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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语言学视野下的布依语研究

张艳
*1

【摘 要】: 布依语调查研究始于 20 世纪中叶，老一辈语言学家在描写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下初步建立了布依语语

法体系。20 世纪 80－90 年代以来，除结构描写以外，学界还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从词源研究的角度

探讨了布依语及其亲属语言与汉语之间的关系。21 世纪以来，语言类型学、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以及浑沌学等

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相继被引入布依语研究，促使该领域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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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初，以当代语言和口语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其目的是要揭示人类语言的深层结构，对语言

和语言交际作客观、科学的描述。布依语属汉藏语系侗台语族壮傣语支，除用方块汉字和其他一些文字符号记录的宗教经文之

外，书面文献极其匮乏，因此，布依语的研究没有经历过以书面文献为研究对象的“语文学”时代。20 世纪中叶以前，学界极

少有人涉足布依语研究。20 世纪初，法国传教士古斯塔夫·卫利亚和约瑟·方义仁在贵州省黔西南一带布依族地区传教时，曾

以拉丁字母作为记音符号，记录了当地的布依语，并编纂了一本布依语和法语对照的工具书———《布法试用词典》，这是迄今

见到的最早的布依语调查研究成果。1942 年，邢庆兰(邢公畹)先生调查了贵州省惠水县远羊寨的仲家(布依族的旧称)语，搜集

当地三十多首布依语歌谣，并从中整理当地布依语的音系和词汇，发表了名为《远羊寨仲歌记音》①的资料集，是国内较早的

布依语研究资料。李方桂先生 20 世纪 30－40年代在贵州南部调查水语、莫话时，曾接触过独山一带的布依语，后来于 1971 年

发表了《独山话的塞音尾》。上述先贤所采用的调查和研究布依语的方法都是现代语言学田野调查方法和结构描写的方法，因此，

可以说，布依语研究从一开始就是跟国际接轨的。本文拟通过对上个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学界对布依语调查研究成果的梳理，尤

其是对本世纪以来布依语研究的现状进行全面考察，分析布依语研究在理论指导、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与学科前沿的联系。

一、20 世纪布依语调查研究概述

20 世纪 50 年代初，在全国民族大调查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一工作队全面调查了贵州省境内 40个布依

语方言点，收集到的语料全部汇集于 1959 年出版的《布依语调查报告》中。该书采用现代语言学中音系学、音位学的理论，并

结合汉语传统的音韵学研究方法，整理出了 40 个语言点的音系，同时还提供了 49 幅语言地图，直观地展现了布依语不同地区

主要的语音和词汇特征，为布依语方言土语的划分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该书对布依语词汇和语法进行了全面地梳理，使读者对

布依语的基本面貌有了初步的认识。喻翠容的《布依语简志》(1980)是继《布依语调查报告》之后全面介绍布依语的又一部著

作，该书以贵州省龙里县羊场布依语语料为基础，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对布依语进行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并通过语音、

词汇的对比，分析了布依语三个土语的基本特征。1992 年出版的《贵阳布依语》是吴启禄教授在对贵阳市郊布依语进行全面调

查的基础上完成的，该书系统介绍了作为布依语第二土语代表点之一的贵阳布依语的主要特征，并与标准音点———贵州省望

谟县复兴镇布依语进行了对比。由贵州民族研究所和美国暑期语言学院(SIL)于 1996－1997 年联合开展的“贵州布依语调查

(Survey of Guizhou Bouyei Language)”①项目选择了布依语三个土语的 24 个语言调查点进行调查，在第一手语料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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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并比较各个调查点 90 年代老年人和青年人的语音系统，对比李方桂(1977)构拟的原始台语辅音系统和声调系统来分析布依

语辅音和声调的历史演变，通过对语音对应的分析来确定三个土语间的可理解度。通过与 50 年代《布依语调查报告》中相同的

20个调查点两次调查的语料，来追踪布依语 40 年间的语音和词汇演变情况，并推测 50年代调查语料的总体精确度。

继 50 年代初的语言调查之后，喻世长等老一辈语言学家便开始了对布依语的专题研究，《布依语语法研究》
［1］

是第一部运用

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系统研究布依语语法的专著，首次明确了布依语词类的划分、布依语基本句式、句子成分和句法结构，

并提出了“同位成分”和“连谓句”、“宾语提前句”、“整体提前句”和“时地引起句”等概念。1959 年出版的《布依语语法概

要》②是继《布依语语法研究》之后的又一部布依语语法研究成果，全书分语法概念、词、构词、词类、词组、句子和句子成

分、句型、单句和复句、句子的语气、汉借语法等十个部分，较系统、全面地对布依语语法进行了描写。早期的专题研究还有

曹广衢于 1956 年发表的《布依语的反语》，该文揭示了布依语中存在“反语”这样一种现象，并从语音结构上对该现象进行了

分析和描写，归纳出反语形成的几条语音规律。

布依语全面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一时期，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有了进一步的深入，除结构描写外，还涉及到

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运用。截止 20 世纪末，在布依语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研究都出了不少成果。

语音方面，曹广衢
［2－4］

，徐扬、王伟(1983)
［5］

，王邦容
［6］

等研究成果或从历时的角度，探讨了布依语语音发展演变，或通

过布依语中汉语借词的语音反观汉语语音的历时发展，或分析了布依语某一方面的共时特征。这些研究成果有的采用了语音学、

音系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有的结合运用汉语传统的音韵学研究方法。

词汇方面，曹广衢
［7］

，王伟
［8－10］

、吴启禄
［11－12］

、伍文义
［13］

、罗儒栋
［14］

、伍德斌
［15］

等研究成果或从对比的角度探讨布依语

和汉语个别词在词义和用法上的异同，或对特定动词、数词的特殊用法进行了分析，或分析描写了布依语词汇的同义、多义现

象，或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布依语的民俗语汇和谚语。与语音研究成果相比，词汇研究还很薄弱，跟词汇学理论和方法结

合得不是十分紧密，缺乏全面、系统地对布依语词汇进行描写，缺乏布依语词汇结构、语义方面的研究成果。

语法方面，曹广衢
［16－18］

、吴启禄
［19－24］

、王惠良
［25］

、王哈·阿·雍容
［26－27］

、周国炎
［23－32］

、罗儒栋
［33］

、Somsonge Burusphat
［34］

等研究成果不仅涉及到一些特殊词类、特殊句式的结构特征和用法，还涉及到了句子的语序、动词的虚化等问题，并关注到

了布依语某些句式和汉语同类句式之间的差异。实词虚化是语言中常见的一种现象，是语法化现象的一种。作为语言学中的一

个术语，“语法化”最早是由法国语言学家 Meillet 提出来的，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学者开始对语法化现象进行系统地研究。

布依语语法中的“实词虚化”现象研究实质上也是语法化研究，但当时未采用这一术语。

二、21 世纪初以来现代语言学理论在布依语研究中的运用

21 世纪初以来，布依语研究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开始运用认知语言学、语言类型学、浑沌学等现代语言学理论及交叉学科

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使得布依语研究从过去的单纯结构描写向更深层次发展。尽管老一辈的学者们逐渐淡出布依语研究领域，

但新生力量不断涌现，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研究内容和成果形式愈加丰富。内容方面，除语言本体以外，还有语言使用情况

与双语现象、语言教学、语言与古籍等。成果形式方面，除期刊、论文集中的单篇论文以外，还有研究专著和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以下分语言本体研究和语言教学研究两个部分对本世纪初以来的研究成果加以评述。

(一)语言本体研究

语言本体研究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方面。

1．语音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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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20 世纪相比，21 世纪初以来的布依语语音研究更加微观和深入，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研究方法除历史比较、结构

描写以外，还引入了对比的方法。占升平
［35－43］

、龙海燕
［44－46］

等研究成果聚焦于语音的历史演变，借助历史比较语言学语音研究

的方法以及汉语音韵学研究方法，对布依语中一系列辅音的历史演变规律进行了系统地探讨，并与亲属语言进行对比，分析了

布依语某些辅音的发展脉络。占升平
［47］

通过布依语三个语言点语音系统的描写，揭示了镇宁布依语三个土语语音方面的异同，

同时，通过对不同历史层次汉语借词语音的考察，来探讨布依语语音的历时音变以及与汉语的接触关系。

运用对比分析方法，结合第二语言教学应用研究是这一阶段布依语语音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王文艺
［48］

，李压红
［49］

，陈冬

梅
［50－51］

，卢芳
［52］

，周国炎、余筱凤
［53］

，梁朝文
［54］

，周国炎、赵哲
［55］

等研究成果对比语音学的方法引入了布依语语音研究，对

比的对象包括语言内部不同方音与标准音、布依语与汉语以及布依语与英语。这些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通过将布依

语语音与汉语语音或英语语音的对比，揭示二者在结构上的异同，尤其是差异之处，预测布依语母语人学习汉语和英语以及汉

语母语人学习布依语过程可能会出现的难点和母语对目标语学习的干扰，以便于在语言教学过程中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布依

语方音与标准音点望谟话的语音对比旨在使其他土语或方言点的布依语母语人能有效地学习和掌握标准语，其应用价值也很重

要。

2．词汇方面

这一阶段词汇方面的研究重点仍在描写，但同时也引入了语言类型学、认知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吴启禄
［56］

，

王峰、吴定川
［57］

，梁朝文
［58］

，王峰
［59］

，鲜红林
［60］

，李倩倩
［61］

，占升平
［62－63］

，Attasith Boonsawasd
［64］

，张景嵋
［65
］，周国炎

［66］
，

周国炎、孙新乐
［67］

等研究成果。

鲜红林
［68］

对布依语词汇结构特征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地描写和分析。其语料主要来自云南省罗平县鲁布革乡的一个村，

与贵州布依语第一土语大致相同，在研究方法上基本沿袭了传统的结构分析法。四音格是汉藏语等孤立型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一

种语言单位，布依语中也存在大量的四音格结构，这一现象早就有人注意到，但直到本世纪初才有人开始研究。吴启禄
［69］

将布

依语中的四音格与汉语中的四字成语进行了对比，揭示了二者在语音结构、语义结构和语用上的异同，并对二者的互译进行了

探讨；李倩倩
［70］

在大量语料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布依语四音格的结构形式、语音特征、语义特征和语用特征。这些成果重在对

布依语词汇进行结构描写和分析。

除了结构描写和分析之外，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还引入了认知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的理论和方法。张景嵋
［71］

从分类、结构

形式、语义、文化内涵等方面系统研究了布依语的植物名词，并借助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层次范畴和认知隐喻理论对布依语植物

名词的命名理据与布依族母语人对客观事物的认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语言类型研究的基本项和核心是语序类型，周国炎、

孙新乐
［72］

和陈娥
［73］

成功地把类型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布依语名词短语语序和副词位序的研究中。前者以贵州省望谟县复兴

镇的布依语材料为基础，对布依语名词短语语序类型进行了详尽地描述和分析，发现作为 SVO 语言的一种，布依语具有 SVO 语

言的大部分蕴含共性，名词短语的修饰(限定)成分多数出现在中心语之后，属于顺行结构类型。后者的研究对象是布依语副词

位序，作者在全面考察布依语固有副词位序的基础上，对比壮语和泰语的副词位序特征并分析异同，发现了布依语、壮语和泰

语共有的四种副词位序特征，从而推测这四种副词位序特征的演变过程。

国外关于布依语词汇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Attasith Boonsawasd
［74］

考察了布依语和汉语中与辈分、直系或非直系、家庭、

年龄、父方或母方等因素相关的基本亲属词，发现布依语基本的亲属称谓词复杂，仅有三个布依语称谓词借自汉语，受汉语的

影响很小。Matthias Gerner
［75］

并不是专门对布依语进行的研究，该文着重研究中国壮侗语名量词的形态句法、语义和历史，

其中包含布依语名量词的研究，他认为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语言中的名量词阐释了个性化的认知偏向。

3．语法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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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来说要丰富一些，主要成果有周国炎
［76－77］

，周国炎、刘朝华
［78］

，陈娥、周国炎
［79］

，周国炎、朱德

康
［80－82］

，黎庆开
［83］

，吴定川
［84］

，王文艺
［85］

，占升平［86］，龙海燕
［87－88］

，梁朝文
［89］

，刘朝华
［90］

，Attasith Boonsawasd
［91－92］

等。

刘朝华
［93］

根据认知语言学理论、结构主义理论和语法化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布依语和汉语的名量词进行了对比研究，分

析了两者名量词产生的语义基础，描写了它们不同的语法功能和语法特点，揭示两种语言名量词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并对它们

的差异进行了解释。作者认为，两种语言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因而对事物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是造成两者名量词

功能不同的语义基础。作者还运用原型理论对比了两种语言名量词在原型、中心成员和边缘成员等方面表现出来的不同点，揭

示了名量词的属性是决定其范畴成员地位的基础。文章还对布依语和汉语名量词进行了语法化对比，通过对名量词语法化的动

因、语法化的机制和语法化的路径等方面的分析和对比，认为汉语名量词在中古后期就走向成熟，并建立了数量表达的优势结

构，这就直接影响到布依语名量词的产生。其过程包括三个方面:首先，一部分名量词直接从汉语借用；其次，布依语的名词词

头通过重新分析演化为名量词；最后，布依语中有些名词和动词通过类推也向名量词转化。该文首次较系统、较成功地将认知

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布依语语法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有较大的突破。周国炎、刘朝华
［94］

的研究成果也涉及认知语言

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作者全面考察了布依语存在句的构成和类型，以意象图式理论为指导分析了布依语存在句中的容器隐喻

和句式意义。

20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张公瑾先生把浑沌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语言学，开创了语言学研究的新范式。运用浑沌学理论进行

布依语研究的代表作是周国炎、朱德康
［95］

，作者针对布依语中部分名量词在语法化过程中称量对象偏离原型的现象，以常用个

体量词?dan24(个)为例，对其本义和语法化过程进行了分析，从三个方面解释了布依语名量词称量对象超出所属范畴边界的原

因。这种偏离原型的现象无法用认知语言学中的象似性原则来解释，只能用浑沌学的非线性概念来进行阐释，这一语言事实也

能反映出语言的混沌性和非线性特征。

国外对布依语语法的研究主要有 Burusphat Somsonge
［96］

和 Attasith Boonsawasd
［97］

。前者根据法位学理论，从音系、形态

和句法三个层面描写布依语语法，研究显示，布依语的句法结构大体上和壮傣语支的其他语言相似；布依语的所有语法层次，

尤其是音素和词素，都受到汉语普通话的影响。后者的研究是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开展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壮侗语的有生类别

词，其中包含了布依语有生量词的研究。他把壮侗语的有生类别词分为指人量词和非指人量词，着重考察语域、年龄、亲属关

系、性别、社会地位和社会态度等影响有生量词使用的因素，认为年龄和亲属关系是影响布依语有生量词使用的决定性因素。

(二)语言教学研究

这里的语言教学主要指布依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研究。20世纪 80－90 年代，在布依族地区双语教学和布依族新文字推广

的背景下，发表了一些有关布依语作为母语教学以及文字教学方面的文章，刊登在贵州省各级地方民族部门编印的论文集上，

但这类文章大多集中于布依文在中小学母语使用者中推广本民族文字及布依－汉双语教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方面，是对教学过

程和取得成效方面的客观描述，很少涉及语言教学方面的理论及研究方法。

近年来，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周国炎
［98］

，周国炎、孙华、申建梅
［99］

，周国炎、朱德康
［100］

，周国炎、余筱凤
［101］

等。这些成

果分别针对近年来非母语布依语学习者在布依语学习过程中出现的语音、词汇和语法偏误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如周国炎、余筱凤
［102］

通过对比非母语布依语学习者的母语与目标语在语音方面的异同，结合难度等

级模式理论，把布依语声韵调的学习划分难度等级，探讨学习者母语在布依语语音学习过程中的正迁移和负迁移现象，最后有

针对性地提出降低非母语学习者民族语语音学习中母语负迁移作用的措施，为民族语语音教学提供了可行性的参考。

这些布依语教学研究的成果不再局限于对教学过程和取得成效方面的客观描述，而是应用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我国二

语教学领域中广泛引用的语言偏误、二语习得、中介语等理论和研究方法，对布依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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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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