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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寨沟口内外藏语语音面貌 

 
铃木博之 

 
 
1. 前言 
1.1 九寨沟的藏语方言 

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北角的九寨沟县（旧称南坪县）是藏语分

布地域的最东方之一，与汉语、白马语等语言接壤。该县西南部拥有世界闻名的

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风景区，区内藏寨里通用属于夏尔藏语的土话1。夏尔藏语是

具有发声类型对立的语言，由松潘县以及其周围的若尔盖县东部与九寨沟县分布

的藏语土话构成。九寨沟全县有三种藏族语言，即九寨沟风景区（县西南部；属

于夏尔藏语九寨沟方言群）为一类、黑河区（县北部；属于夏尔藏语巴西方言群

包座小组）为另一类2、以及白马语3（县东南部）。本文探讨的是九寨沟风景区内

外的藏语土话，而不是九寨沟县全体的藏语。 
目前，九寨沟风景区与其相邻地区由漳扎镇管辖，拥有广大的面积与众多村

寨。漳扎镇成立的历史并不久，其成立之前有塔藏乡（西）和隆康乡（东）两乡4。

在清代，该地区由不同的土司管辖，分别称为上、中、下羊峒（八寨）以及隆康

（三寨），其名称在《松潘县志》、丁种本《西番译语 川一》等文献上能看到（参

见西田龙雄、孙宏开 1990）。因此，笔者以下探讨该土话的时候不使用乡名，而

                                                      
1 “夏尔”这一名称来源于松潘岷江流域的藏名“夏尔沟[Shar khog]”。关于笔者的藏语方言分类，

参见铃木博之(2009)。更完善的是 Suzuki (2009a)，据此，在川滇地区的藏语土话分为三种（康巴、

安多、夏尔），一共有十六个方言群。其中，夏尔藏语包含至少以下方言群∶夏尔沟[Shar khog]方言

群、九寨沟[Khod po khog]方言群、巴西[dPal skyid]方言群。夏尔藏语全体的简介参见 Suzuki (2009c)。

依据 Tournadre (2011)及 Tournadre & Suzuki (forthcoming)提出的“藏语支语言(Tibetic languages)”与

“区划(section)”的概念，夏尔藏语可以分到东部组(Eastern section)，并把夏尔沟、九寨沟、巴西等

方言群与卓尼[Co ne]、迭部（鉄布）[The bo]、舟曲[’Brug chu]各藏语归在一起构成一组。 
2 参见铃木博之(2008c)的具体描写（玉瓦话[gZhung ba]）。 
3 参见孙宏开等(2007)。笔者支持白马语是一个不同于藏语的独立语言这一见解。参见铃木博之

(2008)。但 Tournadre (2011)及 Tournadre & Suzuki (forthcoming)提出的“藏语支语言”是把白马语包括

在东部组内的。 
4 据《南坪县地名录》(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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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村寨旧称。本文探讨的土话一共有六个，如：上四[Me rtse mdo]、塔藏[Tha 
tshang]、中查[Khyung khyog]、漳扎[gTsang rtsa]、树正[Phyugs skyid]、隆康[’Brong 
khams]。其中，中查村在与塔藏村相对面的中查沟里面，树正村在九寨沟风景区

里面，其余在公路边。所有公路沿边村寨与九寨沟风景区里面的藏语土话由于旅

游开发的原因越来越汉化，民族语言维持得不好。中查沟则由于旅游开发刚开始

的原因，民族语言维持的较好。前者面临着在下一代大致消失的危机。 
以往的藏语方言研究一直没有提到九寨沟的藏语土话5。以往白马语受到注目

的时候，虽然与白马藏族地理位置最近的相邻语言是九寨沟藏语，但是没有人指

出其相关关系。有些论文中往往还能见到关于九寨沟周边的藏族语言的与事实不

合的描写，更不合理的是基于这种文献之记载而进行的讨论。另一方面，Tournadre 
(2008)提到 Zitsa Degu 为独立方言，是指九寨沟沟内的土话，但缺具体语言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gZi rtsa khog 是一条构成九寨沟风景区的沟的藏名，包括其周边

地域传统的藏名称 Khod po khog6，因此笔者沿用此名称为英文方言群名。 
 
1.2 本文探讨的内容 
   本文参考江荻(2002)、张济川(2009)等以往的藏语方言研究提示的语音演变与

其特点，对六个九寨沟藏语进行分析7。主要提到的是藏文与口语的对应关系8，

分别有藏文浊音字、Ky (=ky, khy, gy 等)、Py (=py, phy, by 等)、带下加字 r 的形式

(=Kr, Pr, dr, sr 等)、c/ch/j、sh/zh、l、y、带前加字 m 及’的形式、鼻音字、带下

加字 w 的形式、开音节韵母形式、带塞音韵尾的韵母形式、带鼻音韵尾的韵母形

式、此外的韵母形式等，并声母和韵母分别进行讨论9。 
本文探讨的九寨沟口内外藏语均有发声类型对立，目前其来源不清10，在此

将不讨论。 

                                                      
5 参见瞿霭堂、金效静(1981)、瞿霭堂(1991)、江荻(2002)、张济川(1993, 2009)等。一方面，共确加

措(1987)提到甘肃下迭部至舟曲东部藏语（称色绕龙哇[gSer rong Lung ba]话）与九寨沟（原文为南

坪）藏语是共同一类，但据悉，两者完全不同。 
6 本地藏语土话对其称/ŋgo hpo/，所以本来的藏文形式有可能是*khong po (khog)。参见 2.9 的讨论。 
7 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九寨沟口内外藏语土话均面临着濒危，一部分基本单词已被汉语取代，而

且一些单词发音不稳定，变体很多，描写极难。需要提到这样的单词时，把主要变体一并记载。 
8 藏文一律按照 Wylie 方式转写。发音描写时，为了重视语音细节（参考朱晓农 2008:303），音段音

素严格实行音标表记（参考朱晓农 2010）。 
9 特别是声母对应形式对次方言、土话小组分类有好处，参见铃木博之(2008b)的对云南藏语的分析。 
10 Suzuki (2005)曾探讨过夏尔藏语（Ketshal（高屯子）话）的发声类型与藏文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

并提示了发声类型的来源和藏文形式之间没有具有规则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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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九寨沟口内外藏语语音系统 
   九寨沟口内外藏语均具有互相相似的语音系统，以下提示基本系统，加以个

别土话的注解： 

    ·超音段音素 

      两种发声类型：紧音节（以音节前加的 ̊ 表示）与非紧音节11 

 

    ·辅音12 

      -单辅音 
 ph  th  ʈh  kh qh* ʔ 

p   t ʈ  k q** 
b   d ɖ  g 

tsh  tɕh  

ts   tɕ 

dz  dʑ 

   sh ʂh**** ɕh, çh* xh****  h 

ɸ**   s ʂ ɕ, ç* x*****   ʢ**** ɦ 

β*** v***  z   ʑ ɣ 

 m  n  ȵ ŋ 

   l, r 
 w    j 
 

                                                      
11 紧音节的特征简略为：开始声母之发音时音高较高并带喉头肌肉的紧张，或者音高较低并带喉头

肌肉的紧张导致发生很弱的嘎裂声；非紧音节的特征简略为：发音中不带特别的喉头肌肉的紧张。

各发声类型的详细语音实现，参见 Suzuki (2008a:89-91)。 
12 /ʢ/只出现为韵尾，其余成为声母。其中/ɦ, ŋ, w, j/也成为韵尾，但由土话而不同。仅在汉语借词中

出现的音位有/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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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辅音结构 

  单辅音前面加：前送气音（h 或 ɦ）、鼻冠音、双唇擦音** 

  单辅音后面加：介音（w 或 j） 
 
    ·元音 

  -基本元音（舌位置） 

  i, e, ɛ, a, ɐ******, ɑ******, ɔ, o, u, ə, ɯ, ʉ, ɵ 

  -各个元音能形成长短和鼻化非鼻化13之间的对立 
 
·注 

*：上四话、中查话有 
**：塔藏话有 
***：漳扎话、隆康话有/β/；上四话、中查话、树正话、塔藏话有/v/ 
****：上四话、塔藏话、中查话、漳扎话、隆康话有 
*****：上四话、塔藏话、中查话有 

******：上四话、中查话、漳扎话、树正话、隆康话有/ɐ/；塔藏话有/ɑ/ 

***与******在各土话之间呈互补分布。 
 
2. 声母对应 
    本节分为十一个对应。其中，2.1 在张济川(2009:271- 273)中有相关讨论。2.2
至 2.6 是有关形成塞音、塞擦音、擦音系统的，成为方言分类的主要特征，江荻

(2002:234-259)、张济川(2009:314-337)等文献有详细分析。2.7 和 2.8 是有关 Suzuki 
(2008b)提到的问题，其一部分在 Zhang (1997:140-141)中也有分析。2.9 至 2.11 是

在讲九寨沟口内外土话时务必提到的相关特征。 

 
2.1 藏文浊音字之对应 

在此讨论的藏文浊音字限塞音、塞擦音及擦音，即 g, j, d, b, dz, z, zh 七种。 
 
 
 

                                                      
13 目前鼻化元音越来越少，慢慢地发展成非鼻化的长元音。参见 3.3 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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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藏族” 上四  ̊peː  塔藏 peɁ 

bod 中查  ̊peː  漳扎  ̊piː 

བོད་ 树正 piː  隆康  ̊piː 

 
以上例子提示，九寨沟口内外藏语均有“浊音清化”，即藏文浊音字成了对

应的清音14。其他字也体现一样的情况，如： 

(2) 

“茶” 上四  ̊tɕa  塔藏 tɕa 

ja 中查  ̊tɕa  漳扎  ̊tɕa 

ཇ་ 树正  ̊tɕa  隆康  ̊tɕa 

(3) 

“桥” 上四  ̊sɔ ̃ba  塔藏 sõ mba 

zam pa 中查  ̊sɔ ̃ba  漳扎  ̊sõ pa 

ཟམ་པ་ 树正 sũ mba  隆康  ̊sõ pa 

 
若有藏文浊塞音和塞擦音字带前加字，其声母一般与带浊前送气音的清音对

应，如： 

 

 

 

 

 

                                                      
14 这一事实对白马语研究非常重要，与白马语相邻的藏语方言中，自称是[pi]、[pe]等带清音声母的

形式，并不是[wot]、[wol]等象安多藏语一样的。参见西田龙雄、孙宏开(199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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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石头” 上四  ̊ɦto  塔藏 ɦto 

rdo 中查  ̊ɦto  漳扎 ɦto kʉː 

�ོ་ 树正 ɦto ɦo  隆康 ɦto kuː 

(5) 

“汉族” 上四 ɦtsɐ  塔藏 ɦdʑa15 

rgya 中查 ɦtsɐ  漳扎  ̊ɦtsɐ 

�་ 树正  ̊ɦtsa  隆康  ̊ɦtsɐ 

 
藏文浊擦音字带前加字，其声母一般与浊擦音对应，如∶ 

(6) 

“好” 上四 zɔ ̃gɐ  塔藏 wzɔ wə 

bzang 中查 zɔ ̃gɐ  漳扎 zɔ ̃

བཟང་ 树正 ɦzɔː  隆康 zɔː 

(7) 

“四” 上四 jə  塔藏 jə 

bzhi 中查 jə  漳扎  ̊ʑə 

བཞ་ི 树正 ʑiː  隆康  ̊ʑə 

 
但是，藏文 sb 组合与各种浊擦、近音等对应，藏文 zl 组合与齿龈塞擦音对

                                                      
15 此形态有可能来源于安多藏语书面语读音。在九寨沟口外民间流行的藏文拼读法与安多藏语红原

[dMar thang]话（属于古老牧区方言群；又称草地话）口音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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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藏文 ld 组合与齿龈边音对应，藏文 db 组合与双唇近音对应，如： 

(8) 

“胀” 上四 ɦweː  塔藏 ------ 

sbos 中查 ɦweː  漳扎 ɣiː di 

�ོས་ 树正 ------  隆康 jiː di 

(9) 

“月亮” 上四 ɦtsa ɣa  塔藏 ɦdza ɣə 

zla dkar 中查 ɦtsɐ ɣɐː  漳扎 ɦtsa ɣɐː 

�་ད��་ 树正 ɦdza ɣɐ  隆康 ɦtsa ɣɐː 

(10) 

“舔” 上四 ɦlɐː  塔藏 ------ 

ldag 中查 lɐː  漳扎 lɐː 

��་ 树正  ̊ɦlɐː  隆康 lɐː 

(11) 

“权” 上四 kha wɔː  塔藏 ------ 

dbang 中查 wɔː tɕha  漳扎  ̊wɔː 

དབང་ 树正  ̊wɔː  隆康  ̊wɔː 

 
2.2 藏文Ky之对应 

藏文 Ky 声母一般与齿龈塞擦音对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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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狗” 上四 tshə ɣə  塔藏 tshə gə 

khyi 中查 tshə ɣə  漳扎 tshə ɣə 

�ི་ 树正  ̊tshə  隆康 tshə ɣə 

(13) 

“中间” 上四  ̊htsiː kə  塔藏 ------ 

dkyil 中查  ̊htsiː ɣeː  漳扎 tsə kə 

��ིལ་ 树正  ̊htsu ku  隆康 tsə kə 

(14) 

“冷” 上四 ndzɐ hpo  塔藏 ndza ja 

’khyags 中查 ndzɐ hpo  漳扎 ndzɐ hpo 

����་ 树正 ndzɐ to  隆康 ndzɐ hpo 

 
但是藏文 sky 组合的一部分与齿龈擦音对应，如： 
(15) 

“酸” 上四  ̊hsu ɦmo  塔藏  ̊sɯ mo 

skyur po 中查  ̊hsu ɦmo  漳扎  ̊hsu ɦmo 

��་�ོ་ 树正  ̊hsũ ŋo  隆康  ̊̊hsu ŋo 

 
2.3 藏文 Py之对应 

藏文 Py 声母一般与齿龈擦音对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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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鸡” 上四 sɐ  塔藏  ̊hsa 

bya 中查 sɐ  漳扎  ̊hsɐ 

 树正  ̊sa  隆康  ̊hsa 

(17) 

“打开” 上四  ̊khɐ she  塔藏  ̊kha  ɸ̊she 

kha phye 中查  ̊khɐ she  漳扎  ̊kha hshe 

 树正  ̊kha hshe  隆康  ̊kha she 

(18) 

“狼” 上四  ̊hsa ŋgu  塔藏 ------ 

spyang ku 中查  ̊hsa ŋgu  漳扎  ̊hsɐ̃ ku 

 树正  ̊sã ŋgu  隆康  ̊hsɐ̃ ku 

(19) 

“夏天” 上四 zɐ htsiː  塔藏 ------ 

dbyar kha 中查 zɐ htsiː  漳扎 zɐ hka 

 树正 za htsiː  隆康 zɐ hka 

 
2.4 藏文带下加字 r的形式之对应 

藏文带下加字 r 的声母一般有三种对应，即卷舌塞音、卷舌擦音与齿龈塞擦

音。卷舌塞音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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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大米” 上四 ɳɖaː  塔藏  ̊ɳɖɛː 

’bras 中查 ɳɖɛː  漳扎 ɳɖɵː 

���་ 树正  ̊ɳɖiː  隆康 ɳɖeː 

(21) 

“客人” 上四 ɳɖiː wɐ  塔藏 ------ 

mgron po 中查 ɳɖiː wɐ  漳扎  ̊ɳɖɵ̃ bo 

��ནོ་པོ་ 树正 ȵdʑı ̃mbo  隆康  ̊ɳɖɵ̃ bo 

(22) 

“六” 上四  ̊ʈʉː  塔藏  ̊ʈuʢ 

drug 中查  ̊ʈʉː  漳扎  ̊ʈʉː 

�� 树正  ̊ʈu  隆康  ̊ʈʉː 

 

卷舌擦音基本上来源于藏文 spr 和 sr 组合16，例如： 

(23) 

“云” 上四  ̊ʂã  塔藏  ̊hʈə̃17 

sprin 中查  ̊ʂə ̃  漳扎 ʂəː 

�ིན་ 树正  ̊ʂiː  隆康 ʂiː 

 

                                                      
16 江荻(2002:247-259)和张济川(2009:326-329)均详细地提到藏文 sr 组合声母的复杂演变。在九寨沟

口内外土话中仅有一种对应，是卷舌清擦音，只有送气不送气之差异。 
17 此形态有可能来源于安多藏语书面语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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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豌豆” 上四  ̊ʂẽ ȵdʑoː  塔藏 ------ 

sran ma 中查  ̊ʂẽ ȵdʑoː  漳扎 ʂɛ ̃ȵdʑoː 

����� 树正  ̊ʂẽ ȵdʑuː  隆康 ʂɛ ̃ȵdʑoː 

 
藏文 sbr 组合与/r/18对应，例如： 

(25) 

“蛇” 上四 riː  塔藏 ziː / riː 

sbrul 中查 riː  漳扎 rə 

��� 树正  ̊ɦrəː  隆康 rə 

 
齿龈塞擦音大部分来源于藏文 Kr 组合，例如： 
(26) 

“血” 上四  ̊tshɐː  塔藏  ̊tshaɁ 

khrag 中查  ̊tshɐː  漳扎  ̊tshɐʢ 

�� 树正   ̊tshɐ  隆康  ̊tshɐː 

(27) 

“刀子” 上四 tsə tɕoː  塔藏 tsə tɕhoː 

gri chung 中查 tsə  ̊tɕə wo 漳扎  ̊tsə  ̊tɕə wu 

�ི���� 树正 ʈə tɕhuː  隆康  ̊tsə tɕuː 

                                                      
18 九寨沟口内外藏语土话的/r/均实现为以卷舌浊弱擦音（不是擦音也不是近音）为主的几种发音，

有时为[ʐ]，有时为[r]或[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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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小麦” 上四  ̊tso  塔藏 ------ 

gro 中查  ̊tso  漳扎 tso 

�ོ 树正  ̊tsɵ  隆康 tso 

 
藏文 skr 组合有与齿龈擦音对应的例子，如： 

(29) 

“头发” 上四  ̊hsa  塔藏  ̊sa 

skra 中查  ̊hsa  漳扎  ̊hsa 

�་ 树正 sa pa  隆康  ̊hsa 

 
2.5 藏文 c/ch/j之对应 

藏文 c/ch/j 基本上与腭前塞擦音对应。有个别例词语音上实现为腭前塞擦音

的同时，也有实现为硬腭塞擦音[cçh, cç, ɟʝ]，这一交替是完全的自由变体，如： 

(30) 

“水” 上四  ̊tɕhu  塔藏  ̊tɕhɯ 

chu 中查  ̊tɕhu  漳扎  ̊tɕhu 

�་ 树正  ̊tɕhu  隆康  ̊tɕhu 

(31) 

“茶” 上四  ̊tɕa  塔藏 tɕa 

ja 中查  ̊tɕa  漳扎  ̊tɕɐ 

ཇ་ 树正  ̊tɕa  隆康  ̊t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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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铁” 上四  ̊htɕɐː  塔藏  ̊htɕaɁ 

lcags 中查  ̊htɕɐː  漳扎  ̊htɕɐː 

�ག�་ 树正  ̊htɕɐː  隆康  ̊htɕɐː 

 
2.6 藏文 sh/zh之对应 

藏文 sh/zh 一般与腭前擦音对应，有个别例词语音上与腭前擦音对应的同时，

与硬腭近音也对应，如： 
(33) 

“肉” 上四  ̊ɕhɐ  塔藏  ̊ɸɕha 

sha 中查  ̊ɕhɐ  漳扎  ̊ɕhɐ 

ཤ་ 树正  ̊ɕha  隆康  ̊ɕha 

(34) 

“纸” 上四 ɕhʉː ɕhʉː  塔藏 ------ 

shog shog 中查 ɕhʉː ɕhʉː  漳扎 ɕhɵː ɕhɵː 

ཤགོ་ཤགོ 树正 ------  隆康 ɕhɵː ɕhɵː 

(35) 

“帽子” 上四 ɕɐ mbiː  塔藏 ɕa miːʢ 

zhwa 中查 ɕɐ mbiː  漳扎 ɕɐ̃ m̥pe 

�་ 树正 ɕa mbo  隆康 ɕɐ̃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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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大后天” 上四 je ȵiː  塔藏 ------ 

gzhis nyin 中查 je ȵiː  漳扎 ʑe ȵʉː 

གཞིས་ཉིན་ 树正 ʑi ȵiː  隆康 ʑe ȵiː 

 

这些土话的/j/均有[ʑ]变体，是个自由变体。/ʑ/则一般不能发音为[j]。 

有个别例子与软腭擦音对应，如： 

(37) 

“来[命令]19” 上四  ̊xhɵː  塔藏 xoʢ 

shog 中查  ̊xhɵː  漳扎  ̊xhɵː 

ཤགོ 树正  ̊ɕhuː  隆康  ̊xhɵː 

 
2.7 藏文 l之对应 

除上四话，藏文基字 l 一般与硬腭近音对应，藏文 l 为下加字时个别例子与

齿龈边音对应。上四话一律与齿龈边音对应，如： 

(38) 

“路” 上四 lɔː  塔藏 ------ 

lam 中查 jɔː  漳扎 jɔː 

ལམ་ 树正 jɔː  隆康 jɔː 

 
 

                                                      
19 九寨沟口内外藏语土话的一部分动词均有词干交替，有陈述式非完了体、陈述式完了体、命令式

三种（一些动词还有疑问式）。主要实现为词干元音的交替。没有注解时，本文动词一律为陈述式非

完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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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手” 上四  ̊lɐ wɐ  塔藏 jɑɁ wa 

lag pa 中查  ̊jɐ ŋɐ  漳扎 jɐ wa 

ལག་པ་ 树正 jɐ wa  隆康 jɐ wa 

(40) 

“雷” 上四  ̊ɦlɵː  塔藏 ------ 

glog 中查  ̊ɦlɵː  漳扎  ̊ɦlɵː 

�ོག 树正 ------  隆康  ̊ɦlɵː 

(41) 

“风” 上四  ̊shɛ lɵː  塔藏 wloŋ 

rlung / lhags pa 中查 lõ  漳扎 ɦɐː pa 

��་  /  �ག�་པ་ 树正  ̊ɦa pa  隆康 ɦɐː pa 

 
由“风”词可见，藏文 lh 的对应不如其他含 l 的形式，但是有与齿龈边音对

应的例子，如： 

(42) 

“神仙” 上四  ̊laɦ  塔藏 ------ 

lha 中查  ̊laɦ /  ̊jaɦ 漳扎 laɦ 

�་ 树正 la  隆康 laɦ 

 
加之，藏文 sl 的对应形式还有齿龈塞擦音的例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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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容易” 上四  ̊htsõ ŋə  塔藏 ------ 

sla po 中查  ̊htsõ ŋə  漳扎  ̊htsa mo 

�་�ོ་ 树正  ̊htsã mo  隆康  ̊htsa mo 

 
2.8 藏文 y 之对应 

藏文基本字 y 一律与齿龈浊擦音对应，如： 

(44) 

“轻” 上四 zɔ ̃mɵː  塔藏 ------ 

yang 中查 zɔ ̃mɵː  漳扎 zɔː zɔː 

ཡང་ 树正 zɔː zɔː  隆康 zɔː zɔː 

(45) 

“牦牛” 上四 zɐː  塔藏  ̊ɦzaːʢ 

g.yag 中查 zɐː  漳扎 zɐʢ 

གཡག 树正 zɐː  隆康 zɐː 

(46) 

“花椒” 上四 ze ɦmɐ  塔藏 ------ 

g.yer ma 中查 ze ɦmɐ  漳扎 ze ɦma 

གཡརེ་མ་ 树正 zaɦ ɦma  隆康 ze ɦma 

 
2.9 藏文带前加字 m、’ 的形式之对应 

藏文带前加字 m、’ 的形式一般与带鼻冠音的浊塞（擦）音对应，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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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头” 上四  ̊ŋgo  塔藏  ̊ŋgo 

mgo 中查  ̊ŋgo  漳扎  ̊ŋgo 

མག ོ 树正  ̊ŋgo  隆康  ̊ŋgo 

(48) 

“走” 上四  ̊ndzo  塔藏  ̊ndzo 

’gro 中查  ̊ndzo  漳扎 ndzo 

འ� ོ 树正  ̊ndzo  隆康 ndzo 

(49) 

“嘴唇” 上四 ȵdʑə pa  塔藏 ------ 

mchu pa 中查 ȵdʑə pa  漳扎 ȵdʑu hpa 

མ�་�་ 树正 ȵdʑɯ hpu  隆康 ȵdʑu hpa 

(50) 

“湖、海子” 上四  ̊ndzo  塔藏  ̊n̥tsho 

mtsho 中查  ̊ndzo  漳扎  ̊ndzo 

མཚ�་ 树正  ̊ndzo  隆康  ̊ndzo 

(51) 

“轮子” 上四 ŋgo lo  塔藏 ------ 

’khor lo 中查 ŋgo lo  漳扎 ŋgo loː 

འཁརོ་ལོ་ 树正 ------  隆康 ŋgo lɵ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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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不带前加字 m、’ 而带鼻音韵尾的一些例子口语上带鼻冠音。该例子一

般带 ng 韵尾。符合这一条件的例子也体现与上面一样的对应关系，如： 

(52) 

“房子” 上四 ŋgo wɐ  塔藏 ŋgɔ wa 

khang ba 中查 ŋgo wɐ  漳扎 ŋgɔː wa 

ཁང་བ་ 树正 ŋgɔː  隆康 ŋgɔː wa 

 
值得注意的是“中查”这一地名藏文为 Khyung khyog，一般来讲其与汉字读

音在送气性质上不同，但是上面的原则对这个藏名也适用，当地土话对“中查”

说/ndzɔː tshɵː/，与四川汉语发音/tsoŋ tsha/（省略声调）略微接近。 

有一些例子与带清鼻冠音的不送气清音对应，如： 

(53) 

“虫子” 上四  ̊mbu  塔藏 m̥pu 

’bu 中查  ̊mbu  漳扎  ̊m̥pu 

འ�་ 树正  ̊mbu  隆康  ̊mbu 

 

与上面相反，也有带 ’ 前加字的词与鼻冠音不对应的例子，但其数量不多，

如： 

(54) 

“咬” 上四  ̊sho  ̊ɦtoː 塔藏 ------ 

so ’deb 中查  ̊sho  ̊ɦtoː 漳扎  ̊sho  ̊ɦtʉː 

སོ་འདབེ་ 树正  ̊shu ɦte ɦti 隆康  ̊sho  ̊ɦtʉ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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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藏文鼻音字之对应 
藏文鼻音字在任何环境下与浊鼻音对应，几乎没有例外。例如∶ 

(55) 

“我” 上四  ̊ŋɐ  塔藏  ̊ŋa 

nga 中查  ̊ŋɐ  漳扎  ̊ŋɐ 

ང་ 树正  ̊ŋa  隆康  ̊ŋa 

(56) 

“耳朵” 上四 nɐː  塔藏 nɑː 

rna ba 中查 nɐː  漳扎 nɐː 

�་�་ 树正 na ɦaː  隆康 nɐː 

(57) 

“雨” 上四 nɔ ̃  塔藏 nɑ ̃

gnam 中查 nɔ ̃  漳扎  ̊nɐ̃ /  ̊nɔː 

གནམ་ 树正 nɔ̃ː   隆康  ̊nɐ̃ 

(58) 

“五” 上四 ŋa  塔藏  ̊ŋa 

lnga 中查 ŋa  漳扎  ̊ŋa 

�་ 树正  ̊ŋa  隆康  ̊ŋa 

 
藏文带上加字 s 的鼻音字一般与带清前送气音的浊鼻音对应，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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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鼻子” 上四  ̊hna ŋgo  塔藏 na ŋgo 

sna ’go 中查  ̊hna ŋgo  漳扎 hnɐ ŋgo 

�་�� ོ 树正 hnã ŋgo  隆康 hna ŋgo 

(60) 

“药” 上四 hmã  塔藏 hmɛ ̃

sman 中查 hmã  漳扎 hmaː 

�ན་ 树正 meː  隆康 hmɛː 

(61) 

“蓝色” 上四  ̊hŋõ bo  塔藏 ŋõ bo 

sngon po 中查  ̊hŋõ bo  漳扎  ̊hŋõ po 

�ོན་པོ་ 树正 hŋõ po  隆康  ̊hŋõ bo 

 
2.11 藏文带下加字 w的形式之对应 

藏文下加字 w 在任何环境下对口语没有影响而脱落，没有例外。例如： 

(62) 

“草” 上四  ̊htsɐ  塔藏  ̊ʂtsa 

rtswa 中查  ̊htsɐ  漳扎  ̊htsɐ 

�་ 树正  ̊htsa  隆康  ̊ht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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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盐” 上四  ̊tshɐ  塔藏 ------ 

tshwa 中查  ̊tshɐ  漳扎  ̊tshɐ 

 树正  ̊tsha  隆康  ̊tsha 

 
2.12 声母对应小结与其类型 

根据上面提示的各个声母对应，九寨沟口内外藏语的语音演变总结为：九寨

沟口内外六个土话拥有大致相同的音变方向，只有藏文 l 的对应不同，即上四话

单辅音声母 l 与/j/对应，除此之外与/l/对应20。产生这一现象的由来不知，待考21。 
从藏语方言类型的角度来讲，以上提到的九寨沟口内外藏语的语音演变的类

型特点如下： 

•浊音清化现象中，带前、上加字的浊塞音及塞擦音成为带浊送气音的清音

这一现象仅与夏尔藏语中巴西方言群相同 
•藏文 Ky 与齿龈塞擦音对应这一现象在康巴藏语乡城[Phyag phreng]方言群、

木里稻城[Mu li ’Dab pa]方言群和得荣德钦[sDe rong ’Jol]方言群得荣[sDe rong]小
组里有发现 

•藏文 Py 与齿龈擦音对应这一现象在康巴藏语乡城方言群、木里稻城方言群

和得荣德钦方言群得荣小组里有发现 
•藏文带下加字 r 的形式与卷舌音对应这一现象与藏语方言大部分相同22，其

中藏文 Kr 的一部分例词不成卷舌音，且藏文 spr、sbr 及 sr 组合与卷舌擦（或近）

音对应（如 23、24、25），是与夏尔藏语和安多藏语（一部分）相同的 
•藏文 sh/zh 与腭前至硬腭的擦音（如(37)等一些例词在软腭发音）对应这一

现象一般在舟曲藏语及康巴藏语北路、南路、昌都[Chab mdo]、玉树[Yul shul]等
方言群中很常见，其中藏语 c/ch/j 也与腭前至硬腭的塞擦音对应的方言更少，在

舟曲藏语23及昌都方言群和一些个别土话等中才有发现 
•藏文 l 和 y 分别与/j/和/z/对应这一现象在康巴藏语乡城方言群、木里稻城方

                                                      
20 据悉，上四村南方有干海子村，那里的藏语土话也有与上四话一样的语音实现。因此，可以说上

四村和塔藏村之间有一条同言线。 
21 与这个情况相同的在康巴藏语乡城方言群和得荣德钦方言群里面也能看到，参见 Suzuki (2008b)。 
22 关于藏文下加字 r 带来的特别音变，参见 Suzuki (2009, 2011)。 
23 关于舟曲藏语拱坝[dGon pa]话的事例，参见 Suzuki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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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群和得荣德钦方言群得荣小组里有发现 
•藏文 lh 组合与齿龈浊边音对应（如 42）这一现象仅在夏尔藏语土话和舟曲

藏语的个别例词中发现 
•藏文 sl 组合与带前送气音的齿龈塞擦音对应（如 43）这一现象仅在夏尔藏

语土话和康巴藏语中一些土话的个别例词中发现 
•藏文 ld 组合与齿龈边音/l/对应（如 10）这一现象仅在分布在云南的康巴藏

语中看到，而且尼泊尔的夏尔巴(Sherpa)语24中也有发现 
•藏文带前加字 m、 ’ 的形式在大部分例词中一律与带鼻冠音的浊塞音、塞

擦音对应这一现象是九寨沟方言群的独特对应，仅与在白马语里面的藏语同源词

上能见到 
•藏文带前加字 ’ 的一些词与鼻冠音不对应（如 54）这一现象在夏尔藏语巴

西方言群也能看到 
•藏文鼻音字一律与浊鼻音对应这一现象是与牟尼沟[Khrom rje khog]小组25

之外的夏尔藏语所有土话共同的特点，并且带上加字 s 的鼻音成为带前送气清音

的浊鼻音这一现象也是与夏尔藏语土话共同的独自特点，在其他土话中，除了卓

尼藏语和舟曲藏语以外，几乎看不到 
•藏文带下加字 w 一律脱落这一对应是与大部分藏语土话一样的普遍特点 

 

除此之外，不得不说的是一个“不存在”的特点，即小舌音在九寨沟口内外

藏语中不存在或者出现得太少这一事实。小舌音（塞音与擦音）之存在是在夏尔

藏语中大部分土话的普遍特征，加之，阿坝州的各种安多藏语土话中也可见（孙

宏开、王贤海(1987)、黄布凡(2010)等）。九寨沟口内外藏语中，在漳扎话、树正

话与隆康话中，小舌音在发音变体上也根本不存在。在上四话、中查话与塔藏话

中则小舌音的例子只有一、两个。带小舌塞音的例子如下： 
(64) 

“苦” 上四 qhɐ ʂɐː ɣə  塔藏 kha mo 

kha mo 中查 khɐ ʂɐː  漳扎 khɐ nde 

ཁ་མ་ོ 树正 kha ndeː  隆康 khɐ nde 

 

                                                      
24 参见西义郎(1979)。分布在中尼国境附近的夏尔巴语与夏尔藏语完全无关，不得混。 
25 关于牟尼沟方言群中的石坝子[Ku sngo]话，参见华侃、尕藏他(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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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辣” 上四 qhɐ tshɐ ɣə 塔藏 ------ 

kha tsha 中查 qhɐ tshɐ ɣə 漳扎  ̊khɐ ɕhɐː 

ཁ་ཚ་ 树正  ̊kha ɕha  隆康  ̊khɐ ɕhɐː 

 
这些例子是在松潘地区的夏尔藏语中一般带小舌音声母的26。 

 
3. 韵母对应 

韵母对应不象声母一样，一个韵母的对应方式有几种，在此不提供全面的介

绍而提示基本上所确认的演变趋向。 

 

3.1 不带韵尾的韵母之对应 
不带韵尾的事例包含开音节词和带 ’ 韵尾。 

六个土话有基本上相同的对应关系，藏文 a(’)与/a, ɐ/、i 与/ə/、u 与/u/27、e 与

/e/、o 与/o/相对应。藏文 a 对应形式的分化条件不清。例如： 
(66) 

“地” 上四  ̊shɐ  塔藏  ̊sha 

sa 中查  ̊shɐ  漳扎  ̊shɐ 

ས་ 树正  ̊sha  隆康  ̊sha 

 
 
 

                                                      
26 Suzuki (2008a)描写的 Ketshal（高屯子）话缺小舌塞音。后来笔者知道，当代的高屯子话还保留着

小舌塞音。产生了这一差别的原因有可能源于发音人的经历：Suzuki (2008a)中的发音人是早就离开

家乡的使用者，所以可能在母语语音系统中失去了小舌塞音。反过来说，小舌塞音可能在当地方言

区以外的环境下容易地消失。 
27 短元音/u/的实际音值近于[ʊ]，但不到该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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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箭” 上四  ̊ndɐ  塔藏 ------ 

mda’ 中查  ̊ndɐ jɵ  漳扎  ̊ndɐ 

མདའ་ 树正  ̊nda  隆康  ̊nda 

(68) 

“人” 上四 ȵə ̃  塔藏 mȵəɦ28 

mi29 中查 ȵə ̃  漳扎 ȵə 

མི་ 树正  ̊ȵi  隆康 ȵə 

(69) 

“毛” 上四  ̊hpu  塔藏 ------ 

spu 中查  ̊hpu  漳扎  ̊hpu 

�་ 树正  ̊hpu  隆康  ̊hpu 

(70) 

“脖子” 上四  ̊hke htoː  塔藏  ̊hke phoɁ 

ske 中查  ̊hke htoː  漳扎  ̊hke ru 

��་ 树正  ̊hke lu  隆康  ̊hke ru 

 
 
 
 

                                                      
28 此形态有可能来源于安多藏语书面语读音。 
29 这个词应该与古藏文myi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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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石头” 上四  ̊ɦto  塔藏 ɦto 

rdo 中查  ɦ̊to  漳扎 ɦto kʉː 

�ོ་ 树正  ̊ɦto ɦo  隆康 ɦto kuː 

 
3.2 带塞音韵尾的韵母之对应 

带塞音韵尾的韵母包含 g、gs、d、b、bs 韵尾的。 

六个土话基本上相同的对应趋向一般实现为开音节，韵尾辅音基本上消失。

除树正话之外，结构上能带喉塞音(Ɂ)或会厌浊擦音(ʢ)韵尾30，但很少见，并能脱

落。有时体现元音的补偿延长，但不是个具有规律的音变。元音音质由藏文韵尾

产生一定的变化，但是各个词的演变方向略微有不同。 

g 韵尾举例： 

(72) 

“猪” 上四  ̊phɐː  塔藏  ̊phaɁ 

phag 中查  ̊phɐː  漳扎  ̊phɐː 

ཕག 树正  ̊phɐː  隆康  ̊phɐː 

(73) 

“眼睛” 上四 ȵiː tõ  塔藏 ȵeɁ to 

mig31 中查 ȵiː tõ  漳扎 ȵi ɦto 

མིག 树正 ȵi ɦtoː  隆康 ȵi ɦto 

 
 

                                                      
30 后者只来源于藏文 g, gs 韵尾。 
31 这个词应该与古藏文myig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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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绵羊” 上四  ̊lʉː  塔藏 lɯɁ 

lug 中查  ̊jʉː  漳扎  ̊ʑʉː 

�ག 树正  ̊jʉː  隆康  ̊jʉː 

(75) 

“摸” 上四 rɐː  塔藏 rɑʢ 

reg32 中查 rɐː  漳扎 rɐː 

རགེ 树正  ̊rɐː  隆康 rɐː 

(76) 

“生命” 上四  ̊ʂɵː  塔藏 ------ 

srog 中查  ̊ʂɵː  漳扎  ̊ʂhɵː 

�ོག 树正 ------  隆康  ̊ʂhɵː 

 
d 韵尾举例∶ 

(77) 

“八” 上四 ɦtseː  塔藏 ɦdzeː 

brgyad 中查 ɦtseː  漳扎 ɦtseː 

���� 树正 ɦdziː  隆康 ɦtseː 

 
 

                                                      
32 在这些土话中，带 eg 韵母的词汇极少，其全部事例与带 ag 韵母的对应形式很相似。Jacques (2009)

说，eg 韵母在一些藏语西部方言中与带 ag 韵母有关。在九寨沟口内外藏语土话中也体现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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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带” 上四  ̊tshiː  塔藏 ------ 

khrid 中查  ̊tshiː  漳扎  ̊tshə 

�དི་ 树正  ̊tshə  隆康  ̊tshə 

(79) 

“吹” 上四 mbiː  塔藏 ------ 

’bud 中查 mbiː  漳扎 ɦpi 

��ད་ 树正  ̊ɦpiː  隆康 ɦpi 

(80) 

“是” 上四 reː  塔藏 reː 

red 中查 reː  漳扎  ̊reː /  ̊rəː 

རདེ་ 树正 rə  隆康  ̊reː /  ̊rəː 

(81) 

“老鹰” 上四 sɐ ɦkeː  塔藏 ------ 

bya rgod 中查 sɐ ɦgɵː  漳扎 hsa ɦkiː 

�་�དོ་ 树正 ------  隆康 hsa ɦkiː 

 
b 韵尾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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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马嚼子” 上四 ʂu ʈɐ  塔藏 ------ 

srab 中查 ʂu ʈɐ  漳扎  ̊ʂhɵː 

�བ་ 树正 ------  隆康  ̊ʂhɵː 

(83) 

“影子” 上四 htsə ̃mɐ  塔藏 ------ 

grib ma33 中查 htsə ̃mɐ  漳扎 tsə ɦma 

�ིབ་མ་ 树正 tsə ɦma  隆康 tsə ɦma 

(84) 

“西” 上四 niː  塔藏 ------ 

nub 中查 niː  漳扎 ------ 

�བ་ 树正 nu  隆康 ------ 

(85) 

“盖” 上四  ̊ɦkɵː  塔藏 ------ 

’gebs34 中查  ̊ɦkɵː  漳扎 kɵː 

འགབེས་ 树正  ̊ɦku  隆康 kɵː 

 
 
 
 

                                                      
33 该例子的声母对应参见 2.4。 
34 该例子的声母对应参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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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教” 上四  ̊htsuː  塔藏 ------ 

slob35 中查  ̊htsuː  漳扎  ̊htsʉː 

�ོབ་ 树正  ̊ɦtsʉː  隆康  ̊htsʉː 

 
3.3 带鼻音韵尾的韵母之对应 

带塞音韵尾的韵母包含 ng、ngs、n、m、ms 韵尾的。 

六个土话基本上相同的对应趋向实现为开音节，并有鼻化元音、非鼻化元音

两种对应。只有塔藏话结构上能带软腭鼻音韵尾，但很少见。有时体现元音的补

偿延长，但不是个具有规律的音变。根据日常对话的观察，鼻化元音会成为非鼻

化，因此可以判断为元音之鼻化正处于消失的过程中。元音音质由藏文韵尾产生

一定的变化，但是各个词的演变方向略微不同。 
ng 韵尾举例36： 

(87) 

“草地” 上四  ̊hpɔː  塔藏  ̊hpɔ rə 

spang 中查  ̊hpɔː  漳扎  ̊hpɔː 

�ང་ 树正 hpɔː  隆康  ̊hpɔː 

(88) 

“柴” 上四  ̊ɕhaː  塔藏 ------ 

shing 中查  ̊ɕhaː  漳扎 ɕhʉː 

ཤངི་ 树正 ɕhiː  隆康 ɕhʉː 

 
 

                                                      
35
 该例子的声母对应参见 2.7。 

36 eng 韵母对应形式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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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喝” 上四 ndõː  塔藏 ndoː 

’thung 中查 ndõː  漳扎 ndoː 

��ང་ 树正 ndoː  隆康 ndoː 

(90) 

“千” 上四  ̊htõ tso  塔藏  ̊htuː 

stong 中查  ̊htõ tso  漳扎  ̊htuː 

�ོང་ 树正 tuː  隆康  ̊htuː 

 
n 韵尾举例： 

(91) 

“想” 上四 ʈẽ  塔藏 ɦʈeː 

dran 中查 ʈẽ  漳扎 ʈeː 

�ན་ 树正 ʈɛː  隆康 ʈeː 

(92) 

“肝” 上四 ȵdʑə ɦbɐ  塔藏 ------ 

mchin pa 中查 ȵdʑə ɦbɐ  漳扎 ȵdʑə hpa 

མཆིན་པ་ 树正 ȵdʑu hpa  隆康 ȵdʑə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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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七” 上四 ɦtaː  塔藏 wdaː 

bdun 中查 ɦtaː  漳扎 ɦtɵː 

��ན་ 树正 ɦtiː  隆康 ɦtɵː 

(94) 

“拉” 上四 n̥thaː  塔藏 ------ 

’then 中查 n̥thaː  漳扎 thɵː 

འཐནེ་ 树正  ̊n̥thiː  隆康 theː 

(95) 

“穿” 上四  ̊kaː  塔藏 ------ 

gon 中查  ̊kaː  漳扎 kɵː 

གོན་ 树正 kiː  隆康 keː 

 
m 韵尾举例： 

(96) 

“干” 上四  ̊hkɐ̃ bo  塔藏 ------ 

skam po 中查  ̊hkɐ̃ bo  漳扎  ̊hkɐ̃ po 

��་�་ོ 树正  ̊hka mbo  隆康  ̊hkɐ̃ bo 

 
 
 
 
 

65九寨沟口内外藏语语音面貌



(97) 

“好吃” 上四 ɕə ̃bo  塔藏 ɕı ̃mbo 

zhim po 中查 çə ̃bo  漳扎 ɕı ̃bo 

ཞམི་པོ་ 树正  ̊ɕı ̃mbo  隆康 ɕı ̃bo 

(98) 

“三” 上四  ̊sɔ ̃  塔藏  ̊hsoː 

gsum 中查  ̊sɔ ̃  漳扎  ̊suː 

��མ་ 树正  ̊sũː  隆康  ̊suː 

(99) 

“心脏” 上四  ̊shaː  塔藏  ̊shɛ ̃

sems 中查 shaː  漳扎  shɵː 

སེམས་ 树正 shiː  隆康  she ɣə 

(100) 

“闲” 上四  ̊kho ɦgɐ  塔藏 ------ 

khom 中查  ̊khõ gɐ  漳扎 khuː 

ཁམོ་ 树正 ------  隆康 khuː 

 
3.4 带其他韵尾的韵母之对应 

带塞音韵尾的韵母包含 s、l、r 韵尾的。 

六个土话基本上相同的对应趋向一般实现为开音节，韵尾辅音基本上消失。

有时体现元音的补偿延长，但不是个具有规律的音变。元音音质由藏文韵尾产生

一定的变化，但是演变方向较大，由各个词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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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韵尾举例37： 

(101) 

“酥油” 上四 mɐː  塔藏 ------ 

mar 中查 mɐː  漳扎 mɐː 

མར་ 树正 maː  隆康 mɐː 

(102) 

“寄存” 上四  ̊hkʉː  塔藏 ------ 

skur 中查  ̊hkʉː  漳扎  ̊hkɵː 

�ར་ 树正 ------  隆康  ̊hkuː 

(103) 

“金子” 上四  ̊hsheː nɐː  塔藏  ̊hsheɁ 

gser 中查  ̊hsheː nɐː  漳扎 hseː nɐ 

གསརེ་ 树正  ̊hseː  隆康 hseː nɐ 

(104) 

“牛” 上四  ̊nɵː  塔藏 nuː 

nor 中查  ̊nuː  漳扎 nɵː 

ནོར་ 树正 nʉː  隆康 nʉː 

 
l 韵尾举例： 

 
 

                                                      
37 ir 韵母对应形式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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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背” 上四 ɦkeː nɐː  塔藏 ɦkeː 

sgal 中查 ɦkeː nɐː  漳扎 ɦkeː tshəʢ 

�ལ་ 树正  ̊ɦkɛ hpa  隆康 ɦkeː tshəʢ 

(106) 

“卷” 上四 ɦʈiː  塔藏 ------ 

sgril 中查  ̊ɦʈiː  漳扎  ̊ɦʈə 

�ིལ་ 树正 ------  隆康  ̊ɦʈə 

(107) 

“银子” 上四 ŋʉː  塔藏 ŋʉ 

dngul 中查 ŋʉː  漳扎  ̊ɦŋɯ 

��ལ་ 树正  ̊ŋɯː  隆康  ̊ɦŋɯ 

(108) 

“猴年” 上四  ̊ʂiː lɵ  塔藏 ------ 

sprel lo 中查  ̊ʂiː jɵ  漳扎  ̊ʂʉː 

��ལ་ལོ་ 树正  ̊ʂiː  隆康  ̊ʂʉː 

(109) 

“开水” 上四  ̊tɕhu hkeː  塔藏 tɕhɯ keː 

chu skol 中查  ̊tɕhu hkeː  漳扎 tɕhu kɵː 

�་�ོལ་ 树正  ̊tɕhu ɦkiː  隆康 tɕhu ke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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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韵尾举例： 

(110) 

“布” 上四 reː  塔藏 ------ 

ras 中查 reː  漳扎 reː 

རས་ 树正 reː  隆康 reː 

(111) 

“二” 上四 ȵiː  塔藏 ȵiː 

gnyis 中查 ȵiː  漳扎  ̊ȵʉː 

གཉིས་ 树正  ̊ȵiː  隆康  ̊ȵeː 

(112) 

“骨头” 上四 rɯ hpa  塔藏 rɯ hpa 

rus pa 中查 rɯ hpa  漳扎 rɯ hpa 

�ས་�་ 树正 ru hpa  隆康 rɯ hpa 

(113) 

“知道” 上四  ̊ɕheː  塔藏 ɕiː 

shes 中查  ̊ɕheː  漳扎 ɕhiː 

ཤསེ་ 树正 ɕhi  隆康 ɕhi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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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香” 上四  ̊hpeː  塔藏 ------ 

spos 中查  ̊hpeː  漳扎  ̊hpɵː 

�ོས་ 树正 ------  隆康  ̊hpɵː 

 
3.5 韵母对应小结与其类型 

根据上面提示的各个韵母对应，九寨沟口内外藏语的语音演变总结为：九寨

沟口内外六个土话拥有大致相同的韵母结构，即以开音节为主的类型，有元音的

长短、鼻化非鼻化等基本区别38。土话差别主要反映在元音音质上。元音音质的

发展方式，与瞿霭堂(1991)等研究对比，特别是圆唇元音的发展所具有的特色，

可以判断为类型上的特殊发展。 
从藏语方言类型的角度来讲，以上提到的九寨沟口内外藏语的语音演变的类

型特点如下： 

·藏文不带韵尾的元音 u 与圆唇/u/对应（如 69）这一现象除了卫藏藏语很少

见 
·藏文带塞音韵尾的韵母基本上与不带喉塞音的长元音对应这一现象仅与夏

尔藏语、卓尼藏语、及康巴藏语中的个别土话相似39 
·藏文 og、ab、eb、ing 等韵尾与圆唇央元音相对应这一现象在藏语方言上

仅在九寨沟口内外藏语土话里发现 
·藏文 eg 韵母与藏文 ag 韵母有关（如 75）这一现象除了 Jacques (2009)提到

的藏语西部方言之外，夏尔藏语与康巴藏语中的一些土话也相似 
·藏文带鼻音韵尾的韵母有与鼻化元音和非鼻化元音的两种对应，鼻音的脱

落仅与夏尔藏语巴西方言群、卓尼藏语、迭部藏语及舟曲藏语相同 
 
4. 结语 

本文探讨了在九寨沟口内外分布的六个土话之语音特点。这六个土话基本上

                                                      
38 有个别藏语土话具有以开音节为主的类型。分布在九寨沟附近的土话有玉瓦话（铃木博之 2008c）

和舟曲藏语(Suzuki 2012)，且 Sun (2003)描写的松潘热务沟[Zhong ngu khog]话，铃木博之(2011)描写

的康巴藏语大安话也属这类型。这些土话中，除了热务沟话之外，有元音的长短或鼻化非鼻化等区

别，热务沟话则没有。加之，白马语也属这类型，没有元音的长短或鼻化非鼻化的区别。 
39
 参见注脚 38。关于卓尼藏语扎古录[Brag khog lung]话，参见铃木博之(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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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相似的语音面貌，内部差别类型上几乎没有什么突出特点，其中塔藏话受到

的安多藏语的影响较大40。各个土话差异特别反映在元音音质方面，因此听感不

同，而本地藏族也认得其差异。另一方面，藏语方言类型上体现了明显的特点（详

见 2.12 和 3.5）。在这些土话中，声母演变方面具有与周围的夏尔藏语共同的特点

之外，还有与舟曲藏语及康巴藏语乡城、稻城、得荣等南部诸土话相同之处，韵

母演变方面则在夏尔藏语里面也大不相同，有独自特点，其中一部分特征与卓尼

藏语和舟曲藏语相似。 
九寨沟口内外土话形成为夏尔藏语中的一个土话小组，这一分类是以本文探

讨的内容为基础而成立的。每一个方言学研究通过与相邻土话的对比才能讨论土

话特色、方言所属等问题。不管是关于藏语“新发现”的土话或关于白马语的，

以往的研究进行的讨论并没有提到与本地土话的比较，其研究意义也就具有局限

性。也可以说，以卫藏、康巴、安多藏语的互相对比为主的传统的研究方法是一

个属于类型学的方法，并不是方言学的方法。以后的藏语方言学研究需要了解更

多土话的分布情况、各个土话的特点。 
 
附记 

本文以曾在第二届四川境内藏缅语国际研讨会（北京大学，2010 年）上发表

的论文为基础，并给予了更改和补充。 
主要发音合作人为：木兰[sMon lam]、拉姆[Lha mo]、索郎建在[bSod nams 

rGyal mtshan]、甲尕塔[rGya kar thar]、索郎那么[bSod nams Lha mo]、泽娜[Tshe 
lha]、那么佐[Lha mo mtsho]。 

笔者的田野调查获以下项目的资助而能实行，在此致谢： 
•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 基盘研究(S)《阐明藏文化圈的基层语

言》（代表∶长野泰彦，No. 16102001） 
•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 特别研究员奖励费《川西民族走廊•藏

文化圈中的少数民族语言方言调查与地域语言学研究》 
•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 基盘研究(A)《嘉绒语组语言的紧急国际

共同调查研究》（代表∶长野泰彦，No. 21251007） 
 
 

                                                      
40 这个结果从地理的角度来讲不能解释出来，塔藏村与草地藏区的交流几乎与其他村寨一样。一方

面，塔藏村具有一座寺庙（达基寺[Dar rgyas dgon]），面临藏文教育的机会，可能民间语言里面也有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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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九寨沟风景区内外分布的当地藏语，据笔者的分类，是在相邻地区的松潘、

若尔盖东部也有分布的夏尔藏语之一。该地区土话虽然形成一个分组，但是其语

音特点因各个土话不同而差别不同。本文基于藏语方言学所提示的语音特征，对

六个土话（上四话、塔藏话、中查话、漳扎话、树正话、隆康话）进行分析。这

六个土话基本上具有相似的语音面貌，各个土话差异特别反映在元音音质方面，

其中塔藏话受到的安多藏语的影响较大。 
 
[关键词] 夏尔藏语、九寨沟方言群、藏文对应、白马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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