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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番译语》再考

孙宏开

提要 本文对明清以来华夷译语中的西番译语的种类、版本、内容进行了初步考察，
并分析了西番译语中的藏语和非藏语两类.文章主要根据汉字注音对所记录的不同时期、
不同地点的藏语语音进行了初步的比较研究.文章认为，虽然现代藏语语音已经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但我们从西番译语的注音可以了解到明清时代藏语的一些语音特点，从而对藏
语的历史音变以及藏文创制时期的语音状况有一个概括的认识.文章还对西番译语的版本

进行了一些考证。

关键词 华夷译语;西番译语;藏语;历史音变

一引言

80 年代中期，在一次中国民族古文字会议上，我曾经以《西番译语考辩>> 1 为题，对
华夷译语中的西番译语做过语属方面的考证，纠正了前人 2 关于语属问题的错误推论。现

在，将近 20 年过去了，有关西番译语的研究，有了不少新的进展，又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

问世。本文企图在原考证的基础上，对西番译语所反映的语言特点等相关问题做进一步的

考证和研究，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人。

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西番译语，大多馆藏在故宫博物院及国家图书馆，此外一些专业

图书馆里，如民族宫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等，也有部分残存的译语，其他西番译语大都散落在世界各地图书馆或私

人手里，我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注意收集各种版本的西番译语，但至今收效甚微。有些版本

的译语，仅仅从一些文章中了解到蛛丝马迹，或者从一些收藏爱好者或研究者的闲谈中透
露一二，有些至今我还未能谋面，因此这里的考证仅仅就我本人所能见到的版本，发表一

点城薄的意见。

西番译语是明、清两代翰林院编修的民汉对照辞书，分杂字和来文两种，记录的是各

地藏语的方言和相关的少数民族语言，其中的杂字既有用藏文记录的当地藏语的方言或其

他少数民族语言，同时还有用汉字对当地藏语的记音，这些译语是研究藏语史以及藏语方

言等方面非常珍贵的资料，也是研究与藏语相关的一些亲属语言的重要参考资料。

西番译语有多少种，至今仍然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开的谜。日本语言学家西田龙雄曾出
版过《西番馆译语研究)) 3 一书，书中重点介绍了 3 种译语。他用西番语 A、西番语 B、西

番语 C 分别介绍了明末的西番馆译语、清初的四川天全译语和清中叶的松潘译语。并着重

84 



封西番活 A 做了全面的分析研究。按有在西番愴i幸福的科笑一章中，列出了 17 神版本的西

番澤培，他沒有萌指述些版本的埠梧的內容是什么，也沒有指出他所列澤梧的氾汞地息。

使我們在判斷它們的內容肘友生一定的困堆。但現在看末，其中大多數版本內容相同，只
是收藏者不同而已。元洽如何，西回克雄所著《西番愴擇活研究》是迄今方止河西番埠培

所作的最深入、最全面的一部研究寺著。其后，他又以《學夷埠悟研究且有》的名文陪續

出版了《緬甸惜i幸福研究》、《保夢埠培研究》、《多縷埠i吾研究》以及和我合作的《自耳i幸

福研究》。他原汁划逐要出版《遲~億澤i者研究》和《女真情坪i吾研究>>，但至今未見此兩

拍出版。
近 20 年末，我利用各科机舍，查閱了圍內有失困苦億美于西番洋話的資料，通分別查

閱并隻制了日本家洋文庫以及巴黎法囡囡家圍有備等地失于西番澤活的資料， x才西番坪i吾

有了一小大体的了解。下面拙文才西番t辛辛吾所反映的福音、司在特店以及它們在目史比校語
言學上的份值做一筒要的洽述。同肘滑一些流持在社舍上美于西番埠梧的版本，以及字木

界的一些不同說法，友表令人的一店、法陋之見，拋時引玉，以求教于研究向行。

二 西番i幸梧的神言是

明代以末，方了加強中央王朝勾周迫因家以及園內少數民族的交流，在翰林院下投四

夷倍(清代改林四埠傭)，組欽一批汶族和少數民族知怎只分于，用沒譜、外悟和少數民族活
言編賽汲清一一外活、汶活一一少數民族活言的封照筒明薛有(筒林崇字)，部分埠i吾注翻

擇了往末的公文(筒林未文)。四夷備下根揖不同地區和活科又分別成立了“西番悟"、“保

夢情"、“緬甸僧"、“女真情"、“西天惰"、“遲~悟"、“戰車旦惜"、“高昌備"、“琉球僧"、

“百夷僧"、“回回憶"、“八百僧"等一批編審財照薛有的机胸。根揖渴蒸所著《“學夷i華語"

惆查i己>> 4 估計，明清以末的擇活，至少有 70 多神。述些i華語是研究對吋中固勻周迫因家

的美系、研究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一份重要的文化遺戶。

由于坪活在公布之肘，大多是手抄的，以后明、清兩代有件多有商或收藏家相互恃抄、

印刻，出現了件多錯漠 5，以至i午多版本真仿准辨，銓常使我們在研究迂程中混入歧途。好
在遠些i華語氾議的活言或方言，目前除了少數即特消亡外，大部分澤活所氾呆的活言或方

言人們仍然在使用，其中最理想的舟法是到奇地遊行核肘。特別是清乾隆以后氾柔的埠悟，

大都拓出了法i華清氾汞的是什么地方的活(我們推測不一定在對地氾汞)，使我們到當地核

封并不困雄。通迂妥地調查和核滑，一方面可以使我們糾正埠活中各神不同性庚的情喂，

另一方面可以分析埠活氾汞至今， ì亥活吉或方言在福音、語法、司在上友生了哪些斐化。

下面就明、清兩代西番愴所鑫悸活作一些分析和研究。

就我目前掌握或見到的西番埠悟，至少有 12 神。其中明代西番情氾汞的埠活 1 神，清

初釣 16 世紀中日十氾汞的 l 神，清乾隆肘期i己最的共 9 科， i己最地店、和肘悶不悍的 1 神。此
i己汞的內容未分析，在遠 12 神i幸福中，藏語 8 神，非藏活 4 神。現特 12 神母語的名林、

分布、 t己汞吋|司、法厲等資料，列表現明如下。

分布地區

去多方言地區，

萌切地舟、不佯

氾汞肘問 I i吾厲 各注

釣 15 世紀|藏語支藏語安多|已有寺著洽迷

初 |方言(牧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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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全埠活 四川雅安地區天 釣 16 世紀 藏語文藏語康方 有文章吋洽

全基 中 t口主f

元名西番 不佯 不i羊 藏語支藏語安多 先威秘~本? 6 

埠i吾 方言(牧區活)

松潘悸i吾 四川阿頓州松潘 釣十七世紀 藏語文藏培安多 ) 11 17 

基周圍 四十年代 方言(寂匠活〉

象鼻高山 四川鋪開地區平 釣十七世紀 藏語支藏語安多 ) 11 2 

i幸i吾 武一帶 四十年代 方吉(司長匠活〉

木坪i辛i吾 四川甘改州康定 釣十七世紀 藏語支藏語康方 )" 6 

基 四十年代 τE』司-

打箭妒埠 四川甘改州康定 約十七世紀 藏語文藏活康方
)" 7 

七吾 基 四十年代 占阿

木里i辛i吾 四川涼山州木星 釣十七世紀 藏語文藏語康方
)" 9 

甚 四十年代 占仁，

自耳i辛i吾 四川錦闊地區平 約十七世紀 藏培支白耳培 己有寺著拾述，川 4

武基 四十年代

多縷埠活 四川涼山州勉于 釣十七世紀 美活支力之亦活中 已有寺著洽述，川 8

基 四十年代 部方吉

栗亦i幸福 四川涼山州木旦 約十七世紀 美 i吾支均可亦培西 ) 11 5 

基、勉于是 四十年代 部方言

嘉絨i辛i吾 四川阿圾州汶川 釣十七世紀 克福支嘉誠t吾家 ) 11 3 

基、理基等 四十年代 部方言

表 l 有以下几成需要加以說明:

1.以上i莘梧的名林，有的援用原有埠梧的名林，如西番情埠悟:有的根揖分布地區而

得名，如天全埠語、松潘澤i吾、象鼻高山埠i吾、木坪澤語、打箭妒埠福、木里i幸福等:有

的根掘法語言或方吉的名林而定名，如白耳擇培、多縷母語、栗亦埠語、嘉鐵i辛i吾等。小

剔的洋i吾至今充法定名。

2. 松潘埠悟和象鼻高山坪培初步硝定方藏語安多方言的寂匠活，因均速一帶基本上是

藏語安多方吉泉匠活的分布地區，但根揖學侃先生 1997 年在第 30 屆圍悔沒藏語舍坡上的

治文看，述一帶也有可能有康方言的分布 ， h人t幸梧的福音和尚、正特克未看，似乎更接近康

方言，因此，逛商神坪培究竟厲哪小方言，有待于深入調查研究以后再最后萌定。

3. 先威都有本的充名西番擇悟，收入荒外奇特六神之一，由大西山房刊印。法有既充

i己汞地鼠，也充出娃，扉頁有“關名"二字，故充法定名。此坪活有文章寺n吋洽 8 ， ì亥文

是根掘 1935 至 1937 年中半有局所編《且有集成初編》中的影印本遊行研究的。日本i吾吉

學家西田先雄封此i辛i吾也有一段坪份，試方此有很可能是一神伯特，學朮份值根低 9。

4. 天全埠i吾我沒有見到坡有的全文(原文)，仗仗根掘西田先雄先生的一篇文章《十

六世紀西康省藏語天全方言一一-<西番傭埠語〉丙神本沒藏肘照尚在研究)) 10 而硝定的。 80

年代初，我曾詮到四川雅安地區天全基一帶遊行了寞地調查，述小地區目前主要是沒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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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地区，未发现还有藏语分布。也许自译语记录以来的四多百年间，这一地区的藏语已经

发生了变化，可能完全同化于汉语了。但这一带的饶绩地区有少量嘉绒语的分布，但天全

译语明显不是嘉绒语。

5. <<木坪译语》和《打箭炉译语》虽然都是甘孜州一带的康方言，但它们记录的确切

地点有一定差异， <<木坪译语》记录的是董卡韩胡宣慰司所辖之藏语，而《打箭炉译语》记

录的是明正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司所辖之藏语。通过初步比较，发现两份译语也存在

着一定的差异，是开展康方言土语内部比较研究的极好资料。

6. <<白马译语》和《嘉绒译语》所代表的语言，在语属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意见。对于
自马语，部分学者认为是一种属于藏语支的独立语言，部分学者认为应属于藏语康方言。

对于嘉绒语有 3 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它是羌语支的一种语言，另一种意见认为它是

藏语支的一种语言，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它是藏语的特殊方言。

7. 尔苏语有 3 个方言，方言间差别很大，互相不能通话。《多续译语》是尔苏语的中

部方言，分布在四川省勉宁县城关一带，西田龙雄在出版《多续译语研究》的时候，我们

还没有对尔苏语进行调查，更不知道多续译语记录的是尔苏语的中部方言。译语出版后， 1981

年我们在勉宁县实地调查了尔苏语多续方言，发现多续译语记录的词汇与目前多续方言 90%

的口语是相同或相近的。可惜的是尔苏语多续方言已经处在消亡的边缘，仅有少数老人会

讲，可以预料，再过若干年，这个方言将不复存在。

8. 除了上述 12 种译语以外，可能还有一种西番译语。 1988 年我在日本与西田龙雄合

作研究《白马译语》时，他曾经给我看过一种有 2000 多条词目的译语，该译语记录的是藏

语，但地点、内容都不详细。此译语我从来没有在其它地方见过。西田也没有就此译语发

表过任何研究或介绍性质的文章。

9. <<华夷译语》中《西番译语》的版本，大都是手抄，但晚清及民国以来，传抄本、
刻本或晒蓝本在市场上广泛流传。以至鱼龙混杂，难辨真伪。仅就西田龙雄所著《西番馆

译语研究》一书中提及的版本就有阿被国文库本、静嘉堂文库本、东洋文库本、龙威秘书

本等多种。西回龙雄在他的著作中，对部分西番译语的版本在传抄过程中出现的明显错误，

进行了勘核。我和西田龙雄合作的《白马译语研究》一书所附 9 种西番译语对照本的照片，

是清乾隆以后记录的，译语分上下两册，好心人通过整理、抄写，把 9 种西番译语对照在

一起，便于比较。但我们通过研究发现，除了第 1 、 3 、 6 三种译语上、下册是一致的以外，

其它都出现了张冠李戴的情况。如果不在实地进行校核，这种错误很难发现。

三西番译语的语音特点

前面己经分析了西番译语有两大类，其中一类记录的是藏语，有 8 种，另一类记录的

是非藏语，共 4 种。下面就西番译语中记录的藏语语音特点做一简要分析。

从前面已经介绍的情况看，西番译语所反映的藏语有安多方言和康方言，安多方言里

有牧区话和农区话的差别，康方言中也有不同地点的藏语。此外，记录的时间也有先有后。

这种时间、地域上的差异，为我们认识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的藏语方言差异提供了具体的

资料。由于我们目前所见到的译语，几乎都是有汉义、藏文注音和汉字注音 3 个栏目，虽

然注音并不十分准确，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它们的字里行间里，分析出它们当时的语音特点。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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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們此沒字和藏文注音中可以友現，安多方言地區牧區活的藏語，持統藏文的部分

前加字和上加字仍然投音。而安多方吉寂匠活的一些地區和康方吉則已徑不友音了。 i青看

以下几組例子。
表 2 [s- J 上加字 11 的淒音狀況

汶文 西番惜i幸福 松潘洋酒 打箭妒坪活

藏文注音 沒字注音 藏文注音 汲字注音 藏文注音 沒字注音 | 
星星 skar ma 思葛JL麻 skar ma 葛JL麻 skar ma 噶JL嘛

立三 spnn 思←吝 spnn 升 spnn 真

寡 smug pa 思木要 smug pa 木要 smug pa 木要

秋天 ston 思段 ston 段 ston ka 段卡

1市傅 slob dpon 思洛黑伴 slob dpon 洛奔 slob dpon 洛本

~友 skra 思葛刺 skra 扎 skra 臣

fl sgo 思郭 sgo 郭 sgo 郭

梯子 sges 思葛思 sges 革 sges 格

以表中 8 令例旺可以看到，藏文注音基本上是文字的原形，不反映各地淒音的察隊情

況，而汶字注音卸反映了方言土培之間的差昇。《西番偕埠活》的汶字注音都有一令“忠"，

它反映的是藏i吾上加宇 [s一]的妥院長語音情況，而遠神語音狀況，在《松潘i幸福》和《打箭

妒埠活》都已銓消失，也就是說，述后兩神i幸堵在i己最肘，上加字 [sJ 己徑不友音。

表 3 [b一]前加字的最音狀況

汶文 西番倍i華清 松潘i辛培 打箭妒i辛培

藏文注音 汶字注音 藏文注音 沒字注音 藏文注音 沒字注音

涼，冷 bsil ←細 JL bsil 細 bsil 細

想、 bsam pa ←散巴 bsam pa 桑嬰 bsam 桑

十 btç;u ←竹 btç;u 足 btç;u 菊

七 bdun ←敦 bdun 頓 bdun 頓

收 bsdus ←思菊思 bsdus 斗 tsha ra bje 擦拉接

上表的例涯中可以看到， ((西番惜i辛培》的汲字注音都有一令“←"，反映了前加字[b寸

的安隊i袁音。而另兩科博活中，前加宇 [b-J 己詮全部消失。

表 4 [m-J、[且-J 等前加字的旗音狀況

汶文 西番惜埠培 松潘埠活 打箭妒i辛苦吾

藏文注音 汶宇注音 藏文注音 汲宇注音 藏文注音 汶宇注音

肝 mtç;hin pa 木林要 mtç;hin pa 琴要 mtç;hin pa 林巴

夜 mtshan mo 木參磨 mtshan mo 參木 mtshan re 捍勒

嘴唇 mtç;hu 木初 mtç;hu 曲 mtç;hu 區

庫房 mdzodkhaIJ 母作坑 mdzod 尬aIJ 作坑 mdzod khaIJ 卒可

美日 mgo xpon 母郭黑伴 mgo xpon 惡奔 mgopa 郭巴
箭 mdafi 母迷 mdafi 迷 mdafi 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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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且don 恩端 且don 洽 且don 端

米 fibras 恩←刺思 且br品 拓 且bras 折

給 且khor 10 恩課)~~ 且khor10 顆星F 自世lor 10 深~

鬼 自由e 恩折 fidre 者 fidre 峙

1主 的ru1 恩卡路)~ 的rug 柱 的rug 律

以上表的例証中我們可以明星感到， [m-J 、[且-J兩小前加字在《西番傭i華語》中都完

整地保留，其中 [m-J用“木"或“母"未注音，基本上保留了原來的淒音:而[且-J 則用“恩"

來注音，說明i主小前加字已經i袁成勻基宇同部位的鼻音。

表 5 [r- J 、[1-J 等上加字的淒音狀況

汶且已 西番倍坪活 松潘埠培 打箭妒i華語

藏文注音 汲宇注音 藏文注音 汶字注音 藏文注音 汲宇注音

石~ rdo )~寺 rdo 寺 rdo 寺

江 rtsalJ po )~藏播 gtsa1) po 藏播 tçhu tçhen 出輯:

黃河 rma tçhu )~耳初 rma tçhu 身曲 rmad tçhu 跨出

耳 rta )~答 rta 答 rta 站

老 rgan po )~干播 rgan po 干播 rgan po 格波

夙 rlUlJ 弄 rlU1J 弄 rlU1J 弄

如 1ta bu 失答卡 1ta bu 答吾

(不財座)

舌失 1t♀e 失折 ltçe =口1::;: 1tçe 結

皮 1pags pa 失要克思要 1pag pa 把要 1pag pa 巴八
五 11Ja 刺 11Ja 阿 11Ja 啊

南 lho 失洛 1ho 洛 lho 洛

此表 5 我們可以看到，上加字 [r-J在《西番惜坪培》里汲宇注音都用“)~弋唯一例外

的是“夙"字，因方它的戶母是迫音，勻 [rJ 顫音的部位十分接近，故在注音肘忽略了。岡

吋我們悴疑過吋注音者可能是一小四川人，把本未F母7'1迫音的，氾汞成鼻音。《松潘埠活》

和《打箭妒澤i吾》的 [r-J 上加字都已經消失。 [1-J上加字在《西番偕悸培》中基本保留，但

安隊淒音值得推敲，沒字注音在清輔音前面用的是“失"，我們推測對肘口-J 的i袁音已經清

化， ~~j淒音有 3 科可能，第一是讓已銓清化的迫音[曰:另一科可能是壞 [rJ ，因均在藏

語方言中述神演斐校方常見;第三神可能是i袁擦音 [~J 或 [sJ ，尤其是[甜的可能性比技大。

值得注意的是“五"的接音，由于基字是一小舌根溫鼻音，上加字[1-J沒有清化，仍然讓

迫音，而基字是一小后鼻音，當地汲清中沒有送小膏，技字注音非常困雄，因此，注音仗

表現出上加字的痕遍，而忽略了基字的特征，遠在~肘缺乏福音學ì)11諒的知淑分子未說，
是不能苛求的。[1-J上加字在另兩科埠活中已銓消失是意料之中的事。

音注宇
一
慢

汶
一
黑

立
目
一

注
一
1

敵
一
叫

打箭妒t幸福

藏文注音 |汲宇注音
恤a且|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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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 dponjig 黑伴夷 dponjig 伴夷 (不封座)

自 dkar po 黑葛JL播 dk訂 po 噶播 dkar po i亥布

九 dgu 耳谷 dgu 谷 dgu 國

三L dbu 物 dbu 惡 dbu 俄

有 dpe t lPha 別岔 dpe tçha 別岔 dpe tçha 別岔

天 gnam 唯 gnam 雄 gnam 浪

金子 gser 黑湖北 gser 色 gser 謝JL

一
gsum 過 gsum 送 gsum 桑

支于 gro 果~ gro 卓 gro 卓

以上面述組例旺可以看見， [dJ 、 [gJ述兩小前加字已銓在消失之中，但仍然留下一些

痕迎， [dJ 在部分兩前按“黑"，在“九"宇前按“耳"，在“失"、“有"前已銓全部脫落，

但在“失"字前脫落吋財基字的法音戶生了影吶，使基宇由塞音斐成了擦音。有一成值得

注意，即“秀才"和“有"的福音詞:境是一祥的，但“秀才"的旗音前保留了“黑"的痕

遍，而“有"前面的前加字的i袁音則消失得充影充諒。 [gJ作方前加字的i袁音已詮基本脫落，

但在“金于"遠小向前面仍留下-ß痕迎，但同祥的語音耳境“三"則沒有留下任何痕遍，

述說明福音的演斐是漸交的，它首先在部分兩上投生斐化，然后才伊展到其它閉上。上表

中我們有意列出了“去于"遠小洞，在遠小洞中， [gJ不是作方前加字而是作方基字出現的。

因此，它的演斐規律勻作方前加字的 [gJ是不一祥的，他的旗音基本上沒有斐化。

上面我們基本上吋拾了藏文前加字 [bJ ， [dJ 、 [gJ 、 [mJ 、[削和上加字 [rJ 、[l]、 [sJ

作方隻輔音的前置輔音在 3 神埠培中的i冀音情況。下面我們想再列出一組例証，說明藏文

下加字的注音情況。

表 7 [-r- J 、 [-1- J 、 [-j- J等下加字的懷音情況

沒文 西番惜i華語 松潘埠培 打箭妒澤t吾

藏文注音 沒宇注音 藏文注音 沒宇注音 藏文注音 汶字注音

三L友 skra 思葛刺 skra 扎 skra 臣

血 值uag 克刺 區uag 插 khrag 意。
斗 bre 卡列 bre 直 (不封座)

喇嘛 blama ←刺麻 blama 喇嘛 blama 刺麻

聰明 blomo ←洛JL精 blomo 洛借 blomo 精洛

師傅 slob dpon 黑洛黑伴 slob dpon 洛奔 slob dpon 洛本

你 khjod 部 “ljod 
部 她dod 部

走 r9Jug JL菊 rωug 潛 且gro 洛

|清呵on 旋 bjon 旋 ωon 准
紙上 9 小例涯中，我們可以看到， <<西番儲海培》中， [-r-J 、 [-1-J述兩小下加字仍然友

音，勻前面的基字結合成隻輔音:但在其他兩科坪活中情況友生了斐化， [ -r-J 勾基字結合

成同部位的塞擦音，而 [-1-J 則不同，在《松潘埠培》和《打箭妒擇培》中，保留了下加字

而脫落了前面的基字。 [-j-J 的i冀音我們目前此沒字注音已銓不大能移看出 3 科博悟之間的

區別，因方它們之間的區別己銓很小。但我相信《西番傭澤培》和另兩科澤活在懷音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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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一定區別的。值得注意的是出現在曆音后面的[手J ，已銓影吶了基本輔音的友音部位，

使其狀屠音斐方舌面音。而且几神母語都投生了此科斐化。

安隊上，在藏語中，作方前加字、上加字、基字和下加字拘成的愛輔音是非常愛眾的，

在 15 世紀的《西番偕埠培》和 17 世紀的《松潘t幸福》、《打箭妒澤培》的氾議中，它們的

交化情況也呈現出非常的愛朵狀惑。下面再列出一組例証，反映它們受化的大致情況。

表 8 多小隻輔音的情況

沒文 西番情埠培 松潘埠培 打箭妒埠t吾

藏文注音 汲字注音 藏文注音 汶宇注音 藏文控音 汶宇注音

J\ brgjad 本JL甲 brgjad 三口10- brgjad 社-'H 

打 brdolJ 本JL掠 brdolJ 功 brdolJ 董

敕渝 lUIJ bsgrags 1t ←思革刺克思 (不封座) (不肘座)

百 brgja 本几甲 brgja 甲 brgja 甲

收 bsdus ←恩菊思 bsdus 斗 (不封座)

蛇 sbrul 思←路几 sbrul 茹 sbrul 木慮

蜜 sbraIJ rtsi 思←郎JL即 sbraIJ rtsi 郎茲 sbraIJ rtsi 波即

贊美 bstod pa ←思寺要 stod pa 寺要 (不財座)

LJ主 bsgrub ←思谷路 sgrub pa 准 (不封座)

以上 9 小例証大体反映了多小輔音字母結合而成的三舍和四合隻輔音在《西番情澤梧》

中的情況。其中三合菱輔音較多，它仍然保留在現在安多方言牧區活的口語里，四合隻輔

音仗有 2 例，即“教渝"和“修" 2 祠，目前已詮在口語很少見了，另兩↑向“八"和“百"

也座咳算四合隻輔音，因均注音“甲"字本身包含了舌根油塞音+日]拘成的隻輔音。遠矣

四合的愛輔音掘現在拉站克一帝的藏語里仍然保留著。述說明，藏語的隻輔音硝妥是客現

存在的一小基本事裳。

2. 在逛一小哲里，我們再來看看后加字和重后加字的情況。藏文的后加字和重后加字，

相當于汶藏語系培言里的商尾。藏文的后加字有 10 小，大部分在現代方吉中注友音，它們

是: [bJ 、 [dJ 、 [gJ 、 [mJ 、 [nJ 、[lJJ 、 [rJ 、[l]、 [sJ 、[且]。此外運有重后加字。下面拙

本出若干姐例証，看看反映輔音齣尾的后加字在各科澤活中的i袁音情況。

表 9 [﹒蚓、 [-dJ 、 [-gJ等后加字的旗音情況

沒J足 西番偕悸培 松潘澤活 打箭妒埠活

藏文注音 汶宇注音 藏文注音 沒字注音 藏文注音 沒字注音

牌 phub 朴 phub 仆 phub 朴
西 nub 奴 nub 奴 nub 奴
后 rgjab JL 甲 rgjab 甲 rgjab 交

八 brgjad 本JL甲 brgjad 三口七 brgjad 結
蓮花 padma 百麻 padma 百麻 padma 百麻

你 油dod 部 khjod 部 khjod 部

眼 mlg 迷 mlg 迷 mlg 迷

手 lag 刺 lag pa 納巴 lag pa 納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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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 I khrag I 克刺 I khrag I 插 |油問 |剎

首先，藏活中的塞音齣尾JA藏文所用字母來看，是油的。但它肘恆的是現在藏緬語族

培言里的清塞音齣尾。那么藏文的塞音齣尾在文宇創制肘期到成是油足是清?昆是有清、

油兩套?有的字者著文主人方，古藏文中的塞音齣尾分靖、出兩套。 12 但以藏緬活族太多數

活言未看，似乎不支持述科視法。因方藏梧的塞音齣尾勾藏緬語族培吉旦的清塞音齣尾封

恆。間肘沒有任何怔掘表明原始藏緬語族語言塞音齣尾分清、油兩套。因此，我們暫且把

藏語里的塞音齣尾都看成是清的。紙上面汲字注音未看，似乎[b] 、 [d] 、 [g]三小曲尾都已銓

在所有的洋活中消失，但我令人均速仗仗是一神假象，因方塞音齣尾勻戶母不同，它赴在音

帶的末尾，只成阻，充除阻，昕賞上不明壘，氾汞肘容易被忽略。 JA安多方言牧區活未看，

几乎所有安多方言的牧區活現在仍然保留塞音齣尾，我們可以斷定， ((西番惜埠福》當肘肯

定保留所有的塞音齣尾，而《松潘埠培》和《打箭妒擇培》就不好現了，如果《松潘埠培》

t己汞的是安多方言的寂匠活，也座i亥保留塞音齣尾，如果是逛一帶的康方言，那很可能塞

音齣尾己詮消失或接近消失。另外一小理由是，主自i亥塞音齣尾后面出現重后加宇[s]肘，塞

音齣尾就出現除阻，因此昕賞上比較明星，坪培氾是者也就能移氾汞出塞音齣尾末。例如:

表 10

沒文 西番情埠培 松潘埠培 打箭妒澤活

藏文注音 汶字注音 藏文注音 汶字注音 藏文注音 汲字注音

L口a stegs 思操克思 stegs 據 (不封座)

傘 gdugs 生己毒克思 gdugs 斗 gdugs 斗

缺 ltçags 失乍克思 ltçags 乍 ltçags 噎

刀鞘 gri çubs 革梨數←思 gri çubs 直收 gri çubs 只手
到 slebs 思、列←思 slebs 旁 slebs 列

開 自thibs 恩替←思 fithibs 偷 (不封座〉

紙上表可以看到，出現在愛輔音齣尾中的塞音齣尾全部都有注音，其中舌根塞音齣尾

用“克"注音，攻曆塞音齣尾用“卡"注音。述JA側面証明了《西番情澤活》肘期，塞音

齣尾是投音的。

表 11 [-mJ 、 [-nJ 、[-IJJ等后加字的滾音情況

浪又 西番偕澤i吾 松潘澤培 打箭妒埠培

藏文注音 汲宇注音 藏文注音 沒字注音 藏文注音 汶字注音

天 gn紅n 其佳 gnam 准 gnam 浪

靴 lham 失濫 lham 項 lham 康

一
一

gsum 過 gsum 送 gsum 桑

d心 sems 錢思 sems 桑 sems 桑

秋 ston 思段 ston 段 ston 段

前 mdun 母敦 mdun 敦 mdun 頓

七 bdun ←敦 bdun 頓 bdun 頓

夙 rlUIJ 弄 rlUIJ 弄 rlUIJ 弄

胸 braIJ ←郎 braIJ 裝 br呵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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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 I mdU1J I 母家 I mdU1J I 掠 I (不封座)
紙上表中埠梧的汲宇注音來看，已設分不出 [mJ 、 [nJ 、 [IJJ 等不向部位的鼻音齣尾呆

了，其中包括鼻音齣尾后面帶 [-sJ 的愛輔音齣尾也同祥，如表中的“心"字厲于送手中情況。

但我們仍然杯疑《西番惜埠培》氾汞肘期，藏語的鼻音齣尾座法是保留 [mJ 、 [nJ 、 [IJJ 三

分法的，特別是安多方吉牧區活更陸誠如此，因方藏語安多方言牧區活至今仍然保留著鼻

音齣尾三分的安隊i袁音，而在 500 年前的藏梧的安多方言不大可能混滑述三科齣尾系統。

我們推測之所以在埠活沒宇注音中金出現三者混淆的情況，仍然是因均住音者未忠寞地區

分它們細微的差別之故。而《松潘埠培》和《打箭妒澤語》的鼻音齣尾的情況就比較准判

斷了。按理說，安多方言寂區活在 200 多年前也座法保留鼻音曲尾的三分狀況，而康方言

的商尾情況就可能陪縷合井，并向元音鼻化的方向友展了。

表 12 [-rJ 、[-1]、 [-sJ等后加字的法音情況

沒文 西番情坪i吾 松潘擇培 打箭妒埠語

藏文注音 沒字注音 藏文注音 汶字注音 藏文注音 汶字注音

金 gser 黑謝几 gser 色 gser 謝JL

家 cpar 廈JL cpar 廈 cpar 沙JL

雨 tcphar pa 岔JL要 tcphar pa 岔JL瓦 tcphar pa 岔要

全 rdul JL毒耳 rdul 毒 rdul 毒耳

露 zil pa 席耳墨 zil pa 席耳要 zil pa 故耳要

枝 yal ga 牙耳葛 yal ga 牙噶 yal ga 卅噶

身体 lus 路思 lus 路 lus 慮

.!阿缸， rus pa 路思要 rus pa 肉要 rus pa 入巴
一 g1),IS 逆思 g1),IS 利 g1),IS 逆

寬 Jags 羊思 Jags 祥 Jags 羊
上表中 10 小例t正主要反映 [-rJ 、[-1]、 [-sJ 三令后加字作齣尾的情況。可以看到，在《西

番情i華清》的汶字注音中述三小齣尾都保留，它們用“JL" 注 [-rJ 齣尾，用“耳"字注[ -1] 

齣尾，用“忠"字注藏文后加字和重后加字的 [-sJ 齣尾。我們現在不清楚的是，對肘《西

番惜i華語》的注音者是否有意要用兩小不同的汶字“耳"和“JL" 區別作方顫音的 [-rJ 和

作方地音的[-1] ，連是仗仗一科巧合?目前不得而知。至于其它兩神擇梧的注音，除了 [-sJ

齣尾己詮沒有任何痕迎外， [-rJ 、[-1]兩小齣尾似乎吋有肘元，看不出它們注音的規律。

此外， [且]作方后加字句作方前加字的作用是不同的，在遠里它安綜上仗起卉音哲收尾

的作用，并不代表什么音，述里就不遊一步拳例分析它了。

四余i~

西番澤i吾所反映的藏培仗仗是 500 多年未藏梧的一小側面，但送小側面充洽在福音、

向1仁和活法等方面的特寫都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因方遠是藏語斐化比較迅速的一段肘期。

其特店、是方言分化f大，接受其它民族語言的影吶加劇，等等。由于篇幅限制，遠里仗仗

i才拾了由前加字、上加字、基字和下加字拘成的愛輔音以及由后加字、重后加字拘成的齣

尾問題，并特 3 神不同肘期、不同地區和不同方言士梧的海活避行了初步的比較研究，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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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参照了当代藏语的调查研究结果。其目的就是要说明，藏语在这 500 多年来，究竟发

生了哪些变化。

尽管译语的两种注音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不得不使我们在分析问题及下结论时非常

谨慎小心，但它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份了解 500 多年前某一时期、某一地点的藏语的轮廓

面貌。使我们对藏语语音演变的历史脉络增加了一份实实在在的证据。我想，以下几点是

值得引起注意的。

第一，现代藏语的辅音系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很少见到四合复辅音了，卫

藏方言里的复辅音已经消失，康方言也仅仅留下带前置鼻冠的复辅音，惟有安多方言目前

还保留部分复辅音的残迹，但也己经发生了明显的简化现象。 7 世纪的古藏文是否是当时

的实际语音面貌，一直缺乏科学的论证，藏语在历史上是否确实存在过如此丰富的二合、

三合、四合复辅音，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疑问。现在我们看到了译语的资料，虽然在译语中

四合复辅音仅仅出现数例，但藏文前加字、上加字、下加宇等在一定条件下都发其字母所

代表的音这一点，表明藏文的语音结构是客观存在的语音事实，这为中古藏语复辅音系统

的构拟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也为藏语的近代演变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份重要的实物资料。从

另一个侧面可以基本上肯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设计的藏文国际音标转写系统，

大体反映了 7 世纪藏文的实际读音情况。

第二，藏文的后加字代表了藏语的韵尾系统。虽然注音并不十分准确，但我们仍然可

以从中了解到藏语不仅有汉藏语系通常都有的塞音韵尾和鼻音韵尾，还有边音韵尾、颤音

韵尾和擦音韵尾。在现代藏语里，擦音韵尾已经基本上完全消失，尤其是藏文的重后加宇

[-sJ ，仅仅从方言声调分化的区别性特征中，从亲属语言的语音对应中，或者从相邻民族

语言的藏语借词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擦音韵尾和复辅音韵尾的一些蛛丝马迹。但是，我们

在译语的汉字注音中，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它的客观存在。通过藏语以及藏缅语族语言的

对应资料，我们可以大胆拟测原始汉藏语的擦音韵尾系统以及与擦音韵尾相关的语音问题。

第三，关于译语的种类和版本问题，我也想发表一点我个人的看法。前面提到的龙威

秘书本中的《西番译语>>，根据我反复的校核，它实际上是西田龙雄所著《西番馆译语研究》

中提到的由明永乐年间翰林院提督四译馆大常寺少卿陈履平订的《西番馆译语》中杂字的

主干部分。这部分杂宇共有 740 条 l3，分天文门 (44 条)、地理门 (52 条)、时令门 (36

条)、人物门 (60 条)、身体门 (36 条)、宫室门 (20 条)、器用门 (56 条)、饮食门 (22

条〉、衣服门 (24 条〉、声色门(14 条〉、经部门 (20 条〉、文史门(14 条〉、方隅门(14

条〉、花木门(18 条)、鸟兽门 (50 条〉、珍宝门(18 条)、香药门 (32 条)、数目门 (22

条)、人事门( 110 条)、通用门 (78 条〉等 20 个语义门类，每个门类的词目、条目的多少、

内容都大同小异，连注音所用的汉字、藏文都基本一致。所不同的《西番馆译语》后来又

增订了 224 条，原有的语义门类除宫室门、方隅门和人事门没有增补以外，其余 17 个门类

都有不同数量的增补。因此我怀疑龙威秘书本《西番译语》是明代《西番馆译语》杂字主

干部分的盗版本。

第四，明代《西番馆译语》除了杂字以外，还有来文共 30 篇，内容大都是各地藏区的

士司、头人或寺庙给中央政府的奏章，这些来往文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藏区地方政府与中

央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也是研究藏语文词汇、语法的重要参考资料。清代的 9

种《西番译语>) (ep) 11 1一)11 9)' 只有杂字，没有来文，杂字的每个门类的词目、条目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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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内容都与明代《西番馆译语》杂字的主干部分相同。只是记录的地点和注音不同罢了。

我认为，华夷译语其中包括西番译语是明清时代留给我们一份十分重要的少数民族语言的

文献资料，值得我们重视，应该组织人员进行整理并加以深入研究。

附洼

1 白滨、史金波、卢勋、高文德编《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 年。

2 冯蒸在《文物)) 1982 年第 2 期上，刊登了题为("华夷译语"调查记>>，对清代四译馆所记录的西番译语

(该文称川番译语〉做了不正确的推断，而此前，本人曾对这些译语的分布、特点、与现存语言的关系，

进行了长时间的实地调查.为了匡E该文有关西番译语推断的谬误，特作《西番译语考辩))，此文后来

又转载于与西田龙雄合作的《白马译语研究》中。

3 见西田龙雄《西番馆译语研究))，日本松香堂 1970 年。

4 冯蒸<<"华夷译语"调查记))， <文物>> 1982 年第 2 期。

5 在核对各种译语的过程中，发现译语错误的性质是各种各样的。有传抄过程中笔误的，有错行的，有张

冠李戴的，有某种译语的上半部分接抄另一种译语下半部分的，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6 关于龙威秘书本西番译语的问题，我将对该书的版本在本文的余论部分作详细讨论。

7 关于)11 1 、 )11 2......等编号，因这些译语均分布在四)11 ，故J马蒸在<<"华夷译语"调查记》一文中将其编

序，以利讨论，本文沿用之.

8 见孙伯君《从〈西番译语〉看藏语安多方言辅音韵尾的演化))， <<民族语文>> 1997 年第 6 期，第 58-62 页.

9 详情请参阅西田龙雄、孙宏开《白马译语研究》第 41 页，日本京都松香堂 1991 年。此段文字是西回龙

雄先生执笔写的。

10 该文刊载于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 7 卷，第 85一174 页， 1963 年.

11 此处所用藏文注音是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设计的藏文国际音标转写。我个人认为，这种转

写除个别字母需再斟酌外，基本上反映了我们对藏文创制时期当时语音的拟测.特此说明.

12 见张济)11 <<古藏语塞音韵尾读音初探))， <<民族语文)) 1982 年第 6 期，第 17 页。

13 顺便说明一点，清乾隆年以后所记录的各种西番译语(只有杂字，没有来文)，除了记录的地点不同外，

其语义分类、各类条目数量、词目内容基本上与明代所记录的译语主干部分(即前 740 条)基本一致，

因此，对照研究十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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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後言已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 ((中圈捂文研究)} 2∞2 年第 1 期又如期舆大家克面了。去年本

刊新一期出版以後，得到作者和自由者的一致赞罄。遣固然是封我伺所做的工作的肯定，同

恃又是一穰激励和鞭策。

由于篇幅的局限，部分的稿和柬稿尚不能在本期上及峙登出，谨向有拥作者表示歉意。

本期稿件的蝙辑、排版和校蜀，得到北京语言文化大事语言研究所的趟日新博士、王

正刚先生、高瞬虹博士、高海洋先以及北京语言文化大事研究生王文膀、强世方、强燕束、

包旭玲等同事的大力楠助，北京梧言文化大事的方立教授胃助我伺蕃定了英文目姆，在此

撞致高分谢意。

附一:更正

本刊 2001 年第 1 期梅祖麟《我的事思匮程》一文中的人名"吴大钩"廊作"吴大峻"，

"割绍明"膳作"割铅铭"，特此更正。

附二:本刊前睛方式

除了可向喜店系统前膳本刊以外，香港及海外精者可直接向香港中文大事吴多泰中圃

捂文研究中心前腊，大隆葫者可直接向北京语言文化大事语言研究所前腾。每期定债:港

瞥 50 元或美元 8 元，平部部费在内(大陆售债精向北京语言文化大事梧言研究所查掏)。

地址:

(一)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事中圈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圃吉普文研究中心，雹话:

(00852)26097392 , E-mail: clrc@cuhk.edu.l汰。

(二)大隆: 100083 北京市海搬匾事院路 15 唬北京梧言文化大事语言研究所，雷话:

(0086)10-82303575 , E-mail: gaoxh@blcu.edu.cn ，聊系人:高瞬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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