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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玉 川

三、傅懋勣的纳西语研究
（接5月13日四版）傅懋勣（1911-1988），语

言学家。山东省聊城人。1939年毕业于北京大
学中文系语言文字组。1948年赴英国剑桥大学
攻读语言学，1950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
1951年起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先后任语
言研究所研究员，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民族语文》杂志主编，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会长，
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会长等职务。

傅懋勣大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
所（当时北京大学已南迁昆明，与清华大学、南开
大学共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从罗常
培、李方桂两位教授，后因生活所迫，经罗常培教
授介绍，到刚从武汉迁到大理喜洲的华中大学任
语文讲师。期间，他认识了当时就读于中央政治
学校大理分校的维西籍纳西族学生王灿，在与王
灿的交流中，他对纳西族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于是，根据王灿的发音和自己的考察，撰写
了《维西麽些语研究》（语音部分刊载于《中国文
化研究所集刊》1940年第1卷第4期、语法部分刊
载于《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1941年第2卷）、《维
西麽些语词汇》（刊载于《中国文化研究所汇刊》
1943年第3卷）。《维西麽些语研究》和《维西麽些
语词汇》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调查结果写成的我国
较早的一部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专著。

《维西麽些语研究》中，作者介绍了调查的范
围和发音人的情况，“我所调查的是维西的麽些
方言……我的发音人王灿君，是城东南十五里君
仁大村的土著，现肄业于中央政治学校大理分校
师范班，他能说一口非常流利的麽些语。据他
说，他和丽江的麽些谈话，完全用自己的麽些话，
彼此并无阻碍，可见维西和丽江这两个地方的麽
些方言，还没有差别到彼此不能了解的程度。”

“……王灿君发音勤谨，毫不厌倦，都使我非常感
谢。”文中，还附了王灿的半身照片一张，发音口
型照片两张。维西“城东南十五里的君仁大村”
史书上又称居仁大村，即为如今的桥头大村，因
此，该著作中所记录的维西纳西族的语言、词汇
等应当是以桥头大村一带的纳西语为基础的。

在语音部分，他认为“维西麽些语的音韵系
统，相当复杂，据我归纳的结果，共有四十七个声
母，二十五韵母，五个音调。”他用国际音标记录
并深入细致地描述了维西纳西语的音位系统。
语法部分详尽地描述了纳西语的语法系统。按
照作者的说法，第一节“句的构造”，“叙述维西麽
些话里有几个词类，这些词类用在一块的次序怎
么样；一个句子可以分为几种成分，这些成分彼
此间以及单个的词或一组词和这些成分间的关
系怎么样。”第二节“语法形式的功能”，“所分的
两项，代表两个观点。（一）可以说是从内向外的

看法，目的在表明在这种语言里除了词类意外，
还有哪些重要的语法范畴，哪些词类有哪些范
畴，哪些范畴怎样构成；（二）可以说是从外向内
的看法，目的在表明一共有多少语法形式，每个
语法形式一共有多少功用；两项合起来，可以把
维西麽些话的语法形式表现得更清楚些。”第三
节“词类”，“是关于词类的详细探讨，为什么分这
些词类，每个词类的情形怎么样，以及各词类间
所发生的关系怎么样，都在这一节里讨论。”《维
西麽些语词汇》则像一部纳西语词典，按音序（据
声母、韵母）列出纳西语的词汇表，每个词后用汉
语释义，并注明借词及类别词。

在维西开展的纳西语研究，为傅懋勣进一步
开展纳西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他相继开
展了纳西族象形文字和纳西族社会学研究，主要
著作有《丽江麽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纳西
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和《永宁纳西
族的母系家庭和亲属称谓》等，在《永宁纳西族的
母系家庭和亲属称谓》一文中，他还就维西、丽江
和永宁三地纳西语中的亲属称谓进行过比较研
究。

四、杨时逢、董同和、丁声树等人的维西汉语
方言研究

杨时逢，1903年生，1926年南京金陵大学毕
业。曾先后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
理员至研究员等，1949年迁台湾。著作有《湖北
方言调查报告》（与赵元任、丁声树、吴宗济、董同
和合著）、《台湾桃园客家方言》、《云南方言调查
报告》、《湖南方言调查报告》、《四川方言调查报
告》等。

丁声树（1909-1989），河南邓州人，语言学
家，词典编纂专家。1932年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先后任助理员、编辑员、副研究员。新
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曾主持编
写《现代汉语词典》、《昌黎方言志》，编录《古今字
音对照手册》，与他人合著有《湖北方言调查报
告》、《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等。

董同和（1911-1963），音韵学家。江苏如皋
人，生于云南昆明。1932 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
系，1936 年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
组。先后师从王力、李方桂学习音韵学，是著名
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助手。1949年迁台湾。著有

《中国语音史》、《厦门方言的音韵》、《4个闽南方
言》等。

1940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杨时
逢、董同和、丁声树等人对云南汉语方言进行了
全面调查，调查点遍布全省，收集到的资料十分
丰富，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调查时段内云南省内各
地汉语方言的特征。调查结束后不久，新中国成

立，南京“国民政府”败退台湾，这些调查材料也
随“中央研究院”迁台而带到台湾，后经杨时逢整
理，赵元任审阅,于 1969 年在台湾以“‘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六《云南方言调
查报告(汉语部分)》”出版。该《报告》在分地报告
中对各调査点的语音特点都做了详细的调查记
录，主要通过声韵调表、声韵调描写、与古音比
较、同音字表、音韵特点几个部分来描写分析各
地方言语音的声母、韵母和声调特点。在《综合
材料》部分，一是以狐假虎威的故事作为发音文
本，用国际音标分别记录了全省101个县的发音
（当然也包含维西的发音）。二是以列表的方式，
用汉字标注或国际音标记音的方式分别记录了
全省101个县对“我”、“你”、“他”、“的”、“现在”等
50个常用词的读法。《云南特点及概况》分为分析
特点表和分区概说两个部分。最后为云南方言
地图，共64幅。

这次方言调查在维西选取的调查点为桥头、
叶枝两地，发音人为叶枝（书中记为葉子村）人，
以序号记录为“80，23岁，公务员，中学毕业，幼儿
时在本地读小学，教师方言为本地话，住过贡山
一年、德钦一年、昆明半年余。”语言分析方式与
其他分地报告一致。

杨时逢、董同和、丁声树等人在维西开展汉
语方言研究时，维西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汉语
方言受普通话及其它地区方言影响较小，因而，
该文记录了以叶枝为范本的维西汉语方言的最
本真、最原始的特征，对于进一步研究维西汉语
方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比如，在声韵调描
写部分，调查者认为“维西有二十三个声母，依
照发音部位分为 p、t、ts 、tʂ 、tɕ、k、o 七组”，
（“o”表示无辅音声母，代表元音或半元音起
音），其中“p 组有 p，p‘，m，f，v。ｐ，p’，m 都很
硬性，p‘送气很粗重，m 后带浊塞，f，v摩擦也较
强”；“i 近标准元音 i，在 tɕ组后很紧，摩擦也很
强，在ｐ，ｔ组后略松”；在同音字表中，“思师狮
斯”、“士事四似侍寺”是声母为“s”的同音字，等
等。

由于这次调查选取的调查点相对单一，发
音人“每县找两个”，而灌制唱片进行记音的仅
为一人，该报告在维西方言特点的总结上，亦有
不足之处，比如，维西方言中[f]、[x]（注：[x]为拼
音字母 h 的音标）两声母在与韵母[u]相拼时均
读作[f]，如“老虎、门户、在乎、糊涂、符号、衣服”
等等，但在《调查报告》的同音字表中将“符扶拂
服福”、“府腐”、“附妇父负”和“胡狐忽”“虎”“户
斛”分别列为[f]、[x]两个声母与[u]相拼构成的音
节。又如，“物无武务”和“乌吴屋握五午”等字
维西方言声母均为[v]，但在《调查报告》中，“物
无武务”的声母为[v]，“乌吴屋握五午”等字则列

为无辅音声母的音节。如此等等。这就需要后
来的研究者不断加以完善了。

令人感叹的是，调查完成后，三位调查者被
海峡阻隔，董同和先生也于1963过世，文稿的最
终定稿只能由杨时逢先生独自完成。杨先生在

《自序》中写道“我在这里深深的表示感念丁声
树、董同和两位先生，就可惜丁先生交通阻绝，
董先生已作古，看不见这完成的报告了……本
书在今日完成，我不能不追感他们两位。”杨先
生所追感的不仅仅是其他两位与他风雨同舟而
又天各一方的调查者，还应当有自己永远无法
回望的云南一百多个县的山山水水……

如今，当年的研究者，最年轻的张正东先生
离开维西也已经七十多年了。翻阅这些文献，我
感叹于他们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当年的维西，
没有一寸公路，学者们不仅要克服生活的困难、
语言上的不便，还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正如陶
云逵先生所言，“从昆明去三日汽车到下关，改骑
马，五日到丽江，再六日可以到维西。”正是在这
样的环境中，他们与当地百姓同吃同住，同歌同
舞，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往前线栗洒地、普沟沦一
带观战”，“烧仍未退，勉力而行，四十里，抵亲尊，
宿居棚中烧转剧。”“雨，烧略减，冒雨而行。”正是
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写
就了一篇篇关于边地的文
章，向外界介绍了维西当
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介绍了这里的民族、这里
的文化、这里的风情，给许
许多多的后来者提供了与
前人对话的机会和空间。
我感叹于他们严谨求实的
治学态度。学者们所撰写
的每一篇文稿，都凝聚着
他们的心血，每一个细节
都经过了反复的推敲。亲
历的事件、别人的成果都
做出具体的说明，体现了
文稿的真实性和对别人成
果的尊重。如，陶云逵在

《俅江纪程》中写道“午后
巫师来，请其‘作法’，并询
其传授之法，法术种类及
其他相关问题，摄影。”在
介绍叶枝等地的海拔时，
写道“叶枝，茨宗，白汉罗，
打拉，次开五处的地高是
由静生生物调查所俞季川
先生（注：后改名俞德浚，
著名蔷薇科植物分类专

家，曾在丽江、维西、德钦等地开展植物学调查）
供给，余地地高记录都是我个人的”。在确定考
察线路时，他也尽量避开前人的考察线路，另辟
新路。张正东先生的调查报告小到一句傈僳语
的注解，大到傈僳族赋税的承担，都尽可能作出
详细而又严谨的叙述。当然，文章的不足之处，
作者也有正确的认识，正如他们自己所言，“一个
民族的文化是包罗万象的，本文中自有不少遗
漏，希望以后能有机会补充和修正，同时也竭诚
希望读者的指教。”“这种分析与归纳，只能以我
已经得到的材料为限，也只能算是我个人的一种
看法。”“凡是受外路影响太多的，他的读音总不
一致，常常遇字踌躇。反之，乡音纯粹者，遇字毫
不犹疑的就读出来……在各种记录或灌制材料
当中，还是慢慢问的字音或词类最靠得住。”我还
感叹于他们学术报国的家国情怀。在中华民族
抵抗外敌侵略的关键时期，学者们抱着学术报国
的远大理想,不畏山高路险，深入边疆，深入各少
数民族同胞之间，学习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
习俗，推介他们的文化，探索边疆治理的新途
径。有的还亲自参加边地服务工作，为当地文化
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所有这些
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民国时期内地学者在维西的社会调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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