｋｈｙｏｒ ｂａ “流利地背诵出词句”

ｖｋｈｙｏｒ ｐｏ “背得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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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ｋｙｏｒｂｓｋｙａｒｂｓｋｙａｒ （ｄ） ｓｋｙｏｒ （ｄ）“背诵，重复”：ｄｐｅ ｃｈａ ｓｋｙｏｒ ｂａ
“背书” 　 ｖｄｏｎ ｐａ ｓｋｙｏｒ ｂａ “诵经” 　 ｓｋｙｏｒ ｓｋｙｏｒ “一再”
ｌａｂ ｓｋｙｏｒ ｂｙｅｄ ｐａ “重说”

ｂｓｋｙａｒ “再，又”：ｂｓｋｙａｒ ｄｕ ｇｓｏｎ ｐａ “复活”

Ｈ５４
ｓｋｙｏｒｂｓｋｙａｒｂｓｋｙａｒ “握”
ｓｋｙｏｒ “（一）握，（一）掬”
ｋｈｙｏｒ “（一）握，（一）掬”：ｋｈｙｏｒ ｄｏ “一捧”

Ｈ５５
（ｖ）ｋｈｙｏｓ：（ｖ）ｋｈｙｏｓ ｍａ “礼品”
ｓｋｙｏｓ：ｓｋｙｏｓ ｍａ “礼品”
ｓｋｙａｓ：ｓｋｙａｓ ｍａ “礼品”
ｓｋｙｅｓ “礼品”

Ｈ５６
ｐｈｙａｇ “手”（ｈ．）
ｌａｇ “手”：ｌａｇ ｐａ “手” 　 ｙａｎ ｌａｇ “树枝，分支” 　 ｎｙｉｎｇ ｌａｇ “小枝”
ｌｈａｇ “多出，剩下”：ｌｈａｇ ｍａ “剩余” 　 ｌｈａｇ ｃｈａｄ “余缺”

ｚｌａ ｌｈａｇ “闰月”

Ｈ５７
ｓｐｙａｎｇ：ｓｐｙａｎｇ ｋｈｕ “狼” 　 ｌｃｅ ｓｐｙａｎｇ “豺”
ｓｐｙａｎｇ “机灵，聪明”：ｓｐｙａｎｇ ｇｒｕｎｇ “机灵，聪明”

Ｈ５８
（ｖ）ｐｈｙａｎｇｖｐｈｙａｎｇｓ “悬着，吊着”：ｖｐｈｙａｎｇ ｚａｍ “吊桥”
（ｖ）ｐｈｙａｎｇ：ｖｐｈｙａｎｇ ｍｏ “疑惑，犹豫”

ｐｈｙａｎｇ ｃｈａｄ ｐａ “疑惑断除”
ｖｐｈｙｏｎｇ “悬着，吊着”
ｖｐｈｙｏｎｇ “屋侧凸出部分”
ｓｐｙｏｎｇ （～ ｓｐｙａｎｇ）ｓｐｙａｎｇｓｐｙａｎｇｓｓｐｙｏｎｇｓ “悬挂”：ｓｐｙａｎｇ ｔｈａｇ “吊索”



词　 　 族 １２９　　

ｄｐｙｏｎｇ （ｓ） ｄｐｙａｎｇｄｐｙａｎｇｓｄｐｙｏｎｇｓ “悬挂”：ｄｐｙａｎｇ ｚａｍ “吊桥”
ｄｐｙａｎｇ ｔｈａｇ “吊索，秋千，疑惑，犹豫”

Ｈ５９
ｖｂｙａｎｇｂｙａｎｇ “熟练，精通”：ｂｙａｎｇ ｃｈｕｂ “熟练”

ｂｙａｎｇ ｃｈｕｂ ｓｅｍｓ ｄｐａ “菩萨”
ｂｙａｎｇ ｓｅｍｓ “菩提心”

ｖｂｙｏｎｇｖｂｙｏｎｇｓ “熟练，精通”：ｌａｇ ｒｔｓａｌ ｖｂｙｏｎｇ ｂａ “技术熟练”
ｂｙｏｎｇ “熟练，精通”：ｂｙｏｎｇ ｐｏ “熟练”
ｓｂｙｏｎｇｓｂｙａｎｇｓｂｙａｎｇｓｓｂｙｏｎｇｓ “练习”：ｓｂｙａｎｇ ｓｈｉｎｇ “习字板”

ｓｂｙｏｎｇ ｔｓｈａｎ “作业”
ｓｂｙａｎｇｓ ｖｂｒａｓ “学习成绩”

Ｈ６０
ｄｂｙａｎｇｓ “曲调，元音”：ｇｌｕ ｄｂｙａｎｇｓ “歌曲” 　 ｄｂｙａｎｇｓ ｌｅｎ ｐａ “唱歌”

ｄｂｙａｎｇｓ ｙｉｇ “元音字母”
ｄｂｙａｎｇｓ “唱”：ｇｌｕ ｇｚｈａｓ ｄｂｙａｎｇｓ ｐａ “唱歌”

Ｈ６１
ｓｐｙａｎ “眼”
ｓｐｙａｎ “监视，侦查，查验，见证”

Ｈ６２
（ｖ）ｐｈｙａｒ：ｖｐｈｙａｒ ｋｈａ “嘲笑，侮辱，责骂”
ｐｈｙａ “嘲笑，讽刺”：ｐｈｙａ ｇｔｏｎｇ ｂａ “嘲讽”
ｖｐｈｙａｖｐｈｙａｓｖｐｈｙｏｓ （ｉ ）“嘲笑，讽刺，责骂”：ｖｐｈｙａ ｓｍｏｄ “嘲笑，

辱骂，讥毁” 　 ｖｐｈｙａ ｌａｄ “嘲笑，讽刺”
ｄｐｙａｄｐｙａｓｄｐｙｏｓ （ｉ ）“责骂，讥毁”：ｄｐｙａｓ ｐｏ “责备”
ｓｐｙｏｓｐｙｏｓｐｙｏｓｓｐｙｏｓ “责骂”：ｄｂｙｅｎ ｓｐｙｏ ｂａ “诽谤”

ｇｙｅｎ ｓｐｙｏ ｂａ “责骂”
ｃｏ：ｄｂｙｅｎ ｃｏ ｂａ “斥责，诽谤”

Ｈ６３
ｖｐｈｙａｒ：ｖｐｈｙａｒ ｇｙｅｎｇ “淫荡”
ｓｐｙａｒ：ｓｐｙａｒ ｍａ “荡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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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６４
ｖｂｙａｒ “粘合，附着，沾染”：ｋｈａ ｖｂｙａｒ ｂａ “（信封）口粘上了”

ｄｍａｒ ｖｂｙａｒ “婴儿”
ｖｂｙｏｒ “相合，处于……状态”：ｒｎａｌ ｖｂｙｏｒ “瑜伽”
ｓｂｙｏｒｓｂｙａｒｓｂｙａｒ （ｄ） ｓｂｙｏｒ （ｄ）“粘贴，配（种、药、曲）”：ｋｈａ

ｓｂｙｏｒ ｂａ “封口” 　 ｔｈａｌ ｍｏ ｓｂｙｏｒ ｂａ “双手合十”
ｓｍａｎ ｓｂｙｏｒ ｂａ “配药，贴膏药” 　 ｓｇｒａ ｓｂｙｏｒ “拼
音，配音” 　 ｒｇｙｕｄ ｓｂｙｏｒ “配种” 　 ｌｅｇｓ ｓｂｙａｒ
ｓｋａｄ “梵语”

ｓｂｙｏｒ “浆糊，胶水，粘合剂”
ｖｊａｒ “粘合”

Ｈ６５
ｓｐｙｉ “总，共”：ｓｐｙｉ ｂｏ “头顶” 　 ｓｐｙｉ ｇｔｓｕｇ “头顶，囟门”

ｓｐｙｉ ｔｈｅｒ “秃顶” 　 ｓｐｙｉ ｔｏｒ “顶髻”
ｓｐｙｉ ｋｈｙａｂ “总管”　 ｂｌａ ｓｐｙｉ “大寺院的最高管理机构”

ｓｐｙｉｒ “通常，一般”：ｓｐｙｉｒ ｎａ “总之”

Ｈ６６
ｐｈｙｉ “外”：ｐｈｙｉ ｒｇｙａｌ “外国”　 ｐｈｙｉ ｄｇｒａ “外敌”　 ｐｈｙｉ ｎａｎｇ “内外”
ｐｈｙｉｎ “外”：ｐｈｙｉｎ ｄｇｒａ “外敌”

Ｈ６７
（ｖ）ｐｈｙｉ （ｖ）ｐｈｙｉｓ “晚，耽搁”：ｓｎｇａ ｐｈｙｉ “早晚，先后”（拉萨读

／ ａｍ ｈｉ ／）
ｐｈｙｉ “后来”：ｄｐｙａｄ ｐａ ｓｎｇｏｎ ｌａ ｂｔａｎｇ ｎａ ｍｋｈａｓ ｐａ ｙｉｎ　 ｖｇｙｏｄ ｐａ ｐｈｙｉ ｎａｓ

ｓｋｙｅｓ ｎａ ｇｌｅｎ ｐａ ｙｉｎ “智者未雨绸缪，蠢人事后生悔”
ｐｈｙｉｉ ｄｇｏｎｇ ｍｏ “第二天晚上”

ｐｈｙｉｄ “后来”：ｐｈｙｉｄ ｐａ “老迈”
ｐｈｙｉｎ “后来”：ｄｅｉ ｐｈｙｉｎ “此后” 　 ｐｈｙｉｎ ｃｈａｄ “以后”
ｐｈｙｉｒ：ｐｈｙｉｒ ｊａ “晚饭”
ｐｈｙｉｓ “后来”：ｐｈｙｉｓ ｓｕ “后来” 　 ｐｈｙｉｓ ｖｇｙａｎｇ “延迟”



词　 　 族 １３１　　

ｐｈｙｉｓ ｖｂｙｕｎｇ “未来”
ｄｐｙｉｓ “最后，末尾”：ｄｐｙｉｓ ｐｈｙｉｎ ｐａ “透彻，彻底”
ｄｐｙｉｄ：ｄｐｙｉｄ ｋａ “老迈”
ｓｐｙｉ “屁股”
ｄｐｙｉ “胯骨，屁股”
ｐｈｙｉ：ｐｈｙｉ ｓａ “粪便”

Ｈ６８
ｂｙｉ “剥落”：ｒｉ ｍｏ ｂｙｉ ｂａ “彩绘剥蚀” 　 ｂｙｉ ｂｄａｒ “擦拭”

ｔｓｈｏｓ ｂｙｉ ｂａ “退色”
ｖｂｙｉｄｂｙｉｄ “擦掉，消失”：ｒｉ ｍｏ ｂｙｉｄ ｐａ “彩绘剥蚀”
ｖｐｈｙｉｄ（～ ｖｂｙｉｄ ～ ｐｈｙｉ） ｐｈｙｉ （～ ｄｂｙｉ ～ ｖｂｙｉ ～ ｂｙｉｄ） ｐｈｙｉｓｐｈｙｉ （ｓ）

“擦”：ｐｈｙｉ ｂｄａｒ “擦拭” 　 ｐｈｙｉ ｒａｓ “抹布”
ｄｂｙｉｓ “擦”

Ｈ６９
ｐｈｙｉｎｇ “毡子”：ｐｈｙｉｎｇ ｂａ “毡子”
ｖｐｈｙｉｎｇ：ｖｐｈｙｉｎｇ ｂａ “毡子”
ｖｐｈｙｉｎｇｖｐｈｙｉｎｇｓ “（毛发）擀毡”
ｓｐｙｉｎ “胶”
ｇｌｉｎｇ “做（毡子）”（藏北牧区“做毡子”称ｐｈｙｉｎｇ ｂａ ｇｌｉｎｇ ｂａ）
ｇｌｉｎｇｓ：ｇｌｉｎｇｓ ｐａ “毡垫”
　 １ 拉萨等一些地方读／ ｐｉ ／，定日读／ ?ｉ ／，拉孜读／ ｋｈａ ?ｉ ／，昌都

读／ ｋｈａ ｐ ／。ｓｐｙｉｎ ｃｈｕ “胶水”，乾宁读／ ｒｎ ｈ ／。
　 ２ 这一族大概有过ｌ ＞ ｒ ＞ ｙ的变化。

Ｈ７０
ｖｐｈｙｉｄｐｈｙｉｄ “伤，冻伤”：ｄｕ ｂａｓ ｍｉｇ ｖｐｈｙｉｄ ｐａ “烟伤目”

ｇａｎｇｓ ｋｙｉｓ ｍｉｇ ｖｐｈｙｉｄ ｐａ “雪伤目”
ｖｂｙｉｄｂｙｉｄ “伤，冻伤”：ｄｕ ｂａｓ ｍｉｇ ｖｂｙｉｄ ｐａ “烟伤目”

ｇａｎｇｓ ｋｙｉｓ ｍｉｇ ｖｂｙｉｄ ｐａ “雪伤目”
ｋｏ ｌｈａｍ ｇｙｏｎ ｍｅｄ ｐａｓ ｒｋａｎｇ ｐａ ｂｙｉｄ ｐａ
“没穿皮靴，冻伤了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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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７１
ｖｐｈｙｕｒｖｐｈｙｕｒ （ｄ）“冒起，喷出，溢出，弥漫”：ｖｐｈｙｕｒ ｂｕ “冒尖的”

ｄｕ ｂａ ｖｐｈｙｕｒ ｂａ “冒烟” 　 ｒｂａ ｒｌａｂｓ ｖｐｈｙｕｒ ｖｐｈｙｕｒ “波涛汹涌”
ｒｄｕｌ ｖｐｈｙｕｒ ｒｅ ｌｏｇ ｓｏｎｇ “一溜烟地（跑）回去了”

ｐｈｙｕｒ：ｐｈｙｕｒ ｐｏ “冒尖的” 　 ｐｈｙｕｒ ｂｕｒ ｇａｎｇ ｂａ “满得冒尖”
ｂｙｕｒ：ｂｙｕｒ ｐｏ “冒尖的” 　 ｂｙｕｒ ｂｕｒ ｇａｎｇ ｂａ “满得冒尖”

Ｈ７２
ｖｂｙｅｂｙｅ “分开”：ｍｅ ｔｏｇ ｖｂｙｅ ｂａ “开花” 　 ｓｇｏ ｂｙｅ ｂａ “门开了”

ｂｙｅ ｍａ “沙子” 　 ｂｙｅ ｂｒａｇ “具体，个别”
ｖｂｙｅｄｄｂｙｅ （～ ｖｂｙｅｄ） ｐｈｙｅ （ｓ） ｐｈｙｅ （ｓ） “使分开，打开”：ｓｇｏ

ｐｈｙｅ ｂａ “开门” 　 ｄｂｙｅ ｂａ “区别” 　 ｄｂｙｅ ｖｂｙｅｄ “分析，鉴别”
ｒｎａｍ ｄｂｙｅ “（语法的）格” 　 ｄｂｙｅ ｓｈｉｎｇ “插销”

ｖｂｙｅｒｂｙｅｒ “逃散，蔓延”：ｒｉ ｄｗａｇｓ ｒｎａｍｓ ｂｙｅｒ ｂａ “野兽逃走了”
ｖｂｙｅｓ “分清”
ｂｙｅｓ “异乡，远方”：ｂｙｅｓ ｐａ “离家在外的人”
ｄｂｙｅｓ “间隔，宽度”：ｄｐｒａｌ ｂａｉ ｄｂｙｅｓ ｃｈｅ “额头宽大”
ｄｂｙｅｎ “离间”：ｄｂｙｅｎ ｖｂｙｅｄ ｂｙｅｄ ｐａ “挑拨” 　 ｄｂｙｅｎ ｚｌｕｍ ｐａ “调解”
ｐｈｙｅｄ“一分为二，分明”：ｓｐｙｉ ｄａｎｇ ｂｙｅ ｂｒａｇ ｇｉ ｄｂｙｅ ｂａ ｐｈｙｅｄ ｐａ “一般

和个别的差别分明”ｐｈｙｅｄ ｋａ “一半”ｔｓｈｅ ｐｈｙｅｄ “半辈子”
ｐｈｙｅｄ “已过壮年者”
ｇｙｅｎ “离间”：ｇｙｅｎ ｚｌｕｍ ｐａ “调解”
ｇｙａ ：ｇｙａ ｓｈｉｎｇ “门闩”
ａ ：ａ ｓｈｉｎｇ “门闩，插销”

Ｈ７３
ｂｙｅｄｂｙａｂｙａｓｂｙｏｓ “做”：ｌａｓ ｋａ ｂｙｅｄ ｐａ “做事” 　 ｂｙａ ｂａ “事情”

ｂｙａｓ ｒｊｅｓ “业绩”
ｂｙｅｄｂｙａｓ “变得，出现某种状况”：ｔｓｈｗａ ｋｈｕ ｂｙｅｄ ｐａ “变咸”

ｌｅｂ ｌｅｂ ｂｙｅｄ ｐａ “变扁”
ｇｒａｎｇ ｍｏ ｂｙｅｄ ｐａ “变凉”
ｓｅｍｓ ｋｈｒａｌ ｂｙｅｄ ｐａ “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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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 ｙｏｍ ｙｏｍ ｂｙｅｄ ｐａ “地动山摇”
ｙｉｄ ｃｈｅｓ ｂｙｅｄ ｐａ “相信”
ｐｈｙｉ ｐｏ ｂｙｅｄ ｐａ “晚，迟”
ｒｇａｎ ｖｋｈｏｇｓ ｂｙｅｄ ｐａ “衰老”

ｂｙａ “被称作”：ｌｈｕｎ ｇｒｕｂ ｃｅｓ ｂｙａ ｂａｉ ｒｄｚｏｎｇ ｚｈｉｇ “叫做‘林周’的一个县”
ｂｙａｓ （助词，表有意的行为或计数）：ｙａｇ ｐｏ ｂｙａｓ ｎｙｏｎ ｄａ “好好听着”

ｓｈｕｇｓ ｂｙａｓ ｖｔｈｅｎ ｐａ “使劲抻” 　 ｈｕｒ ｂｒｔｓｏｎ ｂｙａｓ ｓｌｏｂ
ｓｂｙｏｎｇ ｂｙｅｄ ｐａ “努力学习” 　 ｋｈｙｅｄ ｒａｎｇ ｂｙａｓ 　 ｎｇａ
ｂｙａｓ　 ｋｈｏ ｂｙａｓ……“你，我，他……”

Ｈ７４
ｐｈｙｏｇｓ “方向，外地，偏袒”（ｎ．）：ｐｈｙｏｇｓ ｂｚｈｉ “四方”

ｐｈｙｏｇｓ ｌｔａ ｖｋｈｏｒ ｌｏ “指南针”
ｐｈｙｏｇｓ ｌａ ｖｇｒｏ ｂａ “出远门” 　
ｐｈｙｏｇｓ ｂｙｅｄ ｐａ “偏袒”
ｐｈｙｏｇｓ ｋａ “派系”

ｐｈｙｏｇｓ“朝向，趋向，偏袒”（ｖ．）：ｎｙｉ ｍａｒ ｐｈｙｏｇｓ ｐａ “向着太阳”
ｎｕｂ ｐａｒ ｍｎｇｏｎ ｄｕ ｐｈｙｏｇｓ ｐａ “正趋向没落” 　 ｇｙａｓ ｍｄａ ｄａｎｇ
ｇｙｏｎ ｇｚｈｕ ｌａ ｍｉ ｐｈｙｏｇｓ ｐａ “左不偏弓，右不袒箭（不偏不倚）”

Ｈ７５
ｖｂｙｏｎｂｙｏｎ “莅临”
ｓｐｙｏｎ “莅临”

Ｉ １
ｒａ “山羊”（炉霍读／ ｒａ ／，舟曲县的洛大话读／ ｒａ ／，似乎原来是复辅

音声母或有前缀。）
ｄｂｒｅ：ｄｂｒｅ ｂｅ “山羊羔”

Ｉ ２
ｇｒｗａ “场地，角落，边”：ｓｌｏｂ ｇｒｗａ “学校” 　 ｃｈｏｓ ｇｒｗａ “经院”

ｌａｓ ｇｒｗａ “作坊” 　 ｋｈａｎｇ ｐａｉ ｇｒｗａ “屋角”
ｇｒｗａ ｂｚｈｉ “四方形” 　 ｇｏｓ ｋｙｉ ｇｒｗａ “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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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ｕ “角落”：ｋｈａｎｇ ｐａｉ ｇｒｕ “屋角” 　 ｇｒｗａ ｋｈａ ｇｒｕ ｋｈａ “墙角”
ｇｒｕ ｍｏ “肘” 　 ｇｒｕ ｂｚｈｉ “四方形”

ｒａ：ｒａ ｂａ “场地，院子，围墙” 　 ｃｈｏｓ ｒａ “辩经场” 　 ｌａｓ ｒａ “作坊”
ｇｏ ｒａ “火塘” 　 ｓｇｏ ｒａ “院子” 　 ｌｕｇ ｒａ “羊圈” 　 ｒａ ｓｋｙｏｒ “篱笆”

ｒｗａ：ｒｗａ ｂａ “院子” 　 ｒｗａ ｓｋｙｏｒ “围子” 　 ｃｈｏｓ ｒｗａ “经院”
ｋｈｒｕ “肘长（长度单位）”：ｋｈｒｕ ｇａｎｇ “一肘长”
ｒｕ：ｌａｇ ｒｕ ｂｋａｇ ｐａ “碍手”

Ｉ ３
ｇｒａ “毫端，毛梢”：ｒｔｓｅ ｇｒａ “优秀，一流”
ｄｒａ：ｄｒａ ｍａ “出色的，优秀的，君子” 　 ｒｔｓｅ ｄｒａ “优秀，一流”
ｂｒａ：ｂｒａ ｍａ “君子”
ｄｒａｇ “好”：ｓｋｕ ｄｒａｇ “贵族” 　 ｇａｎｇ ｄｒａｇ “如何是好”

ｇａｎｇ ｄｒａｇ ｃｉ ｄｒａｇ “尽可能好的”

Ｉ ４
ｄｇｒａ “伤害”
ｄｇｒａ “敌人”：ｄｇｒａ ｂｙｅｄ ｐａ “为敌，作对”

Ｉ ５
ｓｇｒａ “声音”：ｓｇｒａ ｒｉｇ ｐａ “声明学” 　 ｃｈｕ ｓｇｒａ “水声”
ｓｇｒａ “发声”
（ｖ）ｇｒａｇｇｒａｇｓ “出声”：ｋｈａ ｇｒａｇ ｐａ “开腔，答理”
ｇｒａｇｓ “流传”
ｓｇｒｏｇ （ｓ） ｂｓｇｒａｇｂｓｇｒａｇｓｓｇｒｏｇｓ “宣布”：ｄｒｉｌ ｂｓｇｒａｇｓ “宣传”

ｓｇｒｏｇｓ ｓｂｙａｎｇ “宣读”

Ｉ ６
ｄｒａ “网”：ｄｒａ ｂａ “网” 　 ｄｒａ ｍａ “格子窗”
ｇｒａ：ｇｒａ ｂａ “护窗网”
ｋｈｒａ：ｋｈｒａ ｍａ “窗格子”

Ｉ ７
ｖｐｈｒａ （ｖ）ｐｈｒａｓ “伸，踢，尥蹶子”：ｖｃｈｉ ｖｐｈｒａｓ ｒｇｙａｇ ｐａ “垂死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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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ｐｈｒａ “踢，尥蹶子”（ｎ．）：ｖｐｈｒａ ｇｉｓ ｒｇｙａｇ ｐａ “踢”
ｖｐｈｒａ ｒｇｙａｇ ｐａ “尥蹶子”

Ｉ ８
ｒａｇｓ：ｒａｇｓ ｐａ “粗糙，颗粒大，粗略的” 　 ｒａｇｓ ｔｓａｍ “粗略的，大概”

ｒａｇｓ ｂｓｄｕｓ “简略”
ｈｒａｇｓ “粗糙，粗略”：ｈｒａｇｓ ｂｓｄｕｓ “简略，紧凑”
ｈｒｏｇ：ｈｒｏｇ ｈｒｏｇ “粗糙的，大块的”
ｈｒｏｂ：ｈｒｏｂ ｈｒｏｂ “粗糙的，大块的” 　 ｄｎｇｕｌ ｈｒｏｂ ｈｒｏｂ “碎银”
ｒｏｂ：ｒｏｂ ｔｓａｍ “粗略的” 　 ｒｏｂ ｂｓｄｕｓ “简略” 　 ｒａｂ ｂｅ ｒｏｂ ｂｅ “粗枝大

叶”

Ｉ ９
ｍｋｈｒｅｇｓ：ｍｋｈｒｅｇｓ ｐｏ “硬，结实” 　 ｓｒｏｇ ｍｋｈｒｅｇｓ ｐｏ “结实”

ｍｋｈｒｅｇｓ ｔｏ “死心眼”
ｋｈｒｅｇｓ：ｋｈｒｅｇｓ ｐａ “硬”
ｋｒａｇ：ｋｒａｇ ｋｒａｇ “硬，好”
ｈｒａｇ：ｈｒａｇ ｈｒａｇ “硬邦邦” 　 ｈｒａｇ ｐｏ “精良”

ｒｔａ ｈｒａｇ ｄｍａｇ ｈｒａｇ “兵强马壮”

Ｉ １０
（ｖ）ｐｈｒａｇ “间隙”：ｇｓｅｎｇ ｐｈｒａｇ “间隙” 　 ｓｍｉｎ ｐｈｒａｇ “眉间”

?ａｍ ｐｈｒａｇ “（藏袍的）怀兜”
ｄｐｒａｇ “间隙”
ｄｂｒａｇ “间隙”：ｋａ ｄｂｒａｇ “柱子间隔” 　 ｓｍｉｎ ｄｂｒａｇ “眉间”

ｄｂｒａｇ ｄｂｒａｇ “间或”　 ｋｈａ ｄｂｒａｇ “分叉，叉干草的木杈”
ｈｒａｇ “间隙”：ｂａｒ ｈｒａｇ ｂａｒ ｈｒａｇ “间或”

Ｉ １１
ｓｋｒａｎｇｓｋｒａｎｇｓ （～ ｓｒａｎｇｓ）“肿”：ｋｈａ ｓｋｒａｎｇ ｎｇｏ ｓｋｒａｎｇ “鼻青脸肿”
ｓｋｒａｎｇｓ “肿块”：ｓｋｒａｎｇｓ ｃｈｅ ｒｕ ｓｏｎｇ ｂａ “肿得大了”

ｓｋｒａｎｇｓ ｐｏ ｖｊａｇｓ ｐａ “消肿” 　 ｓｋｒａｎｇｓ ｖｂｕｒ “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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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１２
ｇｒａｎｇｓ “数目”：ｇｒａｎｇｓ ｋａ “数目” 　 ｓｈｏｇ ｇｒａｎｇｓ “页数”

ｇｒａｎｇｓ ｋｙｉｓ ｍｉ ｌａｎｇ ｂａ “数不清”
ｓｇｒｏｎｇ（～ ｓｇｒａｎｇ ～ ｂｇｒｏｎｇ ～ ｂｇｒａｎｇ ～ ｖｄｒｅｎ） ｂ （ｓ）ｇｒａｎｇ

ｂ （ｓ）ｇｒａｎｇｓｓｇｒｏｎｇｓ（～ ｇｒｏｎｇｓ ～ ｂｇｒｏｎｇｓ）“数，列举”：
ｇｒａｎｇｓ ｂｇｒａｎｇ ｂａ “数数儿” 　 ｍａ 爟ｉ ｂｇｒａｎｇ ｂａ “拨念珠”
ｓｄｕｇ ｂｓｎｇａｌ ｂｇｒａｎｇ ｂａ “诉苦” 　 ｓｋｙｏｎ ｂｇｒａｎｇ ｂａ “数落”
ｍａ 爟ｉ ｂｇｒａｎｇ ｂｇｒａｎｇ ｂｙｅｄ ｐａ “唠唠叨叨”

Ｉ １３
ｄｒａｎｇ “直，正直”：ｄｒａｎｇ ｐｏ “直的，诚实” 　 ｄｒａｎｇ ｇｔａｍ “老实话”
ｖｄｒｏｎｇ （ｓ）“变直”：ｖｄｒｏｎｇ ｐｏ “笔直，正直，端正”
ｖｄｒｏｎｇ “直”：ｖｄｒｏｎｇ ｓｒｏｎｇ ｂａ “弄直”
ｓｒｏｎｇｂｓｒａｎｇｂｓｒａｎｇｓｓｒｏｎｇｓ “弄直，纠正”：ｄｒａｎｇ ｐｏｒ ｓｒｏｎｇ ｂａ “弄直”

ｄｒａｎｇ ｓｒｏｎｇ “仙人”
ｓｒａｎｇ “秤”：ｓｒａｎｇ ｃｈａ “戥子” 　 ｓｒａｎｇ ｐｏ “正直，（秤）准”
ｓｒａｎｇ “街巷”

Ｉ １４
ｖｐｈｒａｄｐｈｒａｄ “相遇”
（ｖ）ｐｈｒａｄ “连接词”
ｖｐｈｒｏｄ “相遇，相宜”：ｖｐｈｒｏｄ ｐｏ “相宜” 　 ｋｈａ ｖｐｈｒｏｄ ｐｏ “吻合”

ｋｈａ ｖｐｈｒｏｄ ｐａ “不谋而合，合口”
ｎｇｏ ｖｐｈｒｏｄ ｐａ “认识”

ｓｐｒｏｄｓｐｒａｄｓｐｒａｄｓｐｒｏｄ “使相遇”：ｋｈａ ｓｐｒｏｄ “对面”
ｋｈａ ｓｐｒｏｄ ｐａ “介绍相识，接吻”
ｎｇｏ ｓｐｒｏｄ ｂｙｅｄ ｐａ “介绍，推荐”

Ｉ １５
ｓｂｒａｄ “挠，搔”
ｖｂｒａｄｄｂｒａｄ （～ ｖｂｒａｄ） ｂｒａｄｂｒｏｄ （～ ｐｈｒｏｄ）“挠，搔”：ｂｒａｄ ｂｒａｄ

ｇｔｏｎｇ ｂａ “挠，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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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ｄｒａｄｖｄｒａｄｄｒａｄ （～ ｂｒａｄ） ｐｈｒｏｄ （～ ｂｒｏｄ）“挠，搔”
ｈｒａｄ “挠，搔”：ｓｂａｒ ｈｒａｄ ｒｇｙａｇ ｐａ “挠，搔”ｓｄｅｒ ｈｒａｄ ｒｇｙａｇ ｐａ “用爪

子挠”

Ｉ １６
ｒａｎ：ｒａｎ ｍａ “经线”
ｂｒａｎ “牵引”：ｒａｎ ｍａ ｂｒａｎ ｐａ “牵引经线”
ｓｂｒａｎ “牵，领”

Ｉ １７
ｓｒｏｎ （～ ｓｒａｎ） ｂｓｒａｎｂｓｒａｎ （ｄ） ｓｒｏｎ （ｄ） “忍耐”：ｂｚｏｄ ｂｓｒａｎ “忍

耐，耐心”
ｓｒａｎ “忍耐”（ｎ．）：ｓｒａｎ ｖｄｚｕｇｓ ｐａ “忍住，挺住”

ｓｒａｎ ｔｓｈｕｇｓ ｐａ “忍得下，挺得住”

Ｉ １８
ｒａｂ：ｒａｂ ｒａｂ “肌肉痉挛急剧伸屈状”
ｖｋｈｒｅｂ “挤（眼），眨（眼）”
ｖｋｈｒａｂ（ｖ）ｋｈｒａｂｓ （ｖ）ｋｈｒｏｂｓ （ｉ．） “跳（舞），表演”：ｚｈａｂｓ ｂｒｏ

ｖｋｈｒａｂ ｐａ “跳舞”ｒｄｚｉ ｍａ ｖｋｈｒａｂ ｐａ “眨眼” 　 ｒｋａｎｇ ｖｋｈｒａｂ ｌａｇ
ｖｋｈｒａｂ “手舞足蹈” 　 ｌｈａ ｍｏ ｖｋｈｒａｂ ｐａ “演藏戏”

ｓｋｒａｂｂｓｋｒａｂｂｓｋｒａｂｓｓｋｒａｂｓ “踢踏跳动”：ｒｋａｎｇ ｓｋｒａｂ ｌａｇ ｓｋｒａｂ “手舞
足蹈”

ｋｒａｂ：ｋｒａｂ ｋｒａｂ “不断转动” 　 ｒｋａｎｇ ｌａｇ ｋｒａｂ ｋｒａｂ “手舞足蹈”
ｍｉｇ ｋｒａｂ ｋｒａｂ ｂｙｅｄ ｐａ “眨眼” 　 ｒｋａｎｇ ｋｒａｂ “织机踏板”

Ｉ １９
ｓｒａｂ “马衔”
ｂｓｒａｂ “控制，约束”

Ｉ ２０
ｇｒａｍｇｒａｍｓ “散开，扩散，蔓延”：ｋｈａ ｇｒａｍ ｐａ “分散开”

ｓｋａｄ ｃｈａ ｇｒａｍ ｐａ “话传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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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ｇｒａｍｓ “散开，扩散，蔓延”：ｎａｄ ｒｉｍｓ ｖｇｒａｍｓ ｐａ “传染病蔓延”
ｖｇｒｅｍ（ｓ）ｂｋｒａｍ （～ ｄｇｒａｍ）ｂｋｒａｍ （ｓ） （～ ｋｈｒｅｍｓ）ｋｈｒｏｍｓ （～

ｋｈｒｅｍ ～ ｇｒｅｍｓ）“摆开，洒”：ｖｇｒｅｍｓ ｓｔｏｎ “展览”
ｔｓｈｏｎｇ ｂｋｒａｍ ｐａ “摆出货物”
ｋｈａ ｂｋｒａｍ ｐａ “使分散”
ｓｋａｄ ｃｈａ ｖｇｒｅｍｓ ｐａ “透露，造舆论”

ｋｈｒｏｍ “街市”：ｋｈｒｏｍ ｖｄｏｎ ｐａ “摆摊子” 　 ｋｈｒｏｍ ｓｋｏｒ “游行”
ｇｒａｍ：ｇｒａｍ ｐａ “河滩，鹅卵石”
ｖｇｒａｍ “河沿，岸，旁边”
ｇｒｅｍｓ “洒，灌溉”
ｋｈｒｅｍｓ “散开，洒，灌溉”
ｋｒｅｍｓ “摆开，洒，灌溉”
ｋｈｒａｍ：ｋｈｒａｍ ｋｈｒａｍ “摊开”
ｋｒｏｍｓ “散布，铺开”

Ｉ ２１
ｋｈｒａｌ “差税”：ｋｈｒａｌ ｒｇｙｕｇ ｐａ “去支差” 　 ｋｈｒａｌ ｖｊａｌ ｂａ “交税”
ｂｋｒａｌｂｋｒｏｌ （ｉ ）“征派（差税）”：ｚｈｉｎｇ ｋｈｒａｌ ｂｋｒａｌ ｂａ “征收农业税”

Ｉ ２２
ｄｒａｌ “椽木上的短木排，行列”：ｄｒａｌ ｍａ “椽木上的短木排”
ｇｒａｌ “行列”：ｇｒａｌ ｍａ “椽木上的短木排”

Ｉ ２３
ｓｐｒａｌ：ｓｐｒａｌ ｒｉｓ “额纹”
ｄｐｒａｌ：ｄｐｒａｌ ｂａ “额” 　 ｄｐｒａｌ ｒｉｓ “额纹”
ｖｐｈｒａｌ：ｖｐｈｒａｌ ｂａ：“额”

Ｉ ２４
ｖｄｒａｌｒａｌ “破，溃决”：ｐａｇｓ ｐａ ｖｄｒａｌ ｂａ “皮肤裂开”

ｂｒａｇ ｖｄｒａｌ ｂａ “岩石破碎” 　 ｒｔｓａｂ ｒａｌ “破烂儿”
ｂａｎ ｒａｌ “破戒僧徒”
ｒｄｚｉｎｇ ｂｕ ｖｄｒａｌ ｂａ “池塘溃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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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ｂｒａｌｂｒａｌ “分开”：ｋｈａ ｂｒａｌ ｂａ “分手，离婚”
ｖｇｒａｎ ｚｌａ ｖｂｒａｌ ｂａ “没有对手”
ｋｈａ ｂｒａｌ ｒｉｎｇ ｌｕｇｓ “分裂主义”

ｄｂｒｏｌｄｂｒａｌｄｂｒａｌｄｂｒｏｌ “撕”
ｐｈｒａｌｐｈｒｏｌ （ｉ ）“撕，拆散，离间，抛弃”：ｋｈａ ｐｈｒａｌ ｂａ “使分手”
ｖｐｈｒａｌ（～ ｖｂｒａｌ ～ ｄｂｒｏｌ） ｄｂｒａｌｐｈｒａｌ （ｄ） ｐｈｒｏｌ （ｄ）（～ ｂｒａｌ （ｄ））

“撕，拆开，离间，抛弃”
ｖｄｒａｌ （ｖ）ｄｒａｌｄｒａｌ （ｄ） ｄｒｏｌ （ｄ）（～ ｐｈｒｏｌ）“撕”
ｋｈｒａｌ “被弄破”：ｋｈｒａｌ ｋｈｒａｌ “零散”
ｂｋｒａｌ：ｋｈａ ｂｋｒａｌ ｂａ “分开，分类”
ｋｈｒｏｌ “碎”：ｋｈｒｏｌ ｂｕ “小块”
ｄｋｒｏｉ “弄碎”
ｈｒｏｌ “撕”
ｈｒａｌ “破，撕”：ｙｏｓ ｈｒａｌ “炒青稞糁儿”
ｈｒａｌ “缝隙”：ｈｒａｌ ｈｒａｌ “稀疏”

ｒｄｏ ｇｎｙｉｓ ｂａｒ ｌａ ｈｒａｌ ｃｈｅｎ ｐｏ ｖｄｕｇ “两块石头中间缝隙挺大”
ｓｒａｌ “缝隙”
ｂｓｒａｌ “分开”
　 １ 有的字显然是照方音书写的，找不到正字法的根据。最明显的是

ｄｋｒｏｉ。
２ 我怀疑现在式是ｖｐｈｒａｌ的使动词的形式变化是把现在式一个是
ｐｈｒａｌ、一个是ｄｂｒｏｌ的两个动词的形式变化弄混了。现在式是ｐｈｒａｌ
的那个动词的形式变化原本可能是ｖｐｈｒａｌｐｈｒａｌｐｈｒａｌ （ｄ）ｐｈｒｏｌ
（ｄ）。

Ｉ ２５
ｒｉ “值”：ｄｎｇｕｌ ｓｒａｎｇ ｇａｎｇ ｒｉ ｂａｉ ｍｇｏ ｒａｓ “值一两银子的头巾”
ｒｉｎ “价值，值得”：ｒｉｎ ｐｏ ｃｈｅ “珍宝，对活佛、大喇嘛的敬称”

ｒｉｎ ｇｏｎｇ “价格” 　 ｒｔｓｗａ ｒｉｎ “草钱”
ｌｔａ ｒｉｎ ｍｉ ｖｄｕｇ “不值得看”

ｂｒｉｎ “销售”：ｂｒｉｎ ｐｏ “畅销”
ｈｒｉｎ：ｒｔｓｗａ ｈｒｉｎ “吃了封山草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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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２６
ｐｈｒｉ “内皮”
ｓｐｒｉ “皮膜”：ｋｌａｄ ｓｐｒｉ “脑膜” 　 ｓｐｒｉ ｍａ “浮膜，奶皮”
ｓｐｒｉｓ “奶皮”：ｓｐｒｉｓ ｍａ “浮膜，奶皮” 　 ｃｈｕ ｓｐｒｉｓ “尿面的浮膜”

ｖｏ ｓｐｒｉｓ “奶皮”
ｓｒｉ：ｖｏ ｓｒｉ “奶皮”
ｓｒｉｓ：ｓｒｉｓ ｍａ “浮膜”

Ｉ ２７
ｖｂｒｉ （～ ｂｒｉ） ｂｒｉ （～ ｖｂｒｉ） ｂｒｉｓｂｒｉｓ （～ ｐｈｒｉｓ） 　 “写，画”：ｖｂｒｉ

ｓｍｙｕｇ “竹笔” 　 ｌｄｅｂｓ ｂｒｉｓ “壁画” 　 ｌｈａ ｂｒｉｓ “佛画”
ｔｓｈｏｎ ｂｒｉｓ “彩绘” ｌａｇ ｂｒｉｓ “手迹” 　 ｂｒｉｓ ｍａ “写本”

ｒｉｓ “图画，花纹”：ｌｄｅｂｓ ｒｉｓ “壁画” 　 ｌｈａ ｒｉｓ “佛画”
ｔｓｈｏｎ ｒｉｓ “彩绘” 　 ｌａｇ ｒｉｓ “手迹，掌纹”

ｒｉ：ｒｉ ｍｏ “图画”

Ｉ ２８
ｖｂｒｉｂｒｉ “减少”：ｂｒｉ ｇａｎｇ “消长，盈亏”
ｖｐｈｒｉ （～ ｖｂｒｉ ～ ｖｂｒｉｄ） ｄｂｒｉ （～ ｖｐｈｒｉ） ｐｈｒｉｓ （～ ｐｈｒｉ ～ ｂｒｉｓ） ｐｈｒｉ

（ｓ）“减去”：ｇｔｏｎｇ ｓｇｏ ｖｐｈｒｉ ｂａ “紧缩开支”　 ｖｐｈｒｉ ｓｎｏｎ “增减”
ｖｐｈｒｉ ｒｔｓｉ “减法” 　 ｖｐｈｒｉ ｖｔｈｅｎ “克扣”

ｖｋｈｒｉｖｋｈｒｉｓ “减少，紧缩”
ｓｒｉｂｓｒｉｂｓｒｉｓｓｒｉｓ “节约，吝啬”

Ｉ ２９
ｓｒｉ “（喜食小儿的）厉鬼”：ｓｒｉ ｌａｎｇ ｂａ “作祟” 　 ｓｒｉ ｓｎｏｎ “镇压鬼魅”
ｓｒｉ “夭折”（ｎ．）
ｓｒｉ “其他子女夭折后剩下的一个”
ｓｒｉｎ：ｓｒｉｎ ｐｏ “（迷信说法，夜晚出来吃人肉喝人血的）罗刹，恶鬼”

ｓｒｉｎ ｂｙａ “猫头鹰”

Ｉ ３０
ｖｇｒｉｇｖｇｒｉｇｓ “合适，可以”：ｖｇｒｉｇ ｐｏ “合适，妥当，（感情）融洽”



词　 　 族 １４１　　

ｇｏｎｇ ｖｇｒｉｇ ｐａ “价钱讲妥”
ｔｓｈｏｎｇ ｖｇｒｉｇ ｐａ “成交”

ｓｇｒｉｇｂｓｇｒｉｇｂｓｇｒｉｇｓｓｇｒｉｇｓ “排列，安排”：ｓｂｒｅｎｇｓ ｓｇｒｉｇ ｐａ “排队”
ｒｉｍ ｐａ ｓｇｒｉｇ ｐａ “排序”
ｖｄｚｉｎ ｃｈａｓ ｓｇｒｉｇ ｐａ “布置家具”
ｃｈｕ ｔｓｈｏｄ ｓｇｒｉｇ ｐａ “对表”
ｇｏｎｇ ｓｇｒｉｇ ｐａ “讲价”

ｓｇｒｉｇｓ “制度，纪律”：ｓｇｒｉｇｓ ｌａｍ “纪律” 　 ｓｇｒｉｇｓ ｋｈｒｉｍｓ “法纪”
ｋｈｒｉｇ （ｓ）“次序”：ｋｈｒｉｇ （ｓ）ｋｈｒｉｇ （ｓ）“合适，恰当”

ｋｈｒｉｇｓ ｓｅ “合适，恰好”
ｋｈｒｉｇｓ “排列（次序）”

Ｉ ３１
ｖｄｒｉｎｇ：ｇｌｏ ｂａ ｖｄｒｉｎｇ ｂａ “离心，不忠”
ｒｉｎｇｒｉｎｇｓ “延长”：ｒｉｎｇ ｐｏ “长” 　 ｎｙｅ ｒｉｎｇ “长短” 　 ｒｄｏ ｒｉｎｇ “碑”

ｇｌｏ ｂａ ｒｉｎｇ ｂａ “离心，不忠”
ｓｒｉｎｇｂｓｒｉｎｇｂｓｒｉｎｇｓｓｒｉｎｇｓ “使延长”：ｍｉｇ ｓｒｉｎｇ ｂａ “远望”

ｒｇｙａｎｇ ｓｒｉｎｇ ｂａ “拉长距离”
ｖｇｙａｎｇｓ ｂｓｒｉｎｇｓ ｂｙｅｄ ｐａ “延期”

Ｉ ３２
ｖｐｈｒｉｎ “通知”
（ｖ）ｐｈｒｉｎ “讯息”：ｎｇａｇ （ｖ）ｐｈｒｉｎ “口信” 　 （ｖ）ｐｈｒｉｎ ｙｉｇ “书信”

（ｖ）ｐｈｒｉｎ ｌａｎ “回信儿”
ｓｐｒｉｎｇｓｐｒｉｎｇｓｐｒｉｎｇｓｓｐｒｉｎｇｓ “发出（讯息）”：ｓｐｒｉｎｇｓ ｙｉｇ “书信”
ｓｒｉｎｇｂｓｒｉｎｇｂｓｒｉｎｇｓｓｒｉｎｇｓ “发出（讯息）”：ｐｈｒｉｎ ｓｒｉｎｇ ｂａ “发出讯息”

ｙｉ ｇｅ ｓｒｉｎｇ ｂａ “发信”

Ｉ ３３
ｋｈｒｉｄ “讲解，指导”（ｎ．）：ｋｈｒｉｄ ｄｅｂ “讲义”
ｖｋｈｒｉｄｋｈｒｉｄｋｈｒｉｄ（ｉ．）“引导，指导，教导”：ｐｈｒｕ ｇｕ ｖｋｈｒｉｄ ｐａ “领着

孩子”　 ｚｕｒ ｋｈｒｉｄ “辅导”　 ｖｇｏ ｋｈｒｉｄ “领导者” 　
ｄｐｅ ｃｈａ ｖｋｈｒｉｄ ｐａ “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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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ｋｒｉ （～ ｂｋｒｉ ～ ｖｋｈｒｉｄ） ｂｓｋｒｉ （～ ｂｋｒｉ ～ ｄｋｒｉ） ｂｓｋｒｉｓ （～ ｂｋｒｉｓ ～
ｋｈｒｉｄ） ｓｋｒｉｓ （～ ｋｈｒｉｄ ～ ｂｋｒｉｓ）“引导，牵领”

Ｉ ３４
ｓｂｒｉｄ “麻木”：ｓｂｒｉｄ ｓｍａｎ “麻药” 　 ｓｂｒｉｄ ｇｔａｍ “谣言”
ｓｂｉｒ “麻木”：ｓｂｉｒ ｇｔａｍ “谣言”
ｖｂｒｉｄｂｒｉｄ “骗”：ｓｌｕ ｖｂｒｉｄ “骗，诱惑”
ｖｄｒｉｄｄｒｉｄ “骗”：ｓｌｕ ｖｄｒｉｄ “骗，诱惑”

Ｉ ３５
ｓｒｉｎ “虫”：ｓｒｉｎ ｇｏｎｇ “蚕茧” 　 ｓｒｉｎ ｓｈｉｎｇ “桑”

ｓｒｉｎ ｓｋｕｄ “蚕丝，棉线” 　 ｓｒｉｎ ｂａｌ “丝棉，棉花”
ｓｒｉｎｇ：ｓｒｉｎｇ ｓｋｕｄ “棉线” 　 ｓｒｉｎｇ ｂａｌ “棉花”
ｓｒｉｌ “蠹虫，蚕”

Ｉ ３６
ｒｉｂ “山阴”：ｒａｂ ｂｉ ｒｉｂ ｂｉ “朦胧” 　 ｓａ ｓｒｏｓ ｒａｂ ｒｉｂ “暮色苍茫”

ｍｉｇ ｇｉ ｓｋｙａ ｒｉｂ “角膜云翳”
ｇｒｉｂ “阴处，山阴，（中）风，邪气”：ｇｒｉｂ ｎａｇ “阴影”　 ｇｒｉｂ ｒｉ “阴坡”

ｂｓｉｌ ｇｒｉｂ “荫凉”
ｇｒｉｂ ｐｈｏｇ ｐａ “中风”
ｇｒｉｂ ｓｈｏｒ ｂａ “中邪”

ｖｇｒｉｂ “遮蔽”：ｎｙｉ ｍａ ｖｇｒｉｂ ｐａ “太阳被挡住”
ｖｇｒｉｂ （ｓ）“翳”：ｍｉｇ ｖｇｒｉｂ “翳”
ｓｇｒｉｂｂｓｇｒｉｂｂｓｇｒｉｂｓｓｇｒｉｂｓ “使遮蔽”：ｎｙｉ ｍａ ｓｇｒｉｂ ｐａ “挡住太阳”

ｍｉｇ ｇｉ ｓｋｙａ ｓｇｒｉｂ “角膜云翳”
ｓｒｉｂ “变暗，遮蔽”：ｓｒａｂ ｂｉ ｓｒｉｂ ｂｉ “暮色苍茫”
ｓｒｉｂ （ｓ）“山阴，黑暗，朦胧”：ｓｒｉｂ ｎａｇ “阴影” 　 ｓｒｉｂ ｒｉ “阴坡”
ｈｒｉｂ：ｈｒａｂ ｈｒｉｂ “朦胧”

Ｉ ３７
ｒｉｍ “等级，次第”：ｒｉｍ ｐａ “等级，层次” 　 ｌｏ ｒｉｍ “年级”

ｇｒｏｓ ｒｉｍ “议程” 　 ｒｉｍ ｇｙｉｓ “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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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ｍｓ “瘟疫，传染病”
ｒｉｍｓ “散发，分配”
ｖｂｒｉｍｂｒｉｍ （～ ｖｂｒｉｍ） ｂｒｉｍｓｂｒｉｍｓ （～ ｒｉｍｓ）“分配，发放，献上”
ｖｄｒｉｍ “分配，发放，献上”
ｖｇｒｉｍｖｇｒｉｍｓｖｇｒｉｍｓ （ｉ．）“周游，传递”：ｖｇｒｉｍ ｖｇｒｕｌ “交通”

ｓｌｏｂ ｇｒｗａ ｖｇｒｉｍ ｐａ “游学” 　 ｌａ ｋｌｕｎｇ ｖｇｒｉｍ ｐａ “跋山涉水”
ｓｌｏｂ ｇｒｗａ ｒｉｍ ｇｙｉｓ ｖｇｒｉｍ ｐａ “依次升学” 　 ｌａｇ ｖｇｒｉｍ “传递”

　 ｒｉｍ “等级，次第”在拉萨话中有?，似乎原来也是ｒｉｍｓ。

Ｉ ３８
ｋｈｒｉｍｓ “法律，戒律”：ｋｈｒｉｍｓ ｙｉｇ “法典” 　 ｔｓｈｕｌ ｋｈｒｉｍｓ “戒律”

ｖｄｏｍｓ ｋｈｒｉｍｓ ｇｌｏｄ ｐａ “（僧侣）开戒（结婚）”
ｖｋｈｒｉｍｓ “惧怕”：ｒｔａ ｒｇｏｄ ｌｃａｇ ｇｉｓ ｖｋｈｒｉｍｓ　 ｍｉ ｎｇａｎ ｋｈｒｉｍｓ ｋｙｉｓ ｖｋｈｒｉｍｓ

“烈马惧鞭，坏人惧法”
ｇｒｉｍｇｒｉｍｓ “紧，专一”：ｇｒｉｍ ｐｏ “紧，严谨，聪明”　 ｇｒｉｍ ｌｈｏｄ “松紧”
ｓｇｒｉｍｂｓｇｒｉｍｂｓｇｒｉｍｓｓｇｒｉｍｓ “搓紧，拧紧，专心，发奋”： ｓｇｒｉｍ ｐｏ

“紧，机警” 　 ｓｇｒｉｍ ｌｈｏｄ “松紧” 　 ｂｌｏ ｓｇｒｉｍｓ “立正！”

Ｉ ３９
ｖｄｒｉｓ “相熟”
ｖｄｒｉｎ：ｓｍｏｓ ｖｄｒｉｎ “熟人”

Ｉ ４０
ｖｋｈｒｕｖｋｈｒｕｓ “泻”：ｖｋｈｒｕ ｎａｄ “腹泻”
ｋｈｒｕｓ：ｋｈｒｕｓ ｂｓｈａｌ “下泻”
ｂｋｒｕ：ｂｋｒｕ ｓｍａｎ “泻药”

Ｉ ４１
ｖｋｈｒｕ （ｄ）（～ ｂｋｒｕ） ｂｋｒｕ （～ ｖｋｈｒｕ） ｂｋｒｕｓｋｈｒｕｓ （～ ｖｋｈｒｕｄ）

“洗”：ｖｋｈｒｕ ｖｋｈｒｕ ｖｔｈａｇ ｖｔｈａｇ ｂｙｅｄ ｐａ “洗洗涮涮”
ｓｏ ｖｋｈｒｕ “牙刷” 　 ｓｏ ｖｋｈｒｕｄ ｐａ “刷牙”

ｋｈｒｕｄ “洗”：ｋｈｒｕｄ ｍａ ｒｇｙａｇ ｐａ “淘洗”
ｋｈｒｕｓ “洗”（ｎ．）：ｋｈｒｕｓ ｒｇｙａｇ ｐａ “洗澡” 　 ｋｈｒｕｓ ｃｈｕ “洗澡水”

ｋｈｒｕｓ ｍａ ｒｇｙａｇ ｐａ “淘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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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４２
ｖｇｒｕ （ｖ）ｇｒｕｓ “勤奋”：ｂｒｔｓｏｎ ｖｇｒｕｓ “努力” 　 ｖｇｒｕｓ ｖｇｏｇ “勤奋”
ｖｋｈｒｕｓ “勤奋”
ｖｂｒｕｓ “勤奋”：ｖｂｒｕｓ ｖｇｏｇｓ “勤奋”

Ｉ ４３
ｖｋｈｒｕｇｖｋｈｒｕｇｓ “乱，冲突”：ｒｉｍ ｐａ ｖｋｈｒｕｇｓ ｐａ “次序乱了”

ｄｍａｇ ｖｋｈｒｕｇ “战乱”
ｖｋｈｒｕｇ ｐｏ “热闹”
ｌｕｓ ｋｈａｍｓ ｖｋｈｒｕｇ ｐａ “身体失调”

ｄｋｒｕｇｄｋｒｕｇｓｄｋｒｕｇｓ （ｉ ）“搅，弄乱，拨弄，车削”：ｊａ ｄｋｒｕｇ ｐａ “打
酥油茶” 　 ｄｋｒｕｇ ｓｈｉｎｇ “挑拨” 　 ｒｉｍ ｐａ ｄｋｒｕｇ ｐａ “弄乱次序”
ｄｇｏｎｇｓ ｐａ ｄｋｒｕｇ ｐａ “得罪”

ｋｒｕｇｓ “搅棍”
ｓｋｒｕｇ “车削”
ｓｒｕｇ “搅”
ｓｒｕｂ “搅”：ｊａ ｓｒｕｂ ｐａ “打酥油茶” 　 ｓｒｕｂ ｄｋｒｕｇ “搅拌”

Ｉ ４４
ｐｈｒｕｇ （ｓ）“抖搂”：ｐｈｒｕｇ ｐｈｒｕｇ ｇｔｏｎｇ ｂａ “拽”
ｓｐｒｕｇｓｐｒｕｇｓｐｒｕｇｓｓｐｒｕｇｓ “抖，簸去”：ｔｈａｌ ｂａ ｓｐｒｕｇ ｐａ “抖去尘土”

ｓｐｒｕｇ ｓｐｒｕｇ ｇｔｏｎｇ ｂａ “拽”
ｖｋｈｒｕｇ：ｖｋｈｒｕｇ ｒｇｙａｇ ｐａ “颠簸” 　 ｖｋｈｒｕｇ ｃｈｅｎ ｐｏ “很颠簸”

ｖｄａｒ ｖｋｈｕｇ ｖｋｈｒｕｇ “哆哆嗦嗦”
ｄｋｒｕｇ：ｄｋｒｕｇ ｄｋｒｕｇ ｂｙｅｄ ｐａ “抖” 　 ｍｇｏ ｄｋｒｕｇ ｄｋｒｕｇ ｂｙｅｄ ｐａ “摇头”
　 从上一词族可知，ｖｋｈｒｕｇｖｋｈｒｕｇｓ的基本意思是“乱”，ｄｋｒｕｇ ｄｋｒｕｇｓ
ｄｋｒｕｇｓ是“搅（之使乱）”，全无“抖动”的意思。所以与“抖动”
义有关的ｖｋｈｒｕｇ和ｄｋｒｕｇ或许是俗字。自主的使动词，原来恐怕就是
ｓｐｒｕｇ；不自主的自动词，应是与ｓｐｒｕｇ相对的ｐｈｒｕｇ （ｓ）。

Ｉ ４５
ｇｒｕｇｇｒｕｇｓ “破碎”：ｇｒｕｇ ｂｕ “残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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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ｄｒｕｇｓ “破碎”
ｈｒｕｇ：ｈｒｕｇ ｈｒｕｇ “碎的” 　 ｒｄｏ ｈｒｕｇ “碎石” 　 ｓｈｉｎｇ ｈｒｕｇ “碎木”

ｖｋｈｙａｇ ｈｒｕｇ “碎冰”
ｈｒｕｂ：ｈｒｕｂ ｈｒｕｂ “碎的” 　 ｒｄｏ ｈｒｕｂ “碎石”
ｓｇｒｕｇｂｓｇｒｕｇｂｓｇｒｕｇｓｓｇｒｕｇｓ “砸”
ｒｕｇ “砸”

Ｉ ４６
ｇｒｕｎｇ：ｇｒｕｎｇ ｐｏ “聪慧，伶俐，活泼” 　 ｇｒｕｎｇ ｈｒｉｇ ｈｒｉｇ “精神抖擞”

ｓｐｙａｎｇ ｇｒｕｎｇ ｄｏｄ ｐｏ “机灵”
ｇｒｕｎｇｓ （～ ｂｇｒｕｎｇ） ｂｇｒｕｎｇｂｇｒｕｎｇｓ （ｂ）ｇｒｕｎｇｓ “澄清”：ｃｈｕ ｒｎｙｏｇ

ｂｇｒｕｎｇ ｂａ “澄清浊水”

Ｉ ４７
ｄｒｕｎｇ “跟前”：ｄｒｕｎｇ ｙｉｇ “秘书”
ｓｒｕｎｇｂｓｒｕｎｇｂｓｒｕｎｇｓｓｒｕｎｇｓ “守护，保卫”：ｓｒｕｎｇ ｍａ “护法神”

ｓｒｕｎｇ ｍｄｕｄ “护身结”
ｂｔｓｏｎ ｓｒｕｎｇ ｂａ “狱卒”

Ｉ ４８
ｂｇｒｕ （ｄ） ｂｇｒｕｂｇｒｕｓ （ｂ） ｇｒｕｓ “舂，去壳”：ｂｇｒｕｓ ｒｇｙａｇ ｐａ “炒熟

的青稞放入皮袋踩脱外壳” 　 ｂｇｒｕｓ ｍａ “去了壳的粮食”
ｇｒｕｓ：ｇｒｕｓ ｍａ “去了壳的粮食”
ｄｒｕｓ：ｄｒｕｓ ｍａ “去了壳的粮食”

ｄｒｕｓ ｒｇｙａｇ ｐａ “炒熟的青稞放入皮袋踩脱外壳”
ｄｒｕｄ：ｄｒｕｄ ｒｇｙａｇ ｐａ “炒熟的青稞放入皮袋踩脱外壳”

Ｉ ４９
ｒｕｂｒｕｂｓ “闭合，愈合”：ｋｈａ ｒｕｂ ｐａ “合拢”

ｒｍａ ｋｈａ ｒｕｂ ｐａ “伤口愈合”
（ｖ）ｄｒｕｂ （ｖ）ｄｒｕｂｓ “愈合”：ｒｍａ ｄｒｕｂ ｐａ “伤口愈合”
（ｖ）ｄｒｕｂ （ｖ）ｄｒｕｂ （ｖ）ｄｒｕｂｓｄｒｕｂｓ “缝”：ｖｔｓｈｅｍ ｄｒｕｂ “刺绣”
ｖｂｒｕｂｓ：ｖｂｒｕｂｓ ｓｕ ｂｙａ ｂａ “针线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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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５０
ｇｒｕｍｇｒｕｍｓ “疲极”
ｋｈｒｕｍ：ｋｈｒａｍ ｍｉ ｋｈｒｕｍ ｍｉ “疲惫”
ｈｒｏｍ：ｈｒａｍ ｍｅ ｈｒｏｍ ｍｅ “疲极欲睡状”

Ｉ ５１

ｇｒｕｍ （～ ｄｒｕｍ） ｇｒｕｍｓ （～ ｄｒｕｍｓ）“破碎，裂开”：ｇｒｕｍ ｐａ “碎片”
ｇｒｕｍｓ ｋｈａ “裂口”

ｖｄｒｕｍｓ “损坏”
ｄｋｒｕｍｄｋｒｕｍｓ （～ ｂｋｒｕｍｓ） ｋｒｕｍｓ （～ ｄｋｒｕｍｓ ～ ｂｋｒｕｍｓ）（ｉ ）“弄

碎”：ｄｋｒｕｍ ｐａ “破碎的”
ｋｒｕｍ：ｋｒｕｍ ｐａ “破碎的”
ｋｈｒｕｍ：ｋｈｒａｍ ｋｈｒｕｍ “零零碎碎的”
ｈｒｕｍ “弄碎”：ｈｒｕｍ ｈｒｕｍ “碎的”

Ｉ ５２

ｖｂｒｕｍ “疱，疱状物”：ｌｈａ ｖｂｒｕｍ “（天花的）痘”
ｒｇｕｎ ｖｂｒｕｍ “葡萄干”
ｖｋｈｙａｇ ｖｂｒｕｍ “鸡皮疙瘩”

ｓｂｒｕｍ “胎”：ｓｂｒｕｍ ｃｈａｇｓ ｐａ “怀胎” 　 ｓｂｒｕｍ ｖｇｕｌ ｂａ “胎动”
ｓｂｒｕｍ ｇｙｉ ｇｎａｓ ｓｔａｎｇｓ “胎位”

ｓｂｒｕｍ “怀孕”：ｓｂｒｕｍ ｍａ “孕妇”
（ｖ）ｐｈｒｕ：ｐｈｒｕ ｍａ “胎盘，子宫”
ｒｕｍ “子宫，怀兜”
ｒｕｍ “孵，贴身使暖，搂抱”
ｌｈｕｍｓ “子宫”（ｈ．）

Ｉ ５３

ｒｕｌ “朽，腐烂”：ｓｈｉｎｇ ｒｕｌ ｂａ “木头朽” 　 ｒ ｎｙｉｎｇ ｒｕｌ “陈腐”
ｖｄｒｕｌｄｒｕｌ “朽，腐烂”：ｓｈａ ｄｒｕｌ ｂａ “肉腐烂了”
ｖｂｒｕｌ “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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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ｒｕｌ “朽”：ｒｎｙｉｎｇ ｈｒｕｌ “陈腐”
ｓｒｕｌｂｓｒｕｌｂｓｒｕｌｓｒｕｌ “使腐烂”

Ｉ ５４
ｖｄｒｕｌ “传递”：ｖｐｈｒｉｎ ｖｄｒｕｌ ｂａ “传递信息”
ｖｇｒｕｌ “旅行，传递”：ｖｇｒｕｌ ｐａ “旅客” 　 ｙｉｇ ｖｇｒｕｌ “通邮”

ｂｒｊｅ ｖｇｒｕｌ ｂｙｅｄ ｐａ “以物易物”
ｖｇｒｕｌ “通道”

Ｉ ５５
ｖｐｈｒｕｌ “变幻”：ｍｉｇ ｖｐｈｒｕｌ “魔术，幻术”

ｖｐｈｒｕｌ ｓｎａｎｇ “幻觉，幻象”
ｖｐｈｒｕｌ ｖｋｈｏｒ “机器” 　 ｖｐｈｒｕｌ ｍｉｇ ｌｔａ ｂａ “送秋波”
ｖｐｈｒｕｌ ｂｓｈａｄ ｐａ “卖弄风骚”

ｖｋｈｒｕｌ “误为，犯糊涂”：ｍｉｇ ｖｋｈｒｕｌ “魔术，幻术”
ｖｐｈｒｕｌ ｓｎａｎｇ “幻觉，幻象”
ｖｋｈｒｕｌ ｖｋｈｏｒ “机器”
ｖｋｈｒｕｌ ｂｙｅｄ ｍａ “勾引人的女子”
ｎｏｒ ｖｋｈｒｕｌ “错误”

ｓｐｒｕｌｓｐｒｕｌｓｐｒｕｌ （ｄ） ｓｐｒｕｌ （ｄ）“变化，使变成”：ｓｐｒｕｌ ｐａ “化身”
ｓｐｒｕｌ ｓｋｕ “活佛”

Ｉ ５６
ｋｈｒｕｌ “落下，垂下”：ｄｐｙａｎｇ ｄｐｙａｎｇ ｋｈｒｕｌ ｋｈｒｕｌ “下垂貌”
ｐｈｒｕｌ “落下，垂下”：ｐｈｙａｎｇ ｐｈｙａｎｇ ｐｈｒｕｌ ｐｈｒｕｌ “下垂貌”
ｖｂｒｕｌｂｒｕｌ “落下”
ｖｄｒｕｌｄｒｕｌ “落下”

Ｉ ５７
ｂｒｕｌ “碎，散”
ｂｒｕｌ “碎块”：ｐｈｙｅ ｂｒｕｌ “散了的糌粑团”
ｋｈｒｕｌ “碎，散”：ｋｈｒａｌ ｌｅ ｋｈｒｕｌ ｌｅ “零零碎碎的”
ｈｒｕｌ “碎，散”：ｈｒａｌ ｌｅ ｈｒｕｌ ｌｅ “褴褛” 　 ｓａ ｈｒｕｌ ｒｄｏ ｈｒｕｌ “碎石散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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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５８
ｒｅ “每”：ｒｅ ｒｅ “逐一” 　 ｒｅ ｍｏｓ “轮流” 　 ｒｅ ｖｇａ “有些，偶尔”
ｒｅｓ “轮流”：ｒｅｓ ｍｏｓ “轮流” 　 ｒｅｓ ｖｇａ “有些，偶尔”

ｎｇａ ｖｇｒｏ ｒｅｓ ｒｅｄ “该我去了”

Ｉ ５９
ｒｅ “粗牛毛织物”：ｒｅ ｌｄｅ “粗牛毛织物”

ｒｅ ｐｈａｄ “粗牛毛织物缝制的口袋”
ｓｂｒｅ “粗牛毛织物”
ｓｂｒａ “牛毛帐篷”

Ｉ ６０
ｖｄｒｅ “打滚”：ｖｄｒｅ ｌｏｇ ｒｇｙａｇ ｐａ “打滚”
ｖｇｒｅｖｇｒｅｓ “打滚”：ｖｇｒｅ ｌｏｇ ｒｇｙａｇ ｐａ “打滚”
ｓｇｒｅｂｓｇｒｅｂｓｇｒｅｓｓｇｒｅｓ “打滚”：ｓｇｒｅ ｌｏｇ ｒｇｙａｇ ｐａ “打滚”
ｓｂｒｅ “打滚”

Ｉ ６１
ｓｇｒｅ：ｓｇｒｅ ｂｏ “赤裸的，光秃的” 　 ｓａ ｓｇｒｅ ｂｏ “不毛之地”

ｌｔａｇ ｓｇｒｅ “秃后脑”
ｓｇｒｅｎ：ｓｇｒｅｎ ｐｏ “赤裸的；赤贫男人” 　 ｌｕｓ ｓｇｒｅｎ ｐｏ “裸体”

ｓｇｒｅｎ ｍｏ “赤裸的；赤贫女人，孤独无依的女人”
ｂｋｒｅｎ：ｂｋｒｅｎ ｐａ “贫困” 　 ｓａｉ ｂｋｒｅｎ ｐａ “不毛之地”

Ｉ ６２
ｒｅ：ｂｌａ ｒｅ “华盖”
ｂｒｅ （ｓ）：ｂｌａ ｂｒｅ （ｓ）“华盖”
（ｖ）ｂｒｅｂｒｅｂｒｅｓｂｒｅｓ “张挂”：ｂｌａ ｂｒｅ ｂｒｅ ｂａ “张挂华盖”

Ｉ ６３
ｓｐｒｅ：ｓｐｒｅ ｍｏｎｇ “黄鼠狼”（夏河读／ ?ｅ ｍｏ ／，乐都读／ ?ｕｅ ｍｏ ／）
ｓｒｅ：ｓｒｅ ｍｏｎｇ ～ ｓｒｅ ｍｏｇ “黄鼠狼”



词　 　 族 １４９　　

ｓｂｒｅ “沙狐，黄鼠狼”：ｓｂｒｅ ｍｏｎｇ “黄鼠狼”
ｄｂｒｅ “沙狐”
ｓｂｒｅｄ “沙狐”
ｓｂｅ “沙狐”

Ｉ ６４
ｒｅｎｇ “单身”：ｐｈｏ ｒｅｎｇ “单身汉” 　 ｒｅｎｇ ｂｕ “单独”
ｒｅｎｇｓ：ｒｅｎｇｓ ｐｏ “单独”
ｒａｎｇｓ：ｒａｎｇｓ ｐｏ “单独”
ｒａｎｇ “自己”：ｒａｎｇ ｓｋｙｏｎｇ “自治” 　 ｒａｎｇ ｃａｇ “我们”
ｒａｎｇ “你”
ｒａｎｇ “即”：ｄａ ｇａ ｒａｎｇ ｒｅｄ “正是”
ｒａｎｇ “十分”：ｙａｇ ｐｏ ｒａｎｇ ｍｉ ｖｄｕｇ “不是太好”
ｈｒａｎｇ ～ ｈｒｅｎｇ （ｓ）“独自，孤单”：ｐｈｏ ｈｒａｎｇ （～ ｈｒｅｎｇ）ｂａ “单身汉”

Ｉ ６５
ｖｇｒｅｎｇｖｇｒｅｎｇｓ “挺起”：ｖｇｒｅｎｇ ｂｕ “藏文元音符号ｅ的名字”
ｓｇｒｅｎｇｂｓｇｒｅｎｇｂｓｇｒｅｎｇｓｓｇｒｅｎｇｓ “使挺起，举起”：ｍｊｉｎｇ ｐａ ｓｇｒｅｎｇ ｂａ

“梗着脖子” 　 ｄａｒ ｃｈａ ｓｇｒｅｎｇ ｂａ “举旗”
ｓｂｒｅｎｇ “使挺起”：ｒｎａ ｂａ ｓｂｒｅｎｇ ｂａ “竖着耳朵”

Ｉ ６６
ｒｅｎｇｒｅｎｇｓ “僵”：ｒｅｎｇ （ｓ）ｐｏ “僵硬，顽固” 　 ｖｋｈｙａｇｓ ｒｅｎｇｓ “冻僵”
ｈｒｅｎｇ （ｓ）“凝，僵，被惯坏”：ｈｒｅｎｇ ｈｒｅｎｇ “僵硬”

ｖｋｈｙａｇｓ ｈｒｅｎｇｓ “冻僵”
ｈｒｉｎｇｓ “凝，僵，被惯坏”
ｈｒａｎｇｈｒａｎｇｓ “凝，僵，被惯坏”：ｍａｒ ｋｈｕ ｈｒａｎｇ ｂａ “酥油凝固”

ｈｒａｎｇ ｓｇｙｅ “被惯坏的人”
ｖｋｈｅｎｇ （ｖ）ｋｈｅｎｇｓ “凝，僵”：ｍａｒ ｋｈｕ ｋｈｅｎｇｓ ｐａ “酥油凝固”

ｌｃｉ ｖｋｈｅｎｇ “冻牛粪”
ｋｈｙｉｎｇ “凝固，僵”：ｋｈｒａｇ ｋｈｙｉｎｇ ｂａ “血液凝固”
ｋｈａｎｇｓ “冻僵”
ｖｋｈｒａｎｇ “硬，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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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ｋｈｒａｎｇ “硬，结实”：ｍｋｈｒａｎｇ ｐｏ “硬，结实”
ｍｋｈｒｅｇｓ：ｍｋｈｒｅｇｓ ｐｏ “硬，结实”
ｓｂｒｅｎｇ “硬”

Ｉ ６７
ｖｂｒｅｎｇ “皮绳，溜索”：ｖｂｒｅｎｇ ｂａ “皮绳”
ｂｒｅｎｇ：ｂｒｅｎｇ ｂａ “皮绳”
ｂｒｉｎｇ “溜索”
ｓｂｒｅｎｇ ｓｂｒｅｎｇ ｓｂｒｅｎｇｓ ｓｂｒｅｎｇｓ “曳，弹奏”： ｇｚｈｕ ｒｇｙｕｄ ｓｂｒｅｎｇ ｂａ

“拉动弓弦” 　 ｐｉ ｗａｎｇ ｓｂｒｅｎｇ ｂａ “弹琵琶”
　 ｂｒｉｎｇ和上一个词族ｈｒｉｎｇｓ、ｋｈｙｉｎｇ中的ｉ大约是受声母影响由ｅ变来
的方言形式。

Ｉ ６８
（ｖ）ｐｈｒｅｎｇ “行列，串儿”：ｐｈｒｅｎｇ ｂａ “念珠”　 ｐｈｒｅｎｇ ｓｇｒｉｇ ｐａ “排队”

ｓｅｒ ｐｈｒｅｎｇ “僧侣仪仗队”
ｂｒｅｎｇ “传承”：ｂｒｅｎｇ ｂｒｅｎｇ ｐａ “一个跟着一个”
ｖｂｒｅｎｇ “传统，相续”
ｖｂｒａｎｇ （～ ｖｂｒｅｎｇ ～ ｖｂｒｏｎｇ） ｖｂｒａｎｇｖｂｒａｎｇｓｖｂｒｏｎｇｓ （～ ｖｂｒｏｎｇ ～

ｖｂｒａｎｇｓ）“相随”：ｖｂｒｅｎｇ ｖｂｒｅｎｇ “一个跟一个”
ｓｂｒｅｎｇｓｂｒｅｎｇｓｂｒｅｎｇｓｓｂｒｅｎｇｓ “排（队）”
ｓｂｒｅｎｇｓ “队”：ｓｂｒｅｎｇｓ ｓｇｒｉｇ ｐａ “排队” 　 ｓｅｒ ｓｂｒｅｎｇｓ “僧侣仪仗队”

Ｉ ６９
ｖｋｈｒｅｎ “贪恋”：ｋｈｙｉｍ ｌａ ｖｋｈｒｅｎ ｂａ “恋家” 　 ｚａｓ ｌａ ｖｋｈｒｅｎ ｂａ “贪吃”
ｂｋｒｅｎ：ｂｋｒｅｎ ｒｎｇａｍ “贪婪” 　 ｌａｇ ｐａ ｂｋｒｅｎ ｐｏ “吝啬”
ｂｋｒｅｓ “饥饿”：ｂｋｒｅｓ ｒｎｇａｂ “贪食”
ｓｒｅｄ “贪恋”：ｃｈａｎｇ ｌａ ｓｒｅｄ ｐａ “贪杯” 　 ｚａｓ ｌａ ｓｒｅｄ ｐａ “贪吃”

Ｉ ７０
ｂｋｒｅｎ：ｂｋｒｅｎ ｐａ “饥饿”
ｂｋｒｅｓ “饥饿”：ｂｋｒｅｓ ｌｔｏｇｓ “饥饿”



词　 　 族 １５１　　

Ｉ ７１
ｖｋｈｒｅｂｖｋｈｒｅｂｓ “任性，油滑，耍赖”
（ｖ）ｋｈｒｅｂ：ｋｈｒｅｂ ｔｓｈａ ｐｏ “好耍赖” 　 ｋｈｒｅｂ ｖｔｓｈｏｎｇ ｂａ “耍赖”
ｄｒｅｂ：ｄｒｅｂ ｔｓｈａ ｐｏ “疲沓” 　 ｄｒｅｂ ｖｔｓｈｏｎｇ ｂａ “耍赖”

ｄｒｅｂ ｔｏ “赖子，老油条”
ｄｒｅｄ “满不在乎”：ｄｒｅｄ ｐｏ “疲沓，油滑，老油条”

Ｉ ７２
ｖｇｒｅｌｄｇｒｏｌｂｋｒａｌ （ｄ） ｋｈｒｏｌ （ｄ）“解释，注释”
ｖｇｒｅｌ “注释”（ｎ．）：ｖｇｒｅｌ ｃｈｅｎ “详解”

Ｉ ７３
ｒｏ “滋味”：ｒｏ ｍｙｏｎｇ ｂａ “尝滋味” 　 ｒｏ ｂｃｕｄ “味道和营养”

ｒｏ ｄｒｕｇ “甘、酸、咸、辛、苦、涩等六味”
ｂｒｏ “尝，嗅，散发（气味）”：ｂｒｏ ｂａ “味道”

ｂｒｏ ｂａ ｍｙｏｎｇ ｂａ “尝滋味”
ｒｕｌ ｄｒｉ ｂｒｏ ｂａ “散发出腐臭味”

ｂｒｏｄ “滋味”

Ｉ ７４
ｖｇｒｏｐｈｙｉｎ（～ ｓｏｎｇ） ｒｇｙｕｇｓ （～ ｓｏｎｇ） （ｉ．） “走，去”：ｖｇｒｏ ｖｏｎｇ

“来往” 　 ｒｔａ ｖｇｒｏ ｍａ “走马” 　 ｍａｇ ｐａｒ ｖｇｒｏ ｂａ “入赘” 　
ｇｏｇ ｖｇｒｏ “匍匐” ｂｇｒｅｓ ｓｏｎｇ “长者”

ｖｇｒｏｐｈｙｉｎ “变得，经过（时间）”：ｒｇｙａｂ ｖｇａｌ ｖｇｒｏ ｂａ “相违” 　 ｄｕｇ ｔｕ
ｐｈｙｉｎ ｐａ “成毒了” 　 ｓｋａｄ ｃｈａ ｍａｎｇ ｎａ ｖｐｈｙｕｇ ｖｇｒｏ　 ｓｋｕｄ ｐａ ｒｉｎｇ
ｎａ ｃｈａｄ ｖｇｒｏ “言多语失，线长易断” 　 ｎｙｉ ｍａ ｇｎｙｉｓ ｐｈｙｉｎ ｎａｓ “过
了两天以后”

ｖｇｒｏ “中（意，听，看），适用”：ｂｌｏ ｌａ ｖｇｒｏ ｐｏ “可心的”
ｒｎａ ｂａｒ ｖｇｒｏ ｐｏ “顺耳”
ｍｉｇ ｌａ ｖｇｒｏ ｂａ “中看”
ｓｍａｎ ｄｕ ｖｇｒｏ ｂａ “作药用”

ｖｇｒｏ “可能”：ｋｈｏ ｍｉｎ ｖｇｒｏ “可能是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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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ｇｒｏｓ “步态，步法”：ｖｇｒｏｓ ｍａ “走马”　 ｖｇｒｏｓ ｒｇｙａｇ ｐａ “（马）小步快走”
ｐｈｙｉ ｖｇｒｏｓ ｒｇｙａｇ ｐａ “退着走”

ｍｇｒｏｎ “客人”：ｍｇｒｏｎ ｐｏ “客人” 　 ｔｓｈｏｎｇ ｍｇｒｏｎ “客商”
ｍｇｒｏｎ ｋｈａｎｇ “客栈”

ｂｇｒｏｄ “行走，运行”：ｂｇｒｏｄ ｌａｍ “道路”
ｎｙｉ ｍａ ｂｙａｎｇ ｂｇｒｏｄ “太阳北行”
ｇｏｇ ｂｇｒｏｄ “匍匐”

ｓｇｒｏｄ “行走”
ｓｋｒｏｄｂｓｋｒａｄｂｓｋｒａｄｓｋｒｏｄ “赶走，驱逐”：ｍｔｈａ ｓｋｒｏｄ ｇｔｏｎｇ ｂａ “驱

逐”

Ｉ ７５
ｓｇｒｏｂｓｇｒｏｂｓｇｒｏｓｓｇｒｏｓ “商议”
ｂｇｒｏｂｇｒｏｓｂｇｒｏｓ （ｉ ）“商议”
ｇｒｏｓ “商议，主意”：ｂｌｏ ｇｒｏｓ “智慧” 　 ｇｒｏｓ ｂｙｅｄ ｐａ “商议”
ｓｇｒｏｓ “唇，话”：ｂｓｈａｄ ｓｇｒｏｓ “说法”
ｓｇｒｏｎｂｓｇｒｏｎｂｓｇｒｏｎｓｇｒｏｎ “禀报”

Ｉ ７６
ｄｒｏｄｒｏｓ “变暖”：ｄｒｏ ｐｏ “暖和”
ｄｒｏ “中午，途中干粮，午饭”：ｓｎｇａ ｄｒｏ “上午”　 ｄｒｏ ｋｈａ “途中干粮”

ｄｒｏ ｓｈａ “途中食用的肉”
ｄｒｏ ｖｄｅｂｓ ｐａ “打尖”

ｄｒｏｄ “温暖，温度”：ｄｒｏｄ ｓｋｙｅ ｂａ “发热” 　 ｄｒｏｄ ｋｈｕｇ ｐａ “暖和过来”
ｂｓｉｌ ｄｒｏｄ “冷热” 　 ｄｒｏｄ ｓｌｅｂｓ ｐａ “天气转暖”

ｄｒｏｎ “温暖”：ｄｒｏｎ ｐｏ “温暖” 　 ｄｒｏｎ ｚｈｏ “热气未消的鲜酸奶”
ｓｒｏｂｓｒｏｂｓｒｏｓｓｒｏｓ “使暖，晒，烤”：ｎｉ ｍａ ｓｒｏ ｂａ “晒太阳”

ｓｋａｍ ｓｒｏ ｇｔｏｎｇ ｂａ “晒干，烤干”
ｓｐｒｏｓｐｒｏｓｐｒｏｓｓｐｒｏｓ “使暖，晒，烤”：ｎｉ ｍａ ｓｐｒｏ ｂａ “晒太阳”

ｍｅ ｓｐｒｏ ｂａ “烤火”
ｂｒｏ “途中干粮”：ｂｒｏ ｋｈａ “途中干粮”
ｇｒｏ “（午前或午时吃的）早饭”：ｇｒｏ ｋｈａ “途中干粮”

ｇｒｏ ｓｈａ “途中食用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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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 ｌａｍ “早间出发到打尖时所行路程”
ｂｒｏｄ：ｂｒｏｄ ｐａ “温暖”

Ｉ ７７
ｓｐｒｏ “脾气，火气”：ｓｐｒｏ ｌａｎｇ ｂａ “发火” 　 ｓｐｒｏ ｚｈｉ ｂａ “息怒”

ｓｐｒｏ ｒｉｎｇ ｐｏ “性情温和”
ｓｒｏ “脾气，火气”：ｓｒｏ ｒｉｎｇ ｍｏ “性情温和”
ｓｐｏ “脾气，火气”
ｋｈｒｏ：ｋｈｏｎｇ ｋｈｒｏ “火气” 　 ｋｈｒｏ ｎｙａｍｓ “怒容”
（ｖ）ｋｈｒｏ （ｖ）ｖｋｈｒｏｓ “发火”

Ｉ ７８
ｓｐｒｏｓｐｒｏｓｐｒｏｓｓｐｒｏｓ “发奋”
ｓｒｏ “锐气”：ｓｒｏ ｓｇｒｉｍ ｐａ “发奋” 　 ｓｒｏ ｓｈｉ ｂａ “失去锐气”
ｓｒａ：ｓｒａ ｌａ ｂｙｅｄ ｐａ “发奋”

Ｉ ７９
ｖｐｈｒｏｖｐｈｒｏｓ “剩下，继续”：ｖｐｈｒｏ ｂｒｌａｇ “浪费”
ｖｐｈｒｏ “剩余，后续”：ｖｐｈｒｏ ｌｕｓ ｐａ “剩下” 　 ｖｐｈｒｏ ｂｚｈａｇ ｐａ “中断”

ｖｐｈｒｏ ｂｌａｎｇｓ ｐａ “接着干”
ｄｐｙｉｄ ｋｙｉ ｖｐｈｒｏ ｎａ ｄｂｙａｒ ｙｏｄ “春天接着是夏天”

ｖｐｈｒｏｓ “剩余，后续”：ｇｏｎｇ ｇｉ ｖｐｈｒｏｓ “续前” 　 ｖｐｈｒｏｓ ｂｓｇｒｉｇｓ “续编”
ｖｐｈｒｏｓ ｖｄｚａｒ “尾数”

Ｉ ８０
ｂｒｏ “舞蹈”：ｂｒｏ ｖｋｈｒａｂ ｐａ “跳锅庄”
ｂｒｏｄ “歌舞”（ｖ．）

Ｉ ８１
ｂｒｏ “欲，想要”：ｇｃｉｎ ｐａ ｂｒｏ ｂａ “想尿” 　 ｄｇｏｄ ｂｒｏ ｂａ “想笑”

ｎｇｕ ｂｒｏ ｂａ “想哭”
ｂｒｏｄ “欲，想要”：ｄｇｏｄ ｂｒｏｄ ｐａ “想笑” 　 ｎｇｕ ｂｒｏｄ ｐａ “想哭”
ｓｐｒｏ “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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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８２
ｒｏｇｓ “帮助，帮手”：ｒｏｇｓ ｂｙｅｄ ｐａ “帮助” 　 ｒｏｇｓ ｐａ “帮手，朋友”

ｌａｍ ｒｏｇｓ “旅伴” 　 ?ａ ｒｏｇｓ “朋友，情人”
ｔｓｈｅ ｒｏｇｓ “终身伴侣” 　 ｂｚａ ｒｏｇｓ “夫妻”

ｇｒｏｇｓ “朋友，帮手”：ｇｒｏｇｓ ｂｙｅｄ ｐａ “帮助”
ｇｒｏｇｓ ｐｏ “（男人的）男朋友”
ｓｌｏｂ ｇｒｏｇｓ “同学” 　 ｔｓｈｉｇ ｇｒｏｇｓ “词缀，助词”
ｔｓｈｅ ｇｒｏｇｓ “终身伴侣” 　 ｂｚａ ｇｒｏｇｓ “夫妻”

ｖｇｒｏｇｖｇｒｏｇｓ “结交”
ｓｇｒｏｇｂｓｇｒｏｇｂｓｇｒｏｇｓｓｇｒｏｇｓ “连结，系”
ｓｇｒｏｇ （ｓ）“系物绳带，捕兽绳套”：ｓｇｒｏｇ ｋｈａ “衣服上的襻带”

ｌａｇ ｓｇｒｏｇ “拴骡马前腿的襻绳”
ｒｋａｎｇ ｓｇｒｏｇ “脚镣”

Ｉ ８３
ｖｋｈｒｏｇｖｋｈｒｏｇｓ “发出声响，重听”
ｋｈｒｏｇ “重听”：ｋｈｒｏｇ ｐｏ “重听” 　 ｋｈｒｏｇ ｋｈｒｏｇ “内部发出的响声”
ｓｋｒｏｇｂｓｋｒｏｇｂｓｋｒｏｇｓｓｋｒｏｇｓ “弄响，冲搅，使惊”
（ｄ）ｋｒｏｇ：（ｄ）ｋｒｏｇ （ｄ）ｋｒｏｇ “神气，趾高气扬，脋饬”

ｃｈｅ ｃｈｅ ｋｒｏｇ ｋｒｏｇ ｂｙｅｄ ｐａ “自高自大”
ｄｋｒｏｇｄｋｒｏｇｓｄｋｒｏｇｓ （ｉ ）“冲搅，使惊”：ｇｎｙｉｄ ｄｋｒｏｇ ｐａ “惊醒”
ｖｄｒｏｇｖｄｒｏｇｓ “受惊”：ｇｎｙｉｄ ｎｄｒｏｇ ｐａ “被惊醒”
ｖｂｒｏｇ “受惊”（祁连读／ ｍｄｏｋ ／）
ｓｋｒａｇ “害怕”（ｖ．）
ｓｋｒａｇ “害怕”（ｎ．）：ｓｋｒａｇ ｓｌｏｎｇ ｂａ “吓唬”
　 “使惊”在措勤、革吉、札达读／  ｏ? ／。这个读音，古代应该是
ｓｋｒｏｇ，而不是ｄｋｒｏｇ。从音义两方面推断，ｄｋｒｏｇ是从ｓｋｒｏｇ分化出来
的。

Ｉ ８４
ｖｂｒｏｇ “荒原，牧区”：ｖｂｒｏｇ ｐａ “牧民”
ｖｂｒｏｎｇ “野牦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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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８５
ｒｏｎｇ “河谷，川地”：ｒｏｎｇ ｓａ “农区” 　 ｒｏｎｇ ｐａ “农民”

ｒｏｎｇ ｍａ ｖｂｒｏｇ “半农半牧（地区）”
ｇｒｏｎｇ “村庄，人家”：ｇｒｏｎｇ ｇｓｅｂ “农村，乡下” 　 ｇｒｏｎｇ ｔｓｈｏ “村庄”

ｇｒｏｎｇ ｐａ “村庄，邻居，乡民”

Ｉ ８６
ｒｏｎｇ：ｒｏｎｇ ｎｇｅ “耸立” 　 ｒｏｎｇ ｒｏｎｇ “竖立”
ｋｈｒｏｎｇ：ｋｈｒｏｎｇ ｎｇｅ “直立”
ｋｒｏｎｇ “直立”：ｋｒｏｎｇ ｎｇｅ “笔直的” 　 ｋｒｏｎｇ ｋｒｏｎｇ “竖立”

ｓｋａｍ ｋｒｏｎｇ ｂａ “瘦高个”
ｄｋｒｏｎｇ：ｄｋｒｏｎｇ ｓｔｅ “直直地”
ｋｒａｎｇ：ｋｒａｎｇ ｎｇｅ “直立”

Ｉ ８７
ｓｒｏｄ “晚上，黄昏”：ｓａ ｓｒｏｄ “亥时”
ｓｒｏｓ “黄昏”：ｓａ ｓｒｏｓ “黄昏”
ｓｒｏｓ “日暮，天黑”（ｖ．）：ｓａ ｓｒｏｓ ｐａ “天黑”

Ｉ ８８

ｓｇｒｏｂ “摆架子，装腔作势”
ｓｇｒｏｂ “架子，排场”：ｓｇｒｏｂ ｂｙｅｄ ｐａ “拿架子”

ｓｇｒｏｂ ｎｙａｍｓ “臭架子” 　 ｓｇｒｏｂ ｃｈｅｎ “自命不凡”
ｓｇｒａｂ ｂｅ ｓｇｒｏｂ ｂｅ “大模大样”
ｋｈａ ｓｇｒｏｂ “大话”

ｓｇｒｏｍ：ｓｇｒｏｍ ｃｈｅｎ “自命不凡” 　 ｋｈａ ｓｇｒｏｍ “大话”

Ｉ ８９

ｒｏｌ “犁沟”：ｒｏｌ ｋｈａ ｔｓｈｕｇｓ ｐａ “开始耕作” 　 ｒｏｌ ｖｄｅｂｓ “直播”
ｓｒｏｌ “犁沟，痕迹，车辙，规则，习惯”：ｓｒｏｌ ｇｔｏｄ ｐａ “开创”

ｌｕｇｓ ｓｒｏｌ “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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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９０
ｇｒｏｌ “（结子，活动）散，解脱，获准”：ｇｒｏｌ ｍｄｕｄ “活结”

ｔｓｈｏｇｓ ｖｄｕ ｇｒｏｌ ｂａ “散会”
ｓｄｕｇ ｂｓｎｇａｌ ｌａｓ ｇｒｏｌ ｂａ
“脱离苦恼”
ｂｋａ ｇｒｏｌ ｂａ “获准”

ｖｇｒｏｌｄｇｒｏｌ （～ ｄｋｒｏｌ） ｂｋｒｏｌ （ｄ） ｋｈｒｏｌ （ｄ） （～ ｄｒｏｌ （ｄ）） “解
开”：ｍｄｕｄ ｐａ ｖｇｒｏｌ ｂａ “解结子” 　 ｂｃｉｎｇｓ ｖｇｒｏｌ “解放”

ｄｇｏｎｇｓ ｐａ ｖｇｒｏｌ ｂａ “解释” 　 ｒｄｏｇ ｖｇｒｏｌ ｂａ “搞清楚”
ｓｇｒｏｌｂｓｇｒａｌｂｓｇｒａｌ （ｄ） ｓｇｒｏｌ （ｄ） “解开，解救，释放，救度，使渡

过”：ｓｇｒｏｌ ｍａ “（佛教的）度母”
ｖｋｈｒｏｌ “开释，获准”：ｂｋａ ｖｋｈｒｏｌ ｂａ “获准” 　 ｖｋｈｒｏｌ ｖｄｚｉｎ “许可证”

ｒｄｏｇ ｖｋｈｒｏｌ ｂａ “被搞清”
ｋｈｒｏｌ “知晓，理解”

Ｊ１
ｂｌａ “灵魂，上，负责人”：ｂｌａ ｍａ “喇嘛，上人”　 ｂｌａ ｓｈｉｎｇ “神魂树”

ｓｍａｎ ｂｌａ “药师佛” 　 ｂｌａ ｖｏｇ “上下”
ｂｌａ ｎａ ｍｅｄ ｐａ “至高无上”
ｄｋｏｒ ｇｙｉ ｂｌａ “财物管理员”

ｌｈａ “神”：ｌｈａ ｓａ “拉萨” 　 ｌｈａ ｐａ “巫师” 　 ｄｇｒａ ｌｈａ “战神”
ｌｈａ ｒｉｓ “王族”

Ｊ２
ｌｔａｂｌｔａｂｌｔａｓｌｔｏｓ “看”：ｌｔａ ｂａ “观点” 　 ｌｔａ ｓｋｏｒ “参观”

ｌｏｇ ｌｔａ “邪见”
ｌｔａ“如，像”：ｂｚｏ ｌｔａ “形状” 　 ｍｉ ｖｊｕｇ ｐａ ｎｉ ｖｄｉ ｌｔａ ｓｔｅ “（前加字）不
能加的是这样的” 　 ｊｉ ｌｔａ ｊｉ ｌｔａｒ ｒｊｅ ｄｐｏｎ ｇｙｉｓ 　 ｖｋｈｏｒ ｌａ ｄｒｉｎ ｇｙｉｓ
ｂｓｋｙａｂｓ ｇｙｕｒ ｐａ　 ｄｅ ｌｔａ ｄｅ ｌｔａｒ ｖｋｈｏｒ ｇｙｏｇ ｒｎａｍｓ　 ｒｊｅ ｐｏｎ ｎｙｉｄ ｋｙｉ ｂｙａ
ｂａ ｂｓｇｒｕｂ “长官如何爱护下属，下属就会如何效力。”

ｌｔａｒ “如，像”：ｌｔａｒ ｓｎａｎｇ “似是而非” 　 ｄｅ ｌｔａｒ ｒｏ “如彼”
ｌｔａｄ：ｌｔａｄ ｍｏ “热闹，演出”（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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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ｔａｓ “预兆”：ｌｔａｓ ｂｚａｎｇ “吉兆” 　 ｌｔａｓ ｎｇａｎ “凶兆”
ｌｔａｓ ｒｉｇ ｐａ “占卜术”

ｌｔｏｓｂｌｔｏｓ“顾及，指望”：ｍｉｇ ｌｔｏｓ “先例，榜样”　 ｒｅ ｓａ ｌｔｏｓ ｓａ “指望的对
象”　 ｄｇｏｎ ｓｄｅ ｃｈｅ ｃｈｕｎｇ ｌａ ｍａ ｌｔｓｏｓ ｐａｒ “寺庙不分大小，……”

ｌｔｏｓ “侍从”：ｎｇｏ ｌｔｏｓ “主仆”
　 藏语夏尔巴话“看”的祈使式ｌｔｏｓ读／ ｏ ／，声母似乎是从 ｔｈｌ演变来
的。

Ｊ３
ｇｌａｇｌａｓｇｌｏｓ （ｉ．）“雇，租”：ｍｉ ｇｌａ ｂａ “打（短）工仔”

ｓｄｏｄ ｋｈａｎｇ ｇｌａ ｂａ “租房子”
ｇｌａ “工钱，租金，资费”：ｇｌａ ｐｈｏｇｓ “工资” 　 ｋｈａｎｇ ｇｌａ “房租”

ｓｂｒａｇｓ ｇｌａ “邮资”

Ｊ４
ｚｌａ “月”：ｚｌａ ｂａ “月亮，月（份）” 　 ｎｙｉ ｚｌａ “日月”
ｚｌａ “伙伴，对手”：ｚｌａ ｂｏ “配偶” 　 ｎａ ｚｌａ “同岁” 　 ｚｌａ ｄｅｂ “副本”

ｖｇｒａｎ ｚｌａ “对手”
ｓｌａ “月”：ｓｌａ ｂａ “月亮” 　 ｄｐｙｉｄ ｓｌａ ｖｂｒｉｎｇ ｐｏ “仲春（二月）”

Ｊ５
ｓｌａｇ （ｓ）：ｓｌａｇ （ｓ）ｐａ “皮袍”　 ｒａ ｓｌａｇ “山羊皮袄”　 ｔｓｈａｒ ｓｌａｇ “羔裘”
ｓｌｏｇ：ｓｌｏｇ ｐａ “皮袍” 　 ｒａ ｓｌｏｇ “山羊皮袄” 　 ｔｓｈａｒ ｓｌｏｇ “羔裘”
ｒｔｓａｇ：ｒｔｓａｇ ｐａ “皮袍” 　 ｒａ ｒｔｓａｇ “山羊皮袄” 　 ｔｓｈａｒ ｒｔｓａｇ “羔裘”
ｔｓｈａｇ （ｓ）：ｓｋｕ ｔｓｈａｇ （ｓ）“皮袍”（ｈ．） 　 ｔｓｈａｒ ｔｓｈａｇ “羔裘”

Ｊ６
ｒｌａｎｇｓ：ｒｌａｎｇｓ ｐａ “蒸气” 　 ｋｈａ ｒｌａｎｇｓ “呼吸的水气”

ｓａ ｒｌａｎｇｓ “地气”
ｌｈａｎｇｓ “热气”

Ｊ７
ｌａｎｇｌａｎｇｓｌｏｎｇｓ （ｉ．）“站起，立着”：ｙａｒ ｌａｎｇ ｂａ “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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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ｕ ｌａｎｇ ｂａ “毛竖起”
ｌａｎｇｌａｎｇｓ “出现，（面、酒）发酵，犯（病）”：ｓｍｕｇｓ ｐａ ｌａｎｇ ｂａ “起

雾” 　 ｒｌｕｎｇ ｌａｎｇ ｂａ “起风，生气” 　 ｄｍａｇ ｖｋｈｒｕｇ ｌａｎｇ ｂａ “战争爆
发” ｃｈａｎｇ ｌａｎｇｓ ｐａ “酒发好了” 　 ｎａ ｔｓｈａ ｌａｎｇ ｂａ “犯病”

ｌｄａｎｇｌｄａｎｇｓ “出现”：ｒｌｕｎｇ ｌｄａｎｇ ｂａ “起风，生气”
ｎａｄ ｌｄａｎｇ ｂａ “犯病”

ｌｄａｎｇｌｄａｎｇｓ （～ ｌａｎｇｓ） ｌｄｏｎｇｓ （ｉ．）“站起，立着”：ｙａｒ ｌｄａｎｇ ｂａ “站
起” 　 ｓｐｕ ｌｄａｎｇ ｂａ “毛竖起”

ｌｏｎｇ （ｓ）“竖起”：ｓｐｕ ｌｏｎｇ ｂａ “毛竖起”
ｌｈｏｎｇｌｈｏｎｇｓ “被立起”
ｓｌｏｎｇｂｓｌａｎｇｂｓｌａｎｇ （ｓ） ｓｌｏｎｇｓ “使立起，使出现”：ｙａｒ ｓｌｏｎｇ ｂａ “使

站起” 　 ｓｐｕ ｓｌｏｎｇ ｂａ “使毛竖立” 　 ｒｌｕｎｇ ｓｌｏｎｇ ｂａ “激怒” 　
ｄｍａｇ ｖｋｈｒｕｇ ｓｌｏｎｇ ｂａ “发动战争”

Ｊ８
ｌｅｎ（～ ｌｏｎｇ ～ ｌｏｎ） ｂｌａｎｇｂｌａｎｇｓ （～ ｂｌｏｎｇｓ ～ ｌｏｎｇｓ） ｌｏｎｇｓ （～ ｌｏｎ）
“取，夺得，吸收”：ｂｌａｎｇ ｄｏｒ “取舍” 　 ｌｅｎ ｐｏ “易吸收”
ｔｓｈｏｄ ｌｅｎ ｐａ “摸底，试探” 　 ｋｈｏｇ ｐａ ｌｅｎ ｐａ “摸底”
ｇｏ ｂａ ｌｅｎ ｐａ “去理解” 　 ｒｇｙａｌ ｋｈａ ｌｅｎ ｐａ “夺取胜利”
ｍｎａ ｍａ ｌｅｎ ｐａ “娶媳妇”

ｌｏｎｇｌｏｎｇｓ “了解到”：ｔｓｈｏｄ ｌｏｎｇｓ ｐａ “摸清了底细”
ｌｏｎ “得到，了解到”：ｋｈｏｇ ｐａ ｌｏｎ ｐａ “摸到底细”

ｇｏ ｂａ ｌｏｎ ｐａ “理解了”
ｒｇｙａｌ ｋｈａ ｌｏｎ ｐａ “取得胜利”

ｓｌｏｎｇｂｓｌａｎｇｂｓｌａｎｇｓｓｌｏｎｇｓ “乞，讨”：ｍｎａ ｍａ ｓｌｏｎｇ ｂａ “讨老婆”
ｓｌｏｎｇ ｃｈａｎｇ “订婚礼酒”

ｖｊｅｎ “取”

Ｊ９
ｖｄａｎｇｖｄａｎｇｓ “（数量）足够”：ｖｄａｎｇ ｍａ ｖｄａｎｇｓ “够不够”

ｇｏｓ ｖｄａｎｇ “够做ｘ件衣服的料子”
ｌｄａｎｇｌｄａｎｇｓ “（数量）足够”：ｌｄａｎｇ ｍａ ｌｄａｎｇｓ “够不够”

ｇｏｓ ｌｄａｎｇ “够做ｘ件衣服的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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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ｄｅｎｇ “（数量）足够”
ｌｄｅｎｇ “（数量）足够”
ｌｏｎｇｌｏｎｇｓ “（数量）足够，达到（一定的数量、水平）”：ｌｏｎｇ ｍａ ｌｏｎｇｓ

“够不够” 　 ｔｓｈａｄ ｌｏｎｇ ｂａ “达标”
ｌａｎｇｌｏｎｇｓ “（数量）足够，达到（一定的数量、水平）”（用于否定句）：

ｇｒａｎｇｓ ｋｙｉｓ ｍｉ ｌａｎｇ ｂａ “数不清”　 ｂｒｊｏｄ ｋｙｉｓ ｍｉ ｌａｎｇ ｂａ “说不完”
ｌｏｎ “（数量）足够，达到（一定的数量、水平）”：ｇｒａｎｇｓ ｋａ ｌｏｎ ｐａ “够数”

ｔｓｈａｄ ｌｏｎ ｐａ “达标”
ｔｈｅｎｇｔｈｅｎｇｓ “（数量）足够”：ｖｄａｎｇ ｎｇｅｓ ｔｈｅｎｇｓ ｎｇｅｓ “足足有余”

Ｊ１０
ｌａｄ：ｌａｄ ｐａ “疲劳”
ｌｈａｄ “疲劳”

Ｊ１１
ｌｄａｄ（～ ｂｌａｄ） ｂｌ （ｄ） ａｄｂｌ （ｄ） ａｄｌｄｏｄ （～ ｂｌｏｄ） “嚼，反刍”：

ｓｋｙｕｇ ｌｄａｄ ｒｇｙａｇ ｐａ “反刍”
ｌｄａｄ “嚼，反刍”（ｎ．）：ｌｄａｄ ｒｇｙａｇ ｐａ “反刍”

Ｊ１２
ｌｈａｄ “杂质”：ｌｈａｄ ｇｔｏｎｇ ｂａ “掺假” 　 ｌｈａｄ ｍａ “假的”

ｌｈａｄ ｓａ “粪”
ｇｌａｄ，ｌｄａｄ “变稀薄”
ｌａｄ “糟朽，变次”：ｌａｄ ｄｒｉ “朽味” 　 ｌａｄ ｐｏ “二流子”
ｌｄａｄｂｌｄａｄｂｌｄａｄｌｄｏｄ “玷污，弄脏，掺假”：ｌｄａｄ ｐａ “杂质”
ｓｌｏｄ （～ ｓｌａｄ）  （ｂ） ｓｌａｄ ｂｓｌａｄｓｌｏｄ “掺假，使变次”： ｓｋｙｏｎ ｓｌａｄ

“杂质，瑕疵” 　 ｂｋａ ｂｓｌａｄ ｍａ “伪佛经”
ｐｈｒｕｇ ｇｕ ｓｌｏｄ ｐａ “娇惯孩子”　 ｓｌａｄ ｓａ “粪”

ｒｄｚｏｄｂｒｄｚａｄｂｒｄｚａｄｒｄｚｏｄ “玷污，弄脏，使变次”

Ｊ１３
ｌａｎ “答”（ｎ．）：ｌａｎ ｒｄｚｏｇｓ ｐａ “回答” 　 ｙｉｇ ｌａｎ “回信”

ｄｒｉｎ ｌａｎ “报恩” 　 ｋｈａ ｌａｎ ｓｌｏｇ ｐａ “顶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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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ｎ “答”（ｎ．）：ｌｏｎ ｒｄｚｏｇｓ ｐａ “回答” 　 ｌｏｎ ｓｐｒｉｎｇ “复信”
ｌｈｏｎ “传至耳中”
ｌｄｏｎ “回答”：ｌａｎ ｌｄｏｎ ｐａ “回答” 　 ｄｇｒａ ｌａｎ ｌｄｏｎ ｐａ “报仇”

ｎｇａｎ ｌａｎ ｎｇａｎ ｌｄｏｎ “以怨报怨”
ｓｌｏｎｂｓｌａｎ （～ ｂｓｌｏｎ） ｂｓｌａｎ （ｄ）（～ ｂｓｌｏｎ （ｄ）） ｓｌｏｎ （ｄ）“回答”
ｚｌｏｎ “回答”
ｒｌｏｎ “回答”
ｂｌｏｎｂｌａｎｂｌｏｎ （ｉ ）“回答”：ｌａｎ ｂｌａｎ ｐａ “回答”
ｇｌｏｎｇｌａｎ （～ ｇｌｏｎ） ｇｌａｎ （ｄ） ｇｌｏｎ （ｄ） “回答”： ｌａｎ ｇｌｏｎ ｐａ “回

答” 　 ｓｈａ ｌａｎ ｇｌｏｎ ｐａ “报仇”
ｋｌａｎ “回答”：ｌａｎ ｋｌａｎ ｐａ “回答” 　 ｄｇｒａ ｓｈａ ｋｌａｎ ｐａ “报仇”

Ｊ１４
ｌｄａｎ “具有”：ｌｄａｎ ｐａｉ ｎａｄ “并发症” 　 ｓｈｅｓ ｌｄａｎ ｍｉ ｓｎａ “人才”
ｌｔａｎ “连在一起”
ｌｈａｎ “连在一起”
ｌｈａｎ “一起，补丁”：ｌｈａｎ ｃｉｇ “一起” 　 ｌｈａｎ ｒｇｙａｓ “诸位，一起”

ｌｈａｎ ｐａ “补丁”
ｓｌａｎ “补丁”（独龙语读／ ｓ ｌ ɑｎ ／）
ｓｌｏｎｂｌｓａｎｂｓｌａｎ （ｄ） ｓｌｏｎ （ｄ）“连缀，补”
ｂｌｏｎｂｌａｎｂｌｏｎ （ｉ ）“连缀，补”
ｇｌｏｎ （～ ｇｌａｎ） ｇｌａｎ （～ ｇｌｏｎ） ｇｌａｎ （ｄ） ｇｌｏｎ （～ ｇｌａｎ）“连缀，

补”：ｌｈａｎ （ｐａ）ｇｌａｎ ｐａ “打补丁”
ｋｌｏｎ “连缀，补”
ｋｌａｎ “连缀，补”

Ｊ１５
ｒｌａｎ “潮湿，潮气”：ｒｌａｎ ｇｓｈｅｒ “潮湿” 　 ｒｌａｎ ｖｂｅｂｓ ｐａ “弄湿”

ｒｌａｎ ｚｈｕｇｓ ｐａ “受潮”
ｒｌｏｎｂｒｌａｎｂｒｌａｎ （ｄ） ｒｌｏｎ （ｄ）“弄湿”：ｒｌｏｎ ｐａ “湿的”

ｒｌａｎ ｎｅ ｒｌｏｎ ｎｅ “湿漉漉的”

Ｊ１６
ｌａｂ （～ ｌｏｂ） ｌａｂｌａｂ （ｓ） ｌｏｂ （ｓ）“说，告诉，议论”：ｌａｂ ｂｅ ｌｏｂ ｂ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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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唠叨” 　 ｌａｂ ｌａｂ ｇｔｏｎｇ ｂａ “发牢骚”
ｌｄａｂｂｌｄａｂｂｌｄａｂｓｓｄｏｂｓ “唠叨”
ｌｄｏｂｌｄｏｂｓ “善辩”

Ｊ１７
ｌｔｅｂ “褶子”：ｌｔｅｂ ｇｎｙｅｒ “褶子”
ｌｔｅｂ（～ ｌｔａｂ） ｂｌｔｅｂ （～ ｂｌｔａｂ） ｂｌｔｅｂｓ （～ ｂｌｔａｂｓ） ｌｔｅｂ （ｓ） （～
ｌｔｏｂｓ）“折叠”：ｌｔｅｂ （～ ｌｔａｂ）ｇｒｉ “折刀”

ｌｄａｂ “倍”：ｂｚｈｉ ｌｄａｂ “四倍”
ｌｄｅｂ（～ ｌｄａｂ） ｂｌｄｅｂ （～ （ｂ） ｌｄａｂ） ｂｌｄａｂｓｌｄｅｂｓ （～ ｌｄｏｂｓ） “折

叠，使重复”：ｌｄａｂ ｓｋｙｏｒ ｒｇｙａｇ ｐａ “念两遍”
ｌｄｅｂ ｇｎｙｅｒ ｂｓａｎｇ ｂａ “把褶子弄平”

Ｊ１８
ｒｌｏｂｂｒｌａｂｂｒｌａｂｓｒｌｏｂｓ “波动”
ｒｌａｂｓ “波浪”

Ｊ１９
ｒｌｏｂ （ｓ） ｂｒｌａｂｂｒｌａｂｓｒｌｏｂｓ “赐予，加持，佑护，使转变”：ｂｙｉｎ ｇｙｉｓ

ｒｌｏｂ ｐａ “加持，赐予力量”
ｒｌａｂｓ “威力，效能”：ｂｙｉｎ ｒｌａｂｓ “加持，佑护” 　 ｐｈａｎ ｒｌａｂｓ “效益”

ｒｌａｂｓ ｃｈｅｎ “伟大”

Ｊ２０
ｌａｍ：ｈａ ｌａｍ “大约” 　 ｌａｍ ｔｓａｍ “大约”
ｌｈａｎｇ：ｌｈａｎｇ ｔｓａｍ “简略”

Ｊ２１
ｌａｓｌｏｓ （ｉ．）“做”：ｋｈａｎｇ ｐａ ｌａｓ ｐａ “盖房子”
（ｂ） ｌａｓ “劳动，工作，事业”：ｌａｓ ｋａ “工作，事情”　 ｌａｓ ｖｇａｎ “任务”

ｌａｓ ｂｙｅｄ ｐａ “干部”
ｒｊｅ ｂｌａｓ “国王交付的任务”

　 １ 在拉萨，ｓａ ｌａｓ ｒｄｏ ｌａｓ “土石活儿”读／ ｓａｐ ｌ? ｔｏｐ ｌ? ／，ｋｈａ ｌ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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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扯”读／ ｋｈａｐ ｌ? ／。ｄｋａ ｌａｓ “困难，辛苦，费力”在噶尔、日
土读／ ｋａｐ ｌ： ／，札达读／ ｋａｐ ｌａ： ／，道孚读／ ｘｋａｐ ｌｅ ／，玛曲读
／ ｈｋａｐ ｌｉ ／，红原读／ ｒｋɑ ｗｌｉ ／，泽库读／  ｋａ βｌｉ ／。

２ ｌａｓ （劳动）借入错那门巴语后，在文浪读／ ｂｌｅ ／，麻玛读／ ｐｌｅ?
（ｊＡ） ／。

３ ｌａｓ （差事）借入嘉戎语后，在方言中读／ （ｔ）ｗｌｓ ／或／ （ｔ）ｖｌｓ ／
（林向荣１９９３，７１０页），ｌａｓ ｄｏｎ （事业）读／ ｖｌｓｔｏｎ ／ （林向荣
１９９３，４２４页）。
以上这些都反映藏语ｌａｓ “劳动，工作，事业”早期还有一个ｂ。
虽然在我们见过的辞书中都没有ｂｌａｓ这个形式，但是在敦煌藏文
写卷《尚书》四篇古藏文译文（黄布凡２００７，２８９页第３行）和
几通古代碑文（拉萨布达拉宫对面的ｚｈｏｌ ｒｄｏ ｒｉｎｇ ｐｈｙｉ ｍａ东南北
三面、林芝县ｓｔａｇ ｇｙｕｎｇ ｄｒｕｎｇ ｖｄｚｉｎ村边摩崖石刻和洛札县摩崖
石刻）中都出现有ｒｊｅ ｂｌａｓ一词。

４ 李方桂先生和柯蔚南先生在《古代西藏碑文研究》（ｐｐ １４５４ － ７）
中对ｒｊｅ ｂｌａｓ的意义和不同的观点有详细说明，也可参阅王尧
１９８２，８７页和ｇｏｎｇ ｂａ ｋｌｕ ｖｂｕｍ ｒｇｙａｌ ２００６，１２页。

Ｊ２２
ｌａｓ “遗落”：ｇｚｈｕｇ ｌａ ｌａｓ ｐａ “落在后头” 　 ｌｈａｇ ｍａ ｌａｓ ｐａ “剩下”

ｓｈｕｌ ｌａｓ ｐａ “留下痕迹”
ｌｄａｓ “遗落”：ｒｊｅｓ ｍａｒ ｌｄａｓ ｐａ “落在后头” 　 ｌｈａｇ ｍａ ｌｄａｓ ｐａ “剩下”
ｌｕｓ “遗落”：ｒｊｅｓ ｍａｒ ｌｕｓ ｐａ “落在后头” 　 ｌｈａｇ ｌｕｓ “剩余”

ｓｈｕｌ ｌｕｓ ｎａｄ ｇｚｈｉ “后遗症”
ｌｄｕｓ “遗落”

Ｊ２３
ｓｌａｓ “牛栏”：ｓｌａｓ ｒａ “畜圈”
ｌｈａｓ “畜圈”：ｌｈａｓ ｍａ “畜圈” 　 ｌｕｇ ｌｈａｓ “羊圈”
ｌｈｅｓ “畜圈”：ｌｈｅｓ ｍａ “畜圈”

Ｊ２４
ｌｉｎｇｌｉｎｇｓｌｉｎｇｓ （ｉ．）“打猎”：ｌｉｎｇ （ｓ） 　 ｐａ “猎人”
ｌｉｎｇｓ “捕兽的圈套，打猎”（ｎ．）：ｌｉｎｇｓ ｖｄｅｂｓ ｐａ “打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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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２５
ｌｉｎｇ （ｓ）“大块，整个，全部”：ｋｈｒａｇ ｌｉｎｇ “血块” 　 ｌｉｎｇ ｌｉｎｇ “整块”

ｌｉｎｇ ｂｓｋｙｕｒ “整个抛弃”
ｌｉｎｇ ｓｔｅ ～ ｌｉｎｇｓ ｔｅ ～ ｌｉｎｇｓ ｋｙｉｓ
“整个地，全部”
ｒｍａ ｌｉｎｇ （ｓ）“大面积的伤”

ｇｌｉｎｇ “大块，岛”：ｂｚｈｉ ｇｌｉｎｇ “大牲畜整体肉腔的１ ／ ４”
ｇｌｉｎｇ ｇｉｓ “整个地” 　 ｇｌｉｎｇ ｄａｎｇ ｇｌｉｎｇ “成片”
ｇｌｉｎｇ ｂｇｏｓ ｖｇａｎ ｇｔｓａｎｇ “分片包干”
ｇｌｉｎｇ ｃｈｅｎ “洲”

ｒｌｉｎｇｓ “广大，全部”：ｒｌｉｎｇｓ ｋｙｉｓ “整个地，全部”
ｌｄｉｎｇ （ｓ）：ｌｄｉｎｇ （ｓ）ｓｅ “很，非常”

Ｊ２６
ｌｉｎｇ：ｌａｎｇ ｍａ ｌｉｎｇ “浮沉”

ｌｉｎｇ ｌｉｎｇ ｂｙｅｄ ｐａ “一起一伏地颠，突突地跳”
ｌｄｉｎｇｌｄｉｎｇｓ “翱翔，漂浮”：ｌｄａｎｇ ｍａ ｌｄｉｎｇ “浮沉”

ｌｄａｎｇ ｎｇｅ ｌｄｉｎｇ ｎｇｅ “翱翔，奔跳”
ｌｈｉｎｇ：ｌｈｉｎｇ ｓｋｒａｎ “游移起伏不定的痞块”

Ｊ２７
ｒｌｉｎｇｂｒｌｉｎｇｂｒｌｉｎｇｓｒｌｉｎｇｓ “稳”：ｂｒｌｉｎｇ ｐｏ “稳重”

ｇｚａｂ ｂｒｌｉｎｇ “沉着，慎重”
ｌｈｉｎｇ “稳”：ｌｈｉｎｇ ｐｏ “稳重，文静，沉着” 　 ｇｚａｂ ｌｈｉｎｇ “沉着，稳重”

ｌｈｉｎｇ ｖｊａｇｓ “太平，安定”

Ｊ２８
ｌｄｉｂｌｄｉｂｓ “口吃，口齿不清”：ｌｄａｂ ｂｉ ｌｄｉｂ ｂｉ “口齿不清”
ｄｉｂ：ｄａｂ ｄｉｂ “口齿不清”
ｌｄｉｇ “口吃”
ｄｉｇ：ｋｈａ ｄｉｇ ｄｉｇ “口吃” 　 ｋｈａ ｄｉｇ ｌｃｅ ｄｉｇ “张口结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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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２９
ｌｕｌｕｓ “咳”
ｌｕｄ：ｌｕｄ ｐａ “痰”

Ｊ３０
ｂｌｕｂｌｕｂｌｕｓｂｌｕｓ “赎”：ｓｒｏｇ ｂｌｕ ｂａ “赎命” 　 ｇｔａ ｍａ ｂｌｕ ｂａ “赎当”

ｂｌｕｓ ｍａ “赎取之物”
ｂｌｕ ｙｏｎ “购买宗教用品付出的钱”

ｂｌｕｄ “赎命物”
ｇｌｕｄ “赎命物”：ｍｉ ｇｌｕｄ “替死的假人” 　 ｇｌｕｄ ｖｇｏｎｇ “替死鬼”

Ｊ３１
ｌｄｕｇ “（往下）流淌”：ｓｎａｂｓ ｌｄｕｇ ｐａ “流鼻涕”
ｌｕｇｌｕｇｓ“（往下）流淌，泻，垂下，垮下”：ｓｎａｂｓ ｌｕｇ ｐａ “流鼻涕”

ｋｈｒａｇ ｌｕｇ ｐａ “咯血” 　 ?ａｍ ｌｕｇ “耷拉的耳朵” 　 ｒｄｚｉ ｓｈａ ｌｕｇ ｐａ
“脱肛” 　 ｒｉ ｌｕｇ ｐａ ｔｈａｇ ｐａｓ ｍｉ ｖｄｕｍ “山体滑坡绳子捆不住”

ｒｌｕｇｒｌｕｇｓ “流淌，泻，泄，垂下”：ｒｌｉｇ ｒｌｕｇｓ ｐａ “睾丸下坠”
ｌｈｕｇ （ｓ）“垂下，松”：ｒｌｉｇ ｒｉｌ ｌｈｕｇｓ ｐａ “睾丸下坠”

ｇｒｏｄ ｐａ ｌｈｕｇ ｌｈｕｇ “大腹便便”
ｌｄｕｇｌｄｕｇｓｌｄｕｇｓ （～ ｌｈｕｇｓ）（ｉ ）“注入，装入”
ｌｕｇｌｕｇｓｌｕｇｓ （ｉ ）“注入，浇铸”
ｌｕｇｓ “铸件，制度，规则”：ｌｕｇｓ ｋｏｎｇ “坩埚” 　 ｌｕｇｓ ｓｒｏｌ “风俗”
ｌｄｕｇ（～ ｌｄｕｇｓ ～ ｂｌｕｇ） ｂｌｕｇ （～ ｌｄｕｇ） ｂｌｕｇｓｌｈｕｇｓ （～ ｂｌｕｇｓ）“注入，

装入，浇铸”：ｋｈｒａｇ ｂｌｕｇ ｐａ “输血”
ｂｌｕｇｓ “铸件”：ｂｌｕｇｓ ｋｏｎｇ “坩埚”
ｚｌｕｇｂｚｌｕｇｂｚｌｕｇｓｚｌｕｇｓ “注入”

Ｊ３２
ｌｕｎｇ “山谷，地方”：ｌｕｎｇ ｐａ “地方，山谷” 　 ｒｉ ｌｕｎｇ “山川”

ｌｕｎｇ ｔｈａｎｇ “川原”
ｋｌｕｎｇ “山谷，平川，河流”：ｒｉ ｋｌｕｎｇ “山川” 　 ｋｌｕｎｇ ｍａ “河流”

ｋｌｕｎｇ ｔｈａｎｇ “川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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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ｌｕｎｇ ｐｈｙｕｇｓ “农区家畜”
ｙａｒ ｋｌｕｎｇ （ｓ）“雅鲁（地方）”

　 ｌｕｎｇ ｐａ通常指两山之间有河流过的平川，西藏农区不少地方是这种
地形。ｋｌｕｎｇ除了“山谷”，还有“河流”的意思，这是与ｌｕｎｇ不同
的。从拉萨读音看，ｌｕｎｇ和ｋｌｕｎｇ早期都有ｓ，所以拉萨西边堆龙地
方在古碑文中写作ｓｔｏｄ ｌｕｎｇｓ，ｋｌｕｎｇ也有ｋｌｕｎｇｓ的写法。

Ｊ３３
ｌｄｕｄｂｌｕｄ （～ ｌｄｕｄ） ｂｌｕｄｌｈｕｄ （～ ｂｌｕｄ）“给喝”
ｎｕｄ “喂奶”
　 一些学者认为，ｎｕｄ 是ｎｕ “喝奶”的使动形式（Ｊｓｃｈｋｅ１９２９：
ｐ １４１，白保罗１９７２： § ２０ 藏缅语的舌尖音后缀，金理新２００４）。
我对这种说法有点怀疑。华侃《藏语安多方言词汇》＃ １９８１ “喂
（奶）”夏河、同仁读／ ｈｄｌ ／  ／ ｈｌｌ ／，循化读／ ｈｄ ／  ／ ｌ ／，化隆读
／ ｈｄ ／  ／ ｈｌ ／，天峻读／ ｒｄｌ ／  ／ ｗｌｋ ／；＃ １４６７ “盛（饭）”红原读／ ｒｄｔ ／ 
／ ｗｌｔ ／，天峻读／ ｒｄｌ ／  ／ ｗｌｌ ／，可能都是ｌｄｕｄｂｌｕｄ演变来的。如果这
种看法符合事实，ｎｕｄ也许只是从ｌｄｕｄ演变来的异体形式，与ｎｕ不
同族。

Ｊ３４
ｌｕｍｌｕｍｓ “浸润”
ｌｕｍｓ “用药浴疗法治疗”
ｌｕｍｓ “药浴疗法”：ｂｄｕｄ ｒｔｓｉ ｌｎｇａ ｌｕｍｓ “有五种草药的药浴疗法”

ｒｌａｎｇｓ ｌｕｍｓ “蒸汽药疗”
ｃｈｕ ｔｓｈａｎ ｇｙｉ ｌｕｍｓ “温泉浴”
ｓｂａｎｇ ｌｕｍｓ “加药在酒糟中的热敷疗法”

ｇｌｕｍ “醅”：ｇｌｕｍ ｒｏ “酒糟”

Ｊ３５
ｚｌｕｍｂｚｌｕｍｂｚｌｕｍｓｚｌｕｍｓ “调解，团拢”：ｄｂｙｅｎ ｚｌｕｍ ｐａ “调解”

ｚｌｕｍ ｐｏ “圆形的，球形的”
ｓｄｕｍｂｓｄｕｍｂｓｄｕｍｓｓｄｕｍｓ “调解”：ｄｂｙｅｎ ｓｄｕｍ ｐａ “调解”
ｌｄｕｍ：ｌｄｕｍ ｐｏ “圆形的” 　 ｌｄｕｍ ｌａ ｖｇｒｉｌ ｂａ “卷成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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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ｄｕｍｖｄｕｍｓ “和解”：ｍｊａｌ ｄｕｍ “会盟”
ｌｕｍ：ｔｈｕ ｌｕｍ ～ ｔｈｏ ｌｕｍ “弹丸，团儿”
　 “圆的”独龙语方言读／ ｄｌｍ ／，仓洛门巴语读／ ｔｕ ｌｕｍ ｐｉ ／。

Ｊ３６
ｌｅ：ｌｅ ｌａｇ “枝节” 　 ｌｅｕ “章节”
ｌｈｅ：ｌｈｅ ｐａ “片断” 　 ｓｈｏｇ ｌｈｅ “（书的）页”
ｌａ：ｌａ ｓｈａｓ “某些”

Ｊ３７
ｓｌｅ （ｂ）ｓｌｅ （ｂ）ｓｌｅｓｓｌｅｓ “编织”：ｓｌｅ ｂｏ “背筐”

ｓｌｅｕ “用牛毛、山羊毛织的厚毪子”
ｌｈｅｓ “编织”
ｓｌｅｄ “织针”
ｓｌｅｌ：ｓｌｅｌ ｐｏ “背筐” 　 ｓｌｅｌ ｐｈｙａｒ “厚毪晒垫”
ｇｌｅ：ｇｌｅ ｐｏ “背筐”
ｔｓｅｌ：ｔｓｅｌ ｐｏ “背筐”
ｔｓｅ：ｔｓｅ ｐｏ “背筐”
ｓｅｌ：ｓｅｌ ｐｏ “背筐”
ｓｌａｂｓｌａｂｓｌａｓｓｌｏｓ “编织”：ｂｓｌａｓ ｍａ “编织物”
ｓｌａｓ “编织”：ｓｌａｓ ｍａ “编织物”
ｌｈａｓ “编织”：ｌｈａｓ ｍａ “编织物”

Ｊ３８
ｇｌｅｎｇｇｌｅｎｇｓｇｌｅｎｇｓ （ｉ．）“议论”
ｇｌｅｎｇ “议论”（ｎ．）：ｇｌｅｎｇ ｓｌｏｎｇ ｂａ “引发议论”

ｇｌｅｎｇ ｖｄｅｂｓ ｐａ “诬陷”
ｇｌｅｎｇ ｖｇｏ ｂａ “被冤枉”

Ｊ３９
ｌｄｅｂｓ “侧面，旁边，（纸）张，页”：ｒｉ ｌｄｅｂｓ “山坡”

ｇｙａｎｇ ｌｄｅｂｓ “墙面” 　 ｌｄｅｂｓ ｒｉｓ “壁画” 　
ｓｈｏｇ ｂｕ ｌｄｅｂｓ ｒｅ “每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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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ｄａｂｓ “侧面，旁边”：ｃｈｕ ｖｄａｂｓ “水边”
ｎｙｅ ｖｄａｂｓ “附近”

ｖｄａｂ “翅”：ｖｄａｂ ｍａ “翅膀”

Ｊ４０
ｌｅｂ “扁”：ｌｅｂ ｌｅｂ “扁的” 　 ｌｅｂ ｓｈｉｎｇ “夹书板”
ｌｄｅｂ （ｓ）：ｌｄｅｂ （ｓ）ｍａ “页”
ｌｈｅｂ “片儿”：ｓｈｏｇ ｌｈｅｂ “纸片” 　 ｌｈｅｂ ｂｅ “扁平”
ｇｌｅｂｇｌｅｂｓｇｌｅｂｓ （ｉ．）“压扁，践踏”
ｇｌｅｇｓ “板，片”：ｓｇｏ ｇｌｅｇｓ “门板”

ｇｌｅｇｓ ｓｈｉｎｇ “夹书板”（拉萨读／ ｌｅｐ┐ｉ┐ ／）

Ｊ４１

ｌｅｍ：ｖｏｄ ｌｅｍ ｌｅｍ “光闪闪”
ｌａｍ：ｌａｍ ｌａｍ “闪耀” 　 ｌａｍ ｍｅ “闪耀，灿烂”
ｌｈａｍ “闪烁”：ｌｈａｍ ｌｈａｍ “闪烁” 　 ｌｈａｍ ｍｅ “照耀，灿烂”

ｖｏｄ ｌｈａｍ ｌｈａｍ “光闪闪”
ｌｈａｂ “照耀”：ｖｏｄ ｌｈａｂ ｌｈａｂ “光辉闪耀”
ｌｈｅｂ：ｖｏｄ ｌｈｅｂ ｌｈｅｂ “光闪闪”
ｌｈａｎ：ｌｈａｎ ｎｅ “闪烁”
ｋｙａｍ：ｋｙａｍ ｍｅ “闪烁”
ｋｅｍ：ｋｅｍ ｋｅｍ “眨动”

Ｊ４２

ｌｔｅｍ （ｓ）“颤动”：ｌｔｅｍ ｌｔｅｍ “颤动”
ｌｈｅｍ “颤动”：ｌｈｅｍ ｌｈｅｍ “摇摇晃晃” 　 ｌｈｅｍ ｓｈｕｇｓ “弹力”
ｌｄｅｍ “颤动”：ｌｄｅｍ ｌｄｅｍ “颤动” 　 ｌｄｅｍ ｓｈｕｇｓ “弹力”
ｎｅｍ “颤动”：ｎｅｍ ｎｅｍ “颤动”
ｓｎｅｍｂｓｎｅｍｂｓｎｅｍｓｓｎｅｍｓ “使颤动”
ｇｌｅｍｇｌｅｍｓｇｌｅｍｓ （ｉ ）“使颤动”

Ｊ４３
ｌｈｅｍ “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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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ｈａｍｓ：ｌｈａｍｓ ｋｙｉｓ “马上，忽然”
ｌｈａｎｇ：ｌｈａｎｇ ｓｔｅ ｄｒａｎ ｐａ “忽然想起”

Ｊ４４
ｌｏ “叶子，禾苗，庄稼，年成，年，岁”：ｌｏ ｍａ “叶子”

ｌｃａｎｇ ｌｏ “柳叶，大辫子”
ｌｏ ｌｈａ “青苗神”
ｌｏ ｔｏｇ “庄稼”
ｌｏ ｐｈｙｕｇｓ “农牧业”
ｌｏ ｌｅｇｓ “好年成，丰收”
ｄａ ｌｏ “今年”
ｌｏ ｍｎｙａｍ “同岁”

ｌｏｂ “年”：ｌｏｂ ｍａ “叶子”
　 １ 据叶斯开《藏英字典》说，在拉达克一带有时用ｌｏｂ表“年”，ｌｏｂ

ｍａ表“叶子”。“年”和“叶子”在藏语书面语和拉萨话中都是
ｌｏ，而在拉达克一带都可说成ｌｏｂ，这恐非偶然，而是反映了它们
之间语源上的关系。这个词素意义发展分化的途径可能是这样的：
叶子＞禾苗＞庄稼＞年成＞年、岁（在一些复合词中，由“叶子”
又引申出“辫子”义。如ｌｃａｎｇ ｌｏ “柳叶，大辫子”、ｓｐａ ｌｏ “发
辫”）。在藏缅语中，“叶子”错那门巴语文浪话读／ ｂｌａｐ ／，景颇语
读／ ｌａｐ ／，独龙语、格曼语读／ ｌɑｐ ／。藏语Ｓｐｉｔｉ方言读／ ｌｏｐ ｍａ ／，
Ｊａｄ方言读／ ｌｅｐ ｔｉ ／。白保罗（１９７２，＃３２１）构拟原始藏缅语的“叶
子”为 ｌｐ，在《再论汉藏语系》一文中说藏语的ｌｏ ｍａ “叶子”
来自 ｌｏｂ ｍａ （白保罗１９７２汉译本４３６页）。在拉萨藏语中，ａｂ变
ｏ还有一些例子：ｓｋｕ ｚｈａｂｓ “先生”读／ ｋｕ ｏ? ／，ｄｇａ ｒａｂ “相当
多”读／ ｋ ｒｏ： ／，ｂｙｅｄ ｇｒａｂｓ ｙｏｄ “就要做”读／ ｈｅ? ?ｏ：ｊ ／）。
从ａｂ到ｏ中间大约经过了ｏｂ。

２ 在藏语中，除了ｌｏ，还有一个ｎｉｎｇ也是“年”，出现的时间可能比
ｌｏ还早。ｎｉｎｇ不单用，只残留在某些合成词中：ｎａ ｎｉｎｇ “去年”、
ｇｚｈｅ （ｓ）ｎｉｎｇ “前年”、ｄｇｕ （ｓ）ｎｉｎｇ “大前年”。

Ｊ４５
ｌｏ “据云，所谓”：ｖｄｉ ｓｋａｄ ｌｏ “据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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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ｌｏ（ｓ） （～ ｚｌａ） ｂｚｌｏ （～ ｂｚｌａ） ｂｚｌｏｓ （～ ｂｚｌａｓ） ｚｌｏｓ “反复，反复
念诵，叨唠”：ｎｙｉｓ ｚｌｏｓ ｒｇｙａｇ ｐａ “重复一遍” 　 ｌａｄ ｚｌｏｓ “模仿”

ｚｌｏｓ ｇａｒ “歌舞”
ｓｌｏｓ “念诵，说”：ｋｈａ ｂｒｄａ ｓｌｏｓ ｐａ “聊天”
ｓｄｏｂｓｄｏｂｓｄｏｓｓｄｏｓ “说”
ｖｄｏ “说”
ｌｄａ：ｌｄａ ｇｕ “话”

Ｊ４６
ｌｔｏ “肚子”：ｌｔｏ ｌｄｉｒ ｂａ “鼓起肚子” 　 ｌｔｏ ｔｓｈｉｌ “羊肚油”
ｌｔｏ “食物”：ｌｔｏ ｚａ ｂａ “吃饭” 　 ｐｈａｇ ｌｔｏ “猪食” 　 ｌｔｏ ｇｏｓ “衣食”

Ｊ４７
ｂｌｏ “主意，心计，注意力，胆量”：ｂｌｏ ｇｒｏｓ “智慧”　 ｂｌｏ ｎｇａｎ “馊主意”

ｂｌｏ ｖｄｒｉ “咨询”　 ｂｌｏ ｓｇｒｉｍｓ “立正！”
ｂｌｏ ｖｋｈｕｍ ｐａ “胆怯”

ｂｌｏｎｂｌａｎｂｌａｎｂｌｏｎ “出主意”
ｂｌｏｎ “主意，大臣”：ｂｌｏｎ ｐｏ “大臣，辅佐人员”

ｂｌｏｎ ｖｄｅｂｓ ｐａ “出主意，进谏”

Ｊ４８
ｌｏｇ “返回，颠倒，反常，反复，变（常指变坏），倒下”：ｌａｍ ｎｏｒ ｎａｓ

ｐｈｙｉｒ ｌｏｇ ｐａ “从错路上返回” 　 ｄｂｙａｒ ｎｙｉ ｌｏｇ ｐａ “交夏至
节” 　 ｇｏ ｌｏｇ ｐａ “颠倒” 　 ｍｇｏ ｍｊｕｇ ｌｏｇ ｐａ “首尾颠倒” 　
ｓｎｇａ ｒｔｉｎｇ ｌｏｇ ｐａ “次序颠倒” ｎｇｏ ｌｏｇ ｐａ “反身，背弃”
ｇｙｅｎ ｌｏｇ “反叛，造反” 　 ｎａｄ ｌｏｇ ｒｇｙａｇ ｐａ “犯病” 　 ｖｇｒｅ
ｌｏｇ ｒｇｙａｇ ｐａ “（骡马）打滚” 　 ｄｏ ｌｏｇ “两倍” 　 ｌｏｇ ｐｏｒ
ｖｐｈａｒ ｂａ “倍增” 　 ｓｂｒｕｌ ｍｇｏ ｌｏｇ “双头蛇” 　 ｚｈｅ ｌｏｇ ｐａ
“反感” 　 ｚｈｅｎ ｐａ ｌｏｇ ｐａ “厌恶，反感” 　 ｌｏｇ ｓｐｙｏｄ “反
动” 　 ｓｐｙｏｄ ｐａ ｌｏｇ ｐａ “堕落” 　 ｋｈａｍｓ ｌｏｇ ｐａ “欠安”
ｔｓｈｏｓ ｌｏｇ ｐａ “退色” 　 ｒｔａ ｄｋａｒ ｐｏ ｋｈａ ｄｏｇ ｌｏｇ ｒｕｎｇ　 ｇｓｅｒ ｓｅｒ
ｐｏ ｋｈａ ｄｏｇ ｍｉ ｌｏｇ “白马毛色会变，黄金颜色不改” 　 ｇａｎ
ｒｋｙａｌ ｌｏｇ ｐａ “仰面跌倒” 　 ｋｈａｎｇ ｐａ ｌｏｇ ｐａ “房屋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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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ｇ “翻地”（ｎ．）：ｌｏｇ ｔｈａｍｓ ｃａｄ ｋｙｉ ｎａｎｇ ｎａｓ ｓｔｏｎ ｇｙｉ ｌｏｇ ｍｃｈｏｇ ｙｉｎ “翻
地秋翻最重要”

ｌｄｏｇｌｄｏｇ （～ ｌｏｇ） ｌｄｏｇ （～ ｌｄｏｇｓ ～ ｌｏｇ） （ｉ．）“返回，颠倒，反常，
变（坏）”：ｌｄｏｇ ｄｕ ｒｇｙｕｇ ｐａ “回流”

ｎｙｉ ｍａ ｌｄｏｇ ｐａ “（冬至、夏至）太阳回归”
ｇｏ ｌｄｏｇ ｐａ “颠倒” 　 ｍｇｏ ｍｊｕｇ ｌｄｏｇ ｐａ “首尾颠倒”
ｌｄｏｇ ｒｔｓｉｓ ｒｇｙａｇ ｐａ “倒着数”
ｎｇｏ ｌｄｏｇ ｐａ “反身，背弃，冒犯，不顾情面”
ｚｈｅ ｌｄｏｇ ｐａ “反感” 　 ｋｈａｍｓ ｌｄｏｇ ｐａ “欠安”
ｇｙｅｎ ｌｄｏｇ “反叛，造反” 　 ｔｓｈｏｓ ｌｄｏｇ ｐａ “退色”

ｌｈｏｇｌｈｏｇｓ “返回”：ｍａ ｒｔｓａ ｌｈｏｇ ｐａ “本钱被捞回”
ｓｌｏｇｂｓｌｏｇｂｓｌｏｇｓｓｌｏｇｓ “遣回，退还，翻转，使颠倒，弄倒，搜查，垦

荒”：ｍａ ｒｔｓａ ｓｌｏｇ ｐａ “捞回本钱” 　 ｌａｎ ｓｌｏｇ ｐａ “回答”
ｓｇｏｒ ｍｏ ｇｎｙｉｓ ｓｌｏｇ ｐａ “（付款后）找回两元”
ｍｇｏ ｍｊｕｇ ｓｌｏｇ ｐａ “使首尾颠倒”
ｓｎｇａ ｒｔｉｎｇ ｓｌｏｇ ｐａ “颠倒次序” 　 ｓｐｙｏｄ ｐａ ｓｌｏｇ ｐａ “倒行逆施”
ｇａｎ ｒｋｙａｌ ｓｌｏｇ ｐａ “使仰面跌倒”　 ｋｈａｎｇ ｐａ ｓｌｏｇ ｐａ “推倒房子”
ｋｈｙｉｍ ｓｌｏｇ ｐａ “搜家” 　 ｍｔｈａ ｖｋｈｏｂ ｓｌｏｇ ｐａ “开荒”

ｚｌｏｇｂｚｌｏｇｂｚｌｏｇ （ｓ） ｚｌｏｇ （ｓ） “阻止，扭转”：ｄｍａｇ ｖｋｈｒｕｇ ｚｌｏｇ ｐａ
“制止战争” 　 ｃｈｕ ｌｏｇ ｚｌｏｇ ｐａ “拦住洪水” 　
ｒｌａｂｓ ｒｇｙｕｎ ｚｌｏｇ ｐａ “反潮流” ｎｇｏ ｚｌｏｇ ｐａ “冒
犯，不顾情面” 　 ｇｙｅｎ ｚｌｏｇ “反抗，造反”

ｒｄｚｏｇｂｒｄｚｏｇｂｒｄｚｏｇｓｒｄｚｏｇｓ “退还，使颠倒，弄倒，翻转”：ｓｇｏｒ ｍｏ
ｇｎｙｉｓ ｒｄｚｏｇ ｐａ “（付款后）找回两元” 　 ｍｇｏ ｒｎｇａ ｒｄｚｏｇ ｐａ “使首
尾颠倒” ｄｋａｒ ｙｏｌ ｒｄｚｏｇ ｐａ “把碗弄翻” 　 ｔｓｈｉｇｓ ｒｄｚｏｇ ｐａ “把关
节扭伤”

ｓｄｏｇｂｓｄｏｇｂｓｄｏｇｓｓｄｏｇｓ“脋回，撩起，卷拢，归置”： ｔｈａｇ ｐａ ｓｄｏｇ ｐａ
“脋回绳子” 　 ｐｈｙｕ ｐａ ｓｄｏｇ ｐａ “撩起长袍”
ｌａｇ ｓｄｏｇ “绕在手上的线团”

ｄｏｇ “团”：ｄｏｇ ｐｏ “线团” 　 ｄｏｇ ｒｇｙａｇ ｐａ “绕（线）”
ｌａｇ ｄｏｇ “绕在手上的线团”

　 １ 从读音看（参见音韵篇舌尖塞擦音部分），ｒｄｚｏｇ “退还，使颠倒，
弄倒，翻转”可能是从ｚｌｏｇ演变出来的方言词，而意义上它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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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ｓｌｏｇ。
２ “回答”一词，据华侃、龙博甲《安多藏语口语词典》，夏河读
／ ｌａｎ ｈｄｚｏｋ ／，藏文写做ｌａｎ ｒｄｚｏｋｓ；另据华侃主编的《藏语安多方
言词汇》，夏河、天峻读／ ｌｏｎ ｄｚｏｋ ／，同仁读／ ｌａｎ ｚｏｋ ／。

Ｊ４９
ｌｏｇ：ｌｏｇ ｌｏｇ “坨子，整个，全部” 　 ｌｏｇ ｌｏｇ ｂｙｅｄ ｐａ “集中在一起”

ｓｈａ ｌｏｇ “肉块” 　 ｒｄｏ ｌｏｇ “圆石”
ｒｄｏｇ “颗，粒，根”：ｒｄｏｇ ｒｄｏｇ “坨子” 　 ?ｏｇ ｒｄｏｇ “喉结”

ｓｈａ ｒｄｏｇ “肉块” 　 ｖｂｒｕ ｒｄｏｇ “青稞粒”
ｐｈｒｅｎｇ ｒｄｏｇ “念珠子” 　 ｒｄｏｇ ｖｇｒｉｌ ｐｏ “扼要的”
ｒｄｏｇ ｌａ ｓｇｒｉｌ ｂａ “总括起来，集中在一起”

Ｊ５０
ｋｌｏｇ “闪电，电”：ｋｌｏｇ ｖｋｈｙｕｇ ｐａ “打闪” 　 ｋｌｏｇ ｃｈａｄ ｐａ “断电”

ｋｌｏｇ ｓｐａｒ ｂａ “开灯”
ｌｈｏｇ：ｌｈｏｇ ｔｓａｍ “一闪”

Ｊ５１
ｌｈｏｇｓ “能读，读得出”：ｔｈａｍｓ ｃａｄ ｋｙｉｓ ｌｈｏｇｓ ｓｈｉｎｇ ｇｏ ｔｈｕｂ ｐａ

“大家都能读能懂”
ｋｌｏｇ （ｂ）ｋｌａｇ （ｂ）ｋｌａｇｓｋｌｏｇｓ （～ ｌｈｏｇｓ）“读”
ｋｌｏｇ （ｓ）“读法”：ｋｌｏｇ ｇｉ ｓｌｏｂ ｄｐｏｎ “诵读启蒙师”
ｓｌａｇｓ “已读”

Ｊ５２
ｌｏｎｇ：ｌｏｎｇ ｌｏｎｇ “沸腾翻滚状” 　 ｖｋｈｒｕｇ ｌｏｎｇ “战乱”
ｌｈｏｎｇ “纷乱，恼怒”：ｌｈｏｎｇ ｌｈｏｎｇ “乱纷纷”
ｇｌｏｎｇｇｌｏｎｇｓｇｌｏｎｇｓ （ｉ．）“翻动，激怒”
ｋｌｏｎｇ “漩涡，波浪”：ｋｌｏｎｇ ｖｋｈｏｒ “漩涡，波澜” 　 ｒｂａ ｋｌｏｎｇ “波涛”

Ｊ５３
ｌｏｎｇｓ “成长，长个儿”：ｖｔｓｈａｒ ｌｏｎｇｓ “成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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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ｎｇｓ “维持生命之物”：ｌｏｎｇｓ ｓｐｙｏｄ “财富”

Ｊ５４
ｌｏｄ：ｌｏｄ ｐｏ “松懈，慢腾腾”
ｇｌｏｄ “松开，释放”：ｃｈｕ ｇｌｏｄ ｐａ “放水” 　 ｋｈｙｉ ｇｌｏｄ ｐａ “把狗放开”

ｇｌｏｄ ｂｋｒｏｌ “释放” 　 ｓｄｏｍ ｋｈｒｉｍｓ ｇｌｏｄ ｐａ “开戒”
ｓｇｒｉｍ ｇｌｏｄ “松紧”

ｇｌｏｄ “松懈，释放出”：ｄｒｏｄ ｇｌｏｄ ｐａ “（春天）暖合起来”
ｋｈａ ｃｈｕ ｇｌｏｄ ｐａ “流口水”
ｇｄｏｎｇ ｇｌｏｄ ｐａ “哭丧着脸”

ｋｌｏｄ “松开，放松”：ｓｇｒｉｍ ｋｌｏｄ “松紧”
ｓｇｒｉｇ ｌａｍ ｋｌｏｄ ｍｉ ｒｕｎｇ “纪律不可放松”

ｌｈｏｄ “释放，放松”：ｓｇｒｉｍ ｌｈｏｄ “松紧” 　 ｄｏｇｓ ｚｏｎ ｍａ ｌｈｏｄ “别放松警
惕” 　 ｂａｇ ｌｈｏｄ “稍息！” 　 ｄｇｒａ ｃｈｕｎｇ ｙａｎｇ ｓｅｍｓ
ｍａ ｌｈｏｄ “敌人虽小也不能松懈” 　 ｌｈｏｄ ｌｈｏｄ “从
容” 　 ｋｈｙｅｄ ｔｓａｂ ｔｓｕｂ ｍａ ｍａｎｇ ｌｈｏｄ ｃｉｇ ?ａｎｇ “你
莫慌张且放松”

ｌｈｏｄ “松懈”：ｋｈｒｉｍｓ ｌｈｏｄ ｐａ “纪律松弛”
ｌｈａｄ ｄｅ ｌｈｏｄ ｄｅ “松松垮垮”

ｓｌｏｄ “放松”

Ｊ５５
ｌｏｂｌｏｂｓ“学会，习惯”：ｌｏｂ ｓｋｙｅｎ ｐａ “学得快” 　 ｂｓｌａｂｓ ｔｅ ｌｏｂｓ ｐａ “学

了以后学会了” 　 ｋｈｏｎｇ ｇｓｏｌ ｓｔｏｎ ｍａｎｇ ｐｏｒ ｐｈｙｉｎ ｔｓａｎｇ ?ａ ｒａｇ
ｖｔｈｕｎｇ ｒｇｙｕ ｌｏｂｓ ｚｈａｇ “他老有饭局，酒已经喝上瘾了”

ｌｄｏｂｌｄｏｂｓ “学会，习惯”：ｌｄｏｂｓ ｓｋｙｅｎ ｐａ “学得快”
ｂｓｌａｂｓ ｎａｓ ｌｄｏｂｓ ｐａ “学了以后学会了”

ｓｌｏｂｂｓｌａｂｂｓｌａｂｓｓｌｏｂｓ “教，学”：ｓｌｏｂ ｇｒｗａ “学校”
ｓｌｏｂ ｌｏｂ ｖｇａｎ ｌｅｎ “包教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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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形 　 词

藏语有些词（素）貌似同族词，但不是由同一词根通过不同构词手段
构成的，而是同一词（素）因为语音演变造成的拼写形式不同、读音不同
（或者曾经读音不同）而意义完全相同的一组词（素）。对它们我们称为异
形词。这些异形词也可能出现在前面所列的词族中，但是其中通常还有其他
内容。藏文已有１３００多年的历史，随着语音持续的演变，进入书面语的异
形词不在少数，我们只能把其中的一部分列在这里，帮助我们认识藏语历史
上出现过的某些语音变化。异形词之间大多有直接演变关系，少数可能是从
另一形式分别演变出来的。根据差异的不同，藏语的异形词可以分为以下几
类。有些异形词（素）有两个以上的形式，为了节省篇幅，我们都放在一
个类里介绍，这样更容易认识一个词（素）语音演变的历程。

１ 前缀有无
ｇ
ｂｒｔｓｅ ｇｄｕｎｇ ～ ｂｒｔｓｅ ｄｕｎｇ “感情” 　 　 ｇｎｙｅｒ ｇｎｙｅｒ ～ ｎｙｅｒ ｎｙｅｒ “皱眉咧嘴”
ｇｚｈａｒ ～ ｚｈａｒ “顺便” ｇｎｏｎｇ ～ ｎｏｎｇ “惭愧”
ｇｚｅ ｍｏ ～ ｚｅ ｍｏ “刺猬” ｇｚｕｇ ～ ｚｕｇ “已宰牲畜肉体的１ ／ ４”
ｇｚｅｎｇ ～ ｚｅｎｇ “耸” ｇｚｅｇｓ ｍａ ～ ｚｅｇｓ ｍａ “滴”（ｎ）
ｇｙｕｒ ～ ｙｕｒ “入睡” ｇｚｅｒ ～ ｚｅｒ “光线”
ｇｓｈａｇｓ ～ ｓｈａｇｓ “对歌” ｇｙｅｌ ～ ｙｅｌ “遗忘”
ｇｓｈａｍ ～ ｓｈａｍ “下面” ｇｓａｒ ｐａ ～ ｓａｒ ｐａ “新”
ｇｓｅｎｇ ～ ｓｅｎｇ “间隙”
ｄ
ｄｋａｒ ｒａｇ ～ ｋａ ｒａｇ “白土” 　 　 　 　 　 ｙｕｎｇｓ ｄｋａｒ ～ ｙｕｎｇｓ ｋａｒ “白芥子”
ｄｋｒｉ ｇａ ～ ｋｒｉ ｇａ “双眼皮” ｄｋｒｏｇ ｄｋｒｏｇ ～ ｋｒｏｇ ｋｒｏｇ “（很）神气”
ｄｇｕｎｇ ～ ｇｕｎｇ “正中” ｄｎｇａｎ ｐａ ～ ｎｇａｎ ｐａ “低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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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ｎｇｕｄ ｍｏ ～ ｎｇｕｄ ｍｏ “呜咽” ｄｂａｒ ～ ｂａｒ “之间”
ｋｈａ ｄｂｒａｇ ～ ｋｈａ ｂｒａｇ “分叉，杈子” ｄｍｙｉｇ ～ ｍ （ｙ）ｉｇ “眼睛”
ｄｍｙｕｇ ～ ｍｙｕｇ “寻找”
ｄｍｕｌ “微笑”：ｖｄｚｕｍ ｍｕｌ ｍｕｌ “微笑”
ｂ
ｂｓｋａ ｂａ ～ ｓｋａ ｂａ “涩” ｂｋｙａｌ ｇｔａｍ ～ ｋｙａｌ ｇｔａｍ “戏言”
ｂｒｇｙａｇｓ ～ ｒｇｙａｇｓ “干粮” ｂｃｏ ｐａ ～ ｃｏ ｐａ “二岁驹”
ｂｃａ ｌａｇ ～ ｃａ ｌａｇ “东西” ｂｒｄａｌ ｇｌａ ～ ｒｄａｌ ｇｌａ ～ ｂｄａｌ ｇｌａ “运费”
ｎａｎｇ ｂｚａｎ ～ ｎａｎｇ ｚａｎ “朗生” ｂｓｈｕｒ ｍａ ～ ｓｈｕｒ ｍａ “灯芯绒”
ｂｓｅｒ ｓｎａ ～ ｓｅｒ ｓｎａ “吝啬”
ｍ
ｍｋｈｕｒ ｔｓｈｏｓ ～ ｋｈｕｒ ｔｓｈｏｓ “颧骨”
ｍｋｈｙｉｄ ～ ｋｈｙｉｄ “一拳一指（长度单位）”
ｍｊｅｄ ～ ｚｈｅｄ “怕” ｍｔｈｕｎ ｍｏｎｇ ～ ｔｈｕｎ ｍｏｎｇ “共同”
ｍｔｈｏ ｙｏｒ ～ ｔｈｏ ｙｏｒ “田中假人” ｍｔｈｏｎｇ ｇａ ～ ｔｈｏｎｇ ｇａ “胸膛”
ｍｔｈａ ｍａ ～ ｔｈａ ｍａ “最后”（ｍｔｈａ ｓｋｏｒ ～ ｔｈａ ｓｋｏｒ “周围”）
ｖ
ｖｋｈｏｒ ｙｕｇ ～ ｋｈｏｒ ｙｕｇ “周围” ｖｔｈａｍ ｌａｇ ～ ｔｈａｍ ｌａｇ “口诀”
ｖｔｈｅｂ ～ ｔｈｅｂ （ｓ）“基金” ｖｐｈａｎｇ ｌｏ ～ ｐｈａｎｇ ｌｏ “纺锤”
ｖｐｈｅｒ ｐｏ ～ ｐｈｅｒ ｐｏ “活跃” ｖｐｈｙｉ ｂａ ～ ｐｈｙｉ ｂａ “旱獭”
ｖｐｈｙｉｎｇ ｂａ ～ ｐｈｙｉｎｇ ｂａ “毡子” ｖｐｈｙｅｎ ～ ｐｈｙｅｎ “屁”
ｖｐｈｒａ ～ ｐｈｒａ “镶嵌物” ｖｐｈｒｉｎ ～ ｐｈｒｉｎ “讯息”
ｖｐｈｒｅｄ ～ ｐｈｒｅｄ “横” ｖｂｒａｎｇ ～ ｂｒａｎｇ “住处，帐篷”
ｖｔｓｈｕｓ ～ ｔｓｈｕｓ “食物”
ｒ
ｒｋｏｎｇ ｐｏ ～ ｋｏｎｇ ｐｏ “工布（地名）” 　 　 ｇａｎ ｒｋｙａｌ ～ ｇａｎ ｋｙａｌ “仰”
ｒｇｕｄ ～ ｇｕｄ “衰退” ｒｔｕｇ ～ ｔｈｕｇ “（牛羊）种畜”
ｓｎｇｏ ｒｎｇａｄ ～ ｓｎｇｏ ｎｇａｄ “菜蔬的气味” ｂｒｔｓｏｇ ｐａ ～ ｂｔｓｏｇ ｐａ “脏”
ｒｔｓｉ ｇｕ ～ ｔｓｉ ｇｕ ～ ｔｓｈｉ ｇｕ ～ ｔｓｈｉｇ （ｇｕ）“核”
ｌ
ｌｋｏ ～ ｋｏ （ｂａ）“皮革” ｌｃｅ ｓｐｙａｎｇ ～ ｃｅ ｓｐｙａｎｇ “豺狼”
ｚｈａｌ ｌｃｅ ～ ｚｈａｌ ｃｅ “法律” ｌｃｏｇ ｌｃｏｇ ～ ｃｏｇ ｃｏｇ “矗立的”
ｂｚｏ ｌｔａ ～ ｂｚｏ ｔａ “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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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ｓｋｏｇ （ｓ） ～ ｋｏｇ ～ ｋｈｏｇ “壳”
ｋｈｙｉ ～ （ｂａｒ）ｓｋｙｉ ～ ｄｋｙｉｌ （ｇｕ）“楔子”
ｓｋｙｕｎｇ ｂｕ ～ ｋｙｕｎｇ ｂｕ “锥子” 　 　 ｓｇｏｎｇ ｂｕ ～ ｇｏｎｇ ｂｕ “丸”
ｂｓｇｒａｄ ～ ｂｇｒａｄ ～ ｄｇｒａｄ “张开，叉开” ｓｇｒｏ ｂａ ～ ｇｒｏ ｂａ “桦树”
ｓｎｙｏｎ ｍｏｎｇｓ ～ ｎｙｏｎ ｍｏｎｇｓ “烦恼” ｓｎｏｍ ～ ｎｏｍ “嗅”
ｓｐｏｒ ｇｏｒ ～ ｐｈｏｒ ｐａ “木碗” ｓｂｏｄ ～ ｐｈｏｄ “缨子”
ｓｐｒａ ｔｓｈｉｌ ～ ｐｒａ ｔｓｈｉｌ “蜂蜡” ｓｐｒｏ ｍａ ～ ｐｒｏ ｍａ “小篓”
ｓｂａｇ（ｊａ ｓｂａｇ “茶砖”）～ ｂａｇ （ｊａ ｂａｇ “茶砖”）～ ｓｐａｇ （ｊａ ｓｐａｇ “茶砖”）～

ｓｐａｕ “砖，土坯” ～ ｓｐｅｕ “墙”（？） ～ ｐａｇ “土坯，砖” ～ ｐｈａｇ （ｓａ
ｐｈａｇ “土坯”，ｓｏ ｐｈａｇ “砖”，ｄｎｇｕｌ ｐｈａｇ “银砖”）～ ｐｈｅｕ “砖，土
坯”（“砖”在拉萨以外藏语方言中的读音我们见过的有／ ｐａｕ： ／ （噶
尔、普兰、札达、革吉）， ／ ｐｉｕ： ／ （日土）， ／ ｐａ? ｐａ ／ （措勤）。）

２ 前缀不同
ｓ ～ ｌ
ｓｇａ ～ ｌｇａ “姜，鞍” 　 　 　 　 　 　 　 ｓｄｏｎｇ ｒｏｓ ～ ｌｄｏｎｇ ｒｏｓ “雄黄”
ｓｂｏｓ ～ ｌｂｏｓ ～ ｄｂｏｓ “胀”
ｓ ～ ｒ
ｓｋｅｄ ｐａ ～ ｒｋｅｄ ｐａ “腰” ｓｋｙａｇ ｐａ ～ ｒｋｙａｇ ｐａ “屎”
ｓｇａｎｇ ～ ｒｇａｎｇ “刺猬” ｓｎｇａｓ ～ ｒｎｇａｓ “枕头”
ｓｎｙａｎ ～ ｒｎｙａｎ ～ ｇｎｙａｎ “盘羊” ｓｎｙｉ ｂａ “湿牛粪”：ｂａ ｒｎｙｉ “牛粪”
ｓｔｕｇ ｐａ ～ ｒｔｕｇ ｐａ “屎” ｓｄｉｇ ｒａ ～ ｒｄｉｇ ｒａ “银饰女腰带”
ｓｎａ ｓｂｒａｎｇ ～ ｒｎａ ｓｂｒａｎｇ “箭头” ｂｓｎａｎｇｓ ～ ｂｒｎａｎｇｓ “噎”
ｓｎａｍ ｐｈｙｉｓ ～ ｒｎａｍ ｐｈｙｉｓ “厕所” ｓｎｏｇ ｚａｎ ～ ｒｎｏｇ ｚａｎ “油煎饼子”
ｓｍａｎｇ ｔｓｈｅｒ ～ ｒｍａｎｇ （ｓ）ｔｓｈｅｒ “镊子”
ｓｎｇｏ ｂｚｏ ｂａ ～ ｒｎｇｏ ｂｚｏ ｂａ ～ ｄｎｇｏ ｂｚｏ ｂａ “制革工人”
ｓｍａｒ ｋｈａｍｓ ～ ｒｍａｒ ｋｈａｍｓ “芒康（县）”
ｓｍｕｎ ｐｏ ～ ｒｍｕｎ ｐｏ ～ ｄｍｕｎ ｐｏ “愚人”
ｓｍｅ ｂａ ～ ｒｍｅ ｂａ ～ ｄｍｅ ｂａ “痣” ｓｍｅｄ ～ ｒｍｅｄ “后

"

”
ｓｍｅｕ ～ ｒｍｅｕ “青稞”（ｓｍｅｕ ｚａｎ ～ ｒｍｅｕ ｚａｎ “糌粑油糕”）
ｓｎａ（ｓｎａ ｒｏ “角制鼻烟壶，表元音ｏ的符号”） ～ ｒｎａ “岩羊”（ｒｎａ ｒｏ “表
元音ｏ的符号”） ～ ｇｎａ “岩羊” ～ ｎａ （ｎａ ｒｏ “表元音ｏ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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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 ｄ
ｓｋａｒ ｋｈｕｎｇ ～ ｄｋａｒ ｋｈｕｎｇ “天窗” ｂｙａ ｓｇａ ～ ｂｙａ ｄｇａ “奖赏”
ｓｇｒｕｇ ～ ｄｇｒｕｇｓ “捡，拾” ｓｐｕｒ ～ ｄｐｕｒ ～ ｐｕｒ “尸”
ｓｐｙａｎｇ ～ ｄｐｙａｎｇ “悬挂” ｓｐｒａｌ ｒｉｓ ～ ｄｐｒａｌ ｒｉｓ “额纹”
ｓｐｒｉ ～ ｄｐｒｉ “初乳” ｓｂｏ ～ ｄｂｏ （二十八宿之一）翼宿
ｓｂｏｎ ～ ｄｂｏｎ “孙子” ｓｂｙａｒ ｐａ ～ ｄｂｙａｒ ｐａ “杨树”
ｓｍａ ～ ｄｍａ “低” ｓｍｙｕｇｓ ～ ｄｍｙｕｇｓ “放入”
ｓｐａ ～ ｄｐａ “勇气”（ｄｐａ ｂｏ “勇士”列城读／ ｓｐｗｏ ／）
ｓｋｙｉｌ ｋｒｕｎｇ ～ ｄｋｙｉｌ ｋｒｕｎｇ “跏趺”
ｓｋｒｕｍ ～ ｄｋｒｕｍ ～ ｋｒｕｍ （ｓ） ～ ｓｒｕｍ “肉”
ｓｐｏｎｇ ｋｈａｎｇ ～ ｄｐｏｎｇ ｋｈａｎｇ “闭门修行的小室”
ｓ ～ ｇ
ｓｎｙａ ｎａｎｇ ～ ｇｎｙａ ｎａｎｇ ～ ｇｎｙａ ｌａｍ “聂拉木（县）”
ｓｎｙｕｇ ～ ｇｎｙｕｇ “涂抹” ｓｎｙｅｒ ～ ｇｎｙｅｒ “皱起”
ｓｔｉｍ ～ ｇｔｉｍ “使渗入” ｓｔｏｄ ～ ｇｔｏｄ “对着”
ｓｔｏｒ ～ ｇｔｏｒ “撒” 　 　 　 ｓｎａｓ ～ ｇｎａｓ “（织布机上升降经线的）纵”
ｓｔａｎ ～ ｇｄａｎ “垫子” ～ ｇｔａｎ （ｇｔｓｕｂ ｓｔａｎ ～ ｇｔｓｕｂ ｇｄａｎ ～ ｇｔｓｕｂ ｇｔａｎ “燧砧”）
ｌ ～ ｒ
ｌｋｏｇ ｍａ ～ ｒｋｏｇ ｍａ ～ ?ｏｋ ｍａ “喉部”
ｌｇｏ ｌｐａｇｓ “黄羊皮”：ｒｇｏ ｂａ ～ ｄｇｏ ｂａ “黄羊”
ｌ ～ ｄ
ｌｋｏｇ ｎｙｕｌ ～ ｄｋｏｇ ｎｙｕｌ “密探” ｌｇｏ ｌｇｏ ～ ｄｇｏ ｄｇｏ “马勃”
ｌ ～ ｇ
ｌｃｕｄ ～ ｇｃｕｄ “拧” ｌｊｏｎｇｓ ～ ｇｚｈｏｎｇｓ “区域”
ｒ ～ ｄ
ｒｋａｎ ～ ｄｋａｎ “上颚” ｒｇｕ ～ ｄｇｕ “众多，一切”
ｒｇｏｎｇｓ ｍｏ ～ ｄｇｏｎｇ ｍｏ “晚上” ｒｎｇａｄ ｍｏ ～ ｄｎｇａｎ ｐａ “恶咒”
ｒｂａ ～ ｄｂａ “波” ｒｍｕ ～ ｄｍｕ “藏族古氏族之一”
ｒｍｕ ｒｇｏｄ ～ ｄｍｕ ｒｇｏｄ “剽悍” ｒｍｕｎ ｐｏ ～ ｄｍｕｎ ｐｏ “愚人”
ｒｍｕｒ ～ ｄｍｕｒ ～ ｍｕｒ “含食” ｒｍｕｓ ～ ｄｍｕｓ “厌烦”
ｒ ～ ｇ
ｒｎｙａｎｇ ｍａ ～ ｇｎｙａｎｇ ｍａ “稀屎” ｒｔｕｎ ～ ｇｔｕｎ “杵”
ｒｔｏｌ ～ ｇｔｏｌ “弄穿，揭发” ｒｄａｎｇ ～ ｇｄａｎｇ “脚索，鸡架”



异　 形　 词 １７７　　

ｒｄｏｓ ～ ｇｄｏｓ ～ ｇｔｏｓ “体积” ｒｔｓａｎｇ ～ ｇｔｓａｎｇ “后藏（地名）
ｒｔｓａｎｇ ｐｏ ～ ｇｔｓａｎｇ ｐｏ “雅鲁藏布江，江” 　 　 　 ｒｄｚｉｎｇｓ ～ ｇｚｉｎｇｓ “筏子”
ｒｔｓｕｂ ｓｈｉｎｇ ～ ｇｔｓｕｂ ｓｈｉｎｇ “燧木” ｒｄｚｉ ｍａ ～ ｇｚｉ ｍａ ～ ｚｉ ｍａ “睫毛”
ｂ ～ ｇ
ｂｔｓａ ～ ｇｔｓａ “锈” ｇｕｎｇ ｂｓａｎｇ ～ ｇｕｎｇ ｇｓａｎｇ “假期”
ｂｓｉｌ ～ ｇｓｉｌ “洗，剃” ｂｓｕｒ ～ ｇｓｕｒ “焦烟”
ｂｓｅ ｂａ ～ ｇｓｅ ｂａ ～ ｓｅ ｂａ “野玫瑰” ｂｓｅｒ ～ ｇｓｅｒ （ｂｕ） ～ ｓｅｒ “凉风”
ｂｚｈｕｎ ｐｏ ～ ｇｚｈｕｎ ｐｏ “丰收” ｂｚｈｅｎ ～ ｇｚｈｅｎ “焚烧”
ｂｓｈａ ｔｓｈｅ ～ ｇｓｈａ ｔｓｈｅ “锡” ｂｓｈａｒ ｓｂｙａｎｇ ～ ｇｓｈａｒ ｓｂｙａｎｇ “练习”
ｂｓｈａｒ ｍａ ～ ｇｓｈａｒ ｍａ “藏文行书”
ｍ ～ ｖ
ｍｋｈａｎ ｐａ ～ ｖｋｈａｎ ｐａ “蒿” ｍｋｈａｒ ｂａ ～ ｖｋｈａｒ ｂａ “手杖”
ｍｋｈｕ ～ ｖｋｈｕ “仇恨” ｍｋｈｕｎ ～ ｖｋｈｕｎ “呻吟”
ｍｋｈｏｎ ～ ｖｋｈｏｎ “记恨” ｍｇｒｏｎ ｂｕ ～ ｖｇｒｏｎ ｂｕ “贝壳”
ｍｄｕｎ ｍａ ～ ｖｄｕｎ ｍａ “主意” ｍｄｏ ｌｉ ～ ｖｄｏ ｌｉ “轿”
ｍｄｏｎｇｓ ～ ｖｄｏｎｇｓ “胯间”
ｍｔｓｈａｎｇ ｒａ ～ ｖｔｓｈａｎｇ ｒａ ～ ｔｓｈａｎｇ ｒａ “尾骨”
ｍｔｓｈｅｒ ｐｏ ～ ｖｔｓｈｅｒ ｐｏ “腼腆” ｍｔｓｈｅｒ ｓａ ～ ｖｔｓｈｅｒ ｓａ “游牧地”
ｍ ～ ｌ
ｍｄａｎ ｐａ ～ ｌｄａｎ ｐａ ～ ｖｇｒａｍ ｐａ “颊”
ｍｄｏｎｇ ｍｏ ～ ｌｄｏｎｇ ｍｏ ～ ｄｏｎｇ ｍｏ “打酥油茶的桶”
ｍｄｏｎｇｓ ～ ｌｄｏｎｇ （ｓ） ～ ｌｏｎｇ （ｓ）“失明”
ｖ ～ ｌ
ｖｄａｇ ～ ｌｄａｇ “舔” ｖｄａｇ ｃｈａｌ ～ ｌｄａｇ ｃｈａｌ “洗涤剂”
ｖｄａｎｇ ～ ｌｄａｎｇ ～ ｖｄｅｎｇ ～ ｌｄｅｎｇ “（数量）足，够”
ｂｓｋｏｌ ｖｄａｎ ～ ｂｓｋｏｌ ｌｄａｎ “酒干酪糌粑粥” 　 　 　 ｖｄｕｒ ～ ｌｄｕｒ “烂熟”
ｖｄｅ ｇｕ ～ ｌｄｅ ｇｕ ～ ｌｄａ ｇｕ ～ ｖｄａｇ ｇｕ ～ ｌｄａｇ ｇｕ “面糊”
ｖｊａｎｇ ～ ｌｊａｎｇ “云南丽江古名” ｖｊａｒ ～ ｌｊａｒ “重负”
ｖｊｕ ｂａ ～ ｖｊｉ ｂａ ～ ｌｊｉ ｂａ “跳蚤”（乡城读／ ｎｕ ｗｏ ／，扎囊、曲松、隆子读

／ ｎｏ： ／）

３ 声母不同
ｇｕ ｄｏｇ “狭窄”（ｇｕ ｙａｎｇｓ “宽敞”） ～ ｋｕ ｄｏｇ “狭窄”（ｋｕ ｙａｎｇｓ “宽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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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 ｔｈａｌ ～ ｋｏ ｔｈａｌ “灶灰” ｋｏｇ ｔｓｅ ～ ｋｈｏｇ ｒｔｓｅ “网”
ｔｈｕｌ ～ ｄｕｌ “温顺”
ｔｈｏｒ ｔｏ ～ ｔｈｏｒ ｃｏｇ ～ ｓｐｙｉ ｔｏｒ ～ ｇｔｓｕｇ ｔｏｒ “顶髻”
ｌｄｅｎｇ ｋａ ～ ｌｔｅｎｇ （ｓ）ｋａ “泉，池” ｓｂａ ～ ｓｐａ “藤”
ｓｂａ ｖｂｒｕｍ ～ ｓｐａ ｖｂｒｕｍ “柏子仁” ｓｂａｍ ｒｄｚｕ ～ ｓｐａｍ ｒｄｚｕ “装模作样”
ｓｂａｒ ｍｏ ～ ｓｐａｒ ｍｏ “爪子” ｓｂｏｒ ～ ｓｐｏｒ “点燃”
ｂａｎｇ ～ ｐａｎｇ “怀；抱” ｂｕ ｇａ ～ ｐｈｕ ｇａ “小孔”
ｄｂｕｒ ～ ｒｎｕｒ ～ ｓｎｕｒ “研，磨” ｖｂｙｉｄ ～ ｖｐｈｙｉｄ “（衣食）足，度日”
ｓｂｏ ｄｋａｒ ～ ｂｏ ｒｄｏ ～ ｓｐｏ ｔｈｏ” ～ ｐｏ ｔｈｏ “土坷垃”
ｌｃｉ ～ ｌｊｉ “重” ｍｃｈｉｎｇ ～ ｍｊｉｎｇ “正中”
ｌｃｉｄ ～ ｌｊｉｄ “重量，重负” ｌｃｉｂｓ ～ ｌｊｉｂｓ “遮蔽物”
ｖｃｈｕｒ ～ ｖｊｕｒ “到达” ｌｃｏｎｇ ｍｏ ～ ｌｊｏｎｇ ｍｏ “蝌蚪”
ｃｈｏ ｌｏ ～ ｓｈｏ ｌｏ “骰子” ｒｊｅ ｓａ ～ ｚｈｅ ｓａ “尊敬，敬语”
ｃａｎｇ ～ （ｇ）ｓｈａｎｇ “单钹” ｌｃｕｎｇ ｋａ ～ ｓｋｙｕｎｇ ｋａ “红嘴鸦”
ｃｈａｇ ｐａ ～ ｐｈｙａｇ ｐａ “小捆儿”
ｃｈａｍ ｔｓｅ ～ ｃａｍ ｔｓｅ ～ ｐｈｙａｍ ｔｓｅ “大氅”
ｃｈａｓ ～ ｂｙａｄ ～ ｓｐｙａｄ ～ ｓｐｙｏｄ “器物”
ｖｃｈｕｇｖｃｈｕｇｓ ～ ｖｐｈｙｕｇｖｐｈｙｕｇｓ “出错”
ｃｈｏｄ ～ ｐｈｙｏｄ “效率；生效” ｍｃｈｏｒ ｐｏ ～ ｖｐｈｙｏｒ ｐｏ “阔气，华丽”
ｊａｇ ｐａ ～ ｂｙａｇ ｐａ “强盗” ｒｊａｎｇ ～ ｓｂｙａｎｇ “粮囤”
ｖｊｉｌ ｌｉ ～ ｖｊｕ ｌｕ ～ ｖｂｙｕ ｌｕ “（毛发）卷曲”
ｊｕｓ ～ ｂｙｕｓ “策略，计谋”
ｖｊｏｎｇ ～ ｖｂｙｏｎｇ “狼吞虎咽，猛喝” ｖｊｏｎ ｐｏ ～ ｖｂｙｏｎ ｐｏ “能干”
ｓｐｙｉ （ｇ）ｃｅｒ ～ ｓｐｙｉ ｃｈｅｒ ～ ｓｐｙｉ ｔｈｅｒ “秃顶”
ｂｌａ （ｂ）ｃｏｌ ～ ｂｌａ ｂｒｔｏｌ “冒失”
ｚｈｉｌ ～ ｂｙｉｌ “抹（泥） ｚｈｕｌ ～ ｂｙｕｌ “捋”
ｚｈｉ ｌｕ ～ ｂｙｉ ｌｕ “男孩，儿子”（ｂｙｉｓ ｐａ “儿童”）
ｌｃａｎｇ ｍａ “柳”：ｇｌａｎｇ ｍａ “高山柳”（Ｌａｈｕｌ方言“柳”：ｌａｍａ ～ａ ｍａ）
（错那门巴语“柳”：ｋｌＡ ｅ （麻玛话），ɑｍａ ｅ （文浪话））
ｌｃａｍ ～ ｋｈｙａｍ ～ （ｖ）ｐｈｙａｍ （普日格读／ ｐｈｙｅｍｓ ／）“椽子”
ｖｃｈｉｒ ～ ｖｔｓｈｉｒ “拧，挤” ｃｈｕｄ ～ ｔｓｈｕｄ “进入”
ｍｃｈｅｒ ｐａ ～ ｍｔｓｈｅｒ ｐａ “脾” ｍｃｈａｄ ｐａ ～ ｍｔｓｈｅｄ ｐａ “墓地”
ｍｃｈｏｇ ｍａ ～ ｍｔｓｈｏｇ ｍａ囟门 ｖｊｕｄ ～ ｖｄｚｕｄ “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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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ｊａｎｇ ～ ｒｄｚａｎｇ “箱子” ｇｚｈｕｎｇｓ ～ （ｂ）ｒｇｙｕｎｇｓ “脊髓”
ｒｔｓａ “粪便”（ｒｔｓａ ｖｇａｇｓ ｐａ “便秘”ｒｔｓａ ｓｇｏ “肛门”） ～ （ｓｌａｄ）ｔｓａ ～

（ｓｌａｄ）ｔｓｈａ ～ （ｓｌａｄ）ｓａ “粪便”
ｒｔｓａｎｇ ｂａ ～ ｇｓａｎｇ ｂａ “秘密” ｋｈａｒ ｒｔｓａｎｇ ～ ｋｈａ（ｒ）ｓａｎｇ “昨天”
ｂｓｔｓｕ ～ ｂｒｔｓｕ ～ ｂｓｕ “迎接” ｓｔｓｅｌ ～ ｒｔｓｅｌ ～ ｓｅｌ “清除”
ｔｓｈｉｂ （ｓ） ～ ｓｉｂ ～ ｓｕｂ “麻疹”
ｄｒｉ ｂｓｔｓｕｎｇ ～ ｄｒｉ ｂｒｔｓｕｎｇ ～ ｄｒｉ ｂｓｕｎｇ “气味”
?ａ （?ａ ｍｃｈｏｇ “耳朵”，?ａ ｌｃｏｇ “耳朵”，?ａ ｌｏｎｇ “耳环”） ～ ?ｅ （?ｅ

ｋｏｒ “女用耳环”） ～ ?ａｍ （?ａｍ ｍｃｈｏｇ “耳朵”，?ａｍ ｃｏｇ “耳朵”，
?ａｍ ｒａｌ “豁耳朵”，?ａｍ ｌｕｇ “耷拉的耳朵”） ～ ｒｎａ “耳朵”（ｒｎａ
ｍｃｈｏｇ “耳朵”，ｒｎａ ｃｏｇ “耳朵”，ｒｎａ ｌｏｎｇ “耳环”）

　 “耳朵”本是ｒｎａ，多音节的复合词是ｒｎａ ｍｃｈｏｇ ～ ｒｎａ ｌｃｏｇ。前缀ｒ演
变为喉塞音后鼻音声母脱落，原来的前缀成了声母，ｒｎａ ｍｃｈｏｇ变成
?ａ ｍｃｈｏｇ。在一些方言（如拉萨）已没有前一成分是ｍ的双辅音，
所以也有把第一音节?ａ写作?ａｍ的（不论怎么写，拉萨都读／ ?ａｍ
ｏ? ／）。ｍｃｈｏｇ和ｌｃｏｇ是语音演变造成的异体，ｌ脱落，书面上也有
写ｃｏｇ的。ｒｎａ可单用，?ａ和?ａｍ只用于多音词中。不明来历，其中
?ａ可能被误为前缀，尤其是在“耳环”一词中（ｌｏｎｇ是“环”）。

?ａ ｒａ ～ ｓｍａ ｒａ “上唇胡子”
?ａ ｍｏｏ ～ ｒｎｇａ ｍｏ ～ ｒｎｇａ ｍｏｎｇ ～ ｒｎｇａ ｂｏｎｇ “骆驼”
?ｉ ｋｈｕｎｇ ～ ｍｉｇ ｋｈｕｎｇ “小孔” ?ｅｎ ｃｈｕｎｇ ～ ｄｂｅｎ ｃｈｕｎｇ “小沙弥”
?ｕｒ ～ ｄｂｕｒ ～ ｓｎｕｒ “研磨”（?ｕｒ ｔｉ ～ ｄｂｕｒ ｔｉ “熨斗” 　 ?ｕｒ ｃｈａｇ ～ ｄｂｕｒ ｃｈａｇ

“磨光”）
?ｏｍ ｐｏ ～ ｄｂｏｎ ｐｏ “可饮酒结婚的喇嘛”
?ｏｒ ｐａ ～ ｄｂｏｒ ｐａ “房檐泄水的笕槽”
?ａ ｓｈｉｎｇ ～ ｇｙａ ｓｈｉｎｇ “门闩”
?ａ ｓｔｏｎｇ ～ ?ａｌ ｓｔｏｎｇ ～ ｇｙａｌ ｓｔｏｎｇ “哈欠”
?ｅｒ ｍａ ～ ｇｙｅｒ ｍａ ～ ｎｙｅｒ ｍａ “花椒”
?ａ ｙｕ ～ ｋｈａ ｙｕ ～ ｋｈｕ ｙｕ “无角牛羊”
?ａｒ ｇｏｎｇ ～ ｄｋａｒ ｇｏｎｇ “白石子”
?ｏｓ ｓｋｏ ～ ｓｋｏ ｓｋｏ ～ ｋｏｓ ｋｏ ～ ｋｏ ｓｋｏ ～ ｋｏ ｋｏ “下巴”
?ｉ（ｇ）ｋａ ～ ?ｉｇｓ ｐａ ～ ｓｋｙｉｇ（ｓ）ｐａ “（打）嗝”
?ｏｍ ｔｓｈｕｇｓ ～ ｒｋｏｍ ｔｓｈｕｇｓ “双手扶杖下巴置双手上的坐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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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 ｔｓｈｏｓ “核桃皮色”：ｓｔａｒ ｋｈａ “核桃”
?ｏ ｒｏｇ ～ ｐｈｏ ｒｏｇ “乌鸦” 　 ?ａ ｖｂｒｕｍ ～ ｓｐａ ｖｂｒｕｍ “栗子”
?ｏｎｇ ｓｈａ ～ ｖｐｈｏｎｇｓ ｓｈａ “屁股肉”
ｈａ ｐａ ～ ｋｈａ ｐａ “中间商” 　 　 　 　 　 ｈａｇｓ ～ ｋｈｅｇｓ “堵塞”
ｈａｎｇ ｖｇｒｏｓ ～ ｔｈａｎｇ ｖｇｒｏｓ “信步而行” ｈｏｂ ｔｅ ～ ｔｈｏｂ ｔｅ “忽然”
ｈａｍ （ｐａ） ～ ｇｌａｍ ～ ｒｌａｍ “霉” ｈａｍ ｋｈｙｅｒ ～ ｒｌａｍ ｋｈｙｅｒ “贪取”
ｖｄｏｄ ｈａｍ ～ ｖｄｏｄ ｒｎｇａｍ “贪婪”
ｈａｎｇ ～ ｄｎｇａｎｇ （ｓ） ～ ｓｎｇａｎｇ （ｓ） ～ ｒｎｇａｍ （ｓ） ～ ｓｎｇａｍ “气促”
ｖａ ｃｈａｄ ～ ｇａ ｃｈａｄ “疲劳” ｖｕ ｔｈｕｇ ～ ｇｕ ｔｈｕｇ ～ ｋｕ ｔｈｕｇ “计穷”
ｖａｎｇ ｋａ ～ ｎｇａｎｇ ｐａ “野鸭” ｖａｎ ｂｕ ～ ｎｇａｎ ｂｕ “在下，我们”
ｖａｍ ｇｔｓｉｇｓ ～ ｒｎｇａｍ ｇｔｓｉｇｓ ～ ?ａｍ ｇｔｓｉｇｓ （ｓｄｏｍ）“咬牙切#

”
ｖｏ ｃａｇ ～ ｎｇｏ ｃａｇ “我们” ｖｏｎｇ ｂａ ～ ?ｏｎｇ ｂａ “干牛粪”
ｖｏｒ ～ ｄｂｏｒ ～ ?ｏｒ “运输” ｖｏｒ ～ ｂｏｒ “遗失”
ｖｏｌ ｍｄｕｄ ～ ｌｋｏｌ ｍｄｕｄ ～ ?ｏｌ ｍｄｕｄ “喉结”
ｎｙｅｒ ～ ｎｇｅｒ “咆哮” ｎｙｅｌ ～ ｎｇａｌ “疲劳”
ｎｙａｇ ｍｏ ～ ｎａｇ ｍｏ “女人” ｓｎｙｉｌ ～ ｒｎｙｉｌ ～ ｒｎｉｌ “牙龈”
ｋｈａ ｂｒｎｙｏｇ ｐａ ～ ｋｈａ ｒｎｏｇｓ ｐａ “好吃（懒做）”
ｎｙｕｇ ～ ｍｙｕｇ “伸出” ｓｎｙｕｎｇ ～ ｓｍｙｕｎｇ “削减”
ｓｎｙｅｄ ～ ｒｍｅｄ “后

"

” ｓｎｙｏｇ ～ ｎｙｏｇ ～ ｓｍｙｏｇ （ｓ）“小孩”
ｓｎｙｕｇ ｍａ ～ ｓｍｙｕｇ ｍａ ～ ｓｍ （ｙ）ｉｇ ｍａ “竹子”
ｓｎｙｕｎｇｓ ～ ｓｍｙｕｎｇ “尖细”（ｓｍｙｕｎｇ ｂｕ ～ ｓｎｙｕｎｇ ｂｕ “锥子”）
ｒｎｙｏｎｇ ～ ｒｍｙｏｎｇ ～ ｓｍｙｏｎｇ “伸展”
ｎｙｕｌ ～ ｍｙｕｌ ～ ｂｙｕｌ “悄悄到处走动” ｎｕｒ ～ ｖｄｕｒ ～ ｌｄｕｒ “烂熟”
ｎｅｍ ～ ｌｄｅｍ ～ ｌｔｅｍ ～ ｌｈｅｍ “颤动” ｍｉ ～ ｍｙｉ “人”
ｍｉｎｇ ～ ｍｙｉｎｇ “名字” ｒｍｉ ～ ｒｍｙｉ “梦”
ｍｉｄ ～ ｍｙｉｄ “咽”（ｍｉｄ ｐａ ～ ｍｙｉｄ ｐａ “咽喉”）
ｍｉｎ ～ ｍｙｉｎ “不是” ｓｍｉｎ ｍａ ～ ｓｍｙｉｎ ｍａ “眉毛”
ｍｅ ～ ｍｙｅ “火” ｍｅｄ ～ ｍｙｅｄ “没有”
ｍｅｓ ～ ｍｙｅｓ “祖父” ｓｍｒｅｇ ｐａ ～ ｓｍｅｇ ｐａ ～ ｒｍｅｇ ｐａ“根本”
ｗａ ｖｐｈｙａｎｇ ～ ｌｂａ ｖｐｈｙａｎｇ “山羊” ｗａ ｌａ ～ ｖｏ ｌａ ～ ｖｏｌ ｂａ “鹰毛色”
ｙａ ｇｎｙａｇ ～ ｌａ ｎｙａｇ “山垭”
ｙａｓ ～ ｋｌａｓ “越出”（ｍｔｈａ ｙａｓ ｐａ ～ ｍｔｈａ ｋｌａｓ ｐａ “无边”）
ｇｙａｌ ～ ｇｌａｌ ～ ｋｌａｌ “打哈欠” ｙａｒ ～ ｖｋｈｙａｒ “失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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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ｏｍ ～ ｖｋｈｙｏｍ “晃荡” ｇｙｉ ～ ｄｂｙｉ “猞猁”
ｇｙｉｇｓ ～ ｄｂｙｉｇ “磨光” ｙｉｂｓ ～ ｄｂｙｉｂｓ “形状”
ｋｈｕ ｙｕｇ ～ ｋｈｕ ｂｙｕｇ “杜鹃” ｇｙｕｇ ～ ｄｂｙｕｇ “挥动”
ｇｙｅ ～ ｄｂｙｅ “旷野” ｇｙｅｎ ～ ｄｂｙｅｎ “离间”
ｇｙｏｌ ～ ｄｂｙｏｌ “避开” ｙｏｂ ～ ｖｏｂ “镫”
ｙｕ ｓｈａ ～ ｖｕ ｓｈａ “稀粥，肉汤”
ｙｕ ｂｕ ～ ｖｕ ｂｕ ～ ｙｕ ｃａｇ ～ ｖｕ ｃａｇ ～ ｙｕ ｂｕ ｃａｇ ～ ｖｕ ｂｕ ｃａｇ “我们”
ｙｕｄ ～ ｖｕｄ “片刻”（ｙｕｄ ｔｓａｍ ～ ｖｕｄ ｔｓａｍ “瞬间”）
ｙｏｇ ～ ｖｏｇ “下面” ｙｏｎｇ ～ ｖｏｎｇ “来”
ｙｏｇ （ｒｅｄ） ～ ｙｏｄ ～ ｖｏｄ “有，在”
ｙｕｇ ～ ｎｙｕｇ （ｎｙｕｇ） ～ ｍｙｕｇ “摆动”
ｙｕｎｇ （ｓ） 　 ｍａ ～ ｎｙｕｎｇ （ｓ） 　 ｍａ “蔓菁，圆根”
ｇｙｅｒ ｍａ ～ ｎｙｅｒ ｍａ “花椒”
ｒａ （ｂａ） ～ ｒｗａ （ｂａ） ～ ｇｒｗａ “场地，院子”
ｒｕｍ ～ ｇｒｕｍ （ｔｓｅ）“栽绒毯”（ｖｇｅｌ ｒｕｍ ～ ｖｇｅｌ ｇｒｕｍ “挂毯”）
ｒｕｂ ～ ｒｕｇ ～ ｓｇｒｕｇ “使聚拢” ｒｏｌ ～ ｄｒｏｌ “嬉戏”
ｒｅ ～ ｓｂｒｅ “粗牛毛织物” ｒｅｇｓ ～ ｖｄｒｅｇ ～ ｖｂｒｅｇ “裁，割，剪”
ｒａｇｓ ｂｓｄｕｓ ～ ｈｒａｇｓ ｂｓｄｕｓ “简略” ｒｉｂ ～ ｈｒｉｂ “瞬间”
ｒｅｎｇ （ｓ） ～ ｈｒｅｎｇ （ｓ）“变僵硬” ｒｉｄ ～ ｒｊｉｄ ～ ｒｊｕｄ ～ ｚｈｕｄ “瘦”
ｓｋ （ｙ）ｅ ｋａ ～ ｋｅ ｋａ ～ ｓｋｙａ ｇａ ～ ｒｋｙａ ｋａ ～ ｓｋｒａ　 ｋ （ｈ）ａ “喜鹊”
ｇｙａｍ ｐａ ～ ｇｒａｍ ｐａ “河滩” ｋｈｙｅ ～ ｋｈｅ “利润，利益”
ｋｈｙｅｍ ～ ｋｈｅｍ “铲子” ｓｇｙｏ ｂａ ～ ｓｇｒｏ ｂａ “皮口袋”
ｒｋｙｏｎｇ （ｔｓｅ） ～ （ｇｚｉｍ）ｋｙｏｎｇ ～ ｒｋｏｎｇ （ｂｕ） ～ ｋｏｎｇ （ｂｕ）“灯盏”
ｇｙｏｎｇ ～ ｋｙｏｎｇ “硬梆” ｂｙａｎｇ ｋｈｏｇ ～ ｂｒａｎｇ ｋｈｏｇ “胸膛”
ｄｂｒａｇ ～ ｄｐｒａｇ “间隙” ｖｄｒａｎｇ ～ ｖｇｒａｎｇ “饱”
ｖｂｒａｄ ～ ｖｄｒａｄ “啃” ｓｂｒａｂｓ ｐａ ～ ｓｐｒａｂｓ ｐａ “食物”
ｓｋｒａｓ （ｋａ） ～ ｓｋａｓ ～ ｓｋａｄ “梯” ｄｒｕ ｂｕ ～ ｇｒｕ ｂｕ “线团”
（ｖ）ｐｈｒｕ ～ ｋｈｒｕ “翻地” ｖｂｒｕ ～ ｖｄｒｕ “挖，刨”
ｋｒｕｎｇ ｋｒｕｎｇ ～ ｋｈｒｕｎｇ ｋｈｒｕｎｇ “鹤” ｖｂｒｕｄ ～ ｖｄｒｕｄ ～ ｖｇｒｕｄ “拖，蹭”
ｄｒｕｍ ～ ｇｒｕｍ “破碎” ｖｂｒｕｌ ～ ｖｄｒｕｌ “凋落”
ｄｒｕｓ ｍａ ～ ｇｒｕｓ ｍａ “去了壳的粮食”
ｂｒｕｓ ｍａ ～ ｄｒｕｓ ｍａ ～ ｇｒｕｓ ｍａ “四岁初次发情生犊的母牛”
ｂｒｅ ｋｈａ ～ ｇｒｅ ｋｈａ “（纸）张” ｖｄｒｅ ～ ｖｇｒｅ “打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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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ｏｇ ～ ｇｒｏｇ “意外之财” ｖｄｒｅｄ ～ ｖｇｒｅｄ “滑倒”
ｄｒｅｄ ｍａ ～ ｄｒｅｓ ｍａ ～ ｇｒｅｓ ｍａ “马兰草” ｓｂｒｅｂｓ ～ ｓｂｒｉｂｓ ～ ｓｐｒｉｂｓ “饥饿”
ｂｒｏ ｍａ ～ ｇｒｏ ｍａ “蕨麻” ｖｂｒｏｇ ～ ｖｄｒｏｇ “受惊”
ｓｐｒｉｓ ｍａ ～ ｓｒｉｓ ｍａ “浮膜” ｓｐｒｉｎｇ ～ ｓｒｉｎｇ “发送（信息）”
ｓｐｒｅ ｄａ ～ ｓｒｅ ｄａ “黑穗病” ｓｐｒｏ ～ ｓｒｏ “晒，烤”
ｓｂｒｅ ｍｏｎｇ ～ ｓｐｒｅ ｍｏｎｇ ～ ｓｒｅ ｍｏｎｇ “黄鼠狼”
ｓｐｒｏ ～ ｓｒｏ ～ ｓｐｏ “脾气，火气”
ｈｒｉｇ ～ ｓｒｕｂ （ｓ） ～ ｓｒｕｓ ～ ｓｒｕｇ ～ ｋｒｕｎｇｓ “（已可吃的）青谷穗”（ｋｒｕｂ ｔｈｕｇ

～ ｓｒｕｓ ｔｈｕｇ “青谷煮的粥”）
ｓｐｕ ｐｈｒｕｇ （ｓ） ～ ｓｐｕ ｈｒｕｇ “氆氇” ｓｏ ｓｒｕｂｓ ～ ｓｏ ｈｒｕｂｓ “牙缝”
ｇｌａ ｃｈｕ ～ ｚｌａ ｃｈｕ ～ ｒｄｚａ ｃｈｕ “澜沧江”
ｇｌａ ｂｏ ～ ｌｄａ ｇｕ “话” ｇｌａｇ ｐａ ～ ｌｔａｇ ｐａ “背面”
ｇｌａｄ ～ ｋｌａｄ “顶上”（ｇｌａｄ ｐａ ～ ｋｌａｄ ｐａ “脑子”）
ｇｌｏ ～ ｌｄｏ “侧面”（ｇｌｏ ｃｈａ ～ ｌｄｏ ｃｈａ “挂于腰侧的饰物”）
ｂｌａｓ ～ ｌａｓ “事业” ｇｌｕｄ ～ ｂｌｕｄ “赎命物”
ｋｌｏｎｇ （ｄｕ）ｇｙｕｒ （ｐａ） ～ ｒｌｏｎｇ （ｄｕ）ｇｙｕｒ （ｐａ）“通晓”
ｇｌｏｎｇ ～ ｋｌｏｎｇ “范围，深度广度” ｇｌｏｎ ～ ｋｌｏｎ “连缀，补”
ｌｄｏｇ ～ ｌｏｇ “返回，颠倒” ｌｄｏｂ ～ ｌｏｂ “学会，习惯”
ｌｈａｇ ～ ｋｌａｇｓ “超越” ｌｈａｇｓ ～ ｓｌａｇｓ “交给”
ｌｈｏｇ ～ ｇｌｏｇ “痈疽” ｌｈａｎ ～ ｌｔａｎ “连在一起”
ｌｈｕｂ“佩戴”（ｌｈｕｂ ｇｏｎ ｒｇｙａｇ ｐａ “披”）：ｋｌｕｂ “穿，披，佩戴，打扮”：

ｒｌｉｂｓ “穿，披”
ｌｈｕｎｇｌｈｕｎｇｓ ～ ｌｔｕｎｇｌｈｕｎｇ ～ ｌｔｕｎｇｌｔｕｎｇｓ “落下”

４ 元音不同
ａ ～ ｅ
ｓｋｅｇ ～ ｓｋａｇ “大难” ｇｅｇ ｐａ ～ ｇａｇ ｐａ “白喉”
ｖｋｈｅｌ ～ ｖｋｈａｌ “纺” ｎｙｅｇ ～ ｎｙａｇ “秤”
ｓｎｙｅｇ ～ ｓｎｙａｇ “追赶，随行”
ｓｔｅｎｇ ｇｃａｌ ～ ｓｔｅｎｇ ｚｈａｌ ～ ｓｔａｎｇｓ ｄｐｙａｌ “伉俪”
ｖｄｅｎｇ ～ ｖｄａｎｇ “思索” ｌｔｅｂ ～ ｌｔａｂ “折叠”
ｌｄｅｂ ～ ｌｄａｂ “折叠，使重叠” ｔｈｅｌ ～ ｔｈａｌ “到达”
ｓｎｅ ｋｈａ ～ ｓｎａ ｋｈａ “种类” ｓｐｒｅ ～ ｓｐｒａ ～ ｔｒａ “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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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ｂｅｌ ｐｏ ～ ｖｂａｌ ｐｏ “丰富” ｓｍｒｅｎｇ ～ ｓｍｒａｎｇ “说；话”
ｔｓｈｅｇ ～ ｔｓｈａｇ ～ ｔｓａｇ “爆裂声” ｔｓｈｅｒ ～ ｔｓｈａｒ “次，回”
ｇｙｅｍ ～ ｇｙａｂ “行淫” ｓｈｅ ｓｔａｇ ～ ｓｈａ ｓｔａｇ “全都”
ｓｈｅｒ ｐａ ～ ｓｈａｒ ｐａ “夏尔巴人” ｓｅｇ ｒｄａｒ ～ ｓａｇ ｒｄａｒ “锉刀”
ｈｅｂ ～ ｈａｂ “贪婪” ｐｈｏ ｈｒｅｎｇ （～ｈｒａｎｇ）ｂａ “单身汉”
ｕ ～ ｉ
ｌｃｕｇ ｍｏ ～ ｌｃｉｂｓ ｍｏ “顶针” ｌｃｕｇ ｌｃｕｇ ～ ｌｃｉｇ ｌｃｉｇ “轻拂，颤动”
ｖｐｈｕｒ ～ ｖｐｈｉｒ “飞” ｖｂｕｇ ～ ｖｂｉｇ “锥子”
ｓｂｕｄ ｐａ ～ ｓｂｉｄ ｐａ “（鼓风用的）皮风袋”
ｂｙｕ ｂａ ～ ｂｙｉ ｂａ “老鼠” ｄｂｙｕｇ ｐａ ～ ｄｂｙｉｇ ｐａ “棍棒”
ｚｈｕｍ ｂｕ ～ ｚｈｉｍ ｂｕ ～ ｚｈｉ ｍｉ “猫”
ｓｂｕｎ ｐａ ～ ｓｐｕｎ ｐａ “谷壳”：ｓｂｉｎ ｂｕ “去了粒儿的青稞穗儿”
（ｓ）ｐｕｓ ｍｏ ～ ｐｉｓ ｍｏ ～ ｐｉｇ ｍｏ “膝盖”（拉萨读／ ｐｅ ｍｏ ／，康定读／ ｐｕ

ｍｕ ／，普日格、巴尔蒂读／ ｐｕｋｓ ｍｏ ／，天峻、同德、贵南读／ ｗｋ
ｍｏ ／，泽库读／ ｋ ｍｏ ／。）

ａ ～ ｏ
ｓｂｕｇ ｃｈａｌ ～ ｓｂｕｇ ｃｈｏｌ “钹” 　 　 　 　 ｓｔａｎｇ ～ ｓｔｏｎｇ “帮助，使受益”
ｓｐａｍ ～ ｓｐｏｍ ～ ｓｐｏｎｇ “数量” ｖｂｙａｎｇ ～ ｖｂｙｏｎｇ “熟练，精通”
ｖｂｙｏｎｇ ～ ｖｂｙａｎｇ ～ ｖｊａｎｇ “泻” ｓｈａｂ ～ ｓｈｏｂ “谎言”
（ｗ）ａ ～ ｏ
ｓｈｗａ ～ ｓｈｏ “豁唇” ｂｓｈａ ～ ｓｈｗａ ～ ｓｈｏ “洪水”
（ｗ）ａ ～ ｕ
ｇｒｗａ ～ ｇｒｕ “角落” ｒｗａ ～ ｒｕ “兽角”
ｌ （ｄ）ａｓ ～ ｌ （ｄ）ｕｓ “遗落” ｓｎａｍ ～ ｓｎｕｍ “嗅”

５ 韵尾或后缀有无
ｇ
ｐｈｕｇ ～ ｐｈｕ “山谷最里部” ｐｈｕｇ ｒｏｎ ～ ｐｈｕ ｒｏｎ “鸽子”
ｎｇ
ｇａｎｇ ～ ｇａ “什么” ｇｔｅｎｇ ｍａ ～ ｇｔｅ ｍａ ～ ｇｔａ ｍａ “抵押品”
ｄ
ｓｋｅｄ ｒａｇｓ ～ ｓｋｅ ｒａｇｓ ～ ｓｋａ ｒａｇｓ “腰带”
ｓｂｒｅｄ ～ ｓｂｒｅ ～ ｄｂｒｅ “沙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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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ｓｇｕｒ ～ ｒｇｕｒ ～ ｄｇｕｒ ～ ｓｇｕ ～ ｄｇｕ “低（头），俯（身）”
ｂｏｒ ～ ｂｏ “洒，溢” ｙｏｒ ～ ｙｏ “偏，歪”
ｚｈａｒ ～ ｚｈａ “变残废” ｖｐｈｙａｒ ｋｈａ ～ ｖｐｈｙａ ｋｈａ “嘲笑”
ｙａｒ ｖｂｒｏｇ ｇｙｕ ｍｔｓｈｏ ～ ｙａ ｖｂｒｏｇ ｇｙｕ ｍｔｓｈｏ “羊卓雍湖”
ｌ
ｖｋｈｒｉｌ ｓｈｉｎｇ ～ ｖｋｈｒｉ ｓｈｉｎｇ “爬藤植物”
ｄｒｅｌ ～ ｄｒｅｕ ～ ｄｒｅ “骡”
ｓｌｅｌ ｐｏ ～ ｓｌｅ ｐｏ ～ ｔｓｅｌ ｐｏ ～ ｔｓｅ ｐｏ ～ ｓｅｌ ｐｏ ～ ｇｌｅ ｐｏ “背筐”
ｓ
ｓｋａｍｓ ｓｈａ ～ ｓｋａｍ ｓｈａ “牛肉” ｖｇａｎｇｓ ～ ｖｇａｎｇ “关键”
ｖｇｙｏｇｓ ～ ｖｇｙｏｇ “支柱” ｋｈｙｉｍ ｔｈａｂｓ ～ ｋｈｙｉｍ ｔｈａｂ “夫妻”
ｄｏｎｇｓ ｐａ ～ ｄｏｎｇ ｐａ “箭囊” ｓｂａｎｇｓ ～ ｓｂａｎｇ “骡马粪”
ｂａｂｓ ～ ｂａｂ “情况” ｍｉｇ ｍａｎｇｓ ～ ｍｉｇ ｍａｎｇ “棋”
ｓｍｕｇｓ ｐａ ～ ｓｍｕｇ ｐａ “雾” ｒｔｓａｂｓ ｍｏ ～ ｒｔｓａｂ ｍｏ “黄酒”
ｇｚｈｅｓ ｎｉｎｇ ～ ｇｚｈｅ ｎｉｎｇ “前年” ｚｈｏｇｓ ｍａ ～ ｚｈｏｇ ｍａ “刨花”
ｃｈａｎｇ ｓｉｎｇｓ ～ ｃｈａｎｇ ｓｉｎｇ ～ ｓｉｎｇ ｐｏ ～ ｓｉｎｇｓ ｐｏ “尾子酒”
ｎａｎｇｓ ～ ｎａｎｇ “早晨”（ｎａｎｇｓ ｐａ ～ ｎａｎｇ ｐａ “早晨，明晨，明天”）

６ 韵尾不同
ｂ ～ ｄ
ｒｎｙｉｂ ～ ｒｎｙｉｄ “蔫” ｒｅｂ ～ ｒｅｄ “蔫”
ｂ ～ ｇ
ｎｙａ ｓｋｙｏｂ ～ ｎｙａ ｓｋｙｏｇｓ “蚌” ｒｇｙａｂ ～ ｒｇｙａｇ “搞”
ｎｙｏｂ ～ ｎｙｏｇ “疲惫” ｌｄｅｂ ～ ｌｄｅｇ “颤动”
ｓｂｕｂｓ ～ ｓｂｕｇ （ｓ）“管儿，中空之物”（ｓｏｇ ｓｂｕｂｓ （～ ｓｂｕｇ）“麦管”）
ｓｂｕｂｓ ｍａ ～ ｐｈｕｂ ｍａ ～ ｐｈｕｇ ｍａ “外壳”
ｂｒｕｂ ～ ｂｒｕｇ “（水）暴涨” ｍｄｚｕｂ ｍｏ ～ ｍｄｚｕｇ ｇｕ “指头”
ｇｚｈａｂｓ ～ ｇｚｈａｇｓ ～ ｂｚｈａｇｓ “装饰，打扮”
ｚｏｂ ～ ｚｏｇ “虚伪”
ｇｙａｂ ｐａ ～ ｇｙａｇ ｐａ “（打场用的）推粮板”
ｒｕｂ ｒｕｂ ～ ｒｕｇ ｒｕｇ “聚拢” ｓｈｕｂ ｓｈｕｂ ～ ｓｈｕｇ ｓｈｕｇ “悄悄”
ｌａｓ ｓｈｏｂ ～ ｌａｓ ｓｈｏｇｓ “效率” ｈｒｏｂ ｈｒｏｂ ～ ｈｒｏｇ ｈｒｏｇ “粗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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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 ｎｇ
ｍｄｚｏ ｓｇａｍ ～ ｍｄｚｏ ｓｇａｎｇ “左贡（县）”
ｇｎｙｏｍ ｃｈｕｎｇ ～ ｇｎｙｏｎｇ ｃｈｕｎｇ “弱小”
ｓｐａｍ ～ ｓｐａｎｇｓ ～ ｄｐａｎｇｓ “高度”
ｂａｍ ～ ｂａｎｇｓ “墓” ｓｈｕｍ ～ ｓｈｕｎｇ “哭”
ｎ ～ ｎｇ
ｃｈｕｎ ｍａ ～ ｃｈｕｎｇ ｍａ “小老婆” ｎｙｉｎ ｓｈａ ～ ｎｙｉｎｇ ｓｈａ “当日鲜肉”
ｓｎｙｕｎ ～ ｓｎｙｕｎｇ “生病；疾病” ｓｋｙｉ ｂｕｎ ～ ｓｋｙｉ ｂｕｎｇ （ｓ）“吓呆”
ｂｙｉｎ ｐｏ ～ ｂｙｉｎｇｓ ｐｏ “全部”
ｌｏｎ ～ ｌｏｎｇ “（数量）足够，达到（一定水平）”
ｂｒｌａｎ ｐｏ ～ ｂｒｌａｎｇ ｐｏ “粗暴” ｃａ ｓｕｎ ｐｏ ～ ｃａ ｚｉｎｇ ｐｏ “麻烦”
ｇ ～ ｎｇ
ｍｃｈａｎ ｋｈｕｇ ～ ｍｃｈａｎ ｋｈｕｎｇ “腋” ｓｇｙｉｄ ｋｈｕｇ ～ ｓｇｙｉｄ ｋｈｕｎｇ “膝窝”
ｇｏｇ ～ ｇｏｎｇ “爬” ｓｒｅ ｍｏｇ ～ ｓｒｅ ｍｏｎｇ “黄鼠狼”
ｂｙａ ｇｚｕｇｓ ｍｏ ～ ｂｙａ ｇｚｕｎｇｓ ｍｏ “刺猬”
?ｏｇ ｒｉｌ ～ ?ｏｎｇ ｒｉｌ “驴马粪”
ｄ ～ ｎ
ｒｇａｄ ｐｏ ～ ｒｇａｎ ｐｏ “老汉” ｃｈｅｄ ｐｏ ～ ｃｈｅｎ ｐｏ “大”
ｓｂｏｄ ～ ｐｈｏｄ ～ ｐｈｏｎ “缨子” ｂｔｓａｄ ｐｏ ～ ｂｔｓａｎ ｐｏ “赞普”
ｋｈｒｉ ｍａ ｌｏｄ ～ ｋｈｒｉ ｍｏ ｌａｎ “藏族史上一有名王后”
ｓｌａｄ ～ ｓｌａｎ “以后”
ｂ ～ ｍ
ｋｈａ ｓｇｒｏｂ ～ ｋｈａ ｓｇｒｏｍ “大话” ｓｎｇａｂ ～ ｒｎｇａｂ ～ ｒｎｇａｍ “贪图”
ｓｎｇａｂｓ ～ ｒｎｇａｍ （ｓ）“发威” ｔｈｅｂ ～ ｔｈｅｍ “满”
ｖｊｉｂ （＜ ｖｊｉ ｂａ）ｇｏｎｇ ～ ｖｊｉｍ ｇｏｎｇ “泥团”
ｓｂａｍ ｃｈａ ～ ｓｂａｂ ｃｈａ ～ ｓｂａｇ ｃｈａ ～ ｂａｇ ｃｈａ “捆儿，把，包”
ｙｏｂ ｙｏｂ ～ ｙｏｍ ｙｏｍ “晃荡” ｓｉｂ ｓｉｂ ～ ｓｉｍ ｓｉｍ “稀疏的”
ｒｌａｍ ～ ｇｌａｍ ～ ｋｌａｍ ～ ｋｌａｂ ～ ｋｌａｇ “厚毪子”
ｌｈｅｂ （ｓ）ｌｈｅｂ （ｓ） ～ ｌｈｅｍ ｌｈｅｍ “颤动”
ｌ ～ ｎ
ｒａｌ ｇａ ～ ｙａｌ ｋａ ～ ｙａｎ ｋａ “枝” ｒｇｙａｌ ～ ｒｇｙａｎ “赌注”
ｌ ～ ｒ
ｍｇｕｌ （ｐａ） ～ ｍｇｕｒ （ｐａ）“颈” ｄｂｏｌ ｐａ ～ ｄｂｏｒ ｐａ “笕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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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ｌ ｔｈｕｇ ～ ｍｕｒ ｍｄｚｏｋ “拳” （ｇ）ｙｅｌ ～ ｇｙｅｒ “懒”
ｒ ～ ｇ
ｓｐｏｒ ～ ｓｐｏｇ ～ ｓｐｏ “搬迁” ｇｚｉ ｌｏｒ ～ ｇｚｉ ｌｏｇ “斜眼”
ｚｕｒ （ｍｏ） ～ ｚｕｇ “病痛”
　 这一类是ｒ ＞ ｇ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因词太少，我们还不清楚。方
言中也有几个类似的例子：ｐｉｎｇ ｋｙｕｒ ｍａ “鹞鹰”拉萨读／ ｐｉ ｃｕ?
ｍａ ／；ｍｕｒ ｍｄｚｏｇ “拳”拉萨有／ ｍｕｒ ｔｓｏ? ／、 ／ ｍｕｋ ｔｓｏ? ／两种读法；
ｖｄｚａｇ “滴漏”同仁读／ ｎｄｚａｒ ／；ｚｕｒ ｍｏ、ｚｕｇ都是“病痛”，桑噶尔读
／ ｚｕｒ ｍｏ ／，敬语形式ｓｎｙｕｎｇ ｚｕｇ读／ ｕ ｚｕｋ ／；ｇｓｈａｇｓ “劈”道孚读
／ ｘａｒ ／；ｋｈｕ ｔｓｈｕｒ “拳”改则读／ ｋｈ ｔｓｈｒ ／，夏河、红原读／ ｋｈ
ｔｓｈｒ ／，天峻读／ ｋｈ ｓｒ ／，同仁、循化读／ ｋｈ ｔｓｋ ／，所以在华侃、龙
博甲《安多藏语口语词典》里这个词也写做ｋｈｕ ｔｓｈｕｇ。另外，ｒｍｕｒ
“咬，含食”和ｍｕｇ “咬，叮”可能同源；ｚｈｕｇｓ “火” （ｈ．）与
ｂｚｈｕｒ “融化，溶化”也有可能同源。杨将领在《藏缅语使动范畴的
分析形式》中还提到，独龙语的 “让”与藏语的ｖｊｕｇ （他转写
为ｕｇ）“使”可能同源。

为了不造成方言之间书面交流的困难，文人们注意避免方言语音变化的
影响，尽量使用原有的拼写形式。但是语言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方言的影
响是难以避免的，在书面上逐渐出现了一批异形词。新的形式大部分已为各
方言的人所接受，与旧的形式平起平坐，被各方言的人广泛使用。也有一小
部分词，新的拼写形式只反映了少数方言的现实，还没有被广泛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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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词 　 法

由一个词根如何构成一族不同的词？其中有些什么样的规律？下面我们
就在构词法中讨论这些问题。藏语构词法有单音节构词法和多音节构词法，
二者差别很大，下面分别进行介绍。

单音节词构词法

１ 根词
ｋｈａ “口” 　 　 　 ｋｈａｂ “针” 　 　 　 ｋｈｏ “他” 　 　 　 ｋｈｙｉ “狗”
ｋｈｙｕ “群” ｇｕｒ “帐篷” ｇｏ “听见” ｇｒｉ “刀”
ｎｇａ “我” ｎｇｕ “哭” ｃｈｕ “水” ｎｙａ “鱼”
ｎｙａｎ “听” ｎｙｕｎｇ “少” ｔｈｏｓ “听见” ｄａｎｇ “和”
ｄｅ “那” ｎａ “生病” ｎｕｂ “西” ｎｕｓ “能”
ｐｈｙａｇ “手” ｂａｌ “羊毛” ｍｉ “人” ｍｅ “火”
ｔｓｈａ “热” ｚｈｏ “酸奶” ｚａ “吃” ｚｅｒ “说”
ｖｏｄ “光” ｙｏｎｇ “来” ｙｏｄ “有” ｙｏｂ “马镫”
ｒａ “山羊” ｒｅｄ “是” ｌａｍ “路” ｌｕｇ “绵羊”
ｓｈａ “肉” ｓｈａｒ “东” ｓｈｉｎｇ “树” ｓａ “土”
ｓａｄ “霜” ｓｕ “谁”

２ 加辅音词缀
１）加前缀
ｇ
ｃｉｇ “某一”：ｇｃｉｇ “一；相同” ｃｈｕｎｇ “小”：ｇｃｕｎｇ “弟，妹”
ｃｈｅ “大”：ｇｃｅ “珍爱” ｔｈａｄ “方面”：ｇｔａｄ “面向”
ｄｕｇ “毒”：ｇｄｕｇ “恶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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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ｍ “天，夜，何时”：ｇｎａｍ “天，雨”
ｇｚｈｉ “根基”：ｇｚｈｉｓ “家乡，产业”
ｚｈｏｌ “下面”：ｇｚｈｏｌ “下（车、马）”
ｙｅｎｇ “（心）浮”：ｇｙｅｎｇ “飘浮，（心）浮”
ｙｏｇ “下面”：ｇｙｏｇ “奴仆”
ｙｏｌ （ｂａ）“帘子”：ｇｙｏｌ “遮住”
ｄ
ｎｇｏ “面孔”：ｄｎｇｏ “刃”
ｐｈｕｎｇ “聚集成堆”：ｄｐｕｎｇ “队，队伍”
ｐｈｙｉ “晚，后来”：ｄｐｙｉ “胯骨”
ｂ
ｋｈａ “嘴，话”：ｂｋａ “话，命令”（ｈ．）
ｋｈｒａ ｋｈｒａ “彩色的”：ｂｋｒａ “放光彩”
ｇｏ “铠甲”：ｂｇｏ “穿” ｔｈｕｒ ｍａ “筷子”：ｂｔｕｒ “挟”
ｚｅｄ “承接”：ｂｚｅｄ “容器” ｌａｓ “做”：ｂｌａｓ “事业”
ｚｈｏ “奶，酸奶”：ｂｚｈｏ “挤（奶）” ｒｏ “滋味”：ｂｒｏ “尝”
ｃｈｕｄ “进入，容纳”：ｂｃｕｄ “容器所容之物”
ｓｈｅｓ “知道，认识”：ｂｓｈｅｓ “益友”（ｄｇｅ ｂｓｈｅｓ “善知识，格西”）
ｍ
ｎｇａ “我”：ｍｎｇａ “权；有，存在”
ｎｇａｇ “话语”：ｍｎｇａｇ “嘱托，派遣”
ｃｈｅ “大”：ｍｃｈｅ （ｂａ）“犬齿”
ｄｏ “对手，二”：ｍｄｏ “两河或两路交汇处”
ｚｈａｌ “脸”：ｍｊａｌ “拜见”
ｖ
ｋｈｒｉｍｓ “法律”：ｖｋｈｒｉｍｓ “惧怕” ｇｏｍ “步子”：ｖｇｏｍ “跨越”
ｇｒｉｂ “山阴”：ｖｇｒｉｂ “遮蔽” ｇｒｏｇｓ “朋友”：ｖｇｒｏｇｓ “结交”
ｃｈｕ “水”：ｖｃｈｕ “舀” ｚｈｏｌ “下方”：ｖｊｏｌ “下垂”
ｄｕｍ “段”：ｖｄｕｍ “缩短” ｔｓｈｏｎｇ “商业”：ｖｔｓｈｏｎｇ “卖”
ｔｈｉｇｓ “滴”（ｎ．）：ｖｔｈｉｇｖｔｈｉｇｓ “滴下”
ｒ
ｎｇｕｒ “哼哼”：ｒｎｇｕｒ “打鼾” ｂａｂ “降下，下来”：ｒｂａｂ “陡坡”
ｍｕｎ “暗”：ｒｍｕｎ “愚昧” ｔｓｈｏｍ （ｂｕ）“丛”：ｒｔｓｏｍ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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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ｋｈｙｅ （ｂｏ）“小孩”：ｓｋｙｅ “出生” 　 ｎｇａｇ “话语”：ｓｎｇａｇ “赞扬”
ｄｅｂ “本，册”：ｓｄｅｂ “成批，一起”　 ｄｏ “对手”：ｓｄｏ “拚（命）”
ｔｈｏｄ “额，上边”：ｓｔｏｄ “上半身，上部；赞扬，往上飞”
ｎｏｄ “承接”：ｓｎｏｄ “容器” 　 ｐｈｙｉ “晚，后来”：ｓｐｙｉ “屁股”
ｐｈｒａ “镶嵌物”：ｓｐｒａ “镶嵌”
２）加后缀
ｇ
ｂｋｒａ “放光彩”：ｂｋｒａｇ “光泽”
ｖｋｈｒｉ “缠绕，贪恋”：ｖｋｈｒｉｇ “交媾”
ｓｇｒａ “声音，发声”：ｇｒａｇ “出声”，ｇｒａｇｓ “流传”，ｓｇｒｏｇ “宣布”
ｒｇｙｕ “行走，流动”：ｒｇｙｕｇ “跑，流动，驱策”
ｇｎｙａ “后颈”：ｇｎｙａｇ （ｓ）“山凹处”
ｄｕ “烟”：ｇｄｕｇ （～ｂｄｕｇ）ｂｄｕｇｂｄｕｇｓｔｈｕｇｓ （～ｂｄｕｇｓ）“使生烟，用烟熏”
ｎｇ
ｋｈｏ “他”：ｋｈｏｎｇ “他”（ｈ．）
ｓｍｅ “痛苦”：ｓｍｅｎｇ “呻吟，叫苦”
ｄ
ｒｇｙｕ “行走，流动”：ｒｇｙｕｄ “传统，地带”
ｌｃｉ “重”：ｌｃｉｄ “重量，重负” ｒｊｅ “主人”：ｒｊｅｄ “尊敬”
ｌｔａ “看”：ｌｔａｄ （ｍｏ）“热闹，演出”
ｄｒｏ “变暖”：ｄｒｏｄ “温暖，温度” ｎａ “生病”：ｎａｄ “病”
ｂｒｏ “舞蹈”（ｎ．）：ｂｒｏｄ “歌舞”（ｖ．）
ｂｌｕ “赎”：ｂｌｕｄ “赎命物” ｌｕ “咳”：ｌｕｄ “痰”
ｓｈｉ “死”：ｓｈｉｄ “超度”
ｎ
ｓｋｙｉ “借”：ｓｋｙｉｎ “偿还” ｒｇａ “老”：ｒｇａｎ “老师”
ｇｏ “铠甲”：ｇｏｎ “穿” ｓｎｇａ “早”：ｓｎｇａｎ “先”
ｓｎｇｏ “青草”：ｓｎｇｏｎ “蓝色”
ｐｈｒａ “镶嵌物，细”：ｐｈｒａｎ “鄙人”
ｂｌｏ “主意”：ｂｌｏｎ “出主意；臣” ｒｍａ “疮”：ｒｍａｎ “生疮”
ｒｄｚｕ “虚假，弄虚作假”：ｒｄｚｕｎ “谎言”
ｚｈｅ “感情”：ｚｈｅｎ “贪恋”（ｖ．） ｂｚｈｏ “挤（奶）”：ｂｚｈｏｎ “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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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ａ “吃”：ｚａｎ “食物，糌粑团” ｇｙｏ “狡猾”：ｇｙｏｎ “歪，左”
ｓｒｉ “厉鬼”：ｓｒｉｎ （ｐｏ）“罗刹”
ｒ
ｓｎｇａ “早”：ｓｎｇａｒ “以前” ｄｏ “对手，二”：ｄｏｒ “对，双”
ｓｐｙｉ “总，共”：ｓｐｙｉｒ “通常，一般”
ｖｂｙｅ “分开”：ｖｂｙｅｒ “逃散” ｇｙｏ “狡猾”：ｇｙｏｒ “花招”
ｓ
ｓｋｕｇ “赌博”：ｓｋｕｇｓ “赌注”
ｓｋｕｎｇ “藏匿”：ｓｋｕｎｇｓ “藏匿之处”
ｍｋｈｏ “需要”（ｖ．）：ｍｋｈｏｓ “需要”（ｎ．）
ｄｋｙｕ “驱驰”：ｄｋｙｕｓ “长度，（纺织的）经线”
ｒｇｙｕ “行走，流动”：ｒｇｙｕｓ “熟悉”
ｓｇｒｏ “商议”：ｓｇｒｏｓ “嘴唇” ｎｇｏ “面孔”：ｎｇｏｓ “表面”
ｌｔａ “看”：ｌｔａｓ “预兆”
ｒｔａｇ “经久，不变”：ｒｔａｇｓ “标志，符号”
ｓｔｅｇ “使向上支起”：ｓｔｅｇｓ “支撑物”
ｓｄｏｍ “捆”：ｓｄｏｍｓ “捆儿” ｓｎａｇ “墨汁”：ｓｎａｇｓ “弄脏”
ｖｂｙｅ “分开”：ｖｂｙｅｓ “分清” ｒｔｓｅｇ “摞”：ｒｔｓｅｇｓ “（楼）层”
ｇｔｓｏ （ｂｏ）“首脑”：ｇｔｓｏｓ “为主”
ｒｄｚｕ “虚假，弄虚作假”：ｒｄｚｕｓ （ｍａ）“假货”
ｚａ “吃”：ｚａｓ “食物” ｚａｂ “深”：ｚａｂｓ “深度”
ｂｓｈａ “宰割”：ｂｓｈａｓ （ｐａ）“屠夫”
３）加前后缀
ｋｈａ “嘴，话”：ｓｋａｄ “话，语言，声音”
ｋｈｙｅ “利润”：ｓｋｙｅｄ “利息”
ｒｇｙｕ “行走，流动”：ｂｒｇｙｕｄ “经过，通过”
ｎｇａｇ “话语”：ｓｎｇａｇｓ “咒语”
ｎｇｏ “面孔”：ｍｎｇｏｎ “当面；显露”，ｄｎｇｏｓ “当面，公开”
ｃｈｅ “大”：ｇｃｅｎ “兄，姐” ｎｙｏ “买”：ｇｎｙｏｄ “价值”
ｔｈｅｇ “载起，举住”：ｓｔｅｇｓ “台，架，支撑物”
ｎａ “生病”：ｓｎａｄ “使受伤”
ｐｈｙｉ “晚，后来”：ｄｐｙｉｓ “最后” ｐｈｕ “气”：ｓｐｕｒ “吹”
ｐｈｕ （ｂｏ）“兄”：ｓｐｕｎ “同胞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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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ｙｅ “分开”：ｄｂｙｅｎ “离间”，ｄｂｙｅｓ “间隔”
ｍａｎｇ “增多”：ｄｍａｎｇｓ “民众” ｔｓａｍ “只，仅仅”：ｍｔｓｈａｍｓ “界限”
ｓｈｉ “死”：ｇｓｈｉｎ “亡人”
添加词缀可以说是藏语单音节构词法中使用最多的一种手段。

３ 内部屈折
１）声母交替
ｋｈａｌ “驮子”：ｇａｌ “（任务）落到，承担”
ｋｈｕｇ “弯（ｎ．）”：ｇｕｇ “弯曲（ｖ．）”
ｓｋｕｌ “指使，鼓动”：ｓｇｕｌ “撼动，感动”
ｖｋｈｕｌ “听使唤”：ｖｇｕｌ “动” ｖｋｈｏｒ “转，环绕”：ｖｇｏｒ “耽搁”
ｒｋｙｏｎｇ “伸展”：ｒｇｙｏｎｇ “撑开，绷开”
ｋｈｒｕ “肘长（长度单位）”：ｇｒｕ （ｍｏ）“肘”
ｔｈｉｍ “渗入”：ｄｉｍ “陷入，下沉” ｖｔｈｕ “凑（份子）”ｖｄｕ “会聚”
ｓｔｏｎｇ “帮助”：ｓｄｏｎｇ “交友” ｖｐｈｅｌ “增多”：ｖｂｅｌ “多”
ｖｐｈｒｕｌ “变幻”：ｖｋｈｒｕｌ “误为”
ｋｈｒｅｂ （ｖｔｓｈｏｎｇ ｂａ）“耍赖”：ｄｒｅｂ （ｖｔｓｈｏｎｇ ｂａ）“耍赖”
ｖｋｈｙｉｌ “汇聚，盘曲，旋转”：ｖｋｈｒｉｌ “盘绕”：ｖｇｒｉｌ “成卷，团拢”
ｃｈａｄ “断”：ｓｈａｄ “（藏文）分句号”
ｃｈｕｍ “畏缩”：ｚｈｕｍ “畏缩”：ｓｈｕｍ “战栗”
ｓｈｉ “死”：ｚｈｉ “平息，安息” ｓｈｏｎｇ “容纳”：ｚｈｏｎｇ “洼地”
ｔｓｈａｄ “标准，水平”：ｓａｄ “试” ｖｔｓｈｉｒ “榨”：ｖｄｚｉｒ “浸出”
ｓｉｍ “渗入”：ｔｈｉｍ “渗入” ｈｒｕｇ ｈｒｕｇ “碎的”：ｇｒｕｇ “破碎”
ｌｈｏｇ “返回”：ｌ （ｄ）ｏｇ “返回”
ｖｄｏｍ “聚集”：ｖｄｚｏｍ “聚集”：ｔｓｈｏｍｓ “会堂”
２）元音交替。从我们已掌握的材料看，主要是ａ：ｅ和ａ：ｏ交替。
ｋｈａｌ “驮子”：ｋｈｅｌ “承载”
ｔｈａｍ （ｐａ）“整（数）”：ｔｈｅｍ “满，足数”
ｙａｎｇ “轻”：ｙｅｎｇ “（心）浮”
ｓｂｒａ “牛毛帐篷”：ｓｂｒｅ “粗牛毛织物”
ｓｋａｍ “枯奶母畜；陆地；变干”：ｓｋｏｍ “饮料；渴”
ｃｈａｄ “断”：ｃｈｏｄ “断，决定”
ｎａｇ “黑”：ｎｏｇ “变脏，出现黑垢”



１９４　　 藏语词族研究

ｓｎａｌ （ｍａ）“经纬线”：ｓｎｏｌ “交叉”
ｐｈａ “父”：ｐｈｏ “男性，雄，阳”
ｍａ “母”：ｍｏ “女性，雌，阴”
ｔｓｈａｄ “量”：ｔｓｈｏｄ “大约的量”
ｍｔｓｈａｎ “名字，标志”：ｍｔｓｈｏｎ “标志，表明”
ｒｄｚａｂ “烂泥浆”：ｒｄｚｏｂ “肮脏”
ｌａｎｇ “站起”：ｌｏｎｇ （ｓ）“竖起”：ｌｈｏｎｇ “被立起”
ｓｒａｎｇ “秤”：ｓｒｏｎｇ “弄直” 　 　 ｋｈｙｏｄ “你”：ｋｈｙｅｄ “您”
ｄｅ （ｒｉｎｇ）“今天”：ｄａ （ｒｉ）“今天”：ｄｏ （ｔｓｉｇｓ）“今年”

３）韵尾交替
ｇ：ｎｇ
ｖｇａｇ “狭处，峡”：ｖｇａｎｇ （ｓ）“关键”
ｓｔｅｇ “使向上支起”：ｓｔｅｎｇ “上面”
ｖｐｈａｇ “腾起”：ｖｐｈａｎｇ “高度”
ｖｂｒｏｇ “荒原，牧区”：ｖｂｒｏｎｇ “野牦牛”
ｄ：ｎ
ｖｋｈｙｕｄ “搂抱，交媾”：ｖｋｈｙｕｎ ｐａ （ｍｏ）“情夫（妇）”
ｃｈｏｄ “断”：ｃｈｏｎ “衣服贴边” ｄａｄ “信奉”：ｄａｎ “信约”
ｔｓｈａｄ “量，标准”：ｔｓｈａｎ “分量，度量”
ｓｈａｄ “（藏文）分句号”：ｓｈａｎ “（衣服的）镶边”
ｄ：ｓ
ｖｇａｄ “炸”：ｖｇａｓ “劈”
ｋｈｅｄ “猜，猜中”：ｋｈｅｓ “射中”
ｓｈｅｄ “智力”：ｓｈｅｓ “知道，认识，会”
ｓｒｏｄ “晚上”：ｓｒｏｓ “天黑”（ｖ．）
ｎ：ｓ
ｂｋｒｅｎ ｐｏ “饥饿，吝啬”：ｂｋｒｅｓ “饿”
４）声母、元音交替
ｇａｎｇ “满”：ｋｈｅｎｇ “满，自满” ｇａｂ “藏”：ｋｈｅｂ “被遮住”
ｖｋｈｙｏｎｇ “延续”：ｖｇｙａｎｇ “延迟” ｇｒａｍ “散开”：ｋｈｒｏｍ “街市”
ｌｄａｎｇ “（数量）足够”：ｌｏｎｇ “（数量）足够，达到（一定水平）”
ｂａｂ “降下，下来”：ｐｈｅｂ “来，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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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内部屈折加词缀
１）声母交替加前缀
ｋｈｅｒ “单独”：ｓｇｅｒ “个人” ｇｏ “地位”：ｓｋｏ “任命”
ｄａｍ “紧”：ｖｔｈａｍ “紧握，禁闭”
ｐｈａｎ “有益于”：ｓｍａｎ “有益于；药”
ｐｈｕｇｓ “最里面”：ｓｂｕｇｓ “最里面”
ｔｓａｒ “下滴状”：ｖｄｚａｒ “滴” ｔｓｈａｒ ｂｕ “�子”：ｖｄｚａｒ ｂｕ “�子”
ｔｓｈａｒ “行列”：ｓｔａｒ “行列”，ｇｓａｒ “排列”
ｖｔｓｈｕｂ “堵塞”：ｚｕｂ “堵塞” ｔｓｈｏｍ （ｂｕ）“丛”：ｖｄｚｏｍ “相聚”
ｔｈａｌ “过分”：ｖｄａｌ “洇”，ｇｄａｌ “蔓延”，ｒｄａｌ “摊开”
ｔｏｇ “（帽子、旗杆等顶上的）圆疙瘩”：ｌｃｏｇ “突起物”
ｔｓｈｅｒ （ｍａ）“刺儿”：ｍｄｚｅｒ （ｐａ）“（木上、肉中的）瘤，钉子”，ｖｄｚｅｒ

“钉入”，ｇｚｅｒ “钉入，别上”，ｇｚｅｒ “刺疼”
２）声母交替分别加不同前缀
ｖｋｈｏｒ “自转”：ｓｇｏｒ “使耽搁；使牲口转圈踩场”
ｓｇａｒ “帐房，营地”：ｍｋｈａｒ “城堡” ｓｇａｌ “后背”：ｍｋｈａｌ （ｍａ）“肾”
ｇｔａｎ “闩上”：ｖｄａｎ “闩上” ｖｐｈｒａｇ “间隙”：ｄｂｒａｇ “间隙”
ｒｄｕｌ “粉，尘”：ｖｔｈｕｌ “（粉尘）飞扬”
ｖｔｓｈａｎｇ “钻进”：ｒｄｚａｎｇ “箱子”
ｖｔｓｈｅｒ “放光，照耀”：ｇｚｅｒ “光线”
３）声母交替加后缀
ｔｈａｎｇ “晴”：ｄｗａｎｇｓ “晴，变清” ｌｄａｇ “舔”：ｌｊａｇｓ “舌”
ｓｄｏｇ “安排妥当”：ｒｄｚｏｇｓ “圆满”
ｂｙｅ “分开”：ｐｈｙｅｄ “一分为二
ｐｈｒａ “镶嵌物，细”：ｂｒａｎ “奴，细小”
ｇｓｈｏｇ （ｐａ）“翅膀”：ｇｚｈｏｇｓ “侧面”
４）声母交替加前后缀
ｃｈａｇ “破碎，回落”：ｖｊａｇｓ “消退”
ｍａｎｇ “增多”：ｖｂａｎｇｓ “属民”
５）元音交替加前缀
ｄａｍ “紧”：ｓｄｅｍ “捆，束”，ｓｄｏｍ “使集在一起”
ｎａｌ “私通，同姓通婚，同姓通婚的夫妻”：ｍｎｏｌ “不贞，玷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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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元音交替加后缀
ｎｇａ “我”：ｎｇｅｄ “我，我们”
ｓｎｇａ “早”：ｓｎｇｏｎ “先”，ｓｎｇｕｎ “先”
ｌｔａ “看”：ｌｔｏｓ “顾及；侍从” ｄｐｅ “书”：ｄｐａｒ “印版；印刷”
ｙａ “上”：ｙｅｒ “上举”
７）元音交替加前后缀
ｓｈａ “肉”：ｂｓｈｏｒ “狩猎”
ｂａｍ （ｐｏ）“把，束，卷”：ｓｂｏｍｓ “周长”

５ 零形态
ｒｋｙａｌ “游泳”（ｖ．）：“游泳（ｎ．），皮口袋”
ｓｋｙｅｄ “使增长”：“利息” ｋｈｕｇ “弯（ｎ．）”：“回转（ｖ．）”
ｋｈｅｄ “谜语”：“猜，猜中” ｖｋｈｏｎ “恨（ｎ．）”：“怀恨（ｖ．）”
ｓｇｏｎｇ “蛋”，“下蛋，使成团” ｒｇｙａｎ “饰物”：“打扮”
ｒｎｇｕｌ “汗”：“出汗” ｓｎｇｏ “青草”：“变青”
ｒｎｙｏｎｇ “圈套，陷阱”：“设圈套，设陷阱”
ｍｔｈｏｎｇ “看见”：“重视” ｂｄａｇ “我”：“领有”
ｖｄｒｉｓ “熟识”（ｎ．）：“熟识”（ｖ．） ｎｕｂ “没落”：“西”
ｇｎａｓ “地点”：“居留” ｄｐａｒ “印版”：“印刷”
ｐｈｙｏｇｓ “方向”：“朝向” ｖｂａ “（羊）叫”：“（羊）叫声”
ｄｂａｎｇ “占有”：“权” ｓｂｙｏｒ “粘贴”：“粘合剂”
ｒｔｓｏｍ “写作”：“著作” ｖｄｚａ “消耗”（ｖ．）：“贴水”
ｒｄｚｕ “作假”：“虚假” ｚａｍ “连贯”：“桥”
ｌｕｍｓ “药浴疗法”：“用药浴疗法治疗”
ｓｈａｒ “（日月星辰）升起”：“东” ｇｓｕｎｇ “说”：“话，佛经”
ｇｚｈｕｎｇ “河水主流，中间部分，主干，琴杆，纵”：“书籍，书籍的正文

部分”：“政府”

６ 在藏语中，单音节构词法出现的时间应该比下面将要介绍的多音节
构词法为早，但不是说所有单音节词出现的时间一定都比多音节词早，除了
方言俚语的单音词以外，还有两类单音词出现的时间难说一定早。
１）意义分化导致语音分化而后出现的词。如：ｓｋｙｉｂｓ “（在上的）遮蔽

物”：ｌｃｉｂｓ “（在外的）遮蔽物” ｖｋｈｙａｍ “流浪”：ｖｃｈａｍ “散步”ｋｈｒｕ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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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ｈｒｕｎｇ “鹤，雁”：ｋｈｙｕｎｇ “凤，鹏”ｄｇｕ “九，众多，一切”：ｒｇｕ “众多，
一切”ｇｒｗａ “场所，角落，边”：ｇｒｕ “角落” ｓｔｅｎ “投靠”：ｒｔｅｎ “依靠”
ｖｄｏｍ “聚集”：ｖｄｚｏｍ “聚集，齐备” ｖｐｈｒｕｌ “变幻”：ｖｋｈｒｕｌ “误以为”
ｖｂｙｉｌ “滑落，坠落”：ｎｙｉｌ “垮塌”ｖｂｙｕｌ “捋”：ｎｙｕｌ “抹（泥）” ｒｔｓｉｂ “肋
骨”：ｒｔｓｉｄ （ｐａ） “肋毛”ｚｏｇ “家畜，牛，货物，商品”：ｚｏｎｇ “货物，商
品”ｎｇｕｒ “（猪牛）哼哼”：ｖｕｒ “发出噪声；噪声”

有些词在方言中已经分化但还没有被书面语所吸收。例如ｇｙｅｎｇ （ｓ）
“（心）浮，漂浮”在拉萨等地引申出ｈｙａｎｇ （ｓ） “漂浮”，ｇｙａｂ “拂动”
引申出ｈｙａｂ “撇出”（这两个词已被收入于道泉先生主编的《藏汉对照拉萨
口语词典》）。ｚｅｒ这个词在拉萨有三读三义： ／ ｓｅ： ／ （低升调）“说”， ／ ｓａ ／
（轻声） “据说”， ／ ｓ ／ （直接引语助词）。ｓｂｙｏｒｓｂｙａｒｓｂｙａｒｓｂｙｏｒ “粘贴，配
制，配合”，在拉萨，“粘贴”读／ ａ： ／， “配制，配合”读／ ： ／。ｎｕｂ
“（日）落，没落”拉萨读／ ｎｕｐ ／；作名词用是“西”，拉萨两读： ／ ｎｕｐ ／或
／ ｎｕ? ／。
这种现象说明，词义的分化可能导致语音变化。
２）有些词在书面上是双音节，在拉萨等地合并读读成一个音节，两个

短元音合成一个长元音或复元音：
ｋａ ｂａ ／ ｋａａ ／ “柱子” 　 　 ｇｌａ ｂａ ／ ｌａａ ／ “麝” 　 　 ｇｎａ ｂａ ／ ｎａａ ／ “岩羊”
ｒｔｓａ ｂａ ／ ｔｓａａ ／ “根” ｋｏ ｂａ ／ ｋ ／ “皮革” ｇｌｏ ｂａ ／ ｌ ／ “肺”
ｔｈｏ ｂａ ／ ｔｈ ／ “锤子” ｐｏ ｂａ ／ ｐ ／ “胃”
有些词在书面上已写成或可写成一个音节：ｒｔａｕ ／ ｔａｕ ／ “马驹”
ｇａｕ ／ ｋｈａｕ ／ “护身宝盒” ｄｅｕ ／ ｔｉｕ ／ “子弹” ｓｐｒｅｕ ／ ｐｉｕ ／ “猴子”
ｂｅｕ ／ ｐｈｉｕ ／ “牛犊” ｌｅｕ ／ ｌｉｕ ／ “章节”
ｒｇｙａ ｂｏ或ｒｇｙａｕ ／ ｃａｕ ／ “络腮胡” 　 ｂｒａ ｂｏ或ｂｒａｕ ／ ?ｈａｕ ／ “荞麦”

多音节词构词法

藏语单音节构词法可以说是相当巧妙，为藏语词汇的丰富发展作出了贡
献。但是单音节构词法有它的局限性：加词缀和内部曲折构造新词的数量都
有一定的限度，根词和零形态构成的词更加有限，单音节构词法也不能用复
合的方式构词。随着社会的进步，需要表达的概念越来越多，这种局限性显
得越来越突出，不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必然走向下坡路，并最终为下
列多音节构词法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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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词根与词根组合成的多音节词
ｋｈａ （口）ｌａｇ （手）“饭” 　 　 　 　 ｓｇｏｒ ｓｇｏｒ “圆的”
ｎｇｏ （脸）ｔｓｈａ （热）“害羞” ｂｃｕ （十）ｄｇｕ （九）“十九”
ｃｈｕ （水）ｍｉｇ （眼）“泉眼” ｃｈｅ （大）ｃｈｕｎｇ （小）“大小”
ｎｙｕｎｇ ｎｙｕｎｇ “少” ｔｈｕｎｇ ｔｈｕｎｇ “短”
ｒｄｏ （石）ｒｉｎｇ （长）“石碑” ｎａｍ （天）ｍｋｈａ （空中）“天空”
ｎｕｂ （西）ｂｌｔａ （看）“朝西” ｐｈａ （父）ｍａ （母）“父母”
ｐｈｕ （袖）ｍｅｄ （无）“无袖女长衫”
ｄｐｅ （例）ｂｚａｎｇ （好）“模范” ｓｐｙｉ （公）ｌｏ （年）“公元”
ｐｈｙｉｒ （后）ｖｔｈｅｎ （拉）“撤退” ｂｏｄ （西藏）ｒｉｇｓ （族）“藏族”
ｄｂｙｕｇｓ （扔）ｂｚｈａｇ （放）“算了” ｂｌｏｎ （臣）ｃｈｅｎ （大）“大臣”
ｍｔｓｈａｍｓ ｍｔｓｈａｍｓ “有时” ｙａｎｇ ｙａｎｇ “一再”
ｙｉｄ （心）ｃｈｅｓ （相信）“相信” ｒｉｌ ｒｉｌ “球形的”
ｌａｇ （手）ｋｈｙｅｒ （执）“证件” ｌｕｓ （身体）ｒｔｓａｌ （技能）“体育”
ｌｅｇｓ （善）ｂｓｈａｄ （说）“格言” ｌｏ （年）ｇｓａｒ （新）“新年”
ｓｏ （牙）ｖｋｈｒｕ （洗）“牙刷” ｇｓｕｎｇ （说）ｂｓｈａｄ （说）“讲演”
ｈｒａｌ ｈｒａｌ “稀疏” ｌｈａ （神）ｓａ （地）“拉萨”
ｌｈｏｄ ｌｈｏｄ “从容” ?ａｇ （啊）ｚｅｒ （说）“斥责”
ｒｄｏ （石）ｋｈａｂ （针）ｌｅｎ （取）“吸铁石”
ｒｔｓｅ （顶）ｐｈｏ （男）ｂｒａｎｇ （住处）“布达拉宫的俗称”
ｓｈａ （肉）ｂａｇ （面）ｌｅｂ （扁）“肉饼”
ｂｃｉｎｇｓ （绑）ｖｇｒｏｌ （解）ｄｍａｇ （军）“解放军”
ｄｐｅ （书）ｍｄｚｏｄ （库）ｋｈａｎｇ （房）“图书馆”
ｎａｇ （黑）ｃｈｕ （水）ｋｈａ （关口）“那曲（地名）”
ｍｔｓｈａｎ （夜）ｎａｇ （黑）（ｄ）ｇｕｎｇ （正中）“半夜”
ｇａ （喜）ｄｇａ ｓｋｙｉｄ （乐）ｓｋｙｉｄ “欢欢喜喜”
ｙｉｎ （是）ｇｃｉｇ （一）ｍｉｎ （非）ｇｃｉｇ “一定”
ｒｍａ （伤）ｒａｌ （分）ｒｄｚａ （片石）ｒａｌ “遍体鳞伤”
ｙａｓ （上）ｇｎｙｉｓ （二）ｍａｓ （下）ｇｎｙｉｓ “四岁骡马”
ｄｂｙａｒ （夏）ｒｔｓｗａ （草）ｄｇｕｎ （冬）ｖｂｕ （虫）“冬虫夏草”
由两个词根组成的词，有各种不同的组合关系。三个、四个词根组成的

词，都不是一次的组合。像“解放军”，就是由ｂｃｉｎｇｓ （绑）和ｖｇｒｏｌ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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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先组成“解放”，再和ｄｍａｇ “军”组成ｂｃｉｎｇｓ ｖｇｒｏｌ ｄｍａｇ “解放军”。
又如ｐｈｏ （男）ｂｒａｎｇ （住处）是“宫殿”，前边加上ｒｔｓｅ （顶），就成了
“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在布达拉山顶上）。

动词里边有相当数量的三音节动词，其中又以动词性成分ｒｇｙａｇ、ｇｔｏｎｇ、
ｂｙｅｄ或与它们相应的敬语、谦语形式结尾的居多：

ｇｃｉｇ ｌａｂ ｒｇｙａｇ “自言自语” 　 　 　 ｂｒｊｅ ｌｅｎ ｒｇｙａｇ “调换”
ｐｈｙｉｒ ｇｓｈｉｂ ｒｇｙａｇ “后退” ｓｂａｒ ｂｔｓｉｒ ｒｇｙａｇ “捏”
ｍｉｇ ｇｚｅｒ ｒｇｙａｇ “吃醋” ｌｈａｇｓ ｖｐｈｙａｒ ｒｇｙａｇ “扬场”
ｄｋｒｕｇ ｄｋｒｕｇ ｇｔｏｎｇ “搅” ｍｊｉｎｇ ｓｋｏｒ ｇｔｏｎｇ “搂脖子”
ｔｈｕｇ ｔｈｕｇ ｇｔｏｎｇ “触动” ｄｂｕｇｓ ｒｉｎｇ ｇｔｏｎｇ “长叹”
ｍｅ ｓｒｅｇ ｇｔｏｎｇ “烧” ｒｄｚｉｇ ｒｄｚｉｇ ｇｔｏｎｇ “吓唬”
ｒｇｙａｂ ｌａｇ ｂｙｅｄ “倒背手” ｂｒｊｅｄ ｇｓｏ ｂｙｅｄ “提醒”
ｌｄｅｍ ｌｄｅｍ ｂｙｅｄ “颤悠” ｓｂｉ ｇｓａｎｇ ｂｙｅｄ “留神”
ｔｓｈａ ｖｄｒｉ ｂｙｅｄ “逼问” ｚｈｕ ｇｔｕｇ ｂｙｅｄ “控告”

８ 词根与词缀组合成的多音节词
１）加成音节前缀
?ａ ｍａ “妈妈” ?ａ ｚｈａｎｇ “舅舅”
?ａ ｎｅ “姑姑，尼姑” ?ａ ｌｃｅ “老婆，女人”
?ａ ｋｈｕ “叔叔” ?ａ ｐｈｒｕｇ “喽罗”
?ａ ｋｈａ “（表惋惜的叹词）” ?ａ ｃｈｕ “（表感觉冷）”
?ａ ｐｏ “（表惊讶）” ?ａ ｔｓｉ “（表惊喜）”
?ａ ｔｓｈａ “（表觉得刺疼）” ?ａ ｌａｉ “（表恍然大悟）”
ｖａ ｔｓｉｓ “（表惊讶）” ｖａ ｌａｓ “（表不耐烦）”
ｈａ ｌａｓ “吃惊” ｈａ ｌｏｇ “亏本”
ｈａ ｇｏ “懂，明白” ｈａ ｌａｍ “几乎”
ｍａ ｇｔｏｇｓ “除了” ｍａ ｔｓｈａｄ “不仅”
２）加成音节中缀
ｋｈｒａｇ ｍａ ｒｎａｇ “脓血” ｇａｎｇｓ ｍａ ｃｈａｒ “雨夹雪”
ｒｇｙａ ｍａ ｂｏｄ “汉藏混血儿” ｒａ ｍａ ｌｕｇ “非驴非马”
ｓａ ｍａ ｖｂｒｏｇ “半农半牧” ｂｙｅ ｍａ ｓａ “半沙地”
ｇｏ ｍａ ｃｈｏｄ “不中用” ｇｌａｇｓ ｍａ ｖｋｈｅｌ “敌不过”
ｓｄｏｄ ｍａ ｔｓｈｕｇｓ “不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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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数词二十一到九十九，十位数和后边的个位数之间，不同的十位数用
不同的中缀。例如：

ｎｙｉ ｓｈｕ “二十” ｎｙｉ ｓｈｕ ｒｔｓａ ｇｃｉｇ “二十一”
ｎｙｉ ｓｈｕ ｒｔｓａ ｄｒｕｇ “二十六” ｓｕｍ ｃｕ “三十”
ｓｕｍ ｃｕ ｓｏ ｇｃｉｇ “三十一” ｓｕｍ ｃｕ ｓｏ ｄｒｕｇ “三十六”
ｂｚｈｉ ｂｃｕ “四十” ｂｚｈｉ ｂｃｕ ｚｈｅ ｇｃｉｇ “四十一”
ｂｚｈｉ ｂｃｕ ｚｈｅ ｄｒｕｇ “四十六” ｌｎｇａ ｂｃｕ “五十”
ｌｎｇａ ｂｃｕ ｎｇａ ｇｃｉｇ “五十一” ｌｎｇａ ｂｃｕ ｎｇａ ｄｒｕｇ “五十六”
ｄｒｕｇ ｃｕ “六十” ｄｒｕｇ ｃｕ ｒｅ ｇｃｉｇ “六十一”
ｄｒｕｇ ｃｕ ｒｅ ｄｒｕｇ “六十六” ｂｄｕｎ ｃｕ “七十”
ｂｄｕｎ ｃｕ ｄｏｎ ｇｃｉｇ “七十一” ｂｄｕｎ ｃｕ ｄｏｎ ｄｒｕｇ “七十六”
ｂｒｇｙａｄ ｃｕ “八十” ｂｒｇｙａｄ ｃｕ ｇｙａ ｇｃｉｇ “八十一”
ｂｒｇｙａｄ ｃｕ ｇｙａ ｄｒｕｇ “八十六” ｄｇｕ ｂｃｕ “九十”
ｄｇｕ ｂｃｕ ｇｏ ｇｃｉｇ “九十一” ｄｇｕ ｂｃｕ ｇｏ ｄｒｕｇ “九十六”
这种成音节的前缀和中缀，在藏语中极其有限，相比之下，后缀多得

多。
３）加成音节后缀。
（１）单音节后缀
ｐａ１：ｂｏｄ ｐａ “西藏人” 　 　 ｂｚｏ ｐａ “工人” 　 　 　 ｔｓｈｏｎｇ ｐａ “商人”

ｌａｇ ｐａ “手” ｓｇａｌ ｐａ “后背” ｐｈａｇ ｐａ “猪”
ｐｈｏｒ ｐａ “木碗” ｌｕｎｇ ｐａ “地方” ｓｐｒｉｎ ｐａ “云”
ｃｈａｒ ｐａ “雨” ｄｇｏｎｇｓ ｐａ “思想” ｇｙａｓ ｐａ “右”
ｇｎｙｉｓ ｐａ “第二” ｌｎｇａ ｐａ “第五” ｇｓａｒ ｐａ “新”
ｒｎｙｉｎｇ ｐａ “旧” ｂｔｓｏｇ ｐａ “脏”

ｐａ２（拉萨实读／ ｐａ? ／）： ｋｈｙａｇｓ ｐａ “冰” ｓｔｏｄ ｐａ “阿里人”
ｒｇｙｕｇ ｐａ “棍” ｇｙａｍ ｐａ “石片瓦”
ｚｈｏｌ ｐａ “布达拉宫山前原居民区的居民”

ｐｏ：ｍｔｈｏ ｐｏ “高” ｄｍａ ｐｏ “低” ｍｔｈｕｇ ｐｏ “厚”
ｓｒａｂ ｐｏ “薄” ｃｈｅｎ ｐｏ “大” ｄｒｏ ｐｏ “暖”
ｔｓｈａ ｐｏ “热” ｚｈｉｍ ｐｏ “香” ｄｍａｒ ｐｏ “红”
ｓｅｒ ｐｏ “黄” ｓｎｇｏｎ ｐｏ “蓝” ｄｋａｒ ｐｏ “白”
ｄｐｏｎ ｐｏ “官” ｇｔｓａｎｇ ｐｏ “江” ｄｏ ｐｏ “货包”
ｂｄａｇ ｐｏ “主人” ｇｒｏｇｓ ｐｏ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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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１：ｚｌａ ｂａ “月” ｌｔａ ｂａ “观点” ｄｇｅ ｂａ “功德”
ｄｂｙｅ ｂａ “分别” ｒｔｓａ ｂａ “根基” ｔｓｈａ ｂａ “热度”
ｇｓａｎｇ ｂａ “秘密” ｂｙｉ ｂａ “子（鼠）” ｖｇｒｏ ｂａ “众生”
ｐｈｙｕｒ ｂａ “奶渣” ｚｏｒ ｂａ “镰刀” ｓｅｒ ｂａ “雹子”
ｔｈａｌ ｂａ “尘土” ｚｈａｌ ｂａ “抹墙细泥” ｙｏｌ ｂａ “帘子”
ｓｈａｌ ｂａ “（平地的）耙”

ｂａ２（拉萨通常读／ ? ／）：表示某地人或从事某种工作的人，不止一种办
法，其中之一是加后缀ｂａ２。这个后缀只用于原来是两个音节而且第
二个音节没有韵尾的词。例如：
ｌｈａ ｓａ “拉萨”：ｌｈａ ｓａ ｂａ ／ ｌ。：ｓａ? ／ “拉萨人”
ｌｈｏ ｋｈａ “山南”：ｌｈｏ ｋｈａ ｂａ ／ ｌ。ｏ ｋａ? ／ “山南人”
ｇｒｏ ｍｏ “亚东”：ｇｒｏ ｍｏ ｂａ ／ ?ｈｏ ｍｏ? ／ “亚东人”
ｒｇｙａｌ ｒｔｓｅ “江孜”：ｒｇｙａｌ ｒｔｓｅ ｂａ ／ ｃ：ｔｓ? ／ “江孜人”
ｋａ ｋｈａ “字母”“：ｋａ ｋｈａ ｐａ ／ ｋａ ｋｈａ? ／ “初学者”
ｄｐｅ ｃｈａ “书”：ｄｐｅ ｃｈａ ｂａ ／ ｐｅ ｈａ? ／ “一心学经的僧人”
ｓｌｏｂ ｇｒｗａ “学校”：ｓｌｏｂ ｇｒｗａ ｂａ ／ ｌａｐ ?ａ? ／ “学生”
ｂｏｎｇ ｂｕ “驴”：ｂｕｎｇ ｂｕ ｂａ ／ ｐｈｕ ｋｏ? ／ “赶驴的”
ｔｓｈｅｍ ｂｕ “缝纫”：ｔｓｈｅｍ ｂｕ ｂａ ／ ｔｓｈｅｍ ｐｏ? ／ “裁缝”
ｓｈｉｎｇ ｂｚｏ “木匠活儿”：ｓｈｉｎｇ ｂｚｏ ｂａ ／ ｉ ｓｏ? ／ “木匠”

ｂｏ：ｄｐａ ｂｏ “英雄” 　 　 ｄｇｒａ ｂｏ “敌人” 　 　 　 ｒｄｚｉ ｂｏ “牧人”
ｇｏ ｂｏ “狗头雕” ｂｒａ ｂｏ “荞麦” ｇｔｓｏ ｂｏ “主要的”

ｍａ１：ｎｙｉ ｍａ “太阳” ｓｋａｒ ｍａ “星星” ｌｏ ｍａ “叶子”
ｐａｒ ｍａ “印刷本” ｂｒｉｓ ｍａ “手抄本” ｇｏｎｇ ｍａ “皇帝”
ｂｌａ ｍａ “喇嘛” ｍｔｓｈｅ ｍａ “双胞胎” ｍｋｈａｌ ｍａ “肾”
ｍｊｕｇ ｍａ “尾巴” ｄｒｉ ｍａ “味儿” ｇｔｓａｎｇ ｍａ “干净”

ｍａ２（拉萨读／ ｍａ? ／）：ｒｋｕ ｍａ “贼” ｒｇｙｕ ｍａ “肠子”
　 ｇｒｏｇ ｍａ “蚂蚁” ｖｏｇ ｍａ “弟弟、妹妹” ｇｒａ ｍａ “麦芒”
　 ｓｎｇｏｎ ｍａ “以前” ｒｊｅｓ ｍａ “以后” ｔｓｈｅｒ ｍａ “刺儿”
　 ｌｈａｇ ｍａ “剩余物” ｎａ ｍａ “草皮”（拉萨读／ ｌａ ｍａ? ／）

ｍｏ：ｒｇｙａ ｍｏ “汉族女子” ｒｇｙａｌ ｍｏ “女王” ｂｕ ｍｏ “女孩”
ｗａ ｍｏ “狐狸” ｓｄｅｒ ｍｏ “爪子” ｓｅｎ ｍｏ “指甲”
ｌｔａｄ ｍｏ “热闹” ｒｔｓｅｄ ｍｏ “玩耍” ｚｈｗａ ｍｏ “帽子”
ｒｉ ｍｏ “画儿” ｓｇｏｒ ｍｏ “（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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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ａ１ （书面上，根据前面词根韵尾的不同，分别写作ｋａ、ｋｈａ、ｇａ，拉萨
话中读音无分别）：
ｄｐｙｉｄ ｋａ “春” ｄｂｙａｒ ｋｈａ “夏” ｓｔｏｎ ｋｈａ “秋”
ｄｇｕｎ ｋｈａ “冬” ｌａｓ ｋａ “事” ｚｈｉｎｇ ｇａ “田地”
ｐｈｙｅｄ ｋａ “一半” ｓｔａｒ ｋｈａ “核桃” ｒｇｙａｌ ｋｈａ “胜利”
ｋｈｙｏ ｇａ “男人” ｎｙｅｎ ｋｈａ “危险” ｇｙｅｒ ｋｈａ “花椒铃”

ｋａ２ （拉萨读／ ｋａ? ／，有的词写做ｋｈａｇ）：ｌａｍ ｋａ “路” 　 ｓｋｙａ ｋａ “喜鹊”
ｓｂａｇ ｋｈａｇ “（一）甑（茶）”

ｇｏｇ（有时有贬义）：ｄｐｒａｌ ｇｏｇ “额” 　 　 ｇｌａｎｇ ｇｏｇ “公黄牛”
ｂｅｕ ｇｏｇ “牛犊” 　 　 　 　 　 　 　 ｒｗａ ｇｏｇ “犄角”
ｚｈｏｇ ｇｏｇ “土豆” ｌｈａｍ ｇｏｇ “鞋”
ｚｈａｒ ｇｏｇ “瞎子”（贬） ｖｏｎ ｇｏｇ “聋子”（贬）
ｖｂａｒ ｇｏｇ “秃驴”（贬） ｄｐｅ ｇｏｇ “书”（贬）
ｇｙａｎｇ ｇｏｇ “破屋”（贬） ｒｎｇａ ｇｏｇ “破鼓”（贬）

ｓｇｏ：ｙｏｎｇ ｓｇｏ “收入” ｇｔｏｎｇ ｓｇｏ “开支”
ｓｐｙｏｄ ｓｇｏ “用途” ｄｍｉｇｓ ｓｇｏ “指望”
ｍｄｚａｄ ｓｇｏ “仪式” ｓｈｅｌ ｓｇｏ “玻璃，镜子”

ｓｇｙｅ（常有贬义。多写作ｋｙｅ，有时写作ｒｋｙａｌ，拉萨读／ ｃｅ ／）：
ｌｋｕｇｓ ｓｇｙｅ “大傻瓜” ｃｈａｎｇ ｓｇｙｅ “酒鬼”
ｃｈｏｂ ｓｇｙｅ “好开玩笑的人” ｎｙｏｂ ｓｇｙｅ “迷瞪鬼”
ｖｔｈｏｍ ｓｇｙｅ “糊涂虫” ｎａｄ ｒｋｙａｌ “病秧子”
ｚａ ｓｇｙｅ “饭桶” ｇｙｏ ｓｇｙｅ “狡诈之徒”
ｒｌｕｎｇ ｒｋｙａｌ “爱生气的人” ｇｃｉｎ ｓｇｙｅ “爱尿床的孩子”
ｓｋｙａｇ ｓｇｙｅ “（老拉屎的）屎篓子”

ｒｔａ（也写做ｔａ，偶尔写做ｓｔａ）： ｋｈａ ｔａ “忠告”
ｖｋｈｒｕ ｔａ “炊帚” ｖｊｕｒ ｔａ “皮鞋”
ｐｈａｂｓ ｒｔａ “麴子” ｓｍａｎ ｒｔａ “药引子”
ｒｄｚｏｎｇｓ ｓｔａ “送行礼品” ｋｈｗａ ｔａ “乌鸦”

ｔｏ（有时有贬义，尤其用于形容词时）：ｓｐｏｒ ｔｏ “老头子”
ｒｍｏｒ ｔｏ “老婆子” ｍｃｈｕ ｔｏ “嘴唇”
ｒｏ ｔｏ “渣滓” ｋｈａ ｌｃｅ ｔｏ “大舌头”
ｖｋｈｏｂ ｔｏ “（手脚）不灵便” ｍｋｈｒａｇｓ ｔｏ “死心眼”
ｎｙｏｂ ｔｏ “萎靡不振” ｒｎｙｉｄ ｔｏ “蔫拉巴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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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ｂｉｇ ｔｏ “短小的” ｒｄｚａｇ ｔｏ “多得很”
ｓｏｂ ｔｏ “朽的” ｈｒａｎｇ ｔｏ “惯坏了的”
ｄａｇ：ｄｇｏｎｇ ｄａｇ “晚上” ｒｇｙｕ ｄａｇ “质地”

ｎｙｅｓ ｄａｇ （ｇｔｏｎｇ）“揍” ｄｏｎ ｄａｇ “意义”
ｇｔｓａｎｇ ｄａｇ “干杯” ｇｚｈａｎ ｄａｇ “别的”

ｌｏ：ｖｋｈｏｒ ｌｏ “轮子” ｒｇｙａ ｌｏ “打茶棍”
ｃｈｏ ｌｏ “骰子” ｔｉｎｇ ｌｏ “糌粑灯碗”
ｓｎａ ｌｏ “骑（的）牛” ｖｐｈａｎｇ ｌｏ “膝盖骨”

ｒｏ（贬义后缀）：ｇｃｏｎｇ ｒｏ “病秧子”ｖｊｏｎｇ ｒｏ “傻大个”
　 　 ｚａ ｒｏ “饭桶” ｇｚａ ｒｏ “白痴”

ｃｈａ：ｓｋａｄ ｃｈａ “话” 　 　 　 ｒｇｙａｎ ｃｈａ “饰品” 　 　 ｍｎｇａｒ ｃｈａ “甜食”
ｄａｒ ｃｈａ “旗” ｄｐｅ ｃｈａ “书” ｂｒａｇ ｃｈａ “回声”
ｄｂａｎｇ ｃｈａ “权力” ｙｉｇ ｃｈａ “文件” ｒａｓ ｃｈａ “布匹”
ｌａｇ ｃｈａ “工具” ｓｈｉｎｇ ｃｈａ “木料” ｓａ ｃｈａ “地方”

ｓｈａ（用于抽象名词时，后边总跟形容词ｄｏｄ ｐｏ、ｃｈｅｎ ｐｏ或动词ｂｙｅｄ、
ｌａｎｇ、ｓｌｏｎｇ等连用）：　 　 　 ｇｙａｂ ｓｈａ “封面” 　 　 ｓｇａ ｓｈａ “鞍绳”
ｎａｎｇ ｓｈａ “里子” 　 　 　 　 　 　 ｋｈｏｂ ｓｈａ ｄｏｄ ｐｏ “（手脚）不灵便”
ｇｒｕｎｇ ｓｈａ ｄｏｄ ｐｏ “活泼” ｔｈａｎｇ ｓｈａ ｄｏｄ ｐｏ “健壮”
ｖｐｈｅｒ ｓｈａ ｄｏｄ ｐｏ “好逞能” ｓｐｙａｎｇ ｓｈａ ｄｏｄ ｐｏ “聪明伶俐”
ｎｇａｒ ｓｈａ ｃｈｅｎ ｐｏ “气呼呼” ｖｐｈｅｒ ｓｈａ ｂｙｅｄ ｐａ “逞能”
ｖｔｓｈａｂ ｓｈａ ｌａｎｇ ｂａ “着急” ｎｇａｒ ｓｈａ ｓｌｏｎｇ ｂａ “激怒”

ｔｓａｍ：ｔｏｇ ｔｓａｍ “一点儿” ｌｈａｇ ｔｓａｍ “多一点儿”
ｙａｒ ｔｓａｍ “往上一点儿” ｍａｒ ｔｓａｍ “往下一点儿”
ｐｈａｒ ｔｓａｍ “往那边一点儿” ｔｓｈｕｒ ｔｓａｍ “往这边一点儿”
ｄａ ｇａ ｔｓａｍ “这么多” ｇａ ｇａ ｔｓａｍ “多少个”

ｔｓｈｏ（复数后缀）：ｎｇａ ｔｓｈｏ “我们” 　 　 ｎｇａ ｒａｎｇ ｔｓｈｏ “咱们”
ｋｈｙｅｄ ｒａｎｇ ｔｓｈｏ “你们” ｋｈｏｎｇ ｔｓｈｏ “他们”
ｒｎａｍ ｐａ ｔｓｈｏ “各位” ｄｅ ｔｓｈｏ “那些”

ｓａ：ｃｈａｎｇ ｓａ “结婚” ｖｊａ ｓａ “诏书”
ｚｈａｎ ｓａ “弱点” ｚｈｅ ｓａ “敬语”

ｓｅ（拉萨读／ ｓ ／）：ｌｅｇｓ ｓｅ “好的” ｙａｎｇ ｓｅ “一再”
ｖｄｕｇ ｓｅ “如此” ｇａ ｖｄｒａｓ ｓｅ “怎样”
ｖｄｉ ｖｄｒａｓ ｓｅ “这样” ｄａ ｇａ ｓｅ “随便，无目的地”



２０４　　 藏语词族研究

ｓｏ：ｓｋｅｄ ｓｏ “腰际” 　 　 　 ｖｋｈｒｕｌ ｓｏ “错乱” 　 　 ｇｒｉｂ ｓｏ “影子”
ｃｈｅｄ ｓｏ “特地” ｒｔｉｎｇ ｓｏ “末尾” ｎｏｒ ｓｏ “错处”
ｐｈｕｎｇ ｓｏ “堆” ｂａｎｇ ｓｏ “墓”

藏语中还有一种指小后缀，主要有三（详见Ｕｒａｙ １９５２）。
ｂｕ：ｎｏｒ ｂｕ “宝贝” ｒｉｌ ｂｕ “小丸” ｂｏｎｇ ｂｕ “驴”

ｓｂｒａｎｇ ｂｕ “苍蝇” ｙｕｒ ｂｕ “水沟” ｇｌｉｎｇ ｂｕ “笛子”
ｖｂｒａｓ ｂｕ “果实” ｋｈａｍ ｂｕ “桃” ｖｄｒｅ ｂｕ “鬼崽”

ｇｕ：ｇｒｉ ｇｕ “小刀” ｇｒｕ ｇｕ “线团” ｒａ ｇｕ “山羊羔”
ｖｂｒｕ ｇｕ “核儿” ｓｍｙｕ （ｇ）ｇｕ “笔” ｌｕ （ｇ）ｇｕ “绵羊羔”
ｍｄｚｕｇ ｇｕ “手指，脚趾” ｇｚｈｕｇ ｇｕ “尾巴”
ｐｈｒｕ （ｇ）ｇｕ “小孩” ｔｈｉ （ｇ）ｇｕ “小绳” ｖａｎｇ ｇｕ “鸽子”

ｖｕ：ｋｈｒｉｕ “小椅子” ｇｌｅｕ “小麝” ｒｔｅｕ “马驹”
ｓｔｅｕ “小斧子” ｔｈｅｕ “小锤子” ｍｄｅｕ “子弹”
ｒｄｅｕ “小石子” ｓｐｒｅｕ “猴子” ｂｅｕ “牛犊”
ｂｙｅｕ “小鸟” ｍｔｓｈｅｕ “小湖” ｌｅｕ “章节”

上列各词词根原来元音是ａ、ｏ的都变ｅ，在口语中，ｅ进一步演变为
／ ｉ ／，所以有的词也可写作ｉ （ｂｙｅｕ ～ ｂｙｉｕ）。这种复元音，在复合词中又进
一步演变为长元音，书面上写作ｉｌ或ｅｌ。如：ｍｅ ｓｐｒｅｌ “火猴（年）”、ｂｙｅｌ
ｔｓｈａｎｇ “鸟窝”、ｖｄａｇ ｂｙｉｌ “燕子”、ｍｄｅｌ ｋｈｕｇ “子弹袋”、ｍｄｅｌ ｒｉｌ “火枪枪
药”。这些词中的ｌ实际上只是一种长元音符号，并不表示古代曾有这样一
个韵尾。

（２）叠音后缀（只用于形容词）：ｓｋａｍ ｔｈａｇ ｔｈａｇ “干干的”
ｖｊａｍ ｔｈｉｎｇ ｔｉｎｇ “静悄悄的” 　 　 　 ｎａｇ ｔｓｈｕｂ ｔｓｈｕｂ “（风沙）黑压压的”
ｓｎｕｍ ｔｓｈｉｌ ｔｓｈｉｌ “油乎乎的” ｐｈｒａ ｌｄｅｍ ｌｄｅｍ “苗条轻盈的”
ｔｓｈａ ｓｂｒｉｄ ｓｂｒｉｄ “火辣辣的” ｖｄｚｕｍ ｄｍｕｌ ｄｍｕｌ “笑眯眯的”
ｖｏｄ ｖｋｈｙｕｇ ｖｋｈｙｕｇ “光闪闪的” ｙａｎｇ ｓｉｌ ｓｉｌ “清爽爽的”
这种叠音后缀前边也可以是双词根或者一个词根和一个后缀，构成一个

四音词，但不多。如：
ｚｈａｇ ｒｔｓｉ ｋｈｏｇ ｋｈｏｇ “油油乎乎” ｖｔｓｈａｎｇ ｇａ ｓｈｉｇ ｓｈｉｇ “熙熙攘攘”
（３）古代的某些虚词在一些词中逐渐固定下来，成为类似后缀的一种

成份。例如：
ｋｈｙｏｎ ｎａｓ “完全” ｇａ ｎａｓ “从哪里”
ｍｕ ｍｔｈｕｄ ｎａｓ “继续” ｒｋａｎｇ ｂｔｓｕｇｓ ｎａｓ “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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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ｌ ｔｅ “万一” ｂｓｇｒｉｍｓ ｔｅ “一心一意地”
ｌｅｂ ｓｔｅ “全都” ｓｈｉｎ ｔｕ “非常”
ｎｇｅｓ ｐａｒ ｄｕ “一定” ｌｈａｇ ｐａｒ ｄｕ “特别是”
ｚｈｏｒ ｌａ “顺便” ｇａ ｌｅｒ ｌａ “慢慢地”
ｇａ ｓａ ｇａ ｌａ “到处” ｈｏｂ ｄｅ ｋｈａ ｌａ “突然之间”
（４）上边的例子多是两个音节的，后缀都在最后。三音节、四音节词

中的后缀未必就在末尾，有多种结合形式：
（根＋根） ＋缀：ｇｒｏｎｇ （村）ｇｓｅｂ （间）ｐａ “乡下人”

ｂｃｕ （十）ｇｃｉｇ （一）ｐａ “第十一”
ｙａｎｇ （再）ｄａｇ （纯）ｐａ “正确”
ｌａｓ （事）ｂｙｅｄ （做）ｐａ “干部”
ｍｇｏ （头）ｖｋｈｏｒ （转）ｐｏ “令人入迷的”
ｒｋａｎｇ （腿）ｔｈａｎｇ （健）ｂａ “步行”
ｐｈｙｉ （外）ｇｌｉｎｇ （洲）ｂａ “外国人”
ｍｋｈａ （空中）ｖｇｒｏ （行）ｍａ “空行母”
ｓｇｏｎｇ （蛋）ｇｚｕｇｓ （形）ｍａ “蛋形的”
ｒｔａ （马）ｒｍｉｇ （蹄）ｍａ “马蹄形银元宝”

根＋ （根＋缀）：ｒｇｙａ （大）ｓｒａｎ ｍａ （豆）“蚕豆”
ｓｂｒａｎｇ （蜂）ｎｏｒ ｂｕ （宝）“蜜蜂”
ｋｈａ （嘴）ｂｄｅ ｐｏ （灵巧）“能说”
ｓｒｏｇ （生命）ｍｋｈｒｅｇｓ ｐｏ （结实）“耐用”

（根＋缀） ＋根：ｓｋｙｕｒ ｍｏ （酸）ｔｓｈｗａ （盐）“白矾”
ｐｈｙｅ ｍａ （粉面）ｌｅｂ （扁）“蛾子”
ｒｉｎ ｐｏ （价值）ｃｈｅ （大）“活佛”
ｓｄｅ ｐａ （酋长）ｚｈｕｎｇ （河道主流，政府）“原西藏地
方政府”

（根＋缀）＋ （根＋缀）：ｄｇａ ｐｏ （爱）ｎｙｅ ｐｏ （近）“亲朋好友”
ｐｈｏ ｂａ （胃）ｒｉｌ ｂｕ （丸）“胡椒”
ｓｒｉｄ ｐａ （轮回）ｖｋｈｏｒ ｌｏ （轮）“生死轮回”

（根＋缀）＋ （根＋根）：ｇｏ ｂｏ （狗头雕）ｋｌａｄ （脑）ｄｋａｒ （白）“秃鹫”
ｖｊｕｒ ｒｔａ （皮鞋）ｙｕ ｒｉｎｇ （长筒）“马靴”
ｒｇｙｕｇ ｐａ （棍）ｌｅｂ （扁）ｒｄｕｎｇ （击）“一刀切”
ｊｏ ｂｏ （佛）ｄｂｕ ｓｋｒａ （头发）“大昭唐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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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四音节词最多的是形容词，四音形容词中最多的又是下面这种四
音格的形式。

ｋｙａｇ ｇｅ ｋｙｏｇ ｇｅ “弯弯曲曲” 　 　 　 ｃｈａｎｇ ｎｇｉ ｃｈｕｎｇ ｎｇｉ “琐琐碎碎”
ｎｙａ ｌｅ ｎｙｏ ｌｅ “软拉咕叽” ｔｈａｍ ｍｅ ｔｈｏｍ ｍｅ “糊里糊涂”
ｌｄａ ｒｉ ｌｄｕ ｒｉ “烂烂糊糊” ｖｂａｒ ｒｉ ｖｂｕｒ ｒｉ “坑坑洼洼”
ｔｓｈａｍ ｍｅ ｔｓｈｏｍ ｍｅ “犹犹豫豫” ｄｚａ ｒｅ ｄｚｏ ｒｅ “邋邋遢遢”
ｙａｍ ｍｅ ｙｏｍ ｍｅ “摇摇晃晃” ｈｒａｌ ｌｅ ｈｒｕｌ ｌｅ “破破烂烂”
这一类四音格形容词，词根在第三音节；词根元音变ａ构成第一音节；

以词根韵尾作声母，加上元音ｉ或ｅ，就是第二、四音节；一、三两音节的
韵尾常因二、四音节声母的异化作用而脱落。

多音节构词法出现以后，单音节构词法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单音节
词在藏语中并未完全消失，时至今日，仍有相当数量的单音词存在于现代方
言中。

９ 下面就与多音节构词法有关的几个问题进行简要的讨论
１）上边１ －６都是在单音节词根的基础上构成的，无论怎么变，造出的

词在语音上只有一个音节，这可以说是藏语早期构词法最突出的特点。这种
单音节构词法固然巧妙，但是表义能力终究有限。早期所以能够满足社会要
求，是因为社会还不够发达。随着社会的进步，需要表达的概念越来越多，
而语音的演变，却使单音节构词法的各种构词手段逐渐受到侵蚀、削弱。这
样，把词汇限制在单音节的框架内，任它词缀再能变化花样，声韵配合、语
音交替的能力再充分，所能表达的意义也有个限度，到一定时候，单音节构
词法就不再能满足社会表义的需要，这就产生了表达语义的需要和语音表达
能力之间的矛盾。由于单音节构词法解决不了这一矛盾，必然使词汇冲破单
音节的束缚，向多音节构词发展。７ － ８反映了藏语词汇多音节化的兴起，
并逐渐取代了音节内构词法。这种多音节化是藏语后期构词法最大的特点。

多音节构词法虽是在单音节构词法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但是二者差别
明显，单音节构词法使用的词素，既有成音节的，也有单个音位的，构成的
词限在一个音节之内；多音节构词法构词的词素，都是成音节的，构成的词
最少有两个音节。在多音节构词法中，单辅音失去作为词缀构词的能力，成
音节词缀出现并得到发展。随着早期单辅音词缀意义的磨灭，单音节构词法
所造成的词干，在多音节构词法中成了词根。多音节构词法表义能力大为增
强，这可能反过来又促使单音节构词法的加速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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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多音节词作为词素再构成新词，如果只能占一个音节的位置，如何
取舍？这有几种情况。

（１）固定取其中某个音节。例如ｒｇｙａｌ ｋｈａｂ “国家”由ｒｇｙａｌ （胜）ｋｈａｂ
（宫）两个词素构成，当它以“国家”的意义去构成另一个词时，
固定用ｒｇｙａｌ而不用ｋｈａｂ。如：ｍｅｓ ｒｇｙａｌ “祖国”、ｐｈｙｉ ｒｇｙａｌ “外
国”、ｍｎｙａｍ ｖｂｒｅｌ ｒｇｙａｌ ｔｓｈｏｇｓ “联合国”、ｒｇｙａｌ ｇｎｙｅｒ “国营”、
ｒｇｙａｌ ｄａｒ “国旗”、ｒｇｙａｌ ｍｔｓｈａｍｓ “国界”、ｒｇｙａｌ ｓａ “国都”、ｒｇｙａｌ
ｓｒｕｎｇ “国防”。

（２）在不同的词中取不同的音节。如“白酒”是?ａ ｒａｇ，敬语形式：
ｂｚｈｅｓ ｒａｇ、“藏酒”：ｂｏｄ ｒａｇ、 “啤酒”：ｓｂｉ ｒａｇ，而“酒壶”：?ａｒ
ｄａｍ、“酒鬼”：?ａｒ ｐａ、 “酒馆儿”：?ａｒ ｋｈａｎｇ。又如ｍｕ ｔｉｇ “珍
珠”，敬语形式是ｄｂｕ ｔｉｇ，“假珍珠”则是ｍｕ ｒｄｚｕｓ。

（３）把原来后一音节开头的辅音并入前一音节作韵尾，形成一个新的音
节。如ｂｕ ｒａｍ “红糖”：ｂｕｒ ｓｈｉｎｇ “甘蔗”、ｂｕｒ ｃｈａｎｇ “红糖酒”。
ｖｕ ｌａｇ “乌拉”：ｋｈｒａｌ ｖｕｌ “乌拉差役”、ｒｔａ ｖｕｌ “出马的乌拉”。?ａ
ｍｄｏ “安多（地区名）”：?ａｍ ｃｈａｓ “安多男子服装”。ｓｒｏ ｌｏ （ｄｍａｒ
ｐｏ） “（红）景天”：ｓｒｏｌ ｄｍａｒ ｓｐｙｉｎ ｔｈｕｍ “红景天胶囊”。ｒｄｏ ｒｊｅ
“金刚”：人名ｂｌｏ ｂｚａｎｇ ｒｄｏ ｒｊｅ “善慧金刚”和ｔｓｈｅ ｒｉｎｇ ｒｄｏ ｒｊｅ “长
寿金刚”的简称分别是ｂｌｏ ｒｄｏｒ和ｔｓｈｅ ｒｄｏｒ。ｐｈｙｅ ｍａ “粉面”：ｃｅｍ
ｃｅｍ ｍａ或ｃｅｍ ｃｅｍ ｌｈａ ｍｏ “蝴蝶”，只是在“蝴蝶”中声母不送气
了，写成ｃ。“酸的”是ｓｋｙｕｒ ｍｏ，“胃酸”写作ｃｈｕ ｓｋｙｕｒ ，拉萨
却读／ ｈｕ ｃｕｍ ／。另外，上面２）中“酒壶”、“酒鬼”、“酒馆儿”
中的?ａｒ也属这一类。

（４）把原来后一音节的韵尾并入前一音节做韵尾，形成一个新的音节。
如ｐｈｕ ｔｈｕｎｇ “袖子”：ｐｈｙａｇ ｐｈｕｎｇ “袖子”（ｈ．）。ｂｕ ｌｏｎ “债”：
ｄｎｇｕｌ ｂｕｎ “钱债”、ｖｂｒｕ ｂｕｎ “粮债”。ｚｉ ｌｉｎｇ “西宁”：ｚｉｎｇ ｒｔａ
“西宁马”、ｚｉｎｇ ｄｒｅｌ “西宁骡”。

（５）前一音节声母和后一音节韵母结合成一个新的音节。ｖｂｕｒ ｌｅｎ “刨
子”：ｚｕｒ ｖｂｅｎ “侧刨”。ｌｄｅ ｍｉｇ “钥匙”：ｐｈｙａｇ ｌｄｅ “钥匙”（ｈ．），
拉萨读／ ｈ ｔｉ? ／，第二音节相当于书面的ｌｄｉｇ。ｒａｂ ｖｂｙａｍｓ ｐａ “广
通经义者”：ｌｈａ ｒａｍｓ ｐａ “大昭格西”、ｔｓｈｏｇｓ ｒａｍｓ ｐａ “小昭格西”、
ｓｎｇａｇｓ ｒａｍｓ ｐａ “密乘格西”。

（６）其他类型。ｍｏ ｔａ “汽车”：ｐｈｅｂｓ ｔｏ “汽车”（ｈ．）。ｓｇｒｏｌ ｍａ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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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ｃｈｏｓ ｓｇｒｏｎ “（人名）”、ｄｂｙａｎｇｓ ｓｇｒｏｎ “（人名）”。ｓｉ ｐａｎ “辣
椒”：ｌｊａｇｓ ｓｉｌ，ｌｊａｇｓ ｐａｎ “辣椒”（ｈ．）

有的词藏文写法没有变化，但是读音不同。如ｍｃｈｉｎ ｐａ “肝”中的ｎ
受后面ｐ的影响，拉萨话读／ ｈｉｍ ｐａ ／。由ｍｃｈｉｎ构成的ｍｃｈｉｎ ｄｒｉ “肝腥
味”、ｍｃｈｉｎ ｍｄｏｇ “肝色”、ｍｃｈｉｎ ｎａｄ “肝病”等词中的ｎ都读／ ｍ ／。

以上这些例子说明，多音节词中的一个音节，有可能不是代表它本身，
而是代表另一个多音节词。
３）藏语动词多有形态变化，以动词作词根构造新词用哪一式？
藏语很多动词都有祈使式，但是以动词作词根构造新词没有用祈使式

的。（ｍｋｈａｓ ｐａｉ ｋｈａ ｒｇｙａｎ认为有———见该书３７页）
有完成和未完成二时的动词，构造新词，多用未完成式，需要表示已然

的情况时才用完成式。例如ｖｋｈｙａｇ （未完成式）ｖｋｈｙａｇｓ （完成式）“冻”：
ｖｋｈｙａｇ ｄｕｓ “寒冷时节，冬天”、ｖｋｈｙａｇ ｐｏ “冷”，ｖｋｈｙａｇｓ ｇａｓ “冻裂”、
ｖｋｈｙａｇｓ ｎａｄ “冻伤”、ｖｋｈｙａｇｓ ｐａ “冰”、ｖｋｈｙａｇｓ ｓｈｉ “冻死”、ｖｋｈｙａｇｓ ｖｂｕｒ
“（冻出来的）鸡皮疙瘩”。又如ｖｃｈｉ （未完成式）ｓｈｉ （完成式） “死”：
ｖｃｈｉ ｎｙｅｎ “生命危险”、ｖｃｈｉ ｌｔａｓ “死兆”、ｖｃｈｉ ｂｄａｇ “阎王”、ｖｃｈｉ ｎａｄ “致
死之病”、ｖｃｈｉ ｂａ “死”、ｓｈｉ ｄｇｅ “为亡人办的宗教活动”、ｓｈｉ ｐｏ “死者”、
ｓｈｉ ｒｍａｓ “伤亡”、ｓｈｉ ｒｄｚｕ “装死”、ｓｈｉ ｒｏ “死尸”、ｓｈｉ ｓｏｓ “起死回生”。

有三时变化的动词，构造新词时用哪一式也有一定的要求。例如ｂｙｅｄ
（现在式）ｂｙａ （将来式）ｂｙａｓ （完成式） “做”：ｂｙｅｄ ｇｔｅ “主犯”、ｂｙｅｄ
ｐａ ｐｏ “（事情的）作者”、ｂｙｅｄ ｐａ “（语法术语）工具”、ｂｙｅｄ ｓｇｒａ “（语
法术语）工具格”、ｂｙｅｄ ｔｓｈｉｇ “（动词的）现在式”、ｂｙｅｄ ｓｇｏ “典礼”、ｂｙｅｄ
ｓｐｙｏｄ “行为”、ｂｙａ ｓｐｙｏｄ “行为”、ｂｙａ ｂａ “事情”、ｂｙａ ｇｚｈａｇ “事业”、ｂｙａ
ｔｓｉｇ “（动词的）将来式”、ｂｙａｓ ｒｊｅｓ “成绩”、ｂｙａｓ ｍｔｈａ “结局”、ｂｙａｓ ｄｅｂ
“记事本”、ｂｙａｓ ｐａ “往事”、ｂｙａｓ ｖｂｒａｓ “成果”、ｂｙａｓ ｒａｂｓ “经历”。

根据我们初步的分析，用现在式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能动的人：ｓｔｏｎ ｐａ “祖师”、ｓｌｏｂ ｄｐｏｎ “导师”、ｓｌｏｂ ｐｈｒｕｇ “徒弟”、

ｓｌｏｂ ｇｒｏｇｓ “同学”、ｃｈｏｓ ｓｋｙｏｎｇ “护法神”、ｓｒｕｎｇ ｍａ “守护神”、ｓｋａｄ ｓｇｙｕｒ
“译员”、ｒｋｏ ｐａ “锄地人”、ｇｔｓｏ ｖｄｚｉｎ “领袖”、ｎｙｅｎ ｒｔｏｇ ｐａ “警察”、ｄｋｒｕｇ
ｐａ “车工”、ｒｋｕ ｍａ “贼”、ｇｚｈａｎｇ ｖｔｓｈｏｎｇ ｍａ “妓女”。

工具：ｓｏ ｖｋｈｒｕ “牙刷”、ｒｋｏ ｍａ “小锄”、ｋｈａ ｇｃｏｄ “盖子”、ｖｄｅｇｓ ｒｇｙａ
“秤”、ｚｈｏ ｂｌｕｇ “酸奶桶”、ｇｓｏ ｓｍａｎ “药”、ｓｌｏｂ ｄｅｂ “课本”、ｓｒｕｎｇ ｍｄｕｄ
“护身结”、ｇｌｏｇ ｖｄｏｎ ｖｐｈｒｕｌ ｖｋｈｏｒ “发电机”、ｓｋｙｏｂ ｄｎｇｕｌ “救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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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所：ｂｚｏ ｇｒｗａ “工厂”、ｓｌｏｂ ｇｒｗａ “学校”、ｒｔｓｏｄ ｇｒｗａ “（寺院中的）
辩经场”、ｚａ ｋｈａｎｇ “食堂”、ｄｐｅ ｓｋｒｕｎ ｋｈａｎｇ “出版社”、ｄｏｎ ｇｃｏｄ ｋｈａｎｇ
“办事处”、ｓｇｒｕｂ ｐｈｕｇ “静修岩洞”。

行为：ｄｋｒｕｇ ｓｈｉｎｇ “挑拨”、ｓｋｕｌ ｌｃａｇ “动员”、ｖｄｚｕｇｓ ｓｋｒｕｎ “建设”、
ｎｙｏ ｓｇｒｕｂ “采购”、ｇｎｙｅｒ ｓｋｙｏｎｇ “经营”、ｄｂａｎｇ ｓｇｙｕｒ “统治”、ｓｒｕｎｇ ｓｋｙｏｂ
“保护”、ｂｅｄ ｇｃｏｄ “使用”、ｖｄｕｌ ｓｂｙｏｎｇ “调教”、ｖｄｒｉ ｒｔｏｇ “审问”、ｎｙｉ ｓｒｅｇ
“晒”、ｂｄｅ ｓｒｕｎｇ “保健”、ｓｌｏｂ ｇｓｏ “教育”。

从上边的例子可以看出，由动词现在式作词根构成的词多含能动的意
思，但似乎不能都贴上能动的标签。

由将来式或完成式作词根构成的词都含有被动的意思。二者的区别在
于，用完成式的有已然的意思，将来式作词根则没有。

由完成式作词根构成的例如：ｂｒｋｏｓ ｙｉｇ “铭文”、ｂｒｋｕｓ ｎｏｒ “赃物”、
ｂｒｋｙａｎｇｓ ｐｈｙａｇ “（磕）长头”、ｇｌａｓ ｄｍａｇ “雇佣军”、ｂｓｇｙｕｒ ｙｉｇ “译文”、
ｂｃａｄ ｋｈｒａ “判决书”、ｍａ ｒｍｏｓ ｌｏ ｔｏｇ “不种自生的香稻，玉米”、ｓｈａ ｂｓｒｅｇｓ
“烤肉”、ｂｔｕｌ ｍａ “调教好了的”、ｂｔｓｕｇｓ ｓｈｉｎｇ “种植的树”、ｂｚｕｎｇ ｄｍａｇ
“战俘”、ｚｉｎ ｂｒｉｓ “草稿”、ｂｓｌａｓ ｍａ “编织品”。

由将来式作词根构成的例如：ｄｇａｇ ｓｇｒａ “否定词”、ｇｄｕｌ ｂｙａ “（被教化
的）徒众”、ｂｓｌａｂ ｂｙａ “学问”、ｄｐｙａｄ ｇｚｈｉ “（要研究的）课题”、ｄｂｙｅ
ｍｔｓｈａｍｓ “界限”、ｓｂａ ｂａ “秘密”、ｂｚａ ｂｔｕｎｇ “饮食”。

以上就是我们对以动词作词根构造新词规则的初步认识。我们看到有些
由动词作词根构成的合成词与上述的认识不相合，其中有些我们还不知道为
什么，有些可能是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

（１）“缠绕”的三时变化是ｄｋｒｉｄｋｒｉｄｋｒｉｓ，ｋｈａ ｄｋｒｉｓ “围巾”似乎用了
完成式，但是ｄｋｒｉｓ也是名词“箍，圈”，ｋｈａ ｄｋｒｉｓ中用的更可能是名词
ｄｋｒｉｓ，而不是动词的完成式。同样，ｇｙｏ  ｇｙｏ  ｇｙｏｓ是“烹调”，但是
ｇｙｏｓ也是名词“熟食”，ｇｙｏｓ ｓｎｏｄ “食具”、ｇｙｏｓ ｄｐｏｎ “厨师长”中用的
大概也是名词的ｇｙｏｓ。ｓｋｕ ｓｒｕｎｇ “卫士”，其中用动词现在式ｓｒｕｎｇ，似乎
不错，但与拉萨读音不符。拉萨布达拉宫对面的ｚｈｏｌ ｒｄｏ ｒｉｎｇ ｐｈｙｉ ｍａ北侧碑
文中的写法是ｓｋｕ ｓｒｕｎｇｓ，正与拉萨读音相合。看来古代可能有一个与动词
ｓｒｕｎｇ “保卫”同根的名词ｓｒｕｎｇｓ “保卫者”。

（２）多音节词作词素构造新词只能占一个音节时，办法之一是取其中的
一个音节作代表。例如ｖｇｒｅｌ ｂｓｈａｄ “解释”、ｇｓｕｎｇ ｂｓｈａｄ “讲演”、ｌｅｇｓ
ｂｓｈａｄ “格言”、ｎｙｅｓ ｂｓｈａｄ “邪说”中的ｂｓｈａｄ，代表的是ｂｓｈａｄ ｐａ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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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中的ｂｓｈａｄ，不是动词ｖｃｈａｄｂｓｈａｄｂｓｈａｄ “说”中的将来式或完成
式。

（３）由于语音演变，有些成分在词中不发音了，导致与古代规范不同的
写法出现。如ｖｋｈｙａｇｓ ｓｈｉ “冻死”、ｖｄｚｏｍｓ ｐｏ “齐全”、ｂｚａ ｍａ “饭”，也有
分别写作ｖｋｈｙａｇ ｓｈｉ、ｖｄｚｏｍ ｐｏ、ｚａ ｍａ，因为两种不同写法的读音在现在很
多地方都是一样的。

（４）方言影响。“住处”是ｓｄｏｄ ｓａ，其中ｓｄｏｄ “住”是现在式。但是现
在拉萨话中ｓｄｏｄ正在被完成式ｂｓｄａｄ取代，所以ｓｄｏｄ ｓａ、ｂｓｄａｄ ｓａ都有人
说，都有人写。同样，“摊开”的三时变化是ｖｇｒｅｍｓｄｇｒａｍｂｋｒａｍ， “展览
馆”依例应该是ｖｇｒｅｍｓ ｓｔｏｎ ｋｈａｎｇ，但是在拉萨既有人说也有人写ｂｋｒａｍ
ｓｔｏｎ ｋｈａｎｇ。

（５）由动词ｖｄｕｌｇｄｕｌｂｔｕｌ作词根构成的“化土”，既有ｖｄｕｌ ｚｈｉｎｇ，也有
ｇｄｕｌ ｚｈｉｎｇ。但是前者是“诸佛施行教化的世界”，后者是“佛的徒众所在的
世界”，构词的角度不同，是两个不同的词。

（６）ｂｃｉｎｇｓ ｖｇｒｏｌ “解放”前一词素的三时变化是ｖｃｈｉｎｇｂｃｉｎｇｂｃｉｎｇｓ，后
一词素的三时变化是ｖｇｒｏｌｄｇｒｏｌｂｋｒｏｌ，一用完成式，一用现在式，大概是要
表达“主动解开已被束缚的”意思。

以上是我们对以动词作词根构成合成词时时态形式使用的非常粗浅的认
识，提出来供大家分析，不对的地方希望能得到指正。
４）有些词根加词缀后意义有变化。如ｇｌｉｎｇ “洲”：ｇｌｉｎｇ ｇａ “园林，公

园”、ｒｇｙａｇｓ “饱”：ｒｇｙａｇｓ ｐａ “胖”、ｒｎｇａｎ “贿赂”：ｒｎｇａｎ ｐａ “（给孩子的）
零食”、ｇｎｙｅｒ “管理”：ｇｎｙｅｒ ｐａ “管家”、ｍｄｕｄ “打结”：ｍｄｕｄ ｐａ “结子”、
ｂｌａ “上”：ｂｌａ ｍａ “上师，喇嘛”、ｒｔｓｉｇ “砌”：ｒｔｓｉｇ ｐａ “（砌成的）墙”、
ｚｈｉｎｇ “田地”：ｚｈｉｎｇ ｐａ “农民”、ｖｏｎｇ “庄稼”：ｖｏｎｇ ｋｈａ “庄稼地”、ｂｕ
“男孩”：ｂｕ ｍｏ “女孩”。

另一些词则不是这样，加词缀后意义并无变化，只不过是适应多音节化
的趋势，由单音节词变成双音节词。如ｇｒｏｇｓ：ｇｒｏｇｓ ｐｏ “朋友”、ｄｇｒａ ：ｄｇｒａ
ｂｏ “敌人”、ｄｐｏｎ：ｄｐｏｎ ｐｏ “官”、ｍｄｚｅｒ：ｍｄｚｅｒ ｐａ “树瘤，瘊子”、ｗａ：
ｗａ ｍｏ “狐狸”、ｚｈｉｎｇ：ｚｈｉｎｇ ｋｈａ “田地”、ｚｈｅｎｇ：ｚｈｅｎｇ ｋｈａ “宽度”、ｌａｇ：
ｌａｇ ｐａ “手”、ｚｈａｎｇ：?ａ ｚｈａｎｇ “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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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形 　 法

在藏语单音节词中，只有动词才有形态变化，而且藏语动词早期都是单
音节的，二音节、三音节动词都是在单音节动词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语　 　 态

藏语中有成对的同根自动词和使动词。在拉萨话中成对保留下来读音又
不同的只有６０对左右，所以在拉萨口语语法中不被认为是一种语法范畴。
但是从我们辨认出来的书面语中的２００多对看，古代藏语恐怕是存在过自
动、使动这一范畴的。下面我们就把这２００多对动词分成几组列出来。每一
对，上列自动词，下列使动词。自动词有些没有时态变化，只列一种时态形
式；有些有两种时态，就列两种时态形式；有祈使式的，最后列祈使式，后
注（ｉ．）。使动词依现在－将来－完成－祈使的顺序列出（本书排列四式动
词时均按这一顺序排列），辞书上四式不全的，则依辞书。同一词可能不止
一种时态变化形式，此处只取其一。 （ｄ）表示其中的后缀ｄ，早已被废除。
１ ｋｈｅｎｇｋｈｅｎｇｓ “满，自满”
ｓｋｏｎｇｂｓｋａｎｇｂｓｋａｎｇｓｓｋｏｎｇｓ “使满，满足”
２ ｇａｂｇｏｂ （ｉ．）“藏”
ｓｇａｂｂｓｇａｂｂｓｇａｂｓｓｇｏｂｓ “遮掩”
３ ｇｏ “听见”
ｓｇｏｂｓｇｏｂｓｇｏｓｓｇｏｓ “命令”
４ ｇｏｍｓ “习惯”
ｓｇｏｍｂｓｇｏｍｂｓｇｏｍｓｓｇｏｍｓ “修习”
５ ｇｙａｇ “减少”
ｓｋｙａｇｂｓｋｙａｇｂｓｋｙａｇｓｓｋｙｏｇｓ “消耗”
６ ｇｒａｇｇｒａｇｓ “传开”



２１２　　 藏语词族研究

ｓｇｒｏｇｂｇｒａｇｂｇｒａｇｓｓｇｒｏｇｓ “宣布”
７ ｇｒｉｍ “（绳被搓）紧”
ｓｇｒｉｍｂｓｇｒｉｍｂｓｇｒｉｍｓｓｇｒｉｍｓ “搓紧”
８ ｇｒｕｇｇｒｕｇｓ “破碎”
ｓｇｒｕｇｂｓｇｒｕｇｂｓｇｒｕｇｓｓｇｒｕｇｓ “打破”
９ ｇｒｏｌ “解脱”
ｓｇｒｏｌｂｓｇｒｏｌｂｓｇｒｏｌ （ｄ）ｓｇｒｏｌ （ｄ）“解救”
１０ ｎｙａｌｎｙｏｌ （ｉ）“躺，睡”
ｓｎｙｏｌｂｓｎｙａｌｂｓｎｙａｌ （ｄ）ｓｎｙｏｌ （ｄ）“使睡”

１１ ｎｙｉｌ “崩塌”
ｓｎｙｉｌｂｓｎｙｉｌｂｓｎｙｉｌ （ｄ）ｓｎｙｉｌ （ｄ）“弄塌”

１２ ｎｙｕｇ “涂上”
ｓｎｙｕｇｂｓｎｙｕｇｂｓｎｙｕｇｓｓｎｙｕｇｓ “涂抹”

１３ ｎｙｕｎｇｎｙｕｎｇｓ “少”
ｓｎｙｕｎｇｂｓｎｙｕｎｇｂｓｎｙｕｎｇｓｓｎｙｕｎｇｓ “减少”

１４ ｎｙｅ “近”
ｓｎｙｅｂｓｎｙｅｂｓｎｙｅｓｓｎｙｅｓ “靠近”

１５ ｎｙｏｇ “浑”
ｓｎｙｏｇｂｓｎｙｏｇｂｓｎｙｏｇｓｓｎｙｏｇｓ “搅浑”

１６ ｎｙｏｄ “吃”
ｓｎｙｏｄｂｓｎｙｏｄｂｓｎｙｏｄｓｎｙｏｄ “喂”

１７ ｎｙｏｒ “被压烂”
ｓｎｙｏｒｂｓｎｙｏｒｂｓｎｙｏｒ （ｄ）ｓｎｙｏｒ （ｄ）“压烂”

１８ ｔｈｉｍ “渗入”
ｓｔｉｍｂｓｔｉｍｂｓｔｉｍｓｓｔｉｍｓ “使渗入”

１９ ｄｏ “匹敌”
ｓｄｏｂｓｄｏｂｓｄｏｓｓｄｏｓ “较量”

２０ ｎａｒ “拖长”
ｓｎａｒｂｓｎａｒｂｓｎａｒ （ｄ）ｓｎａｒ （ｄ）“伸长”

２１ ｎｕｎｕｓｎｕｓ （ｉ．）“吃奶”
ｓｎｕｎｂｓｎｕｎｂｓｎｕｎ （ｄ）ｓｎｕｎ （ｄ）“喂奶”

２２ ｎｕｄ “退出”
ｓｎｕｄｂｓｎｕｄｂｓｎｕｄｓｎｕｄ “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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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ｎｕｂ “没落”
ｓｎｕｂｂｓｎｕｂｂｓｎｕｂｓｓｎｕｂｓ “使沉没”

２４ ｎｕｒ “被磨细”
ｓｎｕｒｂｓｎｕｒｂｓｎｕｒ （ｄ）ｓｎｕｒ （ｄ）“研磨”

２５ ｎｕｒ “移动”
ｓｎｕｒｂｓｎｕｒｂｓｎｕｒ （ｄ）ｓｎｕｒ （ｄ）“挪开”

２６ ｎｅｍ “颤动”
ｓｎｅｍｂｓｎｅｍｂｓｎｅｍｓｓｎｅｍｓ “摁”

２７ ｌｄｏｇ “（次序）乱”
ｓｎｏｇｂｓｎｏｇｂｓｎｏｇｓｓｎｏｇｓ “打乱（次序）”

２８ ｎｏｇ （ｓ）“变脏”
ｓｎａｇ （ｓ）“弄脏”

２９ ｎｏｍｎｏｍｓ “触摸，持”
ｓｎｏｍｂｓｎａｍｂｓｎａｍｓｓｎｏｍｓ “持，拿，携带”

３０ ｎｏｒ “错”
ｓｎｏｒｂｓｎｏｒｂｓｎｏｒ （ｄ）ｓｎｏｒ （ｄ）“弄错”

３１ ｎｏｌ “一致”
ｓｎｏｌｂｓｎｏｌｂｓｎｏｌ “调整”

３２ ｐｈｏｎｇｓ “匮乏，失去”
ｓｐｏｎｇｓｐａｎｇｓｐａｎｇｓｓｐｏｎｇｓ “舍弃”

３３ ｐｈｙｏｄ “起作用”
ｓｐｙｏｄｓｐｙａｄｓｐｙａｄｓｐｙｏｄ “使用”

３４ ｍｙｕｒ “快”
ｓｍｙｕｒｓｍｙｕｒｓｍｙｕｒ （ｄ）ｓｍｙｕｒ （ｄ）“加快”

３５ ｚｕｂ “被涂掉”
ｓｕｂｂｓｕｂｂｓｕｂｓｓｕｂｓ “涂”

３６ ｚｕｂ “堵塞”
ｓｕｂｂｓｕｂｂｓｕｂｓｓｕｂｓ “使堵塞”

３７ ｚｕｍ “闭合”
ｓｕｍｂｓｕｍｂｓｕｍｓｓｕｍｓ “扎上”

３８ ｖｏｎｇｖｏｎｇｓ “来”
ｓｋｏｎｇｂｓｋｏｎｇｂｓｋｏｎｇｓｓｋｏｎｇｓ “召集”

３９ ｄｒａｎｇ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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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ｒｏｎｇｂｓｒａｎｇｂｓｒａｎｇｓｓｒｏｎｇｓ “弄直”
４０ ｒｉｎｇｒｉｎｇｓ “长，远”
ｓｒｉｎｇｂｓｒｉｎｇｂｓｒｉｎｇｓｓｒｉｎｇｓ “延长”

４１ ｒｕｌ “腐烂”
ｓｒｕｌｂｓｒｕｌｂｓｒｕｌｓｒｕｌ “使腐烂”

４２ ｄｒｏｄｒｏｓ “暖”
ｓｒｏｂｓｒｏｂｓｒｏｓｓｒｏｓ “晒，烤”

４３ ｌｏｇ “返回”
ｓｌｏｇｂｓｌｏｇｂｓｌｏｇｓｓｌｏｇｓ “遣回”

４４ ｌｏｂｌｏｂｓ “学会”
ｓｌｏｂｂｓｌａｂｂｓｌａｂｓｓｌｏｂｓ “教，学”

４５ ｖｋｈａｒ “挂住”
ｓｋａｒｂｓｋａｒｂｓｋａｒｓｋｏｒ “挂”

４６ ｖｋｈｕｍｖｋｈｕｍｓ “缩”
ｓｋｕｍｂｓｋｕｍｂｓｋｕｍｓｓｋｕｍｓ “缩回”

４７ ｖｋｈｕｒｋｈｕｒｋｈｕｒ （ｉ．）“携带”
ｓｋｕｒｂｓｋｕｒｂｓｋｕｒ （ｄ）ｓｋｕｒ （ｄ）“使携带”

４８ ｖｋｈｕｌ “听使唤”
ｓｋｕｌｂｓｋｕｌｂｓｋｕｌ （ｄ）ｓｋｕｌ （ｄ）“指使”

４９ ｖｋｈｏｎ “挂住”
ｓｋｏｎｂｓｋｏｎｂｓｋｏｎ （ｄ）ｓｋｏｎ （ｄ）“挂”

５０ ｖｋｈｏｒ “转”
ｓｋｏｒｂｓｋｏｒｂｓｋｏｒ （ｄ）ｓｋｏｒ （ｄ）“使转”

５１ ｖｋｈｏｌｋｈｏｌ “沸”
ｓｋｏｌｂｓｋｏｌｂｓｋｏｌ （ｄ）ｓｋｏｌ （ｄ）“煮”

５２ ｖｋｈｉｌ “停潴”
ｓｋｙｉｌｂｓｋｙｉｌｂｓｋｙｉｌ （ｄ）ｓｋｙｉｌ （ｄ）“使停潴”

５３ ｖｋｈｙｕｒ “分离，卸（任）”
ｓｋｙｕｒｂｓｋｙｕｒｂｓｋｙｕｒ （ｄ）ｓｋｙｕｒ （ｄ）“离开，舍弃”

５４ ｖｋｈｙｏｇｖｋｈｙｏｓ “弯曲，歪向”
ｓｋｙｏｇｂｓｋｙｏｇｂｓｋｙｏｇｓｓｋｙｏｇｓ “扭转”

５５ ｖｋｈｙｏｎｇｓ “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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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ｋｙｏｎｇｂｓｋｙａｎｇｂｓｋｙａｎｇｓｓｋｙｏｎｇｓ “保护”
５６ ｖｋｈｙｏｍｖｋｈｙｏｍｓ “动荡”
ｓｋｙｏｍｂｓｋｙａｍｂｓｋｙａｍｓｓｋｙｏｍｓ “摇晃”

５７ ｖｋｈｙｏｒ “弯曲”
ｓｋｙｏｒ “使弯曲”

５８ ｖｋｈｙｏｒ “背诵出”
ｓｋｙｏｒｂｓｋｙａｒｂｓｋｙａｒ （ｄ）ｓｋｙｏｒ （ｄ）“背诵”

５９ ｖｋｈｙｏｌ “送到”
ｓｋｙｅｌｂｓｋｙａｌｂｓｋｙａｌ （ｄ）ｓｋｙｏｌ （ｄ）“运送”

６０ ｖｋｈｒｉｄｋｈｒｉｄ “引导”
ｓｋｒｉｂｓｋｒｉｂｓｋｒｉｓｓｋｒｉｓ “使引导”

６１ ｖｋｈｒｏｇｖｋｈｒｏｇｓ “（腹）鸣”
ｓｋｒｏｇｂｓｋｒｏｇｂｓｋｒｏｇｓｓｋｒｏｇｓ “弄响”

６２ ｖｇｕｌ “动”
ｓｇｕｌｂｓｇｕｌｂｓｇｕｌ （ｄ）ｓｇｕｌ （ｄ）“撼动”

６３ ｖｇｏｖｇｏｓ “沾染”
ｓｇｏｂｓｇｏｂｓｇｏｓｓｇｏｓ “使沾染”

６４ ｖｇｙａｎｇｖｇｙａｎｇｓ “耽搁，延迟”
ｓｇｙａｎｇｂｓｇｙａｎｇｂｓｇｙａｎｇｓｂｓｇｙｏｎｇｓ “推迟，拖延”

６５ ｖｇｙｉｎｇｖｇｙｉｎｇｓ “自尊自大”
ｓｇｙｉｎｇｂｓｇｙｉｎｇｂｓｇｙｉｎｇｓｓｇｙｉｎｇｓ “使自尊自大”

６６ ｖｇｙｕｒ “变”
ｓｇｙｕｒｂｓｇｙｕｒｂｓｇｙｕｒ （ｄ）ｓｇｙｕｒ （ｄ）“使变”

６７ ｖｇｙｅｌ “倒”
ｓｇｙｅｌｂｓｇｙｅｌｂｓｇｙｅｌ （ｄ）ｓｇｙｅｌ （ｄ）“弄倒”

６８ ｖｇｒｉｇｖｇｒｉｇｓ “合适”
ｓｇｒｉｇｂｓｇｒｉｇｂｓｇｒｉｇｓｓｇｒｉｇｓ “安排”

６９ ｖｇｒｉｂ “隐没”
ｓｇｒｉｂｂｓｇｒｉｂｂｓｇｒｉｂｓｓｇｒｉｂｓ “遮蔽”

７０ ｖｇｒｉｌ “成卷”
ｓｇｒｉｌｂｓｇｒｉｌｂｓｇｒｉｌ （ｄ）ｓｇｒｉｌ （ｄ）“卷”

７１ ｖｇｒｕｂｇｒｕｂ “完成”
ｓｇｒｕｂｂｓｇｒｕｂｂｓｇｒｕｂｓｓｇｒｕｂｓ “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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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ｖｇｒｅｖｇｒｅｓ “比照”
ｓｇｒｅｂｓｇｒｅｂｓｇｒｅｓｓｇｒｅｓ “类推”

７３ ｖｇｒｅｎｇｖｇｒｅｎｇｓ “翘起”
ｓｇｒｅｎｇｂｓｇｒｅｎｇｂｓｇｒｅｎｇｓｓｇｒｅｎｇｓ “使翘起”

７４ ｖｇｒｏｇｖｇｒｏｇｓ “结交”
ｓｇｒｏｇｂｓｇｒｏｇｂｓｇｒｏｇｓｓｇｒｏｇｓ “联上”

７５ ｖｔｈｏｂｔｈｏｂ “获得”
ｓｔｏｂｂｓｔｏｂｂｓｔｏｂｓｓｔｏｂｓ “赠给”

７６ ｖｊｉｇｓ “怕”
ｓｄｉｇｂｓｄｉｇｂｓｄｉｇｓｓｄｉｇｓ “恐吓”

７７ ｖｄｕｖｄｕｓ “会聚”
ｓｄｕｄｂｓｄｕｂｓｄｕｓｓｄｕｓ “使会聚”

７８ ｖｄｏｍｖｄｏｍｓ “聚”
ｓｄｏｍｂｓｄａｍｂｓｄａｍｓｓｄｏｍｓ “捆”

７９ ｖｐｈａｇｖｐｈａｇｓ “腾起”
ｓｐｏｇｓｐａｇｓｐａｇｓｓｐｏｇｓ “提升”

８０ ｖｐｈａｍｐｈａｍ “败”
ｓｐａｍ “打败”

８１ ｖｐｈａｒ “上升”
ｓｐｏｒｓｐａｒｓｐａｒ （ｄ）ｓｐｏｒ （ｄ）“提升”

８２ ｖｐｈｕｎｇｐｈｕｎｇ “成堆”
ｓｐｕｎｇｓｐｕｎｇｓｐｕｎｇｓｓｐｕｎｇｓ “堆积”

８３ ｖｐｈｕｒ “飞”
ｓｐｕｒｓｐｕｒｓｐｕｒ （ｄ）ｓｐｕｒ （ｄ）“放飞”

８４ ｖｐｈｅｌ “发展”
ｓｐｅｌｓｐｅｌｓｐｅｌ （ｄ）ｓｐｅｌ （ｄ）“使发展”

８５ ｖｐｈｏｖｐｈｏｓ “迁移”
ｓｐｏｓｐｏｓｐｏｓｓｐｏｓ “搬迁”

８６ ｖｐｈｒｉｎ “获悉”
ｓｐｒｉｎｇｓｐｒｉｎｇｓｐｒｉｎｇｓｓｐｒｉｎｇｓ “发出（讯息）”

８７ ｖｐｈｒｕｌ “变幻”
ｓｐｒｕｌｓｐｒｕｌｓｐｒｕｌ （ｄ）ｓｐｒｕｌ （ｄ）“变作”

８８ ｖｐｈｒｏｖｐｈｒｏｓ “照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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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ｒｏｓｐｒｏｓｐｒｏｓｓｐｒｏｓ “照射”
８９ ｖｐｈｒｏｄ “收到”
ｓｐｒｏｄｓｐｒａｄｓｐｒａｄｓｐｒｏｄ “交给”

９０ ｖｂａｇｖｂａｇｓ “沾染”
ｓｂａｇｓｂａｇｓｂａｇｓｓｂｏｇｓ “使沾染”

９１ ｖｂａｎｇｂａｎｇｓ “湿”
ｓｂｏｎｇｓｂａｎｇｓｂａｎｇｓｓｂｏｎｇｓ “浸泡”

９２ ｖｂａｒ “燃”
ｓｂｏｒｓｂａｒｓｂａｒ （ｄ）ｓｂｏｒ （ｄ）“点燃”

９３ ｖｂｕｂｂｕｂｂｕｂｓ （ｉ．）“趴”
ｓｂｕｂｓｂｕｂｓｂｕｂｓｓｂｕｂｓ “扣”

９４ ｖｂｙａｎｇｂｙａｎｇ “泻”
ｓｂｙｏｎｇｓｂｙａｎｇｓｂｙａｎｇｓｓｂｙｏｎｇｓ “使泻”

９５ ｖｂｙａｎｇｂｙａｎｇ “精通”
ｓｂｙｏｎｇｓｂｙａｎｇｓｂｙａｎｇｓｓｂｙｏｎｇｓ “练”

９６ ｖｂｙａｒ “粘合”
ｓｂｙｏｒｓｂｙａｒｓｂｙａｒ （ｄ）ｓｂｙｏｒ （ｄ）“粘贴”

９７ ｖｂｙｉｎｇｂｙｉｎｇ “沉下”
ｓｐｙｉｎｇｓｐｙｉｎｇｓｐｙｉｎｇｓｓｐｙｉｎｇｓ “弄沉”

９８ ｖｂｒａｎｇｖｂｒａｎｇｓｖｂｒｏｎｇｓ （ｉ．）“跟随”
ｓｂｒｅｎｇｓｂｒｅｎｇｓｂｒｅｎｇｓｓｂｒｅｎｇｓ “排（队）”

９９ ｖｂｒｅｌ “相连”
ｓｂｒｅｌｓｂｒｅｌｓｂｒｅｌ （ｄ）ｓｂｒｅｌ （ｄ）“联合”

１００ ｖｔｓｈｕｂｖｔｓｈｕｂｓ “堵塞，喘不过（气）”
ｓｕｂｂｓｕｂｂｓｕｂｓｓｕｂｓ “使堵塞，闭（气）”

１０１ ｖｄｒｅ ｖｄｒｅｓ “相混”
ｓｒｅｂｓｒｅｂｓｒｅｓｓｒｅｓ “掺合”

１０２ ｖｄｒｅｇｓ “焦”
ｓｒｅｇｂｓｒｅｇｂｓｒｅｇｓｓｒｅｇｓ “烧，烤”

１０３ ｖｄｕｍ ｖｄｕｍｓ “和解”
ｚｌｕｍｂｚｌｕｍｂｚｌｕｍｓｚｌｕｍｓ “调解”

１０４ ｍｎｙａｍ “平坦，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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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ｎｙｏｍｂｓｎｙａｍｂｓｎｙａｍｓｓｎｙｏｍｓ “弄平”
１０５ ｍｔｈｕｄ “接上”
ｓｔｕｄｂｓｔｕｄｂｓｔｕｄｓｔｕｄ “继续”

１０６ ｍｔｈｕｎ “一致”
ｓｔｕｎｂｓｔｕｎｂｓｔｕｎ （ｄ）ｓｔｕｎ （ｄ）“顺应”

１０７ ｍｎａｍ “散发，嗅到”
ｓｎｏｍｂｓｎａｍｂｓｎａｍｓｓｎｏｍｓ “嗅”

１０８ ｔｈａｒ “通过，逃脱”
ｒｄａｒｂｒｄａｒｂｒｄａｒ （ｄ）ｒｄｏｒ （ｄ）“磨，锉”

１０９ ｎｏｇ （ｓ）“涂掉”
ｒｎｏｇｂｒｎｏｇｂｒｎｏｇｓｒｎｏｇｓ “涂”

１１０ ｌｕｇ “垮”
ｒｌｕｇｂｒｌｕｇｂｒｌｕｇｓｒｌｕｇｓ “毁”

１１１ ｖｇａｌ “相违”
ｒｇｏｌｂｒｇａｌｂｒｇａｌ （ｄ）ｒｇｏｌ （ｄ）“辩驳，进犯”

１１２ ｖｔｈｏｌ ～ ｍｔｈｏｌ “坦白”
ｒｔｏｌｂｒｔｏｌｂｒｔｏｌｒｔｏｌ “揭发”

１１３ ｖｄａｌ “洇”
ｒｄａｌｂｒｄａｌｂｒｄａｌ （ｄ）ｒｄｏｌ （ｄ）“摊开”

１１４ ｖｄｕｍｖｄｕｍｓ “缩短”
ｒｄｕｍ “弄断”

１１５ ｖｂａｄｖｂｏｄ （ｉ．）“努力，致力于”
ｒｂｏｄｒｂａｄｒｂａｄｒｂｏｄ “唆使，怂恿，派遣”

１１６ ｃｈｏｇｃｈｏｇｓ “满足，有能力，可以，允许”
ｌｃｏｇ （ｓ）“能够，腾出时间”④

１１７ ｔｈｅｄ “破”
ｌｔｅｄ “撕”

１１８ ｖｔｈｅｍｖｔｈｅｍｓ “满”
ｌｔｅｍｓｂｌｔａｍｂｌｔａｍｓｌｔｏｍｓ “灌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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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 ｎｏｓ “获得”
ｎｏｄｍｎｏｍｎｏｓｎｏｓ “承接”

１２０ ｍｙｏｎｇ “感受到”
ｍｙｏｎｇｍｙａｎｇｍｙａｎｇｓｍｙｏｎｇｓ “感受，尝试”

１２１ ｌｄｕｇ “流下”
ｌｄｕｇｂｌｕｇｂｌｕｇｓｌｈｕｇｓ “注入”

１２２ ｌｈｕｂ “飘动”
ｋｌｕｂｂｋｌｕｂｂｋｌｕｂｓｋｌｕｂｓ “披，佩”

１２３ ｌｄｅｍ “颤动”
ｇｌｅｍｇｌｅｍｇｌｅｍｓｇｌｅｍｓ “摁”

１２４ ｌｏｎ “获得”
ｌｅｎｂｌａｎｇｂｌａｎｇｓｌｏｎｇｓ “取”

１２５ ｋｈｕｇｋｈｕｇｓ “回转”
ｖｇｕｇ （ｓ）ｄｇｕｇｂｋｕｇｋｈｕｇ “召回”

１２６ ｋｈｅｇｋｈｅｇｓ “止住”
ｖｇｏｇｄｇａｇｂｋａｇｋｈｏｇ “制止”

１２７ ｋｈｅｂｓ “遮住”
ｖｇｅｂｓｄｇａｂｂｋａｂｋｈｏｂ “遮”

１２８ ｋｈｙｏｇ “举住”
ｖｇｙｏｇｂｋｙａｇｂｋｙａｇｓｋｈｙｏｇｓ “举”

１２９ ｋｈｒｅｍｓ “渗入”
ｖｇｒｅｍｄｇｒａｍｂｋｒａｍｋｈｒｏｍｓ “洒（水）”

１３０ ｇａｎｇ “满”
ｖｇｅｎｇｓｄｇａｎｇｂｋａｎｇｋｈｏｎｇｓ “灌满”

１３１ ｇａｌ “（任务）落到”
ｖｇｅｌｄｇａｌｂｋａｌ （ｄ）ｋｈｏｌ （ｄ）“上（驮子）”

１３２ ｇｕｇ “弯”
ｖｇｕｇ （ｓ）ｄｇｕｇｂｋｕｇｋｈｕｇ “弄弯”

１３３ ｇｒａｍ “散开”
ｖｇｒｅｍｄｇｒａｍｂｋｒａｍｋｈｒｏｍｓ “摆开”

１３４ ｇｒｏｌ “（结子、活动）散”
ｖｇｒｏｌｄｇｒｏｌｂｋｒｏｌ （ｄ）ｋｈｒｏｌ （ｄ）“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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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５ ｃｈｕｄ “进入”
ｖｊｕｄ “纳入”

１３６ ｃｈｕｒ “容下”
ｖｊｕｒｇｊｕｒｂｃｕｒ （ｄ）ｃｈｕｒ （ｄ）“挤进”

１３７ ｃｈｏｍ “屈服”
ｖｊｏｍｓｇｚｈｏｍｂｃｏｍｃｈｏｍ （ｓ）“制服”

１３８ ｔｈｅｇ “举住”
ｖｄｅｇｓｇｄｅｇｂｔｅｇｔｈｅｇ “举”

１３９ ｔｈｅｂｔｈｅｂｓ “种上”
ｖｄｅｂｓｇｄａｂｂｔａｂｔｈｏｂ “种”

１４０ ｔｈｏｇｓ “持”
ｖｄｏｇｓｇｄａｇｓｂｔａｇｓｔｈｏｇｓ “拴上”

１４１ ｄｗａｎｇｓ “变清”
ｖｄａｎｇｄａｎｇｄｗａｎｇｓｄｗａｎｇｓ “澄清”

１４２ ｄｕｄ “俯身”
ｖｄｕｄｇｄｕｄｂｔｕｄｔｈｕｄ “鞠躬，致敬”

１４３ ｄｏｄ “凸起”
ｖｄｏｄｇｄｏｄｂｔｏｄｔｈｏｄ “使凸起”

１４４ ｄｏｎ “出来”
ｖｄｏｎｇｄｏｎｂｔｏｎ （ｄ）ｔｈｏｎ （ｄ）“使出来”

１４５ ｐｈｙｅｄ “一分为二”
ｖｂｙｅｄｄｂｙｅｐｈｙｅｓｐｈｙｅｓ “使分开”

１４６ ｂｕｇ “穿透”
ｖｂｕｇｓｄｂｕｇｐｈｕｇｐｈｕｇ “钻”

１４７ ｂｏ “洒”
ｖｂｏｄｂｏｐｈｏｓｐｈｏｓ “弄洒”

１４８ ｚｈｕ “融化”
ｖｊｕｂｚｈｕｂｚｈｕｓｚｈｕｓ “熔炼”

１４９ ｚｈｕｍ “畏缩”
ｖｊｕｍｓｂｃｕｍｂｃｕｍｓｃｈｕｍｓ “使收缩”

１５０ ｚｉｎ “抓住”
ｖｄｚｉｎｇｚｕｎｇｂｚｕｎｇｚｕｎｇｓ “抓”

１５１ ｚｕｇ “刺入”



构　 形　 法 ２２１　　

ｖｄｚｕｇｓｇｚｕｇｓｂｔｓｕｇｓｔｓｈｕｇｓ “刺”
１５２ ｔｓｈｕｇｓ “矗立”
ｖｄｚｕｇｓｇｚｕｇｓｂｔｓｕｇｓｔｓｈｕｇｓ “树立”

１５３ ｚｕｍ “闭合”
ｖｄｚｕｍｂｔｓｕｍｂｔｓｕｍｓｔｓｈｕｍｓ “闭”

１５４ ｚｕｒ “卸任”
ｖｄｚｕｒｇｚｕｒｂｚｕｒ （ｄ）ｚｕｒ （ｄ）“避让”

１５５ ｔｓｈｏｓ “熟”
ｖｔｓｈｏｄｂｔｓｏｂｔｓｏｓｔｓｈｏｓ “煮”

１５６ ｒｕｂ “闭合”
ｖｄｒｕｂｄｒｕｂｄｒｕｂｓｄｒｕｂｓ “缝合”

１５７ ｓｏｓ “复元”
ｖｔｓｈｏｇｓｏｂｓｏｓｓｏｓ “疗养”

１５８ ｖｋｈｅｌｋｈｅｌ “承载”
ｖｇｅｌｄｇａｌｂｋａｌ （ｄ）ｋｈｏｌ （ｄ）“上（驮子）”

１５９ ｖｋｈｏｄ “载于”
ｖｇｏｄｄｇｏｄｂｋｏｄｋｈｏｄ “刊载”

１６０ ｖｋｈｏｌｋｈｏｌ “驯服”
ｖｋｈｏｌｂｋｏｌｂｋｏｌ （ｄ）ｋｈｏｌ （ｄ）“役使”

１６１ ｖｋｈｙｉｇｖｋｈｙｉｇｓ “系着”
ｖｋｈｙｉｇｂｋｙｉｇｂｋｙｉｇｓｋｈｙｉｇｓ “系”

１６２ ｖｋｈｒｏｌ “奏响”
ｖｋｈｒｏｌｄｋｒｏｌｂｋｒｏｌｋｈｒｏｌ “弹奏”

１６３ ｖｋｈｒｏｌ “解开，获准”
ｖｇｒｏｌｄｇｒｏｌｂｋｒｏｌ （ｄ）ｋｈｒｏｌ （ｄ）“解”

１６４ ｖｇａｇｖｇａｇｓ “不通”
ｖｇｏｇｄｇａｇｂｋａｇｋｈｏｇ “堵”

１６５ ｖｇａｓｇａｓ “裂”
ｖｇａｓｄｇａｓｂｋａｓｋｈｏｓ “劈”

１６６ ｖｇｕｍｇｕｍ “死”
ｖｇｕｍｓｄｇｕｍｂｋｕｍｓｋｈｕｍｓ “杀”

１６７ ｖｇｏｇｇｏｇ “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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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ｇｏｇｄｇｏｇｂｋｏｇｋｈｏｇ “拔出”
１６８ ｖｇｏｒ “耽搁”
ｖｇｏｒｂｇｏｒｂｇｏｒ （ｄ）ｂｇｏｒ （ｄ）“使耽搁”

１６９ ｖｇｏｌｇｏｌ “分开”
ｖｋｈｏｌｄｇｏｌｂｋｏｌ （ｄ）ｋｈｏｌ （ｄ）“分出”

１７０ ｖｇｙｅｇｙｅｓ “分开”
ｖｇｙｅｄｂｋｙｅｂｋｙｅｓｋｈｙｅｓ “分发”

１７１ ｖｇｒｏｎｇｇｒｏｎｇｓ “死”
ｖｇｒｏｎｇｓｄｇｒｏｎｇｂｋｒｏｎｇｓｋｈｒｏｎｇｓ “杀”

１７２ ｖｃｈｕｎｃｈｕｎ “温顺”
ｖｊｕｎｇｃｕｎｂｃｕｎ （ｄ）ｃｈｕｎ （ｄ）“管教”

１７３ ｖｃｈｕｍｖｃｈｕｍｓ “萎缩”
ｖｊｕｍｂｃｕｍｂｃｕｍｓｃｈｕｍｓ “使收缩”

１７４ ｖｃｈｏｌ “错乱”
ｖｃｈｏｌｂｃｏｌｂｃｏｌ （ｄ）ｃｈｏｌ （ｄ）“弄乱”

１７５ ｖｊａｇｓ “记住”
ｖｊａｇｓｇｃａｇｓｂｃａｇｓｃｈｏｇｓ “铭记”

１７６ ｖｊｉｇｚｈｉｇ “塌”
ｖｊｉｇｂｓｈｉｇｂｓｈｉｇｓｓｈｉｇｓ “拆毁”

１７７ ｖｊｉｌ “受挫折”
ｖｊｉｌｇｚｈｉｌｂｃｉｌｃｈｉｌ “使受挫折”

１７８ ｖｊｕｚｈｕ “消化”
ｖｊｕｂｚｈｕｂｚｈｕｓｚｈｕｓ “使消化”

１７９ ｖｊｕｇｚｈｕｇｓｚｈｕｇｓ （ｉ．）“进入”
ｖｊｕｇｇｚｈｕｇｂｃｕｇｃｈｕｇ “使进入”

１８０ ｖｔｈｕｖｔｈｕｓ “凑（钱）”
ｖｔｈｕｂｔｕｂｔｕｓｔｈｕｓ “采集”

１８１ ｖｔｈｕｍｖｔｈｕｍｓ “被裹住”
ｖｔｈｕｍｂｔｕｍｂｔｕｍｓｔｈｕｍｓ “裹”

１８２ ｖｔｈｏｎｔｈｏｎ “产生”
ｖｄｏｎｇｄｏｎｂｔｏｎ （ｄ）ｔｈｏｎ （ｄ）“使产生”

１８３ ｖｄｕｌｄｕｌ （～ ｖｔｈｕｌｔｈｕｌ）“温顺”
ｖｄｕｌｇｄｕｌｂｔｕｌ （ｄ）ｔｈｕｌ （ｄ）“调教”



构　 形　 法 ２２３　　

１８４ ｖｄｒｉｌｄｒｉｌ “成卷”
ｖｄｒｉｌｄｒｉｌｄｒｉｌ （ｄ）ｄｒｉｌ （ｄ）“卷”

１８５ ｖｄｒｏｎｇｖｄｒｏｎｇｓ “抵达”
ｖｄｒｅｎｄｒａｎｇｄｒａｎｇｓｄｒｏｎｇｓ “引导”

１８６ ｖｐｈｏｇｐｈｏｇ “射中”
ｖｐｈｅｎｖｐｈａｎｇｖｐｈａｎｇｓｖｐｈｏｎｇｓ “射”

１８７ ｖｂａｂｂａｂ “降落”
ｖｂｅｂｓｄｂａｂｐｈａｂｐｈｏｂ “使降落”

１８８ ｖｂａｂｂａｂｂｏｂｓ （ｉ．）“下（马）”
ｖｂｅｂｄｂａｂｐｈａｂｐｈｏｂ “卸下”

１８９ ｖｂｕｄｂｕｄ “脱落”
ｖｐｈｕｄｐｈｕｄｐｈｕｄ （ｉ）“脱”

１９０ ｖｂｙｉｂｙｉ “（毛发等）脱落”
ｖｐｈｙｉ “拔（毛）”

１９１ ｖｂｙｉｄｂｙｉｄ “擦掉，消失”
ｖｂｙｉｄｄｂｙｉｐｈｙｉｓｐｈｙｉｓ “擦拭”

１９２ ｖｂｙｕｎｇｂｙｕｎｇ “出现，得到”
ｖｂｙｉｎｄｂｙｕｎｇｐｈｙｕｎｇ （ｓ）ｐｈｙｕｎｇ （ｓ）“弄出”

１９３ ｖｂｙｅｂｙｅ “开”
ｖｂｙｅｄｄｂｙｅｐｈｙｅｓｐｈｙｅｓ “打开”

１９４ ｖｂｒａｌｂｒａｌ “分开”
ｖｐｈｒａｌｄｂｒａｌｐｈｒａｌ （ｄ）ｐｈｒｏｌ （ｄ）“使分开”

１９５ ｖｂｒｉｂｒｉｓ “减少”
ｖｂｒｉｄｄｂｒｉｐｈｒｉｓｐｈｒｉｓ “减去”

１９６ ｖｔｓｈａｎｇｖｔｓｈａｎｇｓｖｔｓｈｏｎｇｓ （ｉ．）“挤进”
ｖｔｓｈａｎｇｂｔｓａｎｇｂｔｓａｎｇｓｔｓｈｏｎｇｓ “塞入”

１９７ ｖｔｓｈａｎｇｖｔｓｈａｎｇｓ “进入”
ｖｔｓｈａｎｇｂｔｓａｎｇｂｔｓａｎｇｓｔｓｈｏｎｇｓ “塞入”

１９８ ｖｔｓｈｕｄｔｓｈｕｄ “进入”
ｖｄｚｕｄｇｚｕｄｂｔｓｕｄｔｓｈｕｄ “使进入”

１９９ ｖｔｓｈｏｖｔｓｈｏｓ “活着”
ｖｔｓｈｏｇｓｏｂｓｏｓｓｏｓ “养活”

２００ ｖｄｚａｚｏｓ “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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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ｄｚａｚａｚｏｓｇｚａｎ “浪费”
２０１ ｖｄｚａｇｚａｇ “滴流”
ｖｔｓｈａｇｂｔｓａｇｂｔｓａｇｓｔｓｈｏｇｓ “滤”

２０２ ｖｄｚａｒ “垂着”
ｖｄｚａｒｇｚａｒｂｚａｒ （ｄ）ｇｚｅｒ （ｄ）“悬挂”

２０３ ｖｄｚｉｒ “（从隙缝、小洞）浸出”
ｖｔｓｈｉｒｇｔｓｉｒｂｔｓｉｒ （ｄ）ｔｓｈｉｒ （ｄ）“榨，挤压”

２０４ ｃｈｏｄ “断，决定”
ｇｃｏｄｇｃａｄｂｃａｄｃｈｏｄ “弄断，使决定”

２０５ ｔｈｕｇ “相遇”
ｇｔｕｇｇｔｕｇｓｇｔｕｇｓ （ｉ）“会见”

２０６ ｔｈｏｎｇ “受到”
ｇｔｏｎｇｇｔａｎｇｂｔａｎｇｔｈｏｎｇ “发出”

２０７ ｔｈｏｓ “听到”
ｇｄａｓ “述说”

２０８ ｎｏｎ “屈服”
ｇｎｏｎｍｎａｎｍｎａｎ （ｄ）ｎｏｎ （ｄ）“压制”

２０９ ｚｈａｇ “裂开”
ｇｓｈｏｇｇｓｈａｇｂｓｈａｇｓｇｓｈｏｇｓ “劈开”

２１０ ｚｈｕ “（色）退，（漆）脱”
ｇｓｈｕｂｓｈｕｂｓｈｕｓｓｈｕｓ “去（色），刮（漆）”

２１１ ｚｉｌ “碎”
ｇｓｉｌｂｓｉｌｂｓｉｌ （ｄ）ｇｓｉｌ （ｄ）“弄碎”

２１２ ｙｏｌ “超过”
ｇｙｏｌ “避开”

２１３ ｓａｎｇｓａｎｇｓ “洁净”
ｂｓａｎｇｂｓａｎｇｓｓｏｎｇｓ （ｉ）“使洁净”

２１４ ｓｏｇｓ “累积”
ｇｓｏｇｂｓａｇｂｓａｇｓｓｏｇｓ “积累”

２１５ ｓｏｄ “被杀死”
ｇｓｏｄｇｓａｄｂｓａｄｓｏｄ “杀死”

２１６ ｇｒｕｍｇｒｕｍｓ “碎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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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ｋｒｕｍｄｋｒｕｍｓｄｋｒｕｍｓ （ｉ）“使碎裂”

２１７ ｖｃｈａｇｃｈａｇ “破碎”
ｇｃｏｇｇｃａｇｂｃａｇｃｈｏｇ “打破”

２１８ ｖｃｈａｄｃｈａｄ “断”
ｇｃｏｄｇｃａｄｂｃａｄｃｈｏｄ “截断”

２１９ ｖｃｈａｍ （ｓ）“和谐”
ｇｃｏｍｂｃａｍｂｃａｍｓｇｃｏｍｓ “协商”

２２０ ｖｃｈｕｖｃｈｕｓ “扭”
ｇｃｕｇｃｕｓｇｃｕｓ （ｉ）“拧”

２２１ ｖｃｈｏｒｓｈｏｒ “失去”
ｇｃｏｒｇｃａｒｂｃａｒ （ｄ）ｇｃｏｒ （ｄ）“挤出”

２２２ ｖｊａｇｓ “（痛）止住”
ｇｃｏｇｇｃａｇｂｃａｇｃｈｏｇ “使止住”

２２３ ｖｊａｒ “走近”
ｇｃｏｒｇｃａｒｂｃａｒｇｃｏｒ “进见”

２２４ ｖｔｈｉｇｖｔｈｉｇｓ “滴”
ｇｔｉｇｂｔｉｇｂｔｉｇｓｇｔｉｇｓ “使滴”

２２５ ｖｔｈｉｂｖｔｈｉｂｓ “遮蔽”
ｇｔｉｂｇｔｉｂｓｇｔｉｂｓ （ｉ）“使遮蔽”

２２６ ｖｔｈｕｌ “散发（香味）”
ｇｔｕｌ “（用香）熏”

２２７ ｖｔｈｏｍｖｔｈｏｍｓ “糊涂”
ｇｔｏｍ “使糊涂”

２２８ ｖｔｈｏｒｔｈｏｒ “四散”
ｇｔｏｒｇｔｏｒ （ｄ）ｇｔｏｒ （ｄ）（ｉ）“抛撒”

２２９ ｖｔｓｈａｇｖｔｓｈａｇｓｖｔｓｈｏｇｓ （ｉ）“积累”
ｇｓｏｇｂｓａｇｂｓａｇｓｓｏｇｓ “积累”

２３０ ｖｔｓｈａｂｖｔｓｈａｂｓｖｔｓｏｂｓ （ｉ）“代替”
ｇｓｏｂｂｓａｂｂｓａｂｓｓｏｂｓ “使代替”

２３１ ｖｔｓｈｕｂｖｔｓｈｕｂｓ “弥漫”
ｇｔｓｕｂｇｔｓｕｂｓｇｔｓｕｂｓ （ｉ）“使弥漫”

２３２ ｖｄｚａｇｚａｇ “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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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ｔｓａｇｇｔｓａｇｓｇｔｓｏｇｓ （ｉ）“使流出”
２３３ ｖｄｚａｄｚａｄ “耗尽”
ｇｚｏｎｇｚａｎｇｚａｎｇｚｏｎ “耗费”

２３４ ｖｋｈａｒ “卡住”
ｄｇａｒｂｋａｒｋｈｏｒ （ｉ）“使卡住”

２３５ ｖｋｈｙｕ，ｖｋｈｙｕｓ “弯曲”
ｄｋｙｕｄｋｙｕｓｄｋｙｕｓ （ｉ）“扭转”

２３６ ｖｋｈｒｉｖｋｈｒｉｓ “绕住”
ｄｋｒｉｄｋｒｉｓｄｋｒｉｓ （ｉ）“缠绕”

２３７ ｖｋｈｒｉｇｓ “密布”
ｄｋｒｉｇｄｋｒｉｇｓｄｋｒｉｇｓ （ｉ）“笼罩”

２３８ ｖｋｈｒｕｇｖｋｈｒｕｇｓ “乱”
ｄｋｒｕｇｄｋｒｕｇｓｄｋｒｕｇｓ （ｉ）“搅”

２３９ ｖｇｙｕｖｇｙｕｓ “奔驰”
ｄｋｙｕｄｋｙｕｓｄｋｙｕｓ （ｉ）“驱驰”

２４０ ｖｄｒｏｇｖｄｒｏｇｓ “受惊”
ｄｋｒｏｇｄｋｒｏｇｓｄｋｒｏｇｓ （ｉ）“使惊”

２４１ ｖｐｈｙａｎｇｖｐｈｙａｎｇｓ “挂着”
ｄｐｙｏｎｇｄｐｙａｎｇｄｐｙａｎｇｓｄｐｙｏｎｇｓ “悬挂”

２４２ ｖｇｏｎｇ “畏惧”
ｂｋｏｎｇ “恐吓”

２４３ ｓｋａｍｂｓｋａｍｂｓｋａｍｓ “干”
ｓｋｅｍｂｓｋａｍｂｓｋａｍｓｓｋｏｍｓ “使干”

２４４ ｓｋｙｅｓｋｙｅｓ “生”
ｓｋｙｅｄｂｓｋｙｅｄｂｓｋｙｅｄｓｋｙｅｄ “使生长”

２４５ ｒｎｙｏｂ “（伸手）够得着”
ｓｎｙｏｂｂｓｎｙａｂｂｓｎｙａｂｓｓｎｙｏｂｓ “（伸手去）够”

２４６ ｓｔｏｎｇｓｔｏｎｇｓ “受益”
ｓｔｏｎｇｂｓｔｏｎｇｂｓｔｏｎｇｓｓｔｏｎｇｓ “帮助”

２４７ ｓｔｏｎｇｓｔｏｎｇｓ “空”
ｓｔｏｎｇｂｓｔａｎｇｂｓｔａｎｇｓｓｔｏｎｇｓ “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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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８ ｒｇｙｕｇｒｇｙｕｇｓ “跑”
ｒｇｙｕｇｂｒｇｙｕｇｂｒｇｙｕｇｓｒｇｙｕｇｓ “驱策”

２４９ ｒｎｇｏｒｎｇｏｓ “炒熟”
ｒｎｇｏｂｒｎｇｏｂｒｎｇｏｓｒｎｇｏｓ “炒”

２５０ ｂｒｔａｂｒｔａｓ “发育”
ｒｔａ （ｓ）ｂｒｔａｂｒｔａｓｒｔａｓ （～ ｒｔｏｓ）“使发育”

２５１ ｒｔｏｇｓ “明白”
ｒｔｏｇｂｒｔａｇｂｒｔａｇｓｒｔｏｇｓ “思索”

２５２ ｂｒｄａｂｂｒｄａｂｓ “碰”
ｒｄｅｂｂｒｄａｂｂｒｄａｂｓｒｄｏｂｓ “拍击”

２５３ ｒｄｉｂ “塌”
ｒｔｉｂｂｒｔｉｂｂｒｔｉｂｓｒｔｉｂｓ “弄塌”

２５４ ｒｄｏｌ “穿透”
ｒｔｏｌｂｒｔｏｌｂｒｔｏｌ （ｄ）ｒｔｏｌ （ｄ）“弄穿”

２５５ ｒｄｚｏｇｓ “圆满，完，尽”
ｓｄｏｇｂｓｄｏｇｂｓｄｏｇｓｓｄｏｇｓ “安排妥当”

２５６ ｇｄｕｇｄｕｓ “沸”
ｇｄｕｇｄｕｓｇｄｕｓ （ｉ）“熬”

２５７ ｂｚｈｅｎｇｂｚｈｅｎｇｓｂｚｈｅｎｇｓ （～ ｂｚｈｏｎｇｓ）（ｉ）“站起，站立”
ｂｚｈｅｎｇｂｚｈｅｎｇｓｂｚｈｅｎｇｓ （～ ｂｚｈｏｎｇｓ）（ｉ）“建造，树立（碑，柱）”

２５８ ｂｓｉｌ “凉”
ｂｓｉｌ “使凉”

２５９ ｍｎｙｅｓ “鞣熟”
ｍｎｙｅｄｍｎｙｅｍｎｙｅｓｍｎｙｅｓ “鞣”

２６０ ｎｇｏｍｎｇｏｍｓ “满足”
ｎｇｏｍｄｎｇｏｍｄｎｇｏｍｓｎｇｏｍｓ “炫耀”

２６１ （ｂ）ｒｌａｇｂｒｌａｇｂｒｌａｇｓ “浪费，丢失”
ｒｌｏｇ （～ ｒｌａｇ）ｂｒｌａｇｂｒｌａｇｓｒｌｏｇｓ “摧毁，消灭”

以上就是我们辨认出来的二百多对自动形式和使动形式成对的动词。从
这些动词可以看出：
１ 除几个词用ｍ而外，自动词前缀多用ｖ；有十几个词用ｓ、ｒ，大

概都是从使动词分化出来的。所以，ｖ可以说是自动词有代表性的前缀，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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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自动词不是都用这一前缀。相当多的使动词有前缀ｓ，它可以说是使动词
有代表性的前缀。有十几个使动词有前缀ｒ，从现代方言读音推测，应该是
从ｓ演变来的。一部分使动词有前缀ｖ、ｇ、ｄ、ｂ，它们是表时态的前缀，
配合起来用于使动词。
２ 自动词和使动词各有各的时态变化规律。自动词通常只有一种或两

种时态形式，使动词有三种时态形式（没有三时变化的应该是后来演变的
结果，或是辞书记录不全）。反之亦然，例外不多。

时　 　 态

传统藏文文法有三时说：现在、将来、过去三时。但是细究起来，并非
所有动词都有三时变化。

［１］首先，有一些动词完全没有时态变化，而且这样的动词不在少数。
例如：

ｇｏ “听见” 　 　 　 ｎｙａｌ “躺” 　 　 　 ｎａ “生病” 　 　 　 ｍｉｄ “咽”
ｚｈａｒ “瞎” ｚｅｒ “说” ｖｏｎ “聋” ｙｉｎ “是”
ｙｏｄ “有” ｍｊａｌ “拜会” ｍｔｈｕｄ “接上” ｍｔｈｏｎｇ “看见”
ｍｄｚａｄ “做” ｖｋｈｏｒ “转” ｖｊｉｇｓ “畏惧” ｖｄａｒ “战抖”
ｖｐｈｕｒ “飞” ｖｂａｒ “燃” ｖｔｈｅｎ “拉” ｇｎｙｉｄ “睡着”
ｇｔｓｉｇｓ “龇” ｇｚｉｇｓ “看” ｇｙａｒ “借” ｇｓａｎ “听”
ｄｇａ “喜” ｄｂａｎｇ “占有” ｄｇｏｎｇｓ “考虑” ｄｍｕｌ “微笑”
ｂｋｒｅｓ “饿” ｂｇｒｅｓ “老” ｂｚｉ “醉” ｂｚｈｕｇｓ “居住”
ｂｒｉｎ “销售” ｂｋｙｏｎ “谴责” ｒｇｙａｌ “胜利” ｒｎｇｕｌ “出汗”
ｒｎｙｅｄ “找到” ｒｍａｓ “受伤” ｒｋｙａｌ “泅渡” ｌｋｕｇｓ “哑”
ｌｔｏｇｓ “饿” ｌｄｏｇ “返回” ｓｋｙｏ “悲伤” ｓｋｒａｇ “害怕”
ｓｄｕｇ “难过” ｓｂｏｓ “胀” ｓｂｒｉｄ “麻木” ｓｔｅｒ “赠送”
ｂｒｇｙａｌ “昏倒” ｂｒｊｅｄ “忘” ｂｌｔａｍｓ “诞生” ｂｒｎｙｅｌ “忘”
ｂｒｇｙｕｄ “经过” ｂｓｔｏｄ “赞扬”
在我们的材料中，这一类动词有４９８个。
这些没有时态变化的一时动词中，有些原来可能是有时态变化的。我们

知道的有：
ｇｎｙｕｌｇｎｙｕｌ （ｄ）“潜行” 　 　 　 　 　 ｇｔｏｒｇｔｏｒ （ｄ）“撒”
ｔｈａｒｔｈａｒ （ｄ）“逃脱” ｓｐｅｌｓｐｅｌ （ｄ）“使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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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ｐｈａｒｖｐｈａｒ （ｄ）“升高” ｖｐｈｕｒｖｐｈｕｒ （ｄ）“飞”
ｄｂｕｒｄｂｕｒ （ｄ）“研磨” ｓｂｏｓｂｏｓ “胀”
ｖｂｒｅｌｖｂｒｅｌ （ｄ）“相连” ｓｂｒｅｌｓｂｒｅｌ （ｄ）“联合”
ｒｍｅｌｒｍｅｌ （ｄ）“梳理” ｓｍｏｎｓｍｏｎ （ｄ）“羡慕”
ｓｍｙｕｒｓｍｙｕｒ （ｄ）“加快” ｖｄｚｅｒｚｅｒ “说”
ｇｚｉｒｇｚｉｒ （ｄ）“苦恼” ｂｓｈｏｌｂｓｈｏｌ （ｄ）“推迟”
这些二时动词变成一时动词，大多数是由表完成式的后缀ｄ脱落造成

的，“胀”和“说”则是未完成式被完成式取代的结果。另外ｄｂａｎｇ “占
有”，按文字应该读／ ｗ： ／，平调；但是拉萨读／ ｗ? ／，降调。所以我们怀
疑它原来也有时态变化：ｄｂａｎｇｄｂａｎｇｓ。

有时态变化的动词是怎么变的？
［２］有一些动词有时态变化，字典上也依三时的方式排列出来，但是现

在式和将来式同形，过去式不同，它们实际上是由完成、未完成二式构成的
二时动词。这种二时制实际上是“体”，不是“时”。二时动词根据未完成
式有无前缀ｖ可以分成两类。

［２ － １ － １］未完成式没有前缀ｖ的二时动词的完成式通常是在未完成式
上加后缀ｓ构成。

ｋｈｒｏｋｈｒｏｓ “怒” 　 　 　 ｇｌａｇｌａｓ “雇用” 　 　 　 ｎｙｏｎｙｏｓ “买”
ｄｒｕｂｄｒｕｂｓ “缝” ｖｏｎｇｖｏｎｇｓ “来” ｌｏｎｇｌｏｎｇｓ “瞎”
ｇｃｉｇｃｉｓ “尿” ｇｄａｎｇｇｄａｎｇｓ “张开” ｇｙｉｇｇｙｉｇｓ “噎”
ｇｓｕｎｇｇｓｕｎｇｓ “说” ｄｋｒｉ  ｄｋｒｉｓ “缠绕” ｄｐｙａｄｐｙａｓ “讥毁”
ｄｍｙｕｇｄｍｙｕｇｓ “走动” ｂｋｕｂｋｕｓ “熬” ｍｃｈｏｎｇ  ｍｃｈｏｎｇｓ “跳”
ｂｔｓａ  ｂｔｓａｓ “出生” ｂｚｏ  ｂｚｏｓ “制造” ｂｓｈａ  ｂｓｈａｓ “屠宰”
ｍｎｇａｇ  ｍｎｇａｇｓ “嘱托” ｒｇａ  ｒｇａｓ “老” ｒｍｉ  ｒｍｉｓ “做梦”
ｌｃｅｂ  ｌｃｅｂｓ “自杀” ｌｄｉｎｇ  ｌｄｉｎｇｓ “翱翔” ｓｋｙｅ  ｓｋｙｅｓ “出生”
ｓｍｙｏ  ｓｍｙｏｓ “疯” ｂｒｄａｂ  ｂｒｄａｂｓ “磕碰”
ｂｒｌａｇ  ｂｒｌａｇｓ “遗失”
这一类动词在我们的资料中有１２９个。
［２ － １ － ２］ｚａｂｚａｓ “产生”、ｇｚｈｕｂｚｈｕｓ “打”、ｇｚｈａｒｂｚｈａｒ （ｄ）的完成

式除了加后缀ｓ、ｄ外，还添加或换用了前缀ｂ，ｇｓｅｄｂｓｅｄ “撕理（毛
发）”只是换用了前缀ｂ，ｌａｎｇｌｏｎｇｓ “（数量）足够”加了ｓ并换了元音。
这是［２ － １］类中比较特殊的几个。

［２ － ２］另一类二时动词的未完成式都有前缀ｖ。它们的完成式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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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种情况。
［２ － ２ － １］未完成式带前缀ｖ的二时动词完成式的构成最多的也是加

后缀ｓ。例如：
ｖｋｈｕｍ  ｖｋｈｕｍｓ “缩” ｖｋｈｒａｂ  ｖｋｈｒａｂｓ “表演” ｖｇａｇ  ｖｇａｇｓ “不通”
ｖｃｈｅ  ｖｃｈｅｓ “承诺” ｖｊａ  ｖｊａｓ “残废” ｖｔｈａｂ  ｖｔｈａｂｓ “打斗”
ｖｄａ  ｖｄａｓ “超过” ｖｐｈｙｉ  ｖｐｈｙｉｓ “晚” ｖｂｕｎｇ  ｖｂｕｎｇｓ “勤勉”
ｖｂｒａｎｇ  ｖｂｒａｎｇｓ “跟随”　 　 ｖｔｓｈｏ  ｖｔｓｈｏｓ “饲养”
ｖｄｚｅｇ  ｖｄｚｅｇｓ “上爬”
这一类在我们的资料中有８５个。
［２ － ２ － ２］有６个词的完成式有后缀ｓ，但是没有前缀ｖ：
ｖｇｙｅｇｙｅｓ “放射”　 ｖｇｒｏｎｇｇｒｏｎｇｓ “亡” 　 ｖｊｕｇ  ｚｈｕｇｓ “加入”
ｖｂａｎｇ  ｂａｎｇｓ “湿” ｖｂｒｏ  ｂｒｏｓ “逃走” ｖｂｒｕｂ  ｂｒｕｂｓ “（水）猛涨”
“加入”一词中声母的交替，是ｖ影响造成的（李方桂：１９３３）。这种

情况在藏语中不少，后边还会碰到。
［２ － ２ － ３］这一小类未完成式有前缀ｖ，但是完成式不是在后面加ｓ，

而是不用前缀。例如：
ｖｋｈｙｅｒｋｈｙｅｒ “携带”　 ｖｇｒｕｂｇｒｕｂ “完成”　 ｖｃｈｉｓｈｉ “死”
ｖｊｕｚｈｕ “消化” ｖｔｈｏｂｔｈｏｂ “获得” ｖｄａｇ：ｄａｇ “洁净”
ｖｄｒｕｄｄｒｕｄ “拖拽” ｖｐｈｕｒｐｈｕｒ “揉搓” ｖｂｙｕｎｇｂｙｕｎｇ “得到”
ｖｔｓｈｉｇｔｓｈｉｇ “焦” ｖｄｚａｇ：ｚａｇ “滴漏”
这一类中的ｖｇｙｕｒｇｙｕｒ “变作”、ｖｃｈａｒｓｈａｒ “升起”、ｖｔｈｕｌｔｈｕｌ “被制

服”、ｖｔｈｏｎｔｈｏｎ “出外”、ｖｔｈｏｒｔｈｏｒ “四散”、ｖｂａｌｂａｌ “拔出”、ｖｂｙｏｎｂｙｏｎ
“到达”、ｖｂｙｏｌｂｙｏｌ “潜逃”、ｖｂｒａｌｂｒａｌ “分离”的完成式古代都有后缀ｄ，
所以当初它们应该属于［２ － ２ － ２］小类。另外，ｖｐｈａｍｐｈａｍ “失败”、
ｖｐｈｕｎｇｐｈｕｎｇ “积聚”两个词，在拉萨都有喉塞韵尾，这说明，它们的完成
式早期有后缀ｓ，原来也属［２ － ２ － ２］小类。ｖｄｏｎｇｄｏｎｇ “走”、ｖｂｏｇｂｏｇ
“昏倒”、ｖｄｚａｇｚａｇ “滴漏”３ 个词，完成式分别有异体ｖｄｏｎｇｓ、ｖｂｏｇｓ、
ｖｄｚａｇｓ，所以，它们有可能是从［２ － ２ － １］演变过来的。

这一小类有４６个动词。
［２ － ２ － ４］ｖｃｈａｖｃｈｏｓ “咀嚼”和ｖｄｚａｚｏｓ “耗费”有点特殊，完成式

元音有变化。ｖｇｒｏ “走，去”更特殊，完成式用ｓｏｎｇ或ｐｈｙｉｎ。
［３］第三大类是有三时变化的。藏语的三时动词很像是从由完成式和

非完成式构成的二时动词进化出来的时体混合类型的动词。从一些用法上



构　 形　 法 ２３１　　

看，三时中的一个更像是表完成体；另两个，一个表现在时，一个表将来
时。下面根据时态变化中所用词缀的异同把三时动词分成几类，每一类中根
据现在式元音有无变化以及有无后缀，再分成４小类加以介绍：ａ类现在式
元音无变化，也不加后缀；ｂ类元音ａ变ｅ或ｏ；ｃ类加后缀ｓ或ｄ；ｄ类既
变元音也加后缀。每一动词形态排列的顺序是：现在－将来－完成。

［３ － １］ａ 　 ０：ｂ：ｂ ｓ ／ （ｄ）（０：无前后缀；ｂ：有前缀ｂ；ｓ ／ （ｄ）：
有后缀ｓ或早已不用的ｄ）

有一批词有前缀ｒ、ｌ、ｓ，通过添加前、后缀ｂ、ｓ ／ （ｄ）构成不同的
时态。

ｒｋｕｂｒｋｕｂｒｋｕｓ “偷” 　 　 　 　 　 　 ｒｎｇａｂｒｎｇａｂｒｎｇａｓ收割”
ｒｊｅｂｒｊｅｂｒｊｅｓ “交换” ｒｔｕｌｂｒｔｕｌｂｒｔｕｌ （ｄ）“调教”
ｒｄｕｎｇｂｒｄｕｎｇｂｒｄｕｎｇｓ “敲” ｒｔｓｉｂｒｔｓｉｂｒｔｓｉｓ “算”
ｌｔａｂｌｔａｂｌｔａｓ “看” ｌｔｅｂｂｌｔｅｂｂｌｔｅｂｓ “折叠”
ｌｄａｇｂｌｄａｇｂｌｄａｇｓ “舔” ｌｄａｄｂｌｄａｄｂｌｄａｄ “反刍”
ｌｄｅｂｌｄｅｂｌｄｅｓ “晒、烤” ｌｄｅｇｂｌｄｅｇｂｌｄｅｇｓ “嚼”
ｓｋｏｌｂｓｋｏｌｂｓｋｏｌ （ｄ）“煮” ｓｇｕｇｂｓｇｕｇｂｓｇｕｇｓ “等候”
ｓｄｕｍｂｓｄｕｍｂｓｄｕｍｓ “调解” ｓｋｙｕｒｂｓｋｙｕｒｂｓｋｙｕｒ （ｄ）“抛弃”
ｓｒｉｎｇｂｓｒｉｎｇｂｓｒｉｎｇｓ “使长” ｓｌａｂｓｌａｂｓｌａｓ “编”
有３个常用动词大概也属这一类。一是ｒｇｙａｇｂｒｇｙａｇｂｒｇｙａｂ “从事”，可

能是由于语音的变化，看起来与这一类中的其他动词显得不那么一致。首
先，现在式和将来式中的韵尾ｂ演变为ｇ；完成式有异体ｂｒｇｙａｂｓ，ｓ脱落
成ｂｒｇｙａｂ，三时依然不混。二是ｓｇａｂｂｓｇａｂｂｓｇａｂ “遮盖”，完成式的后缀ｓ
大概也脱落了。三是ｓｂｙｉｎｓｂｙｉｎｂｙｉｎ “施舍”，将来式和完成式没有前缀ｂ，
是因为声母是唇音，异化作用使得ｂ不能出现；完成式的后缀ｄ也早已脱
落。怪的是完成式缺了表使动的前缀ｓ。表使动的前缀脱落的现象在别的动
词中也有，这个词特别的是只在完成式中脱落。

这一类的动词有１８４个。另有１４个动词没有前缀ｒ、ｌ、ｓ，也采用这
一变化模式：

ｋｌｕｂｂｋｌｕｂｂｋｌｕｂｓ “穿戴” ｎｙａｎｍｎｙａｎｍｎｙａｎ （ｄ）“听”
ｎａｂｍｎａｂｍｎａｂｓ “穿戴” ｚｈｏｎｂｚｈｏｎｂｚｈｏｎ （ｄ）“骑”
ｚａｂｚａｂｚａｓ “吃” ｓｈａｄｂｓｈａｄｂｓｈａｄ “梳”
ｓｈｕｇｂｓｈｕｇｂｓｈｕｇｓ “转给” ｓｈｅｒｂｓｈｅｒｂｓｈｅｒ （ｄ）“核查”
ｓｕｂｂｓｕｂｂｓｕｂｓ “涂去” ｓｕｍｂｓｕｍｂｓｕｍｓ “捆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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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ｕｍｂｓｈｕｍｂｓｈｕｍｓ “哭”
有３个词须另外说明。一个是ｂｌａｄ “嚼，反刍”，没有时态变化，似应

属［１］类。但它有一个异体：ｌｄａｄｂｌｄａｄｂｌｄａｄ，所以ｂｌａｄ应该是在方言中
三时合并而且是加ｂ以后ｄ脱落造成的。第二个是“灌入”，辞书中几乎是
一家一个写法： ｌｄｕｇｌｄｕｇｌｄｕｇｓ、 ｌｄｕｇｌｄｕｇｂｌｕｇｓ、 ｌｄｕｇｂｌｕｇｂｌｕｇｓ、 ｌｄｕｇ
（ｓ）ｂｌｕｇｌｄｕｇｓ、ｂｌｕｇｂｌｕｇｂｌｕｇｓ。我们猜想，这个词原来是ｌｄｕｇ ｂｌｄｕｇ
ｂｌｄｕｇｓ ，在不同的方言中发生几种不同的变化。第三个词是ｌｄｕｄｂｌｕｄｂｌｕｄ
“给喝”，有的辞书写作ｌｄｕｄｌｄｕｄｂｌｕｄ，也有认为ｌｄｕｄ和ｂｌｕｄ都无时态变
化，是异形词。这个词我们也认为辞书中不同的说法都是ｌｄｕｄｂｌｄｕｄｂｌｄｕｄ
在不同方言中发生不同的演变造成的。

在这一类的例子中，也有前缀ｂ在鼻音声母前变ｍ，韵尾ｄ后边后缀
ｄ不能出现的情况。

［３ － １］ｂ 　 有些动词前后缀的使用情况跟［３ － １］ａ相同，但是元音在现
在式中用ｏ （６１个）或ｅ （６个），另二式用ａ。例如：

ｒｋｙｏｎｇｂｒｋｙａｎｇｂｒｋｙａｎｇｓ “伸展” ｒｇｙｏｎｇｂｒｇｙａｎｇｂｒｇｙａｎｇｓ “撑满”
ｒｔｏｎｂｒｔａｎｂｒｔａｎ （ｄ）“信赖” ｒｔｓｏｄｂｒｔｓａｄｂｒｔｓａｄ “辩论”
ｒｌｏｎｂｒｌａｎｂｒｌａｎ （ｄ）“弄湿” ｒｌｏｍｂｒｌａｍｂｒｌａｍｓ “自满”
ｓｇｒｏｎｇｂｓｇｒａｎｇｂｓｇｒａｎｇｓ “数” ｓｎｙｏｍｂｓｎｙａｍｂｓｎｙａｍｓ “弄平坦”
ｓｔｓｏｌｂｓｔｓａｌｂｓｔｓａｌ （ｄ）“赐给” ｓｒｏｎｇｂｓｒａｎｇｂｓｒａｎｇｓ “弄直”
ｓｌｏｂｂｓｌａｂｂｓｌａｂｓ “教，学” ｓｄｏｄｂｓｄａｄｂｓｄａｄ “坐”
ｒｄｅｂｂｒｄａｂｂｒｄａｂｓ “拍打” ｌｔｅｂｂｌｔａｂｂｌｔａｂｓ “折叠”
ｓｋｅｍｂｓｋａｍｂｓｋａｍｓ “弄干”
没有前缀ｒ、ｌ、ｓ的有：
ｋｌｏｇｂｋｌａｇｂｋｌａｇｓ “读” ｎｏｍｍｎａｍｍｎａｍｓ “握”
ｂｌｏｇｂｌａｇｂｌａｇｓ “倾听” ｓｈｏｄｂｓｈａｄｂｓｈａｄ “说”
ｍｙｏｎｇｍｙａｎｇｍｙａｎｇｓ “使感受” ｌｅｎｂｌａｎｇｂｌａｎｇｓ “取”
ｓｅｌｂｓａｌｂｓａｌ （ｄ）“清除”
这一小类，ｂ后面紧随鼻音声母时变ｍ （如“握”），在唇音声母前时

因异化而不出现（如“使感受”）；韵尾ｄ后边的后缀ｄ也因异化作用而不
能出现（如“坐”）；“取”现在式的韵尾ｎｇ受前元音ｅ影响而变ｎ。

［３ － １］ｃ 　 有７个动词（其中６个有前缀ｒ或ｓ），现在式要加后缀ｓ或
ｄ：

ｒｇｙｕｄｂｒｇｙｕｂｒｇｙｕｓ “贯穿” ｒｎｇｏｄｂｒｎｇｏｂｒｎｇｏｓ “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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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ｍｏｄｒｍｏｒｍｏｓ “耕” ｓｋｕｄｂｓｋｕｂｓｋｕｓ “搽”
ｓｄｕｄｂｓｄｕｂｓｄｕｓ “收集” ｒｇｙａｇｓｂｒｇｙａｇｂｒｇｙａｇｓ “饱”
ｎｏｄｍｎｏｍｎｏｓ “承接”
［３ － １］ｄ 　 有３个词，现在式加后缀ｓ ／ ｄ，元音由ａ变ｅ：
ｓｂｅｄｓｂａｓｂａｓ “埋藏” ｂｙｅｄｂｙａｂｙａｓ “做”
ｓｅｍｓｂｓａｍｂｓａｍｓ “思考”
［３ － １］这一类动词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大多数都有前缀ｒ、ｌ、ｓ ，

时态前缀只用ｂ。有前缀ｒ、ｌ、ｓ的动词若有三时变化，必取［３ － １］这
一模式，按其他模式变化的三时动词，都没有前缀ｒ、ｌ、ｓ。

［３ － ２］ａ 　 ｖ：ｂ：ｂ ｓ ／ ｄ　 这一小类的动词有５０个。例如：
ｖｋｈｏｌｂｋｏｌｂｋｏｌ （ｄ）“役使” ｖｇｏｍｂｇｏｍｂｇｏｍｓ “跨越”
ｖｃｈａｄｂｓｈａｄｂｓｈａｄ “说” ｖｃｈｉｎｇｂｃｉｎｇｂｃｉｎｇｓ “束缚”
ｖｊｉｇｂｓｈｉｇｂｓｈｉｇｓ “拆除” ｖｔｈｕｎｇｂｔｕｎｇｂｔｕｎｇｓ “喝”
ｖｄａｍｂｄａｍｂｄａｍｓ “挑选” ｖｄｚｕｍｂｔｓｕｍｂｔｓｕｍｓ “闭上”
ｖｔｈｕｂｔｕｂｔｕｓ “采集”
如果声母中有唇音，前缀ｂ便不能显示出来：
ｖｂｏｒｂｏｒｂｏｒ （ｄ）“抛弃” ｖｂｙｕｇｂｙｕｇｂｙｕｇｓ “涂抹”
ｖｂｒｉｂｒｉｂｒｉｓ “写”
几个声母中有ｄ的词大概也属这一类，它们是：
ｖｄｒａｄｒａｄｒａｓ “剪裁” ｖｄｒａｌｄｒａｌｄｒａｌ （ｄ）“撕毁”
ｖｄｒｉｄｒｉｄｒｉｓ “问” ｖｄｒｉｄｄｒｉｄｄｒｉｄ “引诱”
ｖｄｒｉｌｄｒｉｌｄｒｉｌ （ｄ）“卷” ｖｄｒｕｄｒｕｄｒｕｓ “挖”
我们猜想它们声母中的ｄ原来都是ｂ。其中的“挖”有异体ｖｂｒｕ

（ｄ）ｂｒｕｂｒｕｓ，“引诱”有异体ｖｂｒｉｄｂｒｉｄｂｒｉｄ；“撕毁”和“卷”虽然没有
带唇音声母的异形词，但是同族词分别有ｖｂｒａｌ、ｄｂｒａｌ、ｐｈｒａｌ和ｄｂｒｉｌ、ｐｈｒｉｌ
（请参阅词族部分），因为唇音前边前缀ｂ不能出现，ｂ （ｒ）演变为ｄ
（ｒ）后，就有了不带前缀ｂ、声母是ｄｒ的将来式和完成式。

ｖｂｙｉｂｂｙｉｂｂｙｉｂｓ “遮盖”可能也属这一类。我怀疑它是ｙｉｂｙｉｂｓ “藏”
的使动形式。

这一小类的动词，有些三式声母清浊一致；有些现在式声母是浊的，其
他二式是清的（下边亚类中也存在这种情况）。

［３ － ２］ｂ 　 有２个词有元音交替：ｖｇｙｏｇｂｋｙａｇｂｋｙａｇｓ “举起”
ｖｔｓｈｏｌｂｔｓａｌｂｔｓａｌ （ｄ）“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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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ｄｒｅｎｄｒａｎｇｄｒａｎｇｓ “拖拽”大概也是这一小类。跟上面几个ｄｒ声母的
词一样，词根声母原来可能是ｂｒ。

［３ － ２］ｃ 　 在这一小类中，有５个词的现在式有后缀ｓ ／ ｄ。
ｖｋｈｒｕｄｂｋｒｕｂｋｒｕｓ “洗” ｖｇｙｅｄｂｋｙｅｂｋｙｅｓ “散发”
ｖｃｈａｇｓｂｓｈａｇｂｓｈａｇｓ “忏悔” ｖｂｒｕｄｂｒｕｂｒｕｓ “挖”
ｖｔｓｈｏｄｂｔｓｏｂｔｓｏｓ “煮”
我们猜想，ｖｂｏｄｖｂｏｄｂｏｓ “呼唤”也属这一小类。它的将来式更早也许

不是ｖｂｏｄ，而是ｂｏ，后来为现在式所取代。
［３ － ２］ｄ 　 有１个词，现在式加后缀ｄ，元音ａ变ｅ：ｖｄｅｄｂｄａｂｄａｓ “驱

逐”
［３ － ３］ａ 　 ｖ：ｇ ／ ｄ：ｂ ｓ ／ ｄ　 这一类动词有２３个，其中有些词不同时

态的声母有清浊的变化，有的还有塞音和塞擦音的交替。
ｖｇｒｏｌｄｇｒｏｌｂｋｒｏｌ （ｄ）“解开” ｖｃｈａｇｇｃａｇｂｃａｇｓ “踩”
ｖｊａｌｇｚｈａｌｂｃａｌ （ｄ）“量” ｖｄｏｎｇｄｏｎｂｔｏｎ （ｄ）“取出”
ｖｐｈｒｏｇｄｂｒｏｇｐｈｒｏｇｓ “抢夺” ｖｂｏｄｂｏｐｈｏｓ “泼”
ｖｂｒａｄｄｂｒａｄｂｒａｄ “啃” ｖｄｚｕｇｓｇｚｕｇｓｂｔｓｕｇｓ “树立”
ｖｄｚｕｒｇｚｕｒｂｚｕｒ （ｄ）“让开”
［３ － ３］ｂ 　 现在式和另二式有元音ｏ ／ ｅ：ａ交替的词有５个：
ｖｇｅｌｄｇａｌｂｋａｌ （ｄ）“上（驮子）” ｖｇｏｇｄｇａｇｂｋａｇ “阻挡”
ｖｊｏｇｇｚｈａｇｂｚｈａｇ “放下” ｖｄｏｇｓｇｄａｇｓｂｔａｇｓ “拴”
有一个词的将来式的元音有特殊变化：ｖｇｒｅｌｄｇｒｏｌｂｋｒａｌ （ｄ）“解释”
［３ － ３］ｃ 　 有１２个词的现在式有后缀ｓ ／ ｄ。
ｖｇｏｇｓｄｇｏｇｂｋｏｇ “撕下” ｖｊｏｍｓｇｚｈｏｍｂｃｏｍ “摧毁”
ｖｄｅｇｓｇｄｅｇｂｔｅｇ “举起” ｖｂｕｇｓｄｂｕｇｐｈｕｇ “钻（孔）”
ｖｂｕｄｄｂｕｐｈｕｓ “烧” ｖｂｕｂｓｄｂｕｂｐｈｕｂ “覆盖”
ｖｂｏｇｓｄｂｏｇｐｈｏｇ “给予” ｖｂｙｉｄｄｂｙｉｐｈｙｉｓ “擦”
ｖｂｙｅｄｄｂｙｅｐｈｙｅ “分开” ｖｂｒｉｄｄｂｒｉｐｈｒｉｓ “使减少”
ｖｄｚｉｎ （ｄ）ｇｚｕｎｇｂｚｕｎｇ “擒” ｖｇｒｏｎｇｓｄｇｒｏｎｇｂｋｒｏｎｇｓ “弑”
［３ － ３］ｄ 　 有５个词，现在式既加后缀ｓ，元音也有ｅ：ａ交替。
ｖｇｅｎｇｓｄｇａｎｇｂｋａｎｇ “装满” ｖｇｅｂｓｄｇａｂｂｋａｂ “掩盖”
ｖｇｒｅｍｓｄｇｒａｍｂｋｒａｍ “摆开” ｖｄｅｂｓｇｄａｂｂｔａｂ “栽植”
ｖｂｅｂｓｄｂａｂｐｈａｂ “卸下”
上面［３ － ３］ｂｄ有两点需要加以说明。一是有的词的完成式没有后缀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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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ｄ。我们想更早可能有，后来脱落了。像“举起”和“摆开”的完成式
就有带后缀ｓ的异体ｂｔｅｇｓ和ｂｋｒａｍｓ。另外，有的词书面上没有完成式后缀，
可是方言读音显示是有的。像“摧毁”、“擒”和“装满”的完成式ｂｃｏｍ、
ｂｚｕｎｇ和ｂｋａｎｇ，在拉萨都以喉塞音结尾，这反映它们在古代都有后缀ｓ。

另一点是，“擒”的时态变化中存在不同韵母的交替，是语音演变造成
的。藏语有少数词历史上曾有过ｕ变ｉ的情况。另外，ｉ还使鼻音韵尾的发
音部位前移。（请参阅声韵篇·元音交替·ｕ ＞ ｉ一节）

［３ － ４］ａ 　 ｇ ／ ｄ：ｂ：ｂ ｓ ／ ｄ　 采用这一变化模式的动词有９个。
ｇｃｕｒｂｃｕｒｂｃｕｒ （ｄ）“逼入” ｇｔａｍｂｔａｍｂｔａｍｓ “说”
ｇｔｉｇｂｔｉｇｂｔｉｇｓ “使滴下” ｇｔｓａｂｂｔｓａｂｂｔｓａｂｓ “剁”
ｇｓｈｕｎｇｂｓｈｕｎｇｂｓｈｕｎｇｓ “指责” ｇｓｈｏｂｓｈｏｂｓｈｏｓ “泼”
ｇｓｈｏｒｂｓｈｏｒｂｓｈｏｒ （ｄ）“追猎” ｇｓｉｇｂｓｉｇｂｓｉｇｓ “耸动”
ｇｓｏｂｓｏｂｓｏｓ “解除疲劳”
［３ － ４］ｂ 　 这种变化模式中现在式元音是ｏ、其他两式是ａ的词有９个。
ｄｇｏｄｂｇａｄｂｇａｄ “笑” ｇｃｏｍｂｃａｍｂｃａｍｓ “商议”
ｇｎｏｎｍｎａｎｍｎａｎ （ｄ）“压” ｇｓｈｏｎｇｂｓｈａｎｇｂｓｈａｎｇｓ “疏通”
ｇｓｈｏｍｂｓｈａｍｂｓｈａｍｓ “陈列” ｇｓｈｏｒｂｓｈａｒｂｓｈａｒ （ｄ）“量”
ｇｓｏｇｂｓａｇｂｓａｇｓ “积累” ｇｓｏｂｂｓａｂｂｓａｂｓ “补充”
ｇｓｏｒｂｓａｒｂｓａｒ （ｄ）“排列”
［３ － ４］ｃ 　 无
［３ － ４］ｄ 　 无
［３ － ５］ａ 　 ｇ ／ ｄ：ｇ ／ ｄ：ｇ ／ ｄ ｓ ／ ｄ　 时态词缀这样变化的动词只有下边的

亚类。
［３ － ５］ｂ 　 现在式元音是ｏ其他二式是ａ的有１０个：
ｇｎｙｏｇｇｎｙａｇｇｎｙａｇｓ “捶打” ｇｔｏｄｇｔａｄｇｔａｄ “面向”
ｇｚｏｎｇｚａｎｇｚａｎ （ｄ）“浪费” ｇｚｏｂｇｚａｂｇｚａｂｓ “谨慎”
ｇｙｏｂｇｙａｂｇｙａｂｓ “挥舞” ｇｓｏｎｇｓａｎｇｓａｎ （ｄ）“糟蹋”
ｄｐｏｇｄｐａｇｄｐａｇｓ “推测” ｄｐｙｏｎｇｄｐｙａｎｇｄｐｙａｎｇｓ “吊”
ｄｐｙｏｄｄｐｙａｄｄｐｙａｄ “分析” ｄｂｒｏｌｄｂｒａｌｄｂｒａｌ （ｄ）“撕”
［３ － ５］ｃ 　 无
［３ － ５］ｄ 　 无
［３ － ６］ａ 　 ｇ：ｇ：ｂ　 只有下面的亚类。
［３ － ６］ｂ 　 现在式元音是ｏ，而其他二式是ａ。这一类有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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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ｃｏｇｇｃａｇｂｃａｇ “打破” ｇｃｏｄｇｃａｄｂｃａｄ “弄断”
ｇｃｏｒｇｃａｒｂｃａｒ “进见” ｇｔｏｎｇｇｔａｎｇｂｔａｎｇ “派出”
ｇｓｏｄｇｓａｄｂｓａｄ “杀”
ｇｓｈｏｇｇｓｈａｇｂｓｈａｇｓ “劈”也属这一类，只是完成式多了后缀ｓ。不过我

怀疑这一类的完成式原来都有ｓ ／ ｄ。因为前缀ｂ足以使完成式与其他二式区
别开，后缀ｓ ／ ｄ成了羡余成分，早就脱落了。

［３ － ６］ｃ 　 无
［３ － ６］ｄ 　 无
［３ － ７］ａ 　 ｂ：ｂ：ｂｓ　 只有下面的亚类。
［３ － ７］ｂ 　 无
［３ － ７］ｃ 　 现在式加后缀ｄ的词有４个。
ｂｇｏｄｂｇｏｂｇｏｓ “分” ｂｇｙｉｄｂｇｙｉｂｇｙｉｓ “做”
ｂｇｒｕｄｂｇｒｕｂｇｒｕｓ “去壳” ｍｎｙｅｄｍｎｙｅｍｎｙｅｓ “鞣”
［３ － ７］ｄ 　 无
［３ － ８］ａ 　 ｖ：ｇ ／ ｄ：ｇ ／ ｄｓ 　 时态这样变的词只有１个：ｖｄａｍｇｔａｍ

ｇｔａｍｓ “嘱托”。ｎｇｏｍｄｎｇｏｍｄｎｇｏｍｓ “炫耀”可能也是这一类。
［３ － ８］ｂ 　 无
［３ － ８］ｃ 　 无
［３ － ８］ｄ 　 有１个词，现在式元音ａ变ｏ，还加后缀ｓ：　 ｖｄｏｍｓｇｄａｍ

ｇｄａｍｓ “教导”
［３ － ９］ａ 　 ｖ：ｖ：ｖｓ　 我们的材料中只有下面这一亚类。
［３ － ９］ｂ 　 有２个词，现在式的元音由ａ变ｏ或ｅ：
ｖｊｏｎｇｖｊａｎｇｖｊａｎｇｓ “咽” ｖｐｈｅｎｖｐｈａｎｇｖｐｈａｎｇｓ “投射”
［３ － ９］ｃ 　 无
［３ － ９］ｄ 　 无
根据前后缀的使用情况我们把三时动词分成了上列９类，再根据现在式

元音有无变化和有无后缀各分成４小类。单看前缀，藏语表时态不用ｒ、ｌ、
ｓ，也不用ｍ；单看后缀，将来式不用后缀，现在式少数用ｓ、ｄ，完成式
多用ｓ、ｄ （原来大概都用）；单看元音，主要是少数现在式与其他两式有
ｅ ／ ｏ：ａ交替的现象。

藏语三时动词虽然可以分成上列９大类，但是有些类别之间似乎存在渊
源关系。［３ － ８］ａ “嘱托”的完成式ｇｔａｍｓ有异体ｂｔａｍｓ，所以它原来可能属
于［３ － ３］ａ甚至［３ － ２］ａ。［３ － ６］ｂ各词，可能是从［３ － ４］ｂ分化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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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劈”的完成式本来就有后缀ｓ，“进见”的完成式ｂｃａｒ，有的辞书上
也有后缀ｄ；“派出”的完成式，在普日格方言中读／ ｔａｓ ／，说明早期有后
缀ｓ，只是有书面语时有些方言已经脱落了。［３ － ５］ｂ中的“谨慎”有异体
ｇｚａｂｂｚａｂｂｚａｂｓ，“糟蹋”有异体ｇｓｏｎｂｓａｎｂｓａｎ，“面向”的完成式有异体
ｂｔａｄ，所以［３ － ５］ｂ可能也是来源于［３ － ４］ｂ。至于［３ － ９］ｂ中的两个词，
我怀疑它们原来是二时动词，从将来式中分化出现在式，成了三时动词。另
外，在有三时变化的９大类动词中，有的类包括的词很多，有的类涉及的词
很少，数量相差悬殊（［３ － １］类合计有２８２个，［３ － ８］、［３ － ９］两类和
在一起也只有５个），藏族先民们会为几个词就创造一个时态变化类型吗？
所以［３ － ７］的４个词，我也怀疑是从其他类别演变来的。

［３ － ２］类有６０个词，［３ － ３］类有４５个词，数量都不算少，但是我
怀疑它们原来属同一个类，根据是异形词。这两类的现在式和完成式有共同
的形态，差别主要就在将来式的前缀上：［３ － ２］用ｂ，［３ － ３］用ｇ ／ ｄ，
但是这两类中有些词的将来式的前缀ｂ、ｇ ／ ｄ两可：

ｂｓｈｉｇ ～ ｇｚｈｉｇ “拆毁” ｂｚｈｉｂ ～ ｇｚｈｉｂ “吮吸”
ｂｄａｍ ～ ｇｄａｍ “挑选” ｂｔｓａｇ ～ ｇｔｓａｇ “滤”
ｂｔｓｉｒ ～ ｇｔｓｉｒ “榨” ｂｔｓｏｇ ～ ｇｔｓｏｇ “捶打”
ｂｔｓｕｍ ～ ｇｔｓｕｍ “闭上” ｂｚｅｄ ～ ｇｚｅｄ “牵正袋口”
ｂｋｒｕ ～ ｄｋｒｕ “洗” ｂｋｙｅ ～ ｄｇｙｅ “散发”
ｂｓｈａｇ ～ ｇｓｈａｇ “忏悔” （以上［３ － ２］）
ｄｇａｄ ～ ｂｋａｄ “炸开” ｇｃａｇ ～ ｂｃａｇ “踩踏”
ｇｚｈｕｍ ～ ｂｚｈｕｍ “使畏缩” ｇｚｈｏｇ ～ ｂｚｈｏｇ “劈开”
ｇｄｕｄ ～ ｂｔｕｄ “恭敬” （以上［３ － ３］）
我们猜想，［３ － ３］可能是从［３ － ２］分化出来的。
如果我们的猜想符合实际情况，那么再早三时动词就只有［３ － １］、

［３ － ２］、［３ － ４］３种类型。
三时动词不仅能演变成另一类型的三时动词，还能演变成二时动词。以

下二时动词都有三时异体，说明它们是从三时动词演变来的。
ｂｋｒａｂｂｋｒａｂｓ：ｖｋｈｒａｂｂｋｒａｂ （～ ｄｋｒａｂ）ｂｋｒａｂｓ “选净（粮食）”
ｇｃｉｇｃｉｓ：ｇｃｉｄｇｃｉｇｃｉｓ “尿”
ｄｇａｒｂｋａｒ （ｄ）：ｖｇｅｒｄｇａｒ （～ ｂｋａｒ）ｂｋａｒ （ｄ）“分开”
ｂｃｅｍｂｃｅｍｓ：ｖｃｈｅｍｓｂｃｅｍｂｃｅｍｓ “噙”
ｂｇｒｕｎｇｂｇｒｕｎｇｓ：ｇｒｕｎｇｓｂｇｒｕｎｇｂｇｒｕｎｇｓ “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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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ｃｕｇｃｕｓ：ｖｃｈｕｂｃｕｂｃｕｓ “拧”
ｇｔｕｍｂｔｕｍｓ：ｖｔｈｕｍｇｔｕｍ （～ ｂｔｕｍ）ｂｔｕｍｓ “包”
ｇｔｕｂｇｔｕｂｓ：ｖｔｈｕｂｇｔｕｂｂｔｕｂｓ “切”
ｇｄａｎｇｇｄａｎｇｓ：ｇｄｏｎｇｇｄａｎｇｇｄａｎｇｓ “张开”
ｇｔｏｄｂｔｏｄ：ｖｄｏｄｇｄｏｄ （～ ｂｄｏｄ）ｂｔｏｄ “开创”
ｂｄｕｇｂｄｕｇｓ：ｇｄｕｇｂｄｕｇｂｄｕｇｓ “熏”
ｇｚｈｉｇｇｚｈｉｇｓ：ｖｊｉｇｇｚｈｉｇｇｚｈｉｇｓ “参照”
ｂｚｈｕｂｚｈｕｓ：ｖｊｕｂｚｈｕｂｚｈｕｓ “熔化”
ｇｚａｂｂｚａｂｓ：ｇｚｏｂｂｚａｂｂｚａｂｓ “谨慎”
ｇｙｕｇｇｙｕｇｓ：ｖｂｙｕｇｄｂｙｕｇｄｂｙｕｇｓ “挥动”
ｇｓｈｉｂｇｓｈｉｂｓ：ｇｓｈｉｂ （ｓ）ｂｓｈｉｂｂｓｈｉｂｓ “靠紧”
ｇｓｈａｒｂｓｈａｒ （ｄ）：ｇｓｈｏｒｂｓｈａｒｂｓｈａｒ （ｄ）“依次前进”
ｇｓｉｌｂｓｉｌ （ｄ）：ｇｓｉｌｂｓｉｌｂｓｉｌ （ｄ）“弄碎”
ｇｓｏｇｓｏｓ：ｖｔｓｈｏｇｓｏｇｓｏｓ （～ ｂｓｏｓ）“养育”
ｇｓａｎｇｇｓａｎｇｓ：ｇｓｏｎｇｇｓａｎｇｇｓａｎｇｓ “保密”
ｇｔｓｅｇｔｓｅｓ：ｖｔｓｈｅｂｔｓｅｂｔｓｅｓ “危害” （有复合名词ｇｎｏｄ ｖｔｓｈｅ “伤害，灾

害”）
有些二时动词没有三时异形词，但是它们是使动词（因为有相应的自动

词）。有三时变化的未必都是使动词，但是使动词最初大约都有三时变化。
所以我们猜想有些二时动词原来很可能有三时变化（下面例子中，：前是使
动词，后面是相应的自动词。）

ｄｋｙｕｄｋｙｕｓ “驱驰”：ｖｇｙｕｖｇｙｕｓ “奔驰”
ｄｋｒｉｄｋｒｉｓ “缠”：ｖｋｈｒｉｖｋｈｒｉｓ “绕”
ｄｋｒｉｇｄｋｒｉｇｓ “笼罩”：ｖｋｈｒｉｇｓ “密布”
ｄｋｒｕｇｄｋｒｕｇｓ “搅，弄乱”：ｖｋｈｒｕｇｖｋｈｒｕｇｓ “乱”
ｄｋｒｕｍｄｋｒｕｍｓ “弄碎”：ｇｒｕｍｇｒｕｍｓ “破碎”
ｄｋｒｏｇｄｋｒｏｇｓ “使惊”：ｖｄｒｏｇｖｄｒｏｇｓ “惊”
ｇｔｉｂｇｔｉｂｓ “遮蔽”：ｖｔｈｉｂｖｔｈｉｂｓ “阴”
上面有三时异体的ｇｃｕｇｃｕｓ “拧”也有相应的自动词ｖｃｈｕｖｃｈｕｓ “扭”。
另外，ｇｔｓｕｂｇｔｓｕｂｓ “摩擦”完成式有异体ｂｒｔｓｕｂｓ，所以原来应该是三

时动词 ｒｔｓｕｂ ｂｒｔｓｕｂｂｒｔｓｕｂｓ。ｂｓａｎｇｂｓａｎｇｓ “清除”完成式有异体ｂｓｔｓａｎｇｓ
和ｂｒｔｓａｎｇｓ，所以更早它可能是三时动词 ｓｔｓａｎｇ ｂｓｔｓａｎｇｂｓｔｓａｎｇｓ。ｂｓｕｂｓｕｓ
“迎接”将来式有异体ｂｓｔｓｕ和ｂｒｔｓｕ，完成式有异体ｂｒｔｓｕｓ，更早它可能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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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动词ｓｔｓｕｂｓｔｓｕｂｓｔｓｕｓ。
个别三时动词甚至可能进一步变得没有任何形态变化。下列一时动词都

有三时变化的异体，说明它们是从三时动词演变来的。
ｂｋｏｌ：ｖｋｈｏｌｄｇｏｌｂｋｏｌ （ｄ）“分出”　 ｄｋｒｏｌ：ｖｋｈｒｏｌｄｋｒｏｌｂｋｒｏｌ “弹奏”
ｂｇａｍ：ｖｇａｍｂｇａｍｂｇａｍｓ “试探” ｂｇｏｒ：ｖｇｏｒｂｇｏｒｂｇｏｒ （ｄ）“使耽搁”
ｂｇｒｉｌ：ｓｇｒｉｌｂｓｇｒｉｌｂｓｇｒｉｌ （ｄ）“卷” ｇｃｉｒ：ｖｃｈｉｒｇｃｉｒｂｃｉｒ （ｄ）“挤出”
ｇｔａｍｓ：ｌｔａｍｂｌｔａｍｂｌｔａｍｓ “充满” ｂｄａｌ：ｒｄａｌｂｒｄａｌｂｒｄａｌ （ｄ）“摊开”
ｂｚｈｕｒ：ｇｚｈｕｒｂｚｈｕｒｂｚｈｕｒ （ｄ）“过滤”
ｇｚａｒ：ｖｄｚａｒｇｚａｒｂｚａｒ “披搭” ｇｚｅｄ：ｖｄｚｅｄｇｚｅｄｂｚｅｄ “承接”
ｇｙａｒ：ｇｙｏｒｇｙａｒｇｙａｒ （ｄ）“借” ｇｓａｎ：ｇｓｏｎｇｓａｎｇｓａｎ （ｄ）“听”
ｇｓｉｒ：ｇｓｉｒｂｓｉｒｂｓｉｒ （ｄ）“快速转动” ｇｓｉｌ：ｇｓｉｌｂｓｉｌｂｓｉｌ （ｄ）“弄碎，摇”
ｇｓｏｒ：ｇｓｏｒｂｓｏｒｂｓｏｒ （ｄ）“挥舞”
ｇｓｏｌ：ｇｓｏｌ （ｄ）ｇｓｏｌｇｓｏｌ （ｄ）“报告”
随着语音的演变以及不同时态的替代，一个词可以由甲类变乙类。同

一动词，根据不同辞书所给的形态变化不同，可以归入不同的类。三时动
词可以变二时动词，二时动词可以变无形态变化的一时动词。这些说明，
我们所看到的藏语书面语动词的形态变化，不是同一时间的产物。我们猜
想，藏语动词的时态范畴有个发展过程，一时动词出现最早，没有形态变
化，也就无所谓时态范畴。相比之下，三时动词表达时态最精细，出现的
时间可能最晚。有些动词三时变二时，二时变一时，好像倒退回去了，其
实，变化的方向、动力和结果都不同。由无时态变化到三时动词出现，这
是语法精密化的结果。后来一些动词由三时变二时，二时变一时，并不是
使语法由精密又变得粗略，而是由内部形态向外部形态发展，这在拉萨话
中表现得很明显。

原来的时态变化在方言中简化的方式就是取代。以拉萨话为例，ｂｙｅｄ
ｂｙａｂｙａｓ “做”的将来式ｂｙａ已经为现在式ｂｙｅｄ所取代，只剩下ｂｙｅｄ （未完
成）ｂｙａｓ （完成）二式。ｋｌｏｇｂｋｌａｇｂｋｌａｇｓ “读”现在统读／ ｌｏ? ／，将来式和
完成式都被现在式取代了。

从上边时态变化的资料不难看出，藏语动词的时态变化基本上是在语态
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时、二时动词基本上是自动词，三时动词基本上是使动
词。所以我们猜想，藏语时态范畴的出现比语态晚。［３ － １］类动词很多都
有表使动的前缀ｒ、ｌ、ｓ，它们都是带着这些使动前缀进行时态变化，也
说明藏语时态范畴的出现比语态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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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气

藏语动词还有语气范畴（或“式”）。表示受人控制的动作的动词是自
主动词（如“看”），表示人不能控制的动作的动词是不自主动词（如“看
见”）。藏语自主动词可以另有祈使式，不自主动词有没有祈使式，有不同
意见。按说不自主动词似乎是不应有祈使式的，可是我们确实见到几个不自
主动词用于祈使句的例子（多用于劝诫或祈愿）：（ｂｒｊｅｄ “忘”：）ｒｇｙａｇｓ ｎａ
ｌｔｏｇｓ ｓｄｕｇ ｍａ ｂｒｊｅｄ　 ｄｒｏｓ ｎａ ｖｋｈｙａｇ ｓｄｕｇ ｍａ ｂｒｊｅｄ “饱了莫忘饥时苦，暖了莫
忘冻时苦”；（ｃｈｅ “增大”：）ｎｇｏ ｂｓｔｏｄ ｇｎｙｅｎ ｌａ ｍａ ｃｈｅ “莫把亲人太夸赞”，
ｎｇａ ｒｇｙａｌ ｍａ ｃｈｅ ｚｈｉｇ “别自大！”；（ｍａｎｇ “增多”：）ｎｙａｌ ｋｈａ ｃｈｕ ｍａ ｍａｎｇ
“临睡少喝水”；（ｇｙｕｒ （ｄ） “变作”：）ｂｄｅ ｌｅｇｓ ｓｕ ｇｙｕｒ ｃｉｇ “愿得吉祥！”，
ｂｄｅ ｓｋｙｉｄ ｐｈｕｎ ｓｕｍ ｔｓｈｏｇｓ ｐａ ｄａｎｇ ｌｄａｎ ｐａｒ ｇｙｕｒ ｃｉｇ “愿幸福美满！”

没有形态变化的一时动词，祈使式多与非祈使式的形式相同。如：
ｇｙｏｎｇｙｏｎ “穿”　 ｍｉｄｍｉｄ “咽”　 ｍｔｈｕｎｍｔｈｕｎ “相合”　 ｍｄｕｄｍｄｕｄ “打结”
ｖｇｒｏｇｓｖｇｒｏｇｓ “结交” 　 ｇｚｉｇｓｇｚｉｇｓ “看” 　 ｄｇｏｎｇｓｄｇｏｎｇｓ “想” 　 ｂｚｈｕｇｓ
ｂｚｈｕｇｓ “坐”。

二时动词的祈使式多与完成式相同。如：ｎｙｏ （未完成）ｎｙｏｓ （完
成）ｎｙｏｓ （祈使） “买” 　 ｍｃｈｏｎｇｍｃｈｏｎｇｓｍｃｈｏｎｇｓ “跳” 　 ｖｋｈｒｉｄｋｈｒｉｄ
ｋｈｒｉｄ “牵领” 　 ｖｊｕｇｚｈｕｇｚｈｕｇ “加入” 　 ｇｌｅｂｇｌｅｂｓｇｌｅｂｓ “压扁” 　 ｇｔｕｂ
ｇｔｕｂｓｇｔｕｂｓ “切” 　 ｄｋｒｕｇｄｋｒｕｇｓｄｋｒｕｇｓ “搅” 　 ｂｚｏｂｚｏｓｂｚｏｓ “制造”。

根据上述情况，一时动词和二时动词祈使式的构成可以简单归纳为：祈
使式同完成式（一时动词的完成式也与未完成式相同）。祈使式与完成式相
同大概说明祈使式是从完成式分化出来的。

三时动词祈使式的构成基本上也遵循这一原则，尤其是带ｒ、ｌ、ｓ前
缀的，只是完成式上表完成的前缀是表时态用的，要去掉。看下面的材料时
也要注意清塞音和清塞擦音送气不送气是变体关系，（ｄ）是在现行书面语
中已脱落的后缀ｄ，（ｓ）表示有的辞书中有ｓ，有的辞书中没有。下面是一
些例子：

ｂｇｙｉｄｂｇｙｉｂｇｙｉｓｇｙｉｓ “做” 　 　 　 　 ｖｃｈｉｎｇｂｃｉｎｇｂｃｉｎｇｓｃｈｉｎｇｓ “系”
ｖｂｒｉｂｒｉｂｒｉｓｂｒｉｓ “写” ｒｔｓｉｂｒｔｓｉｂｒｔｓｉｓｒｔｓｉｓ “计算”
ｓｋｙｕｇｂｓｋｙｕｇｂｓｋｙｕｇｓｓｋｙｕｇｓ “呕吐”
ｖｋｈｒｕｄｂｋｒｕｂｋｒｕｓｋｈｒｕｓ “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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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ｇｕｇｂｓｇｕｇｂｓｇｕｇｓｓｇｕｇｓ “等候”
ｓｎｙｕｎｇｂｓｎｙｕｎｇｂｓｎｙｕｎｇｓｓｎｙｕｎｇｓ “削减”
ｓｔｕｎｇｂｓｔｕｎｇｂｓｔｕｎｇｓｓｔｕｎｇｓ “弄短”
ｓｄｕｄｂｓｄｕｂｓｄｕｓｓｄｕｓ “收集”
ｒｄｕｎｇｂｒｄｕｎｇｂｒｄｕｎｇｓｒｄｕｎｇｓ “敲”
ｒｄｚｕｂｒｄｚｕｂｒｄｚｕｓｒｄｚｕｓ “假装”
ｖｄｚｕｍｂｔｓｕｍｂｔｓｕｍｓｔｓｈｕｍｓ “闭上”
ｓｇｙｅｌｂｓｇｙｅｌｂｓｇｙｅｌ （ｄ）ｓｇｙｅｌ （ｄ）“弄倒”
ｒｊｅｂｒｊｅｂｒｊｅｓｒｊｅｓ “交换”
ｖｔｓｈｅｍｂｔｓｅｍｂｔｓｅｍｓｔｓｈｅｍｓ “缝”
ｓｒｅｂｓｒｅｂｓｒｅｓｓｒｅｓ “使混合”
ｒｎｇｏｂｒｎｇｏｂｒｎｇｏｓｒｎｇｏｓ “煎炒”
ｒｔｏｌｂｒｔｏｌｂｒｔｏｌ （ｄ）ｒｔｏｌ （ｄ）“弄穿”
ｖｔｓｈｏｄｂｔｓｏｂｔｓｏｓｔｓｈｏｓ “煮”
ｚｈｏｎｂｚｈｏｎｂｚｈｏｎ （ｄ）ｚｈｏｎ （ｄ）“骑”
上面的例子，元音都是ｉ、ｕ、ｅ、ｏ，无ａ，因为完成式元音是ａ的，祈

使式元音变ｏ：
ｒｇｏｄｂｒｇａｄｂｒｇａｄｒｇｏｄ “攻击”
ｒｇａｌｂｒｇａｌｂｒｇａｌ （ｄ）ｒｇｏｌ （ｄ）“渡”
ｒｎｇａｂｒｎｇａｂｒｎｇａｓｒｎｇｏｓ “收割”
ｒｄａｌｂｒｄａｌｂｒｄａｌ （ｄ）ｒｄｏｌ （ｄ）“摊开”
ｒｔｓｏｍｂｒｔｓａｍｂｒｔｓａｍｓｒｔｓｏｍｓ “写作”
ｒｌｏｇｂｒｌａｇｂｒｌａｇｓｒｌｏｇｓ “摧毁”
ｌｔａｂｌｔａｂｌｔａｓｌｔｏｓ “看”
ｌｔｅｂｂｌｔａｂｂｌｔａｂｓｌｔｏｂｓ “折叠”
ｓｋｙｅｌｂｓｋｙａｌｂｓｋｙａｌ （ｄ）ｓｋｙｏｌ （ｄ）“运送”
ｓｇａｒｂｓｇａｒｂｓｇａｒ （ｄ）ｓｇｏｒ （ｄ）“安装”
ｓｎｙｏｍｂｓｎｙａｍｂｓｎｙａｍｓｓｎｙｏｍｓ “弄平”
ｓｎｏｎｂｓｎａｎｂｓｎａｎ （ｄ）ｓｎｏｎ （ｄ）“添加”
ｓｂｙｏｎｇｓｂｙａｎｇｓｂｙａｎｇｓｓｂｙｏｎｇｓ “练习”
ｓｒａｂｂｓｒａｂｂｓｒａｂｓｓｒｏｂｓ “弄薄”
ｓｒｏｎｇｂｓｒａｎｇｂｓｒａｎｇｓｓｒｏｎｇｓ “弄直”
ｋｌｏｇｂｋｌａｇｂｋｌａｇｓｋｌｏｇｓ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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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ｙａｎｍｎｙａｎｍｎｙａｎ （ｄ）ｎｙｏｎ （ｄ）“听”
ｓｈａｄｂｓｈａｄｂｓｈａｄｓｈｏｄ “梳理”
ｌｅｎｂｌａｎｇｂｌａｎｇｓｌｏｎｇｓ “取”
ｖｇｙｏｇｂｋｙａｇｂｋｙａｇｓｋｈｙｏｇ （ｓ）“举”
ｖｔｓｈｏｌｂｔｓａｌｂｔｓａｌ （ｄ）ｔｓｈｏｌ （ｄ）“找”
ｂｙｅｄｂｙａｂｙａｓｂｙｏｓ “做”
一时和二时动词祈使式如果与完成式不同，就是元音ａ变ｏ。
ｇａｂｇｏｂ “藏” 　 　 　 ｎｙａｌｎｙｏｌ “躺” 　 　 　 ｌａｂｌｏｂ “告诉”
ｍｄｚａｄｍｄｚｏｄ “做”（以上一时动词）
ｍｎｇａｇｍｎｇａｇｓｍｎｇｏｇｓ “委托” ｌａｎｇｌａｎｇｓｌｏｎｇｓ “站立”
ｖｋｈｒａｂｖｋｈｒａｂｓｖｋｈｒｏｂｓ “表演”（以上二时动词）
完成式元音是ａ，祈使式元音不变ｏ的很少，我们只见到以下５个一时、

１个三时动词是这样的：ｓａｄ “试”、ｖｇｒａｎ “比赛”、ｇｄａｓ “述说”、ｇｚａｓ “指
向”、ｂｋａｎ “仰起”、ｒｇｙａｎｂｒｇｙａｎｂｒｇｙａｎ （ｄ）ｒｇｙａｎ （ｄ）“打扮”。

也有一些三时动词的祈使式有（表使动的ｒ、ｌ、ｓ以外的）前缀，但
是它们多有不带前缀的异体形式。下面是我们见到的所有这类动词（有不
带前缀的异体形式的，前缀用括弧括起，或在后面的括弧中列出异体形
式）。

ｖｇａｍｂｇａｍｂｇａｍｓｖｇｏｍｓ “试探”
ｖｇｏｍｂｇｏｍｂｇｏｍｓｖｇｏｍｓ （～ ｇｏｍ）“跨越”
ｖｃｈａｂｃａｂｃａｓ （ｖ）ｃｈｏｓ “制订”
ｖｃｈａｂｂｃａｂｂｃａｂｓ （ｖ）ｃｈｏｂｓ “隐瞒”
ｖｃｈｏｌｂｃｏｌｂｃｏｌ （ｄ） （ｖ）ｃｈｏｌ （ｄ）“委托”
ｖｊｉｂｂｚｈｉｂｂｚｈｉｂｓｖｊｉｂｓ “吮吸”
ｖｊｏｂｚｈｏｂｚｈｏｓｖｊｏｓ “挤（奶）”
ｖｔｈａｇｂｔａｇｂｔａｇｓｖｔｈｏｇ （～ ｔｈｏｇｓ）“织”
ｖｔｈｕｎｇｂｔｕｎｇｂｔｕｎｇｓ （ｖ）ｔｈｕｎｇｓ “喝”
ｖｔｈｏｇｂｔｏｇｂｔｏｇｓ （ｖ）ｔｈｏｇｓ “摘”
ｖｄａｍｂｄａｍｂｄａｍｓ （ｖ）ｄｏｍｓ “挑选”
ｖｔｓｈａｌｂｔｓａｌｂｔｓａｌ （ｄ） （ｖ）ｔｓｈｏｌ （ｄ）“作”
ｖｔｓｈｏｇｂｔｓｏｇｂｔｓｏｇｓ （ｖ）ｔｓｏｇｓ “捶打”
ｖｃｈａｇｓｂｓｈａｇｂｓｈａｇｓｖｃｈｏｇｓ （～ ｓｈｏｇｓ ～ ｓｈｏｇ）“忏悔”
ｖｋｈａｌｄｇａｌｂｋａｌ （ｄ） （ｖ）ｋｈｏｌ （ｄ）“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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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ｊａｌｇｚｈａｌｂｃａｌ （ｄ）ｖｊｏｌ （ｄ）“量”
ｖｊｏｇｇｚｈｏｇｂｚｈｏｇｓ （ｇ）ｚｈｏｇｓ “削”
ｖｊｏｍｓｇｚｈｏｍｂｃｏｍｇｚｈｏｍ （～ ｃｈｏｍｓ ～ ｃｈｏｍ）“摧毁”
ｖｇｒｏｎｇｓｄｇｒｏｎｇｂｋｒｏｎｇｓ （ｄ）ｇｒｏｎｇｓ “弑”
ｖｄａｍｇｔａｍｇｔａｍｓｇｔｏｍｓ （～ ｔｈｏｍｓ）“嘱托”
ｖｄｏｍｓｇｄａｍｇｄａｍｓｖｄｏｍｓ “教导”
ｖｊｏｎｇｖｊａｎｇｖｊａｎｇｓｖｊｏｎｇｓ “咽”
ｖｐｈｅｎｖｐｈａｎｇｖｐｈａｎｇｓ （ｖ）ｐｈｏｎｇｓ “投射”
ｇｃｏｍｂｃａｍｂｃａｍｓｇｃｏｍｓ （～ ｖｃｈｏｍｓ）“商议”
ｇｔａｍｂｔａｍｂｔａｍｓｇｔｏｍｓ “说”
ｇｔｉｇｂｔｉｇｂｔｉｇｓｇｔｉｇｓ “使滴下”
ｇｔｓａｂｂｔｓａｂｂｔｓａｂｓｇｔｓｏｂｓ “剁”
ｇｓｈｕｎｇｂｓｈｕｎｇｂｓｈｕｎｇｓ （ｂ）ｓｈｕｎｇｓ “责骂”
ｇｓｈｏｂｓｈｏｂｓｈｏｓ （ｇ）ｓｈｏｓ “泼”
ｇｓｈｏｎｇｂｓｈａｎｇｂｓｈａｎｇｓ （ｇ）ｓｈｏｎｇｓ “疏通”
ｇｓｈｏｒｂｓｈａｒｂｓｈａｒ （ｄ）ｇｓｈｏｒ （ｄ）“量”
ｇｓｈｏｒｂｓｈｏｒｂｓｈｏｒ （ｄ）ｇｓｈｏｒ （ｄ）“追猎”
ｇｓｉｇｂｓｉｇｂｓｉｇｓ （ｇ）ｓｉｇｓ “耸动”
ｇｓｉｌｂｓｉｌｂｓｉｌ （ｄ） （ｇ）ｓｉｌ （ｄ）“弄碎”
ｇｓｏｂｓｏｂｓｏｓ （ｇ）ｓｏｓ “解除疲劳”
ｇｓｏｇｂｓｏｇｂｓｏｇｓｇｓｏｇｓ （～ ｓｏｇｓ ～ ｓｏｇ）“积累”
ｇｓｏｒｂｓｏｒｂｓｏｒ （ｄ）ｇｓｏｒ （ｄ）“挥舞”
ｇｓｏｒｂｓａｒｂｓａｒ （ｄ）ｇｓｏｒ （ｄ）“排列”
ｇｃｏｒｇｃａｒｂｃａｒ （ｄ）ｇｃｏｒ （ｄ）“进见”
ｇｓｈｏｇｇｓｈａｇｂｓｈａｇｓｇｓｈｏｇｓ “劈”
ｇｎｙｏｇｇｎｙａｇｇｎｙａｇｓｇｎｙｏｇｓ “咀嚼”
ｇｔｏｄｇｔａｄｇｔａｄｇｔｏｄ “面向”
ｇｚｏｎｇｚａｎｇｚａｎｇｚｏｎ “浪费”
ｇｚｏｂｇｚａｂｇｚａｂｓｇｚｏｂｓ “谨慎”
ｇｙｏｂｇｙａｂｇｙａｂｓ （ｇ）ｙｏｂｓ “挥舞”
ｇｓｏｎｇｓａｎｇｓａｎｇｓｏｎ “糟蹋”
ｄｐｏｇｄｐａｇｄｐａｇｓｄｐｏｇｓ “推测”
ｄｇｏｄｂｇａｄｂｇａｄｄｇｏｄ “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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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ｐｙｏｎｇｄｐｙａｎｇｄｐｙａｎｇｓｄｐｙｏｎｇｓ “悬挂”
ｄｐｙｏｄｄｐｙａｄｄｐｙａｄｄｐｙｏｄ “分析”
ｄｂｒｏｌｄｂｒａｌｄｂｒａｌｄｂｒｏｌ （～ ｂｒｏｌ （ｄ） ～ ｐｈｒｏｌ （ｄ））“撕”
ｂｇｏｄｂｇｏｂｇｏｓｂｇｏ （ｓ）“分（份）”
ｂｇｒｕｄｂｇｒｕｂｇｒｕｓ （ｂ）ｇｒｕｓ “去壳”
ｍｎｙｅｄｍｎｙｅｍｎｙｅｓ （ｍ）ｎｙｅｓ “鞣”
以上这些词不仅打破三时动词祈使式不带前缀的常规，而且出现４个前

缀：ｖ、ｇ、ｄ、ｂ。这４个不同的前缀表示什么不同的意义吗？未必。只
是我们对这些祈使式为什么带前缀的原因还不太清楚。

还有几个浊声母的动词，祈使式有清声母的异体形式：
ｖｄｏｒｄｏｒｄｏｒ （ｄ）ｄｏｒ （ｄ）（～ ｔｈｏｒ）“抛弃”
ｖｄｒａｄｒａｄｒａｓｄｒｏｓ （～ ｐｈｒａｓ）“剪裁”
ｖｄｒｉｄｒｉｄｒｉｓｄｒｉｓ （～ ｐｈｒｉｓ）“问”
ｖｄｒｅｎｄｒａｎｇｄｒａｎｇｓｄｒｏｎｇｓ （～ ｐｈｒｏｎｇｓ）“拖拽”
ｖｂｒａｂｂｒａｂｂｒａｂｓｂｒｏｂｓ （～ ｐｈｒｏｂｓ）“抽打”
ｖｂｒｉｂｒｉｂｒｉｓｂｒｉｓ （～ ｐｈｒｉｓ）“写”
ｖｂｒｉｄｂｒｉｄｂｒｉｄｂｒｉｄ （～ ｐｈｒｉｄ）“引诱”
ｖｂｒｅｇｂｒｅｇｂｒｅｇｓｂｒｅｇｓ （～ ｐｈｒｏｇｓ）“割”
ｖｂｒａｄｄｂｒａｄｂｒａｄｂｒｏｄ （～ ｐｈｒｏｄ）“搔”
ｖｄｒｕｄｒｕｓｄｒｕｓ （～ ｐｈｒｕｓ）“挖”
安多方言多用这种清声母的形式。声母中有舌尖音而在祈使式的异体中

变作唇音的，反映了这些词中唇音变舌尖音的历史演变。
ｚａｂｚａｂｚａｓｚｏｓ “吃”这个词的祈使式，不少地方后缀脱落，所以辞书

中写ｚｏ的多。ｙｏｎｇ “来”和二时动词ｖｇｒｏｐｈｙｉｎ “走”的祈使式分别为ｓｈｏｇ
和ｒｇｙｕｇｓ，与非祈使式词根就不同。二时动词ｖｄｏｎｇｄｏｎｇ “走”的祈使式作
ｄｅｎｇｓ，也比较特殊。还有ｂｙｅｄｂｙａｂｙａｓ “做”的祈使式书面上是ｂｙｏｓ，可
是拉萨话读／ ｈｉ? ／，元音与书面语不合。于道泉先生主编的《藏汉对照拉
萨口语词典》认为拉萨口语读音来自另一动词的祈使式ｇｙｉｓ。藏文ｇｙ在拉
萨通常读／ ｃ ／，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比这更好的解释。

根据前述祈使式与完成式的关系，我们猜想，藏语动词语气范畴出现的
时间比时态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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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音词缀的功能

藏语的前缀表示某种词汇意义或语法意义，是词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藏文传统文法著作《字性法》（ｒｔａｇｓ ｖｊｕｇ）中，关于藏语前缀功能的四句
话，根据我的理解，实际只涉及动词的时态。这说明，因为语音演变，公元
七八世纪时藏语前缀的功能，除了时态以外，已经受到侵蚀而变得模糊不
清。不然凭当时藏族学者语法学的水平，前缀其他的功能是不至于被忽略
的。到今天，对藏语辅音前缀的功能研究还很不够，我们对藏语前缀的功能
知道得还很少，只能择要说一说，很不全面。

ｓ

用于名词
１）与生命有关的
人：ｓｐｏ ｂｏ “爷爷” 　 　 　 ｓｐｕｎ “同胞” 　 　 　 ｓｐａｄ ｓｐｕｎ “弟兄”

ｓｎｙｏｇｓ “小孩” ｓｎｙｉｄ ｐｏ “叔叔” ｓｒｕ ｍｏ “姨”
ｓｇｕｄ ｐｏ “岳父” ｓｇｙｕｇ ｐｏ “公公” ｓｐｒａｎｇ ｐｏ “男丐”

动物：ｓｂｒｕｌ “蛇” ｓｐｙａｎｇ ｋｉ “狼” ｓｔａｇ “虎”
ｓｂｒａｎｇ “蜂” ｓｋｙａ ｇａ “喜鹊” ｓｐｒａ “猿”
ｓｂａｌ （ｐａ）“蛙” ｓｒａｍ “水獭” ｓｄｏｍ “蜘蛛”
ｓｋｙｕｎｇ ｇａ “红嘴鸦”

植物：ｓｇａ “姜” ｓｇｏｇ ｐａ “蒜” ｓｔａｒ ｋａ “核桃”
ｓｐａ ｍａ “刺柏” ｓｍｙｕｇ ｍａ “竹子” ｓｎｇｏ “草”
ｓｇｒｏ ｂａ “桦树” ｓｐｅｎ ｍａ “柽柳” ｓｒａｎ ｍａ “豆”
ｓｂｙａｒ ｐａ “杨树”

身体以及与身体相关之物：
ｓｋｅ “脖子” 　 　 ｓｋｒａ “头发” 　 　 ｓｇａｂ “膝窝” 　 　 ｓｇｒｏ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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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ｏｄ “上身” ｓｎｙｉｎｇ “心脏” ｓｎａ “鼻子” ｓｐｕ “毛”
ｓｐｙａｎ “眼” ｓｂｏ “胸脯” ｓｇｏｎｇ “蛋” ｓｋｙａｇ ｐａ “屎”
２）表“能……的”（可能与表使动的前缀ｓ同源。常有相应的动词。）

试比较：
ｓｋｙｏｂ “拯救”：ｓｋｙａｂｓ “保护者”
ｖｇａｇ “不通”：ｓｋａｇ “大难，坎儿”
ｎｙａｎ “听”：ｓｎｙａｎ “耳”
ｖｄｅｇｓ “举”，ｔｈｅｇ “举得住”：ｓｔｅｇｓ “台，架”
ｄｒａｎｇ “直，诚实”：ｓｒａｎｇ “秤”
ｎａｇ “黑”，ｓｎａｇ “弄黑”：ｓｎａｇ “墨汁”
ｎｏｄ “承接”：ｓｎｏｄ “容器”
ｖｐｈｙｉｎｇｓ “（毛发）擀毡”：ｓｐｙｉｎ （＜ ｓｐｙｉｎｇ）“胶”
（ｖ）ｂｙｉｌ “抹（泥）”：ｓｂｙｉｌ “泥抹子”
表工具。在上列例子中有些就有这个意义。下边是另几个例子。
ｓｋｙｏｇｓ “瓢” 　 　 　 　 ｓｋａｍ ｐａ “钳子” 　 　 　 　 ｓｋａｓ “梯子”
ｓｇｒｏｍ “架子” 　 　 　 ｓｍｙｕｎｇ ｂｕ “锥子”
用于动词，表使动（例见构形法语态部分）。
带前缀ｓ的名词在数量上比带其他前缀的名词都多，所以在构词上，ｓ

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名词前缀；在使动词中，带ｓ的比例最大，所以在构形
上，它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使动前缀。

ｌ

在所有前缀中，ｌ是用得最少的一个，但是在来源上，它大概是最复杂
的一个。就我们所知，ｌ是从３个方面演变来的。１ 由前缀ｓ来的。例如
ｓｇａ ～ ｌｇａ “姜”，ｓｇａ ～ ｌｇａ “鞍”，ｓｋｙｕｎｇ ｋａ ～ ｌｃｕｎｇ ｋａ “红嘴鸦”，ｓｄｏｎｇ ｒｏｓ ～
ｌｄｏｎｇ ｒｏｓ “雄黄”。２ 由鼻音前缀来的。例如ｍｄｏｎｇ ｍｏ ～ ｌｄｏｎｇ ｍｏ “打茶
桶”，ｍｄｏｎｇｓ ｐａ ～ ｌｄｏｎｇ ｂａ “盲人”，ｍｄａｎ ｐａ ～ ｌｄａｎ ｐａ “颊”，ｖｄａｇ ～ ｌｄａｇ
“舔”（ｌｃｅ ｌｄａｇ “舔”拉萨读／ ｅｍｔａ? ／），ｖｄｕｒ ～ ｌｄｕｒ “烂熟”（ｃｈｕ ｌｄｕｒ “饲
料糊”拉萨读／ ｈｕｍｔｕ： ／）， ｓｎｇｏ ｌｊａｎｇ “蓝绿色”拉萨读／ ｏｍ： ／，
ｖｐｈｙａｍ ～ ｌｃａｍ “椽子”，ｖｊｉ ｂａ ～ ｌｊｉ ｂａ “跳蚤”，ｓｇｏ ｌｃａｇｓ “锁”拉萨读
／ ｋａ? ／，ｓｎａ ｌｃｕ “牛鼻环”拉萨读／ ｎｕ ／。３ 从复辅音声母中的ｌ来的。
例如ｇｌａｎｇ ｍａ “高山柳”：ｌｃａｎｇ ｍａ “柳”，ｇｌａｇ ｐａ ～ ｌｔａｇ ｐａ “（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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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背”，ｌｄｕｇ （现在式）—ｂｌｕｇ （将来式）—ｂｌｕｇｓ （完成式） “灌，装
入”，ｌｄｕｄ （现在式）—ｂｌｕｄ （将来式、完成式）“给喝”。

由ｌ演变来的ｌ在形式上与前缀没有分别，实际上是个假前缀。像ｌｈ
中的ｌ，从来就不是前缀。下面是另一些名词的例子。

人：ｌｋｕ “小偷” 　 　 ｌｃａｍ “夫人”
动物：ｌｃｏｎｇ ｍｏ “蝌蚪” 　 　 ｌｄａｎ ｂｕ “萤火虫”
植物：ｌｇｏ ｌｇｏ “马勃” 　 　 ｌｊａｎｇ ｐａ “苗” 　 　 ｌｊｏｎ ｐａ “树”

ｌｄｕｍ ｂｕ “草本植物”
身体：ｌｋｏｇ ｍａ “喉” 　 　 ｌｇａｎｇ ｂａ “膀胱” 　 　 ｌｃｅ “舌头”

ｌｔｏ “肚子” ｌｐａｇｓ ｐａ “皮”
前缀ｌ用于使动词的我们只有４例：ｌｔｅｄ “撕” （相应的自动词：ｔｈｅｄ

“破”），ｌｔｅｍｓｂｌｔａｍｂｌｔａｍｓｌｔｏｍｓ “灌满”（相应的自动词：ｖｔｈｅｍｖｔｈｅｍｓ “满”），
ｌｔｅｂｂｌｔａｂｂｌｔａｂｓｌｔｏｂｓ “折叠”，ｌｄａｂｂｌｄａｂｂｌｄａｂｓｌｄｏｂｓ “折叠，使重复”。

ｒ

根据古代前缀在安多方言读音后移、异形词以及书面形式和方言读音的
差异，我们相信前缀ｒ主要是从ｓ分化出来的（参见张谢蓓蒂１９７１）。因此，
前缀ｒ除了出现的词少而外，有与ｓ相同的功能。

人：ｒｍｏ ｂｏ “祖母” 　 　 　 ｒｄｚｉ ｂｏ “牧人” 　 　 　 ｒｊｅ ｂｏ “君主”
ｒｇｏｄ “豪奴”

动物：ｒｋｙａｎｇ “野驴” ｒｇｏ ｂａ “黄羊” ｒｇａｎｇ “刺猥”
ｒｇｏｄ “雕” ｒｇｏｄ ｍａ “骒马” ｒｇｙａ “羚羊”
ｒｔｏｌ “犏牛犊” ｒｎａ ｂａ “岩羊” ｒｍｉｇｓ ｐａ “蜥蜴”

植物：ｒｔｓｗａ “草” ｒｔｓａ ｂａ “根” ｒｔｓａｄ “川芎”
ｒｄｚｉ ｂｏ “迎春花” ｒｇｕｎ ｖｂｒｕｍ “葡萄干”

身体以及与身体相关之物：ｒｋａｎｇ ｐａ “腿” ｒｋａｎ “腭”
ｒｋｕｂ “屁股” 　 　 　 　 ｒｇｙａｂ “后背” 　 　 　 ｒｎｇａ ｍａ “（牛马）尾巴”
ｒｎｙｉｌ “牙龈” ｒｔｉｎｇ ｐａ “踵” ｒｔｕｇ ｐａ “屎”
ｒｎａ ｂａ “耳” ｒｎａｇ “脓” ｒｍａ “伤口”
ｒｔｓａ “血管，脉” ｒｔｓｅｒ “脖子” ｒｔｓｉｂ ｍａ “肋骨”
ｒｄｚｉ ｍａ “睫毛”
前缀ｒ也用于使动词，只是数量远比ｓ为少（例见构形法语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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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主要用于名词，与躯体有关的词比较多（参见Ｒ Ｓｈａｆｅｒ：Ｐｒｅｆｉｘｅｄ ｍ ｉｎ
Ｔｉｂｅｔａｎ—ＳｉｎｏＴｉｂｅｔｉｃａ ３）。例如：

ｍｋｈａｌ ｍａ “肾” 　 　 　 ｍｋｈｒｉｓ ｐａ “胆” 　 　 　 ｍｇｏ “头”
ｍｇｒｉｎ ｐａ “喉咙” ｍｎｇａｌ “子宫” ｍｃｈｕ “唇”
ｍｃｈｉ ｍａ “泪” ｍｃｈｉｌ ｍａ “口水” ｍｃｈｉｎ ｐａ “肝”
ｍｃｈｅ ｂａ “犬齿” ｍｃｈｅｒ ｐａ “脾” ｍｊｉｎｇ ｐａ “颈”
ｍｊｕｇ ｍａ “尾巴” ｍｔｈｅ ｂｏ “拇指” ｍｄａｎ ｐａ “颊”
ｍｔｓｈｏｇ ｍａ “囟门” ｍｄｚｕｂ ｍｏ “指头” ｍｄｚｅｒ ｐａ “瘊子”
除了名词，ｍ也用于自动词。带前缀ｍ的自动词，如有词形变化，各

式一定都有ｍ。
ｍｋｈａｓ “善于” ｍｋｈｙｅｎ “知道” ｍｋｈｙｕｄ “搂抱”
ｍｇｕ “满意” ｍｃｈｅｄ “蔓延” ｍｎｙａｍ “同等”
ｍｎｙｅｌ “累” ｍｎｙｅｓ “喜欢” ｍｔｈｕｄ “衔接”
ｍｔｈｕｎ “相合” ｍｔｈｏｎｇ “看见” ｍｄｕｄ “打结”
ｍｔｓｈｕｎｇｓ “相同” ｍｎｇａｇｍｎｇａｇｓｍｎｇｏｇｓ （ｉ．）“委托”
ｍｃｈｏｎｇｍｃｈｏｎｇｓｍｃｈｏｎｇｓ （ｉ．）“跳” ｍｄｚａｄｍｄｚｏｄ （ｉ．）“做”
ｍｊａｌｍｊａｌ （ｄ）ｍｊｏｌ （ｄ）（ｉ．）“拜见”
ｂ被鼻音声母同化而成的假性ｍ前缀，在有形态变化的动词中，就不

是每一式都不可缺少的。例如：
ｎｙａｎｍｎｙａｎｍｎｙａｎ （ｄ）ｎｙｏｎ （ｄ）“听”　 　 ｎｏｄｍｎｏｍｎｏｓｎｏｓ “承接”
ｎａｂｍｎａｂｍｎａｂｓｎｏｂｓ “穿” ｎｏｍｍｎａｍｍｎａｍｓｎｏｍｓ “拿”
试比较：ｋｌｏｇｂｋａｇｂｋｌａｇｓｋｌｏｇｓ “读” ｓｈａｄｂｓｈａｄｂｓｈａｄｓｈｏｄ “梳”

ｖ

这个前缀主要用于动词（这是ｖ与另一鼻音前缀ｍ的不同之处），尤其
是自动词。ｖ可以说是个有代表性的自动词前缀。
１ 用于自动词。在我们的材料里这类动词接近２００个。
ｖｋｈｕｍ “缩” 　 　 ｖｋｈｏｒ “转” 　 　 　 ｖｇａｍ “含食” 　 　 　 ｖｇａｌ “违背”
ｖｊｉｇｓ “畏惧” ｖｔｈｏｍ “糊涂” ｖｔｈｏｒ “分散” ｖｄａｒ “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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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ｄｕ “聚集” ｖｐｈａｇ “往上跳” ｖｐｈｕｒ “飞” ｖｂｒｅｌ “相连”
ｖｄｚｕｌ “钻进”
有些动词和相应名词的区别就在有无前缀ｖ：
ｋｈｒｉｍｓ “法”：ｖｋｈｒｉｍｓ “惧怕” ｇｒｉｂ “山阴，中风”：ｖｇｒｉｂ “遮蔽”
ｇｒｏｇｓ “朋友”：ｖｇｒｏｇｓ “结交” ｄｕｍ “段”：ｖｄｕｍ “缩短”
２ 用于自动词的未完成式，与完成式的区别就在ｖ的有无。这类动词

在我们的材料中有５０个左右。
ｖｋｈｏｌｋｈｏｌ “沸” 　 　 　 ｖｔｈｏｂｔｈｏｂ “得到” 　 　 　 ｖｄｕｌｄｕｌ “驯服”
ｖｐｈｒａｄｐｈｒａｄ “相遇” ｖｂｒａｌｂｒａｌ “分离” ｖｃｈｉｓｈｉ “死”
ｖｊｉｇｚｈｉｇ “毁” ｖｔｓｈｉｇｔｓｈｉｇ “焦” ｖｄｚａｇｚａｇ “滴流”
３ 一些使动词的现在式用ｖ。这类动词超过１００个。
ｖｇｏｇｄｇａｇｂｋａｇｋｈｏｇ “阻挡” 　 　 　 ｖｊｏｇｇｚｈａｇｂｚｈａｇｚｈｏｇ “放置”
ｖｄｉｎｇｇｄｉｎｇｂｔｉｎｇｔｈｉｎｇ “铺” ｖｄｏｇｓｇｄａｇｓｂｔａｇｓｔｈｏｇｓ “挂”
ｖｂｕｌｄｂｕｌｐｈｕｌｐｈｕｌ “献” ｖｂｙｅｄｄｂｙｅｐｈｙｅｐｈｙｅｓ “使分开”
ｖｄｚｕｇｓｇｚｕｇｓｂｔｓｕｇｓｔｓｈｕｇｓ “树立”
ｖｄｚｕｍｂｔｓｕｍｂｔｓｕｍｓｔｓｈｕｍｓ “使闭合”
上面第１类中的前缀ｖ很像自动词前缀ｍ，实际上藏语前缀ｖ大概也

是从ｍ变来的。
１）在现代藏语方言中，书面语前缀ｍ在很多地方跟ｖ一样，读与后面

声母同部位的鼻音，而不是读双唇鼻音，显示ｍ演变为ｖ。
２）书面语有些词前缀ｍ、ｖ两可，说明ｍ以扩散方式向ｖ演变早已开

始。例如：
ｍｋｈａｎ ｐａ ～ ｖｋｈａｎ ｐａ “野蒿” ｍｇｒｏｎ ｐｏ ～ ｖｇｒｏｎ ｐｏ “行人”
ｍｔｈｕｇ ｐｏ ～ ｖｔｈｕｇ ｐｏ “厚” ｍｔｈｏｌ ～ ｖｔｈｏｌ “坦白”
ｍｄａｎ ｐａ ～ ｖｄａｎ ｐａ “门闩” ｍｄｕｎ ｍａ ～ ｖｄｕｎ ｍａ “主意”
ｍｔｓｈｅｒ ～ ｖｔｓｈｅｒ “怵” ｍｔｓｈａｎｇ ｒａ ～ ｖｔｓｈａｎｇ ｒａ “尾椎骨”
ｍｄｚｕｌ ～ ｖｄｚｕｌ “钻入” ｍｄｚｅｒ ｐａ ～ ｖｄｚｅｒ ｐａ “瘊子”
３）有的词，书面语前缀写ｖ，而在现代方言中有ｍ读法，反映了更早

的面貌。例如炉霍话：ｖｋｈｕｍ “缩” ／ ｍｋｈａｖ ／，ｖｋｈｏｒ “转” ／ ｍｋｈｒ ／，ｍｃｈｏｄ
ｒｄｚａｓ “祭品” ／ ｍｈｏ ｒｄｚｉ ／，ｖｊｏｎｇ ｖｊｏｎｇ “椭圆形的” ／ ｍｏ ｍｏ ／，ｖｔｈｕｎｇ
“喝” ／ ｍｔｈｏ ／，ｖｔｓｈｏ ｓａ “牧场” ／ ｍｔｓｈｕ ｓｈａ ／。

在书面语中，前缀ｍ以扩散方式向ｖ演变，并不限于动词，更不限于
自动词。ｄｇｒａ ｖｄｕｌ这个常用的人名，在拉萨读／ ?ａｍ ｔｙ： ／，书面语的ｖ读成



２５０　　 藏语词族研究

／ ｍ ／，而ｖｄｕｌ这个词素原来是个三时使动词：ｖｄｕｌｇｄｕｌｂｔｕｌ （ｄ）ｔｈｕｌ （ｄ）
“调教”。名词的例子上面已有，不再重复。

ｂ

前缀ｂ也是主要用于动词，尤其用于三时动词的将来式和完成式。
ｓｋｏｒｂｓｋｏｒｂｓｋｏｒ （ｄ）ｓｋｏｒ （ｄ）“使转”
ｓｇｙｕｒｂｓｇｙｕｒｂｓｇｙｕｒ （ｄ）ｓｇｙｕｒ （ｄ）“使变”
ｓｎｙｏｌｂｓｎｙａｌｂｓｎｙａｌ （ｄ） ｓｎｙａｌ （ｄ）“使睡”
ｓｄｕｍｂｓｄｕｍｂｓｄｕｍｓｓｄｕｍｓ “调解” 　 ｓｒｏｎｇｂｓｒａｎｇｂｓｒａｎｇｓｓｒｏｎｇｓ “弄直”
ｋｌｏｇｂｋｌａｇｂｋｌａｇｓｋｌｏｇｓ “读” ｚａｂｚａｂｚａｓｚｏｓ “吃”
ｖｋｈａｌｂｋａｌｂｋａｌ （ｄ）ｋｈｏｌ （ｄ）“纺” ｓｈａｄｂｓｈａｄｂｓｈａｄｓｈｏｄ “梳”
ｖｋｈｒｕｄｂｋｒｕｂｋｒｕｓｋｈｒｕｓ “洗” ｖｇｙｏｇｂｋｙａｇｂｋｙａｇｓｋｈｙｏｇｓ “举起”
ｖｃｈｉｂｂｃｉｂｂｃｉｂｓｃｈｉｂｓ “骑” ｖｔｈａｇｂｔａｇｂｔａｇｓｔｈｏｇｓ “织”
ｖｄｅｄｂｄａｂｄａｓｄｅｄ “追” ｖｔｓｈｅｍｂｔｓｅｍｂｔｓｅｍｓｔｓｈｅｍｓ “缝”
ｖｔｓｈｏｎｇｂｔｓｏｎｇｂｔｓｏｎｇｓｔｓｈｏｎｇｓ “卖” ｖｄｚｅｄｂｚｅｄｂｚｅｄｚｅｄ “承接”
ｇｔｓａｂｂｔｓａｂｂｔｓａｂｓｇｔｓｏｂｓ “剁” ｇｓｈｏｂｓｈｏｂｓｈｏｓｓｈｏｓ “泼”
ｇｓｏｂｂｓａｂｂｓａｂｓｓｏｂｓ “偿还” ｄｇｏｄｂｇａｄｂｇａｄｄｇｏｄ “笑”
ｂ用于三时使动词完成式时，后边通常都有表完成的后缀ｓ或ｄ，二者

配合使用。有些词中没有后缀ｓ、ｄ相配，是早已脱落了，或者是因为异化
作用，不能出现。

有些带前缀ｂ的动词有不带ｂ的相对的名词：
ｋｈｕ （ｂａ）“汁”：ｂｋｕｂｋｕｓ “熬”
ｋｈｒａｌ “差税”：ｂｋｒａｌ “征派”
ｇｏ “铠甲”：ｂｇｏｂｇｏｓ “穿”
ｇｒａｎｇｓ “数目”：ｂｇｒｏｎｇｂｇｒａｎｇｂｇｒａｎｇｓ “数”
ｇｒｏｓ “主意”：ｂｇｒｏｂｇｒｏｓ “商议”
ｓｎｇａｓ “枕头”：ｂｓｎｇａｓ “就枕”
ｃｈｕ “水”：ｂｃｕｓ “灌溉”
ｔｈｕｒ （ｍａ）“筷子”：ｂｔｕｒ “挟”
ｒａｎ ｍａ “经线”：ｂｒａｎ “牵引（经线）”
ｒｏ “滋味”：ｂｒｏ “尝”
ｌａｎ “回答”：ｂｌｏｎｂｌａｎｂｌａｎ “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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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ａ “肉”：ｂｓｈａｂｓｈａｓ “宰杀”
ｓｒａｂ “嚼子”：ｂｓｒａｂ “约束，控制”
这些带前缀ｂ的形式是不是它们的原始形式，我们还不清楚。

ｇ、ｄ

前缀ｇ、ｄ也用于一些与生命有关的词：
ｇｃｅｎ “兄，姐” 　 　 　 　 ｇｃｕｎｇ “弟，妹” 　 　 　 ｇｎｙｅｎ “亲戚”
ｇｚｈｏｎ ｎｕ “青年” ｇｙｏｇ “奴仆” ｇｎｙａｎ “盘羊”
ｇｎａ “岩羊” ｇｔｓｏｄ “羚羊” ｇｚｉｇ “豹”
ｇｎａｇ “牦牛和犏牛” ｇｙａｇ “公牦牛” ｇｓａ “雪豹”
ｇｓｅｂ “种马” ｇｚｕｇｓ “身体” ｇｎｙａ “脖颈”
ｇｄｏｎｇ “脸” ｇｔｓｕｇ “头顶” ｇｚｈａｎｇ “肛门”
ｇｓｈｏｇ ｐａ “翅膀” ｄｇｒａ “敌人” ｄｐｏｎ “官”
ｄｂｏｎ “甥” ｄｍａｇ “兵” ｄｍａｎｇｓ “平民”
ｄｇｏ ｂａ “黄羊” ｄｂｙｉ “猞猁” ｄｋａｎ “颚”
ｄｋｕ “髋骨” ｄｋｒｕｍ “肉” ｄｋｒｅ “龟头”
ｄｐｕｎｇ ｐａ “肩” ｄｐｙｉ “后臀” ｄｐｒａｌ ｂａ “额”
ｄｂｕ “头” ｄｂｕｇｓ “气息”
在安多方言不少地方，前缀ｓ、ｒ都后移而与ｇ、ｄ的读音相同（ｘ、

、ｈ或、、）。上列词中的ｇ、ｄ很可能是通过扩散的方式从ｓ通过ｒ
演变来的。像“盘羊”ｇｎｙａｎ就有异体ｓｎｙａｎ和ｒｎｙａｎ， “岩羊”ｇｎａ、 “黄
羊”ｄｇｏ ｂａ、“腭”ｄｋａｎ都有前缀是ｒ的异体，“肉”ｄｋｒｕｍ则有前缀是ｓ的
异体。

用于动词时，若是二时动词，通常是一个时态有ｇ、ｄ，另一个时态也
有ｇ或ｄ。在三时动词中，它们用于将来式的例子最多（在我们的材料中
有５３例），用于完成式的例子极少，都是从ｂ分化出来的。

从我们现有的材料来看，藏语后缀主要是舌尖音。

ｓ、ｄ

藏语后缀ｓ、ｄ的功能几乎是一样的。在构词中，ｓ、ｄ主要用于构成
名词。ｓ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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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ｈｅｂｋｈｅｂｓ “被遮住”：ｋｈｅｂｓ “覆盖物”
ｓｋｕｇｂｓｋｕｇｂｓｋｕｇｓｓｋｕｇｓ “赌”：ｓｋｕｇｓ “赌注”
ｋｈｙｏｇ “举得住”：ｋｈｙｏｇｓ “轿”
ｓｋｙｏｂｂｓｋｙａｂｂｓｋｙａｂｓｓｋｙｏｂｓ “拯救”：ｓｋｙａｂｓ “保护者”
ｖｇｒｏ “走”：ｖｇｒｏｓ “步态”
ｓｇｒｏｂｓｇｒｏｂｓｇｒｏｓｓｇｒｏｓ “商议”：ｓｇｒｏｓ “唇”
ｖｃｈｉｂｂｃｉｂｂｃｉｂｓｃｈｉｂｓ “骑”：ｃｈｉｂｓ “坐骑”
ｖｃｈｉｎｇｂｃｉｎｇｂｃｉｎｇｓｃｈｉｎｇｓ “系”：ｃｈｉｎｇｓ “契约，箍”
ｌｔａｂｌｔａｂｌｔａｓｌｔｏｓ “看”：ｌｔａｓ “预兆”
ｓｄｏｍｂｓｄａｍｂｓｄａｍｓｓｄｏｍｓ “捆”：ｓｄｏｍｓ “捆儿”
ｖｔｈａｇｂｔａｇｂｔａｇｓｔｈｏｇｓ “织”：ｔｈａｇｓ “织物”
ｖｂｙｅｄｄｂｙｅｐｈｙｅｐｈｙｅｓ “使分开”：ｄｂｙｅｓ “间隔”
ｐｈｙｉｐｈｙｉｓ “晚”：ｐｈｙｉｓ “后来”
ｓｂｒｅｎｇｓｂｒｅｎｇｓｂｒｅｎｇｓｓｂｒｅｎｇｓ “排（队）”：ｓｂｒｅｎｇｓ “队”
ｒｔｓｉｂｒｔｓｉｂｒｔｓｉｓｒｔｓｉｓ “计算”：ｒｔｓｉｓ “算数”
ｖｔｓｈｏｄｂｔｓｏｂｔｓｏｓｔｓｈｏｓ “煮，染”：ｔｓｈｏｓ “染料”
ｚａｂｚａｂｚａｓｚｏｓ “吃”：ｚａｓ “食物”
ｒｄｚｏｎｇｂｒｄｚａｎｇｂｒｄｚａｎｇｓｒｄｚｏｎｇｓ “送礼”：ｒｄｚｏｎｇｓ “礼品”
ｇｙｏ ｇｙｏｓ “烹调”：ｇｙｏｓ “熟食”
ｂｓｈａｂｓｈａｂｓｈａｓｓｈｏｓ “宰割”：ｂｓｈａｓ ｐａ “屠夫”
ｌｄｏｂｌｄｏｂｓ “学会”：ｌｄｏｂｓ “悟性”
ｓｒｕｎｇｂｓｒｕｎｇｂｓｒｕｎｇｓｓｒｕｎｇｓ “守卫”：（ｓｋｕ）ｓｒｕｎｇｓ “卫士”
ｄ例如：
ｒｇａｒｇａｓ “变老”：ｒｇａｄ ｐｏ “老汉”
ｎｇｕｎｇｕｓ “哭”：ｎｇｕｄ ｍｏ “嚎啕”
ｖｃｈｉｓｈｉ “死”：ｓｈｉｄ “超度” 　 　 　 ｒｎｙａ “欺负”：ｓｎｙａｄ “衅端”
ｌｔａ “看”：ｌｔａｄ （ｍｏ）“热闹” ｄｒｏ “暖”：ｄｒｏｄ “温暖”
ｎａ “生病”：ｎａｄ “病”
ｂｒｏ“（气味）散发”：ｂｒｏｄ “味道”
ｒｔｓｅ “玩”：ｒｔｓｅｄ “游戏” ｔｓｈａ “热”：ｔｓｈａｄ “暑热”
ｌｕｌｕｓ “咳”：ｌｕｄ ｐａ “痰” ｂｌｕ “赎”：ｂｌｕｄ “赎命物”
相反的情况，名词加－ ｄ、 － ｓ后构成动词的例子很少：ｒｊｅ “主人”：

ｒｊｅｄ “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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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ｏ “舞蹈”：ｂｒｏｄ “歌舞” ｔｈｏｇ “果实”：ｔｈｏｇｓ “长出”
ｓｎａｇ “墨汁”：ｓｎａｇｓ “弄脏” ｇｔｓｏ （ｂｏ）“首脑”：ｇｔｓｏｓ “为主”
ｔｓｈａｇ “浮雕”：ｔｓｈａｇｓ “雕刻”
名词变名词：
ｇｏ “铠甲”：ｇｏｓ “衣服”
ｎｇｏ “面孔”：ｎｇｏｓ “表面”
ｃｈａ “衣服的肥瘦”：ｃｈａｓ “服装”
ｄｂｕ “头”：ｄｂｕｓ “卫地（西藏中心地带）”
ｒｔｓｉｂ “肋骨”：ｒｔｓｉｂｓ “辐条”
ｔｓｈｅｇ “（藏文）音节点儿”：ｔｓｈｅｇｓ “小”
ｇｚｈｉ “处所”：ｇｚｈｉｓ “家乡” ｒｅ “每一”：ｒｅｓ “轮流”
ｄｕ “烟”：ｄｕｄ “烟” ｂａ （ｍｏ）“霜”：ｂａｄ “霜”
ｒｔｓａ “根”：ｒｔｓａｄ “根” ｙｉ “意”：ｙｉｄ “意”
动词变动词：
ｇｒａｇ “出声”：ｇｒａｇｓ “流传” ｃｈｅ “大”：ｃｈｅｓ “相信”
ｖｄａ “过世”：ｖｄａｄ “办丧事” ｂｒｏ “欲”：ｂｒｏｄ “欲”
后缀ｓ、ｄ更多用在构形上。后缀中也只有它们用于构形。
１ 用于完成式。ｓ、ｄ是藏语仅有的用于完成式的两个后缀（例见时态

部分）。
２ 用于祈使式。ｓ、ｄ也是藏语仅有的表祈使式的两个后缀（例见语气

部分）。
３ 用于少数三时动词前缀为ｖ的现在式（例见语态和时态部分）。

ｎ

在构词上，ｎ和ｓ、ｄ一样，主要也是用于动词变名词。（参阅西门
１９７７、金理新１９９８）

ｒｇａ “老”：ｒｇａｎ “老师” ｖｇｒｏ “走”：ｖｇｒｏｎ （ｐｏ）“客人”
ｖｔｈｕ “采集”：ｖｔｈｕｎ （ｐａ）“樵夫” ｇｃｉ “撒尿”：ｇｃｉｎ “尿”
ｖｄｕ “会聚”：ｖｄｕｎ （ｍａ）“会议” ｓｍｙｏ “疯”：ｓｍｙｏｎ “疯子”
ｒｉ “值”：ｒｉｎ “价值” ｚｈｕ “融化”：ｚｈｕｎ “融化物”
ｄｂｙｅ “使分开”：ｄｂｙｅｎ “离间” ｒｍｏ “耕”：ｒｍｏｎ “耕”
ｂｚｈｏ “挤（奶）”：ｂｚｈｏｎ “奶” ｍｄｚａ “做夫妻”：ｍｄｚａｎ ｐｏ “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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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ａ “吃”：ｚａｎ “糌粑团” ｓｈｕ “剥”：ｓｈｕｎ “外皮”
ｂｓｕ “迎接”：ｂｓｕｎ ｍａ “迎宾女使”
用于其它功能的ｎ不多。名词变名词的例如：ｎｙｉ ｍａ “太阳， （一）

日”：ｎｙｉｎ “白天，（一）日”
ｐｈｒａ “细小”：ｐｈｒａｎ “鄙人” ｂｌｏ “主意”：ｂｌｏｎ “臣”
ｇｙｏ “狡猾”：ｇｙｏｎ “歪，左”
ｎ、ｓ都可用作名词后缀，但是二者加在同一词根上所得名词的意义并

不相同。例如：
ｖｇｒｏｎ （ｐｏ）“客人”：ｖｇｒｏｓ “步态”
ｚａｎ “糌粑团，食物”：ｚａｓ “食物”
ｄｂｙｅｎ “离间”：ｄｂｙｅｓ “间隔”
ｔｓｈｏｎ “颜料”：ｔｓｈｏｓ “染料”
像下边这种同义的例子少见：ｂｓｈａｎ ｐａ ～ ｂｓｈａｓ ｐａ “屠夫”
ｂｓｈａｎ ｇｒｉ ～ ｂｓｈａｓ ｇｒｉ “屠刀” ｂｓｈａｎ ｒａ ～ ｂｓｈａｓ ｒａ “屠宰场”
ｇｓｈｉｎ ｚａｎ ～ ｇｓｈｉｎ ｚａｓ “丧筵”
看上面的例子，有些加后缀ｎ的词是表人的，但有更多的词不表人。

似乎在名词中存在两个不同的后缀ｎ，一个表人，一个不表人。
动词变动词：ｒｎｙａ “借”：ｒｎｙａｎ “借”　 　 ｓｋｙｉ “借出”：ｓｋｙｉｎ “偿还”

ｒｔｓｅ “玩”：ｒｔｓｅｎ “玩”　 　 ｇｓｏ “复活”：ｇｓｏｎ “复活”
以上ｓ、ｄ、ｎ是藏语用得最多的３个后缀。

ｒ

由后缀ｒ构成的词不多。名词加ｒ后构成另一名词例如：
ｓｎｇａ “早”：ｓｎｇａｒ “以前” ｄｏ “对手”：ｄｏｒ “双”
ｓｐｙｉ “总，共”：ｓｐｙｉｒ “通常，一般”
ｇｙｏ “狡猾”：ｇｙｏｒ “花招”
名词加ｒ变动词只见到一例。ｐｈｕ “（吹）气”：ｓｐｕｒ “吹（气）”
动词加ｒ变名词和变动词的在我们的材料中也各有一例：ｇｙｏ “烹饪”：

ｇｙｏｒ ｄａｇ “饭食”，ｖｂｙｅ “分开”：ｖｂｙｅｒ “逃散”。
还有５个由后缀ｒ构成的副词。跟上述词中的后缀ｒ不同的是，这５个

词中的ｒ更像是从名词的格助词的变体ｒ演变来的。它们是：
ｙａｒ “向上”（比较：ｙａ ｒｋａｎ “上颚” 　 ｙａ ｍｃｈｕ “上唇” 　 ｙａｎ ｍａｎ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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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ｙａｓ ｍａｓ “上下”）
ｍａｒ “向下”（比较：ｍａ ｒｋａｎ “下颚” 　 ｍａ ｍｃｈｕ “下唇”）
ｐｈａｒ “向那边”（比较：ｐｈａ ｐｈｙｏｇｓ “对面” 　 ｐｈａｎ ｔｓｈｕｎ “互相”

ｐｈａｓ “对方”）
ｔｓｈｕｒ “向这边”（比较：ｔｓｈｕ ｒｉ “这边山” 　 ｔｓｈｕｎ “以内”）
ｌｔａｒ “如，像”（比较：ｌｔａ “看”）
ｎｙｅｒ “二十”中的ｒ也可能是个后缀（请参阅词族部分）。
下面这几个词我们觉得更可能是韵尾脱落，而不是加后缀ｒ：
ｓｄｉ “瞄准”：ｓｄｉｒ “瞄准” 　 　 ｓｐｏ “搬迁”：ｓｐｏｒ “搬迁”
ｙｏ “歪”：ｙｏｒ “歪”
ｚｈａ “变残废”：ｚｈａｒ “变残废，（一只眼）变瞎”

ｇ、ｎｇ

前面介绍的后缀都是舌尖音。有少量的词显示，舌根音ｇ和ｎｇ也可用
作构词后缀，最明显的例子就是ｋｈｏ “他”：ｋｈｏｎｇ “他（ｈ．）”。下面各例
中的ｇ、ｎｇ可能是构词后缀：

ｂｋｒａ “放光彩”：ｂｋｒａｇ “光泽”
ｄｋａ “辛苦”：ｋｈａｇ “辛苦”
ｖｋｈｒｉ “缠绕，贪恋”：ｖｋｈｒｉｇ “交媾”
ｓｇｒａ “声音，发声”：ｇｒａｇ “出声”，ｇｒａｇｓ “流传”，ｓｇｒｏｇ “宣布”
ｒｇｙｕ “行走，流动”：ｒｇｙｕｇ “跑，流动，驱策”
ｇｎｙａ “后颈”：ｇｎｙａｇ （ｓ）“山凹处”
ｄｕ “烟”：ｇｄｕｇ （～ ｂｄｕｇ）ｂｄｕｇｂｄｕｇｓｔｈｕｇｓ （～ ｂｄｕｇｓ）“用烟熏”
ｓｍｅ “痛苦”：ｓｍｅｎｇ “呻吟，叫苦”
总起来，我们对藏语辅音词缀有以下几点认识。
１ 在藏语构词法和构形法中，添加词缀不是唯一的手段，但是最主要

的手段。
２ 藏语后缀主要用于表示语法意义，改变词性或者构成动词的不同的

形态；前缀既有语法功能，也有语义功能（表示某种语义范畴）。
３ 在构形上，语态只用前缀ｓ、ｒ、ｌ、ｍ、ｖ，语气只用后缀ｓ、ｄ，

时态既用前缀ｖ、ｂ、ｄ、ｇ也用后缀ｓ、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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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缀音的演变以及与声母的互相影响

一　 古前缀在语音上的演变趋势

藏语书面语有ｇ、ｄ、ｂ、ｍ、ｖ、ｒ、ｌ、ｓ共８个辅音前缀。在现代
方言中，它们在语音上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演变趋势表现在３个方
面：脱落；后移；擦音化。

１ 脱落
总体来说，古代前缀在现代各方言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脱落。从我们见

过的材料看，脱落最厉害的是卫藏方言的部分地方和分布在喜马拉雅山脉
南麓的一些方言，拉萨话就是其中之一。保留最多的则是安多方言的牧区
话，尤其是道孚话。古前缀的保留往往具有方言特点。卫藏方言大部分地
方和康方言（除个别边缘地方）只剩下由古前缀ｍ、ｖ演变来的与后面的
辅音同部位的鼻冠音ｎ，而西部方言的布里格、巴尔蒂、列城只剩下ｓ、
ｌ、ｒ （各分清浊），桑噶尔只有ｌ （分清浊）和ｘ。前缀音何者脱落何者
不脱落，方言间有差异，同一地方的前缀音何者脱落何者不脱落，也有先
后。

藏语前缀脱落的现象在公元７世纪创制藏文之时甚至更早就出现了。所
以藏文书面语没有前缀的词，现代方言中可能还保留着。例如：ｚｈａｒ “瞎
子” ／ ｗａｒ ／ （达日），ｚａｍ （ｐａ）“桥” ／ ｓａｍ ／ （天祝）、 ／ ｓａ ｍｂａ ／ （泽库），
ｚｉｌ ｐａ “露水” ／ ｓｉ ｗａ ／ （天祝、同德），ｒｌａｎｇｓ ｐａ “蒸汽” ／ ｗｌａ ｒｆａ ／ （红
原）、 ／ ｗｌａ ｈｐａ ／ （天峻），ｒｌｕｎｇ “风” ／ ｗｌｏ ／ （祁连、达日）。

前缀脱落反映在书面上，出现了一批前缀有无的异形词。
藏语书面语有些词或形态有双前缀，其中前一个都是ｂ，后一个是ｒ、

ｌ、ｓ中的一个。这种双前缀在历史上先脱落哪一个？从安多方言的红原话
和天峻话看，大多数词是先脱落后一个，少数词先脱落前一个。把两地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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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前一个先脱落的在红原很少，天峻稍多。例如（动词三时演变为完成、
未完成二式，它们通常是由现在式和完成式演变来的）：

ｓｋｏｌｂｓｋｏｌ “熬”：ｒｋｕｗｋｕ （红、天）
ｓｇｕｇｂｓｇｕｇｓ “等待”：ｒｇｋｗｇｋ （红、天）
ｓｋｙｏｂｂｓｋｙａｂｓ “救”：ｒｃｏｐｗｃａｐ （红）、ｒｏｐｒａｐ （天）
ｓｄｏｍｂｓｄａｍｓ “绑”：ｒｄｏｍｗｄａｍ （红）、ｒｄｏｍｒｄａｍ （天）
ｓｎｙａｌｂｓｎｙａｌ “发酵”：ｒɑｗɑ （红）、ｒａｗａ （天）
ｓｎｕｂｂｓｎｕｂｓ “毁灭”：ｒｐｗｐ （红）
ｌｔａｂｌｔａｓ “看”：ｒｔａｗｔｉ （红、天）
ｌｄａｇｂｌｄａｇｓ “舔”：ｒｄａｋｗｄａｇ （红）
ｒｇｙａｇｓｂｒｇｙａｇｓ “饱”：ｗ?ｊａｋ （红）、ｗａｋ （天）
ｒｊｅｂｒｊｅｓ “换”：ｒｅｗｉ （红、天）
ｒｄｕｎｇｂｒｄｕｎｇｓ “捣碎”：ｒｄｏｗｄｏ （红、天）
ｒｔｓｅｂｒｔｓｅｓ “玩耍”：ｒｔｓｅｗｔｓｅ （红、天）
ｒｄｚｉｂｒｄｚｉｓ “和（泥）”：ｒｄｚｗｄｚｉ （红、天）
ｒｎｇｏｂｒｎｇｏｓ “炒”：ｒｏｗｕ （红）、ｒｏｒｉ （天）
ｂｒｇｙａ “百”、ｂｒｇｙａｄ “八”这两个古代有双前缀的数词，在保留有双唇

和卷舌古前缀的１４点的读音如下：
道孚乾宁贵南海晏泽库红原炉霍同德

ｂｒｇｙａ百 ｐａ ｗａ ｗ?ａ ｗ?ａ β?ａ ｗｊ?ａ ｖａ ｗａ

ｂｒｇｙａｄ八ｐＥ ｗｅｔ ｗ?ａｌ ｗ?ａｌ β?ａｌ ｗ?ｊａｔ ｖ
ｗａｌ

天峻察隅斑玛天祝民乐兴海
ｂｒｇｙａ百 ｗａ ｐａ ｒ?ａ ｒ?ａ ｒａ ｗａ

ｂｒｇｙａｄ八ｗａｌ ｐＩ ｒ?ｅｔ ｒ?ａｔ — ｒｅｌ

　 　两个前缀中的一个先脱落会造成异形词的出现或形成动词新的形态变
化。如ｂｔｓａｎ （ｐｏ）“赞普”古体作ｂｒｔｓａｎ，ｂｔｓｏｇ （ｐａ） “脏”古体作ｂｒｔｓｏｇ
（所以道孚读／  ｔｓｏｐａ ／，达日、贵南读／  ｔｓｏｋ ｋａ ／，Ｌａｈｕｌ读／ ｓｏｋｐａ ／）。 “干
粮”有异体ｒｇｙａｇｓ ～ ｂｒｇｙａｇｓ，“脊髓”有异体ｒｇｙｕｎｇｓ ｐａ ～ ｂｒｇｙｕｎｇｓ ｐａ，“摊
开”有异体ｂｄａｌ ～ ｒｄａｌ，“运费”有异体ｂｒｄａｌ ｇｌａ ～ ｂｄａｌ ｇｌａ ～ ｒｄａｌ ｇｌａ。动词
“缠”在书面语中的时态变化是ｄｋｒｉｄｋｒｉｓ，但是红原话读／ ｒｃ ／  ／ ｗｃｉ ／，天
峻读／ ｒ ／  ／ ｒｉ ／，噶尔和札达读／  ｉ ∶ ｌ ／，日土、革吉、普兰读／ ｔ ｉ ∶ ｌ ／。这
样我们大致可以推测，这个词的形态变化更早可能是 ｓｋｒｉｌ ｂｓｋｒｉｌ ｂｓｋｒ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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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ｓｋｒｉｌ （ｄ）。另外，“分（份）”写作ｂｇｏｂｇｏｓ，但是现在红原话读
／ ｗｇｏ ／  ／ ｗｇｕ ／，天峻读／ ｒｇｏ ／  ／ ｗｇｗｅ ／，普日格读／ ｚｇｏ ／ （Ｂａｉｌｅｙ １９７５，ｐ ３７），
所以这个词的形态变化原来更可能是ｓｇｏｂｓｇｏｂｓｇｏｓｓｇｏｓ。

在书面语中，前缀ｂ不用于唇音声母，中间隔着前缀ｒ、ｌ、ｓ也不
行。ｒｍｙｏｎｇｒｍｙａｓｎｇｒｍｙａｎｇｓｒｍｙｏｎｇｓ “伸展”因为声母是唇音，将来式和
完成式都没有前缀ｂ，而它的异体ｒｎｙｏｎｇｂｒｎｙａｎｇｂｒｎｙａｎｇｓｒｎｙｏｎｇｓ的将来
式和完成式都有前缀ｂ。“疯”在书面语中的形式变化是ｓｍｙｏｓｍｙｏｓ，现
在红原话却读／ ｗｏ ／  ／ ｗｕ ／，天峻读／ ｗｏ ／  ／ ｗｅ ／；ｓｍｙｕｎｇ ｇｎａｓ “闭斋”
红原和祁连读／ ｗｏ ｎｉ ／；ｓｍｙｕｇ ｍａ “竹子”玛曲读／ ｗｋ ｍａ ／ （周毛草
２００３，３１ 页）。这说明“伸展”更早的形式变化更可能是ｒｍｙｏｎｇ
ｂｒｍｙａｎｇ ｂｒｍｙａｎｇｓｒｍｙｏｎｇｓ ，“疯”更早的形式变化更可能是ｓｍｙｏ
ｂｓｍｙｏｂｓｍｙｏｓ。ｓｍｙｕｎｇ ｇｎａｓ中的ｓｍｙｕｎｇ是个动词，意思是“断食”，书
面语的形式变化是ｓｍｙｕｎｇｓｍｙｕｎｇｓｍｙｕｎｇｓｓｍｙｕｎｇｓ，但是从红原和祁连的
读音看，原来更可能是ｓｍｙｕｎｇ ｂｓｍｙｕｎｇ ｂｓｍｙｕｎｇｓｓｍｙｕｎｇｓ。“竹子”的
词根，再早更可能是ｂｓｍｙｕｇ。我们推测，双前缀中的第一前缀ｂ原来是
可以用于唇音声母的，起码可以用于双唇鼻音声母。书面语反映的是藏文
创制以后双前缀中第一前缀ｂ脱落的那些方言的读音。这种现象说明，
藏语前缀的脱落主要是一种自主演变，在少数词中是声母异化作用的结
果。

藏语前缀脱落之前在语音上有没有什么变化？有的话，主要发生了哪些
变化？

２ 后移
从现代某些藏语方言的读音看，原来的前缀在脱落之前发生的一个重大

变化是发音部位的逐步后移。通过书面语和现代方言的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一点。

ｓｋａｒ ｍａ ｓｇｏ ｓｔｏｎｇ ｓｄｅｒ ｍｏ ｓｐｕ ｓｂａｌ ｐａ ｓｎｇｏｎ ｓｎｙｉｎｇ ｓｎａ ｓｍａｎ

星星门千 爪子毛 蛙 前面 心脏鼻药
道孚 ｋａｒｍａ ｚｇｏ  ｔｏ — ｓｐ ｒｗｅｐａ ｓｏｎ ｓｏ ｓｎａ ｓｍｅｎ

祁连 ｋｒｍ ｒｇｏ  ｔｏ ｒｄｅｒｍｏ  ｐ ｒｂｗａ  ｎ  ａ    ｍａｎ

达日 ｋａｒｍａ ｒｇｏ  ｔｏ ｒｄｅｒｍｏ  ｐ ｒｗａｗａ ｎ ａ ｎａ ｍ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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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河ｘｋａｒｍａ ｇｏ ｘｔｏ ｄｅｒｍｏ ｈｗ ｗａｗａ ｏｎ ａ ｎａ ｍａｎ

乐都ｈｋｒｍａ ｇｏ ｈｔｏ ｄｅｒｍｏ ｈｐｕ ｂａｗａ ａｎ ｔｓｈｏ ａ ｎａ ｍａｎ

ｌｋｕｇｓ ｐａ ｌｇａｎｇ ｌｕ ｌｔａ ｌｄａｇ ｌｂｕ ｂａ ｌｃａｇｓ ｌｊｉ（ｂａ） ｌｎｇａ

哑巴 球 看 舔 泡沫 铁 跳蚤 五
道孚 ｋｕｐａ － ｔａ ｒｄɑ ｒｂｗａ ɑ ｒｕｗａ ｌａ

祁连 — ｒｇａｌ  ｔ ｒｄａｋ ｏ ａｋ ｅ ｒ

达日 ｋｕｋ ｘｈａ — — ｒｄａｋ ｒｗ ａｋ ｒｏ ｒａ

夏河 — ｇａｌ ｘｔａ ｄａｋ ｏ ｘａｋ ｅ ａ

乐都ｈｋｋ ｔｈｏ ｇａｌ ｈｔａ ｄａｋ ｗａ ｈａｋ ｅ ａ

ｒｋｕ ｒｇａｓ ｒｔａ ｒｄｏ ｒｔｓａ ｒｄｚｉ ｍａ ｒｊｅｓ ｒｎｇａ ｒｎｙｅｄ ｒｎａｇ ｒｍａ

偷老马石脉睫毛痕迹鼓找到脓 伤口
道孚 ｋ ｒｇｉ  ｔａ ｒｄｏ  ｔｓａ ｚｉｍａ ｒｉ ｒａ ｓＥ ｒｎɑ ｒｍａ

祁连 ｋ ｒｇｉ  ｔ ｒｄｏ  ｔｓ ｒｄｚｍａ ｒｉ ｒ ｒｅｔ ｒｎａｋ ｒｍ

达日—ｒｇｉ  ｔａ ｒｄｏ  ｔｓａ ｒｄｚｍａ ｒｉ ｒａ ｒｅｔ ｎａｋ ｒｍａ

夏河ｘｋ ｇｅ ｘｔａ ｄｏ ｘｔｓａ ｄｚｍａ ｅ ａ ｅｌ ｎａｋ ｍａ

乐都ｈｋ ｇｉ ｈｔａ ｄｏ ｈｔｓａ ｄｚｍａ — ａ ｅ ｎａｋ ｍａ ｎｄｎ

ｄｋａ ｄｇａ ｄｐｏｎ ｐｏ ｄｂａｎｇ ｄｎｇｕｌ ｄｍａｇ

困难 喜欢 官 权 银 士兵
道孚  ｋａ ｒｇａ ｘｐｎｂ ｏ ｌ ｍɑｍ

达日  ｋａ ｒｇɑ ｗｏｎｎｂｏ ａ ｒｉ ｍａｋ

乐都 ｈｋａ ｇａ ｏｎｂｏ ａ ｕ ｍａｋ

ｇｔｕｂ ｇｄｕｎｇ ｍａ ｇｔｓａｎｇ ｍａ ｇｃｉｇ ｇｓｕｍ ｇｚｉｇ ｇｚｈｕ ｇｎｙｉｓ ｇｎａｍ ｇｙａｒ

切 梁 干净 一三豹弓二天 借
道孚ｘｔｐ ｄｏｍａ ｘｔｓｏｍａ ｘｕ ｘｓｉｍ ｚｕ  ｉ ｎａｍ ｊａｒ

达日ｔｐ ｄｏｍａ ｔｓａ ｋ ｓｍ ｚｋ  ｉ ｎａｍ ｊａｒ

乐都— ｄｏｗａ ｈｔｓａｍａ ｈｋ ｈｓｎ ｚｋ ｚ ｎ ｎａｎ ｊｒ

ｂｋａｌ ｂｇｏｓ ｂｔａｇｓ ｂｄｕｎ ｂｃｕ ｂｔｓａｌ ｂｓｈａｄ ｂｚｈｉ ｂｓａｄ ｂｚａｎｇ

上（驮子）分配拴 七 十 找 说 四 杀 善良
炉霍 ｐｋｉ ｖｇｕ ｐｔａｋ ｖｄｅ ｐ ｐｔｓｉ ｆ ｖ ｆｓ ｚａｍ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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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连 ｋｗａ ｗｇｕ ｐｔａｋ ｗｄｎ ｐ ｐｔｓａ ｔ ｗ ｓａｔ ｗｚａ

天祝 ｐｋɑ ｇｗｅ ｐｔａｋ ｂｄｎ ｐ ｐｔｓɑ ａｔ β ｓａｔ βｚａ

尖札 ｋａ ｇｏ ｔａｋ ｄｎ  — ａｌ ｉ ｓａｌ ｚａ

乐都 ｋｗａ ｇｗｉ ｔａｋ ｄｎ ｔｓ ｔｓａ ｈｗｅ  ｓｈｅ ｚａ

ｍｋｈａｌ ｍａ ｍｔｈｏ ｍｃｈｕ ｍｔｓｈｏ ｍｇｏ ｍｄａ ｍｊａｌ ｍｄｚｏ ｍｎｇａｒ ｍｏ ｍｎｙｅｄ ｍｎａ

肾 鳰 唇 湖头弓拜见公犏牛甜 鞣誓言
达日ｍｋｈｉｌ —ｍｈ ｍｔｓｈｏ ｎｇｏ ｍｄａ —ｍｄｚｏ ａｒｗｏ ｍｅ —
道孚ｍｋｈｅｍａ ｍｔｈｕ ｍｈ ｍｔｓｈｏ ｎｇｏ ｍｄａ ｌ ｍｄｚｏ ｍａｒｐｏ ｍｎ ｍｎａ

德格ｎｋｈｅｍａ ｎｔｈｏ ｎｈｕ ｎｔｓｈｏ ｎｇｏ ａ ｎｄａ ｅ：ｎｄｚｏ ａｍｏ ｅ ｎａ

夏河ｋｈａｍａ ｔｈｏ ｈｔｏ ｔｓｈｏ ｎｇｏ ｎｄａ ａ ｎｄｚｏ ａｒｍｏ ｅｌ ｎａ

乐都ｋｈｗａｒｉ ｔｈｏ ｈｔｈｏ ｔｓｈｏ ｎｇｏ ｎｄａ ａ ｎｄｚｏ ｗａｒｍｏ ｉ ｎａ

　 　 上面的例子反映了历史上藏语古前缀ｓ、ｌ、ｒ、ｄ、ｇ、ｂ、ｍ发音部
位从书面语的形式逐步后移的轨迹。后移最后演变成喉音（尤其是非唇音
的５个）。喉音化就是脱落的前兆，但是喉音化不是脱落的必要条件。如ｖ
就没有脱落前演变为喉音的现象）。

古前缀发音部位的后移，使书面语出现了一批异形词。由于不同方言的
演变有时间差，有些词的方言读音可能反映了比书面形式更早的面貌。例
如：

书面语ｌ读ｓ、ｚ：ｌｋｕｇｓ ｐａ “哑巴” ／ ｓｋｕｋ ｐ ／ （列城），ｌｂｕ ｂａ “气
泡” ／ ｚｂｗａ ／ （普日格。所以个别辞书中有ｓｂｕ ｂａ的写法。）

ｒ读ｓ：ｒｋｕ “偷” ／ ｓｋｕ ／ （普日格），ｒｋｙａｌ ｐａ “皮口袋” ／ ｓａｒ ｐａ ／ （道
孚），ｒｎｙｅｄ “找到” ／ ｓＥ ／ （道孚），ｒｎｙｏｇ “混浊” ／ ｓｕ ／ （道孚），
ｒｔａ “马” ／ ｓｔａ ／ （普日格），ｂｒｔａｎ ｐｏ “稳定” ／ ｓｔ̄ａｎ ｐｏ ／ （巴尔蒂），
ｒｍｉｇ ｐａ “蹄子” ／ ｓｍｉｋ ｐａ ／ （巴尔蒂）
ｄ读ｓ：ｄｋｙｉｌ “中间” ／ ｓｋｙｉｌ ／ （列城），ｄｐａ ｂｏ “英雄” ／ ｓｐ ｗｏ ／ （列
城），ｄｐｅ ｃｈａ “书” ／ ｓｐｅ ａ ／ （列城），ｄｐｏｎ ｐｏ “官” ／ ｓｐｏｎ ｐｏ ／
（列城），ｄｐｙｉｄ ｋａ “春天” ／ ｓｐｉｔ ｋ ／，ｄｍａｇ “战争” ／ ｓｍａｑ ／ （普日
格）

ｇ读ｓ：ｇｔａｍ “话” ／ ｓｔａｍ ／ （列城），ｇｃｅｓ “珍爱” ／ ｓｅｓ ／ （普日格），
ｇｎｙａ ｓｈｉｎｇ “牛轭” ／ ｓａ ｉ ／ （巴尔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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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读ｌ。：ｒｔａ “马” ／ ｌ。ｔａ ／ （桑噶尔），ｒｔｉｎｇ ｍａ “后来的” ／ ｌ。ｔｉ ｍａ ／ （桑噶
尔）

ｇ读ｌ、ｌ。：ｇｄａｎ “垫子” ／ ｌｄｎ ／ （列城），ｇｄｕ ｂｕ “镯子” ／ ｌｄｉｕ ／ （桑噶
尔），ｇｃｉｎ “尿” ／ ｌ。ｉｎ ／ （桑噶尔）

ｇ读、ｒ：ｇｔａｍ ｒｇｙｕｄ “传说” ／  ｔａｍ ｒｅｔ ／ （天祝），ｇｔａｍ ｄｐｅ “谚
语” ／  ｔａｍ ｈｗｅ ／ （天祝），ｇｔｓａｎｇ “后藏（地名）” ／  ｔｓａ ／ （祁连、达
日），ｇｔｓａｎｇ ｐｏ “江” ／  ｔｓａ ｗｏ ／ （达日）、 ｔｓｏｏ （祁连），ｇｔｓａｎｇ
ｍａ “干净” ／  ｔｓａｍａ ／ （乾宁、斑玛、贵南、泽库），ｇｔｓａｂ “剁”
／  ｔｓａｐ ／ （天祝、民乐），ｇｔｓｏ ｂｏ “主要的” ／  ｔｓｏｗｏ ／ （贵南），ｎｙｅｒ
ｇｃｉｇ “二十一” ／ ｅ （ｒ）ｋ ／ （天祝·瓦言话），ｇｄａｎｇ “张开”
／ ｒｄａ ／ ～ ／ ｄａ ／ （乾宁），ｇｄａｎ “垫子” ／ ｒｄａｎ ／ （天祝），ｇｄｕｎｇ ｍａ
“梁” ／ ｒｄｕｍａ ／ （巴尔蒂），ｇｄｏｎｇ “脸” ／ ｒｄｏ ／ （列城），ｇｄｏｎｇ ｂａ
“鼻梁” ／ ｒｄｏ ／ （天祝），ｇｄｏｎ ｖｄｒｅ “鬼” ／ ｒｄｏｎ ｎｄｅ ／ ～ ／ ｄｏｎ ｎｄｅ ／
（乾宁），ｇｚｈａｎｇ ｋｈａ “肛门” ／ ｒ ｋｈａ ／ （天祝），ｇｚｏｎｇ “凿子”
／ ｒｚｏ ／ （普日格），ｇｎｙｅｎ ｇｄｕｎｇ “亲属” ／  ｅｎ ｄｕ ／ （巴尔蒂），ｇｎｏｎｇ
“心虚” ／ ｒｎｏ ／ （天祝）

ｄ读ｐ：ｎｙｗａ ｄｋｒｉｓ “绑腿” ／ ａｐ ?ｉ? ／ （拉萨），ｒｄｏ ｇｃａｌ “石板地” ／ ｔｏｐ
： ／ （拉萨）
ｇ读ｐ （或其变体）：ｋｈａ ｇｔａｄ “对手” ／ ｋｈａｐ ｔ? ／ （拉萨），ｓｇｏ ｇｔａｎ
“门闩” ／ ｋｏｐ ｔ： ／ （拉萨），ｂｙａ ｇｔｏｒ “天葬” ／ ａｐ ｔ： ／ （拉萨），
ｓａ ｇｄａｎ “地毯” ／ ｓａｐ ｔ： ／ （拉萨），ｓｈｏ ｇｄａｎ “掷色子用的皮垫
子” ／ ｏｐ ｔ： ／ （拉萨），ｓｈａ ｇｃｕｓ “拧肉” ／ ａｐ ｙ? ／ （拉萨），ｋｈａ
ｇｃｏｄ “盖子” ／ ｋｈａｐ ? ／ （拉萨），ｓｔｅ ｇｔｓａｇ “小锛子” ／ ｔｅｐ ｔｓａ? ／
（拉萨），ｋｈｅ ｇｔｓａｎｇ “清一色的” ／ ｋｈａｐ ｔｓ ／ （拉萨），ｒｔｓｅ ｇｔｓｕｇ “头
旋儿” ／ ｔｓｅｐ ｔｓｕ? ／ （拉萨），ｇｚｈｕｇ ｎａｓ “将来” ／ ｗｋ ｎｉ ／ （天峻），
ｚｌａ ｇｚｈｕｇ “月底” ／ ｔａｐ ｕ? ／ （拉萨），ｍｔｈａ ｇｚｈｕｇ “最后” ／ ｔｈａｐ
ｕ? ／ （拉萨），ｓａ ｇｚｈｕｎｇ “（操场）跑道” ／ ｓａｐ ｕ ／ （拉萨），ｓａ
ｇｚｉｇ “土豹” ／ ｓａｐ ｓｉ? ／ （拉萨），ｍｇｏ ｇｚｅｒ “头疼” ／ ｋｏｐ ｓｅ： ／ （拉
萨），ｇｓｈｏｇ ｐａ “翅膀” ／ ｆｏ ｐａ ／ （道孚）、 ／ ｏｋｈｗａ ／ （达日），ｌｈａ
ｇｓｏｌ “祭神” ／ ｌ。ａｐ ｓ： ／ （拉萨），?ａ ｇｓａｒ “喜新厌旧” ／ ?ｅｐ ｓａ： ／
（拉萨）

“盖子”这个词拉萨话读／ ｋｈａｐ ? ／，书面上主要有两种写法：ｋｈａ
ｇｃｏｄ和ｋｈｅｂｓ ｇｃｏｄ。拉萨读音中的ｐ到底来自第一种写法中的ｇ还是第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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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法中的ｂ？按照拉萨的读音规律，如果是第二种写法，应该读／ ｋｈｅｐ ? ／
或者／ ｋｈｐ ? ／，而它第一音节的读音既不是／ ｋｈｅｐ ／，也不是／ ｋｈｐ ／，而是
／ ｋｈａｐ ／，说明其中的ｐ来自后一音节。华侃、龙博甲编的《安多藏语口语
词典》写作ｋｈａ ｂｃｏｄ正反映了这种读音。这个词的敬称是ｚｈａｌ （口）ｇｃｏｄ，
也说明把第一音节写做ｋｈａ （口）是正确的。

ｌ读ｍ： ｌｂａ ｂａ “颈瘤” ／ ｍｐａ： ／ （噶尔），ｌｂｕ ｂａ “气泡” ／ ｍｐｕａ： ／
（噶尔），ｃｈｕ ｌｂｕ “水中气泡” ／ ｈｕｍ ｐｕ： ／ （拉萨）， ｌｃｅ ｌｄａｇ
“舔” ／ ｅｍ ｔａ? ／ （拉萨），ｊａ ｌｄｕｒ “糌粑茶糊” ／ ｈａｍ ｔｕ： ／ （拉萨），
ｓｎｇｏ ｌｊａｎｇ “青绿” ／ ｏｍ ： ／ （拉萨。见张谢蓓蒂、张琨１９６７，
ｐ ５１９）

ｖ读ｍ：ｖｋｈａｒ ｒｎｇａ “锣” ／ ｍｋｈｗａｒ ａ ／ （天峻），ｖｋｈｕｍ “缩” ／ ｍｋｈａｖ ～
ｋｈａｖ ／ （炉霍），ｖｋｈｏｒ “旋转” ／ ｍｋｈｒ ／ （炉霍）， ｖｔｈｕｎｇ “喝”
／ ｍｔｈｏ ～ ｎｔｈｏ ／ （炉霍），ｄｇｒａ ｖｄｕｌ “制敌” ／ ?ａｍｔｙ： ／ （拉萨），ｓｋｙｉｄ
ｖｄｏｄ “享乐” ／ ｃｉｍ ｔ? ／ （拉萨），ｖｔｓｈａｇ “滤，筛” ／ ｍｔｓｈａｋ ／ （炉
霍），ｖｔｓｈａｎｇ ｇａ “拥挤” ／ ｍｔｓｈａ ｋｈａ ／ （天祝），ｖｔｓｈｏ ｓａ “牧场”
／ ｍｔｓｈｕ ｓｈａ ／ （炉霍），ｖｄｚｏｍ “会合” ／ ｍｄｚｏｍ ／ （天祝），ｖｊｏｎｇ ｖｊｏｎｇ
“椭圆的” ／ ｍｏ ｍｏ ／ （炉霍）

谢飞（１９３８）和张谢蓓蒂（１９７１，１９７７）都认为前缀ｖ是个鼻音，我们
相信这一结论。

如果前缀ｖ是个鼻音，它与前缀ｍ又有什么不同呢？从方言读音和藏
文所用字母看，ｍ是双唇鼻音，ｖ则代表与后边声母同部位的鼻音。例如：

ｖｋｈｏｒ ｖｃｈａｍ ｖｔｈｕｎｇ ｖｐｈｕｒ ｖｔｓｈｏｇ ｖｇｏ ｖｊａ ｖｄａｒ ｖｂｕ ｖｄｚｏｍ

旋转跳神 喝 飞集会开端虹发抖虫集合
达日ｋｈｏｒ ｈａｍ ｎｔｈｏ ｍｐｈｒ ｎｔｓｈｏｋ ｇｏ ａ ｎｄａｒ ｍｂ ｎｄｚｏｍ
道孚。ｋｈｏｒ ｈａｍ ｎｔｈｏ ｍｐｈｒ — ｇｏ ａ ｎｄａｒ ｍｂ ｎｄｚｏｍ

　 　如果声母是复辅音，ｖ与复辅音中的第一个成分同部位。在历史上，
声母的发音部位不变，ｖ的发音部位也不变；声母的发音部位变了，它可
能跟着一起变，也可能晚一步。这是ｖ与其他前缀读音演变不同的地方。
例如：

ｖｋｈｙａｇ ｖｋｈｒｕｇ ｖｐｈｒｏｇ ｖｇｙｏｄ（ｐａ） ｖｇｒｏ ｖｄｒｅ（ｓ） ｖｂｙａｒ ｖｂｒｉ

冻 乱 抢 悔 走 混合粘住母牦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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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孚ｈɑ ??ｈｕ ｍ?ｈｏ ｏｐａ ?ｄｏ ?ｄｉ ｍｂｊａｒ ｍｂｒ

达日ｃｈａｋ — ｍ?ｈｏｋ ?ｊｏｔ ?ｊｏ ?ｄｉ ｍａｒ ｍｄ

德格ｈａ? ??ｈｕ? ??ｈｏ? ? ｐａ ?ｄｏ ?ｄｅ ａ ?ｄｉ

　 　
３ 擦音化
这主要说的是ｂ、ｄ、ｇ，尤其是后两个。古前缀ｄ、ｇ在尚未脱落

的方言中读擦音ｘ或或ｈ，以及与它们相对的浊音（例见上面后移部
分）。古前缀ｂ的读音要复杂一些。在上面后移部分的例子中，天祝话就
因后面声母类别的不同而有ｐ、ｂ、、β４种读法。从炉霍、祁连、天祝三
地的例子大致可以看出，①前缀ｂ在擦音声母前先擦化，塞音（包括塞擦
音）声母前再擦化，不是一步到位。②ｂ擦化后的读音是双唇或唇齿的擦
音，说明塞音前缀的擦化更早，发生在发音部位后移之前。叶斯开
（Ｈ Ａ Ｊｓｃｈｋｅ）认为，前缀ｇ、ｄ、ｂ本来就是擦音（Ａ Ｔｉｂｅｔａｎ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ｐ ｘｖ）。不过，藏语最初就有那么多擦音？（不算ｗ，藏文字母中
已有ｓ、ｚ、ｓｈ、ｚｈ、ｖ、ｈ ６个擦音）而且，为什么叶氏所说的这几个擦音只
用于前缀？我们想，作为前缀恐怕它们原来还是塞音，擦音的读法是后来演
变的结果。

二　 前缀与声母在语音上的互相影响⑤

１ 声母对前缀音的影响
１）声母对前缀的影响最主要的是清浊。古前缀现在还保留的方言中，

声母是清的，原来的前缀也清读；声母是浊的，原来的前缀也浊读。这在全
清、全浊声母字中最严格（例见上面前缀发音部位后移部分⑥）。

如果是次清声母，古代前缀只有ｍ、ｖ。在现代方言中，它们多已清
化或脱落，未脱落而且未清化的地方极少。这样的例子在上面古前缀发音部
位后移例中已有一些，现在再补充几个古前缀ｖ在次清声母前脱落而在全
浊声母前不脱落的例子。

ｖｋｈｏｒ ｖｃｈａｍ ｖｔｈｕｎｇ ｖｐｈｕｒ ｖｔｓｈｏｇ ｖｇｏ ｖｊａ ｖｄａｒ ｖｂｕ ｖｄｚｏｍ

旋转跳神喝 飞集会开端虹发抖虫聚集
夏河ｋｈｏｒ ｈａｍ ｔｈｏ ｐｈｒ ｔｓｈｏｋ ｇｏ ａ ｎｄａｒ ｎｂ ｎｄｚｏｍ



前缀音的演变以及与声母的互相影响 ２６７　　

乐都ｋｈｗａｒ ｈｏ ｔｈｏ ｆｒ — ｇｏ ａ ｎｄｒ ｎｂｕ ｎｄｚｗａｎ

次浊音有不同于全浊的特性。如果声母是次浊音，在现代拉萨话中，原
来不带前缀的读低调，带前缀的读高调，这说明声调产生之时，与全浊声母
字不同，拉萨次浊声母的浊前缀都清化了。在列城、普日格、巴尔蒂、贵
德、甘德等地，古代浊前缀在次浊音前面都清化了（有些词中已脱落）。例
如：

ｇｎｙｉｓ ｇｎａｍ ｄｎｇｕｌ ｄｍａｇ ｒｎｇａｍｏｎｇ ｒｎｙｅｄ ｒｎａ ｒｍｉｇ ｐａ

二 天 银战争骆驼找到耳 蹄子
巴尔蒂 ｉｓ ｎａｍ ｍｕｌ ｍａｑ  ａ：ｂｏ —  ｎａ ｓｍｉｋｐａ

贵德 ｈｉ ｈｎａｍ ｈｕ ｈｍａｋ ｈａｍｏ ｈｅｌ ｈｎａ ｈｋ ｘｈａ

甘德 ｉ ｎａｍ ?ｕ － ?ａｍｏ ｉ? ｎｈｏ ｋ ｘｈｗａ

ｌｎｇａ ｍｎｇａｒ（ｍｏ） ｍｎｙａｍ ｐｏ ｍｎａ ｍａ ｇｙａｇ

五 甜 一起 新娘公牦牛
巴尔蒂 ａ ａｒｍｏ ｅｍｂｏ ｎａｍａ —
贵德 ｈａ ｈａｒｍｏ ａｍｋ ｎａｍａ ｈｊａｋ

甘德 ?ａ ａｒ — ｎａｍａ —
前缀ｂ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因声母的清浊而清浊，而且可能因声

母发音方法的不同而有进一步的分化。上面已经论及，不再赘述。
２）书面藏语前缀与声母的结合是有一定限制的，不是随意的（参见李

方桂１９３３）。请看下表。
ｋ ｔ ｐ ｃ ｔｓ ｋｈ ｔｈ ｐｈ ｃｈ ｔｓｈ ｇ ｄ ｂ ｊ ｄｚ

ｇ —ｇｔ —ｇｃ ｇｔｓ ——————ｇｄ ———
ｄ ｄｋ —ｄｐ ———————ｄｇ —ｄｂ ——
ｂ ｂｋ ｂｔ —ｂｃ ｂｔｓ —————ｂｇ ｂｄ ———
ｒ ｒｋ ｒｔ ——ｒｔｓ —————ｒｇ ｒｄ ｒｂ ｒｊ ｒｄｚ
ｌ ｌｋ ｌｔ ｌｐ ｌｃ —————— ｌｇ ｌｄ ｌｂ ｌｊ ｌｄｚ
ｓ ｓｋ ｓｔ ｓｐ —ｓｔｓ —————ｓｇ ｓｄ ｓｂ ——
ｍ —————ｍｋｈ ｍｔｈ —ｍｃｈ ｍｔｓｈ ｍｇ ｍｄ —ｍｊ ｍｄｚ
ｖ —————ｖｋｈ ｖｔｈ ｖｐｈ ｖｃｈ ｖｔｓｈ ｖｇ ｖｄ ｖｂ ｖｊ ｖｄｚ
ｚｈ ｚ ｓｈ ｓ ｎｇ ｎｙ ｎ ｍ ｙ ｌ ｒ ? ｈ ｖ 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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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ｇｚｈ ｇｚ ｇｓｈ ｇｓ —ｇｎｙ ｇｎ —ｇｙ ——————
ｄ ————ｄｎｇ ——ｄｍ ———————
ｂ ｂｚｈ ｂｚ ｂｓｈ ｂｓ ———————————
ｒ ————ｒｎｇ ｒｎｙ ｒｎ ｒｍ ———————
ｌ ————ｌｎｇ ｌｎｙ ｌｎ ｌｍ ————ｌｈ ——
ｓ ————ｓｎｇ ｓｎｙ ｓｎ ｓｍ ———————
ｍ ————ｍｎｇ ｍｎｙ ｍｎ ————————
ｖ ———————————————
从上表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清塞音、塞擦音声母与前缀结合，送气

音与不送气音的分布是互补的；实际上，藏语前缀与声母结合受制于声母的
发音方法、发音部位以及作声母的辅音出现时间的早晚等因素。下面是前缀
与声母结合的几项主要的限制。

（１）同音和同位排斥。ｇｇ、ｄｄ、ｂｂ、ｒｒ、ｌｌ、ｓｓ、ｍｍ、ｇｋ、ｇｎｇ、ｄｔ、ｄｎ、
ｂｐ、ｂｍ等都不能结合。

（２）送气清塞音、塞擦音声母只与鼻音前缀（ｍ、ｖ）结合，不送气清
塞音、塞擦音声母只与非鼻音前缀结合。

（３）擦音声母只与塞音前缀结合。
（４）声母?、ｈ、ｖ、ｗ不与任何前缀结合，因为它们在藏语中出现的

时间比其他辅音晚（ｌｈ中的ｌ其实是个假前缀。请参见后面清化边音一
节）。

（５）前缀ｄ不与舌尖前（ｔｓ、ｓ等）、舌面前（ｃ、ｓｈ等）声母结合。
（６）前缀ｂ不与鼻音声母结合。实际是ｂ被鼻音声母同化为ｍ。
（７）除ｓｔｓ外，前缀ｓ不与擦音、塞擦音声母结合。实际上塞擦音声母

碰上前缀ｓ会被擦化。书面语中的ｓｔｓ组合只是尚未完成擦化的个别例子。
（８）鼻音前缀ｍ只与塞（擦）音和鼻音声母结合；ｖ只与同部位的塞

（擦）音声母结合。
某个前缀不能与某个声母结合都是有道理的，虽然有的原因我们还不清楚。

２ 前缀音对声母的影响
１）前缀音对声母的一个影响是使全浊声母的清化晚一步。全浊辅音的

清化是藏语语音演变的重大趋势之一。从现代方言来看，除个别地方外，古
代没有前缀的全浊声母均已清化，而古代有前缀的全浊声母，即使古前缀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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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脱落，卫藏方言以外的其他方言都还没有清化。下面在浊音清化部分还要
谈到这个问题。
２）卫藏方言一些地方（如拉萨话），古无前缀的浊塞音、塞擦音声母现

在读清送气，古有前缀的读清不送气。这是古前缀对声母语音上的另一个影
响。例如（拉萨）：

ｇａｄ ｂｇａｄ ｒｇａｓ ｇｕｒ ｄｇｕ ｇｒｏ ｖｇｒｏ ｄｏ ｒｄｏ ｄａｇ ｌｄａｇ ｄｗａｎｇｓ ｇｄａｎｇｓ

裂笑老帐篷九小麦走二石洗净舔 晴张开
ｋｈ? ｋ? ｋ? ｋｈｕ： ｋｕ ?ｈｏ ?ｏ ｔｈｏ ｔｏ ｔｈａ? ｔａ? ｔｈ? ｔ?

ｄａｒ ｖｄａｒ ｄｏｍ ｂｓｄｏｍｓ ｂｕ ｖｂｕ ｂｙａ ｓｂｙａｒ ｂｒｉ ｖｂｒｉ ｊａ ｖｊａ ｄｚｏｒ ｐｏ ｍｄｚｏ

流行发抖熊合计男孩虫鸟粘贴写母牦牛茶虹邋遢公犏牛
ｔｈａｒ ｔａｒ ｔｈｏｍ ｔｏｍ? ｐｈｕ ｐｕ ｈａ ａ：?ｈｉ ?ｉ ｈａ ａ ｔｓｈｏｒ ｐｏ ｔｓｏ

藏语书面语的舌尖和舌面清擦音声母ｓ、ｓｈ，如果没有前缀，在现代安
多和康方言很多地方都演变为送气音；如果原来有前缀，即使现在前缀脱落
了，一般也不送气。这是藏语古前缀对送气不送气影响的另一个表现。例如：

ｓａ ｓｕ ｓｏ ｇｓｕｍ ｇｓｅｒ ｇｓｏ ｂｓａｄ ｂｓａｇｓ ｂｓａｎｇ

地谁牙 三 金养育杀积累神香
道孚ｓｈａ ｓｈ ｓｈｏ ｘｓｉｍ ｘｓｒ ｘｓｕ ｐｓＥ ｐｓｏ ｐｓｏ

天祝ｓｈａ ｓｈ ｓｈｏ ｈｓｍ ｈｓｅｒ ｈｓｏ ｐｓａｔ ｐｓｏｋ ｐｓａ

夏河ｓｈａ ｓｈ ｓｈｏ ｈｓｍ ｈｓｅｒ ｈｓｏ ｓａｌ ｓａｋ ｓａ

德格ｓｈａ ｓｈｕ ｓｈｏ ｓｕ： ｓｅ： ｓｏ ｓ? ｓｏ? ｓ

丁青ｓｈａ ｓｈ ｓｈｏ ｓ： ｓｅ： ｓｏ ｓｅ? ｓｕ? ｓｕ

ｓｈａｒ ｓｈａ ｓｈｉｎｇ ｇｓｈｏｇ ｐａ ｐｓｈａｄ ｂｓｈｕ（ｓ）ｂｓｈａｎ ｐａ
东 肉 木 翅膀 说 剥 屠夫

道孚ｈａｒ ｈａ ｈｏ ｐｏｐａ ｐＥ ｐ ｐｅｎ ｐａ

天祝ｘｈａｒ ｘｈａ ｘｈａ ｈｏｋｗａ ａｔ  ｘｈａｎ ｎｂａ

夏河ｘｈａｒ ｘｈａ ｘｈａ ｈｏｋ ｋｗａ ａｌ  ｘｈａｎ ｂａ

德格ｘｈａ： ｘｈａ ｘｈｉ： ｘｏ? ｐａ ｘ ｘｕ ｘｈ：ｐａ
丁青ｈａ： ｈａ ｈ： ｕｋｐａ ｅ?  —
３）藏语前缀音对声母另一个比较明显的影响是，非鼻音前缀使塞音、

塞擦音声母不送气。这从上面２）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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浊 音 清 化

一　 全浊音的清化

１ 藏文字母ｋ、ｋｈ、ｇ，ｃ、ｃｈ、ｊ，ｔ、ｔｈ、ｄ，ｐ、ｐｈ、ｂ，ｔｓ、ｔｓｈ、ｄｚ，ｓｈ、
ｚｈ，ｓ、ｚ在现代拉萨话中的读音，可以简单地归纳为：除了前５组的后两个
音送气而外，每组内部都是同音的。但是组成音节时，如果是前５组的前两
个和后２组的前一个作声母，都读高调；每组的末一个作声母，都读低调。
声调在藏语中是后起的现象，那么，声调出现之前，对应于现在声调差别的
又是什么？清浊。各组中现在读低调的，原来都是浊音，是后来才清化的。
这在方言读音中有反映。例如：

达日 兴海 循化 囊谦 康定
ｄｇｕ “九” ｒｇ ｒｇｏ ｈｇ ｇ ｇ

ｖｊａ “虹”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ｒｄｏ “石” ｒｄｏ ｒｄｏ ｈｄｏ ｄｏ ｄｏ

ｖｂｕ “虫” ｎｂ ｎｂ ｎｂ ｎｂ ｎｂ

ｍｄｚｏ “公犏牛” ｍｄｚｏ ｍｄｚｏ ｎｄｚｏ ｎｄｚｏ ｎｄｚｏ

ｂｚｈｉ “四” ｗ ｗ   

ｇｚｉｇ “豹” ｚｋ ｚｋ ｚｋ ｚｅｋ ｚｉ

以上这些例子，古代都有前缀，这在现在多数地方都保留带音读法。而
在道孚、普日格、巴尔蒂三地的一部分词中，即使古代没有前缀，也保留浊
读。例如：

道孚 普日格 巴尔蒂
ｇａｐａｒ“何处” ｇａｎａ ｇａｒ ｇａｒ

ｄｕ“毒” ｄｕ ｔｕｋ ｔｕ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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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ｉｎｇ“田地” ｏ ｋｈａ ｉ ｉ

ｇｙｏｎ“穿” ｎ — ｇｏｎ

ｄｒｕｇ“六” ｄｕ ｔｒｕｋ ｔｒｕｋ

ｂｒａｇ“岩” ｂｒɑ — ｂｒａｑ

ｊａ“茶” ａ ａ ａ

ｂａｌ“羊毛” ｂＥ ｂａｌ ｂａｌ

ｚａｍ“桥” ｚａ ｎｂａ ｚａｍｂａ ｚａｍｂａ

ｇｒｉ“刀” ｄ — ｇｒｉ

ｂｙｅｍａ“沙” ｂｊｍａ ｂｙａｔｈａ ｂｙａｔｈａ

ｖｏｍａ“奶” ｏｍａ ｏｍａ ｏｍａ

２ 书面语和方言的材料显示，藏语全浊音的清化并不同步。这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１）ｇ、ｄ、ｂ三个浊塞音在藏语中也用作韵尾，ｄ、ｇ还用作后缀。用作

韵尾和后缀的ｇ、ｄ、ｂ比用作声母的全浊音清化的时间为早（张济川
１９８２）。没有任何方言现在有全浊韵尾和后缀。

２）全浊声母的清化，古代有前缀的比没有前缀的要晚。除卫藏方言
外，其他各方言都保留有全浊音。在保留全浊音的这些方言中，通常是书面
语中没有前缀的全浊声母已清化；书面语有前缀的，不论现在前缀音保留与
否，都没有清化。例如：

兴海 循化 囊谦
ｇｕｒ“帐篷” ｋｒ ｋｒ ｋｒ

ｍｇｏ“头” ｎｇｏ ｎｇｏ ｎｇｏ

ｌｊｉｂａ“跳蚤” ｒｅ ｈｅｖａ ｅｊａ

ｄｏｍ“熊” ｔｏｍ ｔｏｍ ｔｕ

ｍｄａ“箭” ｍｄａ ｎｄａ ｎｄａ

ｓｂｏｎｇ“浸泡” ｗｒａ ｖａ ｂａ
ｒｄｚａｍａ“陶器” ｒｄｚａ ｔｈａ ｈｄｚａｍａ ｄｚａｏ

ｚｈｏ“酸奶” ｏ ｏ ｏ

ｚｕｒ“角” ｓｒ ｓｒ —
ｓｇｏ“门” ｒｇｏ ｈｇｏ ｇ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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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茶” ｔａ ｔａ ｔａ

ｖｊａ“虹” ｎａ ｎａ ｎａ

ｒｄｏ“石” ｒｄｏ ｈｄｏ ｄｏ

ｂａｌ“羊毛” ｗａ ｖａ ｐｉ：
ｖｂｕ“虫” ｎｂ ｎｂ ｎｂ

ｍｄｚｏ“公犏牛” ｍｄｚｏ ｄｚｏ ｎｄｚｏ

ｂｚｈｉ“四” ｗ ｉ 

ｇｚｉｇ“豹” ｚｋ ｚｋ ｚｅｋ

需要说明的是，不带前缀的声母ｂ在安多方言很多地方读双唇半元音ｗ
或唇齿半元音，没有清化。这大概是因为，在这些地方，全浊声母清化之
前，ｂ已先演变为半元音，不能再随其他全浊声母一起清化。例如：

天峻贵南兴海玛曲同仁循化
ｂｏｄ“藏族” ｗｏｌ ｗｏｌ ｗｏｌ ｗｏｔ ｏｌ ｏｌ

ｂａｌ“羊毛” ｗɑ ｗａ ｗａ ｗａ ａ ａ

ｂｕ“男孩” ｗ ｗ ｗ ｗ — —
ｂａｄ“霜” ｗａｌ ｗａｌ ｗａｌ ｗａｔ ａｌ ａｍｏ

３）一些方言材料显示，浊擦音声母的清化比浊塞音、塞擦音声母晚。
例如：

达日 红原 康定 桑噶尔
ｇｕｒ“帐篷 ｋｒ ｋｒ ｋｕ —
ｊａ“茶” ａ ａ ａ ａ

ｄｕｇ“毒” — ｔｋ ｔｕ ｔｕｋ

ｂａｌ“羊毛” ｗɑ ｗɑ ｐｅ ｐａｌ

ｚｈｏ“酸奶” ｏ ｏ ｕ —
ｚａ“吃” ｚａ ｚａ ｚａ ｚａ

ｇｏ“听见” — ｋｏ ｋｏ —
ｊｏｍｏ“尼姑” ｏｍｏ ｏｍｏ — —
ｄｅｄ“追” ｔｅｔ ｔｅｔ ｔｅ ｔｅｔ

ｂａｄ“霜” ｗａｔ ｗａｔ ｐａｍ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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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ｕ“融化”    ｕ

ｚｕｒ“角” ｚｒ ｚｒ ｚ —
书面语中还有一个ｖ （藏文第２３号字母），作声母在拉萨也只出现在低

调音节，有些地方读浊擦音、、 ，所以原来可能是一个浊擦音。它作
声母清化的地方很少，多数地方读浊擦音或直接脱落，个别地方读双唇半元
音或喉塞音。例如：

道孚 乾宁 达日 乐都 德格
ｖｏｍａ“奶” ｏｍａ ｏｍａ ｏｍａ ｏｍａ ｏｍａ

ｖｏｄ“光” ｏｚａｒ ｏｔ ｚｅｒ ｏｔ ｗｅ ?

ｖｕｇｐａ“猫头鹰” ｕｐａ ｕｋｘａ ｋｗａ ｋ ｈｐａ ｕ?ｐａ

ｖｏｎｐａ“聋子” ｏｎｂａ ｏｎｎｂａ ｏｎａ ｎａ  ａ ｊｐａ

日喀则拉萨 囊谦 民乐
ｖｏｍａ“奶” ｏｍａ ｏｍａ ｗｏｍａ —
ｖｏｄ“光” ? ? ｗｕ? ?ｏｔ

ｖｕｇｐａ“猫头鹰” ｕ?ｐａ ｕｋｐａ ｗｋｐａ ?ｕｋｋｈａ

ｖｏｎｐａ“聋子”  ｃｏａ? ：ｐａ ｗｕｂａ ?ｕｎｎａ

４）有些地方，词首音节的古全浊声母清化了，第二音节没有清化。康
方言的德格话就是这样。（格桑居冕２００２，９９ ～ １００页。）
３ 以上的材料告诉我们，藏语全浊音作声母、韵尾、后缀，清化的时

间可以有早有晚，但是这种变化是自主进行的，不是任何语音影响造成的。
藏语全浊音也有受语音影响被动清化的情况，那就是在前面声母对前缀的影
响一节中讲过的，古全浊前缀可以因后面是全清声母或次浊声母而清化。

二　 方言中的清化次浊音

藏语的清化次浊音包括清化鼻音、清化舌面半元音、清化卷舌半元音和
清化边音。它们在原始藏语中大概都是没有的，通常是受前后相邻的清辅音
的影响而逐渐出现的。

１ 清化鼻音
藏语的清化鼻音有ｍ、ｎ、。、。　 ４个。国内安多和康两大方言很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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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都有这种清化鼻音，卫藏方言则只有少数地方有两三个词素残留有清化鼻
音。在国外的藏语方言中，我们只见到不丹王国的宗卡话（ｒｄｚｏｎｇｋｈａ）的材
料中有这种清化鼻音。藏语清化鼻音只出现在声母，具体有三种不同的情况：
①单独作声母；②作复辅音声母的后一成分；③做复辅音声母的前一成分。

从书面语看不出藏语原来有清化鼻音的痕迹（参见张谢蓓蒂１９７１）。用
书面语和现代方言比较看，藏语的清化鼻音有以下两个来源。
１）鼻音受前边清辅音的影响。请看下列例词：

天祝祁连 同德 甘德囊谦德格
ｓｍａｎ“药” ｍａｎ  ｍａｎ  ｍａｎ ｍ ｍｉｎ ｍ

ｓｍｙｕｇｍａ“竹”  ｕｋ  ｕｋｍ  ｋｍａ ｕｋｍａ ｋ ｕｄｕ

ｓｎａ“鼻”  ｎａ  ｎ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ｓｎｕｍ“油”  ｎｍ  ｎｍ  ｎｍ ｎａｍ ｎｍ ｎｕ

ｓｎｙｉｎｇ“心”  ａ  ａ  ａ — ｅ ｉ

ｓｎｙａｎｐｏ“悦耳”  ａｎｍｕ  ｎｂｏ  ｅｎ ｎｂｕ ｍｏ ｉｎｍｏ ｍｏ

ｓｎｇｏｎｐｏ“蓝的” ｏｍｐｏ  。ｏｎｂｏ  。ｏｎ ｎｂｕ 。ｏｎｂｏ 。ｏｍｐｈｏ 。ｐｏ

ｓｎｇａｐｏ“早” —  。  。ａｒｏ 。ａ 。ｒ 。ａ

在上面的例子中，天祝复声母清浊互不影响，鼻音没有清化；祁连、同
德二地鼻音受前面清辅音影响而清化；后三地前一成分脱落后，只剩下清化
鼻音。

在藏语方言中，安多方言道孚话的语音面貌，与书面语最为接近。在道
孚话中，有几个词中的鼻音也可以读成清化音。如／ ｓｍｎ ／ “成熟”、 ／ ｓｍｕｐｏ ／
“雾”、 ／ ｓＥ ／ “找到”、 ／ ｓｅｓｎａ ／ “吝啬”等词声母中的鼻音，清化不清化皆
可。道孚话这种清化并不是必然的，前面有ｓ的鼻音多数并不清化。

上列各例造成鼻音清化的清辅音都来自书面语的前缀ｓ。也有少数例子
来自书面语前缀ｒ （鼻音基本上都是舌面的ｎｙ）：

祁连 同德 碌曲（西仓）
ｒｎｙｅｄ“找到” ｒｅｔ  ｅｌ ｈａｔ

ｒｎｙｉｄ“枯萎” ｒｔ  ｌ —
ｒｎｙｉ“陷阱”   — —
ｒｎｙｉｎｇ ｐａ“旧” ｒｏ ａ  ｏ ａ ｉｗａ

古藏语有８个辅音前缀，我们没有见过书面前缀ｓ、ｒ以外其他古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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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鼻音在方言中清化的例子。实际上，由于有古前缀ｓ ～ ｒ交替的异形词
（参见词族篇异形词部分），也有书面语前缀ｒ在方言中读ｓ的现象（参见
上面前缀音的演变以及与声母的互相影响部分），我们怀疑鼻音清化的这些
词中的古前缀ｒ是从ｓ演变来的（张谢蓓蒂１９７１）。也就是说，能使后面鼻
音清化的辅音的来源，实际上只有古前缀ｓ一个。
２）鼻冠音受后面清送气辅音的影响。例如：

ｍｋｈａｌ ｍａ ｍｃｈｕ ｍｔｈｕｄ ｍｔｓｈｏ ｖｋｈｏｒ

肾 唇 连接 湖 转
达日 ｍｋｈｉｌ ｍｔｈ － ｍｔｓｈｏ ｎｋｈｏｒ

天祝 ｍｋｈｗａｍａ ｍｔｈ ｍｔｈｔ ｍｔｓｈｏ ｎｋｈｏｒ

祁连 ｎｋｈｗａｍ ｍｔｈ ｍｔｈｔ ｍｔｓｈｏ ｎｋｈｏｒ

德格 ｎｋｈｅｍａ ｎｔｈｕ ｎｔｈ? ｎｔｓｈｏ ｎｋｈｏ：
ｖｋｈｙａｇｓ ｖｋｈｒｕｇｓ ｖｔｈｕｎｇ ｖｐｈｕｒ

冻 乱 喝 飞
达日 ｎｃｈａｋ － ｎｔｈｏ ｎｐｈｕｒ

天祝 ｎｔｈａｋ ｎｔ ｈｋ ｎｔｈｏ ｎｐｈｒ

祁连 ｎｃｈａｋ ｎｔ ｈｕｋ ｎｔｈｏ ｎｐｈｒ

德格 ｎｔｈａ? ｎｔ ｈｕ? ｎｔｈｕ ｎｐｈｕ：
从上表可以看出，后三地的鼻冠音受后边送气音的影响都已清化，在达

日还没出现这种情况。
在拉萨，动词的否定性词缀ｍａ在高调音节清送气声母前可以自由清

化。如ｍａ ｍｃｈｏｎｇ “没跳，别跳”、ｍａ ｖｔｈｅｎ “没拉，别拉”、ｍａ ｐｈｙｉｎ “没
去”、ｇｏ ｍａ ｃｈｏｄ “不中用”、ｇｌａｇｓ ｍａ ｖｋｈｅｌ “敌不过”，等等，其中的否定
性词缀ｍａ都可读成清化音节。另外，德格话后缀ｍｏ的声母在一定条件下
也会清化（格桑居冕２００２，１０２页）。

总之，藏语鼻音清化通常是相邻清辅音影响的结果。
总体上与书面语语音面貌差别最大的卫藏方言，有清化鼻音的地方不

多，而且一般只有ｍ、两个，含清化鼻音的词素一般只有两三个。在拉
萨，前边说到的动词否定前缀，很多青年人读不清化的／ ｍａ ／；“炒好了”有
人读清化鼻音的／ 。? ／、“鞣好了”有人读清化鼻音的／ ｅ? ／，但是有更多的
人并不清化。这显示清化鼻音在卫藏方言已是一种残余的现象，正趋向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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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另外，云南的德钦（升平镇、奔子栏）、维西（大坡岗、拉普）、中甸
（大中甸、东旺）都有清化鼻音，但是清化的舌根鼻音声母似乎正在向清的
喉擦音演变（根据Ｂｏｙｄ Ｍｉｃｈａｉｌｏｖｓｋｙ的Ｄｚｏｎｇｋｈａ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一文的介绍，不
丹宗喀话似乎也有这种清鼻音声母变清喉擦音ｈ的现象），例子请看下面?、
ｈ、ｖ、ｗ的来源中ｈ一节。

从清化鼻音的产生和在现代方言中存在的情况看，藏语清化鼻音似乎是
在经历一个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过程。

２ 清化舌面半元音
藏语中以清化半元音ｊ。 （有人在藏文中用清喉擦音和ｙ结合起来表示，

转写出来就是：ｈｙ）作声母的词素很少，拉萨话中我们知道的只有两个：
ｈｙａｎｇ和ｈｙａｂ。由它们构成的词也只有：ｈｙａｎｇ “飘浮”、ｈｙａｎｇ ｈｙａｎｇ “轻飘
飘的”、ｈｙａｎｇ ｄｎｇｏｓ “飘浮物”、ｈｙａｎｇ ｎｇｅ ｈｙｅｎｇ ｎｇｅ “飘飘悠悠”、ｈｙａｎｇ
ｎｇｅ ｈｙｅｎｇ ｎｇｅ ｂｙｅｄ ｐａ “东遛西逛”、ｈｙａｎｇ ｚａｍ “浮桥”、ｈｙａｂ “（从液体表
面）撇出”、ｋｈａ ｈｙａｂ “撇出”、ｈｙａｂ ｈｙａｂ “薄薄一层”、ｈｙａｂ ｔｅ ｋｈａ ｌａ “骗
身（上马）”。在我们见过的材料中，除了唐蕃会盟碑曾用ｈｙｗａｎ转写汉语
的“县”字以外，藏语书面语中是没有ｈｙ这个拼写结构的。所以，在我们
所见各种藏文单语和双语辞典中，除了于道泉先生主编的《藏汉对照拉萨
口语词典》、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１年出版的《汉藏对照词典》、Ｍｅｌｖｙｎ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主编的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ｉｂｅｔａｎ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ｂｅｔａｎ外，多数词典都没
有这个声母的词条。这一切说明，这个清化半元音的出现应该是相当晚的
事，而且只出现在少数方言词中。

在拉萨话中，发这个音的时候有轻微前送气，实际是ｈ ｊ。，说明它原来是
个复合辅音；处于双音节词后一音节时，ｈｙ读如藏文的ｙ，不清化（清化
卷舌半元音和清化边音声母都有相同的情况），说明原来声母是ｙ －。在词
族资料中，我们发现这个音与书面语的ｇｙ有渊源关系。试比较：ｈｙａｎｇ “飘
浮”：ｇｙｅｎｇ “飘浮，（心）浮”；ｈｙａｎｇ ｄｎｇｏｓ “飘浮物”：ｇｙｅｎｇ ｄｎｇｏｓ “飘
浮物”；ｈｙａｂ “撇出”：ｇｙａｂ “挥动”、ｇｙａｂ ｐａ “刮板”。在Ｍ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主
编的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ｉｂｅｔａｎ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ｂｅｔａｎ中，ｈｙａｂ有两个义
项，第一个是“撇出”，第二个就是“同ｇｙａｂ”。

在藏语的某些地方方言中，随着ｇｙｅｎｇ和ｇｙａｂ各自意义的分化，由
ｇｙｅｎｇ分化出ｈｙａｎｇ，由ｇｙａｂ分化出ｈｙａｂ。由ｇｙ到ｈｙ的演变过程，我们
猜想是：ｇｊ ＞ ｊ ＞ ｊ ＞ ｈｊ ＞ ｈ ｊ。－，清化舌面半元音是舌面半元音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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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清擦音ｈ的影响而产生的。 “飘浮”的声母在现在一些地方就读ｊ、
ｊ、ｈ ｊ。如同仁、化隆、红原、天峻：ｊａ，道孚：ｊｏ，祁连、乐都：ｊａ，
若尔盖：ｈ ｊａ。若尔盖的ｇｙａｒ “借”读／ ｈ ｊｒ ／，贵南的ｇｙａｇ “牦牛”读
／ ｈｊａｋ ／，巴尔蒂的ｇｙｕ “松儿石”读／ ｈｉｕ ／，都反映了藏文ｇｙ这个组合在某
些词中演变的趋势。

上述ｇｙｅｎｇ的元音是ｅ，ｈｙａｎｇ的元音是ａ，这是藏语历史上ｅ在某些词
中变ａ的例证之一。在“飘浮”这个词中，ｅ变ａ是在声母清化以后，因为
在ｈｙａｎｇ ｎｇｅ ｈｙｅｎｇ ｎｇｅ “飘飘悠悠”中，词根的元音还没变成ａ，仍是ｅ。藏
语很多单音动词都可作词根构成这种格式的四音词，其中第三音节是词根，
元音不是ａ的在第一音节变ａ。

３ 清化卷舌半元音
藏语书面语中只有卷舌半元音，没有清化的卷舌半元音ｒ。 （［。］）。
在现代方言中，藏文ｈｒ在很多地方读ｒ。。例如拉萨话ｈｒａｎｇ “（孩子）被

惯坏”读／ ｒ。 ／，ｈｒａｌ ｈｒａｌ “稀疏”读／ ｒ。 ｒ： ／ （第二音节不清化），ｈｒｉｂ ｔｓａｍ
“瞬间”读／ ｒ。ｉｐ ｔｓ ／，ｈｒｕｇ ｈｒｕｇ “碎的”读／ ｒ。ｕｋ ｒｕ? ／，ｈｒｏｇ ｈｒｏｇ “大块”读
／ ｒ。：ｒｏ? ／。ｈ使ｒ清化以后自身脱落了。
除了ｒ以外，在某些方言中古前缀ｒ、ｌ、ｓ后接不送气的清塞音、清

塞擦音也读清卷舌半元音。例如：
ｒｋａｎｇ ｒｔａ ｒｔｓａ ｌｋｕｇ ｐａ ｌｃａｇｓ ｌｔｏｇｓ ｓｋｏｍ ｓｋｒａｇ ｓｔａｇ

骨髓马脉 哑巴 铁 饿 渴 怕 虎
天祝 ｋａ  ｔａ  ｔｓａ  ｋｏｋｗａ  ａｋ  ｔｏｋ  ｋｏｍ ａｋ  ｔａｋ

祁连 ｋａ  ｔａ  ｔｓａ — ａｋ  ｔｏｋ  ｋｏｍ  ｃａｋ  ｔａｋ

达日—  ｔａ  ｔｓａ  ｋｕｋ ｘｈａ ａｋ  ｔｏｋ  ｋｏｍ  ｃａｋ  ｔａｋ

贵南—  ｔａ  ｔｓａ — ａｋ  ｔｏｋ  ｋｏｍ  ｃａｋ  ｔａｋ

乾宁 ｋ  ｔａ  ｔｓａ — —  ｔｏｋ  ｋｏｍ  ａｋ  ｔａｋ

安多牧区不少地方，古前缀ｓ在鼻音前面也有读清卷舌半元音的现象。
例如：

乾宁 天祝 祁连 红原 天峻
ｓｎｇｏｎ以前  ａｎ  ｎ  。ｎ  。ｎ  。ｎ

ｓｎｙｉｎｇ心脏   ａ  ａ  ａ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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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ｎａ鼻子  ｎａ  ｎａ  ｎ  ｎａ  ｎａ

ｓｍａｎ药 ｍａｎ ｍａｎ  ｍａｎ  ｍａｎ  ｍａｎ

藏文辅音组合ｓｒ在很多地方读清化卷舌半元音。例如：
贵南天祝乐都舟曲萨迦桑噶尔

ｓｒｏｇ“性命”  ｏｋ  ｏｋ  ｏｋ  ｕ  ｏｋ ｒ。ｏｋ

ｓｒａｂ“马衔”  ａｐ  ａｐ  ｅ —  ａｐ —
ｓｒｅｓ“掺和”  ｉ  ｅ  ｉ  ｅ  ｅ — ｒ。ｅｓ

ｓｒａｍ“水獭”  ａｍ  ａｍ  ａｎ —  ａｍ —
ｓｒａｎ ｍａ“豆子” —  ｅｍａ  ａｍａ  ｌｕ  ｅｎ ｎａ ｒ。ａｔｍａ

ｓｒ这个辅音组合读清化卷舌半元音的是哪个成分？都有可能。在道孚话
中，ｓｒｏｇ “性命”读／  ｓｏ ／， ｓｒａｂ “马衔”读／  ｓａｐ ／， ｓｒａｍ “水獭”读
／  ｓａｍ ／，ｓｒａｎ ｍａ “豆子”读／  ｓｅｎ ｍａ ／。道孚话的ｓ使ｒ清化以后二者换位
成 ｓ，是卷舌半元音受前面的清擦音影响而清化的。而在门源，ｓｒａｎｇ
“（斤）两”读／ ｒ ａ ／， ｓｒａｂ “薄”读／ ｒ ａｐ ／， ｓｒａｍ “水獭”读／ ｒ ａｍ ／，
ｓｒｕｎｇ “守卫”读／ ｒ ｏ ／，ｓｒｅ ｍｏｎｇ “黄鼠狼”读／ ｒ ｍａ ／，ｓｒｏ ｍａ “虮子”
读／ ｒ ｏｍａ ／。显然，在门源话中是前缀ｓ发音部位后移为清卷舌半元音并与
ｒ换位。

有些地方，ｓｋｒ和ｓｐｒ的组合也读清化卷舌半元音。例如：ｓｋｒａ “头
发”： ａ （噶尔）、ｒ。ａ （桑噶尔）、  （列城），ｓｐｒｉｎ “云”： ｎ （夏河、同
仁、循化、化隆、乐都）、 ｉ：ｎ （噶尔）、  （卓尼）、ｒ。ｉ （桑噶尔），
ｓｐｒｅｕ “猴”： ｕｉ （乐都）、  （化隆）、 ｉｕ （列城），ｓｐｒａｎｇ ｐｏ “乞丐”：
 ｏ ｏ （祁连）。这类三个辅音组合所以能读清化的卷舌半元音，是因为首
先中间的塞音脱落，经过ｓｒ阶段演变来的（参见下面ｒ类辅音组合一节）。

总起来说，藏语方言中的清化卷舌半元音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书面语ｒ
类辅音组合中的ｒ受前边清辅音的影响而清化的结果；另一个，是古前缀
ｓ、ｌ、ｒ演变的结果。

清化卷舌半元音的实际音质，在某些方言中也许是摩擦较重的卷舌清擦
音，所以在方言调查资料中常被记作。

４ 清化边音
１）藏文中的ｌｈ在现代方言中常常读作清边音／ ｌ。／ （常常记作）。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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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中早有ｌｈ这个拼写结构，但是原始藏语中未必有清边音（卓尼和桑噶
尔至今没有发展出清边音，书面语的ｌｈ都读／ ｌ ／。例如ｌｈａ “神” ／ ｌ ／
（卓）、 ／ ｌａ ／ （桑），ｌｈｏ “南” ／ ｌｏ ／ （卓、桑））。
２）藏文的ｌｈ是双字母，一是边音ｌ ，一是清擦音ｈ，清边音会不会就

是从这两个音演变来的？
在拉萨话中，ｌｈ多数情况读／ ｌ。／。如ｌｈａ “神” ／ ｌ。ａ ／，ｌｈｏ “南” ／ ｌ。ｏ ／，

ｌｈａｇｓ ｐａ “风” ／ ｌ。ａｋ ｐａ ／。但是，在双音节词的第二音节，统读不清化的／ ｌ ／。
如ｎｏｒ ｌｈａ “财神” ／ ｎｏｒ ｌａ ／，ｓｈａｒ ｌｈｏ “东南” ／ ａ：ｌｏ ／，ｇｒａｎｇ ｌｈａｇｓ “冷
风” ／ ?ｈａ ｌａ? ／。除此而外，一些词族材料也显示ｌｈ的来源与ｌ有关。如
ｌｈａｄ “杂质”：ｌａｄ “变次”，ｌｏｇ “返回”：ｌｈｏｇ “捞回（本钱）”，ｌａｎ “回
答”：ｌｈｏｎ “传至耳中”，ｌｅｂ ｍｏ “扁的”：ｌｈｅｂ ｂｅ “扁的”。以上这些说明，
藏文ｌｈ的来源确与边音ｌ有关。下边再说ｌｈ的来源与ｈ的关系。

ｌｈ在拉萨虽然多读清边音，但是，ｌｈａｍｇｏｇ “鞋”读／ ｈａ ｋｏ? ／，ｌｈａｍ
ｂｚｏｂａ “鞋匠”读／ ｈａｍ ｓｏ? ／，是清喉擦音。这是一。二，在书面语中，ｌｈｕｒ
ｐｏ和ｈｕｒｐｏ都是“勤快”，ｌｈｕｒｂｒｔｓｏｎ和ｈｕｒｂｒｔｓｏｎ都是“积极，勤奋”，
ｄｇａｌｈａｎｇｌｈａｎｇ和ｄｇａｈａｎｇｈａｎｇ都是“兴冲冲”。三，在现代藏语方言中，
我们还见到ｌｈ其他几种读法： ／ ｈｌ ／ （如杂多。在叶斯开《藏文文法》附录
１０８页，Ａ Ｈ Ｆｒａｎｃｋｅ说，在西藏西部，读ｌｈ时，在ｌ前边也有一个明显的
ｈ）、 ／ ｈ ／ （如德格）、 ／ ｈ ／或／ ｈｉ ／ （如得荣、德钦的升平镇和中甸的东
旺）、 ／  ／ （如乡城。实际接近舌根清擦音）。就是拉萨，清边音／ ｌ。／也有轻
微前送气（张谢蓓蒂１９７１）。四，在敦煌藏文写卷中，用ｌｈｏｎｇｂｅｌ音译汉字
“洪�”（陈庆英１９８９）。这些材料说明，藏文中的这个ｌｈ，在来源上，正
如组成它的字母，除与边音有关，还与清喉擦音有关。只是其中边音和喉擦
音的排列顺序，可能不是像藏文写法那样边音在前喉擦音在后，而是像杂多
和德格等地读音所显示的，擦音在前，边音在后。喉擦音使边音清化以后自
身脱落。不过另外一些材料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擦音和边音的组合，也是过
渡形式，也是从别的复合辅音演变来的。
３）藏文ｋｌｕｂ是自主的“披，佩”，ｌｈｕｂ是不自主的“飘动”；ｇｌｅｂ是

动词“压扁”，ｌｅｂ是“扁”，ｌｈｅｂ是同族的名词“片儿”，ｌｈａｇ ～ ｋｌａｇｓ都是
“超越”，ｌｈｏｇ ｐａ ～ ｇｌｏｇ ｐａ都是“痈疽”。为什么ｌｈ能与舌根塞音的ｌ类辅
音组合对应？这说明藏文ｌｈ在来源上和舌根塞音与ｌ的组合有关。如果这
种推测不错，ｌｈ中原来的塞音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ｋｌｏｇ “读”的祈使式，既可以用ｋｌｏｇｓ，也可以用ｌｈｏｇ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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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动词的形态变化，祈使式的声母通常与非祈使式是一样的，如果不同，
塞音声母（包括复声母）一定是变为相应的送气音（ｖｇｒｏｐｈｙｉｎｒｇｙｕｇｓ “走，
去”，ｙｏｎｇｙｏｎｇ （ｓ）ｓｈｏｇ “来”用异根形式是特例）。例如：

ｇａｂｇｏｂ （祈）“藏” 　 　 　 　 　 　 　 　 ｇｔｕｂｇｔｕｂｓｇｔｕｂｓ （祈）“切”
ｄｋｒｕｇｄｋｒｕｇｓｄｋｒｕｇｓ （祈）“搅” ｂｌｕｂｌｕｂｌｕｓｂｌｕｓ “赎”
ｖｇｏｇｄｇａｇｂｋａｇｋｈｏｇｓ “制止” ｖｄｕｌｇｄｕｌｂｔｕｌｔｈｕｌ “调教”
ｖｂｒａｄｄｂｒａｄｂｒａｄｂｒｏｄ （～ ｐｈｒｏｄ）“搔”
根据这种情况，我们猜想“读”的祈使式ｌｈｏｇｓ以及上述的ｌｈｕｂ、ｌｈｅｂ、

ｌｈａｇ、ｌｈｏｇ ｐａ的声母原来是由送气的舌根塞音构成的 ｋｈｌ。藏语早期有复
辅音ｋｈｌ后来演变为ｌｈ还可以从下面一对词中得到佐证：ｋｈｕｒ ｌｅｎ、ｌｈｕｒ ｌｅｎ
同义，都是“承担”。

但是，另一些材料说明，藏文中的ｌｈ的来源不是单一的。再让我们看
下边的例子。

“落”在藏文中有两种写法：ｌｔｕｎｇ，ｌｈｕｎｇ。二者的关系，不同的字典中
有不同说法：ｌｈｕｎｇ是ｌｔｕｎｇ的完成式；ｌｈｕｎｇ是ｌｔｕｎｇ的祈使式；ｌｈｕｎｇ是自
动词，ｌｔｕｎｇ是使动词；二者是异形词。我们的看法是，它们是同一个不自
主动词，原来的形式是 ｔｈｌｕｎｇ，后来在不同方言中有了不同的变化。有的
地方换位成为ｌｔｕｎｇ；有的地方演变为ｈｌｕｎｇ ＞ ｌｈｕｎｇ；还有地方ｈｌ ＞ ｈ：同
仁、循化、化隆、天峻都读／ ｈｏ ／ （华侃２００２，＃１９２２）。

根据词族的材料，下面几个词中的声母ｌｈ大概也都来源于 ｔｈｌ。ｌｈｏｇ
“捞回（本钱）”：ｌｄｏｇ “返回”，ｌｈｏｎｇ “立起（不自主）”：ｌｄａｎｇ “立起（自
主）”，ｌｈａｄ “杂质”：ｌｄａｄ “掺假”，ｌｈｕｄ “给喝（祈使式）”：ｌｄｕｄ “给喝”，
ｌｈｅｍ ～ ｌｔｅｍｓ ～ ｌｄｅｍ “颤动”。

ｌａｇ ｐａ “手”（ｐａ是后缀），拉萨话读／ ｌａｋ ｐａ ／，而化隆话却读／ ｏｋ ｗａ ／
（华侃２００２，＃１３９）。在藏语中，历史上全浊音自主清化是很普遍的现象，而
次浊音通常不这样。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化隆“手”的声母清化了？藏文
“手”敬称是ｐｈｙａｇ，化隆声母清化可能与它有关。我们推测，最初也许只
有ｐｈｌａｇ，随着意义的分化（敬称和非敬称），敬称演变为ｐｈｙａｇ （参见西
门华德１９７４ （１））；非敬称的声母，有的地方演变为ｌ （如拉萨），有的地
方演变为（ ｈｌ ＞）  （如化隆）。四川阿坝地区嘉戎藏族说的嘉戎语，
“手”读／ ｊｋ ／，ｌ变成了ｊ；敬称读／ ｐｈｊｋ ／ （林向荣１９９３，９９页）。虽然敬
称、非敬称都不读清边音，但是说明原来确实可能有ｐｈｌ。

ｄｇｒａ ｌｈａ “战神”在拉萨话中读／ ?ａｐ ｌａ ／。其中除清化边音在第二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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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化（拉萨话清化音在连读的第二音节不清化是普遍现象），第一音节还
多出了一个ｐ。从前一语素的意义和拉萨话的读音规律可知，这个ｐ是从后
一音节来的（如果ｐ是前一音节固有的，前边的元音ａ要变；如果ｐ是从
后一音节来的，ａ不变）。这就是说，虽然书面上写作ｌｈａ ，原来在边音之前
还有个双唇塞音。藏语中有个ｂｌａ ，意思是“灵魂”，从“战神”的读音和
ｂｌａ、ｌｈａ “神”二者的意义看，藏语的ｌｈａ和ｂｌａ在来源上有关（关于ｌｈａ和
ｂｌａ的关系，可参阅石泰安的《西藏的文明》第四章第二节，耿升汉译本
２３９页），前者原来可能是ｐｈｌａ。后来演变为ｈｌａ ＞ ｌｈａ。最初“战神”这
个词在藏语中的形式是ｄｇｒａ ｐｈｌａ，后来一些地方演变为ｄｇｒａ ｌｈａ，而像拉萨
等一些地方，ｐｈ进入前一音节以ｐ的形式被保留下来。

我们能辨认出来的由 ｔｈｌ和ｐｈｌ演变来的清边音都不多。
上面我们论证了藏语原来有ｋｈｌ、 ｔｈｌ、ｐｈｌ这类送气清塞音和边音组成

的复辅音，藏文中的ｌｈ大约主要是由这类复辅音演变出来的。在现代某些
方言中，少数词中的ｇｌ、ｂｌ、ｒｌ也有读清化边音的现象。例如ｇｌａｇ
“雕”： ／ ɑ ／ （康定）、 ／ ɑ? ／ （德格）、 ／ Ａ? ／ （维西·大坡岗、德钦·升平
镇）、 ／ ａ? ／ （中甸·大中甸），ｂｌｏｎ ｐｏ “大臣”： ／ ｎ ｐｏ ／ （康定），ｒｌａｎｇｓｐａ
“蒸汽”： ／ ａ ｋｈａ ／ （乐都），（ｒｂａ）ｒｌａｂｓ “波浪”： ／ ｅ ／ （乐都）、 ／ ｂａ ａ? ／
（德格）、 ／ ｂａ ? ／ （维西·拉普）。在某些地方，ｒｌ的清化现象大概早就出
现了，因为书面语中有ｒｌ：ｌｈ的异体字。例如ｂｒｌｉｎｇ ｐｏ和ｌｈｉｎｇ ｐｏ都是
“稳”；ｂａｂｓ ｂｒｌｉｎｇ和ｂａｂｓ ｌｈｉｎｇ都是“沉着”；ｒｌｏｇ “消灭”的祈使式ｒｌｏｇｓ
有异体ｌｈｏｇｓ；而ｒｌａｎｇｓ ｐａ “蒸汽”分化出了ｌｈａｎｇｓ “热气”。我们猜想，这
类辅音组合的前一成分，可能都经过清化—擦化—喉音化—脱落的过程；它
们使边音清化以后，自身再脱落，剩下清化边音。
４）藏文“编织”是ｓｌａｂｓｌａｂｓｌａｓｓｌｏｓ，而“编织物”有两种写法：ｓｌａｓ

ｍａ ／ ｌｈａｓ ｍａ。与此相同，“牲口圈”在藏文中也有两种写法：ｓｌａｓ ｒａ ／ ｌｈａｓ ｒａ。
这说明ｓｌ也可演变为ｌｈ。在现代某些地方的口语中，藏文的ｓｌ在少数词中
也读清化的边音或带清化边音的复辅音。例如：

道孚 贵德 察隅 玉树
ｓｌｏｂ ｇｒｗａ“学校” ｓａｐ ?ａ ｏｆ ?ａ ａｐ ?ａ ｏ ａ

ｓｌｏｂ ｓｂｙｏｎｇ“学习” ｓｏｐ ｚｂｊｏ ｏｆ ａ ａｐ ｏ ｏ ｏ

这些例子说明，藏文ｓｌ中的ｓ也能使后边的边音清化。
５）边音ｌ除了因受前面清辅音影响而清化外，在现代复辅音多的方言



２８２　　 藏语词族研究

中，清塞音、清塞擦音声母的古前缀ｌ，也有读清化边音的现象。如：
道孚普日格巴尔蒂列城桑噶尔

ｌｋｕｇｓ ｐａ“哑巴” ｋｕ ｐａ — — ｓｋｕｋ ｐ ｋｕｋ ｐａ

ｌｃａｇｓ“铁” ｒ。ɑ ?。ｃａｋ ?。ｃａｑｓ — ｌ。ａｋ

ｌｔａ“看” ｔａ ?。ｔａ ?。ｔａ ｌ。ｔ ｌ。ｔａ

６）上边我们介绍了现代方言清化边音的来历以及藏文ｌｈ在现代方言中
的读音。ｌｈ在方言中的读音，有单辅音，也有复辅音，那么，它在书面语
中代表的是单辅音还是复辅音？我们认为，虽然至今方言中还有读复辅音
的，但它在书面语中代表的恐怕就是清化的单辅音（至多前边有个弱送气。
请参阅李方桂１９３３，ｐ １３５）。因为，如果是／ ｈｌ ／一类的复辅音，应该像藏
文的ｋｌ、ｇｌ、ｂｌ、ｈｒ那样，ｌ应该在下面，而不是上面。

在藏语的次浊音中，ｍ、ｎ、ｎｇ、ｒ、ｌ还可以作韵尾。在现代各个方言
中，还没有次浊韵尾清化的现象，即使古代后随清擦音ｓ的ｍ、ｎｇ，也是
这样。

以上就是藏语清化次浊音的大致情况。总之，藏语清化次浊音的出现，
是后起的一种语音现象，不是原有的。它们都是由古代前边或后边有其他辅
音的次浊音演变来的，古代单个的次浊音没有清化的现象。

三　 清浊变化小结

藏语浊音清化的情况已大致介绍如上。藏语中很少有清音浊化的现象，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下面就把辅音的清浊变化再综合作一归纳。
１ 单个清辅音一般不会变浊。我们见过的例外情况只有：①拉萨等地

清化次浊音在第二音节不清化；②拉萨话中残留的清化鼻音多数人也已失去
清化；③德格话、巴塘话后缀ｐａ、ｐｏ在一定的语音条件下清声母也可能浊
化（格桑居冕２００２，１０２页；１９８５，１９页）。
２ 藏语古代单个全浊音在现代方言中清化是很普遍的现象，而且都是

自主进行的；单个次浊音不自主清化，我们也是在德格话中见到在一定条件
下例外的情况（格桑居冕２００２，１０２页）。
３ 两清相邻，任何一个都不会浊化，即使其中一个脱落了。
４ 两浊相邻，如果都是全浊，不一起清化，也不一个清化一个不清化，

而是一个先脱落，另一个才能清化。如果后一成分是次浊，前一浊音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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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化，甚至带动后面次浊也清化。
１）古塞音前缀和次浊声母的组合ｇｎ、ｇｎｙ、ｇｙ、ｄｎｇ、ｄｍ，前缀

ｇ、ｄ在少数方言中清化（参见前缀与声母在语言上的互相影响部分）。
２）前缀是双唇鼻音的ｍｎｇ、ｍｎｙ、ｍｎ，前缀音ｍ在贵德、甘德有清

化现象（分别读ｈ和?。参见前缀与声母在语音上的互相影响部分）。
３）ｒｎｇ、ｒｎｙ、ｒｎ、ｒｍ、ｌｎｇ中的古前缀ｒ、ｌ，在在少数方言中清化

（参见前缀与声母在语音上的互相影响部分）。
４）ｇｒ、ｄｒ在各地方言中多读清的塞擦音；在道孚读／ ｇｒ ／或／ ｄ ／；在普

日格、巴尔蒂两地，其中的塞音，有的词中清化，有的词中不清化。例如
ｇｒｕ “角”：ｋｒｕ （普、巴），ｇｒｏ “小麦”：ｋｒｏ （普、巴），ｇｒａｎｇ ｍｏ “冷”：
ｇｒａ ｍｏ （普、巴），ｄｒｕｇ “六”：ｔｒｕｋ （普、巴），ｄｒａ “网”：ｔｒａ （普、巴），
ｄｒｅｄ ｍｏ “熊”：ｄｒａｎｍｏ （巴）。ｂｒ在普日格、巴尔蒂两地仍读／ ｂｒ ／；个别方
言读／ ｄ ／ （劳方言ｂｒａｎｇ “胸” ／ ｄａ ｇｏ ／，ｂｒｏ ｂａ “滋味” ／ ｄｏ ｗａ ／）；安多
方言一些地方读／ ｐ? ／，两个成分都清化了（例如ｂｒａｇ “岩石”：ｐ?ａｋ （达
日、天祝、祁连），ｂｒａｎｇ “胸”：ｐ?ａ （达日、天祝、祁连），ｂｒｏ ｂａ “滋
味”：ｐ?ｏ （达日、天祝）、ｐ?ｏｗａ （祁连）），其他地方ｐ脱落，只剩下?。
５）ｇｌ、ｂｌ、ｒｌ在保留复辅音的地方多数还读浊的复辅音，但是甘德话

前一个成分都清化为喉塞音，普日格和巴尔蒂清化为喉擦音。例如甘德：
ｇｌａ ／ ?ｌａ ／ “工钱”，ｇｌｕ ／ ?ｌ ／ “山歌”，ｇｌｏ ｂａ ／ ?ｌ ／ “肺”，ｂｌｕｇ ／ ?ｌｕｋ ／ “灌
注”，ｂｌａ ｍａ ／ ?ｌａｍａ ／ “喇嘛”，ｂｌｏｎ ｐｏ ／ ?ｌｏｍｂｏ ／ “官”， ｒｌｕｎｇ ／ ?ｌｕ ／ “空
气”，ｂｒｌａｇｓ ／ ?ｌｅ? ／ “丢失”， ｒｌａｎｇｓ ｐａ ／ ?ｌｏｐａ ／ “蒸汽”。又如普日格：
ｇｌａｎｇ ／ ｈｌａｎｔｏ ／ “公黄牛”，ｇｌｏ ｂａ ／ ｈｌｏａ ／ “肺”，ｒｌｕｎｇ ／ ｈｌｕ ／ “空气”。这三个
辅音组合在某些地方的少数词中读清化边音，说明清化的前一成分在脱落之
前，又使边音清化了（例见清化边音部分）。拉萨话这三个辅音组合统读
／ ｌ ／，由它们组成的音节都读高调，可见其中前一成分脱落之前已经清化。
５ 清浊相邻
１）古清声母的全浊前缀清化：ｇｃ、ｇｔ、ｇｔｓ、ｇｓｈ、ｇｓ、ｄｋ、ｄｐ、

ｂｋ、ｂｃ、ｂｔ、ｂｔｓ、ｂｓｈ、ｂｓ （例见前缀在语音上的演变趋势中前缀发音
部位的后移一节）。
２）古清声母的次浊前缀清化：ｍｋｈ、ｍｃｈ、ｍｔｈ、ｍｔｓｈ、ｖｋｈ、ｖｃｈ、

ｖｔｈ、ｖｐｈ、ｖｔｓｈ、ｒｋ、ｒｔ、ｒｔｓ、ｌｋ、ｌｃ、ｌｔ （例见清化鼻音、清化卷舌半
元音和清化边音部分）。在我们所见到的材料中，两类鼻冠音（ｍ，ｖ）在
安多方言的达日还没有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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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古全浊声母的清前缀浊化：ｓｇ、ｓｄ、ｓｂ中的ｓ，在现代保留复辅
音的地方都读浊音。例如：

ｓｇｏ ｓｇａｍ ｓｇｏ ｎｇａ ｓｄｏｎｇ ｐｏ ｓｄｉｇ ｐａ ｓｂｏｎｇ ｓｂｏｍ ｐｏ ｓｇｙｕｒ

门箱 蛋 树干 罪恶浸泡粗大改变
道孚ｚｇｏ ｒｇａｍ ｚｇɑ ｚｄｏｎｂｏ ｚｄｕｐɑ ｚｂｏ ｒｗｏｍ ｂｏ ｚｒ

天祝ｒｇｏ ｒｇａｍ ｐａ ｒｇｏ ｒｄｏ ｒｄｋｗａ ｂｚｏ ｗｏｍｂｕ ｒｒ

列城ｚｇｏ ｚｇɑｍ ｚｇｏ ｚｄｏｐｏ — — ｚｂｏｍｐｏ ｚｇｊｕｒ

４）古清前缀ｓ与鼻音声母的辅音组合，在保持复辅音的地方，有三种
情况：１ 两个成分的清浊不发生变化（例见清化鼻音部分）；２ 清前缀使
鼻音清化（例见清化鼻音部分）；３ 鼻音使清前缀变浊。例如：

ｓｎｇｏｎ ｐｏ ｓｎｇｏｎ ｓｎｙｉｎｇ ｓｎｙａｎ ｐｏ ｓｎａ ｓｎｕｍ ｓｍａｎ ｓｍｅ ｂａ

蓝的 前边心脏悦耳 鼻 油 药 痣
夏河ｏｎｐｏ ｏｎ ａ ａｎｍｏ ｎａ ｎｍ ｍａｎ ｍｅ

乐都ｏｎｂｏ ａｎｔｓｈｏ ａ ｕａｎｂｏ ｎａ ｎｎ ｍａｎ ｍｅ

５）古复声母ｋｈｒ在我们见过的方言材料中都已简化为／ ?ｈ ／。ｐｈｒ在道
孚读／ ｐｈ ｈ ／或者／ ｐ?ｈ ／，大多数地方读／ ?ｈ ／。ｒ没有清化的有普日格和巴尔
蒂。例如普日格：ｐｈｒａ ／ ｐｈｒａ ／ “镶嵌物”，ｐｈｒｉｎ ／ ｐｈｒｉｎ ／ “信息”，ｐｈｒｅｎｇ
／ ｐｈｒａ ／ “（花）环”
６）在现代方言中，ｓｒ多读?、、ｓ；道孚读 ｓ，卷舌音清化而且换

位；普日格和巴尔蒂都读／ ｓｔｒ ／，卷舌音还没有清化。例如：
ｓｒｏｇ ｓｒａｂ ｂｓｒｅｓ ｓｒａｍ ｓｒａｎ ｍａ

性命 马衔 掺合 水獭 豆子
普日格 — — ｓｔｒａｓ — ｓｔｒｅｎｍｏ

道　 孚  ｓｏ  ｓａｐ ｐｓｉ  ｓａｍ  ｓｅｎｍａ

天　 祝  ｏｋ  ａｐ  ｅ  ａｍ  ｅｍａ

拉　 萨 ｓｏ? ｔ ｐ ｔ ｅ? ｔ ａｍ ?：ｍａ
７）ｓｌ现在一些地方读、ｓ、 等，说明原来的ｓ脱落之前使后面的

边音清化了。例如道孚：ｓｌｏｂ ｇｒｗａ ／ ｓ ａｐ ?ａ ／ “学校”，ｓｌａ ／  ａ ／ “稀”。
８）ｋｌ构成的词很少，方言调查词表中几乎只有一个ｋｌａｄ ｐａ “脑子”，

声母大多读边音／ ｌ ／，少数地方读浊擦音和边音的组合。例如／ ｌａｌｐａ ／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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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 ｌａｐａ ／ （达日）、 ／ ｌａ ｈｐａ ／ （乐都）。从这些例子看，似乎是清塞音变
成了浊擦音。但是这个词在列城读／ ｌｄｔ ｐａ ／，在桑噶尔读／ ｌｄａｔ ｐａ ／，其中的
塞音是浊的。而且这个词在书面上有个别体：ｇｌａｄ ｐａ。所以，其中的塞音恐
怕不是由清变浊，而是相反，由浊变清。只是变得早，在书面语中ｋｌａｄ ｐａ
比ｇｌａｄ ｐａ更通用了。我们根据方言读音推测，其中词根声母的演变有可能
是ｄｌ ＞ ｇｌ ＞ ｋｌ、ｄｌ ＞ ｇｌ ＞ ｌ ＞ ｌ ＞ ｌ、ｄｌ ＞ ｌｄ三条线。（参见张谢蓓蒂
１９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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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气 　 音

１ 在现代藏语方言中，清塞音、塞擦音，都有送气、不送气两套，而
且区别意义。如拉萨话（每组两个词的声调相同）：

／ ｋａ ／ “水渠” 　 　 ／ ｃａ? ／ “抬” 　 　 ／ ｔａ ／ “派出”　 ／ ｐｉｒ ／ “毛笔”
／ ｋｈａ ／ “口” ／ ｃｈａ? ／ “冷” ／ ｔｈａ ／ “平坝” ／ ｐｈｉｒ ／ “飞”
／ ｔｓｏ ／ “葱” ／ ?ｉ? ／ “缠” ／ ｔｅ ／ “舌”
／ ｔｓｈｏ ／ “买卖” ／ ?ｈｉ? ／ “牵” ／ ｔｈｅ ／ “大”
２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在现代拉萨话中，清塞音、塞擦音声母送

不送气，区别意义，是不同音位。但是，同一清塞音、清塞擦音送气不送
气，早期可能只是同一音位不同变体的关系（参见李方桂１９３３），而且是由
不送气的形式分化出送气的形式。根据如下。
１）从与前缀的结合看，二者分布互补，送气音声母只与鼻音前缀结

合，不送气声母只与非鼻音前缀结合。
２ ）动词时态变化的［３ － ３］类的前缀是：ｖ （现）、ｄ ／ ｇ （将）、ｂ

（完）。例如：
ｖｋｈｏｌｄｇｏｌｂｋｏｌ “役使” 　 　 　 　 　 ｖｄｉｎｇｇｄｉｎｇｂｔｉｎｇ “铺”
ｖｊａｌｇｚｈａｌｂｃａｌ “量” ｖｄｚｕｇｓｇｚｕｇ （ｓ）ｂｔｓｕｇｓ “树立”
如果声母是唇音，完成式前缀ｂ便因异化作用而不出现，这时，本来

不送气的清声母便会变得送气。例如：
ｖｂｕｇｄｂｕｇｐｈｕｇ “刺穿” ｖｂｕｌｄｂｕｌｐｈｕｌ “献”
ｖｂｏｄｂｏｐｈｏｓ “泼” ｖｂｙｉ （ｄ）ｄｂｙｉｐｈｙｉｓ “擦”
ｖｂｙｅｄｄｂｙｅｐｈｙｅ （ｓ）“分开” ｖｂｒｉ （ｄ）ｄｂｒｉｐｈｒｉ （ｓ）“使减少”
ｖｐｈｒｏｇｄｂｒｏｇｐｈｒｏｇｓ “抢夺”
另外，前面说过，藏语动词祈使式大概是从完成式分化出来的，三时动

词的祈使式常常就是没有时态前缀的完成式。一些以清塞音、塞擦音作声母
的动词，完成式有时态前缀，声母是不送气的；祈使式无时态前缀，声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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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气的。例如：
ｖｋｈｒｕ （ｄ）ｂｋｒｕｂｋｒｕｓｋｈｒｕｓ “洗”
ｖｇｒｏｌｄｇｒｏｌｂｋｒｏｌ （ｄ）ｋｈｒｏｌ （ｄ）“解开”
ｖｃｈｉｂ （ｓ）ｂｃｉｂｂｃｉｂｓｃｈｉｂｓ “骑”
ｖｊｕｇｇｚｈｕｇｂｃｕｇｃｈｕｇ （ｓ）“放进”
ｖｔｈｕｂｔｕｂｔｕｓｔｈｕｓ “采集”
ｖｄｏｎｇｄｏｎｂｔｏｎ （ｄ）ｔｈｏｎ （ｄ）“取出”
ｖｔｓｈｏｎｇｂｔｓｏｎｇｂｔｓｏｎｇｓｔｓｈｏｎｇｓ “卖”
ｖｄｚｕｇｓｇｚｕｇ （ｓ）ｂｔｓｕｇｓｔｓｈｕｇｓ “树立”
３）藏文字母除了不带音的ｋ、ｃ、ｔ、ｐ、ｔｓ、ｋｈ、ｃｈ、ｔｈ、ｐｈ、ｔｓｈ ，还

有带音的ｇ、ｊ、ｄ、ｂ、ｄｚ。书面语中有前缀的浊塞音、浊塞擦音声母，在现
代各地方言中都不送气；不带前缀的，在现代拉萨方言，一部分人送气，另
一部分人不送气（在我们见过的方言材料中，同一发音人，一些词送气，
一些词不送气的有加查、谢通门；同一发音人都送气的有林周、墨竹工卡、
浪卡子、江孜、日喀则、亚东、定日、萨迦、拉孜；两个发音人，一个送气
一个不送气的有隆子、普兰）。那么，这些浊塞音、浊塞擦音，在古代送气
还是不送气？我们认为，送气的读法应是后起的。根据是，一，古代藏文转
写梵文浊塞音、浊塞擦音有ｇ、ｄｚ、ｄ·、ｄ、ｂ和ｇｈ、ｄｚｈ、ｄ·ｈ、ｄｈ、ｂｈ两套，
藏文字母ｇ、ｄｚ、ｄ·、ｄ、ｂ转写梵文等外来词的不送气音，转写送气音时下
面再加字母ｈ。二，三个唇塞音声母中ｂ在安多方言不少地方与不送气的
ｐ一样读／ ｗ ／，而不是跟送气的ｐｈ一样读／ ｐｈ ／或／ ｈ ／，这也可以说明ｂ以
及其他浊塞音、塞擦音原来是不送气的。我们推测，与此平行的藏语清塞
音、塞擦音最初也是不送气的，后来在一定的条件下分化出送气的变体，最
后成为两个不同的音位。（参见张谢蓓蒂１９７１）
３ 我们确实看到，没有前缀的送气清声母和不送气清声母在书面语中

都可出现。例如：
ｋａｂａ “柱子” 　 　 ｋｙｕ “钩子” 　 　 ｃｏｇａ “百灵” 　 　 ｔｏｇ “顶珠”
ｋｈａｂａ “雪” ｋｈｙｕ “群” ｃｈｏｇａ “仪轨” ｔｈｏｇ “霹雳”
ｐａｒ “印版” ｔｓｏｎｇ “葱”
ｐｈａｒ “往那边” ｔｓｈｏｎｇ “商业”
这样，在没有前缀的条件下，说清塞音和清塞擦音是变体关系就碰上了

困难。但是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无前缀时二者虽然都可以出现，但是构词的数量悬殊。在张怡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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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主编的《藏汉大辞典》中，上述送气不送气成对的声母，没有前缀的送
气声母的条目，最少是不送气声母条目的两倍多（ｋｈ ：ｋ），最多接近九
倍（ｔｓｈ：ｔｓ）。于道泉先生主编的《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辞典》中的比例也
大致相当。

二是一部分声母不送气又无前缀的词，有这样几个来源（参见张谢蓓蒂
１９７１，白保罗１９７２： § ８ 藏缅语的辅音（声母），赵彤２００２）：

１）现代方言词。如：
ｋｒｕｂ ｚａｎ （书面语中应是ｓｒｕｂｓ ｚａｎ）“抹合衬”
ｋｒｅ ｎａｇ （书面语中应是ｓｒｅ ｎａｇ）“烟垢”
ｔｓｅｌ ｐｏ （书面语应是ｓｌｅｌ ｐｏ）“筐” 　 ｔａｇ “木锤” 　 ｔｉｇ ｇｕ “酒罐”
ｐｉｎｇ ｋｙｕｒ ｍａ “鹞鹰”
２）外来词。来自汉语的如：
ｋｒｕｎｇ ｇｏ “中国” 　 ｃｏｎｇ “钟” 　 ｃｕｓ ｔｓｅ “烟嘴” 　 ｔａｎｇ “党”
ｔｉ ｓｈｒｉ “帝师” 　 ｐｉｒ “毛笔”
来自梵文的如：
ｋａ ｋｖａ “乌鸦” 　 ｃｉｌ “鹦鹉” 　 ｐａｎ （ｃｈｅｎ）“班（禅）”
ｐｏ ｔａ ｌａ “布达拉” 　 ｔｓａｎ ｄａｎ “旃檀”
来自其他语言的如：
ｋａ ｌａ “管子” 　 ｃｏｇ ｌｅ “巧克力” 　 ｔａ ｚｉｇ “大食（国）”
ｔｖａ ｌａｉ “达赖” 　 ｐａｇ ｓｈｉ “把式”
３）拟声词。如：
ｋａ ｋａ “喜鹊” 　 ｃａｌ “重物落水声” 　 ｃａｇ ｃａｇ “嚼硬物声”
ｔｏｍ ｔｏｍ “筒形铃铛” 　 ｔｓｉ ｔｓｉ “鼠”
４）与所用字母有关。如：
ｋａ ｋｈａ “字母” 　 ｃａ ｒｉｌ “闭腹ｃ字母”
ｐａ ｓｄｅ “ｐ组字母（ｐ、ｐｈ、ｂ、ｍ）” 　 ｔｓａ ｌａｇ “字母ｔｓ右上角的小辫”
５）与语音演变有关。如书面语的属格助词ｋｙｉ是由ｇｉ演变来的，具格

助词ｋｙｉｓ是由ｇｉｓ演变来的，业格助词ｔｕ是由ｄｕ演变来的，待述词ｔｅ是由
ｓｔｅ演变来的（张济川１９８２）。又如，ｃｉ ｃｅｒ “秃顶”有异体ｓｐｙｉ ｃｅｒ，ｃｉ ｂｒｔｏｌ
“厚颜无耻”有异体ｓｐｙｉ ｂｒｔｏｌ。本来是ｓｐｙｉ，在很多方言中读音演变得跟ｃｉ
一样，被写成了ｃｉ。严格地说，ｃｉ是俗字，从它看不出这个词根的意义。
“十”在藏文中本是ｂｃｕ，但当它处于第二音节而前面又有辅音韵尾时，ｂ
脱落读ｃｕ。如：ｌｎｇａ ｂｃｕ “五十”，ｂｒｇｙａｄ ｃｕ “八十”。ｋｌａｄ “脑子”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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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ｌａｄ演变来的，ｋｌａｍ ｐａ “厚毪子”是从ｇｌａｍ ｐａ演变来的。
６）拉萨双音节词后一音节的送气声母，通常读不送气（很多方言有这

种现象）。这种现象大概由来已久，影响所及，有的送气声母早已改用相应
的不送气字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把表阳性的ｐｈｏ写成ｐｏ。例如：ｇｒｏｇｓ ｐｏ
“男友” 　 ｒｇｙａｌ ｐｏ “国王” 　 ｄｐｏｎ ｐｏ “官员” 　 ｓｐｒａｎｇ ｐｏ “男丐” 　 ｇｙｏｇ
ｐｏ “男仆”

三是还有一部分声母不送气又无前缀的词，书面上有带前缀的异体形
式，也就是说，它们原来有前缀，后来脱落了。例如：

（ｇ）ｔａｎ （ｇ）ｔａｎ “谨慎” 　 　 　 　 （ｇ）ｃｅｍ ｐｏ “单薄”
ｓｐｙｉ　 （ｇ）ｃｅｒ “秃顶” （ｇ）ｔａｌ ｐｏ “湿牛粪饼”
（ｄ）ｋｒｉ ｇａ “双眼皮” （ｄ）ｋｒｕｍ “肉”
（ｄ）ｐａｒ “版” （ｄ）ｐｕｒ “尸”
（ｂ）ｋｏｇ “剥去” （ｂｓ）ｋｏｌ ｍａ “沸液”
（ｂ）ｃａ ｌａｇ “东西” （ｂ）ｃｏ ｐａ “二岁驹”
（ｒ）ｋｏｎｇ ｐｏ “工布地区” ｇａｎ （ｒ）ｋｙａｌ “仰”
（ｒ）ｔｓａｂ “楔子” （ｒ）ｔａｂ （ｒ）ｔｏｂ “慌慌忙忙”
（ｌ）ｃｅ ｓｐｙａｎｇ “狐” ｂｚｏ　 （ｌ）ｔａ “样子”
（ｓ）ｐａ　 （ｌ）ｃｏｇ “发髻” （ｌ）ｐａｇｓ ｐａ “皮肤”
（ｓ）ｋｅｇ “灾难” （ｓ）ｋｙｕｎｇ ｂｕ “锥子”
（ｓ）ｐｏ ｔｈｏ “土坷垃” （ｓ）ｐｒａ ｔｓｈｉｌ “蜂蜡”
还有些词，我们还没有见到书面上有带前缀的异体形式，但方言中有前

缀遗存。例如：ｇｒｕ ｋｏ “牛皮船”炉霍读／ ?  ｋｕ ／，ｋｏｎｇ ｋｏｎｇ “凹”天祝读
／  ｋｏ  ｋｏ ／，乐都读／ ｈｋｏ ｈｋｏ ／；ｒｗａ ｃｏ “兽角”乐都读／ ｒａ ｈｔｏ ／，ｍｅ ｔｏｇ
“花”乐都读／ ｍｉ ｈｔｏｋ ／。
４ 如果是条件变体，按说造一套字母也就可以了，但是公元７世纪创

制藏文时却为清塞音、清塞擦音造了送气不送气两套字母。我们想这可能跟
前缀的演变脱落有关。随着前缀的演变脱落，表义的手段减少，需要新的手
段补偿，原来前缀脱落后声母应该送气，现在不变送气，使送气不送气对
立，由原来的变体变成不同的音位，增加了新的表义手段。另外，藏文创制
之初最大的用处大概就是译经，外来词中的清塞音、塞擦音声母，恐怕既有
送气的，也有不送气的，这也需要两套不同的字母。这种想法如果符合实际
情况，就意味着在藏文创制之前前缀脱落的现象就出现了。
５ 藏文中的ｓｈ和ｓ，在大多数方言中不送气。但是，作为声母，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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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如无前缀，安多方言大多数地方送气。在我们见过的材料中，ｓ不送气的
地方只有门源、碌曲（西仓、双岔）、夏河（卡加、左日盖），ｓｈ不送气的
地方只有循化（楞尕）。康方言ｓ在多数地方送气，ｓｈ送气的地方有一半左
右。书面上有前缀时，一般都不送气，只有安多方言少数地方（尤其是乐
都），书面语带前缀的也有读送气的现象。我们估计，这种送气的清擦音是
后起的（参见孙天心１９８６，ｐｐ １２２ － ４。相反的观点见江荻２００２ （２），２０６
页）。因为吐蕃时期的文献中，书面语的终结词（ｒｄｚｏｇｓ ｔｓｈｉｇ）ｓｏ有在下面
加表送气的ｈ的写法，如果当时清擦音送气，就无须下边另加ｈ表示了。另
外，ｐｈｙｉ ｒｇｙａｌ “外国（人）”天峻读／ ｗ ｒａｌ ／，夏河读／ ｒ ａｌ ／，化隆读
／ ｈ  ／；ｐｈｙｉ ｄｒｏ “下午”天峻、红原读／ ｗ ｒｏ ／，夏河、同仁、循化读
／  ｒｏ ／，化隆读／ ｈ ｒｏ ／；ｐｈｙｉｄ “冻（手）”红原读／ ｗｔ ／，夏河读／ ｌ ／，
同仁、循化读／ ｈ ／。书面语的ｐｈｙ本来是送气的，但在上面的例子中先演
变为不送气的复辅音ｗ，再演变为不送气的单辅音，最后成为送气的单
辅音ｈ，也可以佐证擦音送气是后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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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擦音的来源

藏文字母表中有ｃ、ｃｈ、ｊ、ｔｓ、ｔｓｈ、ｄｚ ６个塞擦音字母，说明创制藏文
时塞擦音在藏语中已经存在。但是它们只作声母，不作前缀、后缀、韵尾，
说明塞擦音的出现，不会太早。有些现象显示，藏语的塞擦音是从其他语音
形式演变来的次生辅音。（参见李方桂１９３３；张谢蓓蒂１９７１；白保罗１９７２，
§ ８ 藏缅语的辅音）

１ 舌尖塞擦音
１）有几个词在化隆话中的读音是这样的：ｓｋｅ ｔｉ ／ ｈｋｉ ｔｓ ／ “脖子”，ｂｙｅｕ

ｔｉ ／ ｉ ｔｓ ／ “蝙蝠”， ｌａｇ ｍｔｈｉｌ ／ ｌａｋ ｎｔｓｈ ／ “手掌”， ｖｔｈｕ $

ｂｔｕ （ｓ）
／ ｔｓｈ ／  ／ ｔｓ ／ “啄”，ｄｕ ／ ｔｓ ／ “几个”，ｔｈｅｕ ／ ｔｓｈ ／ “图章”，ｂｏｕ ｍｄｅｕ ／ ｗｒ
ｄｚ ／ “子弹”。显然舌尖塞音在化隆话一些词中演变成了舌尖塞擦音，条件
是后面原来是高元音（ｉ、ｕ、ｅｕ）。而从一些书面语的材料看，舌尖塞音向
舌尖塞擦音的这种演变不一定限于高元音。例如ｍｅ ｔｓｈａｇ “火星儿”：ｍｅ
ｓｔａｇ “火星儿”；ｒｔｓａｂ ｒｔｓａｂ “慌忙”，ｖｔｓｈａｂ “慌忙”：ｒｔａｂ “慌忙”；ｔｓｈａｒ
“行列”：ｓｔａｒ “行列”；ｒｄｚａｇ ｔｏ “多得很”，ｒｄｚａｇ ｒｄｚａｇ “满满的”：ｓｄａｇ ｓｄａｇ
“非常多，满满的”；ｒｄｚｏｄｂｒｄｚａｄｂｒｄｚａｄｒｄｚｏｄ “玷污，弄脏”：ｌｄａｄｂｌｄａｄ
ｂｌｄａｄｌｄｏｄ “玷污，弄脏”；ｔｓａｇ ｇｉ ｔｓｉｇ ｇｉ “零零星星”：ｔａｇ ｇｉ ｔｉｇ ｇｉ “零星物
件”，ｔｈｉｇｓ ｐａ “（液体的一）滴”；ｒｄｚｉｇ “威胁”：ｓｄｉｇ “威胁”；ｒｄｚｏｂ ｐｏ
“虚伪的人”：ｌｄｏｂｓ “虚伪”；ｖｄｚｏｍ “相聚”：ｖｄｏｍ “相聚”。另外，古代吐
蕃赞普名字中的ｂ （ｒ） ｔｓａｎ字常可与ｂｒｔａｎ交替使用。如ｋｈｒｉ ｌｄｅ ｇｔｓｕｇ
ｂｔｓａｎ ～ ｋｈｒｉ ｌｄｅ ｇｔｓｕｇ ｂｒｔａｎ，ｋｈｒｉ ｓｒｏｎｇ ｌｄｅ ｂｔｓａｎ ～ ｋｈｒｉ ｓｒｏｎｇ ｌｄｅ ｂｒｔａｎ，ｖｕ ｄｕｍ
ｂｔｓａｎ ～ ｖｕ ｄｕｍ ｂｒｔａｎ。不过有一些现象使我们相信藏语的舌尖塞擦音还可以
来自更复杂的语音形式，而不仅是单纯的舌尖塞音。
２）藏文的ｓｌ和ｚｌ在一些藏语方言中读舌尖前部位的塞擦音或含舌尖前

塞擦音的复辅音。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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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ｌｏｎｇ ｓｌｏｂ ｓｌｏｇ ｐａ ｓｌａ ｐｏ ｚｌａ ｂａ ｚｌａ ｂａ

乞讨 学 皮裘 容易 月亮 月份
达日  ｔｓｏ  ｔｓａｐ  ｔｓａｋ ｈｗａ  ｔｓａｍｏ ｒｄｚａ ｒｄｚａｗａ

海晏  ｔｓａ  ｔｓｏｐ  ｔｓｏｋ ｋｗａ  ｔｓａｍｏ ｒｄｚａ —
贵南  ｔｓｏ  ｔｓｏｐ ｗａｋ ｔｓａｋ  ｔｓａｍｏ ｒｄｚａ ｒｄｚａ

化隆（地咱） ｈｔｓｏ ｈｔｓｏ ｔｓｏｋ ｋｗａ ｈｔｓａｍｏ ｄｚａ ｈｄａｗａ

甘孜 ｔｓｕ ｔｓａ — ｔｓａ ｄａ ｄａ

丁青 ｓｍ ｔｓｐ ｐａｋ ｔｓａ? ｔｓａｍｏ ｄａａ ｄａｗａ

玉树 ｔｓｏ ｔｓｏ? ｔｓａｐａ ｔｓａｍｏｍａ ｄｚａ ｄｚａ

卓尼 － ｔｓｏ － ｔｓａｍｏ ｄｚａ ｄｚａ

有几个词，除了ｓｌ、ｚｌ的写法而外还有以舌尖塞擦音作声母的形式。
例如ｚｌａ ｃｈｕ “澜沧江”，也写作ｒｄｚａ ｃｈｕ，而且跟这一水名有关的地名，如
青海省“杂多”县，在藏文中只写ｒｄｚａ ｓｔｏｄ不写ｚｌａ ｓｔｏｄ。ｓｌｅ （ｌ） 　 ｐｏ “背
筐”也写作ｔｓｅ （ｌ）ｐｏ。ｓｌａｇ “皮袍”也写作ｒｔｓａｇ或ｔｓｈａｇ （ｓ），如ｔｓｈａｒ
ｓｌａｇ ～ ｔｓｈａｒ ｒｔｓａｇ ～ ｔｓｈａｒ ｔｓｈａｇ “羔皮皮袍”。又如ｒｄｚｏｇ “弄倒，退还”，大概
是从ｚｌｏｇ分化出来的，用于安多方言的一些地方，意义大致和ｓｌｏｇ相当（参
见词族部分）。

在后面ｌ类辅音组合部分我们分析ｓｌ和ｚｌ的中间原来都有舌尖塞音，
根据上表各地ｓｌ、ｚｌ的读音，我们认为藏语舌尖前部位的塞擦音在某些词中
来源于 ｔｌ、 ｔｈｌ、ｄｌ。由塞音构成的ｌ类辅音组合，有舌根音的ｋｌ、ｇｌ，唇
音的ｂｌ，却完全没有舌尖塞音的ｔｌ、ｔｈｌ、ｄｌ，也让我们想象它们在藏文创制
之前已经演变为其他的语音形式。
３）藏语舌尖塞擦音还有一个来源，那就是带鼻音前缀的舌尖擦音声母演变

来的。如ｓｏ （ｓｏ ｎａｍ “农事”，ｓｏ ｔｓｈｉｓ “生计”）：ｖｔｓｈｏ “活，生存”，ｖｄｚａｇｓ ～
ｚａｇｓ “滴流”，ｖｄｚａｄｚａｄ “耗尽”，ｖｄｚｕｇｓ “栽，刺”：ｚｕｇ “栽住，刺入”。

２ 舌面前塞擦音
１）在藏语书面语中，塞音和与之相配的颚化音系列是这样的：

ｋ　 ｋｈ　 ｇ　 　 ｔ　 ｔｈ　 ｄ　 　 ｐ　 ｐｈ　 ｂ
ｋｙ ｋｈｙ ｇｙ ｐｙ ｐｈｙ ｂｙ

从上表可以看出，舌根音和双唇音两组都有相应的颚化音，而舌尖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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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没有，所以早有学者指出，藏语原来也有颚化的舌尖音系列 ｔｙ、 ｔｈｙ、
ｄｙ，只是早已分别演变为舌面前塞擦音ｃ、ｃｈ、ｊ而已。由于ｔｙ、ｔｈｙ、ｄｙ
演变为ｃ、ｃｈ、ｊ的时间很早，所以很难见到这种演变的痕迹。下面的几组
词或可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ｇｔａｇ “鞭打”：ｌｃａｇ “鞭子”，ｔｈａｂｓ ｃｉｇ “同时，
一起”：ｃｈａｂｓ ｃｉｇ “同时，一起”，ｌｄａｇ “舔”：ｌｊａｇｓ “舌头”，ｓｐｙｉ ｔｈｅｒ “秃
顶”：ｓｐｙｉ ｃｈｅｒ “秃顶”，ｔｏｇ （帽子、旗杆等顶上的）圆疙瘩： （ｔｈｏｒ）ｃｏｇ
“发髻”，ｂｌａ ｂｒｔｏｌ “冒失”：ｂｌａ ｃｏｌ “冒失”：ｂｌａ ｖｃｈｏｌ “冒失”。另外，古藏
语３个塞音前缀与声母结合时存在同位排斥现象，而藏语的这三个舌面音声
母都不与前缀ｄ结合，也可以佐证它们原来含有舌尖音的成分。
２）除了 ｔｙ、 ｔｈｙ、ｄｙ以外，若从异形词来看，ｃ、ｃｈ、ｊ三者还应有以

下几个来源。
颚化舌根音（参见江荻１９９６，２００２ －１：４６３页、５１９ ～５２０页）。试比较：
ｋｙａｌ ｇｔａｍ ～ ｃａｌ ｇｔａｍ “废话” 　 　 　 ｂｋｙｉｇｓ ～ ｂｃｉｇｓ “系、绑”
ｒｋｕｂ ｋｙａｇ ～ ｒｋｕｂ ｌｃａｇ “椅、凳” ｓｋｙｕｎｇ ｇａ ～ ｌｃｕｎｇ ｇａ “红嘴鸦”
ｖｋｈｙａｌ ～ ｖｃｈａｌ “败坏” ｖｇｙｅｓ ～ ｖｊｅｓ “分开”
颚化双唇音。试比较：
ｓｐｙｉ ｃｅｒ ∶ ｃｉ ｃｅｒ “秃顶” ｓｐｙｉ ｂｒｔｏｌ ∶ ｃｉ ｂｒｔｏｌ “无耻”
ｓｔａｎｇｓ ｄｐｙａｌ ∶ ｓｔｅｎｇ ｇｃａｌ “伉俪” ｙｏ ｓｐｙａｄ ∶ ｙｏ ｃｈａｓ “用具”
ｐｈｙｕｒ ｂａ ∶ ｃｈｕｒ ｂａ “奶渣” ｖｐｈｙｏｒ ｐｏ ∶ ｍｃｈｏｒ ｐｏ “阔气”
ｐｈｙｏｄ ∶ ｃｈｏｄ “效率” ｂｙｕｓ ∶ ｊｕｓ “策略”
ｖｂｙａｎｇ ∶ ｖｊａｎｇ “泻” ｓｂｙａｎｇ ∶ ｒｊａｎｇ “粮囤”
ｖｂｙｏｎｇ ∶ ｖｊｏｎｇ “大口吃、喝” ｖｂｙｏｎ ｐｏ ∶ ｖｊｏｎ ｐｏ “能干”
ｄｐｙｏｄｄｐｙａｄｄｐｙａｄｄｐｙｏｄ ∶ ｇｃｏｄｇｃａｄｂｃａｄｃｈｏｄ “分析”
ｖｐｈｙｕｇｖｐｈｙｕｇｓ ∶ ｖｃｈｕｇｖｃｈｕｇｓ “错”
舌尖塞擦音。试比较：
ｓｔｓａｎｇ ∶ ｒｔｓａｎｇ ∶ ｃｈａｎｇ “青稞酒” ｇｔｓｉｒ ∶ ｇｃｉｒ “挤出”
ｔｓｈｕｄ ∶ ｃｈｕｄ “进入” ｍｔｓｈｅｄ ｐａ ∶ ｍｃｈａｄ ｐａ “墓地”
ｍｔｓｈｅｒ ｐａ ∶ ｍｃｈｅｒ ｐａ “脾” ｒｄｚａｎｇ ∶ ｒｊａｎｇ “箱子”
ｖｄｚａｎ ｐｏ ∶ ｖｊａｎ ｐｏ “夫” ｖｄｚａｎ ｍｏ ∶ ｖｊａｎ ｍｏ “妻”
ｖｇａｎ ｖｄｚｉ ｒａ ∶ ｇａｎ ｊｉ ｒａ “聚宝瓶” ｖｄｚｕｄ ∶ ｖｊｕｄ “使进入”
从调查材料看，藏文的ｒ类声母在方言中可能读舌面前塞擦音，不过那

都是先经过ｙ化或者卷舌塞擦音演变的，没有ｒ类声母直接演变为舌面塞
擦音的（参见后面ｒ类辅音组合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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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中的ｃ、ｃｈ、ｊ虽有上述几种不同的来源，最主要的还是来自 ｔｙ、
 ｔｈｙ、ｄｙ。 ｔｙ、 ｔｈｙ、ｄｙ早就全部演变为相应的塞擦音，所以公元七世纪创
制藏文时，只有ｃ、ｃｈ、ｊ，没有 ｔｙ、 ｔｈｙ、ｄｙ。颚化舌根音和双唇音、舌尖
塞擦音来源造成的ｃ、ｃｈ、ｊ，在时间上要晚，数量比较少。
３）此外，带次浊前缀的舌面擦音会变相应的塞擦音。例如ｖｊｕｚｈｕ “消

化”，ｚｈａｌ “脸”：ｍｊａｌ “拜见”，ｚｈｅ ｓａ “尊敬，敬语”：ｒｊｅ “主人”、ｒｊｅｄ “尊敬”。

３ 卷舌塞擦音
大多数藏语方言都有一套卷舌塞擦音，没有的地方不多。但是，藏文并

没有专门表示这类塞擦音的字母，说明卷舌塞擦音的出现比上述两类塞擦音
都晚，是公元７世纪屯弥三保扎创制藏文以后的事。从方言与书面语比较来
看，这些卷舌塞擦音都来源于古代ｒ类辅音组合。例如：

道孚 玉树 德格德钦（奔子栏）拉萨 噶尔
ｓｋｒａ 头发 ｒ?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ｂｋｒｏｌ 解开 — — ?ｉ： — ?： ?ｏｏｌ

ｋｈｒａｇ 血 ?ｈɑ ?ｈɑ? ?ｈɑ? ?ｈａ? ?ｈａ? ?ｈａ?

ｋｈｒｉ 万 ?ｈ ?ｈ ?ｈｉ ?ｈ ?ｈｉ ?ｈｉ

ｍｋｈｒｉｓ ｐａ苦胆 ｍ?ｈｐａ ?ｈｐａ ｎ?ｈｉ：ｐａ ?ｈｗａ ?ｈｉｐａ —
ｖｋｈｒｕｇ 乱 ｎ?ｈｕ — ｎ?ｈｕ? ?ｈｏ? ?ｈｕ? ?ｈｕ?

ｓｇｒａ 声音 ｓｇｒａ — ｄａ ｄａ ?ａ ?ａ

ｖｇｒａｍ ｐａ脸颊 ｎｄａ ｎｂａ ｎｄ ｎｄｉ ｎｄ：ｐａ ｎ? ｎｐａ ?ａｍ ｐａ ｎ?ａ：ｍ ｐａ
ｇｒｉ 刀 ｄ ? ?ｉ ｊｉ ｄ ?ｈｉ ?ｉ

ｇｒｕ 船 ｄ ? — — ?ｈｕ ?ｕ

ｇｒｏ 小麦 ｄｏ ?ｏ ?ｏ — ?ｈｏ ?ｏ

ｄｒｕｇ 六 ｄｕ ?ｕ? ?ｕ? ?ｏ? ?ｈｕ? ?ｕ?

ｄｒｅｌ 骡子 ｄｉ ?ｉ ?ｉ： ｇｉ ?ｈｅ： ?ｅ：
ｓｐｒｉｎ ｐａ 云 ｒｐ?ｎ ｐ ?ｉ： ?ｉ ?ｉ ｐａ  ｉ：ｎ
ｓｐｒｅｕ 猴 ｓｐｒｅｗ — ?ｕ： ? ｐｉｕ ?ｉｕ：
ｐｈｒａ ｐｏ 细 ｍ?ｈａ ｍ?ｈａ ｐｈａｍａ ｎ?ｈａｗｏ ?ｈｋｅ? ｐｈａｐｏ ?ｈｕ：
ｖｐｈｒｏｇ 抢 ｍ?ｈｏ ?ｈｏｕ? ｎ?ｈｏ? ?ｈｕ? ?ｈｏ? ?ｈ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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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ａｎｇ 胸 ｐｒｏ ?ｏ ｎｄｏ ?： ? ｔａ ｐｈａ ｋｏ? ?ａ ｋｏ?

ｖｂｒａｓ 米 ｎｂｒｅ ｎｄｉ： ｎｄ： ｎ?ｅ ?? ｎ?：
ｖｂｒｉ 母牦牛 ｎｂｒ ｎｂ ｎｄｉ ｎ?ｍａ ?ｉ ｎ?

ｓｂｒｕｌ 蛇 ｓｂｒ ｂｉ ｒｕ ｄ ?ｙ： ?ｕ：ｌ
ｂｒｏ ｂａ 味道 ｐｒｏｗａ — ?ｏｗａ ?ｍａ ?ｈ： ?ｏａ：

４ 舌面中塞擦音
现代藏语方言还有一套舌面中的塞擦音。在我们见过的材料中，有这种

塞擦音的地方只有安多方言的祁连、门源、泽库、贵南、久治、达日、班
玛、红原、循化（５０年代调查材料）、同仁、贵德、碌曲（西仓）、夏河
（沙沟、卡加、左日盖、阿木去乎四地）。由于这类塞擦音的存在，这些地
方都有４套塞擦音，比其他地方多出一套。

舌面中塞擦音通常来源于书面语的颚化舌根音。试比较：
祁连 久治 贵南 同仁 贵德碌曲（西仓）

ｄｋｙｉｌ 中间 ｈｃｉ ｃｉ ｘｃｉ ｈｃｉ ｈｃｉ ｈｃｉ

ｒｋｙａｌ ｐａ 皮口袋 —  ｃａｗａ ｈｃａｗａ ｈｃａａ ｈｃａｗａ —
ｓｋｙａ ｋａ 喜鹊  ｃ ａ  ｃａｋ ａ ｈｃａ ｈｃａａ ｈｃａ ｈａｋ ｋａ

ｓｋｙｉｄ ｐｏ快乐  ｃｔｐｏ  ｃｔｐｏ  ｃ ｒｏ ｈｃｐｏ ｈｃ ｒｏ ｈｃ ｒｏ

ｓｋｙｕｇ 呕吐  ｃｕｋ  ｃｋ  ｃｋ ｈｃｋ ｈｃｋ ｈｃｋ

ｓｋｙｅ 出生  ｃｉ  ｃｅ  ｃｅ ｈｃｅ ｈｃｅ ｈｃｅ

ｓｋｙｏｎ 毛病  ｃｏｎ  ｃｏｎ  ｃｏｎ ｈｃｏｎ ｈｃｏｎ ｈｏｎ

ｖｋｈｙａｇｓ 发冷 ｎｃｈａｋ ｎｃｈａｋ ｎｃｈ ｃｈａｋ ｃｈａｋ ｎｃａｋ

ｋｈｙｉ 狗 ｃｈ ｃｈ ｃｈ ｃｈ ｃｈ ｃｈ

ｖｋｈｙｉｌ （水）积 ｎｃｈｉ ｎｃｈｉ ｎｃｈｉ ｃｈｉ ｃｈｉ ｃｈａｎ

ｖｋｈｙｅｒ 携带 ｎｃｈｒ ｎｃｈｅｒ ｎｃｈｒ ｃｈｅｒ ｃｈｅｒ ｃｈａｒ

ｋｈｙｏｄ 你 ｃｈｏ ｃｈｏ ｃｈｏ ｃｈｏ ｃｈｏ ｃｈｏ

在安多方言各地，几乎都有或多或少的舌根音与ｒ的组合读如颚化舌
根音，所以有些读舌面中塞擦音的词在书面语中是舌根音与ｒ的组合。例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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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连 久治 贵南 同仁 贵德碌曲（西仓）
ｓｋｒａ 头发  ｃ  ｃａ  ｃａ ｈｃａ ｈｃａ ｈｃａ

ｓｋｒａｇ 害怕  ｃａｋ  ｃａｋ  ｃａｋ ｈｃａｋ ｈｃａｋ ｈｃａｋ

ｓｋｒａｎｇ 肿  ｃａ  ｃａ  ｃａ ｈｃａ ｈｃａ ｈｃɑ

ｂｋｒａｍ 展开 — ｐｃａ ｃａｍ — ｃａｍ —
ｄｋｒｕｇｓ 搅  ?ｕｋ  ｃｋ ｆｋ ｈ?ｋ ｈ?ｋ ｈ?ｋ

ｋｈｒａｇ 血 ｃｈａｋ ｃｈａｋ ｃｈａｋ ｃｈａｋ ｃｈａｋ ｃｈａｋ

（ｖ）ｋｈｒｉｄ 牵领 ｃｈｔ ｃｈｔ ｎｃｈｌ ｃｈｌ ｃｈｌ ｃｈ

ｇｒａｎｇｓ ｋａ 数目ｃａ  ｋ ｋｈａ ?ｊａ ｃａ ｋａ ｃａ ｈｋａ ｃａ ｈｋａ ａ ｋｈａ

ｇｒｉ 刀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ｖｇｒｏ 走 ｎ?ｊｏ ｎ?ｊｏ ｎ?ｊｏ ｎ?ｊｏ ｎｏ ｎ?ｊ

ｓｇｒｏ 翎 ｒｏ ｒ?ｊｏ ｒ?ｊｏ ?ｊｏ ?ｊｏ ?ｊｏ

ｃ组塞擦音在藏文中没有专门的字母表示，说明它们也是创制藏文以
后才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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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面鼻音的来源

（本书以ｎｙ表藏文的舌面鼻音。但在本节中，以代之，而以ｎｙ表颚
化的舌尖鼻音。）

从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舌面鼻音的产生也是多源的。（参见江荻
２００２ （１），５３３ ～ ５４１页）

１ 从词族和异形词的材料看，书面语中有些来自ｍｙ。试比较：
ｍｙａｇ ｐｈｒａｎ ～ ａｇ ｐｈｒａｎ “箭” 　 ｍｙｕｇ ｍｙｕｇ ～ ｕｇ ｕｇ “闪动”
ｍｙｕｌ ～ ｕｌ “漫游” ｓｍｙｕｇ ｍａ ～ ｓｕｇ ｍａ “竹子”
ｓｍｙｕｎｇ ～ ｓｕｎｇ “削减” ｓｍｙｕｎｇ ｂｕ ～ ｓｕｎｇ ｂｕ “锥子”
ｍｙｏｇ （ｓ） ～ ｓｏｇｓ “小孩” ｒｍｙｏｎｇ ～ ｒｏｎｇ “伸展”
ｓｍｙｅｎ “媒妁”、ｓｍｙａｎ “结亲”：ｇｅ “求婚”、ｇｅｎ “亲戚”
有些双音节的复合词，后一音节的声母是，拉萨话两个音节连读时前

一音节会增生一个ｍ。我们猜想，所以会多出这个ｍ，是因为这些复合词
最初形成时，后一词素的声母是（ ｍｙ ＞）ｍ，后来 ｍ脱落只剩下
 －，藏文创制后也写为。在拉萨等地的方言中，ｍ中的ｍ在语音
演变过程中进入前一音节而被保留下来。例如ｌｃｉ ｂａ “牛粪”拉萨读
／ ｏ： ／，而ｌｃｉ ｒｎｙａｎｇ “稀牛粪”读／ ｏｍ ： ／。又如ｓｇｒａ （／ ?ａ ／） ｓａｎ
（／ ： ／） ／ ?ａｍ ： ／ “六弦琴”，ｃｈｕ （／ ｈｕ ／） ｓｎｙｉｇｓ （／ ｉ? ／） ／ ｈｕｍ
ｉ? ／ “洗过东西的脏水”，ｃｈｕ （／ ｈｕ ／）ｒｎｙｏｇ （／ ｏ? ／） ／ ｈｕｍ ｏ? ／ “浑
水”，ｍｇｏ （／ ｋｏ ／）ｒｎｙｏｇ （／ ｏ? ／） ／ ｋｏｍ ｏ? ／ “复杂”。
２ 一些异形词显示，历史上也有ｎ、ｎｇ演变为的情况，后边一般是

ｉ、ｅ这样的前高元音。例如：
ｒｎｉｌ ～ ｒｉｌ “牙龈” 　 　 　 　 　 　 　 　 ｎａ ｎｉｎｇ ～ ｚｌａ ｉｎ “去年”
ｇｚｈｅｓ ｎｉｎｇ ～ ｇｚｈｅｓ ｉｎｇ ｌｏ “前年” ｎｇａｌ ～ ｅｌ “疲劳”
ｎｇｅｒ ～ ｅｒ “咆哮”
从上面各例看，鼻音ｎ、ｎｇ演变为舌面鼻音似与前高元音有关，但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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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词并不是前高元音。从前边：ｍｙ的异体看，鼻音ｎ、ｎｇ演变为舌
面鼻音的原因更可能是腭化造成的，即使后面是前高元音，也是通过使鼻音
腭化而实现的。只是腭化的舌尖、舌根鼻音与双唇鼻音向舌面鼻音的转移不
同步，腭化的ｎ和ｎｇ向舌面鼻音的演变发生在藏文创制之前，演变之前的
形式没有被文字记录下来。

让我们再看看下面这个表：
ｋ、 ｋｈ、 ｇ、 ｎｇ　 　 ｔ、ｔｈ、ｄ、ｎ　 　 ｐ、 ｐｈ、 ｂ　 ｍ
ｋｙ、ｋｈｙ、ｇｙ、 ｐｙ、 ｐｈｙ、ｂｙ、ｍｙ
从这个表可以看出，公元七世纪创制的藏文，与ｍ：ｍｙ对比，显然缺

了颚化的鼻音ｎｙ和ｎｇｙ。藏文创制之时ｎｙ、ｎｇｙ已经转移，只有颚化的
双唇鼻音还保留着。除了这种排列对比而外，从藏语本身已很难看出ｎｙ、
ｎｇｙ在藏语中存在过的痕迹。但是与亲属语言同源词的比较，使我们相信

ｎｙ、ｎｇｙ两个颚化的鼻音在藏语中是存在过的。
鱼 借 听 少 二 心脏 穗

书面藏语 ａ ｒａ ａｎ ｕｎｇ ｕｎｇ ｇｉｓ ｓｉｎｇ ｓｅ ｍａ
仓洛门巴 ａ ａ ａｎ ｕ ｐｕ ｉｋ ｔｓｉ ｔｈｉ ｌｏｍ ｎａｍ ｎａ
错那门巴 ａ ａｒ Ａｎ ｕ ｐｏ ｎＡｉ ｎｉ ｎｉｕ
独　 　 龙ɑ ｐｌǎ? ɑ ｔ ｎｉ? ɑ ｎｉ  ｍ? ɑ ｎǎｍ
阿　 　 昌ɑ  ɑ ɑ ɑ ｎ ｓ ｎｕ ｌｕ ｋｕ ｎɑ
彝  ? ｕ ｎ ｉ ｎｅ ｍｏ ｎ
傈　 　 僳 ｕɑ ｕɑ ｎɑ ｌｏ ｎｅ ｉ ｎｉ ｍɑ ｅ ｎｅ
拉　 　 祜 ａ ａ ｎａ ｍ ｉ ｉ ｉ  ｎｕ
哈　 　 尼 ａ ｄｅ ｐｈａ ｎａ ｘａ ｎ ｉ ｎ ｍａ ａ ｎ

　 　所以，在藏语中，舌面鼻音产生的根本原因，如同舌面塞擦音一样，是
颚化音的出现。颚化音是藏语舌面音产生的主要基础，它们演变为舌面音只
是个迟早的问题。在藏语书面语中还存在的声母是ｍｙ的词，在我们见过的
方言材料中均已演变为舌面鼻音（个别地方有进一步的变化）。例如：

道孚 乐都 玉树 乡城 拉萨
ｍｙｏｎｇ曾经 ｍｏ ｏ ａ  ｕ ｕ
ｄｍｙａｌ ｂａ地狱ａｌ ｗａ ｒ ｗａ ａ ｗａ ａ ｌａ ａ ｌａ
ｓｍｙｏ疯 ｓｏ ｏ ｏ  ｕ ｏ
ｓｍｙｕｇ ｍａ竹 ｓｕ ｍａ ｋ ｍａ ｕ?  ｕ ｕ 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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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从词族的材料看，有几个词中的 －来自ｖｂｙ：ｉｌ “垮塌”：ｖｂｙｉｌ
“滑落，坠落”，ｕｇ “涂，擦，抹”：ｖｂｙｕｇ “涂，擦，抹（油）”，ｕｌ “抹
（墙泥）”：ｖｂｙｕｌ “捋（胡子，毛发）”，ｕｌ “漫游”：ｍｙｕｌ “漫游”：ｂｙｕｌ
ｂｙｕｌ “漫游”。

在上面几组材料中，最后一组还有一个ｍｙ的形式。我们猜想，这几组
词中声母的演变，大约都经过ｖｂｙ ＞ ｍｙ ＞ 的过程，只是有的词的中间过
程在书面语中得到了反映，有的词没有得到反映。另外，“漫游”一词，我
们在辞书中没有见到ｖｂｙｕｌ的形式，但在古代藏语中很可能存在过，不然是
难以演变为 －的。
４ 据藏文史书记载，公元９世纪藏王热巴坚时期的文字改革中，将ｍｙ

改为ｍ。翻检辞书，被改成ｍ的，只限前高元音为ｉ、ｅ的词，其他元音前
边的ｍｙ均保留未动。

如前所述，ｍｙ在现代藏语方言中已经演变为舌面鼻音，但是在改革中
改为ｍ的那一部分词，在现代安多方言以及一部分属于康方言的地方，基
本上仍读，其他方言则读ｍ。例如：

ｍｉ ｍｉｇ ｍｉｎｇ ｍｅ ｍｅｄ ｒｍｉｇ ｐａ ｓｍｉｎ ｓｍｅ ｂａ

人 眼名字火没有 蹄子 成熟 痣
拉萨 ｍｉ ｍｉ? ｍｉ ｍｅ ｍ? ｍｉｋｐａ ｍｉ： ｍ：
宗喀 ｍｉ ｍｉｄｏ ｍｉ： ｍｅ — ｍｉｐ — —
列城 ｍｉ ｍｉ? — ｍｅ ｍｅｔ ｍｉｋｐ — —
康定 ｍ ｍｉ ｍｉ ｍｅ ｍｅ ｉｐａ — ｍｅｊａ

德格 ｉ ｉ? ｉ： ｅ ｍｅ? ｎｉ ｘｈｅ ｉ ｍｗａ

道孚 ｍ ｘｕ ｍｏ ｍｉ ｍｅ ｒｕｐａ ｓｍｎ ｓｍａｗａ

夏河  ｋ ａ ｅ ｍｅｌ ｈｋ ｋｗａ ｈｎ ｈｍｅ

　 　这种少数地方读其他方言读ｍ的情况说明，改革之时前高元音前边
的ｍｙ，在多数地方都发生了失去腭化的现象（属格助词ｋｙｉ、ｇｙｉ，具格助
词ｋｙｉｓ、ｇｙｉｓ在拉萨等地也有这种现象）。公元９世纪改革中将一部分词中
的ｍｙ改为ｍ，正是根据大多数地方读音的变化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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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 ｖ、 ｗ 四辅音的来源

藏文一共有３０个辅音字母，我们相信，其中有些辅音在原始藏语阶段
既已有之，有些则是后起的。

从书面语来看，这３０个辅音在功能上并不完全相同。有些只能作声母；
有些不光能作声母，而且能作韵尾、前缀、后缀。只能作声母的那些辅音之
中，有些可以跟前缀结合，有些则完全不能。能与前缀结合的那些，结合能
力也有大有小。
３０个辅音作声母的构词能力也是不同的。藏文词典中字数最少的是?、

ｈ、ｖ、ｗ四部。在张怡荪先生主编的《藏汉大辞典》中，?部只有３３页，ｖ
部１９页，ｈ部１６页，ｗ部１页，而ｄ部则多达２２５页，相差极为悬殊。

以上种种现象恐非偶然。我们想，藏语中一个辅音功能的多少和作声母
构词能力的大小，与它们在历史上出现时间的早晚可能存在一定的关系。

?、ｈ、ｖ、ｗ四个辅音在藏语书面语中只作声母，也不与任何前缀结合
（书面语中的ｌｈ是两个字母表一个单辅音，ｌ不是前缀），作声母的构词能
力在３０辅音中也是最差的，说明它们在这些辅音中出现最晚。

藏文创制以后，有些词素的声母在某些地方或某些词中已经发生变化，
而在另一些地方或另一些词中还保留着原来的读音，并且在书面语中保留了
下来，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对藏语某些词中的?、ｈ、ｖ、ｗ声母的来源作些
初步的探讨。

一　 喉塞音?
１ 如果说?、ｈ、ｖ、ｗ ４个声母出现比较晚，它们是怎样产生的？从

某些词看，喉音声母?是从次浊声母的前缀音演变来的。
１）“耳朵”在拉萨读／ ?ａｍ ｏ? ／，字典里写作?ａ ｍｃｈｏｇ （或根据其他

地方的读音写作?ａ ｌｃｏｇ）；“耳环”读／ ?ａ ｌ： ／，字典里写作?ａ ｌｏｎｇ。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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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ｌｏｎｇ在藏文里是“环状物”，那么上述两个词中的?ａ是不是实词素
“耳”？或者是成音节的前缀？这在字典里还看不出来。

书面语中“耳朵”是ｒｎａ，用它构成的词有：ｒｎａ ｍｃｈｏｇ “耳朵”、ｒｎａ
ｌｃｏｇ “耳朵”、ｒｎａ ｃｏｇ “耳朵”、ｒｎａ ｋｈｕｎｇ “耳孔”、ｒｎａ ｓｐａｂｓ “耳屎”、ｒｎａ
ｌｏｎｇ “耳环”等。在拉萨，ｒｎａ ｋｈｕｎｇ “耳孔”、ｒｎａ ｓｐａｂｓ “耳屎”都还使用。
对照ｒｎａ ｍｃｈｏｇ “耳朵”和?ａ ｍｃｈｏｇ “耳朵”，ｒｎａ ｌｏｎｇ “耳环”和?ａ ｌｏｎｇ
“耳环”，我们相信，其中的?ａ是从ｒｎａ演变来的，是个实词素，不是前缀。
在拉萨等方言的一些词中，ｒｎａ演变成了?ａ （如“耳朵”、“耳环”），在另
一些词中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如“耳孔”、“耳屎”）。

“耳朵”也可写作?ａｍ ｍｃｈｏｇ、?ａｍ ｃｈｏｇ、?ａｍ ｃｏｇ，给?ａ加上了韵尾
ｍ。这是因为后一音节的前缀ｍ在语音演变过程中以前一音节韵尾的形式保
存了下来。

说与“耳朵”有关的这个?ａ （或?ａｍ）来自ｒｎａ，是不是说声母?是ｒ
和ｎ两个辅音合并而来的？恐怕不是。更可能是其中的古前缀ｒ演变的结
果。在甘德，次浊声母的前缀音，有些词中现在就读／ ? ／。例如：

ｌｎｇａ “五”：?ａ　 　 　 　 　 　 ｄｎｇｕｌ “银”：?ｕ　 　 ｍｎｇａｒ “甜”：?ａｒ
ｒｎｏ “钢”：?ｎｏ ｇｌａ “工钱”：?ｌａ ｒｌｕｎｇ “风”：?ｌｏ
ｄｂｒｉｌ ｄｂｒｉｌ “园的”：?ｒｉ ?ｒｉ ｄｂｙａｒ “夏”：?ｊａｒ ｇｙａｒ “借”：?ｊｏｒ
ｇｙｕ “松耳石”：?ｊ ｄｂａｎｇ ｐｏ “头部器官”：?ｏ ｗｏ
ｄｂｕｇｓ “气息”：?ｕｋ
在上边的ｄｂｕｇｓ “气息”和ｄｂａｎｇ ｐｏ “头部器官”两例中，原来的声母

ｂ弱化为ｗ后脱落，前缀ｄ变?保留下来。拉萨的“耳朵”大概也是这样。
ｒｎａ中的声母ｎ脱落，前缀ｒ变作?，取代声母，ｒｎａ就成了?ａ。

在《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中，?ｕｒ这个词没有汉语释义，注的是
“见ｄｂｕｒ （研磨，熨）”。其实这两个形式大概都是根据方言读音后来才出现
的写法，本字应该是ｓｎｕｒ （西藏措勤县现在仍读／ ｎｕ：ｒ ／）。?也是前缀演变
并取代声母的结果。
２）藏区不少地方现在称嘴上边的胡子为?ａ ｒａ，但更早恐怕是ｓｍａ ｒａ。

甘肃卓尼和舟曲（武坪）现在仍分别读／ ｍ ｒ ／和／ ｍｉａ ｒａ ／。在拉萨，嘴上的
胡子虽称／ ?ａ ｒａ ／，拔胡子的镊子却叫／ ｍ ａｐ ／，文字写作ｓｍａ ｖｊａｂ。前一词
素仍用原来的形式，只是受后一词素鼻冠音的影响，元音鼻化了。

在?ｉ ｋｈｕｎｇ “眼儿”这个词中，?ｉ很像个前缀。可是拿?ｉ ｋｈｕｎｇ跟
（ｄ）ｍｉｇ ｋｈｕｎｇ “眼儿”一比就不难看出，?ｉ ｋｈｕｎｇ和（ｄ）ｍｉｇ ｋｈｕｎｇ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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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前者是从后者演变来的，?ｉ是从（ｄ）ｍｉｇ演变来的。ｄｍｉｇ就是ｍｉｇ
“眼”，只不过根据古代某些方言的读音把前缀也写了出来。ｍｉｇ除了当
“眼”讲，也有“眼儿，小孔”的意思。“打眼儿”，在拉萨说／ ?ｉ ｋｈｕ ｐｉ? ／
（藏文：?ｉ ｋｈｕｎｇ ｐｈｕｇ）或／ ｍｉ? ｃａ? ／ （藏文：（ｄ）ｍｉｇ ｒｇｙａｇ）。
３）“骆驼”在藏语书面语中写作ｒｎｇａ ｍｏｎｇ，拉萨话读／ ?ａ ｍｏ： ／，在

《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中写作?ａ ｍｏｏ。但是多数辞书中都没有这种写
法，说明ｒｎｇａ ｍｏｎｇ变?ａ ｍｏｏ的地方还不多。
４）“花椒”在书面语中是ｇｙｅｒ ｍａ，拉萨读／ ｊｅｒ ｍａ ／或／ ?ｅ ｍａ ／，所以有

人也写作?ｅ ｍａ。像花椒样子的小铃铛本是ｇｙｅｒ ｋｈａ，随着语音的演变，有人
读得以?开头，所以书面上也可写作?ｅｒ ｋｈａ。与此类似的还有ｇｙａ ｓｈｉｎｇ ～ ?ａ
ｓｈｉｎｇ “门闩”。

“哈欠”在拉萨读／ ?ａ ｔｏｎｇ ／，书面上写作?ａ ｓｔｏｎｇ或?ａｌ ｓｔｏｎｇ。前一音节
也是貌似前缀而实是词根，来自ｇｙａｌ。ｇｙａｌ本是动词“打哈欠”。青海贵
德现在仍然在用这个词，读／ ｊｅｌ ／。
５）“搬运”一词在藏文中有?ｏｒ和ｄｂｏｒ两种写法。在现代方言中，道

孚读／ ｏｒ ／，斑玛读／ ｏｒ ／，德钦（升平镇和奔子栏）读／ ｗｕ ／，察隅读／ ｗａｒ ／，
拉萨读／ ?： ／。比较起来，ｄｂｏｒ恐怕是比?ｏｒ更早的形式。有些地方，ｄｂｏｒ
变ｗｏｒ，声母ｗ脱落，前缀取代声母（如道孚），后移即成 （如班
玛）；有些地方，ｄｂ变?ｗ，ｗ脱落，则剩?（如拉萨）；前缀音脱落，剩
ｗ（如德钦和察隅）。由于一些地方读?，在书面上就出现了?ｏｒ。类似的例
子有：ｄｂｏｒ ｐａ ～ ?ｏｒ ｐａ “房檐泄水的笕槽”，ｄｂｏｎ ｐｏ ～ ?ｏｍ ｐｏ “可饮酒结婚
的一类喇嘛”，ｄｂｅｎ ｃｈｕｎｇ ～ ?ｅｎ ｃｈｕｎｇ “小沙弥”。

不管原来的前缀是什么，在次浊声母前边它们往往有个喉音化的过程。
在复辅音简化为单辅音时，多数情况是喉音化的前缀脱落，声母留下；少数
词中则是原来的声母脱落，喉音化的前缀保留下来成为声母。
２ 在上面的例子中，?都来源于次浊声母的前缀音，而从另一些例子

看，清塞音声母也可以演变为喉塞音，尤其是舌根音声母。
１）?ｏｇ ｍａ “喉部”这个词，在张怡荪先生《藏汉大辞典》中说是方言

词，而在叶斯开的《藏英字典》和达斯的《藏英字典》中，都注以
“＝ ｌｋｏｇ ｍａ”。这可以说明，书面语的ｌｋｏｇ ｍａ有些地方（如拉萨）演变成
了?ｏｇ ｍａ。与上面的例子不同的是，?ｏｇ ｍａ中的?不是从前缀而是从声母
演变来的。因为从现代各地藏语方言读音看，清舌根塞音声母ｋ的前缀音
如果还没有脱落，还没有见到有读／ ? ／的地方。由同一词素构成的几个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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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异形词反映了同样的变化：ｌｋｏｇ ｄｋａｒ ～ ?ｏｇ ｄｋａｒ “白颈貂”，ｌｋｏｇ ｓｈａｌ ～
?ｏｇ ｓｈａｌ “牛颌垂胡”，ｌｋｏｇ ｇｓｏｇ ～ ?ｏｇ ｇｓｏｇ “嗉子”。由舌根塞音声母演变来
的喉塞音也出现在下列四例之中：ｌｋｏｌ ｍｄｕｄ ～ ?ｏｌ ｍｄｕｄ “喉结”，ｓｋｏ ｓｋｏ ～
?ｏｓ ｓｋｏ “下巴”，ｄｋａｒ ｇｏｎｇ ～ ?ａｒ ｇｏｎｇ “白石子”。ｒｋｏｍ ｔｓｈｕｇｓ ～ ?ｏｍ ｔｓｈｕｇｓ
“双手扶杖下巴置双手上的坐姿”。
２）喉塞音声母还有从腭化的舌根清塞音演变来的。这样的例子一个是

ｓｋｙａ ｂｏ ～ ?ａ ｂｏ “在家人”。我们见过的国外出版的字典中都没有?ａ ｂｏ “在
家人”这个词，但是张怡荪先生《藏汉大辞典》指出它是个方言词。在拉
萨，单称“在家人”为／ ?ａｕ ／，书面上两个音节?ａ ｂｏ合成了一个音节；可
是在“僧俗”这个复合词中，用ｓｋｙａ，不用?ａ，整个词读／ ｃａ ｓｅ ／，书面上
写作ｓｋｙａ ｓｅｒ。

腭化舌根清塞音声母演变为喉塞音的另一个可能的例子是ｓｋｙｉｇ （ｓ）ｐａ
（或ｓｋｙｉｇｓ ｂｕ）与?ｉｇ （ｓ）ｐａ （或?ｉｇ ｋａ，?ｉｇ ｂｕ）“（打）嗝”。张怡荪先生
《藏汉大辞典》把?ｉｇ ｋａ释为ｓｋｙｉｇｓ ｂｕ，把?ｉｇｓ ｐａ释为ｓｋｙｉｇ ｐａ。达斯《藏
英字典》则说，ｓｋｙｉｇ （ｓ）ｐａ口语说作?ｉ ｋｈｕｇ。在拉萨，口语的说法是／ ?ｉ
ｋａ ／，与书面上的?ｉｇ （ｓ）ｐａ和?ｉｇ ｋａ相当。不过?ｉｇ （ｓ）这个词素是不是
就是从ｓｋｙｉｇ （ｓ）演变来的还难说。因为动词“打嗝”除了ｓｋｙｉｇ （ｓ），书
面上还有ｇｙｉｇ的写法（它们也许都是拟声词）。所以?ｉｇ （ｓ）也有可能是从
ｇｙｉｇ （ｓ）演变来的。
３）除了舌根清塞音声母，舌尖和双唇清塞音声母也有演变为喉塞音的

现象。我们见到的舌尖音的一个例子是，“核桃”在藏语中是ｓｔａｒ ｋｈａ，而
“核桃皮色”是?ａｒ ｔｓｈｏｓ。这说明ｓｔａｒ这个词根的声母在“核桃皮色”一词
中演变成了喉塞音。
４）双唇清塞音声母演变为喉塞音的例子一个是，“乌鸦”在书面上虽

然只写作ｐｈｏ ｒｏｇ，但是在拉萨读不送气的／ ｐｏ ｒｏ? ／或／ ?ｏ ｒｏ? ／。我们怀疑其
中的喉塞音声母并非来自送气音ｐｈ，而是来自带前缀的ｓｐ。因为，一，
藏语有一批表动物的词带前缀ｓ；二，送气的ｐｈ更可能演变为ｈ （见下
文），送气音变不送气有些不正常。第一个词素ｐｈｏ的写法，没有反映拉萨
方言古代的读音。

ｖｐｈｏｎｇｓ在藏语中是“臀”。另有?ｏｎｇ，不单用。但是ｖｐｈｏｎｇｓ ｓｈａ和
?ｏｎｇ ｓｈａ都是“屁股肉”，这反映二者有渊源关系。由ｖｐｈｏｎｇｓ演变为?ｏｎｇ
构成的合成词还有：?ｏｎｇ ｇｏｎｇ “屁股蛋”，?ｏｎｇ ｒｉｌ “驴马粪”，?ｏｎｇ ｄｏ （ｎｇ）
“屁股蛋”，?ｏｎｇ ｂａ “干牛粪”。我们猜想，ｖｐｈｏｎｇｓ这个词在古代可能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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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形式：ｓｐｏｎｇｓ。有一批表示身体部位的词带有前缀ｓ。ｐｈｒｕ （ｇ）ｇｕ
“孩子”词根的声母虽然没有喉音化，但在拉萨读不送气的／ ｐｕ ｋｕ ／，大概也
是同样的原因造成的。

还有一个词中的喉塞音我也怀疑跟双唇声母有关系，那就是?ａｍ ｐｒａｇ
“怀兜”这个词。穿藏袍时，会在胸前腰带以上形成一个空间，相当于一个
口袋（需要时里面可以放些随身携带的物件。藏袍没有另外的口袋），书面
语称?ａｍ ｐｒａｇ （拉萨读／ ?ａｍ ｐａ? ／）。ｐｒａｇ （或ｖｐｒａｇ）的意思是“间隙，空
间”。那么?ａｍ是什么？我怀疑它来自ｐａｎｇ。ｐａｎｇ或ｂａｎｇ作名词是“怀”，
作动词是“抱”。也许是作名词的ｐａｎｇ演变成了?ａｍ。ｎｇ变ｍ是受后面ｐ
影响的结果。不过这只是猜想，还没有什么根据。
３ 上面介绍的只是一部分词中喉塞音声母的来历，是藏文第３０个字母

产生的基础。还有一些词的出现可能相对较晚，它们的喉塞音声母未必是从
其他辅音演变来的，如一些名词、叹词成音节的前缀?ａ。另外，（大人、主
人、上级）“申斥，说”（孩子，仆人、下级）藏文写作?ａｇ ｚｅｒ ｂａ，其中第
一音节更像是拟声来的。

二　 喉擦音ｈ

１ 从书面语的材料来看，藏语某些词中的ｈ是从塞音（主要是送气清
塞音）演变来的。《藏文文法根本颂色多氏大疏》５１页上就曾提到ｋｈ读ｈ
的现象。试比较：

ｈａ ｐａ “空头商人”：ｋｈａ ｐａ “经纪人”
ｈａ ｒｌａｎｇｓ “哈气”：ｋｈａ ｒｌａｎｇｓ “哈气”
ｈａ ｒｕｂ ｓｂａｒ ｒｕｂ “同心协力”：ｋｈａ ｒｕｂ “合拢”
ｈｕｒ ｌｅｎ “承担”：ｋｈｕｒ ｌｅｎ “承担”
ｈａｎｇ ｖｇｒｏｓ “信步而行”：ｔｈａｎｇ ｖｇｒｏｓ “信步而行”
ｈｏｂ ｔｅ “忽然”：ｔｈｏｂ ｔｅ “忽然”
ｈｏｌ ｒｇｙｕｇ “冒失”：ｔｈｏｌ “突然”
ｈｏｌ “松（土）”：ｓｂｏｌ “松（土）”
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旧称库伦，藏文有两种写法：ｋｈａｌ ｋｈａ ～ ｈａｌ ｋｈａ，也

反映了ｈ与ｋｈ的关系。
除了上述历史上塞音演变为清喉擦音外，现代安多方言的大多数地方书

面语声母ｐ都读／ ｈ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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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ａｇ ｐｈｏ ｂａ ｐｈａｒ ｐｈａ ｍａ

猪 胃 往那边 父母
海晏 ｈａｋ ｈｏ ｈａｒ ｈａ ｍａ

贵南 ｈａｋ ｈｏ ｈａｒ ｈａ ｍａ

兴海 ｈａｋ ｈｏ ｈａｒ ｈａ ｍａ

尖扎 ｘａｋ ｈｏυａ ｈａｒ ｈａ ｍａ

　 　 在尖扎，上列４例中有３例的声母读／ ｈ ／，而“猪”的声母是小舌的
／ ｘ ／。在乾宁，除“父母”一词没有记录外，其他３个词的声母都读舌根清
擦音／ ｘ ／。由此我们推想，历史上藏语一些词的声母由ｐ变ｈ，不是一步到
位，起码经历了舌根和小舌清擦音的阶段。

在仓洛门巴语中也有这种塞音声母变ｈ的现象（《仓洛门巴语简志》第
１６页）。

２ “霉”在藏语书面语中有几种说法：ｒｌａｍ、ｇｌａｍ、ｒｌａｍ ｐａ、ｈａｍ ｐａ。
“发霉”也有几种说法：ｒｌａｍ ｋｈｙｅｒ ｂａ、ｈａｍ ｋｈｙｅｒ ｂａ、ｇｌａｍ ｇｙｉｓ ｋｈｙｅｒ ｂａ。根
据这些材料，在“霉”这个词中似乎有过这样的演变：ｒ ＞ ｇ ＞ ｈ。声母ｌ
脱落了。同样，ｈａｍ ｋｈｙｅｒ “贪取”有异体ｒｌａｍ ｋｈｙｅｒ，ｈａｍ （ｎｙａｍｓ）“狂气”
同族词有ｒｌｏｍｂｒｌａｍｂｒｌａｍｓ “自负”，也显示ｈ与ｒ （ｌ）有渊源关系。如果
这种认识符合历史事实，那就意味着以次浊音为第二成分的辅音组合的前一
辅音可能演变为清喉擦音。这种现象在现代方言中也有反映。例如贵德：

ｇｎｙｉｓ ｇｎａｍ ｄｎｇｕｌ ｄｍａｇ ｒｎｇａ ｒｎｙｅｄ

二 天 银 战争 骆驼 找到
ｈｉ ｈｎａｍ ｈｕ ｈｍａｋ ｈａｍｏ ｈｅｌ

ｒｎａ ｒｍｉｇ ｐａ ｌｎｇａ ｍｎｇａｒ（ｍｏ） ｇｙａｇ

耳 蹄子 五 甜 公牦牛
ｈｎａ ｈｋ ｘｈａ ｈａ ｈａｒｍｏ ｈｊａｋ

　 　又如普日格：ｇｌａｎｇ ／ ｈｌａｎ ｔｏ ／ “牛”，ｇｌｏ ｂａ ／ ｈｌｏａ ／ “肺”，ｒｌｕｎｇ ／ ｈｌｕ ／
“空气”

下面这个例子中的ｈ似乎也有相似的来源：ｓｎｇｕｒ ｂａ “鼾声” ／ ｒ ｗａ ／
（夏河）， ／  。ｒ ｗａ ／ （天峻）， ／ ｈｒ ｗａ ／ （红原。ｓ ＞   ＞ｘ ＞ ＞ ｈ）。
３ 从一些方言调查材料看，现代方言中的清喉擦音可能来自清化的鼻

音，尤其是舌根鼻音声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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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ｎｇｏｎ ｐｏ ｓｎｇｏｎ ｓｎｇａｓ ｓｎｇａｇｓ ｓｎｇａ ｐｏ

蓝色的 先 枕头 咒 早
德钦（升平镇） ｈｕ ｈｕ 。ｅｎ ｍａ ｉ ｉｎ ｈｙ ａ? 。ａ ａ

德钦（奔子栏） 。ｕ ｓｉｎ ｈｅ ｍａ ｈｅｎ ｇｕｏ ｃｈｙ ａ ｈａ ａ?

中甸（大中甸） ｕｏ ｉ ｈｅｎ ｕ ｎｎ  ｅ ｈａ ｈａ ａ?

维西（大坡岗） ｏ ｉ ｈｅ  ｈｅｎ ｎｇｕ ｍ ｈａ ｈａ ｍ

　 　调查报告说，书面语的ｓｎｇ在德钦（奔子栏），老年人读清化鼻音／ 。／
或清擦音／ ｈ ／是自由的，青年人都读／ ｈ ／。

这种清化鼻音声母演变为清喉擦音的现象，在不丹王国的宗喀藏语中也
有反映。在Ｍａｒｔｉｎｅ Ｍａｚａｕｄｏｎ和Ｂｏｙｄ Ｍｉｃｈａｉｌｏｖｓｋｙ的Ｌｏｓｔ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ｏｎ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ｉｎ Ｄｚｏｎｇｋｈａ一文中就有下列两个例子：

恰布恰 廷布
“鼻涕”ｓｎａｂｓ ｎａｐ ｈａｐ

“油”ｓｎｕｍ ｎｕｍ ｈｕｍ

　 　在书面语中有几个与ｈ有关的同源词：
ｈａｍ ｓｅｍｓ “野心”：ｒｎｇａｍ ｓｅｍｓ “野心” 　 　 ｈａｂ “贪婪”：ｓｎｇａｂ “贪”
ｈａｎｇ “气促”：ｓｎｇａｎｇ “紧张，气促” ｈｕｂ “满口”：ｒｎｇｕｂ “喝进”
其中的ｈ是从清化的鼻音演变来的，还是从前缀音演变来的，还不清

楚。

三　 多用途的Ｖ

１ 上面说到，清化舌根鼻音可以演变为喉部清擦音，那么，不清化的
舌根鼻音能不能演变为相应的喉部浊擦音？从一些例子看可以，而且出现得
更早。这从书面语的异形词或者同族词可以得到证明：

ｎｇａ ｃａｇ ～ ｖａ ｃａｇ “我们” 　 　 　 ｎｇａｎ ｂｕ ～ ｖａｎ ｂｕ “在下，我们”
ｎｇａｎｇ ｐａ ～ ｖａｎｇ ｋａ “野鸭” ｎｇａｒ “激动”：ｖａｒ “蛮横，怒气”
ｎｇｕｒ “（猪、牛）哼哼”：ｖｕｒ “噪声；发出噪声”
ｒｎｇａｍ ｇｔｓｉｇｓ ～ ｖａｍ ｇｔｓｉｇｓ “咬牙切齿”
最后一例也可说作?ａｍ ｇｔｓｉｇｓ。这大约是因为，有的地方前缀ｒ演变为

喉塞音，鼻音声母脱落而成?ａｍ ｇｔｓｉｇｓ；有的地方前缀ｒ脱落，鼻音声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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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而成ｖａｍ ｇｔｓｉｇｓ。
２ 还有一些词显示，不只是舌根鼻音声母可以演变为浊的喉擦音，浊

的舌根塞音以至舌尖和双唇塞音声母也可以演变为浊的喉擦音。例如：
ｇａ ｃｈａｄ ～ ｖａ ｃｈａｄ “疲劳” ｇｕ ｔｈｕｇ ～ ｖｕ ｔｈｕｇ “束手无策”
ｂｏｒ ～ ｖｏｒ “丢弃，遗失 ｄｂｏｒ ～ ｖｏｒ “运输”
ｒｄｏｌ “突然出现”：ｖｏｌ ｓｐｙｏｄ “疏忽马虎的行为”
我们认为，藏语书面语的属格助词中的ｖｉ和具格助词中的ｖｉｓ也是分别

从ｇｉ和ｇｉｓ两个形式演变出来的（张济川１９８２）。
３ 藏语有一个虚词在藏文文法中称作ｒｇｙａｎ ｓｄｕｄ。它有３种形式：

ｋｙａｎｇ、ｙａｎｇ、ｖａｎｇ。我们猜测它最初只有声母腭化的ｋｙａｎｇ，经过演变，后
来只用在ｇ、ｄ、ｂ、ｓ的后面，在响音尾音后面用ｙａｎｇ。但是，在元音后
面时，除了用ｙａｎｇ，还可以用ｖａｎｇ，从ｙａｎｇ分化出了ｖａｎｇ。

上面说的是ｋｙａｎｇ在一定语音条件下分化出ｙａｎｇ，ｙａｎｇ又分化出ｖａｎｇ，
ｖａｎｇ不是直接从ｋｙａｎｇ演变来的。而ｌｋｏｌ ｍｄｕｄ ～ ｖｏｌ ｍｄｕｄ “喉结”，似乎是
清舌根塞音声母也演变成了ｖ，非常奇怪。
４ 在现代藏语方言中，书面语的声母ｖ主要读作／  ／、 ／  ／、 ／  ／、 ／ ｗ ／

和零声母。例如：
乾宁 班玛 那曲 兴海 囊谦

ｖｏ ｍａ奶 ｏ ｍａ ｏ ｍａ ｏ ｍａ ｏ ｍａ ｗｏ ｍａ

ｖｏｄ光 ｏｔ ｚｅｒ ｏｔ ｕ? ｏｌ ｗｕ?

ｖｏｎ ｐａ聋子 ｏｎ ｎｂａ ｏ ｎａ ｊｏ：ｍ ｐａ ｏｎ ｎｂａ ｗｕ ｂａ

ｖｕｇ ｐａ猫头鹰ｕｋ ｘａ ｋ ｐａ ｕ? ｐａ ｋ ｋａ ｗｋ ｐａ

　 　从上列方言读音可以看出，书面语声母ｖ的读音从舌根浊擦音开始，发
音部位逐步后移，直至脱落。ｖ在方言间的这种发音差异，在历史上大概早
就开始了。上述ｋｙａｎｇ ＞ ｙａｎｇ ＞ ｖａｎｇ中的ｖ，代表的可能是零声母。
５ 在书面藏语里，ｖ的用途有５种。除了作声母，还可以作前缀；在

（藏文规范后的）某些词中作零韵尾的标记；在借词中表长元音的符号；作
元音符号的基字。
１）作为前缀，ｖ的读音是不是与作声母一样也是个浊擦音？《藏文文

法根本颂色多氏大疏》第４９页引用藏族学者ｂｓｏｄ ｎａｍｓ ｒｔｓｅ ｍｏ所著ｙｉ ｇｅ
ｂｋｌａｇ ｔｈａｂｓ ｂｙｉｓ ｐａ ｂｄｅ ｂｌａｇ ｔｕ ｖｊｕｇ ｐａ （《文字读法利蒙》），讲到藏文前加字
ｖ的读音时说： “ｖａｓ ｖｐｈｕｌ ｇｒｅ ｂａｉ ｐｈｕｇ ｎａｓ ｄｂｙｕｎｇ （前加字ｖ发自喉咙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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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照这样说，做前缀的ｖ和作声母的ｖ的发音可能就一样了。但是在
现代藏语方言中，凡是它还发音的地方，都读与后面辅音同部位的鼻音。
所以，ｖ做前缀与做声母的读音是不同的（有不同观点。见包拟古１９９５，
６７ － ８页）。

２）至于作零韵尾的标记，是因为，藏文是拼音文字，没有ｖ作零韵尾
的标记，有些元音是ａ的拼写结构到底是前缀和声母还是声母和韵尾会混淆
不清。例如ｄ、ｇ两个字母拼在一起，因为藏文元音ａ不标出，既可能是
ｄａｇ，也可能是ｄｇａ。有了表零韵尾的ｖ，ｄｇａ在藏文中必须写作ｄｇａｖ （在本
书的转写中，ｖ省略）；没有ｖ，只能是ｄａｇ。这是藏文元音ａ用零符号表示
造成的一个问题。有少数字虽然没有这样的问题，也用它表示零韵尾（如
ｄｐａｖ）。根据传统文法著作《三十颂》的说法，一个音节没有其他韵尾时，
必有ｖ。但是从古文献看，到八九世纪时，已不那么严格，一些词有，一些
词没有，或者两可（参见王青山１９８１）。所以九世纪文字改革统一规定，元
音是ｉ、ｕ、ｅ、ｏ或有下加字ｙ、ｒ的不再写这个ｖ。１６世纪以来又演变为
有前加字、无上下加字而元音是ａ的才写ｖ，其他情况下一律不写，也就是
现在书面语的样子（见ｔｓｈａ ｓｐｒｕｌ ｎｇａｇ ｄｂａｎｇ ｂｌｏ ｂｚａｎｇ　 ２００７，１０４ － ５页）。
如果认为藏语－ ｖ原来也是辅音韵尾，除非《三十颂》的说法不实，不然就
意味着藏语早期是没有开音节的。
３）ｖ表示长元音或元音符号的基字的情况都不多。如ｔａｖ ｌａｖｉ “达赖”，

在前一个音节中，ｖ写在基字的下面表长元音；在后一音节中，ｖ只是承载
元音ｉ的基字，并不发音。按照藏文书写法，书写藏文时元音符号不能单独
存在，必须附在辅音字母上（在本书的转写中，用作元音符号基字的ｖ也一
律省略）。

在上边?、ｈ、ｖ三个声母的材料中，原来同一个辅音（组合）可以演
变出２个不同的声母出来。ｓｎｇａｂ ～ ｒｎｇａｂ “贪”：?ａｂ “强占”：ｈａｂ “贪婪”，
ｒｎｇａｍ “贪”：?ａｍ （ｎａｇ）“贪婪”：ｈａｍ （ｐａ） “贪婪”，ｒｎｇａｍ ｇｔｓｉｇｓ “咬牙
切齿”：?ａｍ ｇｔｓｉｇｓ “咬牙切齿”：ｖａｍ ｇｔｓｉｇｓ “咬牙切齿”，ｄｂｏｒ “运输”：?ｏｒ
“运输”：ｖｏｒ “运输”，ｌｋｏｌ ｍｄｕｄ “喉结”：?ｏｌ ｍｄｕｄ “喉结”：ｖｏｌ ｍｄｕｄ “喉
结”，ｔｈｏｌ “突然”：ｈｏｌ ｓｐｙｏｄ “疏忽马虎的行为”：ｖｏｌ ｓｐｙｏｄ “疏忽马虎的行
为”，ｖｐｈｏｎｇｓ “臀”：?ｏｎｇ ｂａ “干牛粪”：ｖｏｎｇ ｂａ “干牛粪”。造成这种现象
的原因，我们还不很清楚。初步分析，有些词在不同方言可能有不同的演
变；有些词可能来自清浊不同的异形词（藏语有些词有清浊不同的异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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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ｇａｎｇｓ ～ ｋｈａｎｇｓ “雪”， ｓｐｏｒ ～ ｓｂｏｒ “点燃”，ｐｈｏｄ ～ ｓｂｏｄ “缨子”，
ｌｃｏｎｇ ～ ｖｊｏｎｇ “蝌蚪”）或者来自有前缀和没有前缀的异形词（藏语有些词有
这样的异体：ｎｏｎｇ ～ ｇｎｏｎｇ “后悔，惭愧”，ｍｕｒ ～ ｄｍｕｒ “含食”，ｎｙｉｎｇ ｋｈｕ ～
ｓｎｙｉｎｇ ｋｈｕ “精华”），而书面上只有一种形式。

四　 双唇半元音ｗ

１ 在藏文词典中，ｗ部所占页数最少。如果把各个词条都看看就不难
发现，在ｗ部中，除了与“狐狸”有关的词和借词外，别的词很少；而且
除《安多藏语口语词典》有两个动词外，在我们所见到的其他词典中，ｗ
部完全没有动词。在词族篇中我们列出了那么多词族，迄今我们却没有发现
以ｗ作声母的词族。我们推测，在藏文３０字母所代表的辅音中，ｗ是出现
最晚的一个。
２ 藏语以ｗ作声母比较常用的词只有“狐狸”一个，书面上写作ｗａ

或带成音节后缀的ｗａ ｍｏ。这个词在现代藏语方言中有单声母和复声母两
种读音。单声母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唇部半元音ｗ或浊擦音β、ｖ，另
一类是舌根的或者更后的擦音、、、ｈ，个别地方读喉塞音或零声
母。

ｗａ （ｍｏ） “狐狸”在卫藏方言多读低调，有少数几个地方却读高调：
βａ５５ （拉孜），ｗ５３ （林芝·邦那），ｏ５５ （ｍｏ５３） （曲松）。拉萨话一般读
ｗａ：１５ （ｍｏ５３），低调，但是也有调查记录到?ａ５５ （ｍｏ５３），高调。高调显示
声调产生时开头的是个清辅音。

ｗａ “狐狸”在安多方言达日话读／ ｗａ ／，海晏话口语说／ ａ ／，读书音也
是／ ｗａ ／。夏河与海晏相似，口语说／ ａ ／或／ ａ ／，读书音是／ ｗａ ／或／ ｗａ ／。
所以我们设想藏文ｗ更早是双辅音，既有舌根音成分，也有唇音成分，那
就是ｇｂ （参见Ｕｒａｙ１９５５；白保罗１９７２，注１１１）。

藏语前缀ｇ、ｄ、ｂ与这３个辅音作声母的搭配情况是这样的：ｂｄ：
ｄｂ、ｄｇ：ｇｄ、ｂｇ：。也就是说，ｂ和ｄ及ｄ和ｇ之间正反都可结合，而ｂ
和ｇ的结合只有ｂｇ，没有相反的ｇｂ。为什么缺了ｇｂ？我们猜想，原来不
是没有ｇｂ，而是演变成了现在我们所见到的ｗ。按照我们的推测，“狐狸”
在藏文中是ｇｂａ ＞ ｗａ。
３ 书面藏语中能与声母ｂ结合的塞音前缀只有ｄ。如果元音相同，ｄｂ

在方言中的读音多与ｗ相同。例如：



３１０　　 藏语词族研究

拉萨芒康囊谦乾宁兴海尖扎夏河（甘加）
ｗａ狐狸 ｗａ：ｍｏ ｗａ ｗａ ａ ａ ａ ａ

ｄｂａｎｇ权 ｗ： ｗｏ ｗａ ａ ａ ａ ａ

　 　我们猜想，相同的读音反映了相同的演变和相同的演变过程。只是ｇｂ
变ｗ早，为书面语所吸收，ｄｂ读音的演变晚，没有被书面语吸收。
４ 在拉萨，ｂｏｎｇ ｇｕ “驴”读／ ｐｈｕ ｋｕ ／，ｒｉ ｂｏｎｇ “兔子”读／ ｒｉ ｋｕ ／。

同一词素在不同的词中，一个声母读双唇塞音，一个读舌根塞音。这既可能
是ｂ ＞ ｇ ，也可能是ｇ ＞ ｂ的结果。但是在甘肃玛曲， “兔子”读／ ｒｏ
ｗｏ ／ （周毛草２００３），因此“驴”和“兔子”中的ｂｏｎｇ，原来更可能是
ｇｂｏｎｇ。只是在不同的词中读音有不同的演变。
５ Ａ Ｈ Ｆｒａｎｃｋｅ在Ｊｓｃｈｋｅ的Ｔｉｂｅｔａｎ Ｇｒａｍｍａｒ的附录中说，根据在新疆

出土的文献看，藏文最初只有２９个字母，没有ｗ （ｐ １０５）。如果真是这样，
那就说明创制藏文之时藏语（或某些方言）还没有出现ｗ这个音。
６ 在藏文３０字母中，ｗ的写法最为特殊。初期它是由字母ｖ和ｂ上下

组合而成的（字母ｖ古代写法右上角的小辫子移至字母ｗ的右上角是后来
的事情。参见藏文古碑文、敦煌古藏文卷子； Ｊａｓｃｈｋｅ１９２９，ｐ １０６；
Ｕｒａｙ１９５５；王青山１９８２）。用已有的两个字母合成一个字母，这在３０字母
中是独一无二的。当时所以选用ｖ、ｂ两个字母而不是别的字母组成ｗ这个
新字母，似乎显示造字当时有些地方还在读ｂ一类的双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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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 ｙ、 ｒ、 ｌ

我们认为，藏语书面语所反映的古代藏语，复辅音声母只有由ｌ和ｒ作
后一成分的两类，书面语中由ｙ和ｗ作后一成分的组合，形式上是复辅音，
实际上是单辅音。

一　 ｗ类声母

１ 在藏语书面语中，有部分声母可带ｗ，它们是：ｋｗ、ｋｈｗ、ｇｗ、
ｎｙｗ、ｄｗ、 ｔｓｈｗ、 ｚｈｗ、 ｚｗ、 ｒｗ、 ｌｗ、 ｓｈｗ、 ｓｗ、 ｈｗ、 ｐｈｙｗ、 ｇｒｗ、
（ｒ）ｔｓｗ，共１６个（在张怡荪先生主编的《藏汉大辞典》中还有一个
ｄｒｗ）。这些书面语的声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只与元音ａ结合⑦。从方言调
查材料看，很多地方这个ｗ对读音没有什么影响。如ｋｈｗａ ｔａ “乌鸦”、
ｎｙｗａ “腿肚子”、ｄｗａｇｓｐｏ “塔布（地名）”、ｔｓｈｗａ “盐”、ｚｈｗａ ｍｏ “帽”、
ｚｗａ ｐｏ “荨麻”、ｒｗａ ｃｏ “兽角”、ｌｗａ ｂａ “氆氇的一种”、ｓｈｗａ ｂａ “鹿”、
ｇｒｗａ ｐａ “喇嘛”、ｒｔｓｗａ “草”等，有没有ｗ拉萨话读音是一样的。那么，
书面语中的这个ｗ代表的究竟是什么？

虽说有没有ｗ在现代很多方言中的读音是一样的，但是有少数地方不
是这样，书面上有无ｗ现在读音可能不同。试比较：

乡城得荣 德钦
（升平镇）

德钦
（奔子栏）

维西
（拉普）

维西
（大坡岗）

中甸
（大中甸）

ｒｔｓａ“脉” ｔｓａ ｔｓａ ｔｓａ ｔｓａ — ｔｓａ ｔｓａ

ｒｔｓｗａ“草” ｔｓｕｗｏ ｔｓｕｗａ ｔｓｕａ ｔｓｕａ ｔｓｕａ ｔｓｕａ ｔｓｕａ

ｚｈａｇ“夜” — ｓａ  ａ —  ａ —  ａ

ｂｚｈａｇ“放下” ａ? ａ? ａ? ｒａ ａ? ｒａ ａ?

ｚｈｗａ （ｍｏ）“帽” ｕｗｏ ｕｗａ  ｕｗａ  ｕａ  ｕｗａ  ｕａ  ｕａ



３１２　　 藏语词族研究

ｒａ“山羊” ｒｏ ｒａ ｒａ ｒａ ａｒ ｒａ ｒａ

ｒａｓ“布” — ｒｉ ｒｉ ｒｅｎ ｅｒ ｒｅｎ ｒ

ｒｗａ“兽角” ｒａｇｕ? ｒｙ ｔ ｒｕａ ｒｕａ ｗａｒ ｒｕａ ｒｕａ

ｓｈａ“肉” ｈｏ ｈ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ｓｈｗａ （ｂａ）“鹿” ｏ ｕɑ  ｈａｗａ  ａ  ａ  ａ  ｈａ

　 　 从上边的例子可以看出，在这些地方，书面语有ｗ的，原来的元音ａ
前边往往多出一个ｕ，或者原来的ａ变作圆唇元音。

在公元９世纪的唐蕃会盟碑碑文中，有几个带ｗ的音译汉字的藏文：
ｋｗａｇ （郭），ｋｗａｎ （观），ｋｗａｎｇ （光），ｖｇｗａｎ （元），ｙｗｅｎｇ （颖），ｈｗａｎｇ
（皇），ｈｙｗａｎ （县）。这几个汉字的中古拟音，都有ｕ或ｗ（郭锡良１９８６）。

以上两种材料说明，书面藏语中的ｗ原来是发音的：ｕ或声母的唇化
符号。考虑到在藏语书面语的声韵系统中ｗ被归在声母之内，所以，ｗ可
以说是表示声母是圆唇的唇化符号。（参见米勒１９６８；白保罗１９７２： § ９
藏缅语的复辅音，注１６０、１６１）
２ 在现代安多方言的某些地方，古代双唇塞音声母或者唇音前缀会使

声母唇化。例如：
ｄｐａ ｂｏ
英雄

ｓｐｒａｄ
安装

（ｇｒｏ）ｐｈｙｅ
面粉

ｂｙａ
酉

ｓｂｙｉｎ ｓｒｅｇ
火葬

ｂｒｉｓ
写

红　 原 ｈｗａｗｏ ｈｗａｔ （ｃｏ）ｗｃｅ ｗａ — ｐ?ｉ

天　 峻 ｈｗａｗｏ ｒｐａｌ （ｔｏｐ）ｗｅ ｗａ ｗｎ ｔｓｈａｋ ｐ?ｗｅ

化　 隆 ｈｗａｗｏ ｈｐ ｗｉ ｗａ ｗｎ ｓａｋ ?

夏　 河 ｈｗａｗｏ ｈｗａｌ ｅ ａ — ?ｉ

ｂｋａ
命令

ｂｚｈｅｓ
吃

ｂｓｈａｌ
泻（肚）

ｍｋｈａｒ
城

ｍｇａｒ ｂａ
铁匠

红　 原 ｐｋａ ｗｉ ｗａ ｍｋｈａｒ ｍｇａｒａ

天　 峻 ｋｗａ ｗｉ ｗａ ｍｋｈｗａｒ ｍｇｗａｒａ

化　 隆 ｋｗａ ｗｉ — ｋｈｗａｒ ｎｇｗａｒａ

夏　 河 ｋａ ｅ ａ ｋｈａｒ ｎｇａｒａ

　 　 王荣德的《天峻藏语复辅音的特殊现象》中也提供了一些这方面的例子。
据天祝方言的音系报告说，声母ｐｋ、ｐｇ、ｐ?、ｍｋｈ、ｍｇ、ｍ后随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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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唇元音时，在天祝话中就分别读成ｋｗ、ｇｗ、?ｗ、ｋｈｗ、ｇｗ、ｗ。这说
明，古代非圆唇元音前面的唇音前缀在该方言中使声母唇化以后自身脱落了。

我们根据以上方言中的现象推测，ｗ并不是原始藏语就有的，它只不过
是由唇音前缀或唇音声母演变而来的一种过渡形态，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
３ 声母的唇化也可能来自元音。在现代藏语方言中，圆唇元音可能变

非圆唇元音而同时使声母唇化。在我们见过的方言调查材料中，这种现象以
康方言的芒康话最丰富。例如：

ｇｕｒ “帐篷”：ｋｗ　 　 　 　 　 　 ｔｈｕｄ “奶渣”：ｔｈｗ
ｂｕ “男孩”：ｐｗ ｂｙｕ ｒｕ “珊瑚”： ｒｗ
ｇｚｈｕ “弓”：ｗ ｌｕ ｇｕ “绵羊羔”：ｌｗ ｗ
ｋｈｏ “他”：ｋｈｗ ｋｈｒｏ “铁锅”：?ｈｗ
ｇｌｏ “马肚带”：ｌｗ ｍｄｏ ｔｈａｇ “烟叶”：ｄｗｄａ
ｂｒｏ “舞蹈”：?ｗ ｓｈｏ “色子”：ｈｗ
这些词的元音，在书面上都是ｕ或ｏ，在芒康话中统统演变为。
４ 上面是圆唇从元音转移到前面声母的现象。与此相反，也有圆唇从

声母转移到后面元音的，ｗ使元音ａ演变为ｕ或ｏ而自身消失。
“兽角”在藏文中本是ｒｗａ，但是藏文表元音ｏ的符号因为样子像岩羊

（ｒｎａ ～ ｇｎａ）的角而叫ｎａ ｒｏ，在书面上它还有几种别体：ｓｎａ ｒｏ ～ ｓｎａ ｒｕ ～ ｒｎａ
ｒｏ ～ ｒｎａ ｒｕ ～ ｎａ ｒｕ。由同一词根ｒｗａ构成的“鼻烟壶”（最初可能是用岩羊角
制的）一词，拉萨读／ ｎａ ｒｕ ／ （藏文ｓｎａ ｒｕ），书面语中还有别体ｓｎａ ｒｗａ和ｓｎａ
ｒｏ。类似的还有ｖｊｉｂ ｒｕ “奶嘴”，只用ｒｕ，而两个词根来源完全相同的ｖｊｉｂ ｒｗａ
“藏医吸脓、血的角质用具”只用ｒｗａ，这样两个词就完全区别开了。

另一个例子是ｇｒｗａ “角，边”。由它构成的“四边形”书面上有两个写
法：ｇｒｗａ ｂｚｈｉ和ｇｒｕ ｂｚｈｉ，拉萨只用后者（／ ?ｈｕｐｉ ／）；而ｇｒｕ ｍｏ “肘”和
ｇｒｕ ｋａ “帐篷的角柱”在书面上只用ｇｒｕ，不用ｇｒｗａ。

藏语“帽子”通常写作ｚｈｗａ，但有异体ｚｈｕ。“帽子”ｚｈｗａ ｍｏ拉萨读
／ ａｍｏ ／、 “狐皮帽”ｗａ ｚｈｗａ ／ ｗａａ ／，不用ｚｈｕ；但是ｔｈａｎｇ ｚｈｕ “黄盘帽”
／ ｔｈ ∶ ｕ ／不用ｚｈｗａ。
ｓｈｗａ ～ ｓｈｏ ～ ｋｈａ ｓｈｗａ ～ ｋｈａ ｓｈｏ ～ ｍｃｈｕ ｓｈｗａ ～ ｍｃｈｕ ｓｈｏ在藏文中都是

“兔唇”，在拉萨则用由ｓｈｏ构成的ｋｈａ ｓｈｏ ／ ｋｈａｏ ／和ｓｈｏ ｔｏ ／ ｏｔｏ ／。ｓｈｗａ ～ ｓｈｏ
还有一个意义是“洪水”，本来是ｂｓｈａ，前缀ｂ使声母圆唇化后自身脱落，
最后圆唇又从声母转移到元音，ａ变ｏ。安多方言化隆话一些词的读音也反
映了这种转移。例如ｓｐｒｅｕ “猴”： ，ｄｒｅｌ “骡子”（更早应是ｂｒｅｌ，所以



３１４　　 藏语词族研究

红原读／ ｐ?ｉ ／，天峻读／ ｐ?ｗｅ ／）：?，ｂｒｅｌ “忙”：?，ｓｂｅｄ “藏”：ｚ，ｂｚｉ
“醉”：ｚ。

圆唇由声母转移到元音以后，书面上通常就不再写ｗ，但不尽然。像
“孤儿”，我们就见过ｄｗａ ｐｈｒｕｇ、ｄｏ ｐｈｒｕｇ、ｄｗｏ ｂａ三种写法。
５ 在藏语书面语中，ｄ既可作声母，也可作前缀；ｓ既可作韵尾，也可

作复韵尾中的第二个成分。像藏文ｄｇｓ （藏文中元音ａ是省而不写的）这样
的音节，既可能是ｄａｇｓ，也可能是ｄｇａｓ。为了区别二者，ｄ作声母，加ｗ；
作前缀，不加。这样就避免了拼写法上可能出现的混乱。所以ｒｉｄｗａｇｓ “野
兽”中的ｗ，可能只是指示声母的符号，不表圆唇。这是ｗ的第二个作用
（《藏文文法根本颂色多氏大疏》５７ ～ ５８页）。像ｄｍａｓ “衰退”，如其中的ｄ
是声母，即须在其下加ｗ，成ｄｗａｍｓ；没有加，说明ｄ是前缀，ｍ才是声
母。作为声母指示符的ｗ，写与不写似乎不那么严格。藏文ｍ、ｎｇ、ｓ三个
字母拼在一起也可以有ｍａｎｇｓ和ｍｎｇａｓ两种可能，但是在ｍｉｇ ｍａｎｇｓ “棋”
第二个音节的声母下面并没有加ｗ。也许是为避免拼写法上的混淆，这个
词也写作ｍｉｇ ｍａｎｇ。拉萨哲蚌寺有一个僧院叫ｓｇｏｍａｎｇ，其中第二音节和
“棋”的第二音节是同一语素，写作ｍａｎｇｓ与实际读音更相近，但从不那样
写，可能就与避免拼写法的混乱有关。

作为唇化符号，书面语的ｗ反映的是古代某一时期口语的实际，来源
于口语；作为声母指示符，ｗ与口语完全无关，只在有可能混淆的情况下，
用在书面语中指明ｄ是声母，不是前缀。当初决定用ｗ也作声母指示符不
失为一种聪明的选择，却让后人误以为与唇化符号无异。

二　 ｙ类声母

１ ｙ是腭化符号
１）藏语数词２１ ～ ９９，除１０的整倍数而外，十位数和个位数之间都有

一个成音节的中缀。这个中缀，除２１ － ２９比较特殊而外，从３１ － ９９的中
缀，都是用十位数第一个音节的声母作声母加上适当的元音组成。例如：
ｓｕｍ ｃｕ ｓｏ ｇｃｉｇ “３１”，ｂｚｈｉ ｂｃｕ ｚｈｅ ｇｃｉｇ “４１”，ｌｎｇａ ｂｃｕ ｎｇａ ｇｃｉｇ “５１”，ｄｒｕｇ
ｃｕ ｒｅ ｇｃｉｇ “６１”，ｂｄｕｎ ｃｕ ｄｏｎ ｇｃｉｇ “７１”，ｂｒｇｙａｄ ｃｕ ｇｙａ ｇｃｉｇ “８１”，ｄｇｕ ｂｃｕ
ｇｏ ｇｃｉｇ “９１”，中缀依次是ｓｏ、ｚｈｅ、ｎｇａ、ｒｅ、ｄｏｎ、ｇｙａ、ｇｏ，其中ｓｏ、ｚｈｅ、
ｎｇａ、ｒｅ、ｄｏｎ、ｇｏ的声母都是单字母，是单辅音无疑，这说明８１ － ８９中缀
的声母ｇｙ应该是单辅音而非复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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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藏文中ｙ类声母有ｋｙ、ｋｈｙ、ｇｙ、ｐｙ、ｐｈｙ、ｂｙ、ｍｙ ７个。在
我们见过的材料中，ｋｙ、ｋｈｙ、ｇｙ在现代方言中有以下几种读音。

ｋｙｕ
钩子

ｋｈｙａｇｓ ｐａ
冰

ｋｈｙａｄ ｐａｒ
区别

ｋｈｙｏｄ
你

（ｖ）ｋｈｙｅｒ
携带

普日格 — — — ｋｈｅｒａ ｋｈｅｒｓ
劳 ｋｙｕ — ｙｅ ｋｈ? —
列　 城 — — ｋｈＪｔｐｒ ｋｈＪｏｔ —
祁　 连 — — ｃｈａｐｒ ｃｈｏ ｎｃｈｒ
夏　 河 （ｘａｋ） — ｈａｐａｒ ｈｏ ｈｅｒ
中甸（东旺） — ｈ（?ｕｎ） — ｈｅ —
乡　 城 — ｈａ（ｄ） — ｔｓｈ? —
拉　 萨 （ａｋ）ｃｕ ｃｈａｋｐａ? ｃｈｐａ： ｃｈ? ｃｈｅ：

ｋｈｙｉ
狗

ｇｙａｎｇ
土墙

ｇｙｏｎ
穿

ｇｙｅｎ
上坡

普日格 ｋｈｉ — — —
劳 ｋｙｉ ｇｙａ ｋｎ ｇｙｅｎ
列　 城 ｋｈＪｉ ｋＪ ｋＪｏｎ —
祁　 连 ｃｈ ｃａ ｋｏｎ ｃｏｎ
夏　 河 ｈ ａ ｋｏｎ —
中甸（东旺）  ɑ  —
乡　 城 ｔｓ ｔｓ ｔｓ ｔｓ
拉　 萨 ｃｈｉ ｃｈ： ｋｈ： ｃｈ：
　 　声母ｐｙ只出现在有前缀的条件下，ｐｈｙ、ｂｙ在现代方言中的读音比

ｋｙ、ｋｈｙ、ｇｙ要复杂一些。在我们见过的藏语方言材料中，书面语声母
ｐｈｙ、ｂｙ在现代方言中的各种读音充分反应在下列各地的读音中。

ｐｈｙａｇｓ ｍａ
扫帚

ｐｈｙｏｇｓ
方向

ｐｈｙｕｇ ｐｏ
富

ｐｈｙｉ
外

ｐｈｙｉｎｇ ｐａ
毡子

ｐｈｙｅ
分开

普日格 — ｐｈｙｏｑｓ — ｐｈｉ ｐｈｉｍａ ｐｈｅ
道　 孚⑧ ｐɑ ｓｍａ ｐｈＪｏ ｐｏｐｏ ｐ ｐｏ ｎｂａ ｐｉ
祁　 连 ａｋ ｏｋ ｕｋ ｋｏ  ｏ  ｉ
乐　 都 — ｈｏｋ ｊｏ ｈｐｏ ｈｉ ｈｏ ｕａ ｈｉ
甘　 孜 — ｈｕ? ｈｐｏ ｈ ｈｉｐａ 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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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钦（奔子栏） ａｍａ ｕ? ｏｋｕｏ — ｉｎ ｎｐａ 

德钦（升平镇）  ａｍａ  ｕ  ｏｋ   — ｅ

乡　 城 ｓｈａｍｕ ｈｕ ｓｈｏｐ —  ｎｂｏ ｓｉ?

宗　 喀 ｐｈａ：ｍ ｈｏ： ｐｈｕｐ — — —
噶　 尔 ｈａ? ｍａ — ｈｕ? ｐｏ ｐｈｉ ｐｈｉ：ｐａ ｐｅ

拉　 萨 ｈａ：ｍａ ｈｏ ｈｕｋｕ ｈｉ ｈｉｐａ ｈｅ

巴　 青 ｔｓｈｍｏ ｔｓｈｏ ｔｓｈｕ? ｐｕ ｔｓｈｅ ｔｓｈａ —
ｂｙａｎｇ
北

ｂｙａ
鸟

ｂｙｕｎｇ
发生

ｂｙｅｄ
做

ｂｙｅ ｍａ
沙子

ｂｙｉｎ
给

道　 孚 ｂＪｏ ｂＪａ ｐｏ ｐｉ ｂＪｍａ —
祁　 连 ａ  ｏ — ｅｍ ｎ

乐　 都 ｈａ ｈｗａ — — ｈｉｍａ —
甘　 孜 ｕ ａ — —  —
德钦（奔子栏） ｏｎ ａ ｏｎ ｊｅ? ｉｍａ ｅｎ

德钦（升平镇）  ｏ  ａ — ｉ ｉｍａ —
乡　 城 ｓ ｓｏ ｓ ｊｅ? ｓ —
宗　 喀 ｈ ｂ ｈａ — — ｂ ｉｍ ｂ ｈｉ：
噶　 尔 ａ： ａ ｕ：  ｐｉ： —
拉　 萨 ｈ： ｈａ ｈｕ ｈｅ ｈｅｍａ ｈｉ：
巴　 青 ｄｚｕ ｔｓａ — — ｔｓｅｍａ —
　 　书面语声母ｍｙ构成的词不多，在现代方言中我们只见到ｍ、两种

读法。
道孚 天峻 夏河 德格 拉萨

ｍｙｏｎｇ曾经 ｍｏ — ｏ ： ｕ

ｍｙｕ ｇｕ芽 — ｍｋ ｋ  — ｕｋｕ

　 　从上列材料可以看出，藏语ｙ类声母在现代方言的演变方向是带ｙ的
舌根音和唇音向舌面音演变，只是个别地方有些词读相应的无ｙ辅音（ｋｈｙ
读／ ｋｈ ／，ｐｈｙ读／ ｐｈ ／），或舌面音进一步向舌尖音或卷舌音演变。
３）在羌语中，藏语借词ｂｙａ ｒｇｏｄ “鹫”读／ ｐｉａ ｒｇｕｔ ／，ｐｈｙａｇ ｖｔｓｈａｌ “磕

头”读／ ｐｈｉａ ｓｔｓｈ ／ （刘光坤１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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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几点，藏文中的ｙ应该是一个腭化符号（Ｍ Ｗａｌｌｅｓｅｒ曾提过
这样的观点。见龚煌城１９７７），与它上面的塞音或鼻音共同组成一个腭化的
单辅音，而不是复辅音。
２ 一些迹象显示，藏语的ｙ类辅音是从非ｙ辅音演变来的。（参见江

荻２００２ － １，４６３页）
１）前高元音ｉ、ｅ是产生ｙ的重要因素（参见白保罗１９７２， § ９ 藏缅

语的复辅音）。这从一些声母是舌根音的词有带ｙ的异体可以看出来。例
如：ｋ （ｙ）ｅ ｒｅ “直立”，ｓｋ （ｙ）ｅ ｔｓｈｅ “黑芥子”，ｓｋ （ｙ）ｅｇｓ “绿雀”，
ｓｋ （ｙ）ｅｇ “大难”，ｒｇｙａ ｓｋａｇ ～ ｒｇｙａ ｓｋｙｅｇｓ “紫梗”，ｋｈ （ｙ） ｅ ｓｐｏｇｓ “利
润”，ｋｈｅ ｇｒｉ ～ ｋｈｙｅ ｂｏ “剪刀”，ｋｈ （ｙ）ｅｂｓ”覆盖物”，ｇ （ｙ） ｉ “属格助
词”，ｇ （ｙ）ｉ ｌｉｎｇ “良马”。

还有一些以ｍ作声母而元音是前高元音（ｉ、ｅ）的字古代有过ｍｙ的写
法（所以有些地方现在读）。如：ｍ （ｙ） ｉ “人”，ｍ （ｙ） ｉｇ “眼”，
ｍ （ｙ）ｉｎｇ “名字”，ｍ （ｙ）ｉｄ “咽”，ｍ （ｙ） ｉｎ “不是”，ｒｍ （ｙ） ｉ “梦”，
ｓｍ （ｙ）ｉｎ ｍａ “眉毛”，ｍ （ｙ） ｅ “火”，ｍ （ｙ） ｅｄ “没有”，ｍ （ｙ） ｅｓ
“爷爷”。

一些双唇塞音带ｙ的字，虽然没有不带ｙ的异体，也有可能是受前高
元音影响而产生ｙ的。如：ｄｐｙｉ “胯骨”，ｓｐｙｉ “总，共”，ｐｈｙｉ ｍｏ “奶
奶”，ｐｈｙｅｄ ｋａ “半”，ｐｈｙｅ ｍａ “粉末”，ｂｙｉ ｂａ “鼠”，ｂｙｅ ｍａ “沙”。

元音是ｉ、ｅ的字，ｙ是不是都是受元音的影响产生的，还难以断定，
何况还有更多元音不是ｉ、ｅ的字。所以ｙ的产生还有其他来源。
２）薛才德（２００４）认为，“藏文后置辅音ｊ （即本书的ｙ），大部分来

源于后置辅音ｌ，小部分来源于后置辅音ｒ。”我们也相信藏语书面语的ｙ
有一部分来自ｌ和ｒ，但是我们知道的书面语中的线索并不多。有几个词的
异体形式大概反映了方言中ｒ ＞ ｙ的变化：ｂｒａｎｇ ～ ｂｙａｎｇ “胸”，ｓｇｒｏ ｂａ ～
ｓｇｙｏ ｂａ “皮挂包”，ｋｈｒａ ｍａ ～ ｋｈｙａ ｍａ “柴”。除此以外，“喜鹊”一词通常
写作ｓｋｙａ ｋａ，但是拉萨读／ ?ａ ｋａ ／，词典中也有ｓｋｒａ ｋａ的写法，所以更早可
能是ｒ。这个词的来源，我们推测跟ｋｈｒａ ｋｈｒａ “花色的”有关（参见词族
材料）。另外，我们也怀疑ｋｈｙｕｎｇ “大鹏，金翅鸟”是从ｋｈｒｕｎｇ ｋｈｒｕｎｇ
“鹤”分化出来的，所以把ｋｙｕｎｇ、ｋｈｒｕｎｇ列为一个词族。

ｒａｌ ｇｒｉ “剑”、ｓｈａ ｋｈｒｉ “夏赤（历史上一王子名）”、ｎｙａ ｋｈｒｉ “雅赤
（另一王子名）”在敦煌石室所出有关ｇｒｉ ｇｕｍ ｂｔｓａｎ ｐｏ的传说文献中，“剑”
被写作ｒａｌ ｇｙｉ，两位王子的名字分别写作ｓｈａ ｋｈｙｉ和ｎｙａ ｋｈｙｉ。约成于公元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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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的西藏林芝县的摩崖石刻上，两位王子的名字也是ｓｈａ ｋｈｙｉ、ｎｙａ
ｋｈｙｉ。“剑”和两位王子名字中的ｇｙｉ、ｋｈｙｉ的写法反映了其中ｒ在当时某些
方言中的变化。还有，ｓｐｙｉｎ “胶”，书面语是ｙ，拉萨读／ ｐｉ ／，但是定日
读／ ?ｉ ／，声母是卷舌音；ｋｈａ ｓｐｙｉｎ “片胶”，拉孜读／ ｋｈａ ?ｉ ／，萨迦、江
孜读／ ｋｈａ ?ｉｎ ／，声母也是卷舌音；尤其是ｓｐｙｉｎ ｃｈｕ “胶水”在乾宁读／ ｒｎ
ｈ ／，明显地显示出ｓｐｙｉｎ这个词素原来更可能是ｒ类而不是ｙ类声母。西
门华德（１９７２）认为ｖｋｈｙｉｌ “潴聚，盘曲”与ｖｋｈｒｉｌ “盘绕，盘曲”同族，
我们觉得有理，而且推测ｖｋｈｙｉｒ “旋转”也属同一词族。由ｖｋｈｒｉｌ到ｖｋｈｙｉｌ
到ｖｋｈｙｉｒ，反映了意义的分化导致语音的分化。

根据方言读音，我们怀疑某些词中的声母ｍｙ是从ｍｒ演变来的（参见
下面ｒ类辅音组合部分）。

虽然ｒ ＞ ｙ的演变在书面语中的反映我们知道得不多，这种变化在现
代方言中并不少，尤其是安多方言有不少书面语声母是ｋｒ、ｋｈｒ、ｇｒ的词，
与ｋｙ、ｋｈｙ、ｇｙ合流，读舌面音。试比较：

ｓｋｒａ
头发

ｂｋｒｕ
洗

ｋｈｒａｇ
血

ｋｈｒｉｄ
牵

ｇｒｉ
刀

ｎｇｒｏ
走

ｓｇｒｏ
翎

海晏  ｃａ ｐ ｃｈａｋ ｃｈｌ ｃ ｎｏ ｒ?ｏ

久治 ｃａ ｐｃ ｃｈａｋ ｃｈｔ ｃ ｎ?Ｊｏ ｒ?Ｊｏ

玛曲 ｈａ  ｈａｋ ｈｔ  ｎｏ ｏ

ｄｋｙｉｌ
中间

ｒｋｙａｌ ｐａ
皮口袋

ｓｋｙｕｇ
呕吐

ｓｋｙｅｌ
运送

ｋｈｙｉ
狗

ｋｈｙｏｄ
你

ｇｙａｎｇ
土墙

ｍｇｙｏｇｓ
快

ｂｒｇｙａ
百

海晏 ｃｉ ａｗａ ｗｃｋ ｉ ｃｈ ｃｈｏ ｃａ ｍ?ｏｋ ｗ?ａ

久治 ｃｉ  ｃａｗａ  ｃｋ  ｃｉ ｃｈ ｃｈｏ ｃａ ｍ?ｏｋ ?ａ

玛曲 ｈｉ — ｈｋ ｈｉ ｈ ｈｏ ａ ｏｋ ａ

　 　这种ｋｒ、ｋｈｒ、ｇｒ读舌面音的现象在安多方言中相当普遍，所以早就引
起一些学者的注意（华侃１９８３；孙天心１９８６，ｐｐ １１６ － ８；江荻２００２ （１），
４７５ － ８页）。我们也相信ｋｒ、ｋｈｒ、ｇｒ读舌面音一般是通过ｒ ＞ ｙ演变来的。
因为除了前述书面语的资料，ｋｒ、ｋｈｒ、ｇｒ读舌面音总是与当地ｋｙ、ｋｈｙ、ｇｙ
的读音一致：书面语的ｋｙ、ｋｈｙ、ｇｙ在该地读舌面前塞擦音，书面语ｋｒ、
ｋｈｒ、ｇｒ读的塞擦音也必是舌面前的；ｋｙ、ｋｈｙ、ｇｙ读舌面中塞擦音，ｋｒ、
ｋｈｒ、ｇｒ也必是舌面中塞擦音；ｋｙ、ｋｈｙ、ｇｙ读舌面前塞音，ｋｒ、ｋｈｒ、ｇ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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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是舌面前塞音。而且，如果读舌面前塞音或舌面中塞擦音而有ｋｒ、ｋｈｒ、
ｇｒ的词进一步演化为舌面前塞擦音，也必有ｋｙ、ｋｈｙ、ｇｙ的词读舌面前塞
擦音。如上表中海晏的“洗”、“走”，进一步演变为舌面前塞擦音，与该地
ｋｙ类声母的“皮口袋”、“运送”读音的演变是一致的。

安多方言各地都有一些由舌根塞音构成的ｒ类声母字像其他方言一样读
卷舌音，来源有三。①来自书面语；②来自其它方言；③本地方言自有的。
虽然在安多方言区内多有书面语的ｋｒ、ｋｈｒ、ｇｒ读舌面音的现象，但是从调
查材料看，班玛、道孚完全不读舌面音，达日、甘德、炉霍读卷舌音的字也
远多于读舌面音的字。而且夏河这种读舌面音的词多的地方，像ｇｒｗａ ｚｕｒ
“边，角”、ｇｒｕ ｋｈｕｇ “肘窝”、ｇｒｕ ｋａ “帐房角柱”、ｇｒｕ ｃｈｏｎ “帐房角绳”
中的ｇｒ都读卷舌的?，这种词恐怕难说是外来的。当初更可能是安多方言
一些地方有ｋｒ、ｋｈｒ、ｇｒ的词逐渐ｙ化，而后受到其他方言的影响停止了
这一进程，转向卷舌塞擦音发展，甚至从读卷舌音的方言借进语词。

安多方言以外也有ｋｒ、ｋｈｒ、ｇｒ像ｙ类声母那样读舌面音的现象，只
是这样的地方不多，我们见到的有乡城、中甸的大中甸、维西的大坡岗、卓
尼、舟曲、亚东以及不丹王国的宗喀话。在这些地方，声母ｋｒ、ｋｈｒ、ｇｒ
在一些词中读卷舌音；而在另一些词中，像ｙ类声母一样，读舌面音。试
比较：

乡城 维西 亚东 宗喀
ｂｋｒａ ｓｈｉ吉祥 ?ａｈ ?ａ  ?ａｉ ａｉ

ｓｋｒａ头发 ｏ ａ ａ ａ

ｋｈｒａｇ血 ｈａ? ｈａ? ｈａ ｈａ：
ｋｈｒｉ万 ?ｈ ?ｈ ?ｈｅ ｈｉ

ｋｈｒｉ座 ?ｈ ｈ ?ｈｉ ｈｉ

ｖｋｈｒｕ洗 ｈ — ｈｕ： ｈｕ

ｇｒａｎｇｓ ｋａ数目 ? ｋｈａ ? ｋｈａ ｈ ｋｈａ ｈａｋａ

ｇｒｉ刀  ｄｏ ｈｅ ｇｈｉｕ

ｇｒｕ木船 ?  ｏ ?ｈｕ ｈｕ

ｖｇｒｏ走 ｎｕ ｎｇｏ ｕ ｏ

　 　在中甸（大中甸）、维西（大坡岗）、迭部（下迭）、舟曲（洛大）和
宗喀话中，书面语声母ｐｒ、ｐｈｒ、ｂｒ也多读舌面音。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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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ｐｒｉ
胶奶

ｓｐｒｉｎ
云

ｐｈｒａ ｐｏ
细

ｖｐｈｒｕｇ
氆氇

ｖｐｈｒｏｇ
抢

ｂｒａｇ
岩石

ｂｒｉｓ
写

ｖｂｒｉ
母牦牛

ｂｒａｎｇ
胸

迭部  ｉ ａ ｕ ｈｕ ａ ｉ ｍｕ —
舟曲ｉ ｉ ｈａａ ｕ ｈｏ ａ ｉ ｅｍｕ ｏａ
中甸  ｈｉｎ ｌｉ ｈｏ ｈａ ａ  ｎ ｏｄａ

　 　ｐｒ、ｐｈｒ、ｂｒ在西藏亚东，有些词读卷舌音，而另一些词就像ｐｙ、
ｐｈｙ、ｂｙ一样，读带ｉ的唇音。如：

ｄｐｒｉ
胶奶

ｓｐｒｅｕ
猴

ｐｈｒａ ｐｏ
细

ｖｐｈｒｏｇ
抢

ｂｒａｇ
岩石

ｓｂｒａ
牛毛帐篷

ｐｉ ｐｉｕ ｐｈｉａ ?ａ ｐｈｉｏ ｐｈｉａ ｐｉａ
ｓｐｙｉ
头顶

ｖｐｈｙｉｄ
擦拭

ｐｈｙｕｇ ｐｏ
富

ｐｈｙｅｄ
半

ｂｙａ
鸟

ｂｙｅ ｍａ
沙

ｐｉｋｕ ｐｈｉ? ｐｈｉｕｋｕ ｐｈｉｅ? ｐｈｉａ ｐｈｉｅｍｏ

　 　维西（大坡岗）除了读舌面音外，还有一部分字读ｈ （ｉ）。例如：
ｄｐｒｉ
胶奶

ｓｐｒｉｎ
云

ｐｈｒｅｎｇ ｂａ
念珠

ｂｒｏｓ
逃
ｓｐｒａｎｇ ｐｏ
乞丐

ｖｐｈｒｕｇ
氆氇

ｖｐｈｒｏｇ
抢

ｂｒａｇ
岩石

ｂｒｉｓ
写

ｂｒａｎｇ
胸

ｈｅｗｕ ｈｅｎ ｈｅａ ｈｙ ｈｉｏｌｕ ｈｉｏ ｈｉｕ ｈｉａ ｈｉ ｈｉｏｔａ

　 　亚东和维西的读音反映了读舌面音之前的一个阶段：ｐｒ、ｐｈｒ、ｂｒ先演
变为相应的颚化音。亚东读舌面音之前的演变大约是ｐｒ等＞ ｐｙ等（即亚
东的ｐｉ等）；而维西大约是ｐｒ等＞ ｐｙ等＞ ｈｙ （即维西的ｈｉ）。
３）由书面语的ｒ到现在方言的舌面音，除了上面介绍的经过ｙ化的途

径而外，还有一种可能是ｒ类声母先变卷舌音，再变舌面音，不经过ｙ的
阶段。迭部（卡坝）话有这样的例子：
ｓｇｒｉｇ ｌｕｇｓ
制度

ｂｒｏ ｖｋｈｒａｂ
跳舞

ｂｒｉｓ ｍａ
写本

ｖｂｒｏｇ ｐａ
牧民

ｄｒａｎ
想念

ｄｒｉ ｍａ
味

ｄｒｅｄ ｍｏ
人熊

ｖｄｒｅ
鬼

ｎｄｉ ｌｏ ?ｏ ｈｕ ?ｉ ｍａ ｎｄｏ ｐａ ?ａｎ ? ｍａ ?ｉ ｍｕ ｎｄｅ

　 　上面这些词中的卷舌音都可变读为相应的舌面音：ｄ ～ ，? ～ 。
（华侃、于振江１９８２）
４）有几个例子我们怀疑其中的ｙ来自更早的ｌ。
藏文ｋｈｙｅｍ ～ ｋｈｅｍ “铲子，锹”，拉萨读／ ｃｈｅｍ ／，夏河读／ ｋｈｅｍ ／，日喀

则读／ ｃｅｍ ／ （《藏语方言概论》３８页藏文写作ｓｋｙｅｍ），仓洛门巴语读／ ｌｅ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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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洛门巴语简志》３２页），而我们调查过的达旺门巴话读／ ｋｈｌｅｍ ／；藏文
ｋｈｙｅｍ ｂｕ ～ ｋｈｅｍ ｂｕ “小勺，调羹”，拉萨读／ ｋｈｅｍｐｕ ／，错那门巴语读
／ ｋｈｌｉｐｕ ／ （孙宏开等１９８０，３５４页）。
藏语“手”的敬语形式ｐｈｙａｇ可能来自ｐｈｌａｇ （参阅前面清化边音部分）。
ｐｈｙｉｎｇ “毡子”中的ｙ我们怀疑来自ｌ，而且中间经过ｒ阶段（参阅

前面词族部分）。
ｂｋｙｏｎ “斥责”中的ｙ可能来自ｌ。试比较：ｌａｎ “犯错”，ｇｌａｎ ｋａ “斥

责”，ｋｌａｎ ｋａ “过失”。
“四”在藏文中是ｂｚｈｉ，拉萨话读／ ｉ ／。从拉萨市区去北郊色拉寺途中

路西有个小庙叫ｇｒｗａ ｂｚｈｉ，译成汉语可以叫“四喇嘛庙”，拉萨话读／ ?ｈａｐ
ｉ ／。庙名的由来是，最初庙中只有四个喇嘛（ｇｒｗａ ｐａ。见ｃｈｏｓ ｖｐｈｅｌ ２００４，
７１页）。同样的“四”，为什么庙名中读／ ｉ ／？看看《藏缅语语音和词汇》
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不少藏缅语“四”的声母是ｌ或含ｌ的复辅音。
庙名中的ｂｚｈｉ “四”读／ ｉ ／不读／ ｉ ／，可能与ｌ有关。白保罗（１９７２： § １６，
藏－缅语的数词）为藏语“四”构拟了ｂｌｉ。参照藏文“四”的前缀，我们
相信这一构拟（独龙语怒江方言和错那门巴语文浪话现在都读／ ｂｌｉ ／）。其后
的演变大约是ｂｌｉ ＞ ｂｙｉ ＞ ｂｉ ＞ ｗｉ或βｉ （写成藏文就是ｂｚｈｉ） ＞ ｉ ＞
ｉ。“四喇嘛庙”建成时，拉萨话“四”的读音是ｂｉ，所以现在庙名中读
／ ｉ ／，原来的前缀移至前一音节。（藏语“四”的读音演变可参见江荻
２００２ － １，４６４页）

另外，ｋｙａｍ ｋｙａｍ ｐａ和ｌｈａｍ ｌｈａｍ都是“闪烁”；还有词族材料中的
ｂｙｕｌ “捋”，我们也怀疑其中的ｙ来自ｌ。

书面语ｌ在方言中的读音说明存在ｌ ＞ ｙ 的可能性：ｇｌａｇ ／ ｈｉａ? ／
“雕”（得荣，德钦的奔子栏），ｓｌａ ｎｇａ ／ ｈｉａ ａ ／ “平锅”（德钦的升平镇），
ｓｌｅ ／ ｈｉａ ／ “编织”（德钦升平镇、德钦奔子栏）、 ／ ｈｉｏ ／ （得荣），ｓｌｏｎｇ ／ ｈｉａ ／
“乞讨”（中甸的东旺）、 ／ ｈｉｏ ／ （德钦升平镇、奔子栏），ｓｌｏｂ ／ ｈｉｏｕ ／ “教，
学”（德钦奔子栏）。

藏文ｌ类辅音组合极少与元音ｉ、ｅ结合，也让我们怀疑它们多已演变
成了ｙ类声母，只是我们还没有见到什么材料能证明或者使我们理解这种
演变。

三　 ｒ类辅音组合

根据我们的认识，藏语书面语的复辅音声母只有ｒ、ｌ两类，但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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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分为ｒ或ｌ的辅音组合未必都是复辅音声母。首先说与ｒ有关的几个问
题：①原来可能还有ｎｇｒ；②ｒ前塞音可能有变化；③ｓｒ的来源；④ｈｒ的
来源；⑤ｒ类组合读塞擦音不是二音合一；⑥ｒ类组合成份的脱落；⑦ｒ
类双辅音有些可能是前缀和声母。
１ 除了音译外来词使用的ｓｈｒ以外，ｒ类辅音组合有以下１３个：
　 　 　 　 　 　 　 ｋｒ　 　 ｔｒ　 　 ｐｒ　 　 ｓｒ　 　 ｈｒ

ｋｈｒ ｔｈｒ ｐｈｒ
ｇｒ ｄｒ ｂｒ

ｎｒ ｍｒ
从这个表可以明显地看出缺少了由舌根鼻音组成的ｎｇｒ。藏语书面语前

缀ｓ加鼻音声母ｎｇ、ｎｙ、ｎ、ｍ在藏语方言中通常都读、、ｎ、ｍ或以
它们为第二成分的复辅音，而在安多方言的斑玛话中，有些书面语的ｓｎｇ、
ｓｎｙ、ｓｎ、ｓｍ、ｓｍｙ，与其他词中的ｓｎｇ、ｓｎｙ、ｓｎ、ｓｍ、ｓｍｙ的读音不
同，却与书面语ｓｒ的读音相同。试比较：
ｓｎｇａ ｐｏ
早

ｓｎｇａｓ ｎｇｏ
枕头

ｓｎｇｏｎ ｍａ
以前

ｓｎｇｏｎ ｐｏ
蓝的

ｓｎｇｏ ｓｋｙａ
青白色

 ｓａｍｏ  ｓｉ ｎｇｏ  ｓｏｒｍɑ  ｓｏｎ ｍｂｏ ｒｏ ａ

ｓｎｙａｌ
发酵

ｓｎｙｉｇｓ ｍａ
糠

ｓｎｙｉｎｇ
心

ｓｎｙａｎ ｎｇａｇ
诗

ｓｎｙｅ ｍａ
穗子

 ｓｉ  ｓｍａ  ｓɑ ａｎ ａ ｍａ

ｓｎａ
鼻

ｓｎａｂｓ
鼻涕

ｓｎａｇ ｔｓｈａ
墨水

ｓｎｕｍ
油

ｓｎａ ｔｈａｇ
鼻烟

ｓｎａｍ ｂｕ
氆氇

 ｓａ  ｓａｐ  ｓａｋ ｔｓａ  ｓｍ ｒｎａｔｏ ｒｎɑ ｍｂｏ

ｓｍｅｄ
后

"

ｓｍａｎ
药

ｓｍａｄ ｇｙｏｇ
裙子

ｓｍｕｇｓ ｐａ
雾

ｓｍｅ
痣

 ｓｅｔ ｒｍａｎ ｒｍａｔ ｊｏｋ ｒｍｋ ｐｏ ｒｍｅ
ｓｍｙｕｇ ｍａ
竹子

ｓｍｙｕｎｇ ｇｎａｓ
斋戒

ｓｍｙｏ
疯

ｓｍｙｏｎ ｐａ
疯子

ｓｍｙｕｇ
竹笔

 ｓａｋ ｍａ  ｓｏ ｎｉ  ｓｕ  ｓｏ ｎａ ｋ
ｓｒａｎｇ
（斤）两

ｓｒａｎ ｍａ
豆子

ｓｒａｍ
水獭

ｓｒｕｎｇ
守卫

ｓｒｏ ｍａ
虮子

ｓｒｏｇ
性命

 ｓɑ  ｓａｎ ｍɑ  ｓａｍ  ｓｏ  ｓｏ ｍɑ  ｓｏ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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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语带前缀ｓ的鼻音声母在班玛话中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读音？为
什么其中一种读音没有鼻音而与书面语ｓｒ的读音相同？我们的认识是，带
前缀ｓ而斑玛话读音与ｓｒ相同的鼻音声母原来都是带ｒ的复辅音，现在绝
大多数方言中这个ｒ脱落了，剩下ｓ和鼻音；而在班玛话的历史上，却是
鼻音脱落，剩下ｓ和ｒ，所以才与书面语中的ｓｒ的读音相同。也就是说，
早期藏语不仅有更多含ｎｒ、ｍｒ的字，而且ｎｇｒ也是有的（藏语ｎｇｕ “哭”
在错那门巴语麻玛话像很多藏语方言一样读／ ｕ ／，但是文浪话却读／ ｒｕ ／，
反映藏语“哭”的声母原来可能也是带ｒ的 ｎｇｒ）。上面表中一些ｓｍｙ的
字也读／  ｓ ／，说明其中的ｙ来自ｒ；ｓｍｙｕｇ “竹笔”声母不读／  ｓ ／，是方言
借词。至于斑玛话中读／  ｓ ／的藏文ｓｎｙ中的ｎｙ，都是从其他鼻音演变来的。
２ 在华侃、龙博甲的《安多藏语口语词典》中，有几个动词的祈使式

比较特别：ｖｄｒａｌｄｒａｌｐｈｒｏｌ “撕”，ｖｄｒｉｄｒｉｓｐｈｒｉｓ （～ ｋｈｒｉｓ）“问”，ｖｄｒｕｄｒｕｓ
ｐｈｒｕｓ “挖”，ｖｄｒｕｄｄｒｕｄｐｈｒｕｄ “拖，拉”，ｖｄｒｅｎｄｒａｎｇｓｐｈｒｏｎｇｓ （～ ｋｈｒｏｎｇｓ）
“引导”。这几个词的祈使式都与非祈使式不同根。这是为什么？
１）虽然藏语最初ｋｒ、ｋｈｒ、ｇｒ、ｔｒ、ｔｈｒ、ｄｒ、ｐｒ、ｐｈｒ、ｂｒ都有，但是从

一些词在现代方言中的读音看，藏语书面语一些词中的ｄｒ似乎是由 ｂｒ演
变来的。例如：

ｄｒｉ ｍａ “气味”在泽库读／ ｐ? ｍａ ／，拉萨ｓａ ｄｒｉ “土味”读／ ｓａｐ ?ｉ ／，
ｎｙａ ｄｒｉ “鱼腥味”读／ ａｐ ?ｉ ／，ｂｓｅ ｄｒｉ “狐臭”读／ ｓｅｐ ?ｉ ／ （参见张谢蓓蒂
１９７１）。

ｄｒｉｓ “问”贵南读／ ｐ?ｉ ／ （错那门巴语麻玛话读／ ｂｒｉ ／）。
ｄｒｉｌ ｂｕ “铃”同德读／ ｐ?ｌ ｗ ／，达日、海晏读／ ｐ?ｒ ｗ ／。
ｄｒｅｌ “骡子”祁连等一些地方读／ ｐ?ｉ ／，天峻读／ ｐ?ｗｅ ／。
ｄｒｅｄ ｍｏ ～ ｍｉ ｄｒｅｄ “马熊”祁连读／ ｐ?ｅ ｍｏ ／，兴海读／ ｐ?ｅｌ ｍｕ ／，天峻

读／ ｍ ｐ?ｅｌ ／。
ｖｄｒｏｇｓ “惊”祁连读／ ｍｄｏｋ ／，从ｍ可以知道其中的ｄ来自早期的

ｂｒ，而不是ｄｒ。
ｎｙａ ｄｒａ “鱼网”拉萨读／ ａｐ ?ａ ／，而“网”通常写作ｄｒａ ｂａ，但是也

有人写带ｗａ ｚｕｒ的ｄｒｗａ ｂａ ，显示其中原来有一个ｂ。套在骡马嘴上防止
乱吃庄稼的“嘴笼”，张怡荪先生主编的《藏汉大辞典》中写作ｋｈａ ｒａ，拉
萨等地读／ ｋｈａｐ ｒａ ／，所以在于道泉先生主编的《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
中写作ｋｈａｂ ｒａ。我们觉得恐怕应该是ｋｈａ ｄｒａ，所以会出来一个ｐ，正反映
了ｄｒａ “网”更古的面貌是ｂ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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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从ｂｒ向ｄｒ的演变大约早就开始了，因为在书面上有ｂｒ和ｄｒ的异
形词。例如ｖｄｒａｄ ～ ｖｂｒａｄ “抓，挠，啃”，ｖｄｒｉｄ ～ ｖｂｒｉｄ “骗”，ｖｄｒｉｍ ～ ｖｂｒｉｍ
“分发”，ｖｄｒｕ ～ ｖｂｒｕ “挖”，ｖｄｒｕｄ ～ ｖｂｒｕｄ “拖，蹭，摩擦”，ｖｄｒｕｌ ～ ｖｂｒｕｌ
“落”，ｖｄｒｅｇ ～ ｖｂｒｅｇ “裁，割”，ｄｒａｌ ～ ｄｂｒａｌ “撕”。
２）从方言读音看，书面语一些词中的ｇｒ也是从ｂｒ演变来的（参见张

谢蓓蒂１９７１）：
ｇｒｏ “小麦”班玛读／ ｐ?ｏ ／。
ｒｔｓｅ ｓｇｒｏ “花扦”拉萨读／ ｔｓｅｐ ?ｏ ／。
ｇｒａ ｍａ “麦芒”红原读／ ｐ?ａ ｍａ ／。ｇｒａｎｇ ｂａ “淋病”兴海读／ ｐ?ａ ａ ／。
ｇｒｗａ ｐａ “喇嘛”兴海读／ ｐ?ａ ｗａ ／，由同一词素构成的ｂｚｏ ｇｒｗａ “工厂”

夏河读／ ｚｏｐ ?ａ ／。书面上ｇｒｗａ中所以有一个ｗ，也反映更早其中有一个唇
音。ｓｌｏｂ ｇｒｗａ “学校”拉萨话读／ ｌａｐ ?ａ ／，前一音节元音是ａ，不是ｏ，说明
在这个方言中，构成“学校”这个词的不是“教，学”现在式的ｓｌｏｂ，而
是将来式的ｂｓｌａｂ。不过按照拉萨话的发音规律，ｂｓｌａｂ应该读／ ｌｐ ／，在“学
校”这个词中为什么是／ ｌａｐ ／？我们想原因就在于作“场所”讲的后一词根
ｇｒｗａ原来是ｂｒａ，构成“学校”这个词时它在拉萨话中读／ ｂｄａ ／，其中的
ｂ使前一词根ｂｓｌａｂ的韵尾ｂ异化脱落，然后自身再进入前一音节以韵尾的
形式保留下来。在拉萨话中，一个音节原有的韵尾ｂ一定使元音ａ变，只
有后一音节转移来的假韵尾ｂ才能使元音ａ的读音保持不变。

一些词的异体形式也反映了ｂｒ ＞ ｇｒ、ｐｈｒ ＞ ｋｈｒ：ｇｒａ ｍａ ～ ｂｒａ ｍａ “猫
儿刺树”，ｖｇｒｕｓ ～ ｖｂｒｕｓ “努力”，ｇｒｅ ｇａ ～ ｂｒｅ ｋｈａ “（纸）张”，ｇｒｏ ｍａ ～ ｂｒｏ
ｍａ “蕨麻”，ｋｈｒａ ～ ｐｈｒａ “镶嵌物”，ｖｋｈｒｉ ～ ｖｐｈｒｉ “减少”，ｓｎｇｏ ｋｈｒｉｇ
ｋｈｒｉｇ ～ ｓｎｇｏ ｐｈｒｉｇ ｐｈｒｉｇ “碧绿成片状”，ｋｈｒｕ ｓｌｏｇ ｐａ ～ ｐｈｒｕ ｓｌｏｇ ｐａ “翻地”，
ｋｈｒｕｍ ｋｈｒｕｍ ｍａ ～ ｐｈｒｕｍ ｐｈｒｕｍ “软骨”，ｋｈｒｏｍ ｍｅ ｂａ ～ ｐｈｒｏｍ ｍｅ ｂａ “（水
珠）圆亮”。另外，我们怀疑ｖｋｈｒｕｌ “错乱”是从ｖｐｈｒｕｌ “变幻”分化出来
的。
３）藏语书面语中还有一些ｄｒ ～ ｇｒ的异形词，反映ｄｒ ＞ ｇｒ的变化。例

如：
ｇｒｕ ｇｕ ～ ｄｒｕ ｇｕ “突厥”。在突厥语中，“突厥”是ｔüｒｋ或ｔüｒüｋ （韩儒林

重译《蒙古古突厥碑文》，见林１９８７，４６６页），公元８２３年所立唐蕃会
盟碑东面第１４行也是ｄｒｕ ｇｕ，所以后来流行的写法ｇｒｕ ｇｕ应该是从ｄｒｕ ｇｕ
演变来的。

ｖｇｒｕｌ ～ ｖｄｒｕｌ “行走，通报”，唐蕃会盟碑西面第３９行写作ｖｄｒｕｌ （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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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方言读／ ｄｕｌ ／，ｒ脱落了）。
ｍｇｒｏｎ ｐｏ “客人”在敦煌写卷中也是ｖｄｒｏｎ ｐｏ。
吐蕃第８代藏王的名字现在一般都写作ｇｒｉ ｇｕｍ ｂｔｓａｎ ｐｏ，但是在西藏林

芝县的摩崖碑和敦煌写卷所记该王传记中，其第一个字“刀”是ｄｒｉ，不是
ｇｒｉ。而“刀”在藏语Ｌａｈｏｕｌ方言中确有／ ｄｒｉ ／的读法（Ｊｓｃｈｋｅ：Ａ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ｐ ｘｖｉｉｉ），不是碑文误写误刻。

现在拉萨东面有个县叫墨竹工卡，通行的藏文写法是ｍａｌ ｇｒｏ ｇｕｎｇ ｄｋａｒ，
但是在敦煌写卷《大事纪年》中，前两个字都写作ｍａｌ ｔｒｏ （６９４年、７１３年、
７６１年）或ｍａｌ ｔｈｒｏ （７１４年）。

藏语有两个自动、使动成对的动词，自动词是ｖｄｒｏｇｖｄｒｏｇｓ “受惊”，使
动词是ｄｋｒｏｇｄｋｒｏｇｓ “使惊”。我们知道，自动、使动成对的动词的声母，主
要是清浊、送气不送气的差别，通常不会出现发音部位上的不同，而上述这
对动词，自动形式的声母是舌尖塞音构成的ｄｒ，使动形式的声母却是舌根
塞音构成的ｋｒ，这就跟塞音成分的后移有关。自动词的声母没变，使动词
声母中的塞音成分后移了。ｄｋｒｏｇ有异体形式ｓｋｒｏｇｂｓｋｒｏｇｂｓｋｒｏｇｓｓｋｒｏｇｓ，使
动词声母中所以是清的ｋ，是前缀ｓ同化的结果。后来有些地方“使惊”
演变为ｄｋｒｏｇ，书面语也主要使用这一形式，但是有些地方至今仍然读ｓｋｒｏｇ
脱落ｋ的演变形式： ｏｋ （夏河———格桑居冕等２００２，２４７页）、 ｏ （札达、
革吉、措勤———瞿霭堂等１９８３，＃１４２２）。ｄｒｕｍ “碎”和ｄｋｒｕｍ “弄碎”也
是这样的，只是ｄｒｕｍ有个异体形式ｇｒｕｍ，反映有些地方自动形式ｄｒ ＞ ｇｒ
的演变。这些材料说明，藏语历史上有些词曾有过ｄｒ ＞ ｇｒ的变化。

ｄｒ ＞ ｇｒ的变化在方言中的反映我们只记到一例：ｓｇｒｉｇ “调整”在巴尔
蒂读／ ｄｒｉｋ ／、 ／ ｇｒｉｋ ／两可。
４）从上面的介绍可知，藏语的某些词中，历史上曾经发生过ｐｈｒ ＞ ｋｈｒ、

ｂｒ ＞ ｄｒ、ｄｒ ＞ ｇｒ、ｂｒ ＞ ｇｒ的变化。既然ｂｒ可变ｄｒ，ｄｒ可变ｇｒ，那么ｂｒ变ｇｒ
中间会不会经过ｄｒ阶段？那是可能的，因为有ｂｒ ～ ｄｒ ～ ｇｒ的异形词。例如
ｂｒｕｓ ｍａ ～ ｄｒｕｓ ｍａ ～ ｇｒｕｓ ｍａ “四岁初次发情生犊的母牛”，ｓｂｒｅ ～ ｖｄｒｅ ～
ｖｇｒｅ ～ ｓｇｒｅ “打滚”，ｂｒｏ ｋｈａ ～ ｄｒｏ ｋｈａ ～ ｇｒｏ ｋｈａ “途中干粮”。但是，ｂｒ变ｇｒ
的未必个个都经过ｄｒ的阶段。我们怀疑，只是因为近代以来很多方言ｐｒ和
ｋｒ同音，ｐｈｒ和ｋｈｒ同音，ｂｒ和ｇｒ同音，都读卷舌塞擦音，才出现某些相关
的异形词的。像“软骨”本是ｐｈｒｕｍ ｐｈｒｕｍ，但是也有人写作ｋｈｒｕｍ ｋｈｒｕｍ
（ｍａ）。ｐｈｙａｎｇ ｐｈｙａｎｇ ｐｈｒｕｌ ｐｈｒｕｌ “下垂状”也写作ｄｐｙａｎｇ ｄｐｙａｎｇ ｋｈｒｕｌ
ｋｈｒｕｌ。前述安多方言夏河话ｖｄｒｉｄｒｉｓ “问”的祈使式ｐｈｒｉｓ的异体ｋｈｒ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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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ｄｒｅｎｄｒａｎｇｓ的祈使式ｐｈｒｏｎｇｓ的异体ｋｈｒｏｎｇｓ可能也是这种情况。这种俗字
有的可能已被普遍接受，有的可能还没有正式进入书面语。
５）有些藏语书面语声母是ｄｒ的字，无论书面语或者现代方言，我们都

没有见过ｇｒ或它的演变形式，但是在借进其他语言以后声母却演变成了ｇｒ
或它的清化形式。例如ｄｒａｎ “想念”在错那门巴语麻玛话中读／ ｋｒＡｎ ／。ｄｒｕｇ
“六”文浪话读／ ｇｒｏｋ ／，麻玛话读／ ｋｒｏ ／。ｄｒｅｌ “骡子”麻玛读／ ｋｒｅ ／。ｄｒｏ
ｐｏ “暖和”文浪话读／ ｇｒｏ ｉ ／，麻玛读／ ｋｒｏ ｐｏ ／。又如ｄｒｉ “问”在独龙语独
龙河方言中读／ ｋｉ ／，怒江方言读／ ｋｈｉ ／。ｄｒｕｂ “缝”独龙河读／ ｋｒｐ ／，怒江
读／ ｋｈｒｐ ／。ｄｒｅｌ “骡子”独龙河读／ ｔ ｋｉ ／，怒江读／ ｔ ｋｈｉ ／。
３ 在１３个ｒ类辅音组合中，由鼻音组成的ｎｒ、ｍｒ在拉萨分别读／ ｎ ／

和／ ｍ ／，由擦音组成的ｈｒ读／ ｒ。／，由塞音组成的９个都读送气或不送气的
／ ? ／，只有由擦音组成的ｓｒ比较特别，读／ ? ／或／ ｓ ／。ｓｒ读／ ｓ ／好理解，可是
它为什么会读／ ? ／？塞音和ｒ的组合读／ ? ／，那是因为ｒ前本来有一个塞
音，而在ｓｒ中ｒ前是个擦音，现在拉萨话读塞擦音，其中的塞音成分是如
何产生的？另一个同样由擦音和ｒ组成的ｈｒ为什么不能像ｓｒ那样读／ ? ／而
只能读／ ｒ。 ／？

实际上，ｓｒ在很多藏语方言中跟ｈｒ一样，读ｒ。或含ｒ。的复辅音，为
什么拉萨等地会出现一个与擦音无关的塞音成分？对这个问题是有不同看法
的（张谢蓓蒂１９７１，１９７７；张济川１９８６；江荻１９９６，２００２ （２）：２４８页、
２５２页、２５６页）。我们以为，ｓｒ在拉萨等地读塞擦音，是因为ｓｒ不是最早
的形式，它是由别的形式演变来的。拉萨等地的读音隐藏着更早形式的线
索。

现在让我们再来谈谈这个问题，希望能引起更多的讨论。
１）９个塞音和ｒ的组合都读送气或不送气的／ ? ／，由擦音ｈ和ｒ的组合

读／ ｒ。 ／，而由擦音ｓ和ｒ组成的ｓｒ读／ ? ／，让我们怀疑ｓｒ中间原来有个塞
音。

（１）由ｓｒ作声母的几个词在普日格的读音是这样的：
ｓｒａｎｇ “街”：ｓｔｒａｂｕ　 　 　 　 　 　 ｓｒａｎ ｍａ “豆子”：ｓｔｒｅｎｍｏ
ｓｒｉｎ “虫子”：ｓｔｒｉｎ ｓｒｅｓ “掺合”：ｓｔｒａｓ
根据Ｋ Ｒａｎｇａｎ在书中的介绍，这些词的声母都是三合辅音，也就是说

在ｓ和ｒ之间有一个舌尖塞音。词族材料显示有些词中的ｓｒ与ｄｒ有关。试
比较：

ｓｒｏｎｇ “弄直”：ｄｒａｎｇ “直”，ｖｄｒｏｎｇ “变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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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ｒｕｌ “使腐烂”：ｄｒｕｌ “腐烂”
ｓｒｅ “使混合”：ｖｄｒｅ “混合” ｓｒｅｇ “烤”：ｖｄｒｅｇｓ “烤焦”
在拉萨话中，书面语的ｄｒ读／ ? ／，低调，ｓｒ读／ ? ／，高调，这说明在

ｓｒ中，ｓ使ｄ （ｒ）清化成了ｔ （ｒ）。
藏文有ｓｋｒ、ｓｇｒ、ｓｐｒ、ｓｂｒ，却没有ｓｔｒ和ｓｄｒ。我们猜想ｓｔｒ和ｓｄｒ

在拉萨以外的某些方言中很早就演变成ｓｒ了，藏文拼写法中的ｓｒ，就是依
据这些方言的语音制定的。［参阅西门华德１９７４ （２）］

（２）从词族材料看，藏文的ｓｒ的来源是多元的，有些来自ｓｐｒ、ｓｂｒ。
试比较：

ｓｒｉｓ ｍａ “奶皮子，浮膜”：ｓｐｒｉｓ ｍａ “奶皮子，浮膜”
ｓｒｉｎｇ “发出（讯息）”：ｓｐｒｉｎｇ “发出（讯息）”
ｓｒｉ “节约”：ｖｂｒｉ “减少”，ｖｂｒｉｄ “使减少”
ｓｒｅ ｄａ “黑穗病”：ｓｐｒｅ ｄａ “黑穗病”
ｓｒｏ ｒｉｎｇ ｍｏ “性情温和”：ｓｐｒｏ ｒｉｎｇ ｍｏ “性情温和”
ｓｒｏ “脾气，火气”：ｓｐｒｏ “脾气，火气”
ｓｒｅ ｍｏｎｇ “黄鼠狼”：ｓｐｒｅ ｍｏｎｇ “黄鼠狼”，ｓｂｒｅ ｍｏｎｇ “黄鼠狼”
吐蕃王国第２３代赞普ｒｇｙａｌ ｓｒｉｎ ｂｒｔｓａｎ也称ｌｄｅ ｓｐｒｉｎ ｂｔｓａｎ （ｄｏｎ ｒｄｏｒ１９９３，

第１４页）（其父名ｌｄｅ ｒｇｙａｌ ｐｏ，所以两个名字的第一个字可能与父名有关，
第３个字有无ｒ是异形词）。

华侃《安多藏语声母的几种特殊变化》一文中还有两个ｓｐｒ读如ｓｒ的
例子，请参阅。

（３）有一些词中的ｓｒ来自ｓｋｒ或ｓｇｒ：
ｓｒａｎｇｓ “肿”：ｓｋｒａｎｇｓ “肿”
ｓｒｉ “缠绕”：ｓｋｒｉ “缠绕”，ｄｋｒｉ “缠绕”
ｓｒｕｎ ｐｏ “温顺”：ｓｋｒｕｎ ｐａ “温顺”
ｓｒｕｂ “搅动”，ｓｒｕｇ “搅动”：ｄｋｒｕｇ “搅动”
ｓｒｉｂ “遮蔽”：ｓｇｒｉｂ “遮蔽”
ｓｒｕｍ “肉”：ｓｋｒｕｍ “肉”，ｄｋｒｕｍ “肉”，ｋｒｕｍ （ｓ）“肉”
（４）藏文的ｓ ＋塞音＋ ｒ这样的辅音组合因中间的塞音脱落而演变为ｓｒ

是以词汇扩散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演变在某些方言还在进行之中。例如，
ｓｋｒａ “头发”读／ ｒ。ａ ／ （桑噶尔），ｓｋｒｕｇ “车削”读／ ｒ。ｕｋ ／ （桑噶尔），ｓｇｒｕｎｇ
“故事”读／ ｒ。ｕ ／ （桑噶尔、定日、拉孜、萨迦），ｓｇｒｉｌ “卷”读／ ｒ。ｉｌ ／ （桑噶
尔），ｓｐｒｉｎ “云”读／ ｒ。ｉ ／ （桑噶尔。安多方言很多地方有类似读音）。ｓｐｒｉ



３２８　　 藏语词族研究

“初乳”读／  ｉ ／ （列城），ｓｐｒｕｇ “抖”读／  ｕｋ ／ （列城）。不过这些词在方言
口语中虽然读如ｓｒ，但还没有进入书面语，还没有出现ｓｒ的写法。

藏文ｓ ＋塞音＋ ｒ 这样的辅音组合在方言中读如ｓｒ 的例子，在
Ｈ Ａ Ｊｓｃｈｋｅ的Ａ Ｔｉｂｅｔａｎ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和Ｔｉｂｅｔａｎ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ｐ １０９）中还
有一些。

（５）由不同部位的塞音组成的ｓ ＋塞音＋ ｒ辅音组合都有可能演变为ｓｒ
的形式，所以由不同部位的塞音组成的ｓ ＋塞音＋ ｒ辅音组合的词，可能演
变为相同的ｓｒ的形式，甚至形态变化也完全相同。例如，动词ｓｒｉｎｇｂｓｒｉｎｇ
ｂｓｒｉｎｇｓｓｒｉｎｇｓ有二义，一是“发出（讯息）”，由ｓｐｒｉｎｇｓｐｒｉｎｇｓｐｒｉｎｇｓｓｐｒｉｎｇｓ
演变而来；一是“使延长”，由与ｖｄｒｉｎｇ相应的使动词演变而来。

（６）ｓ ＋塞音＋ ｒ的辅音组合中，塞音＋ ｒ是声母，ｓ是前缀，这在使动
动词中最为明显。所以，ｓｒ不是复辅音声母，ｓ是前缀（见李方桂１９３３）。

（７）ｓ ＋塞音＋ ｒ组合，在方言中不仅中间的塞音可以脱落，整个声母
都可能脱落，留下原来的前缀成为声母。例如ｓｋｒａ “头发” ／ ｓａ ／ （丁青、巴
青），ｓｋｒａｇ “害怕” ／ ｓａ ／ （丁青）、 ／ ｓｅ ／ （巴青），ｓｋｒａｎｇｓ “肿” ／ ｓａ ／ （囊
谦）、 ／ ｓｕ ／ （丁青）、 ／ ｓｕ ／ （巴青），ｓｐｒｅ “申（猴）” ／ ｓｉ ／ （夏河）。书面语
ｓｒ不少地方读ｓ，就是只剩下前缀的结果。
２）藏文的ｓｒ在拉萨有／ ? ／、 ／ ｓ ／两读。具体说来，有些词素只读／ ? ／，

有些只读／ ｓ ／，有些／ ? ／、 ／ ｓ ／两读。
只读／ ? ／的有ｓｒａｎ：ｓｒａｎ ｍａ “豆子”，ｓｒａｎ ｒｉｌ “豌豆”，ｒｇｙａ ｓｒａｎ ｍａ “蚕

豆”；ｓｒａｂ “马嚼子”；ｓｒａｂ：ｓｒａｂ ｐｏ “薄”；ｓｒａｍ “水獭”；ｓｒｅ “使混合”；
ｓｒｅ：ｓｒｅ ｍｏｎｇ “黄鼠狼”；ｓｒｅｇ “烧，烤，炸”；ｓｒｏ “晒，烤”；ｓｒｏ：ｓｒｏ ｍａ
“虮子”；ｓｒｏｄ “晚上”。

只读／ ｓ ／的有ｓｒａ：ｓｒａ ｂｒｔａｎ “牢固”；ｂｓｒａｎｇｓ “弄直，纠正”；ｓｒｉ “厉
鬼”；ｓｒｉｎｇ：ｖｇｙａｎｇ ｓｒｉｎｇ “延期”；ｓｒｉｄ “政治”；ｓｒｉｄ：ｓｒｉｄ ｐａ “生死流转”，
ｙａｎｇ ｓｒｉｄ “转世活佛”；ｓｒｉｄ “可能”；ｓｒｉｎ：ｓｒｉｎ ｐｏ “罗刹”；ｓｒｉｂ：ｓｒａｂ ｂｉ
ｓｒｉｂ ｂｉ “昏暗”；ｓｒｕ：ｓｒｕ ｍｏ “姨妈”；ｓｒｕｂ “搅动”；ｓｒｕｂｓ “缝隙”；ｓｒｅｇ ：
ｓｒｅｇ ｐａ “鹧鸪”；ｓｒｏｌ “习惯，规则”；ｓｒｏｎｇ：ｓｒｏｎｇ ｂｔｓａｎ ｓｇａｍ ｐｏ等历史上的
王名。

两读的词素有ｓｒａｎｇ “秤，（斤）两”读／ ｓ ／，ｓｒａｎｇ ｐｏ “（秤）准，正
直”读／ ｓ ／， ｓｒａｎｇ ｓｒａｎｇ “巷”读／ ? ／， ｓｒａｎｇ ｌａｍ “巷” ／ ? ／、 ／ ｓ ／两读；
ｓｒａｓ “少爷”读／ ｓ ／，ｓｒａｓ ｍｏ “小姐”两读（通常读／ ｓ ／）；ｓｒｉｎ ｓｋｕｄ “棉
线”读／ ｓ ／，ｓｒｉｎ ｂａｌ “棉花”读／ ? ／；ｓｒｕｎｇ作“遵守”解读／ ｓ ／，作“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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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解读／ ? ／，但是合成词、短语ｓｒｕｎｇ ｍａ “护法神”、ｓｒｕｎｇ ｍｄｕｄ “护身
结”、ｇｌｉｎｇ ｓｒｕｎｇ ｂａ “守护林卡的人”、ｂｔｓｏｎ ｓｒｕｎｇ ｂａ “监狱看守”、ｓｋｕ
ｓｒｕｎｇ ｄｍａｇ ｍｉ “卫兵”等读／ ｓ ／；ｓｒｏｇ “性命”读／ ｓ ／，但ｓｒｏｇ ｍｋｈｅｇｓ ｐｏ
“结实”读／ ? ／。

书面语的ｓｒ在拉萨读／ ? ／，前缀脱落了，是比较正常的演变。读／ ｓ ／的
来源有３种可能。①由ｓ ＋塞音＋ ｒ演变而来。②受其他方言影响（ｓｒ在康
方言很多地方读ｓ）。③来自读书音。后两种可能性比较大，尤其是最后一
种。ｓｒ在拉萨口语中尽管有／ ? ／、 ／ ｓ ／两读，但是读书音一律读／ ｓ ／。所以
ｓｒｏｄ “晚上”口语说／ ?? ／，而赵元任先生记录的拉萨来京的僧官读《仓央
嘉措情歌》的音是／ ｓ ／。ｓｒａｂ ｐｏ “薄”口语读／ ? ／，由同一词素构成的书面
语的新词ｓｈｏｇ ｓｒａｂ “薄膜”读／ ｓ ／。ｓｒｅｇ “烧，烤，炸”口语说／ ?ａ ／，而在
ｓｒｅｇ ｂｃａｄ ｂｒｄａｒ ｇｓｕｍ “磨炼”、ｓｒｅｇ ｇｓｏｄ ｖｐｈｒｏｇ ｇｓｕｍ “烧杀抢掠”这种文言来
的短语中读／ ｓ ／ （ｇｓｏｄ “杀”和ｖｐｈｒｏｇ “抢”二字也依文读）。西藏历史上王
名中的ｓｒｏｎｇ读／ ｓ ／，恐怕也是依照文读的结果。
３）因为拉萨等地一些词中的ｓｒ读／ ? ／，所以有人把ｓｒ也写作读／ ? ／的

ｋｒ。于道泉先生主编的《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中就收有一些写作ｋｒ的
词，但是多没有直接注汉义，而是注见相应的ｓｒ形式的词条。把ｓｒ写作ｋｒ
的词进入书面的不多，所以在其他辞书中少见。
４ 以藏文的ｈｒ作声母构成的词素数量很少（十多个），而且没有一个

能加前缀，这说明ｈｒ这个复辅音在藏语中出现得也比较晚。它在拉萨等地
方言中多读作清化的卷舌半元音ｒ。 （通常被记作），这说明它已由复辅音演
变为单辅音。如果往上推，它是从哪里演变来的？
１）在色多活佛五世所著《藏文文法根本颂色多氏大疏》第５１页谈

藏语方言语音演变时曾提到，有的地方把ｋｈｒａ读若ｈｒｏ，把ｋｈｒｏｌ读若ｈｒｏｌ
或ｔｈｏｌ的情况，说明他那个时候，有的地方把藏文的ｋｈｒ读得和藏文的ｈｒ
一样。下面的例子显示，某些词中的ｈｒ确实可能来自舌根音与ｒ的组
合。

ｈｒａｇ ｈｒａｇ “硬邦邦”，ｈｒａｇ ｐｏ “精良”：ｋｒａｇ ｋｒａｇ “硬，好”，ｍｋｈｒｅｇｓ ｐｏ
（拉萨读／ ?ｈａｋｏ ／）“坚硬，坚固”，ｍｋｈｒｅｇｓ ｍｋｈｒｅｇｓ （拉萨读／ ?ｈａｋ?ａ?）“硬
硬的”。

ｈｒａｎｇ、ｈｒｅｎｇ、ｈｒｉｎｇｓ “凝固，变硬”，ｒｅｎｇ “变硬，僵”：ｖｋｈｅｎｇ “凝
固，僵”（ｒ脱落了），ｍｋｈｒａｎｇ ｐｏ “硬，结实”。

ｈｒｉｂ ｈｒｉｂ “朦胧”：ｖｇｒｉｂ “遮蔽”，ｓｇｒｉｂ （ｖｇｒｉｂ的使动形式），ｇｒｉｂ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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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ｓｒｉｂ “遮蔽；山阴，朦胧”。
ｈｒｕｇ ｐｏ、ｈｒｕｇ ｈｒｕｇ “碎的”：ｇｒｕｇ “破碎，残缺”。
２）但是从同族词比较来看，在一些词中，藏文的ｈｒ是从双唇塞音和ｒ

的组合演变而来的。例如：ｈｒａｎｇ ｈｒａｎｇ、ｈｒｅｎｇ ｈｒｅｎｇ “独自，孤单”。但是
ｒｔａ ｈｒａｎｇ “离群索居在山中的马”拉萨读／ ｔａｐ ｒａ ／，ｓｈａ ｈｒａｎｇ “秃毛（狗）”
拉萨读／ ａｐ ｒａ ／ （参见张谢蓓蒂１９７１）。西藏最西部札达县有个地方叫ｒｔｓａ
ｈｒｅｎｇ，拉萨读／ ｔｓａｐ ｒａ ／，所以也有人写作ｒｔｓａ ｂｒａｎｇ。这几个例子说明，
ｈｒａｎｇ （或ｈｒｅｎｇ）中的ｈ是从双唇塞音演变来的。在复合词中，这个唇音在
某些地方以前一音节韵尾的形式保存了下来。

ｈｒａｇ和ｐｈｒａｇ同族，都是“间隙”，ｈｒａｇ中的ｈ应该来自唇音。
ｈｒａｌ，作名词用是“间隙”，作动词是“破，撕”。ｈｒａｌ ｈｒａｌ是“稀疏”。

同族词有ｒａｌ “破裂，溃”、ｄｂｒａｌ “撕”、ｂｒａｌ “分离”、ｐｈｒａｌ “使分离”、
ｋｈｒａｌ是“被弄破”、ｋｈｒａｌ ｋｈｒａｌ “疏落，分散”、ｓｒａｌ “间隙”，ｄｒａｌ是ｒａｌ和
ｄｂｒａｌ的别体。在来源上与ｈｒａｌ有关的语素有ｂｒａｌ、ｐｈｒａｌ、ｄｒａｌ、ｋｈｒａｌ、ｓｒａｌ，
很难说ｈｒａｌ是从哪一种形式演变来的。但是，“破烂的”在文字上写作ｒｔｓａ
ｈｒａｌ，在拉萨读／ ｔｓａｐ ｒ： ／，所以ｈｒａｌ来源于双唇塞音和ｒ的组合的可能性
最大。

同样，ｈｒｉｌ “整个，全部”，ｈｒｉｌ ｈｒｉｌ “球形的”。同族的词有ｒｉｌ “滚动，
滚下，跌倒” （ｒｉｌ ｒｉｌ “球形的”、ｒｉｌ ｐｏ “整个的”、ｌｔａｂ ｒｉｌ “卷儿”）、ｄｂｒｉｌ
“使跌倒”、ｄｒｉｌ “滚动，滚下，卷，绕在一起，汇集”（ｂｌｔａｂｓ ｄｒｉｌ “卷儿”）、
ｇｒｉｌ “滚下，卷，汇集”、ｓｇｒｉｌ （ｇｒｉｌ的使动形式）、ｂｇｒｉｌ （ｇｒｉｌ和ｓｇｒｉｌ的异
体）、ｋｈｒｉｌ “盘绕”、ｐｈｒｉｌ “整个，全部”。在拉萨，动词ｒｉｌ读低调，而ｒｉｌ
ｒｉｌ （以及它的异体ｈｒｉｌ ｈｒｉｌ）两个音节都读高调，说明它们是由不同的语素
构成的。ｎｙｗａ ｒｉｌ “腿肚子”、ｓｈａ ｒｉｌ “肉丸子”在拉萨分别读／ ａｐ ｒｉ： ／和
／ ａｐ ｒｉ： ／，这说明“球形的”语素ｒｉｌ原来前边有个双唇塞音，而且一定是
清的ｐｈ。因为，如果是带音的ｂ，会读低调。ｈｒｉｌ与ｐｈｒｉｌ同义，所以在拉萨
话中，ｈｒｉｌ最可能来自ｐｈｒｉｌ，演变的过程可能是ｐｈｒｉｌ ＞ ｈｒｉｌ ＞ ｒｉｌ。在ｎｙｗａ ｒｉｌ、
ｓｈａ ｒｉｌ这样的复合词中，ｐｈ以前一音节韵尾ｐ的形式被保存了下来。不过
这是就拉萨话说的。有些地方ｒｉｌ ｒｉｌ或ｈｒｉｌ ｈｒｉｌ的读音与拉萨不同：ｒｉ ｒｉ （炉
霍）、ｒｉ ｒｉ （兴海）、ｒ ｌ （夏河·甘加）、?ｒｉ ?ｒｉ （甘德）。在这些地方，在
卷舌半元音的前边都有浊擦音或喉塞音，它们不大可能来自ｐｈｒ中的ｐｈ，
而更可能来自ｄｂｒｉｌ中的前缀ｄ。演变过程可能是：ｄｂｒｉｌ ＞ ｄｗｒｉｌ ＞ ｗｒｉｌ ＞
ｒｉｌ ＞ ｒｉｌ ＞ ｒｌ，ｄｂｒｉｌ ＞ ｄｗｒｉｌ ＞ ｒｉ。也就是说，藏语中的ｈｒｉｌ可能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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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一些方言来自ｐｈｒｉｌ，一些方言来自ｄｂｒｉｌ。
ｈｒａｄ “抓，挠、搔”。它有异体ｖｂｒａｄｄｂｒａｄｂｒａｄｂｒｏｄ （～ ｐｈｒｏｄ）、

ｓｂｒａｄ、ｖｄｒａｄｖｄｒａｄｄｒａｄ （～ ｂｒａｄ）ｐｈｒｏｄ （～ ｂｒａｄ），在拉萨演变成多音词
ｂｒａｄ ｂｒａｄ ｂｔａｎｇ，实际读／ ｐｈ ｐ? ｔ： ／。在巴塘，这个词读送气声母的
／  ｈ ／，更早应该有一个送气清塞音打头。我们猜想这个清塞音可能是
ｐｈ，因为，仓洛门巴语中这个词读／ ｐｒａｔ ／ （大概借自藏语）。如果说得不错，
那就是拉萨采用了ｂｒａｄ，并进一步发展为多音词；巴塘采用了ｐｈｒａｄ，进一
步发展为ｈｒａｄ ＞  ｈ。
３）下面这个例子显示，ｈｒ中的ｈ可能与舌尖塞音有关：藏文ｒｕｌ是

“腐烂”，有异体ｄｒｕｌ，使动形式是ｓｒｕｌ，与它们有关的有ｈｒｕｌ “腐烂”。从
字典上看，ｈｒｕｌ既用于自动，也用于使动。在拉萨，ｒｕｌ读／ ｒｙ： ／，低调；使
动形式声韵不变，读高调，与藏文ｓｒ通常的读法不同。这或许是因为ｓｒｕｌ
是方言的写法（在某些地方，ｓｒ、ｈｒ读音相同）。也就是说，这个ｈｒｕｌ中的
ｈｒ可能来自舌尖塞音和ｒ的组合。
５ 在上述１３个ｒ类辅音组合中，由ｋ、ｋｈ、ｇ、ｔ、ｔｈ、ｄ、ｐ、

ｐｈ、ｂ ９个塞音与ｒ构成的９个，在拉萨除了送气不送气的区别（ｋｒ、
ｔｒ、ｐｒ不送气，其他送气）、构成的音节的声调有高、低的区别（古清塞音
的读高调，浊塞音的读低调）之外，都读卷舌清塞擦音／ ? （ｈ） ／。ｋｒａｇ ｋｒａｇ
“硬的”读／ ?ａｋ ?ａ ／，ｋｈｒａｇ “血”读／ ?ｈａ ／，ｇｒｏ “小麦”读／ ?ｈｏ ／，ｄｒｉ
“问”读／ ?ｈｉ ／，ｐｈｒｅｎｇ ｂａ “念珠”读／ ?ｈａａ ／，ｂｒａｇ “岩石”读／ ?ｈａ ／。
塞音与ｒ的组合是怎样演变成卷舌塞擦音的？真的是前面的塞音和ｒ合二
为一了？让我们先看看ｒ类声母在某些方言中的读音。

ｓｐｒｉｎ “云”：?ｎ （祁连）、ｗ?ｎ （天峻）
ｓｐｒｕｌ ｐａ “化身”：ｓｐ? ｐａ （道孚）
ｐｈｒａｇ ｐａ “肩”：ｗ?ｈａｋ ｋｈａ （红原）
ｇｓｏｓ ｐｈｒｕｇ “养子”：ｈｓｕｐ?ｕｋ （祁连）
ｄｗａ ｐｈｒｕｇ “孤儿”：ｔａｐ ?ｈｋ （夏河）
ｓｂｒａｎｇ ｒｔｓｉ “蜂蜜”：ｗｄａ  ｔｓ （天峻）
ｂｒａｎｇ “胸”：ｐ?ａ （祁连） 　 　 　 　 　 ｂｒｉ “写”：ｐ? （班玛）
ｂｒｅｌ “忙碌”：ｐ?ｉ （班玛） ｂｒｏ ｂａ “滋味”：ｐ?ｏｗａ （祁连）
从上面的例子不难看出，塞音和ｒ的组合读塞擦音，是前面的塞音使

ｒ变塞擦音，然后原来的塞音脱落，而不是二者融合的结果。另外从道孚话
一些词来看，如果原来是清塞音，还不是直接使ｒ变成? ，中间还经过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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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音先使ｒ清化的阶段。例如道孚（ｖ）ｐｈｒａｎｇ “悬崖小道”读／ ｐｈ ｈｏ ／ ～
／ ｐ?ｈｏ ／，ｇｓｏｓ ｐｈｒｕｇ “养子”读／ ｘｓｕ ｐｈｈｕ ／。
上面我们已经说到ｒ类辅音组合在拉萨演变为卷舌塞擦音，那么演变之

中是不是也经过像上列祁连等安多方言各地那样的过程？恐怕是。这可以从
一些双音节词的读音看出来。例如ｋｈａ ｓｐｒｏｄ “对面”拉萨读／ ｋｈａｐ ?? ／，
ｎｙａ ｐｈｒｕｇ “鱼苗”读／ ａｐ ?ｕ? ／，ｒｔａ ｂｒｅｓ “马槽”读／ ｔａｐ ?ｅ? ／。虽然ｒ类辅
音组合在拉萨已演变为卷舌塞擦音，但是处于第二音节而前一音节又是开音
节时，组合中的塞音使ｒ变?以后，塞音会以前一音节韵尾的形式保存下
来。

上列的例子都没有鼻冠音，如果有鼻冠音，原来的塞音很少保留。例如：
ｖｂｒａｓ “大米”：ｍｄｉ （祁连） 　 　 ｖｂｒｉ “母牦牛”：ｍｄ （祁连）
ｖｂｒｕｋ “龙”：ｎｄｕｋ （囊谦） ｖｂｒｅｌ ｂａ “联系”：ｍｄｅｌ ｗａ （天峻）
ｖｂｒｏｎｇ “野牛”：ｍｄｏ （班玛） ｖｐｈｒｅｎｇ ｂａ “念珠”：ｍｔ ｈａ ａ （祁连）
道孚ｖｇｒａｍ ｐａ “颊”读／ ｎｇｒａ ｍｂａ ／，ｖｇｒａｍ ｓｏ “臼齿”读／ ｎｇｒａｍ ｓｈｏ ／。

音系报告说，ｂｒ、ｓｐｒ、ｓｂｒ、ｖｇｒ中的ｒ，快说时都读塞擦音?或ｄ。
以书面形式和方言读音对比，在拉萨话中，除了书面语的ｎｒ、ｍｒ中的ｒ

脱落剩下鼻音而外，从清化卷舌半元音一节所列道孚和门源的读音可以看
出，书面语的ｓｒ在现今读的地方的演变也不是ｓ和ｒ简单的合并。ｈｒ大
约也是ｈ使ｒ清化以后自身脱落。

这种演变过程不只出现在ｒ类的组合中，ｙ类声母的演变也是这样。
例如ｐｙ、ｐｈｙ、ｂｙ在拉萨一个词的起首音节读送气或不送气的，在夏河读
 （字母ｙ两地都读ｊ），但是拉萨ｎｙｉ ｐｈｙｅｄ “半天”读／ ｉｐ ｈｅ? ／，ｒｍａ ｂｙａ
“孔雀”读／ ｍａｐ ａ ／，ｙｏ ｂｙａｄ “用具”读／ ｊｏｐ  ／；夏河ｓａ ｄｐｙａｄ “风水”
读／ ｓｈａｐ ａｌ ／，ｓｇｒｏ ｐｈｙａｇｓ “鸡毛掸子”读／ ｈｏｐ ａｋ ／，ｓｎｇａ ｐｈｙｉ “先后”
读／ ｈａｐ  ／，ｓｎａ ｐｈｙｉｓ “手帕”读／ ｈｎａｐ ｉ ／，ｇｒｏ ｐｈｙｅ “麦面”读／ ｏｐ
ｅ ／，ｋｈａ ｐｈｙｏｇｓ “方向”读／ ｋｈａｐ ｏｋ ／，ｒｍａ ｂｙａ “孔雀”读／ ｈｍａｐ ａ ／，ｋｈａ
ｂｙａｎｇ “标签”读／ ｋｈａｐ ａ ／，ｙｏ ｂｙａｄ “用具”读／ ｊｏｐ ａｌ ／。又如，ｍｙ夏河
读／  ／，但是在一些复合词中，它们使前面的开音节增加一个ｍ。ｋｈａ
ｍ （ｙ）ｉｇ “五官”读／ ｋｈａｍ ｋ ／，ｒｇｙａ ｍ （ｙ） ｉｇ “秤星”读／ ｈａｍ ｋ ／，
ａ ｍ （ｙ）ｅｓ “祖父”读／ ａｍ ｅ ／。这说明ｙ类声母演变的第一步是前面的塞
音使ｙ变 （拉萨）或 （夏河），ｍ使ｙ变，而后ｐ或ｍ再脱落。如果
前面是开音节，这个ｐ或ｍ就以前一音节韵尾的形式保留下来。这一点从
另一些方言的读音也可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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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ｙａｎｇ ｋｉ
狼

ｐｈｙａｇｓ （ｍａ）
扫帚

ｐｈｙｉ
外面

ｐｈｙｏｇｓ
方向

ｂｙａｎｇ
北

道孚 ｓｐＪｏ ｋｈ ｐɑ ｓｍａ ｐ ｐｏ ｐｏ

祁连 ａ ｋｈ ａｋ  ｏｋ ａ

ｂｙｉｎ
给

ｂｙｕｎｇ
得到

ｂｙｅ ｍａ
沙子

ｍｙｏｎｇ
曾经

道孚 — ｐｏ ｐ ｍａ ｍｏ

祁连 ｎ ｏ ｅ ｍ ｍｏ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除了道孚话的“颊”、“臼齿”，其他各词中的塞
音都是唇音，我们想这可能是因为其他部位的塞音使ｒ、ｙ变化以后脱落
得比唇音早，就像ｎｇ的腭化、ｎ的腭化比ｍｙ变得早一样，在方言中已经没
有痕迹（起码在我们见过的方言材料中是这样）。

书面语的ｋｒ等塞音和ｒ的组合在现代拉萨等地方言中读卷舌塞擦音以
及ｙ类声母读舌面塞擦音或擦音，很容易使人以为是两音融合的结果，但
是从上列一些方言的读音可以看出，它们的演变并不是这样简单的合并，而
是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
６ 在拉萨话中，ｒ作为浊声母，整个音节读低调，但是有几个词不是这

样，读高调。例如ｒｉｌ ｒｉｌ “圆的”读／ ｒｉ５５ ｒｉ：５５ ／，不读／ ｒｉ１１ ｒｉ：５５ ／ （后一音节读
高调是连读变调）；ｒｗａ ｃｏ “兽角”读／ ｒａ５５ ｋｏ５３ ／ （／ ｒａ１１ ｏ５３ ／也可）；ｒｕｓ ｐａ
“骨头”读／ ｒｉ５５ ｋｏ?５３ ／或／ ｒｙ５５ ｋｏ?５３ ／ （／ ｒｕ１１ ｋｏ?５３ ／也可）。这种高调是怎么造
成的？
１）藏语有些词素的声母在书面上虽是单声母ｒ，但是在方言口语中却

不那么简单。像上述的ｒｉｌ，拉萨话ｓｈａ ｒｉｌ “肉丸子”读／ ａｐ ｒｉ： ／，ｎｙａ ｒｉｌ
“腿肚子”读／ ａｐ ｒｉ： ／，前一音节都多出了一个ｐ尾。ｒｔａ ｒａｇｓ “马队”拉
萨读／ ｔａｐ ｒａ? ／，前一音节也多出了一个ｐ。我们推测，其中的ｒｉｌ和ｒａｇｓ早期
都不是单声母ｒ，前面还有一个双唇塞音。从其他方言读音看，还有一些书
面上以ｒ开头的词原来也不是简单的单声母。如炉霍话ｒａｓ ／ ｒｉ ／ “布”，ｒｉｎｇ
ｐｏ ／ ｒｉ ｎｐａ ／ “长”，ｒｉｎ ｐａ ／ ｒｉ ｎｐａ ／ “代价”，ｒｅｄ ／ ｒ ／ “是”；ｒａ “山羊”
炉霍读／ ｒａ ／，舟曲县的洛大话读／ ｒａ ／；ｒｉ “山”炉霍读／ ｒ ／，洛大读
／ ｒ ／，青海泽库读／ ｒ ／；ｒｏ “尸首”炉霍读／ ｒｕ ／，洛大读／ ｒｏ ／，兴海读
／ ｒｏ ／。前述的ｒｗａ （ｃｏ）“兽角”炉霍读／ ｒａ ｕ ／，洛大读／ ｒａ ／；ｒｉｌ ｒｉｌ “圆
的”炉霍读／ ｒｉｒｉ ／，兴海读／ ｒｉ ｒｉ ／，甘德读／ ｒｉ ｒｉ ／。这种现象说明，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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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语中某些词是单声母ｒ，但是更早ｒ前还有别的辅音。拉萨话ｒｉｌ ｒｉｌ
“圆的”、ｒｗａ ｃｏ “兽角”、ｒｕｓ ｐａ “骨头”的开始音节所以能读高调，就是
因为声调产生时ｒ的前面还有一个清辅音。

拉萨话有一个短语读／ ｃｏｐ ｒ （ｊｏ ｊｏ） ／，意思是“（满是）嘎巴儿”，
于道泉先生主编的《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中写作ｓｋｙｏｂ ｒａｌ （ｙｏｇ ｙｏｇ）。
就我们所知，ｓｋｙｏｂ是动词“保佑，拯救”，或者名词“护色液”，跟“嘎巴
儿”搭不上关系。我们的想法是，第一个字应是ｓｋｙｏ （ｍａ）“面糊”，ｐ是
从后一音节移过来的（ｔｈａｌ ｒａｌ ｙｏｇ ｙｏｇ “满是尘土”和ｖｄａｇ ｒａｌ ｙｏｇ ｙｏｇ “满是
泥巴”，第一个字是闭音节，后一音节原来的ｂ无法转移到第一音节作为韵
尾保留下来）。与此相似的是ｒｔｓａｂ ｒａｌ （～ ｈｒａｌ）“（衣物）破烂的”，拉萨读
／ ｔｓａｐ ｒ： ／，前一音节的元音是ａ不是，所以前一音节的ｂ是从后一音节
转移过来的。我们分析，ｒａｌ “破”更早是ｂｒａｌ，是从ｂｒａｌ “分开”分化出
来的。

ｒ类双辅音中某一成分的脱落通常并不引起意义上的变化。但是有一
些例子说明，意义的分化可能造成前一成分的脱落。例如ｂｒａｌ “分开”：
ｒａｌ “破”，ｓｂｒｕｍ “怀孕”：ｒｕｍ “孵”，ｇｒｗａ “场所，角落”：ｒｗａ ｂａ “院
落”。

ｒ类辅音组合读?等塞擦音，也是塞音成分脱落留下ｒ的演变形式的
结果，只是ｒ受塞音成分影响演变为塞擦音而已。

ｒ类辅音组合前一辅音在一些方言中脱落以后，在书面上有３种不同的
反映。一种是如上面的例子所显示的只写ｒ；一种是前一成分脱落和不脱落
的两种异体形式都保留下来，如ｂｌａ ｂｒｅ ～ ｂｌａ ｒｅ “华盖”，ｓｔａ ｇｒｉ ～ ｓｔａ ｒｉ “斧
子”，ｄｒｕｌ ～ ｒｕｌ “腐烂”，ｓｇｒｕｇ ～ ｒｕｇ “使聚拢”；还有一种是只写复辅音声母
的形式，如?ａ ｂｒａ “地鼠”（拉萨读／ ?ａｐ ｒａ ／）、ｋｈａ ｄｂｒａｇ “干草叉子”（拉
萨读／ ｋｈａｐ ｒａ? ／）、ｓｂａｒ ｂｒａｄ “抓，挠” （拉萨读／ ｐａ ｒ? ／）、ｚｈａｂｓ ｂｒｏ “舞
蹈”（拉萨读／ ａ：ｒｏ ／或／ ａｐ ｒｏ ／）、ｒｔｕｇ ｄｒｉ “屁”（拉萨读／ ｔｕ：ｒｉ ／）。
２）上面说的是ｒ类辅音组合在历史演变中脱落前一成分的现象。方言

中有些词与此相反，保留前一成分而脱落ｒ。前一成分是双唇塞音的，这种
情况最多（参见ｍｋｈｙｅｎ ｒａｂ ｖｏｄ ｇｓａｌ １９９５，３２页）。例如在拉萨，ｐｒ、ｐｈｒ、
ｂｒ通常读送气或不送气的卷舌塞擦音?，但是ｓｐｒａｎｇ ｐｏ “乞丐”读／ ｐａ
ｋｏ ／，ｄｐｒａｌ ｂａ “前额”读／ ｐ：ｋｏ? ／，ｓｐｒｉ ｍａ “胶奶”读／ ｐｉ ｍａ ／，ｓｐｒｅｕ “猴
子”读／ ｐｉｕ ／，ｐｈｒａ ｐｏ “细”读／ ｐｈａ ｐｏ ／，ｂｙｉ ｐｈｒｕｇ “幼雏”读／ ｈｉ ｐｕ? ／，
ｓｂｒａ “牛毛帐篷”读／ ｐａ ／，ｂｒａｎｇ ｋｈｏｇ “胸”读／ ｐｈａ ｋｏ ／，ｍａ ｂｒｉｎ “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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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ｍａ ｐｉ： ／。还有一些词在拉萨ｐ、?两读：ｓｐｒａ “猿”读／ ｐａ ／ ～ ／ ?ａ ／，
ｐｈｒａ “镶嵌物”读／ ｐｈａ ／ ～ ／ ?ｈａ ／，ｖｐｈｒｅｄ “横”读／ ｐｈｅ? ／ ～ ／ ?ｈｅ? ／，ｖｐｈｒｏｇ
“抢”读／ ｐｈｏ? ／ ～ ／ ?ｈｏ? ／，ｂｒａｇ ｃｈａ “回音”读／ ｐｈａ：ａ ／ ～ ／ ?ｈａｋ ａ ／ （参
见华侃１９８３）。
３）ｒ类双辅音的组成成分脱落不脱落和脱落哪一个，同一词素在不同

的词中可能不同。比如ｐｈｒａ “镶嵌物”拉萨／ ｐｈａ ～ ?ｈａ ／两读，ｐｈｒａ ｋｏｎｇ
“镶宝石的凹窝”读／ ｐｈａ ｋ： ／，ｐｈｒａ ｐｏ “细”读／ ｐｈａ ｐｏ ／，ｐｈｒａ ｓｂｏｍ “粗
细”读／ ｐｈａ ｐ： ／，ｓｂｏｍ ｐｈｒａ “粗细”读／ ｐｏｍ ?ｈａ ／，ｐｈｒａ ｒｇｙａｎ “镶嵌物”
读／ ?ｈａ ｃ： ／；ｂｒｏ “舞蹈”单独成词读／ ?ｈｏ ／，而ｚｈａｂｓ ｂｒｏ “舞蹈”读／ ａ：
ｒｏ ／或／ ａｐ ｒｏ ／；ｓｂｒａｎｇ ｂｕ “苍蝇”读／ ｐａ ｋｕ ／，ｄｕｇ ｓｂｒａｎｇ “蚊子”读／ ｔｕｋ
ｐ： ／，但是ｓｈａ ｓｂｒａｎｇ “牛虻”读／ ａ ?： ／，ｓｂｒａｎｇ ｒｔｓｉ “蜂蜜”读／ ?：
ｔｓｉ ／，ｓｂｒａｎｇ ｎｏｒ ｂｕ “蜜蜂”读／ ｐ：ｎｏ：ｐｕ ／或／ ?：ｎｏ：ｐｕ ／；ｄｒｉ在多数合成
词中读／ ? （ｈ）ｉ ／，但是ｒｔｕｇ ｄｒｉ “屁”读／ ｔｕ：ｒｉ ／。这些都是拉萨话的例子。
在不同的方言中更可能不同。例如：

ｓｐｒｉｎ
云

ｖｐｈｒｅｄ
横

ｂｒａｇ
岩石

ｖｂｒｏｇ ｐａ
牧民

ｂｒｉｓ
写

ｖｂｒｉ
母牦牛

ｓｂｒｕｌ
蛇

拉萨 ?ｉ：ｐａ ?ｈｅ? ?ｈａ? ?ｏｋ ｐａ ?ｈｉ? ?ｉ ?ｙ：
囊谦（苏莽） ｐｙｎ ｎｐｈｅ ｐａ? ｎｂｏｋ ｐａ ｐｙ ｎｂ ｂｙ

　 　也有同一词前一成分脱落和后一成分脱落两种形式在同一方言中并存的
情况。同是夏河话，“蛇”在华侃、龙博甲《安多藏语口语词典》中记音是
／ ｗｕ ／，在华侃主编的《藏语安多方言词汇》中记音是／ ｒｕ ／。同一词化隆话
也是／ ｈｂｕ ／ ～ ／ ｒｕ ／两读。但这种情况很少。
４）上面说的都是双唇塞音和ｒ的例子。舌根或舌尖塞音构成的ｒ类辅

音组合某个成分脱落的情况比较少。我们见过的例子，多是塞音成分脱落。
除了上面说过的ｓｔａ ｇｒｉ ～ ｓｔａ ｒｉ “斧”、拉萨等地ｒｔｕｇ ｄｒｉ “屁”读／ ｔｕ：ｒｉ ／以
外，舌根塞音脱落留下ｒ的在叶斯开的《藏英词典》中有一些境外藏语方
言的例子。如ｓｇｒａ “声音” ／ ｒａ ／，ｓｇｒｉｇ “安排” ／ ｒｉｇ ／，ｓｇｒｉｂ “遮蔽” ／ ｒｉｂ ／，
ｓｇｒｉｌ “卷” ／ （ｓ）ｒｉｌ ／，ｓｇｒｕｇ “拾起” ／ ｒｕｇ ／，ｓｇｒｏｌ ｍａ “度母” ／ ｒｏｌ ｍａ ／。这
些例子原来都有前缀ｓ。舌尖塞音脱落的如夏河话：ｎｙａ ｄｒｉ ／ ａ ｒ ／ “鱼腥
味” ｒａ ｄｒｉ ／ ｒａ ｒ ／ ～ ／ ｒａ ? ／ “山羊肉膻气”，ｃｈｕ ｄｒｅｇ ／ ｈ ｒａｋ ／ “水垢”，
ｐｈｙｉ ｄｒｏ ／  ｒｏ ／ “下午”。

相反的情况有云南藏语方言中舌根塞音后面ｒ脱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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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ｋｈｒｉｓ ｐａ“苦胆” ｖｋｈｒｉｄ“牵领” ｖｇｒｏ“走”
拉萨 ?ｈｉ ｐａ ?ｈｉ ?ｏ

维西（大坡岗话） ｋｈｉ ｂａ ｋｈｅ ｎｋｏ

中甸（大中甸话） ｋｈｉ ｗａ ｋｈ ｎｋｕｏ

　 　在书面语中有一例是ｓｋｒａｓ ｋａ “梯子”演变为ｓｋａｓ ｋａ。
５）如果ｒ类复辅音声母有前缀ｓ，可能复声母都脱落，只留下原来的

前缀。例如ｓｋｒａ “头发”：ｓａ （丁青、巴青），ｓｋｒａｇ “害怕”：ｓａ （丁青）、
ｓｅ （巴青），ｓｋｒａｎｇｓ “肿”：ｓａ （囊谦）、ｓｕ （丁青）、ｓｕ （巴青），ｓｐｒｅ “申
（猴）”：ｓｉ （夏河）。书面语ｓｒ不少地方读ｓ，也是只剩下前缀的结果。
７ 藏语有些带ｒ的词在形式上与ｒ类复声母形式相同，实际上却是前

缀＋声母ｒ。只是我们对藏语前缀了解还不多，所以除了ｓｒ开头的词以外，
只有个别这样的词被辨识出来。例如ｒａｎ ｍａ “经线”：ｂｒａｎ “（动词）牵引
经线”，ｒｏ “滋味”：ｂｒｏ “尝”，ｂ是使名词变动词的前缀。下面我们想讨论
一下ｄｒｕｇ “六”这个词，它的声母是ｒ，而不是ｄｒ，其中的ｄ是前缀。

藏语的十位数，除了整数，从２１到９９，在十位数和个位数之间都加一
个中缀，而且不同的十位数加不同的中缀。例如：

（ｇｎｙｉｓ “２”） 　 ｎｙｉ ｓｈｕ “２０” 　 　 　 　 　 ｎｙｉ ｓｈｕ ｒｔｓａ ｇｃｉｇ “２１”
ｎｙｉ ｓｈｕ ｒｔｓａ ｇｎｙｉｓ “２２” ……

（ｇｓｕｍ “３”） 　 ｓｕｍ ｃｕ “３０” ｓｕｍ ｃｕ ｓｏ ｇｃｉｇ “３１”
ｓｕｍ ｃｕ ｓｏ ｇｎｙｉｓ “３２” ……

（ｂｚｈｉ “４”） ｂｚｈｉ ｂｃｕ “４０” ｂｚｈｉ ｂｃｕ ｚｈｅ ｇｃｉｇ “４１”
ｂｚｈｉ ｂｃｕ ｚｈｅ ｇｎｙｉｓ “４２” ……

（ｌｎｇａ “５”） ｌｎｇａ ｂｃｕ “５０” ｌｎｇａ ｂｃｕ ｎｇａ ｇｃｉｇ “５１”
ｌｎｇａ ｂｃｕ ｎｇａ ｇｎｙｉｓ “５２” ……

（ｄｒｕｇ “６”） ｄｒｕｇ ｃｕ “６０” ｄｒｕｇ ｃｕ ｒｅ ｇｃｉｇ “６１”
ｄｒｕｇ ｃｕ ｒｅ ｇｎｙｉｓ “６２” ……

（ｂｄｕｎ “７”） ｂｄｕｎ ｃｕ “７０” ｂｄｕｎ ｃｕ ｄｏｎ ｇｃｉｇ “７１”
ｂｄｕｎ ｃｕ ｄｏｎ ｇｎｙｉｓ “７２” ……

（ｂｒｇｙａｄ “８”） ｂｒｇｙａｄ ｃｕ “８０” ｂｒｇｙａｄ ｃｕ ｇｙａ ｇｃｉｇ “８１”
ｂｒｇｙａｄ ｃｕ ｇｙａ ｇｎｙｉｓ “８２”……

（ｄｇｕ “９”） ｄｇｕ ｂｃｕ “９０” ｄｇｕ ｂｃｕ ｇｏ ｇｃｉｇ “９１”
ｄｇｕ ｂｃｕ ｇｏ ｇｎｙｉｓ “９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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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除２０以外，各十位数所加中缀的声母都与十位数的
形式有关：

ｓｕｍ ｂｚｈｉ ｌｎｇａ ｄｒｕｇ ｂｄｕｎ ｂｒｇｙａｄ ｄｇｕ
ｓｏ ｚｈｅ ｎｇａ ｒｅ ｄｏｎ ｇｙａ ｇｏ

从此表可以看出，３０、４０、５０、７０、８０、９０各中缀的声母都与十位数
的声母一致，并且不用前缀。这样一比较就不难理解，ｄｒｕｇ “６”的声母不
是复辅音ｄｒ，而是ｒ；像“９”一样，ｄ是前缀（参见白保罗１９７２：＃１４２，
附录２·藏－缅语—汉语词根索引）。

四　 ｌ类辅音组合

在这一部分要讨论的几个问题是：①藏语ｌ类辅音组合原来可能还多；
②前缀ｂ能使ｌｄ中的ｄ脱落；③有些词中ｌ前的辅音是前缀；④ｚｌ的来源；
⑤原来也许还有ｎｇｌ；⑥ｓｌ的来源。
１ 藏语书面语中含ｌ的辅音组合有６个：ｋｌ、ｇｌ、ｂｌ、ｒｌ、ｓｌ、ｚｌ。按发

音部位把它们排列起来结果是这样的：
　 　 　 　 　 　 　 　 　 　 　 ｓｌ　 　 　 　 　 　 ｋｌ

ｂｌ ｚｌ ｒｌ ｇｌ
看看上面排列的这个表，是不是不那么整齐？ｓｌ和ｚｌ，ｋｌ和ｇｌ，清浊相

配，而ｂｌ和ｒｌ却没有相应的清的形式；ｋ、ｇ、ｔ、ｄ、ｐ、ｂ在藏语中都是相
当古老的辅音，有舌根的ｋｌ、ｇｌ，双唇的ｂｌ，为什么没有舌尖的ｔｌ、ｄｌ？另
外，为什么没有送气塞音ｐｈ、ｔｈ、ｋｈ与ｌ组成的复辅音？
１）在清化边音一节我们提出，藏语的清化边音是后来发展出来的，它

们主要来自送气清塞音与浊边音构成的复辅音ｋｈｌ、ｔｈｌ、ｐｈｌ，所以藏语原
来不是没有送气塞音ｐｈ、ｔｈ、ｋｈ与ｌ组成的复辅音，而是因为语音演变才
消失的。这里再补充一个例子：

藏文ｌｋｏｇ是“暗处，秘密”，但是由它组成的合成词，ｌｋｏｇ ｍａ是“喉部”，
ｌｋｏｇ ｓｈａｌ是“垂胡”，ｌｋｏｇ ｇｓｏｇ是“嗉子”，ｌｋｏｇ ｍｄｕｄ是“喉结”，所以我们
怀疑ｌｋｏｇ最初的意义是“喉”。在某些藏缅语中，“喉咙”的读音是这样的：

阿侬怒 阿昌 仙岛 载瓦
ｋ ｌｎ ｋｈ ?ｏ ｋｈｏ ｔｏ ｋｈｊｕ ｔｏ
浪速 波拉 勒期
ｋｈｊｕａ ｋｈｊａｕ ｋｈｊ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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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列亲属语言的读音，我们猜想，藏语ｌｋｏｇ原来更可能是ｋｈｌｏｇ，
而后换位才成为ｌｋｏｇ的。

另外，在上面ｙ类声母一节已经说过，ｋｈｙｅｍ “铲子，锹”的声母原来
更可能是ｋｈｌ。
２）我们都知道藏文的“脑子”是ｋｌａｄ ｐａ，异体是ｇｌａｄ ｐａ。但是这个词

在列城读／ ｌｄｔ ／，桑噶尔读／ ｌｄａｔ ／，藏文的ｋｌ、ｇｌ在这两地变成了ｌｄ。据叶
斯开的《藏英词典》说，在拉达克，也以ｌｄａｄ代ｇｌａｄ “变稀薄”。书面语
中也有ｇｌ ～ ｌｄ的异形词：ｇｌｏ ～ ｌｄｏ “侧面”，ｇｌｏｎ ～ ｌｄｏｎ “回答”。我们想，
书面语和方言中的这种ｇｌ与ｌｄ对应不是偶然的，它们有共同的来源：ｄｌ。
一些地方演变为ｌｄ （参见李方桂１９３３，＃２７），一些地方演变为ｇｌ，有的词
中ｇｌ进一步演变为ｋｌ。有的方言一些词中的ｄｌ换位前起头的塞音先清化
了，所以也有这样的异形词：ｌｄｅｎｇ ｋａ ～ ｌｔｅｎｇ ｋａ “池”，ｇｌａｇ ｐａ ～ ｌｔａｇ ｐａ
“背面”。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猜想藏语由ｌ构成的辅音组合更早起码还有
ｋｈｌ、 ｔｈｌ、ｐｈｌ、ｄｌ。这样就可以为更早的藏语ｌ辅音组合排列出下表：

ｓｌ ｋｌ
ｐｈｌ  ｔｈｌ ｋｈｌ
ｂｌ ｚｌ ｄｌ ｒｌ ｇｌ

　 　２ 有些词的异体说明，前缀ｂ能使ｌｄ中的ｄ脱落。例如：
ｌｄｕｇｌｄｕｇｌｄｕｇｓｌｄｕｇｓ ～ ｌｄｕｇｌｄｕｇｂｌｕｇｓｂｌｕｇｓ ～ ｂｌｕｇｂｌｕｇｂｌｕｇｓｂｌｕｇｓ “灌”
ｌｄｕｄｌｄｕｄｌｄｕｄｌｄｕｄ ～ ｌｄｕｄｌｄｕｄｂｌｕｄｂｌｕｄ ～ ｂｌｕｄｂｌｕｄｂｌｕｄｂｌｕｄ “给喝”
ｌｄａｌｂｌｄａｄｂｌｄａｄｌｄｏｄ ～ ｂｌａｄｂｌａｄｂｌａｄｂｌｏｄ “嚼，反刍”
在方言中，加ｂ以后也可能使ｌｄ中的ｌ脱落。最后一例“嚼，反刍”，

在红原方言读／ ｒｄａｔ ／ （未完成式）、 ／ ｗｄａｔ ／ （完成式），书面的ｌ变成了／ ｒ ／，
完成式加ｂ （读／ ｗ ／）以后，ｒ脱落了。
３ 有些词中的ｇｌ、ｂｌ是前缀和声母ｌ的组合，只是我们能辨识出来的

不多：ｌｅｎｂｌａｎｇｂｌａｎｇｓｌｏｎｇｓ “取”，声母应该是ｌ，而ｂ是表时态的前缀。
另外，“回答”名词是ｌａｎ，动词是ｂｌｏｎｂｌａｎｂｌａｎｂｌｏｎ或ｇｌｏｎｇｌａｎｇｌａｎｇｌｏｎ；
ｌｅｂ是“扁的”，ｇｌｅｂ是“压扁”，相比之下，动词中的ｂ和ｇ也是前缀。
ｇｌａｌ ～ ｇｙａｌ “打哈欠”，后一形式中的声母ｙ说明前一形式中的ｇｌ是前缀和
声母。
４ ｚｌ
１）ｚｌ构成的词素，书面语中不过十几个，拉萨话中更少，只有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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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ｚｌ在藏语各个方言中的读音，从我们见过的材料看，比其他几个ｌ类辅
音组合都复杂得多，有些地方内部也不一致。请看下边的例子。

ｚｌａ ｂａ
月亮

ｚｌａ ｂａ
月份

ｚｌａ ｂｏ
配偶

ｚｌａ ｇａｍ
斗篷

道孚 ｚｌａｗａ ｚｌａｗａ — ｚｌａａ

普日格 ｌｚｏｔ ｌｚｉ — —
舟曲（洛大） ｌａａ ｌａ — —
德钦（奔子栏） ｊａｇｅ ｎｄａｗａ ｄｅｊａ ｎｄａｇａ

维西（大坡岗） ｎｄａ ｇａｒ ｎｄａｗａ ｎｄｅｊａ ｎｄａｇｏ

隆子 ｎｔａｗａ ｎｔａｗａ ｎｔａｗｕ ｎｔａｋａｍ

甘孜 ｄａ ｄａ ｎａ ｎａｏ

拉萨 ｔａ ｋａｒ ｔａｗａ ｔａｕ ｔａｋａｍ

桑噶尔 ｌｄａ ?ｏｔ ｌｄａｗａ — —
祁连 ｒｄｚａ ｒｄａｗａ — ｒｄｍ

夏河（沙沟） ｄａｗａ ｄａｗａ — ｄａａｍ

班玛 ｒｚａ ｒｄｚａｗｏ ｒｚａｗａ ｒｄａａｍ

天祝 ｒｄｚａ ｒｄｚａｗａ — ｒｄａａｍ

炉霍 ｄｚａｖａ ｒｄｚａｖａ — ｄａａｖ

乐都 ｚａ ｚａ ｚａｗａ ｄａｎ

夏河（左日盖） ｄｚａ ｄｚａ ｄｚａｗａ —
迭部 ｔｓａ ｔｓａｉ ｚａ —

ｖｇｒａｎ ｚｌａ
匹敌

ｌａｄ ｚｌｏｓ
模仿

ｚｌｏｇ ｐａ
击掌

道孚 ｎｄｎｚｌａ ｌｎ ｒｄｏ ｚｌｏｐａ
普日格 — — —
舟曲（洛大） — ｌａｔｅ —
德钦（奔子栏） — ｊｕｔａ ｎｄｕｐａ
维西（大坡岗） — ｊｅｌｏ ｎｄｕｐａ
隆子 ｎ?ｅｎｔａ ｌｔ ｎｔｏｋｐａ
甘孜 — ｌｅｄｉ ｄｏｐａ
拉萨 ?：ｔａ ｌｔ? ｔｏｋ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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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噶尔 — — —
祁连 — — ｒｄｏｋ ｋｗａ
夏河（沙沟） — ｌｍｏ ｄｏ ｋｗａ
班玛 — ｌａｍａ —
天祝 ｎａｎｎ ｌａｔｍｏ ｎｄｏｋｘｗａ
炉霍 ｎｄｅｌａ — ｒｌｏ ｘｐａ
乐都 — ｌａｄａ ｄｚｏｋ
夏河（左日盖） — — —
迭部 — ｌａｔｉ —
　 　从上边的例子中可以看出，ｚｌ在现代藏语方言中的读音大致分为３个系

统：ｄ ／ ｔ或含ｄ ／ ｔ的复辅音；ｄｚ ／ ｔｓ或含ｄｚ的复辅音；ｚｌ以及由它演变、简化
而来的单辅音、复辅音形式。
２）在拉萨等一些地方，由清塞音构成的ｋｌ，由浊塞音构成的ｇｌ、ｂｌ，

由清擦音构成的ｓｌ以及由半元音构成的ｒｌ，统读／ ｌ ／，整个音节读高调；唯
独ｚｌ读／ （ｎ）ｄ ／或／ （ｎ）ｔ ／，低调。这说明，这些地方读／ （ｎ）ｄ ／或／ （ｎ）ｔ ／
不是由ｚｌ这一组合演变来的，不然这些地方的ｚｌ也应读／ ｌ ／，高调。
３）ｚｌ在现代方言中的分化为什么会有这么复杂？张谢蓓蒂（１９７１，

ｐ ２４）认为，ｚｌ来源于ｓａ·ｌ，在各地的分化演变过程是：ｓａ·ｌ ＞  ｚａ·ｌ ＞
ｚｌ，ｓａ·ｌ ＞ ｚａ·ｌ ＞ ｚａ·ｄｌ ＞ ｚｄｌ ＞ ｄｌ ＞ ｌｄ。

在《汉藏语概论》中，白保罗认为：“藏语的ｚｌ必然来自 ｓｌ （通过同
化），如在ｚｌｏｇｐａ ‘使回转’，ｌｄｏｇｐａ （完成体ｌｏｇ）‘回转’中，以ｚ代替正
规的使动前缀ｓ”（＃１４２）。“藏语ｚｌｕｍｐｏ，克钦语ｌｕｍ，缅语ｌùｍ ‘圆形的，
球形的’，卢舍依语ｈｌｕｍ ‘球’（藏缅语ｓｌｕｍ）。”（＃１４３）。同书注１３６中则
说：“我们现在宁可为藏缅语构拟ｚｌｕｍ，这个复辅音声母ｚｌ……；注意藏语
的复辅音ｚｌ在这个词根中是原来就有的，而在ｚｌａｂａ ‘月亮’ ＜ ｓｇｌａ中的ｚｌ
则是后来的。”按照这些说法，藏语的ｚｌ有３个来源：ｓｌ、ｚｌ、ｓｇｌ。

潘悟云（２０００ ，３１２页）认为“……（藏语的‘月’）ｚｌａ的来源应该是
ｚｌａ ＜ ｓｌａ ＜ ｓｌａ”。

江荻在《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一书５５５页说：“而［ｚｌ］作
为一个声类，在不同词里已出现演化的端倪，并由藏文记载下来。例如
ｚｌｕｍ ‘团拢、聚合；调解、调和’，与ｓｄｕｍ ‘和解、调解’，ｄｕｍ ‘调解、
和解、调停人’应该有语源关系。另外，ｚｌｏ ‘重诵、反复念诵’，ｚｌｏｓ ｂ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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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话、反复语’与ｓｌｏｓ ‘念诵’也应有同源关系。再举一例，ｚｌｏｇ ‘阻挡、
遮拦’与ｌｄｏｇ ‘回遮、抵制’为同义异形词，透出了［ｚｌ］ ＞ ［ｚｄ］ ＞
［ｒｄ］ ／ ［ｌｄ］的线索。”同书５２８页，他为藏语“月亮”一词声母所列的
演化过程是这样的： ［ｚｌ］ ＞ ［ｚｄ］ ／ ［ｚｄｚ］ ＞ ［ｒｄ］ ／ ［ｒｄｚ］ ＞
［ｄ］ ／ ［ｄｚ］。另外，在《藏语语音史研究》２４６页，针对“月亮”在桑
噶尔读ｌｄ，他说：“其中桑噶尔话的形式［ｌｄ］要关注，就我们来看，［ｌｄ］
可以理解为［ｒｄ］，其中的［ｌ］实际是一种含混性质的前置音，如此它与北
部方言（［ｒｄ］ ／ ［ｒｄｚ］）就基本一致了。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拉达克话
的形式是［ｌｚ ｗａ］，普里克的形式是［ｌｚａｉ ｍｏ］，因此很容易把［ｌｚ］理解
为古藏语［ｚｌ］的换位变化。而实际的演化过程可能是：［ｚｌ］ ＞  ［ｌ］ ＞
［］＞  ［ｚ］ ＞ ［ｌｚ］。这个过程虽然是推测性的，至少比没有一点依据
的换位说易于理解。”总起来说，就像ｓｒ一样，他认为方言的各种读音都是
从ｚｌ这一形式演变来的。
４）我们推断，ｚｌ中原来有个舌尖浊塞音ｄ ［参见西门华德１９７４ （２）］。

根据是：
（１）藏语ｚｌｕｍ “团拢，调解”、ｚｌｏｇ “阻挡，拦回”都是使动词，与它

们相应的自动形式分别是ｖｄｕｍ “和解”和ｌｄｏｇ “返回”，都有ｄ。
（２）异形词：藏语ｚｌｕｍ “调解”也写作ｓｄｕｍ，ｚｌｏ “说”也写作ｖｄｏ，

ｚｌｕｇｂｚｌｕｇｂｚｌｕｇｓｚｌｕｇｓ “注入”有异体ｌｄｕｇｌｄｕｇｓｌｄｕｇｓ （～ ｌｈｕｇｓ）、ｌｄｕｇ （～
ｌｄｕｇｓ ～ ｂｌｕｇ）ｂｌｕｇ （～ ｌｄｕｇ）ｂｌｕｇｓｌｈｕｇｓ （～ ｂｌｕｇｓ）。

（３）同源词：藏语ｚｌｕｍ “团拢，调解”、ｔｈｕ ｌｕｍ “弹丸”，独龙语ｄ
ｌｍ “圆”，仓洛门巴语ｔｕｌｕｍｐｉ “圆的”。

（４）方言读音：ｚｌ在方言中有／ ｄ ／、 ／ ｔ ／、 ／ ｄｚ ／或含有它们的复辅音的读
法。拉萨话读／ ｔ ／，但是整个音节读低调，所以古代必是带音的ｄ。
５）上面我们说到ｚｌｕｍ “调解”的自动形式是ｖｄｕｍ，ｄ前是ｖ；ｚｌｏｇ

“阻挡，拦回”的自动式是ｌｄｏｇ，ｄ前是ｌ，其中的ｖ、ｌ有渊源关系，因为
在藏语中存在ｖ：ｌ的异体。例如：ｖｄａｇ ～ ｌｄａｇ “舔”，ｖｄａｎｇ ～ ｌｄａｎｇ “够
（数、量）”，ｖｄｕｒ ～ ｌｄｕｒ “烂熟”，ｖｄｅ ～ ｌｄｅ “烤，晒”。这些材料似乎说明
李方桂、张谢蓓蒂、白保罗几位提出的ｌｄ来自 ａ·ｌ （李１９３３，张谢１９７１，
白１９７２：注３３８）或者来自ｓａ。ｌ （张谢１９７１）（他们的ａ·相当于我们的ｖ）
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还是有些怀疑。因为在藏文中，与ｌｄ构成异形词的
还有ｍｄ：ｌｄｏｎｇ （ｓ） ～ ｍｄｏｎｇｓ “失明”，ｌｄｏｎｇ ｍｏ ～ ｍｄｏｎｇ ｍｏ “（打酥油茶
的）茶桶”，ｌｄａｎ ｐａ ～ ｍｄａｎ ｐａ “颊”。还有一些词素，书面上写ｌｄ或ｖ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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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拉萨话中读／ ｍｔ ／。如ｃｈｕ ｌｄｕｒ ～ ｃｈｕ ｖｄｕｒ ／ ｈｕｍ ｔｕ： ／ “饲料糊”，ｌｃｅ
ｌｄａｇ ／ ｅ ｌａ? ／或／ ｅｍ ｔａ? ／ “舔”，ｄｇｒａ ｖｄｕｌ ／ ?ａｍ ｔｙ： ／ “占堆（人名）”，
ｓｋｙｉｄ ｖｄｏｄ ／ ｃｉｍ ｔ? ／ “享乐”。其他声母前也有ｌ与ｍ交替的例子：
ｒｎａ ｌｃｏｇ ～ ｒｎａ ｍｃｈｏｇ “耳朵”，ｖｐｈｙａｍ （唇音声母前，ｖ实际代表ｍ） ～ ｌｃａｍ
“椽子”。我们猜想，藏语ｌ类辅音组合原来还有一个ｍｌ，书面语有些词中
的ｌｄ、ｖｄ、ｍｄ就来自ｍｌ。演变过程可能是：ｍｌ ＞ ｍｄｌ ＞ ｖｄｌ ＞ ｄｌ ＞ ｌｄ，
而在另一些方言或词中可能是：ｍｌ ＞ ｍｄｌ ＞ｍｄ ／ ｖｄｌ ＞ ｖｄ，ｍｌ ＞ ｌ。亲属语言中
似乎也有类似的情况。例如ｖｄａｇ ～ ｌｄａｇ “舔”在库基钦那加语是 （ｍ）ｌｙａｋ，
博多加罗语是 （ｓ）ｌｙａｋ，肖语是ｍｌｉ，拉克尔语是ｐｌｉａｋ ＞ ｐｌｉ……（白
保罗１９７２，＃４６６），错那门巴语文浪话是／ ｌɑｋ ／，麻玛话是／ ｋｌＡ ／，独龙语是
／ ｌɑ? ／，仙岛语是／ ｌ? ／，义都珞巴语是／ ｈɑ ｍｅ ／，基诺语是／ ｍｒ ／。又如
“箭”藏语是ｍｄａ，错那门巴语是／ ｍｌɑ ／ （文浪话）、 ／ ｂｌＡ ／ （麻玛话），缅文
是／ ｍｒɑ ／，仰光缅语是／ ｈｍｊɑ ／。根据这些材料我们猜想，藏语“箭”最初也
是ｍｌ （参见白保罗１９７２，注３１３）。

藏语ｚｌ有些地方所以读／ ｄ ／、 ／ ｔ ／、 ／ ｄｚ ／或含有它们的复辅音，以及使动
词和自动词之间ｚｌ与ｌｄ、ｖｄ的对应（如ｚｌｕｍ “调解”：ｖｄｕｍ “和解”，ｚｌｏｇ
“阻挡，拦回”：ｌｄｏｇ “返回”），都与ｍｌ有关。如果说ｍｌ演变出了ｖｄ、
ｌｄ不错的话，与之相关的ｚｌ几个演变途径可能是这样的：ｓｍｌ ＞ ｚｍｄｌ ＞ 
ｚｖｄｌ ＞ ｚｄｌ ＞ ｚｌ， ｓｍｌ ＞  ｚｍｄｌ ＞ ｍｄｌ ＞ ｍｄ ＞ ｖｄ， ｓｍｌ ＞  ｚｍｄｌ ＞ 
ｍｄｌ ＞ ｖｄｌ ＞ ｄｌ ＞ ｌｄ。
６）ｚｌ中的ｚ本是藏语前缀ｓ的变体（参见张谢蓓蒂１９７１，白保罗

１９７２：＃１４２），这在使动词中是很明显的。在名词中，通过排比也可以看出
来：ｚｌａ ｂａ “月亮”，ｓｋａｒ ｍａ “星星”，ｓｐｅｎ ｐａ “土星”，ｓｐｒｉｎ ｐａ “云”，
ｓｍｕｇｓ ｐａ “雾”。在现代方言中，古前缀ｓ也有清浊两种读法，但是因为ｓ
是随后面古声母的清浊而读清读浊，所以只用一个ｓ即可。而书面语ｓｌ和ｚｌ
由于中间塞音的脱落，出现了既有ｓｌ又有ｚｌ的情况，后一成分相同，不能
再把ｚ作为变体对待，只能如实写作ｚ。
５ 如果藏语原来有ｍｌ，会不会还有ｎｇｌ形成下列ｌ类辅音组合？

ｋｌ  ｔｌ ｐｌ ｓｌ
ｇｌ ｄｌ ｂｌ ｚｌ

ｎｇｌ （ｎｌ） ｍｌ ｒｌ

　 　古藏语中可能存在过ｎｇｌ，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它曾经存在过的线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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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ｓｌ
１）藏文中的ｓｌ在现代各方言中读作／ ｌ ／、 ／ ｌ。／ （或，或含的复辅

音）、 ／ ｔｓ ／ （或含ｔｓ的复辅音）、 ／ ｈｉ ／。
ｓｌｏｎｇ
乞讨

ｓｌｅｂｓ
到达

ｓｌｏｂ
学

ｓｌｏｇ ｐａ
裘皮

道孚 ｒ?ｏ ｒ?ｐ ｌｏｐ ｒ?ａｐａ

夏河（拉卜楞） ｘｔｓｏ — ｘｔｓｏｐ ｔｓｏｋ ｋｗａ

乐都 ｈｔｓｏ ｈｔｓｅ ｈｔｓｕｅ ｈｔｓｏｋ ｗａ

德格 ： ｔｓｅ ｔｓａ ｔｓｈａ ｔｓａ

德钦（升平镇） ｈｉｏ — ｕ ｐａ ｔｓａ

芒康 ｏ ｅ  ａｋｐａ

拉萨 ｌ ｌｅ ｌｐ ｐａｋｔｓａ

桑噶尔 — ｌｅｐ ｌｏｐ —
（ｌａｓ）ｓｌａ ｐｏ
容易

（ｂ）ｓｌｅ
编

ｓｌｏｂ ｇｒｗａ
学校

道孚 ｌｅａｐｕ ａｐ ｓａｐｄａ

夏河（拉卜楞） ｘｔｓａｍｏ — ｏｐ?ａ

乐都 ｈｔｓａｍｏ ｌｉ —
德格 ｔｓａｍｏ ａ ｏｐｄａ

德钦（升平镇） ｌｅａ ｈｉａ ｕ ?ａ

芒康 ａｍｏ ａ ?ａ

拉萨 ｌ? ｌａｐｏ ｌａ ｌａｐ?ａ

桑噶尔 ｌａｍｏ — —
　 　２）关于藏文ｓｌ的来源，李方桂先生给出的公式是： ｓｌｈ ＞ ｓｌ （１９３３，

ｐ １３９）。张谢蓓蒂认为除了李先生的公式而外，也有 ｓｌ ＞ ｓｌ （１９７１，
ｐｐ １２，２１）。白保罗的看法是：（藏语）“ｄｒ、ｓｒ和ｓｌ这种复合可以认为是
前缀加起首辅音ｒ或ｌ构成的。”（１９７２，＃１４２）但是注１３５中否定了上述说
法，认为“这个归纳站不住脚……ｓｌ在藏缅语母语中也可能出现，但还
没有证据……”。
３）我们认为藏语的ｓｌ更早是ｓｔｌ ［参见西门华德１９７４ （１）］。根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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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与使动词的ｓｌ相对的自动词或同族词有ｌｄ或ｌｔ。例如：ｓｌｏｎｇ “使
起立”：ｌｄａｎｇ “起立”，ｓｌｏｇ “遣回”：ｌｄｏｇ “返回”，ｓｌｏｂ “学”：ｌｄｏｂ “学
会”，ｓｌｏｄ “掺假，使变次”：ｌｄａｄ “玷污，弄脏，掺假”，ｓｌｏｎ “连缀”：
ｌｄａｎ “具有”、ｌｔａｎ “连起”。

（２）在书面语中，ｚｌ和ｓｌ清浊相应；在方言中，ｚｌ和ｓｌ也存在／ ｄｚ ／和
／ ｔｓ ／的清浊相应，都是平行的。我们推测，ｓｌ都是由ｓｔｌ演变而来的。
４）ｓｔｌ大致沿两条路线演变： ｓｔｌ ＞ ? ＞ ｘ? ＞ ｈ? ＞ ｔｓ；ｓｔｌ ＞ ｓｌ。

后来ｓｌ在不同的地方又出现不同的分化：ｓｌ ＞ ｓ ＞ ；ｓｌ ＞  ｈｌ ＞ ｈＪ
（ｈｉ），ｈｌ ＞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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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音 交 替

１ ｅ：ａ
１）拿书面语与拉萨读音比，一些词中存在ｅ和ａ的变化。例如下列词

中的ｅ在拉萨都读ａ：
ｋｈａ ｓｋｙｅｎｇｓ “难为情”　 ｋｈｅｎｇｓ “满” 　 　 　 　 　 ｍｋｈｒｅｇｓ ｐｏ “硬”
ｖｇｒｅｎｇ “挺起” ｌｔｅｍ “生病” ｄｒｅｇ ｐａ “垢”
ｐｈｒｅｎｇ ｂａ “念珠” ｂｒｅｇ “割” ｒｔｓｅｇ “摞”
ｔｓｈｅｇ “藏文音节点” ｖｄｚｅｇ “（向上）爬” ｋｈａ ｚｈｅｎｇ “幅宽”
ｙｅｎｇ “（心）浮” ｇｓｈｅｇｓ “逝世” ｓｒｅｇ “炙”
ｒｔｓａ ｈｒｅｎｇ “（地名）” ｓｔｅｎｇ ｂｒｔｓｅｇｓ “女式坎肩”
这种元音交替，是早期的ｅ在一部分词中演变为ａ还是这些词的元音在

拉萨保留了更古的面貌？
２）“腰”在藏文中通常写作ｓｋｅｄ ｐａ，也可写作ｒｋｅｄ ｐａ。“腰带”有３

种写法：ｓｋｅｄ ｒａｇｓ ～ ｓｋｅ ｒａｇｓ ～ ｓｋａ ｒａｇｓ。这３种写法第一个音节的关系恐怕
是：ｓｋｅｄ ＞ ｓｋｅ ＞ ｓｋａ，ｄ脱落造成的。另外，ｓｋｅｇ “大难，（人生的）坎儿”
有异体ｓｋｙｅｇ、ｓｋａｇ，拉萨读／ ｋａ ／。历史上ｅ才能造成声母的腭化，ａ不行
（参阅ｙ类声母一节），这也说明ｅ和ａ之间的变化，是ｅ变ａ。

拉萨话中的蒙语借词也有这种ｅ和ａ交替的现象：ｔｈｅｒ ｇｅ “马车”和
ｅｍ ｃｈｉ “医生”，在拉萨话中分别读／ ｔｈｅｒ ｋａ ／和／ ａｍ ｉ ／。而在蒙语书面语
中，前者是ｔｅｒｇｅ，后者的蒙语词根是ｅｍ “药”（《蒙汉词典》１９９９年增订
本），这说明藏文的写法与当时蒙语的读音是一致的，而在拉萨话中ｅ演变
成了ａ，而不是相反。
３）ｅ和ａ交替的现象，不光在书面语和现代方言之间存在，在书面语

内部也有。除了上面提到的“腰带”、“大难”，下面是另外一些例子。
ｖｋｈｅｌ ～ ｖｋｈａｌ “纺” 　 　 　 　 　 　 　 ｇｅｇ ｐａ ～ ｇａｇ ｐａ “喉蛾”
ｎｙｅｇ ～ ｎｙａｇ “秤” ｇｔｅ ｍａ ～ ｇｔａ ｍａ “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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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ｅｎｇ ｇｃａｌ ～ ｓｔａｎｇｓ ｄｐｙａｌ “伉俪” ｌｔｈｅｂｓ ｃｈａｇ ～ ｔｈａｂｓ ｃｈａｇ “不太好”
ｌｄｅｎｇ ～ ｌｄａｎｇ “足，够” ｄｅｍ ～ ｄａｍ ｂｅ “壶，瓶”
ｓｎｅ ｋｈａ ～ ｓｎａ ｋｈａ “种类” ｓｐｒｅ ～ ｓｐｒａ ～ ｔｒａ “猿”
ｖｂｅｌ ｐｏ ～ ｖｂａｌ ｐｏ “丰富” ｔｓｈｅｇ ～ ｔｓｈａｇ ～ ｔｓａｇ “爆裂声”
ｔｓｈｅｒ ～ ｔｓｈａｒ “次，回” ｇｙｅｍ ～ ｇｙａｂ “行淫”
ｔｈｏ ｒｅｎｇｓ ～ ｔｈｏ ｒａｎｇｓ “寅时” ｓｈｅ ｓｔａｇ ～ ｓｈａ ｓｔａｇ “全都”
ｓｈｅｒ ｐａ ～ ｓｈａｒ ｐａ “夏尔巴人” ｓｅｇ ｒｄａｒ ～ ｓａｇ ｒｄａｒ “锉刀”
ｓｅｎｇ ｒａｓ ～ ｓａｎｇ ｒａｓ “纱布” ｌａｍ ｓｅｎｇ ～ ｌａｍ ｓａｎｇ “马上”
ｈｒｅｎｇ ～ ｈｒａｎｇ “凝固”
这类异形词的出现说明，藏语一些词中ｅ ＞ ａ的变化，早就出现了。
４）藏语中，除了ｅ变ａ，也有由ａ变ｅ的，受指小后缀ｕ影响的ａ变ｅ

就是一种。例如：
ｇｌａ ｂａ “麝”：ｇｌｅｕ “麝崽” ｒｎｇａ “鼓”：ｒｎｇｅｕ “小鼓”
ｒｔａ “马”：ｒｔｅｕ “马驹” ｓｔａ ｇｒｉ “斧”“：ｓｔｅｕ “小锛子”
ｍｄａ “箭”：ｍｄｅｕ “子弹” ｓｐｒａ “猿”：ｓｐｒｅｕ “猴子”
ｂａ “母黄牛”：ｂｅｕ “牛犊” ｂｙａ “鸟”：ｂｙｅｕ “小鸟”
ｒｔｓａ “血管”：ｒｔｓｅｕ “微血管” ｒｄｚａ ｍａ “陶瓮”：ｒｄｚｅｕ “陶罐”
ｒａ “山羊”：ｒｅｕ “山羊羔”
这类由复元音ｅｕ构成的指小词在现代拉萨话中还多使用，只是其中的

ｅ受后面ｕ影响进一步变窄，书面语的ｅｕ都读成／ ｉｕ ／。
５）藏语的ａ变ｅ还可用作构形手段，有一部分动词现在式的元音ａ变

ｅ。例如：
ｓｋｙｅｌｂｓｋｙａｌｂｓｋｙａｌｓｋｙｏｌ “运送” ｖｇｅｎｇｓｄｇａｎｇｂｋａｎｇｋｈｏｎｇｓ “使满”
ｖｇｒｅｍｓｄｇｒａｍｂｋｒａｍｋｈｒｏｍｓ “使散开” ｒｄｅｂｂｒｄａｂｂｒｄａｂｓｒｄｏｂｓ “碰击”
ｖｂｅｂｓｄｂａｂｐｈａｂｐｈｏｂ “降下” ｂｙｅｄｂｙａｂｙａｓｂｙｏｓ “做”
ｌｅｎｂｌａｎｇｂｌａｎｇｓｌｏｎｇｓ “取” ｓｅｌｂｓａｌｂｓａｌｓｏｌ “清除”
利用ａ：ｅ交替构词的例子不多，在我们的材料中有ｋｈａｌ “驮子”：

ｖｋｈｅｌｋｈｅｌ “承载”，ｇａｂ “藏”：ｋｈｅｂｋｈｅｂｓ “被遮住”，ｎｇａｒ “激动”：ｎｇｅｒ
“咆哮”，ｔｈｅｍ “满，足数”：ｔｈａｍ ｐａ “（数目）整”，ｓｍｙａｎ “结亲”：ｓｍｙｅｎ
“媒妁”，ｙａｎｇ “轻”：ｙｅｎｇｙｅｎｇｓ “（心）浮”。

２ ａ：ｏ
１）在书面语中，也有ａ：ｏ交替的异形词，只是我们见过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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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ｂｕｇ ｃｈａｌ ～ ｓｂｕｇ ｃｈｏｌ “钹” 　 　 　 　 　 ｓｔａｎｇ ～ ｓｔｏｎｇ “帮助，使受益”
ｓｐａｍ ～ ｓｐｏｍ ～ ｓｐｏｎｇ “数量” ｖｂｙａｎｇ ～ ｖｂｙｏｎｇ “熟练，精通”
ｖｂｙｏｎｇ ～ ｖｂｙａｎｇ ～ ｖｊａｎｇ “泻” ｓｈａｂ ～ ｓｈｏｂ “谎言”
ｓｔｏｒｂｓｔａｒｂｓｔａｒ （ｄ）ｓｔｏｒ （ｄ） ～ ｓｔｏｒｂｓｔｏｒｂｓｔｏｒｓｔｏｒ “排列，串成串儿”
另外，ｓｐａｍ ｒｄｚｕ是“装模作样”，ｓｐｏｍ ｃｈｅｎ ｐｏ和ｓｐａｍ ｍｅ ｓｐｏｍ ｍｅ也

是“装模作样”，所以ｓｐｏｍ应该是ｓｐａｍ的异体形式。
个别词有ａ ～ ｅ ～ ｏ的异体形式：ｇｓｈａｒ ～ ｇｓｈｅｒ ～ ｇｓｈｏｒ “依次前进”（现在

式），ｇｓｈａｒ ～ ｇｓｈｅｒ ～ ｇｓｈｏｒ ～ ｖｃｈｏｒ “追猎”（现在式），ｖｂａｌ ｐｏ ～ ｖｂｅｌ ｐｏ ～ ｖｂｏｌ
ｐｏ “丰富，充足”
２）在藏语中，元音ａ与ｏ的交替是一种构词手段。例如：
ｓｋａｍ “枯奶母畜，变干”：ｓｋｏｍ “渴，饮料”
ｃｈａｄ “断”：ｃｈｏｄ “断，决定” ｌｔａ “看”：ｌｔｏｓ “观待，依赖”
ｎａｇ “黑”：ｎｏｇ （ｓ）“变脏，出现黑垢”
ｓｎａｌ （ｍａ）“经纬线”：ｓｎｏｌ “交叉” ｐｈａ “父”：ｐｈｏ “男性，雄”
ｍａ “母”：ｍｏ “女性，雌” ｔｓｈａｄ “量”：ｔｓｈｏｄ “大致的量”
ｍｔｓｈａｎ “名字”：ｍｔｓｈｏｎ “表明”
ａ：ｏ交替也是一种构形手段，一些动词现在式ａ变ｏ，祈使式就更多。如：
ｓｇｏｒｂｓｇａｒｂｓｇａｒｓｇｏｒ “使浓”（ｇａｒ “变浓”）
ｇｃｏｄｇｃａｄｂｃａｄｃｈｏｄ “弄断”（ｃｈａｄ “断”）
ｓｐｏｒｓｐａｒｓｐａｒｓｐｏｒ “点燃”（ｖｂａｒ “燃”）
ｓｔｓｏｌｂｓｔｓａｌｂｓｔｓａｌｓｔｓｏｌ “使做”（ｖｔｓｈａｌ “做”）
ｓｌｏｄｂｓｌａｄｂｓｌａｄｓｌｏｄ “掺假”（ｌａｄ “变次”）
ｓｇｒｏｇｂｓｇｒａｇｂｓｇｒａｇｓｓｇｒｏｇｓ “宣传”（ｇｒａｇ “传开”）
ｓｎｙｏｌｂｓｎｙａｌｂｓｎｙａｌｓｎｙｏｌ “使睡”（ｎｙａｌ “睡”）
ｓｂｏｎｇｓｂａｎｇｓｂａｎｇｓｓｂｏｎｇｓ “浸泡”（ｂａｎｇ “湿”）
ｇｚｏｎｇｚａｎｇｚａｎｇｚｏｎ “浪费”（ｚａｄ “耗尽”）
ｇｓｈｏｇｇｓｈａｇｂｓｈａｇｓｇｓｈｏｇｓ “劈”（ｚｈａｇ “裂开”）
在少数词中，存在完成式ａ变ｏ的现象：
ｖｄｚａ （～ ｚａ）ｚｏｓ “消耗” 　 　 ｚａｚｏｓ （～ ｂｚａｓ）“产生”
ｖｃｈａｖｃｈａ （～ ｂｃａ ～ ｇｃａ）ｖｃｈｏｓ （～ ｖｃｈａｓ）“吃，嚼”

３ ｕ ＞ ｉ
１）从拉萨的读音和异形词看，藏语某些词中的ｉ和ｕ有渊源关系。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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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ｐｕｓ ｍｏ “膝”、ｓｐｕｎ ｓｋｙａ “兄弟姐妹”、ｖｐｈｕｄ “脱，除去，赶走”、ｖｂｕｄ
“脱落，（颜色）褪”等，在拉萨元音并不按书面上写的读／ ｕ ／，而读／ ｉ ／。
在这些例子中，声母都是双唇音，因此我们推想是双唇声母使圆唇元音ｕ变
成了不圆唇的ｉ （参见白保罗１９７２，＃３９７）。

这种变化使书面上出现了一些异形词。例如（ｓ）ｐｕｓ ｍｏ ～ ｐｉｓ ｍｏ ～ ｐｉｇ
ｍｏ “膝盖”，ｖｐｈｕｒ ～ ｖｐｈｉｒ “飞”，ｒｇｙａ ｐｈｕｂｓ ～ ｒｇｙａ ｐｈｉｂｓ “带屋脊的屋顶”，
ｖｂｕｇ （ｓ） ～ ｖｂｉｇ （ｓ）“钻（孔）”，ｖｂｕｇ ～ ｖｂｉｇ “锥子”，ｓｂｕｄ ｐａ ～ ｓｂｉｄ ｐａ
“（鼓风助燃的）皮风袋”，ｒｂｕｄ ｒｇｙａｇ ｇｔｏｎｇ ｂａ ～ ｒｂｉｄ ｒｇｙａｇ ｇｔｏｎｇ ｂａ “拥挤”，
ｖｂｕｂｓ ～ ｖｂｉｂｓ “撑开（伞）”，ｂｙｕ ｂａ ～ ｂｙｉ ｂａ “鼠”，ｂｙｕ ｒｕ ～ ｂｙｉ ｒｕ “珊瑚”，
ｂｙｕｌ ｂｙｕｌ ｂｙｅｄ ｐａ ～ ｂｙｉｌ ｂｙｉｌ ｂｙｅｄ ｐａ “捋（胡子）”，ｄｂｙｕｇ ｐａ ～ ｄｂｙｉｇ ｐａ “棍
棒”，ｓｍｙｕｇ ｍａ ～ ｓｍｙｉｇ ｍａ “竹子”。
２）使ｕ变ｉ的声母没有带ｒ和ｌ的。这是因为在双唇辅音和元音之间

隔了ｒ或ｌ，唇辅音和ｕ不相邻，不能对这个圆唇元音造成影响使它异化为
ｉ。但是，使ｕ变ｉ的声母中有带ｙ的。这是因为在藏文中，ｙ是个腭化符
号，发ｐｙ、ｐｈｙ、ｂｙ这样的音时，双唇与舌面同时动作，双唇辅音仍与后
边的元音相邻，能对它施加影响。这一点反过来也说明，ｙ是个腭化的符
号，而不是像ｒ、ｌ那样是复辅音中的一个成分。
３）“瘦”在藏文中有４种形式：ｒｊｕｄ ～ ｒｊｉｄ ～ ｚｈｕｄ ～ ｒｉｄ，相应的形容词

在仓洛门巴语中读／ ｕｔ ｐａ ／ （［ｕｔ ｐａ］），这种语言的提朗方言读／ ｐｉｔｐａ ／，
这个词的声母原来也许是唇音，ｕ ＞ ｉ是在唇音声母阶段出现的。不过还有
几个声母是舌面音的词也有ｕ ＞ ｉ的现象。如ｚｈｕｍ ｂｕ ～ ｚｈｉｍ ｂｕ ～ ｚｈｉ ｍｉ
“猫”，ｖｊｕ ｂａ ～ ｖｊｉ ｂａ ～ ｌｊｉ ｂａ “跳蚤”，ｖｊｕ ｌｕ ～ ｖｊｉｌ ｌｉ “（毛发）卷曲”，ｌｃｕｇ
ｍｏ ～ ｌｃｉｂｓ ｍｏ “顶针”，ｌｃｕｇ ｌｃｕｇ ～ ｌｃｉｇ ｌｃｉｇ “轻拂，颤动”。这说明舌面音声
母也有可能使ｕ ＞ ｉ。

其他声母后面ｕ ＞ ｉ的例子，我们见过的极少。
４）虽然我们还不知道这种ｕ ＞ ｉ的现象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不会是现

代才有的。因为，第一，有些词在书面上已有ｕ、ｉ不同的写法。第二，在藏
文名著《萨迦格言》１４７偈中已将ｖｂｕｇｓ写作ｖｂｉｇｓ。该书作者ｓａ ｐａｎ·在世时间
是公元１１８２ ～１２５１年，所以至迟在１３世纪上半叶已有ｕ ＞ ｉ这种情况出现。
５）ｕ ＞ ｉ不仅造成了一些异形词，使某些词在方言中的读音与书面语的

形式不合，而且使辞书中少数动词的形态变化出现混乱现象。像ｖｂｕｇ （ｓ）
“钻（孔），刺穿”的形态变化，几乎一个词典一个样。出现这种情况的原
因之一就是ｕ ＞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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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尾的演变

一

藏语书面语有９个辅音韵尾：ｇ、ｎｇ、ｄ、ｎ、ｂ、ｍ、ｒ、ｌ、ｓ。光
看书面语，９个辅音韵尾少有成系统的变化，但是拿现代方言跟书面语比，
绝大多数地方的韵尾（包括后缀，因为语音变化是相同的）。在语音上都有
不同程度的变化，尤以康方言最甚。例如：

ｍｉｇ
眼

ｐｈａｇ
猪

ｄｒｕｇ
六

ｍｉｎｇ
名字

ｔｓｈａｎｇ
窝

ｂｙａｎｇ
北

康定 ｍｉ ｐｈɑ ?ｕ ｍｉｎ ｔｓｈ ɑ
乡城 ｉ? ｐｈａ? ?ｏ?  ｕ ｔｓｈ ｓ

ｙｏｄ
有

ｒｅｄ
是

ｓｈｅｄ
膘

ｓｍａｎ
药

ｓｐｒｉｎ
云

ｌｅｎ
取

康定 ｊｕ ｒｅ ｅ ｍ。ｅｎ ?ｉｎ ｌｅ
乡城 ｊ? ｒｅ? ｈｅ? ｍ。 ? ｊ～

ｋｈａｂ
针

ｎｕｂ
西

ｇｔｕｂ
切

ｇｎａｍ
天

ｇｓｕｍ
三

ｄｏｍ
熊

康定 ｋｈａ ｎ ｔｕ ｎ ｓ ｔａｎ
乡城 ｋｈ? ｎｕ? ｔｕ? ｎ ｓｕ ｔｕ

ｍａｒ
酥油

ｓｈａｒ
东

ｇｓｅｒ
金

ｎｙａｌ
躺

ｂａｌ
羊毛

ｄｒｅｌ
骡

康定 ｍａ ａ ｓｅ ｉ ｐｅ ?ｉ
乡城 ｍ ｈ ｓ ｅ ｐｅ ?ｅ

ｎａｓ
青稞

ｔｓｈｏｓ
颜料

ｓｈｅｓ
知道

ｋｈａｍｓ
康区

ｚａｎｇｓ
红铜

ｓｌｅｂｓ
到达

ｐｈｙｏｇｓ
方向

康定 ｎｅ ｔｓｈｕ ｅ ｋｈａｎ ｚ ｍａ ｅ ｈ
乡城 ｎｅ ｔｓｈ ｈｅ ｋｈ ｓ ｅ? ｈ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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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书面语比较，藏语绝大多数方言都有程度不同的辅音韵尾脱落的现
象。康方言很多地方只有?或鼻音ｎ、。脱落可以说是藏语辅音韵尾演变
的重要趋势之一。

二

在拉萨方言，辅音韵尾脱落的不多，有变化的不少。例如：
ｍｉｇ
眼

ｐａｇｐａ
猪

ｄｒｕｇ
六

ｍｉｎｇ
名字

ｔｓｈａｎｇ
窝

ｂｙａｎｇ
北

ｍｉ? ｐｈａｋ ｐａ ?ｈｕ? ｍｉ ｔｓｈ： ｈ：
ｙｏｄ
有

ｒｅｄ
是

ｓｈｅｄｍｏ
膘

ｓｍａｎ
药

ｓｐｒｉｎｐａ
云

ｌｅｎ
取

ｊ? ｒｅ? ｅｍｏ ｍ： ?ｉ：ｐａ ｌ：
ｋｈａｂ
针

ｎｕｂ
西

ｇｔｕｂ
切

ｇｎａｍ
天

ｇｓｕｍ
三

ｄｏｍ
熊

ｋｈｐ ｎｕｐ ｔｕｐ ｎａｍ ｓｕｍ ｔｈｏｍ

ｍａｒ
酥油

ｓｈａｒ
东

ｇｓｅｒ
金

ｎｙａｌ
躺

ｂａｌ
羊毛

ｄｒｅｌ
骡

ｍａ： ａ： ｓｅ： ： ｐｈ： ?ｈｅ：
ｎａｓ
青稞

ｔｓｈｏｓ
颜料

ｓｈｅｓ
知道

ｋｈａｍｓ
康区

ｚａｎｇｓ
红铜

ｓｌｅｂｓ
到达

ｐｈｙｏｇｓ
方向

ｎ? ｔｓｈ? ? ｋｈａｍ? ｓ? ｌｅ? ｈｏ?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大致看出拉萨方言辅音韵尾的演变趋势，但是并不全
面。归纳起来，辅音韵尾在拉萨方言的演变情况可以归纳如下：

舌根音韵尾ｇ：除有几个单音节词读／ ｋ ／外，词末和不连读的双音节词
的前一音节读喉塞音；连读的双音节词的前一音节或读／ ｋ ／或脱落。

舌尖音韵尾ｄ：词末和不连读的双音节词的前一音节读喉塞音；连读的
双音节词的前一音节脱落。

双唇音韵尾ｂ：词末多读／ ｐ ／，少数读喉塞音；不连读的双音节词的前
一音节读／ ｐ ／；连读的双音节词的前一音节读／ ｐ ／，极少脱落。

舌根音韵尾ｎｇ：ａ、ｅ、ｏ后脱落并使元音鼻化，ｉ、ｕ后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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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音韵尾ｎ：已脱落。
双唇音韵尾ｍ：读／ ｍ ／，少数几个词脱落［如ｔｓａｍ （表“大约，少许”

的成音节后缀）读／ ｔｓ ／，ｓｇｏ ｖｇｒａｍ “门口”读／ ｋ ?ａ? ／，ｂｓｏｄ ｎａｍｓ （人名）
读／ ｓｏ ｎａ? ／，ｋｈｙｅｄ ｒｎａｍ ｔｓｈｏ “您们”读／ ｃｈｅ ｎａ? ｔｓｈｏ ／］。

卷舌音韵尾ｒ：有些词保留，有些词脱落，少数词两可，有些词不同人
脱落与否可能不一致（参见尹蔚彬２０００）。

舌尖音韵尾ｌ：已脱落。
舌尖音韵尾ｓ：虽然书面语中是个擦音，但是在拉萨等一些地方，除个

别词显示古代它曾是擦音（脱落后元音延长）而外，它的变化与韵尾ｄ相
同。

总起来说，除了脱落的以外，拉萨话的三个塞音韵尾都已清化，而且都
显示出喉音化的趋势，但是三者之间喉音化和脱落的步调不完全一致。它们
的保留（包括读喉塞音）与脱落，往往与它们在词内的位置和（多音节词
的）音节连读不连读有关。

从演变跟发音部位的关系看，拉萨舌尖音韵尾的演变最快，卷舌音和舌
根音次之，双唇音最迟。

三

在拉萨话里，少数词辅音韵尾的读音与上述规律不一致。例如：
书面语的ｄ读／ ｐ ／：ｓｋｙｉｄ ｓｈａｎｇ ／ ｃｉｐ ： ／ “最快活”，ｓｋｙｉｄ ｍａ ｖｋｈｙｏｇ

／ ｃｉｐ ｍ。ａ ｃｈｏ? ／ “不知足”，ｍｃｈｅｄ ／ ｈｅｐ ／ “蔓延”，ｒｎｙｉｄ ／ ｉｐ ／ “变蔫” （书
面上“蔫拉巴几”写作ｒｎｙａｂ ｂｉ ｒｎｙｉｂ ｂｉ）。

书面语的ｇ读／ ｐ ／：ｇｌｅｇｓ ｔｈａｇ ／ ｌｅｐ ｔａ? ／ “捆书的带子”，ｚｈｕｇｓ ／ ｕｐ ／ “上
瘾”，ｄｕｇ ｔｓｈａｌ ／ ｔｈｕｐ ｔｓ： ／ “破衣”，ｇｏｇ ｔｏ ／ ｋｈｏｐ ｔｏ ／ “破旧”。

书面语的ｂ读／ ｋ ／：ｃｈｉｂｓ ｐａ ／ ｈｉｋ ｐａ ／ “坐骑”，ｒｔｓｉｂ ｍａ ／ ｔｓｉｋ ｍａ? ／或
／ ｔｓｉ ｍａ? ／ “肋骨”。
书面语的ｄ读／ ｋ ／：ｍｉｄ ｐａ ／ ｍｉｋ ｐａ ／ “咽喉”，（ｓｋｒａ）ｒｂａｄ ｒｂａｄ ／ ｐｅｋ ｐｅ? ／

“短（发）”。
书面语的ｌ读／ ｒ ／或（变ｒ后）脱落：ｔｉｌ ／ ｔｉｒ ／ “芝麻”，ｄｕｌ ｒｇａｎ ／ ｔｈｕｒ

ｋ： ／ “老练”，ｂｕｌ ｔｏｇ ／ ｐｈｕ ｔｏ? ／ “碱”，ｂｙｕｌ ｂｙｕｌ ／ ｈｕ ｕ： ／ “捋”，ｓｂａｒ
ｍｙｕｌ ／ ｐａ ｊｙ： ／或／ ｐａ ｊｕ： ／ “瞎摸”。

书面语的ｎ读／ ｍ ／：ｚｉｎ ／ ｓｉｍ ／ “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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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语的ｎｇ读／ ｍ ／：ｍｃｈｏｎｇｓ ／ ｈｏｍ? ／ “跳”，ｄｎｇａｎｇｓ ｓｋｒａｇ ／ ａｍ ?ａ? ／
“紧张”。有的词有两读，如：ｓｈｏｎｇ ／ ｏｍ ／或／ ： ／ “容纳”，ｄｐａｎｇｓ ／ ｐａｍ? ／
或／ ｐ? ／ “高度”。

书面语的ｍ读若ｎｇ：ｓｋｙｏｍ ｓｋｙｏｍ ／ ｃｏｍ ｃ： ／ “摇晃”，ｃｈａｍ ｃｈａｍ ／
ｈａｍ ： ／ “散步”，ｄｕｍ ｄｕｍ ／ ｔｈｕｍ ｔｕ ／ “一段一段的”，ｐｈｅｂｓ ｂｙａｍｓ ／
ｐｈｅｐ ： ／ “轿子”，ｂｕ ｒａｍ ／ ｐｈｏ ｒ： ／ “红糖”，ｄｂｙａｎｇｓ ｖｄｚｏｍｓ ／ ｊ ｔｓ： ／
“央宗（人名）”。

书面语的ｎｇ读若ｎ：ｔｈｅｎｇｓ ／ ｔｈ? ／ “（一）次”，ｋｈａ ｒｎｙｉｎｇ ／ ｋｈａ ｉ： ／
“八成新”。也有相反的情况：ｇｄｏｎ ｖｄｒｅ ／ ｔ：?ｅ ／ “鬼”，ｓｐｙｉｎ ／ ｐｉ ／ “胶”
（同族词ｐｈｙｉｎｇ “毛毡”、ｖｐｈｙｉｎｇ “（毛发）擀毡”书面语的韵尾本来就是
ｎｇ）。书面语ｖｐｈｒｉｎ “信息”的ｎ也似是由ｎｇ变来的，因为相应的动词
ｓｐｒｉｎｇ或ｓｒｉｎｇ “发出（信息）”的韵尾是ｎｇ。有些动词形态变化中也有这种
ｎ、ｎｇ的交替：ｖｂｙｉｎｄｂｙｕｎｇｐｈｙｕｎｇｐｈｙｕｎｇ “弄出”、ｖｄｚｉｎｇｚｕｎｇｂｚｕｎｇ
ｚｕｎｇ “抓住”、 ｖｄｒｅｎｄｒａｎｇｄｒａｎｇｓｄｒｏｎｇｓ “引导”、 ｖｄｒｅｎ （～ ｂｇｒａｎｇ）
ｂｇｒａｎｇｂｇｒａｎｇｓｂｇｒｏｎｇｓ “数”、ｖｐｈｅｎｖｐｈａｎｇｖｐｈａｎｇｓｖｐｈｏｎｇｓ “投掷”、 ｌｅｎ
ｂｌａｎｇｂｌａｎｇｓｌｏｎｇｓ “取”。这种ｎ、ｎｇ之间的变化显示，有时候前高元音
（ｉ、ｅ）会使ｎｇ舌位前移，后元音会使ｎ舌位后移。

在拉萨，ｒｎｙａｂ ｂｉ ｒｎｙｉｂ ｂｉ “蔫拉巴几”、ｌｄａｂ ｂｉ ｌｄｉｂ ｂｉ “结结巴巴”、
ｓａｂ ｂｅ ｓｏｂ ｂｅ “松松酥酥”等一类四音词，都是第三音节作词根，元音变ａ
成第一音节，原辅音韵尾作声母加元音ｉ或ｅ作第二和第四音节。从出现的
时间说，四音节的形式应该比较晚，单音节词根的形式反映的应该是一个词
素较早的面貌。我们推想，ｒｎｙｉｂ比ｒｎｙｉｄ “蔫”、ｌｄｉｂ比ｄｉｇ （ｐａ） “口吃”、
ｓｏｂ比ｇｓｏｇ （ｐｏ）“酥松”早。

从词族的角度分析，ｓｂｕｂ ～ ｓｂｕｇ “扣着放”的同族词ｂｕｂ “扣着”、
ｓｐｕｂ “扣着放”、ｖｂｕｂｓ “覆盖，撑起（伞）”、ｐｈｕｂ “顶篷”，韵尾都是ｂ。
ｇｙａｂ ｐａ ～ ｇｙａｇ ｐａ “推粮板”的同族词ｙａｂ “摇摆”、ｇｙａｂ “扇子”、ｈｙａｂ
“撇出”的韵尾都是ｂ。 （ｄｂｙａｎｇｓ）ｖｄｚｏｍｓ的同族词ｖｄｏｍ “聚”、ｓｄｏｍ
“捆”、ｒｔｓｏｍ “著作”、ｔｓｈｏｍｓ “会堂”的韵尾都是ｍ。我们推想ｓｂｕｂ ～ ｓｂｕｇ
“扣着放”、ｇｙａｂ ｐａ ～ ｇｙａｇ ｐａ “推粮板”等词写作ｇ，拉萨话ｃｈｉｂｓ ｐａ “坐
骑”和ｒｔｓｉｂ ｍａ “肋骨”的ｂ读／ ｋ ／，（ｄｂｙａｎｇｓ）ｖｄｚｏｍｓ读若ｎｇ，都是后来
语音演变的结果。

上述的说法如果符合历史的事实，那么就可以说，在藏语的历史上曾有
过同类（塞音与塞音、鼻音与鼻音、流音与流音）韵尾以扩散的方式后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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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根据前后元音分配ｎ、ｎｇ的现象。一些地方辅音韵尾发音部位后移的现
象，在ｍ变ｎ、ｎｇ上尤为明显：

ｇｎａｍ
天

ｌａｍ
路

ｄｏｍ
熊

ｓｇａｍ
箱

ｇｓｕｍ
三

ｂｔｓｕｍ
闭上

ｓｋｕｍ
缩回

ｓｋｏｍ
渴

循化 ｈｎａｎ ｌａｎ ｔｏｎ ｈｇａｎ ｈｓｎ ｔｓｎ ｈｋｎ ｈｋｏｎ

化隆 ｈｎａｎ ｌａｎ ｔｏｎ ｈｇａｎ ｈｓｎ ｔｓｎ ｋｎ ｈｋｏｎ

玉树 ｎ? — ｔ? ｇ? ｓａ — ｋａ ｋ?

称多 ｎ? ｌ? ｔ? ｇ? ｓａ ｔｓａ ｋａ ｋｏ

　 　 我们说历史上曾有过一些词的辅音韵尾读音后移的现象，可是像书面语
ｄ、ｇ拉萨读／ ｐ ／，ｎ、ｎｇ拉萨读／ ｍ ／怎么能说是后移？

公元七八世纪，拉萨渐渐成为西藏的政治中心，藏语书面语的拼写法会
不会是依当时的拉萨语音制定的？不像。拿某些词在今天拉萨的发音和书面
语比，看不出直接演变的关系。我们推测，当初制定藏语书面语的拼写法，
并非是依照某一地（如拉萨）的发音制定的。它更像是不同方言的学者协
商、妥协的产物。这个拼写法照顾到了各个不同的方言，又与各个方言都有
一些不同。像书面语ｄ、ｇ拉萨读／ ｐ ／，ｎ、ｎｇ拉萨读／ ｍ ／，说明那些词的
拼写形式当初不是依拉萨的发音确定的，今天拉萨话的读音，反映了比书面
语更早的面貌。

四

在藏语的少数词中存在塞音韵尾与相应的鼻音韵尾交替的现象。
ｇ ～ ｎｇ交替的例如：ｋｈｏｇ ｐａ ～ ｋｈｏｎｇ ｐａ “体腔，内心”、ｇａｇ ～ ｇａｎｇ

“谁，任何”、ｇｏｇ ～ ｇｏｎｇ “爬”、ｚｏｇ ～ ｚｏｎｇ “商品”。也有书面上写ｇ读／  ／
（或由它造成的元音鼻化）或写ｎｇ读／ ｋ ／ （或由ｇ演变而成的其他塞音）
的：ｓｋｙａｇ ｌａｎｇ “恶习”读／ ｃ ｌ： ／、ｒｄｏｇ ｒｇｙａｇ “踢”读／ ｄ：ｃａ? ／、ｖｂｏｇ
ｓｄｉｇ “蝎子扣”读／ ｐｏ ｄｉ ／ （以上拉萨），ｓｋｙｏｇｓ “杓”读／  ／、 ｌｃａｇｓ
“铁”读／ ɑ ／ （以上康定），ｒｔａ ｌｃａｇ “马鞭”读／  ｔａ ａ ／ （祁连），ｓｎａｎｇ
“有”读／ ｎｏ? ／ （乡城），ｄｐｕｎｇ ｐａ “肩”读／  ｐｕｋ ｍａ ／ （巴尔蒂）。

ｄ ～ ｎ交替的例如：ｒｇａｄ ｐｏ ～ ｒｇａｎ ｐｏ “老翁”、ｒｇａｄ ｍｏ ～ ｒｇａｎ ｍｏ “老太
婆”、ｐｈｏｄ ～ ｐｈｏｎ “缨子”、ｂｔｓａｄ ｐｏ ～ ｂｔｓａｎ ｐｏ “（藏王）赞普”、ｓｌａｄ ～ ｓｌａｎ
“以后”。藏族史上有个很有影响的妇女名叫ｋｈｒｉ ｍａ ｌｏｄ，公元６７５年嫁与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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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ｍａｎｇ ｓｌｏｎ ｍａｎｇ ｒｔｓａｎ，公元７１２年去世。她的名字有时也写作ｋｈｒｉ ｍｏ ｌａｎ。
还有方言读音与书面写法不一致的：ｒｋｕｎ “偷窃”巴尔蒂读／  ｋｕｔ̄ ／，ｍｎｙｅｄ
“鞣”道孚读／ ｍｎ ／、乡城读／ ｊｉ ／，ｂａｄ “霜”乡城读／ ｐ ／。

ｂ ～ ｍ交替的例如：ｋｌａｂ ～ ｋｌａｍ ｐａ “厚毪子”、ｓｇｒｏｂ ～ ｓｇｒｏｍ “排场”、
ｒｎｇａｂ ～ ｒｎｇａｍ “馋”、ｖｊｉｂ ｇｏｎｇ ～ ｖｊｉｍ ｇｏｎｇ “泥团”、ｔｈｅｂ ～ ｔｈｅｍ “满”、ｓｂａｂ
ｃｈａ ～ ｓｂａｍ ｃｈａ “捆儿，把，包”、ｙｏｂ ｙｏｂ ～ ｙｏｍ ｙｏｍ “晃荡”、ｓｉｂ ｓｉｂ ～ ｓｉｍ
ｓｉｍ “稀疏”。方言读音与书面语写法不一致的如ｇｒｏｎｇ ｇｓｅｂ “乡下”在道孚
读／ ｄｏ ｓＥｍ ／。ｍ在炉霍读音与ｐ （弱化为／ ｖ ／）相同，如ｋｈｒｏｍ ／ ?ｈａｖ ／
“市场”，ｄｏｍ ／ ｔａｖ ／ “熊”，ｐｈａｍ ／ ｐｈａｖ ／ “败”，ｂｔｓｕｍ ／ ｔｓａｖ ／ “闭上”，ｓｅｍｓ
／ ｓｈａｖ ／ “心”。ｍ读／ ｖ ／中间是否经过ｐ的阶段，还不清楚，但是二者的读
音是一样的，ｍ的鼻音性完全丧失了。

造成这种塞音韵尾和鼻音韵尾交替的原因，我们猜想可能有两个。
１ 最初是双辅音，有的地方丢了前一个，有的地方丢了后一个
像ｂｔｓａｄ ｐｏ ～ ｂｔｓａｎ ｐｏ “赞普”这个词中的词根，原来很可能是ｂｒｔｓａｎｄ，

因为由它构成的复合词ｂｔｓａｎ ｄｂａｎｇ “强权”在天祝话中读／ ｐｔｓａｎｔ ａ ／，而
且在赞普ｋｈｒｉ ｌｄｅ ｓｒｏｎｇ ｂｔｓａｎ （公元７９８ ～ ８１５年）时期的工布摩崖石刻中，
ｂｔｓａｎ作为动词，就写作ｂｒｔｓａｎｄ。在藏语书面语中，“膝盖”作ｐｕｓ ｍｏ，但
是普日格和巴尔蒂都读／ ｐｕｋｓ ｍｏ ／，说明元音后边原来是双辅音，在天峻丢
ｓ留ｇ，读／ ｗｋ ｍｏ ／，但更多地方丢ｇ留ｓ，所以藏文写作ｐｕｓ ｍｏ。在拉萨，
（ｍｉｇ）ｍａｎｇｓ “棋”读／ （ｍｉ）ｍａ? ／、（ｓｇｒｏ）ｍｄｏｎｇｓ “孔雀翎”读／ （?ｏｍ）
ｔｏ? ／、（ｂｓｏｄ）ｎａｍｓ “索那（人名）”读／ （ｓｏ）ｎａ? ／，都是因为元音后双辅音
丢前留后造成的。ｓｐｏｓ “（燃的）香”康定读／ ｐｕ ／，卓尼读／ ｐｎ ／，ｓ读成
鼻音有点怪。但是这个词在《丁香帐》记有ｓｐｏｇ的写法，所以最初可能
是ｓｐｏｇｓ。后来大多数地方丢ｇ，所以书面上写ｓｐｏｓ；康定和卓尼丢ｓ，ｇ
又变鼻音，成了／ ｐｕ ／和／ ｐｎ ／。
２ 语音演变
像拉萨ｒｄｏｇ ｒｇｙａｇ “踢”读／ ｄ ｃａ? ／、ｖｂｏｇ ｓｄｉｇ “蝎子扣”读／ ｐｏ ｄｉ ／，

道孚ｍｎｙｅｄ “鞣”读／ ｍｎ ／、ｇｒｏｎｇ ｇｓｅｂ “乡下”读／ ｄｏ ｓＥｍ ／，乡城
ｍｎｙｅｄ “鞣”读／ ｊｉ ／、ｂａｄ “霜”读／ ｐ ／，以及炉霍ｍ读／ ｖ ／，大约都是语音
演变造成的。

藏语也有用塞音韵尾与相应的鼻音韵尾交替构词的情况。例如：ｖｇａｇ
“要隘”：ｖｇａｎｇ （ｓ）“关键”，ｖｐｈａｇ “腾起”：ｖｐｈａｎｇ （ｓ）“高度”，ｖｋｈｙｕｄ
“交媾”：ｖｋｈｙｕｎ （ｐａ）“情夫”、ｖｋｈｙｕｎ （ｂｕ）“情妇”，ｃｈｏｄ “阻断”：ｃｈ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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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的）贴边”，ｄａｄ “信仰”：ｄａｎ “信约”。这种构词手段在藏语中应
用不多，我们现在手边只有这几个例子。动词“抓”在藏语中是：ｖｄｚｉｎ
ｇｚｕｎｇｂｚｕｎｇｚｕｎｇｓ，现在式ｖｄｚｉｎ 在拉萨读／ ｓｉｍ ／；完成式ｂｚｕｎｇ 拉萨读
／ ｓｕ? ／，桑噶尔读／ ｚｕｍ ／。根据拉萨、桑噶尔两地的读音，我们设想古代有
些地方这个词的读音是： ｚｉｍ （＜  ｚｕｍ） ｇｚｕｍ （＜  ｂｚｕｍ） ｂｚｕｍ
（＜ ｂｚｕｍｓ）ｚｕｍｓ。如果说的不错，那么这个词和ｍｄｚｕｂ “指，趾”可能
也属这一类。

五

在拉萨，有些韵尾脱落（或喉音化）之前会对元音造成一定的影响。
鼻音韵尾使元音鼻化，舌尖音韵尾（ｄ、ｓ、ｎ、ｌ）使后元音前化（ａ ＞ 、
ｕ ＞ ｙ、ｏ ＞ ），出现新的元音音位。ｒ是卷舌的舌尖音韵尾，它不使后元音
前化，这是它与其他舌尖音韵尾在对元音影响上的一个明显的区别。延续音
韵尾（ｒ、ｌ、ｎ、ｎｇ）脱落后会使元音延长，填补原来续音韵尾所占据的
时长。这是拉萨话长元音产生的原因之一（另一个是音节合并）。而在安多
方言，续音韵尾脱落并不造成元音延长。

拉萨话的塞音韵尾－ ?使长韵母变短（谭克让１９９１），词末的塞音
（ｐ、ｋ、?），不论是高调还是低调，都会使整个音节以降调结束。

六

最后我们想简单讨论一下藏文中的ｙａｎｇ ｖｊｕｇ （再后加字）的演变。
再后加字指的是一个音节元音后边的第二个辅音。能出现在再后加字位

置上的辅音只有两个：ｄ、ｓ。它们的演变脱落应比单辅音韵尾更早。其中
的ｄ，在公元９世纪上半叶的文字改革中即被命令从书面语中取消，这说明
它在当时藏语中已经脱落，起码已经喉音化了。但这可能只反映了当时部分
方言的情况，因为至今有的方言中还保留着。例如它在普日格方言ｌ的后边
就以ｓ的形式保存了下来：ｂｓｋｏｌ （ｄ） ／ ｓｋｏｌｓ ／ “煮”，ｖｋｈａｌ （ｄ） ／ ｋｈａｌｓ ／
“纺”，ｖｇｕｌ （ｄ） ／ ｇｕｌｓ ／ “动”，ｂｓｇｙｅｌ （ｄ） ／ ｚｇｅｌｓ ／ “弄倒”，ｖｐｈｅｌ （ｄ）
／ ｐｈｅｌｓ ／ “发展”，ｒｕｌ （ｄ） ／ ｒｕｌｓ ／ “腐烂”。在拉萨话里，这个ｄ在几个词中
也以喉塞音的形式保留着：ｐｈｙｉｎ ／ ｈｉ? ／ “去”，ｍｋｈｙｅｎ ／ ｃｈ? ／ “知道”，
ｓｈｉｎ ｔｕ ／ ｉ? ｔｕ ／ “非常”，ｓｈｅｓ （这个词书面上这样写，但是从拉萨话的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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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它最初的形式可能是ｓｈｅｎｄ） ／ ? ／ “知道”。
再后加字ｓ，在多数地方也脱落了，但比上述的ｄ脱落得晚，所以在书

面语中基本被保留下来，而且在普日格等少数地方还被读出来。例如（普
日格）：ｓｐａｇｓ “菜肴” ／ ｓｐａｑｓ ／，ｇｎａｎｇｓ “后天” ／ ｎａｓ ／， ｓｈｕｂｓ “套子”
／ ｕｐｓ ／，ｓｋｏｍｓ “渴” ／ ｓｋｏｍｓ ／。这个ｓ在书面语有些词中已经消失，但是在
拉萨话中被保留下来，读／ ? ／。例如：ｒｋａｎｇ “主要”读／ ｋ? ／，ｇｙａｎｇ “悬
崖”读／ ｊ? ／，ｔｈｉｍ “渗入”读／ ｔｈｉｍ? ／，ｒｔｓｏｍ “著作”读／ ｔｓｏｍ? ／。ｓｇｒｕｎｇ
“故事”这个词，书面上没有ｓ，而拉萨话读／ ?ｕｍ? ／，说明早期是有ｓ的，
而且前面是ｍ，不是ｎｇ，这从普日格方言的读音／ ｚｇｒｕｍｓ ／也可以得到证明。

上边说的是再后加字读音演变的简单情况，下边再说二者的关系。
ｄ和ｓ虽然都可以作ｙａｎｇ ｖｊｕｇ，用哪一个，全看前面辅音的发音部

位：ｂ、ｍ、ｇ、ｎｇ后边一定用ｓ，ｎ、ｒ、ｌ后边一定用ｄ。例如：
ｖｄｅｂｓｇｄａｂｂｔａｂｔｈｏｂ　 　 　 　 　 　 “栽种”
ｖｂｅｂｓｄｂａｂｐｈａｂｐｈｏｂ “使降”
ｒｄｅｂｂｒｄｅｂｂｒｄｅｂｓｒｄｅｂｓ “打击”
ｓｎｙｏｂｂｓｎｙａｂｂｓｎｙａｂｓｓｎｙｏｂｓ “触摸”
ｖｇｕｍｓｄｇｕｍｂｋｕｍｓｋｈｕｍｓ “杀死”
ｖｊｏｍｓｇｚｈｏｍｂｃｏｍｃｈｏｍ “摧毁”
ｖｄｚｕｍｂｔｓｕｍｂｔｓｕｍｓｔｓｈｕｍｓ “使闭合”
ｓｎｏｍｂｓｎａｍｂｓｎａｍｓｓｎｏｍｓ “执”
ｖｇｙｏｇｓｖｇｙｏｇｂｋｙａｇｓｋｈｙｏｇｓ “举起”
ｖｃｈａｇｓｂｓｈａｇｂｓｈａｇｓｂｓｈｏｇｓ “忏悔”
ｖｋｈｙｉｇｂｋｙｉｇｂｋｙｉｇｓｋｈｙｉｇｓ “系上”
ｓｒｅｇｂｓｒｅｇｂｓｒｅｇｓｓｒｅｇｓ “烧，炸，烤”
ｖｇｅｎｇｓｄｇａｎｇｂｋａｎｇｋｈｏｎｇ “使满”
ｖｔｓｈａｎｇｓｂｔｓａｎｇｂｔｓａｎｇｓｔｓｈｏｎｇｓ “塞入”
ｓｒｕｎｇｂｓｒｕｎｇｂｓｒｕｎｇｓｓｒｕｎｇｓ “守卫”
ｌｅｎｂｌａｎｇｂｌａｎｇｓｌｏｎｇｓ “取”
ｒｇｙａｎｂｒｇｙａｎｂｒｇｙａｎｄｒｇｙａｎｄ “修饰”
ｓｎｏｎｂｓｎｏｎｂｓｎｏｎｄｓｎｏｎｄ “添加”
ｒｔｏｌｂｒｔｏｌｂｒｔｏｌｄｒｔｏｌｄ “弄穿”
ｓｎｙｏｌｂｓｎｙａｌｂｓｎｙａｌｄｓｎｙｏｌｄ “使躺下”
ｓｇｏｒｂｓｇａｒｂｓｇａｒｄｓｇｏｒｄ “使浓”



韵尾的演变 ３５７　　

ｒｄｏｒｂｒｄａｒｂｒｄａｒｄｒｄｏｒｄ “磨（刀）”
作为表示语法意义的后缀，ｓ、ｄ不光用在辅音后面，也用在元音后

边。下边是一些例子。
ｂｇｙｉｄｂｇｙｉｂｇｙｉｓｇｙｉｓ “做”
ｍｎｙｅｄｍｎｙｅｍｎｙｅｓ （ｍ）ｎｙｅｓ “鞣”
ｂｙｅｄｂｙａｂｙａｓｂｙｏｓ “做”
ｓｂｅｄｓｂａｓｂａｓｓｂｏｓ “埋藏”
ｖｋｈｒｕｄｂｋｒｕｂｋｒｕｓｋｈｒｕｓ “洗”
ｓｄｕｄｂｓｄｕｂｓｄｕｓｓｄｕｓ “收集”
ｒｍｏｄｒｍｏｒｍｏｓｒｍｏｓ “耕”
ｖｔｓｈｏｄｂｔｓｏｂｔｓｏｓｔｓｈｏｓ “煮”
从上边的例子可以看出，不论是前元音还是后元音，现在式的后缀一律

用ｄ，完成式和祈使式的后缀一律用ｓ。根据这一点我们猜想，藏语一些动
词有后缀标志：现在式用ｄ，完成式和祈使式用ｓ。它们用在元音后边时不
变；如果前边有辅音韵尾，现在式后缀ｄ，在韵尾ｎ、ｌ、ｒ后边早已脱落，
在韵尾ｇ、ｎｇ、ｂ、ｍ 后边变ｓ；完成式和祈使式后缀ｓ，在韵尾ｇ、
ｎｇ、ｂ、ｍ后边保持不变，在韵尾ｎ、ｌ、ｒ后边变ｄ。本来依语法意义的
不同分别用ｄ或者ｓ，后来却因前边辅音发音部位的不同而向对方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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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 除非必要，本书中声调符号一律省略。
２ 甘肃天祝县藏语有两个方言，一是华热，一是瓦言，二者差别较大。

除特别指明者外，本书用的都是华热话的材料。
３ Ｍｅｌｖｙｎ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Ｃｙｎｔｈｉａ Ｂｅａｌｌ：Ｎｏｎａｄ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ｉｂｅｔ，ｐ １８７，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４ 例如：ｎｇｏ ｍａ ｃｈｏｇ “情面难却”：ｎｇｏ ｍａ ｌｃｏｇｓ “磨不开情面”，ｇｃｉｇ

ｃｈｏｇ “兼备”：ｇｃｉｇ ｌｃｏｇｓ “兼任”。ｖｇｒａｎ ｚｌａ ｃｈｏｇ “比得过”，ｇａｎｇ ｌｃｏｇｓ ｃｉ
ｌｃｏｇｓ “尽量”。
５ 据Ｕｒａｙ （１９５３）说，谢飞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未能找到谢飞

的那篇文章。
６ 在本书中有时会看到同一地点同一词的读音不同。一个原因是有些

方言材料地点名称相同，而材料来源不同（调查点不同或者发音合作人不
同）。例如夏河话，我们使用的一是１９５５年的调查材料，一是华侃、龙博甲
编的《安多藏语口语词汇》，一是华侃主编的《藏语按多方言词汇》，偶尔
还会用到格桑居冕、格桑央京《藏语方言概论》的材料，有些词的读音四
者可能不完全一致。另一个原因是严式标音和宽式标音的区别。在这一部分
例子中，为了把声母对前缀音的影响明白地显示出来，前缀音的清浊均依实
际发音。在其他部分的用例中，多依原音系报告的归纳，前缀音的清浊可能
与这一部分用例中的不同。
７ 谢明琴、加措１９９２文提到吐蕃古文献中偶尔也能发现非ａ元音的

字。
８ 据音系报告介绍，道孚话／ ｐ ／实际读［ｆ］；书面语声母ｐｈｙ、ｂｙ在

一些词中分别读腭化唇音／ ｐｈＪ ／、 ／ ｂＪ ／，但均可与／ ｐ ／自由变读。



所用材料主要来源 ３５９　　

所用材料主要来源

藏语方言的
１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民族语言调查第七工作队调查材料（调查人员名字

恕不一一列出）
２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民族研究所的同事们的调查材料（调查人

员名字恕不一一列出）
３ 于道泉主编《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３）
４ 华侃、龙博甲编《安多藏语口语词典》（甘肃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３）
５ 华侃主编《藏语安多方言词汇》（甘肃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２）
６ 瞿霭堂、谭克让：《阿里藏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
７ Ｈｏｓｈｉ，Ｍｉｃｈｉｙｏ ＆ Ｔｏｎｄｕｐ Ｔｓｅｒｉｎｇ： Ｚａｎｇｓｋａｒ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Ａ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Ｓｐｏｋｅｎ ｉｎ Ｋａｓｈｍｉｒ （Ｉｎａ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Ｊａｐａｎ １９７８。桑噶尔方言）
８ Ｋｏｓｈａｌ，Ｓ．： Ｌａｄａｋｈｉ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Ｒｅａｄｅ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１９７６。列城方言）
９ Ｍａｚａｕｄｏｎ，Ｍａｒｔｉｎｅ ＆ Ｍｉｃｈａｉｌｏｖｓｋｙ，Ｂｏｙｄ：
Ｌｏｓｔ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ｏｎ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ｉｎ Ｄｚｏｎｇｋｈａ （Ｂｈｕｔａｎ。宗喀方言）
Ｓｙｌｌａｂ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ｐｒａ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ｈｅ Ｄｚｏｎｇｋｈａ ｍｏｎｏｓｙｌｌａｂｉｃ ｎｏｕｎ （宗喀

方言）
１０ Ｍｉｃｈａｉｌｏｖｓｋｙ，Ｂｏｙｄ：Ｄｚｏｎｇｋｈａ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 （１９８６。宗喀方言）
１１ Ｎａｇａｎｏ，Ｙａｓｕｈｉｋｏ：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ｇＬｏ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ａｐａｎ，１９８２。劳方言）
１２ Ｒａｎｇａｎ，Ｋ．： Ｂａｌｔｉ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Ｒｅａｄｅ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１９７５。巴尔蒂方言）
Ｐｕｒｋｉ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１９７９。普日格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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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Ｒｏｅｒｉｃｈ，Ｇｅｏｒｇｅ ｖｏｎ：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ｏｆ Ｌａｈｕｌ （Ｕｒｓｖａｔｉ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Ｒｏｅｒｉｃｈ Ｍｕｓｅｕｍ，１９３３）
１４ Ｓｈａｒｍａ，Ｄ Ｄ：Ｊａｄ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Ｔｉｂｅｔｏ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ｏｆ Ｕｔｔａｒａｋｈａｎｄ，

ｐａｒｔ ２，Ｍｉｔｔ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０）
１５ Ｓｈａｒｍａ，Ｓｕｈｎｕ Ｒ．：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ｐｉｔｉ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ｏＢｕｒｍａｎ Ａｒｅａ）
１６ （孙天心）Ｓｕｎ，Ｊａｃｋｓｏｎ：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ｍｄｏ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ｎｄｚｏｒｇｅ ｓｍｅ ｘｒａ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ＩＬＣＡＡ，Ｔｏｋ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８６。
若尔盖方言）

书面藏语的
１ 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辞典》（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５）
２ 才旦夏茸：《藏汉词汇》（青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
３ 山木旦主编《新编藏文字典》（青海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９）
４ 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藏文组：《藏文动词词汇》（油印本，１９７４）
５ 西北民族学院藏文教研组：《藏汉词汇》（甘肃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６）
６ 《格西曲札藏文辞典》（民族出版社，１９５７）
７ ｓｋｙｏｇｓ ｓｔｏｎ ｒｉｎ ｃｈｅｎ ｂｋｒａ ｓｈｉｓ：ｌｉ ｓｈｉｉ ｇｕｒ ｋｈａｎｇ （《丁香帐》，ｍｉ ｒｉｇｓ

ｄｐｅ ｓｋｒｕｎ ｋｈａｎｇ，１９８１）
８ Ｈ Ａ Ｊｓｃｈｋｅ：Ａ Ｔｉｂｅｔａｎ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

Ｌｔｄ．，１９４９。叶斯开：《藏英字典》）
９ Ｓ Ｃ Ｄａｓ：Ａ Ｔｉｂｅｔａｎ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１９５１。达斯：《藏英字典》）

亲属语言的
１ 相关的语言简志
２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１９９１）
３ 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２）
４ 林向荣：《嘉戎语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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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书目

藏文
ｂｓｋａｌ ｂｚａｎｇ ｖｇｙｕｒ ｍｅｄ：ｂｏｄ ｋｙｉ ｂｒｄａ ｓｐｒｏｄ ｒｉｇ ｐａｉ ｋｈｒｉｄ ｒｇｙｕｎ ｒａｂ ｇｓａｌ ｍｅ

ｌｏｎｇ （ｓｉ ｋｈｒｏｎ ｍｉ ｒｉｇｓ ｄｐｅ ｓｋｒｕｎ ｋｈａｎｇ，１９８１）
ｍｋｈｙｅｎ ｒａｂ ｖｏｄ ｇｓａｌ：ｂｏｄ ｒｉｇ ｐａｉ ｂｙｕｎｇ ｂａ ｄａｎｇ ｖｂｙｕｎｇ ｖｇｙｕｒ ｓｋｏｒ ｍｄｏ ｔｓａｍ

ｂｓｈａｄ ｐａ （ｓｉ ｋｈｒｏｎ ｍｉ ｒｉｇｓ ｄｐｅ ｓｋｒｕｎ ｋｈａｎｇ，１９９５）
ｇｏｎｇ ｂａ ｋｌｕ ｖｂｕｍ ｒｇｙａｌ：ｓｐｕ ｒｇｙａｌ ｂｔｓａｎ ｐｏｉ ｓｋａｂｓ ｋｙｉ ｂｒｄａ ｒｎｙｉｎｇ ｙｉｇ ｃｈａ ｓｌｏｂ

ｇｓａｒ ｓｔｏｎｇ ｇｉ ｖｊｕｇ ｓｇｏ （ｍｉ ｒｉｇｓ ｄｐｅ ｓｋｒｕｎ ｋｈａｎｇ，２００６）
ｎｇａｇ ｄｂａｎｇ ｂｓｔａｎ ｄａｒ：ｙｉ ｇｅｉ ｂｓｈａｄ ｐａ ｍｋｈａｓ ｐａｉ ｋｈａ ｒｇｙａｎ （ｍｉ ｒｉｇｓ ｄｐｅ

ｓｋｒｕｎ ｋｈａｎｇ，１９８２）
ｃｈｏｓ ｖｐｈｅｌ：ｇａｎｇｓ ｃａｎ ｂｏｄ ｋｙｉ ｇｎａｓ ｂｓｈａｄ ｌａｍ ｙｉｇ ｇｓａｒ ｍａ—ｌｈａ ｓａ ｓａ ｋｈｕｌ ｇｙｉ

ｇｎａｓ ｙｉｇ （ｍｉ ｒｉｇｓ ｄｐｅ ｓｋｒｕｎ ｋｈａｎｇ ，２００４）
ｄｏｎ ｒｄｏｒ、ｂｓｔａｎ ｖｄｚｉｎ ｃｈｏｓ ｇｒａｇｓ：ｇａｎｇｓ ｌｊｏｎｇｓ ｌｏ ｒｇｙｕｓ ｔｈｏｇ ｇｉ ｇｒａｇｓ ｃａｎ ｍｉ

ｓｎａ （ｂｏｄ ｌｊｏｎｇｓ ｍｉ ｄｍａｎｇｓ ｄｐｅ ｓｋｒｕｎ ｋｈａｎｇ ，１９９３）
ｔｓｈａ ｓｐｒｕｌ ｎｇａｇ ｄｂａｎｇ ｂｌｏ ｂｚａｎｇ：ｓｕｍ ｃｕ ｐａｉ ｓｎｙｉｎｇ ｐｏ ｌｅｇｓ ｂｓｈａｄ ｌｊｏｎ ｄｂａｎｇ

（ｍｉ ｒｉｇｓ ｄｐｅ ｓｋｒｕｎ ｋｈａｎｇ，２００７）
ｇｓｅｒ ｔｏｇ ｓｕｍ ｒｔａｇｓ （色多活佛五世（１８４５ ～ １９１５）：《藏文文法根本颂色

多氏大疏》，中央民族出版社，１９５７。）

汉文
白保罗（本尼迪克特）：《汉藏语概论》（１９７２，乐赛月、罗美珍汉译本）
包拟古（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Ｃ Ｂｏｄｍａｎ）：《原始汉语与汉藏语》，中华书局，１９９５。
车　 谦：《从ｇｃｉｇ谈起———关于古藏语声母中清塞音、塞擦音送气和不

送气问题》，《民族语文》１９８１年第２期。
《吐蕃时期藏语声母的几个问题》，《民族语文》１９８６年第６期。

陈庆英：《从敦煌藏文Ｐ Ｔ ９９９号写卷看吐蕃史的几个问题》，《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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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论丛》第１辑，西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
多尔吉：《道孚语格什扎话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多杰东智：《安多藏语动词变化的简化》，《民族语文》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格桑居冕：《藏语动词的使动范畴》，《民族语文》１９８２年第５期。

《藏语巴塘话的语音分析》，《民族语文》１９８５年第２期。
《藏文字性法与古藏语音系》，《民族语文》１９９１年第６期。

格桑居冕、格桑央京：《藏语方言概论》，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２。
龚煌城：古藏文的ｙ及其相关问题， 《史语所集刊》第４８本第２分，

１９７７。
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
胡书津：《藏族语言研究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７。
胡　 坦：《藏语研究文论》，中国藏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华　 侃：《安多藏语声母中的清浊音》，《西北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８０年

第１期。
《安多方言复辅音声母和复辅音韵尾的演变情况》，《西北民族

学院学报》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安多藏语声母的几种特殊变化》，《民族语文》１９８３年第３期。
《甘南夏河、玛曲藏语中复辅音声母比较》，《西北民族学院学

报》１９８４年第４期。
《吐蕃时期ｐｈｙ和ｂｒａ的读音考》，《西北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８６

年第４期。
《藏语安多方言内部语音上的一致性和差异性》，《西北民族学

院学报》１９８９年第１期。
华侃、于振江：《迭部藏语的一些语音、语法现象》，《甘肃民族研究》

１９８２年第４期。
黄布凡：《藏语藏缅语研究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黄　 行：《藏语动词语法范畴的相互制约作用》，《民族语文》１９９７年

第６期。
江　 荻：《藏语动词屈折现象的统计分析》，《民族语文》１９９２年第４期。

《藏语ｄｂ音类的演化过程及时间层次》，《民族语文》１９９８年
第５期。

《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
《藏语语音史研究》，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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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理新：《藏语ｒｇｙａ的本义初探》，《民族语文》１９９５年第４期。
《汉藏语的名词后缀ｎ》，《民族语文》１９９８年第１期。
《汉藏语肢体与动物名词前缀 ｓ》， 《温州师范学院学报》

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汉藏语中两个性质不同的ｇ韵尾》，《民族语文》１９９８年第

６期。
《汉藏语中两个性质不同的ｎｇ韵尾》，《民族语文》１９９９年

第４期。
《汉藏语的语音对应与语音相似》，《民族语文》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汉藏语的使役动词后缀ｄ》，《民族语文》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柯蔚南（Ｗ Ｓｏｕｔｈ Ｃｏｂｌｉｎ）：《藏语动词的形态变化》（汉译文载中国社
科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３集）

林　 ：《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刘光坤：《羌语中的藏语借词》，《民族语文》１９８１年第３期。
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
米　 勒（Ｒ Ａ Ｍｉｌｌｅｒ）： 《评〈土族语中的藏语借词与古代藏语方言的

演变〉》（１９６８，汉译文，载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民族语文
研究情报资料集》第７集）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蒙古语文研究所：《蒙汉词典》（１９９９年增订
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藏文的 －与 －》，《民族语文》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瞿霭堂：《卓尼藏语的声调与声韵母的关系》，《中国语文》１９６２年第７
期。

《藏语的复辅音》，《中国语文》１９６５年第６期。
《藏语动词曲折形态的结构及其演变》， 《民族语文》１９８５年

第１期。
《论汉藏语言的形态》，《民族语文》１９８８年第４期。
《藏语韵母研究》，青海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１。

任继窻：《汉语语源学》，重庆出版社，２００４。
石泰安（Ｒ Ａ Ｓｔｅｉｎ）：《西藏的文明》，西藏社会科学院。
孙宏开：《论藏缅语中动词的命令式》，《民族语文》１９９７年第６期

《论藏缅语动词的使动语法范畴》，《民族语文》１９９８年第６期



３６４　　 藏语词族研究

《原始汉藏语的复辅音问题》，《民族语文》１９９９年第６期
《原始汉藏语辅音系统中的一些问题》， 《民族语文》２００１年

第６期
《原始汉藏语中的介音问题》，《民族语文》２００１年第６期

谭克让、孔江平：《藏语拉萨话元音、韵母的长短及其与声调的关系》，
《民族语文》１９９１年第２期。

王　 力：《新字义的产生》， 《龙虫?雕斋文集》第三册，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古汉语自动词和使动词的配对》，《龙虫?雕斋文集》第三册
《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

王青山：《谈谈古藏文词汇的拼写法》，《民族语文》１９８１年第４期。
《古藏文札记》，《青海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古藏文写本反映的几种语音变化》，《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

科版）》１９８８年第４期。
王荣德：《天峻藏语复辅音的特殊现象》，《青海民族研究（社科版）》

１９９４年第３期。
王双成：《安多藏语复元音韵母的特点》，《民族语文》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王　 尧：《藏语ｍｉｇ字古读考》，《民族语文》１９８１年第４期。

《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２。
吴安其：《汉藏语使动和完成体前缀的残存与同源的动词词根》，《民族

语文》１９９７年第６期。
《汉藏语同源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向柏霖：《嘉戎语、藏语及上古汉语的ｓ后缀》，《民族语文》２００３年
第１期。

谢明琴、加措：《藏文下加字ｗａ ｚｕｒ的保留与消失初探》，《中央民族大
学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２期。

薛才德：《藏文后置辅音ｊ和中古汉语ｉ的来源》，《民族语文》２００４
年第３期。

杨将领：《藏缅语使动范畴的分析形式》，《民族语文》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尹蔚彬：《古藏语韵尾ｒ在今拉萨话中的变异》，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６卷第１期，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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