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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变过程中产生又消失的软腭化元音

　　一云南德钦燕门乡谷扎藏语之例一

铃木博之

　 一丶ｚ亠亠

１　刖 己

　　一个语言中所发现的世代差异， 是在共时状态下可以确认到的语言变化的一

部分。本文以康巴藏语中的一个土话 （群 ） 为例 ， 对在世代差异中发现的语音现

象进行描写， 并通过与藏文以及藏文书面语读音的比较， 对其 口语进行对应的分

析。

１．１ 谷 扎藏语

　 谷扎藏语分布在 中国云南省迪庆藏族 自治州德钦县燕 门乡北部， 按照铃木博

之（２００９ｂ）的方言分类， 该藏语属于康巴藏语得荣德钦方言群云岭山脉西部小组。

此小组内的土话拥有许多不同的语音特征， 可以把其分为几种。其中， 燕门乡的

土 话 能分 为 南北 两种 ： 南组 以拖拉 ［Ｔｈａｎ ｇ－ｌａ］ｌ藏语 为代 表２， 北 组 以谷 扎

［ｓＧ ｏ－宇ａｇ ｓ］藏语为代表３。严格地说， 谷扎话就仅指该乡谷扎行政村谷扎 自然村的

藏 语 ， 但 是在本 文 中谷 扎藏 语指 包括谷 扎 行政 村 的所有 土话 。据 吴光 范

（２００９ ：３７４－３７５）的记载 ， 谷 扎行政村 有 ８ 个 自然村 ： 谷扎 ［ｓＧ ｏ－ｇｒａｇｓ］、　日米

ｌ 本 文 以下内容中
， 在 例举初次出现的来 自藏语的名称时 ， 将对其汉语音写附加藏文形式。藏文转

写 以 Ｗ ｙｌｉｅ 方式 为准。
２ 此 组的土话与维西县 巴迪乡的藏话大致相同

， 可 以归纳为一个组。
３ 据 悉

， 此组能包括燕 门乡北部相接的属云岭 ［Ｌ ｕ ｎｇ－ｇｌｉｎｇ］乡查 里通 ［Ｔ ｓｈａ－ｒｅ－ｔｈ ａｎｇ］行 政村的永仁

［Ｌ击ｚｈ ｉｎｇ ］村 土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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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ｉ－ｓｍ ａｄ ］ 、　 叶 卡 ［泊 ｒ－妯 ａ］ 、　 永 斯 ［ｒＬ ｕ ｎ ｇ －ｂ ｓｉｌ］ 、　 尼 通 ［ｓＮ ｙ ｉｎ ｇ －ｔｈ ａｎ ｇ ］ 、　 甲 日 顶

［ｒＧ ｙ ａ ｂ －ｒｉ－ｓｔｅｎ ｇ ］、　提 那 拉 卡 ［Ｔ ｈ ｉｇ －ｎ ａ ｇ　Ｌ ａ －妞 ａ］、　及 拉 金 神 古 ［Ｌ ａ －ｃ ｈ ｅｎ　Ｚ ｈ ｉｎ ｇ －ｍ ｇ ｏ ］。

据 悉 ， 谷 扎 行 政 村 的所 有 土 话 之 间大 同 小 异 ， 仅 有 单 词 以及 发 音 上 产 生 的 差 异 ４。

在 此 ， 以 其 中 尼 通 话 、 叶 卡 话 、谷 扎 话 ５为 主 进 行 讨 论 ６。

１．２ 软腭化元音与其相关现象

　　软腭化元音是元音发声时舌背 向软腭方 向隆起而形成的。这种发音方式在藏

语里面非常罕见， 仅在维西藏语塔城话的少数例词中含此发音， 而且其部分例子

被分析为是软腭化元音， 其他被分析为是软腭化辅音 （铃木博之 ２０１０ ）。之外 ， Ｓｕｎ

（２００７）描写的藏语卡龙话７也具有软腭化元音。从藏缅语族语言的角度来讲， 软腭

化元音还是一种罕见的语音现象， 在谷扎藏语附近分布的语言中， 只有纳西语才

有软腭化元音。

　　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 纳西语的软腭化元音在很多研宄中被称为 “儿化元音”，

黑泽直道（２０ ０ １）还提到其实际语音发音方法的方言差异。笔者也确认过在以往的纳

西语研究中所描写的 “儿化元音 ”， 除软腭化元音之外， 还有卷舌化元音和咽化元

音。反过来说， 具有卷舌化元音或者咽化元音的藏语土话在谷扎藏语的相邻地区

也有分布， 此现象已有研宄描写８。

　　 目前， 这一现象仅在包括谷扎藏语的燕 门乡北部土话群中有所发现， 分布在

燕 门乡南部的拖拉藏语和及此乡北部相接 的云岭乡的土话组中软腭化元音的存在

还没有得到证实。

４ 据悉
， 与谷扎行政村的土话非常相似的土话分布在该村北面的禹功［ｇＬ ａｎｇ－ｓｋａｍ ］行政村。笔者确

认过禹功行政村木达［Ｍ ｏ－枕ａｇｓ］村白勺土话。
５ 尼通

、叶卡、谷扎三村位于谷扎行政礻拍勺中心位置， 都在澜沧江边， 其相互距离不远 （参见结尾

的附图）。这些村子之间一些村民已经通婚， 互相有亲戚关系。
６ 本文所使用的主要语言资料是通过笔者的田野调查而获得。感谢笔者妹妹白玛曲珍一直支持笔者

之藏语土话研宄， 帮助笔者在尼通村长期逗留， 并与很多村民有了交流的机会。本文的材料是在不

同年龄段的许多当地藏族人之帮助下取得的，特别是白玛曲珍和阿青此里给了笔者较完善的土话资

料， 特此感谢。
７ 此话分布在四川省阿坝州壤塘县

， 按照笔者的观点， 应属于安多藏语。
８ 具有这些发音的土话均属于康巴藏语香格里拉方言群维西塔城小组

。其中， 铃木博之（２０１０）描写

的塔城话， 是具有卷舌化元音与卷舌软腭化元音的土话 ： 铃木博之（２０１１）描写的勺洛话， 是具有咽

化元音与卷舌化元音的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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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谷扎藏语的软腭化元音

本节对谷扎藏语的软腭化元音及与其相关的语音现象进行描写分析。

２．１ 软腭化元音与其对应藏文

谷扎藏语中的软腭化元音被发现的极少， 谷扎藏语尼通话的描写己有铃木博

之 （２００９ａ：４ ０４－４ １５） ９， 但 是其 中也没 有提到软腭化 元音 。经 目前 的调 查重新 了解 到 ，

这个描写并不是不对， 而是源于年轻人的语音系统中已缺该元音的原故ｌ０。笔者在

最近的田野调查里， 偶然发现尼通礻柏勺一些村民在使用软腭化元音， 他们在喊一

个 叫 “嘎玛 ｌｌ”的人 的时候 ， 能听到主 要 四种发音 ， 以下用简 略音标来揭示 ｌＺ ｌ３

－ｈ ｋ
ａ ： ｍ ａ

－ｈ ｋ 呵
ｍ ａ

－ｈ ｋ
０ Ｙ　ｍ ａ

－ｈｋ
０ｒ ｍ ａ　 （严 格 发 音 标 记 为 ［－ｈｋ丸 ｍ ａ ］ ）

９ 这 文献原文的尼通话被称为 ｓＮ ｙ ｉｎｇｔｈｏｎ ｇ。
ｌ０ 年轻 人的尼通话有 以下元音系统 ：

　 　 ／ｉ，ｅ，　ｅ，　ａ，　ｏ，０，　ｏ ，　ｕ，田，　ｙ ，０，　ｕ ，日／

　 　各元音有长短、鼻化非鼻化之别。每个年龄段的说话人 ， 即包含壮年人和老年人 ， 都 有这套

元音 （出现条件有可能产生了差异 ）， 下面提到的软腭化元音能加到这些元音系统中。
ｌｌ “嘎玛”这一名称在藏文 呔砒 叨ｏ 中意为 “星星”

。
ｌ２ 本 节提示 的词汇资料

， 大 部分是从 自然对话中收集 的， 是属于常用词汇类 ， 对 话中出现的次数

比较多。由于各个说话人之间发音稍有差异 ， 一 些尼通话青年人的词汇形式 （语 音标记 ） 与铃木博

之 （２ ００９ ａ：４ ０４－４ １５）描 写的形式有所不 同。
ｌ３ 本文实行音标记载

。音标以国际音标为主 ， 为 了确保严密性 ， 有 时特意地使用 了中式音标 （参

考朱晓农 ２０ １０ ）。但 是 ， 声调标记使用以下记号 ：

　 　 － ：高 平　　　’： 上 升　　　＾ ：升 降　　　 ｏ 下 降

　　本文中声调调值与讨论内容无关 ， 因此在 ［ ］里面 的语音标记也沿用 以上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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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单词中的第一音节有不同发音， 包括软腭化元音 。据观察， 在尼通话最

经常听到的发音是［－ｈｋａ： ｍ ａ］， 然而 ， 能发软腭化元音的人群仅限于一部分的老年

人ｌ４。而部分缺少软腭元音的老年人， 在他们的语言系统中， 却能发带 ｒ韵尾的音，

有的还能使用带ｊ 韵尾的发音ｌ５。

　　经分析， 在使用软腭化元音的老年人的口语里也具有此元音的单词并不多，

元音大部分为／０／， 而且对应的藏文形式带 ｒ韵尾 ， 如 ：

式

峦

形

，ｍ

词义

酥油

－ｈｋ
０Ｙ ｐ ｕ 　　　白色

－
ｍ ｏ Ｙ　ｐ ｕ

－ｈ
ｓ ０ Ｙ　ｐ ａ

〕ｕ ｈ ｓ ０ Ｙ：

红色

新

新年

藏文

叨ｏ ｒ

妣 伽 如 １６

咖 叨 刀ｏ ｌ７

ｇ 义仰 刀ｏ

幻 ｇ ｘ似

　　如上所述， 带软腭化元音的例子均有 ａｒ 韵母。但是， 不管是什么世代， 都有

藏文形式虽有 ａｒ韵母 ， 但其对应发音却不带软腭化的例子， 如 ：

形式　　　 词义

〕ｉｇａ 　　　　月亮

’
ｇｈ呵 ｃｈｕ？ 　　东方

藏 文

ｚ仇 妣 砒

义九日ｒ刀叻 ｏ ｇ义

ｌ４ 软腭 化短元音一般 比普通的短元音长一些
， 但 是软腭化元音更长 。

ｌ５ 由于发音不同的原因
， 有 人对这个名字的汉文不使用 “嘎玛仅ａ ｍ ａ／”汉 字 ， 而使用 “格玛仅ｅ ｍ ａ〃’

汉字 （汉字读音均省略其声调 ）。
ｌ６ 这个 形态 的 “白色 ”一般作为名词使用

， 作为形容词使用时仅有 左加 加 妣砒如 “卡瓦格博 （山

名 ）”等固定表现 ， 一般的形容词形式是厂ｋｏ　ｋａ：／。在此提到的单词来 自毳加 加 妣砒泗 的最后两个

音节。
ｌ７ 与脚注 １６ 一 样

， 这个形态的 “红色”作为名词使用 ， 一般的形容词形式是厂ｍ ０　ｍ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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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软腭化元音的共时描写

　　如下所示， 软腭化元音之有无与世代息息相关， 本节将对世代差异进行整理

分析。首先来看尼通话的情况。尼通话大致有三个分段 ：青年人 （４０ 岁以下 ）、壮

年人 （４０－６０ 岁 ）、老年人 （６０ 岁以上 ） １８。有关软腭化元音的词拥有几种发音，

在此首先揭示在各个世代中最常见的形式 ：

词义

星星

白色

酥油

新年

藏 文

义初厂叨ｏ

妣 砒 刀ｏ

叨日ｒ

幻 ｇ ｘ砒

老 年 人

－ｈｋ
ｏ Ｙ ｍ ａ

听ｋ ｏ Ｙ ｐ
ｕ

’
ｍ ０ Ｙ

，· ｈ
Ｊ ｕ 　　ｓ０ Ｙ：

壮 年 人

－ｈｋ 呵
ｍ ａ

－ｈｋ 呵
ｐ ｕ

’
ｍ ａ ：

，· ｈＪ ｕ 　　ｓ ａ ：

青 年 人

－ｈｋ
ａ ： ｍ ａ

－ｈ ｋ
ａ ： ｐ ｕ

’
ｍ ａ ：

１ ｕ 　ｓ ａ ：

　　 在尼通 话 中 ， 青年人和 壮年人 根本不 发软腭化 元音 ， 甚至 一般 无法模 仿其 发

音 。壮年人 的发音 中 ， “白色 ”一词还有 ［－ｈｋ ｏ：ｐ ｕ］或者 ［－ｈｋａ：ｐｕ］的发音 ｌ９； 老年人 则

只有 ［－ｈｋ ｏＹ　ｐ ｕ］或者 ［－ｈｋｏｒ ｐｕ ］的发音２０。所 以可 以说 ， 壮年 人和老年人 之间 的发音 方

法 根本不 同 ， 各个 语音 系统 已产 生变化 ， 不过他 们能够 使用各 自的语 音系统彼 此

沟 通 。

　　 叶卡话 和谷扎 话也与尼 通话相 似 ， 从 世代来看 可分为 三个分 段 ：青 年人 （４０

岁 以下 ）、壮年人 （４０ －６０ 岁 ）、老年人 （６ ０ 岁 以上 ） ２ｌ。但 是各个世代 之 间的语 音

表 现有所不 同 ， 以下例举 叶卡话 的事 例２２ ：

ｌ８ 尼通话的发音合作人有
： 老年人为 ３ 人 （均为 ６０ 多岁）， 壮年人为至少 １０ 人 （大部分 ５０ 岁前

后， 最小 ４１ 岁）， 青年人为至少 ２０ 人。这些合作人不包括僧人 ， 因为他们发音具有特色， 参见第

３ 节。
ｌ９ 需要注意的是

， 壮年人的发音里没有软腭化元音的变体这一事实。
２０ 在此提示的四个发音并不是上面揭示的各形式的自由变体

， 它们也可以用〃表示。
２ｌ 叶卡话的发音合作人有

： 老年人为 ２ 人 （６０ 多岁 １位、７０ 多岁 １位 ）， 壮年人为 ５人 （４０ 多岁

４ 位、５０ 多岁 ｌ位）， 青年人为 ６人。
２２ 叶卡话壮年人的元音系统可以归纳为 ：／ｉ

，ｅ，Ｅ，ａ，。，。，。，ｕ，ｍ ，Ｔ，。，珏，日，ａＹ，ｏｙ／。各元音有长短、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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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义

星星

白色

酥油

新年

藏 文

义初厂叨ｏ

妣 砒 力ｏ

叨ｏ 厂

幻 ｇ跆 厂

斯嘎 ２３ 吆 妣矶

老 年 人

听ｋ ｏｒ ｍ ａ

吐１ｋ ０ ｒ ｐ ｕ

’
ｍ ａ ｒ

，· ｈＪ ｕ 　　ｓｏ ｒ

’
ｓｈ ａ　ｈｋ ０ ｒ

壮 年 人

－ ｈｋ
０ Ｙ ｍ ａ

－ ｈｋ
ａ Ｙ ｐ ｕ

’
ｍ ａ Ｙ ：

，· ｈ

Ｊ ｕ 　　ｓ ａ Ｙ：

’
ｓ ｈａ 　ｈｋ ａ Ｙ：

青 年 人

－ｈｋ
ａ ： ｍ ａ

－ｈ ｋ
ａ ： ｐ ｕ

’
ｍ ａ ：

１ ｕ ｈ ｓ ａ ：

’
ｓｈ ｏ 　ｈ ｋ ａ ：

　　在叶卡话中， 青年人的发音与尼通话的情沉大致一样 。壮年人及老年人的发

音则有明显的差异： 仅壮年人使用软腭化元音， 老年人则一般在韵尾位置发出／ｒ／

音 （此实际发音为［Ｕ ）。与尼通话不同的是， 叶卡话的软腭化元音除了／０Ｙ之 外还有

／ａＹ／。但是也有些说话人的语音系统中没有／０Ｙ／， 其音素凶 ／与／ａＹ合 流统一成／ａＹ／， 即

“星星”一词发音为厂ｈｋａＹ　ｍ 面
。

　　谷扎话土话里基本上仅有／ａＹ咄 现 ， 而且 ， 也有老年人能发出软腭化元音， 但

不普遍。

　　根据以上的情况可以判断， 软腭化元音的出现不但在各个年龄段里有差异，

还有各个发音人之间也稍微有差异。总之， 在描写这些土话时如果能确认有软腭

化元音的话 ， 只要在其语音系统里加上各种软腭化元音即可。在此， 可以确认的

现象是：

　　 ·谷扎藏语在音变过程 中产生了软腭化元音。

　　 ·软腭化元音出现在特定的年龄段的说话人中。

　　 ·谷扎藏语的所有土话在青年人的发音里己经不存在软腭化元音， 而壮年人

这一年龄段则是拥有此元音的最后一代， 而且叶卡话的事例也证实了仅在壮年人

年龄段才有此元音。

化非鼻化之别。
２３ 燕门乡境内的地名

。此词义是指有 “白土”之地。这栏的发音由了解此词义的发音人来发音。

不知地名词义的发音人均不使用软腭化元音或者带 ｒ韵尾的韵母 ， 即其发音与汉语发音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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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青年人的语音系统为基础的相关分析可以看到， 不能把软腭化元音视

为土话的一种特点。

２３ 藏文 ｒ 韵尾与其发展

　　由以上揭示的词汇资料可见，谷扎藏语的软腭化元音无疑与藏文 ａｒ 韵母有关。

以下将以叶卡话壮年人的口音为例， 简单地论述藏文 ｒ 韵尾与 口语形式的对应关

系。

韵母

ａ ｒ

ｉｒ

ｕ ｒ

ｅ ｒ

ｏ ｒ

藏文

叨ｏ 厂

呔 〃厂

ｚ ｅｒ

义初 厂

词义

酥油

缺

寄

说

转

话卡叶

玳丶

－ｈｋ
哇：

’
ｓ ０ ：

－ｈｋ
日：

藏文　　词 义　　叶卡话

ｇ８砒 伽 新 的　　－ｈｓａＹｐａ

双吖　　给

皿ｏ厂　　搬

巾ｔ
ｅ ？

－ｈ

ｐ ｕ ？

　　由此可见， 叶卡话的软腭化元音只来 自藏文 ａｒ， 其余的韵母不带软腭化， 而

且有多种韵母发展万向。这种对应关系在藏语万言中很少见， 虽然瞿霭堂（１９９ ｌ）、

江荻（２００２ ：ｌ４ ９－ｌ９５）、张济川（２００９ ：３４９－３５７）等 以往研究提到过藏文韵母的发展， 但

并没有特别注意到带 ｒ 韵尾的韵母发展方式的多样性。

３ 藏文书面语读音中的软腭化元音

　　在一般的藏语发音研究中可 以看到， 藏文读音还没有成为藏语土话研究的对

象。然而， 谷扎藏语中所发现的软腭化元音在当地僧人的藏文读音２４中也有发现，

２４ 严格地说， 书面语读音有两种： 看着藏文念出来的发音和读已能背诵的藏文时的发音。本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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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将对其读音进行分析。

　　藏文读音与土话发音之间有一定的差别， 经对谷扎地区僧人的书面语读音的

观察与分析认识到， 此地区僧人的书面语读音里的语音结构与当地藏语 口语的结

构大致相似２５。其差异主要出现在藏文韵母的发展中， 声母则较少。

３．１ 谷扎藏语书面语读音举例

下面介绍母语为尼通话的壮年人的书面语读音２６实例。

形 式

－ｈｋ
ａ Ｙ ： ｐ ｏ ／ － ｈｋ ａ Ｙｒ ｐ ｏ

－且
ｍ ａ Ｙ： ｐ ｏ ／ －丘ｍ ａ Ｙｒ ｐ ｏ

’丘
日： ｚ ０ Ｙ：

一０ ｔ
ｓ ｈ ０ Ｙ：

词义

白

红

阳光

照耀

藏文

妣 砒 刀ｏ

咖 砒如

’砌
ｚ ｅ厂

讼加 ｒ

　　某些单词的书面语读音有几种， 就上面的 “白”之例来说， 有软腭化长元音－

软腭化短元音２７加 ｒ 韵尾 （ｒ 韵尾的实际发音为［Ｕ ） 之间的交替。这－ 现象意味着

壮年人的书面语读音里面保持看老年人的发音方法。而且软腭化的来源也与谷扎

藏语口语形式一样， 是藏文 ｒ韵尾 ， 其韵母有两种 ：ａｒ和 ｅｒ。

　　一方面， 在使用上文所列举的读法的僧人们的 日常对话中， 也发现有酷似的

发音。笔者确认到的例词如下 ：

到的书面语读音大部分属于后者。但是对于其中一些例子 ， 笔 者在听取后者 的发音后 ， 通 过与经

书原本的比较 ， 进 一步确认了其发音。其外 ， 还 通过用当地藏语土话的交流 ， 收集了土话发音形

式。
２５ 比如说音节结构

， 书面语读音与当地土话完全一致 ， 不 会发 出与前加字、后加字等对应的音 。
２６ 本文 的书面语读音均摘 自仂〃ｇ义哝 ｃ加刀刀。７ ｙ∫ｇ ｅ 仇〃ｇ 刀ｏ ７ ｇ叉圳 刁叻义劬仂 加幻加 叨ｙ〃厂叨剽 ｏｇ义

力勿〃郢 义ｏ （《大悲六字真言急速加持祈请颂》）。
２〃 ａＹ／之 长短元音的实际发音均为舌面位置稍高的［３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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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式

－ｈｋ
ａ Ｙ ： ｍ ａ

’ｍ ａ Ｙ：

－ｈ ｋ
ａ Ｙ： ｐ ｕ

－且
ｍ ａ Ｙ： ｐ ｕ

－ｈ
ｓ ａ Ｙ ：

’
ｗ ｅ ： ｚ ｏ Ｙ：

’
ｓ ｈ０ 　ｈ ｋ ａ Ｙ：

词义

星星

酥油

白色

红

金子

阳光

斯嘎

藏 文

义初厂叨ｏ

叨ｏ ｒ

妣砒如

咖 伽如

ｇ 跆厂

石江ｚ ｅ厂

吆 妣砒

　　藏文读音与 口语形式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韵母形式， 特别是韵尾／ｒ／之有无

体现了两者之间的不同的音节结构。但是， 最重要的是两者都具有软腭化元音这

一事实。土话形式中的软腭化元音并不是从书面语读音影响来产生的， 但是此发

音的保留有可能受到书面语读音或者藏文的知识的影响。

３２ 书面语读音中的例外

　　即使藏文中有 ｒ韵尾 ，但是有几个例词提示书面语读音中并不作为软腭化元音

发音。特别明显的是， 源于对象格 （藏文称 幻如〃） 的 ｒ 韵尾形式， 且在句子中被

作为对象格使用的情沉。下面将对两个例子进行对 比分析 ：

发音

藏文

分析

解释

词义

＾ｔｈ
０ ？ ６ｄ ｚ ｅ　１ ｃ ｈｅ　ｂ ｏ ：

仂〃ｇ ８ 力它ｃ九ｅ刀刀ｏ厂

仂〃ｇ ８ 力ｅ　ｃ九ｅ〃ｐ ｏ －厂

大 悲 观 世 音 菩 萨 －［对 象格 ］

对 大 悲 观 世 音 菩 萨

发音

藏文

分析

解释

词义

丶　ｈ 　　　　ｈ
ｓ ｏ ｒ　ｔ　ｏ ？

义ｏ厂厂叻ｇ 义

义ｏ ｒ 叨ｏｇ ｘ

妙 观 （－［绝 对 格 ］）

妙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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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例子中左边的例子是在句子内作为对象格使用的，不带 ｒ韵尾也不带软腭

化元音而导致成为长元音。上述右边的例子中第一音节的ｒ 韵尾虽然本来也是对象

格的 ｒ２８， 但是已经成为一个名词的成分， 与其词源无关了。

　　下面的例子可 以做更好的解释说明：

发 音 　　－ｔｃ ｈ ａ Ｙ： －ｈ ｔａ ：

藏文

分析

解释

词义

ｃ丿沦‘ｚｒ ∫，‘ｚｒ

力 砒 伽 －厂

雨 如 －［对 象 格 ］

如 雨

　　以上的例子中， 第一个词 ｃ加厂的 ｒ 韵尾是词根的一部分， 而第二个词 伽厂中

的 ｒ来 自对象格的ｒ 韵尾。韵母结构均有 ａｒ， 但是发音不同。后者结构中的 ｒ韵尾

不带软腭化元音而发音， 也可 以说， 尼通话书面语读音里也存在单词本来有 的 ｒ

韵尾和源于形态论上附加的 ｒ 韵尾之间的区别。从韵母发展的方向来看， 元音的

舌面位置不变而短音变成长音这一读法与带藏文韵尾 ｌ 的韵母情况相同２９。在藏文

读音中， 有可能发生了来源于对象格的－ｒ被看成为－ｌ的这一现象。

４ 软腭化元音演变小结

本节将对以上描写的软腭化元音之语音演变进行整理。

谷扎藏语口语和书面语读音中所发现的软腭化元音均来源于藏文ｒ韵尾，而且

２８ 此 词 的本来形式为 义ｏ 义ｏ〃 幻ｇ义姒
， 是一种动词句。

２９ 比如
： 叻 姒ｇ 讼加∫“礼王羊”读成厂ｃｈ♂ ｔｓｈａ：／，　ｇ咖 砌 义“祈请”读成厂ｈｓｏ：ｎｄ ｅ仂。但是后者的第 －

音节元音在一些僧人的发音里会念成舌面稍微靠中央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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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韵母大致仅限于 ａｒ，但其中有若干软腭化元音来 自ｅｒ３０，其余与软腭化元音无关。

从年代差异的角度来讲， 这些韵母在韵尾脱落的过程 中产生了软腭化、元音延长

或元音弱化等变化 ， 之后软腭化特征消失就成了长元音。在这整个音变过程中，

韵尾 ｒ能与 ｊ 韵尾交替， 因此在一些 口语中仅有 ｊ韵尾的发音。以下以藏文 ａｒ韵母

为例 ， 说明语音演变的模式：

藏 文 ａｒ ： 　 ａｒ 　＞ 　 ａ Ｙｒ ＞ 　 ａＹ：　 ＞ 　 ａ：

＞ 　　　　　叮　　　　　＞ 　　ａ：

＞ ０ ｒ ＞ ０ Ｙｒ ＞ ０ Ｙ：

（韵尾直接脱落的模式）

（韵尾经 ｊ而脱落的模式）

（韵母有变化而韵尾脱落的模式）

　　谷扎藏语中所被确认的语音现象用上面的模式大致可以说明。从本文提示的

资料来看， 叶卡话 的老年人发音最古老， 有些词保持着与藏文一致的发音方法，

或者其元音变成 了央元音／ｏ而 保持 ｒ 韵尾。其次， 尼通话的老年人与叶卡话的壮年

人发音不带 ｒ韵尾而发展成软腭化元音， 其元音音质有／ａ，０两 种。尼通话的壮年人

发音中的软腭化元音已消失， 但是双音节词的第一音节韵母有仂韵尾。最后， 在尼

通话、叶卡话两者青年人的发音中软腭化元音、所有韵尾均已消失， 而成为完全

的长元音。

　　从整个谷扎藏语土话的青年人语音系统来看， 具有长元音／ａ：伯勺词汇中的大部

分与藏文 ａｒ 对应 ， 而如以上揭示， 藏文 ａｒ 经软腭化元音／ａＹ：疫 成了／ａ：／， 但之前有

可能不存在／ａ：／韵母 ， 换言之 ， 软腭化元音本身发展成另外一种语音。这意味看软

腭化特征并没能传承给下一代的语言使用者。

３。来自藏文 ｅｒ 的软腭化元音仅在书面语读音和僧人的口语中有所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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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语与余论

　　在谷扎藏语里， 软腭化元音的存在非常不稳定， 在三个世代之 内产生后又消

失了。本文描写的世代差异反应了语音不断演变的结果， 其速度很快， 若仅选一

个世代的口语为描写对象， 是不可能发现这种现象的。

　　本文的描写同时说明了软腭化元音来源于古音中的 ｒ韵尾。值得注 目的是， 铃

木博之（２０ １０）描写了一个具有软腭化辅音和软腭化元音的藏语土话， 其软腭化也来

自古音中的 ｒ 声母 ， 也与 ｒ 有关。铃木博之（２０ １ｌ）还指出了属于维西小组的藏语中

存在的软腭化、咽化、卷舌化等相关发音大部分与 ｒ有关 ， 而且提出了其音变的产

生源于与纳西语的接触这一假设。然而， 考虑谷扎藏语的情况， 虽然燕 门乡境 内

外都分布着纳西族 ， 但是在历史上纳西语并没有机会直接影响到谷扎藏语， 尤其

在上世纪这两个 民族之间并不存在 日常交流。因此可以推断， 谷扎藏语的软腭化

元音一定是在其土话内部独立演变而发生的再淘汰现象。此外， 跟随元音的 ｒ音导

致 了上文提 到的多种 的发音方式这一现象 ， 在如英语等其他语言 中也有发现

（Ｌａｄｅ圮ｇｅｄ ２ ００６：２２４２ ２ ６；Ｓｕ ｚｕｋ ｉ２０ １１：１３０ ）， 是一种语音学上的共通认识。

　　德钦藏语虽然在迪庆州藏语分布地区之内保护得较好， 但也还是被列入 《迪

庆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３ｌ。软腭化元音的产生、消失与语言的消

失几乎无直接关系， 但今后还有待进一步地关注下一代的谷扎藏语情况。

参考文献

［中日文］

迪庆藏族 自治州文化馆 、迪庆藏族 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 （２０ １０ ） 《迪

　　　　庆藏族 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第一集》， 云南民族出版社

江荻 （２００２） 《藏语语音史研究》， 民族出版社

３ｌ 参 见 《迪庆藏族 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２０ １０ ：４３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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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３２

　　 图 ｌ： 云南省迪庆州中的燕 门乡位置 （以 Ａ 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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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 燕门乡谷扎行政村中心部 （图上的 “谷扎村”为尼通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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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以下两幅地图是利用 Ｇ ｏｏｇｌｅ Ｍ ａｐｓ 而 自动标识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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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rt-lude

 Apparition et disparition d'une voyelle vélarisée au cours de l'évolution 

—le cas du dialecte de sGogrags  [Guzha] parlé à Yanmen , Deqin, Yunnan—

Hiroyuki SUZUKI

résumé

    Cet article décrit une voyelle vélarisée, qui n'existe que pour une génération 

spécifique, dans le dialecte de sGogrags [Guzha] en tibétain du khams. Il est parlé au 

village de Yanmen, dans le district de Deqin (préfecture de Diqing, Yunnan, Chine). Le 

dialecte de sGogrags inclut plusieurs parlers (appelés "dialectes" ci-dessous), parmi 

lesquels ceux de sNyingthong [Nitong], Yarkha [Yeka] et sGogrags sont décrits dans cet 

article. 

    Deux sortes de voyelles vélarisées sont attestées :  /aY/ et  /aY/. Mais beaucoup de 

locuteurs n'en ont qu'une. Dans tous les dialectes, les voyelles vélarisées n'existent que 

pour une génération spécifique : la génération des personnes  'mûres' (entre quarante et 

soixante ans environ) dans les dialectes de Yarkha et sGogrags et celle des  'vieillards' 

(plus de soixante ans) dans le dialecte de sNyingthong. En outre, même dans le dialecte 

de sNyingthong, la prononciation de lecture réalisée par les lamas dans la génération 

 `mûre' produit une ou deux voyelles vélarisé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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