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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语常用金属词探究———以金、银、铜、铁为例
熊　 姣

(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ꎬ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００)

摘　 要:彝语有“金”“银”“铜”“铁”四个金属常用词ꎬ这些词可以指金属元素ꎬ又可以指价值ꎻ还可以和一些语素或词搭配指

颜色ꎮ 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ꎬ通过对比彝语六大方言区四个常用金属词语音和语义的异同ꎬ并和藏缅语族其他亲属

语言进行比较ꎬ尝试对彝语这些常用金属词进行探究并对其词源进行探讨ꎬ同时将这些金属词与之对应的颜色词进行比较ꎬ
一方面揭示彝语方言内部一些语音的历史演变规律ꎬ为亲属语言的比较研究提供一些借鉴意义ꎻ另一方面也展现出彝族在金

属理解上具有特色的民族文化和独特的思维模式ꎮ
关键词:彝语ꎻ金属词ꎻ颜色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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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ꎬ有北部、东
部、南部、东南部、西部、中部六大方言ꎮ 五金指金、
银、铜、铁、锡五种金属ꎬ其中以金、银、铜、铁最为常

用ꎬ根据各金属在外观上的不同ꎬ加上对应的颜色
词以进行区别:黄金、白银、赤铜、黑铁ꎮ 通过对这
些金属词进行探究并探讨其词源ꎬ同时将其与颜色

词进行比较ꎮ

一、彝语常用金属词———“金”

(一)彝语方言与藏缅语族语言中的“金”
“金”这个金属词在彝语六大方言中有不同的

语音形式:北部方言(喜德) ʂɿ３３、西部方言(巍山)
ʂɑ５５、中部方言(南华)ʂə３３、东部方言(武定) ʂɔ３３、东

南部方言(撒尼)ʂʐ４４、南部方言(墨江)ｓɛ５５ [１－２]ꎮ 除
南部方言“金”的辅音声母为舌尖前清擦音 ｓꎬ其他
五大方言都为舌尖后清擦音 ʂꎮ 通过比较藏缅语族

内“金”的语音形式ꎬ发现舌尖前清擦音 ｓ 和舌尖后
清擦音 ʂ 在藏语支、羌语支语言中都能找到源头ꎬｓ
如:藏语(书面语) ɡｓｅｒ、藏语(拉萨) ｓｅ:５５、藏语(夏
河)ｈｓｅｒ、藏语(阿力克) ɣｓｅｒ、墨脱门巴 ｓｅｒ、嘉戎语
ｋｈｓəｒ、道孚语 ｘｓｅｒꎻʂ 如:羌语 ʂｑｕ、扎坝语 ʂȵʌ５５ꎮ 但
在彝语中“金”的语音形式只能有一个更古老的形

式ꎬ通过比较彝语六大方言区“金”的读音ꎬ发现辅
音是舌尖后清擦音 ʂ 占大多数ꎬ所以我们认为彝语
中“金”辅音声母 ʂ 为较早形式ꎬｓ 则是后来演变来

的ꎬ而声母 ʂ 的源头很可能是由于羌语支语言(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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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ʂｑｕ、扎坝语 ʂȵʌ５５)复辅音声母脱落后置辅音得
来的ꎬ所以构拟:∗ʂｑ－>∗ʂ、∗ʂȵ－>∗ʂꎮ 在整个藏
缅语族语言内“金”和“黄”也属于同源词ꎬ参考前人
研究ꎬ可构拟为∗ｋ－ｓｅｒꎬ与“黄金”为同根词[２]ꎮ
(二)彝语金属词“金”和颜色词“黄”

彝语的金属词“金”和颜色词“黄”在语音和语
义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ꎮ

语音方面:彝语各方言中ꎬ“金”和“黄”的读音
几乎一样ꎬ只是在北部方言(喜德)中“黄”在“金”
的语音形式前面多了一个前缀 ａꎬ变成了双音节 ɑ３３

ʂɿ３３在东南方言(撒尼)中也变成了双音节 ʂʐ̩４４ ｌæ３３ꎮ
这些词双音节化也是语音音变的趋势ꎬ方便口头交
流ꎬ也符合人们的听觉感受ꎬ其中 ɑ 在构词上可以构
成名词和形容词ꎬ构形上可以表示多类的语法形
式ꎮ 这也给我们确定“黄”和“金”谁更早确定提供
了依据ꎬ“黄”出现了双音节化也在一定意义上说明
先有了“金”这种实物ꎬ颜色词“黄”是在其后产生
的ꎮ 戴庆厦也在«彝语支颜色词试析»一文中指出
先有具体的实物名称而后才有抽象名称ꎬ这是符合
思维规律和词汇发展规律的[３]ꎮ

综上ꎬ彝语 “金” 和 “黄” 同词ꎬ “金” 先产生ꎬ
“黄”后产生ꎮ 且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构拟出:∗ʂｑ
－或∗ʂȵ－>∗ʂ－>∗ｓ－ꎮ

语义方面:“金”主要指金子ꎬ本身属于一种金
属ꎬ颜色呈赤黄ꎬ所以也称黄金ꎮ 金可以表示金钱
货币ꎬ也可表示金属元素和颜色ꎮ 在颜色方面ꎬ金
其实也是黄色ꎬ或者说是黄色的一种ꎮ 金子外观带
有金光ꎬ所以金所具有的本质属性就决定了它和黄
色就息息相关ꎮ 在古代ꎬ欧洲的炼丹家们用太阳来
表示金ꎬ因为金子像太阳一样ꎬ闪耀着金色的光辉ꎮ
在我国古代ꎬ则用黄金、白银、赤铜、青铅、黑铁这样
的名字ꎬ鲜明地区别各种金属在外观上的不同[４]ꎮ
金颜色呈现色黄ꎬ所以金也就被用来隐喻为黄色ꎬ
如:金榜、金瓜、金黄、金星等ꎮ 在彝语中存在相似
现象ꎬ如金箔 ʂɿ４４ ｔɕｏ３３ꎬ黄金 ɑ３３ ʂɿ３３ꎬ金条 ʂɿ３３ｄａ３３等
等ꎬ这些以金作定语修饰的词都有颜色呈黄色的共
性ꎮ 彝族作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民族ꎬ由于地理地
势原因ꎬ他们的粮食作物以土豆、玉米和水稻为主ꎬ
所以丰收之时大地都是满满的金黄色ꎬ是他们向往
和开心的事ꎬ金和黄也就象征着丰收之意ꎮ 另外ꎬ
由于金本身的特性ꎬ在彝族人们心中还有珍视、华
贵、漂亮之意ꎮ

二、彝语常用金属词———“银”

(一)彝语方言与藏缅语族语言中的“银”
“银”这个金属词在彝语六大方言中有不同的

语音形式:北部方言(喜德) ｔɕｈｕ３３、西部方言(巍山)
ｆｕ̪５５、中部方言(南华) Ｐｈｙｏ３３、东部方言(武定) ʈｈ
ｖ̩３３、东南部方言(撒尼) ɬ ｚ̩３３、南部方言(墨江) ｔｈｕ５５ꎮ
通过比较ꎬ“银”在彝语各方言中的读音差异较大ꎬ
其中辅音声母的区别大ꎬ分化较为明显ꎮ 历史比较

语言学中ꎬ如果语义相同或相近ꎬ语音上有完整且

系统的对应关系(表 １)ꎮ
表 １　 彝语方言内部辅音声母对应表

词
彝语方例

喜德 巍山 南华 武定 撒尼 墨江

银 ｔɕｈｕ３３ / ｔｈｕ３３ ｆｕ̪５５ Ｐｈｙｏ３３ ʈｈｖ̩３３ ɬｚ̩３３ ｔｈｕ５５

白 ａ３３ ｔɕｈｕ３３ ｆｕ̪５５ Ｐｈｙｏ３３ ʈｈｖ̩３３ ɬｚ̩３３ ｔｈｕ５５

拆 ｔɕｈｏ３３ ｔｈｉ３３ ｔｈｅ３３ ʈｈｅ３３ ｔɬｅ４４ ｔｈｅ３３

蛋 ȶɕｈｉ２１ ｆｕ̪３３ ｘｕ３３ ɬｕ２ ɬɒ３３ｍɒ３３ ｆｕ２１

　 　 由表 １ꎬ彝语北部方言和其他方言的辅音声母

存在塞擦音、舌尖音以及舌边音的对应ꎮ 其中ꎬ以
喜德为中心的凉山彝语北部方言舌面塞擦音对音

其他方言的擦音ꎮ 另外ꎬ在彝语支语言和藏语中也

存在类似的对应[７]ꎮ
通过与藏缅语族语言“银”的读音进行比较ꎬ彝

语各方言“银”的辅音声母的分化路径或不相同ꎮ
藏语(书面语)“银”为 ｄŋｕｌꎬ且藏语支羌语支缅语支

一些语言“银”的辅音声母都属于一个前置辅音＋舌
面后鼻浊音 ŋ＋后置辅音复辅音形式ꎬ但这一演变轨

迹只留存于彝语支其他一少部分语言中ꎬ如纳西语

ŋｖ̩２１、纳木兹 ŋｕ５５ꎮ 彝语支内部有一条演变轨迹ꎬ复
辅音声母 ｐｈ＋Ｃꎬ如彝语(南华) ｐｈｙｏ３３、哈尼语(绿
春)ｐｈｊｕ５５、基诺语 ｐｈｒｕ４２ꎻ慢慢复辅音脱落ꎬ变为单

辅音ꎬ如傈僳语 ｐｈｕ３３、拉祜语 ｐｈｕ３３ꎮ 所以进行构

拟:∗ｐｈｙ / ｐｈｊ / ｐｈｒ－>∗ｐｈ－>ｐｈ－ꎮ
藏缅语的羌、彝、载瓦、景颇诸语同源ꎬ可构拟

为∗ｐｈｒｕʔꎻ藏语 ｋａ５５ 和门巴语等藏语支其他语言

同源 (构拟为 ∗ ｋａｒ)ꎬ 可能与 “星星” ∗ ｓ － ｋａｒ
同根[７]ꎮ
(二)彝语金属词“银”和颜色词“白”

通过表 １ 中我们能看出ꎬ在彝语中ꎬ银和白的读

音几乎一模一样ꎬ属于同形同音异义词ꎬ且这种现

象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ꎬ在各种语言中都存

在ꎮ 彝语金属词“银”和颜色词“白”的读音ꎬ除了五

个方言区一模一样的单音节读音外ꎬ彝语北部方言

的颜色词“白”的读音是带有前缀 ａ 的双音节形式ꎬ
说明彝语各方言内语音双音节化的进化程度不同ꎬ
北部方言双音节进程速度快ꎬ其他方言区较慢ꎮ

在相同的读音中“银子”是本义ꎬ而“白色”应该

是引申义ꎮ 银本身也是一种金属ꎬ颜色为白色ꎬ所

６



第 ３ 期 熊　 姣:彝语常用金属词探究———以金、银、铜、铁为例

以也叫白银ꎮ 银子除了有钱财的意思外ꎬ彝族人民

还赋予其纯洁高尚之意ꎬ和白色所象征的美丽、纯
洁、勤劳之意不谋而合ꎮ 银和白在彝语为同一个

词ꎬ被赋予洁净、纯洁之意[６]ꎮ 日常生活中银饰被

彝族人们长期佩戴ꎬ认为有美观、祈福、保健的作

用ꎻ在宗教生活中ꎬ毕摩主持的祭祀仪式中很多是

白色的ꎬ这与彝族人们崇尚白色的观念有关ꎻ银装

在祖灵筒里就有为祖先接骨之意ꎬ这些都是彝族特

有的民族文化ꎮ 另外ꎬ在彝语中“白”代表正确、好、
不严重ꎮ 如 ｇａ３３是路的意思ꎬ加上 ｔｃｈｕ３３ “白”指正

路ꎬｐｈɯ３３是疟疾之义ꎬ加上 ｔｃｈｕ３３“白”指轻疟疾ꎮ

三、彝语常用金属词———“铜”

(一)彝语方言与藏缅语族语言中的“铜”
基本金属词“铜”在彝语各方言的语音形式为:

北部方言(喜德) ｄʑɿ３３、西部方言(巍山) ɡɯ２１、中部

方言(南华)ｄʑｉ２１、东部方言(武定) ｄʑｉ３３、东南部方

言(撒尼)ｄｚｚ̊１１、南部方言(墨江)ｄʑｉ３３ꎮ
通过比较彝语六大方言“铜”的语音形式ꎬ我们

发现其中大部分的辅音声母为舌面前不送气浊塞

擦音 ｄʑꎬ也有相同发音方法发音部位前后差异的辅

音 ｄｚꎬ这条线在现代彝语中保存的较为完整ꎬ在羌

语支和景颇语支中能够找到其源头ꎬ如羌语“铜”
ｄʐıɕıꎬ阿侬怒语“铜”ｄｚɿ３１ / ｄʑｉ３１ꎬ且很明显可以看出

演变差异微乎其微ꎮ 另外一条发展轨迹由彝语西

部方言(巍山)ɡɯ２１进行探索ꎬ这条轨迹主要出现在

缅语支和彝语支内ꎬ如怒苏怒语“铜”ɡɹｉ５５、哈尼语(绿
春)“铜”ɡɯ３１ꎬ除此之外ꎬ还有同发音部位的辅音声

母也主要留存于缅语支和彝语支语言内ꎬ如缅语(书
面语)ｋｒｅ３、载瓦语 ｋｊｉ２１、波拉语 ｋｊｉ３１、勒期语 ｋｊｅｉ３３、
哈尼语(墨江)ｋɯ３１、拉祜语 ｋɯ５３、基诺语 ｋｉ４４等ꎬ且
这一轨迹的源头也许就是缅语(书面语)ꎮ 比较藏

语“刀” ｇｒｉꎬ克钦语“黄铜、铜、锡” ｍｅｇｒｉꎬ缅语“铜”
ｋｒｅꎬ发现藏语“刀”和“铜”其实属于同族词ꎬ这一词

族最早的含义是“铜”ꎬ铜制成刀之后ꎬ兼指铜刀[８]ꎮ
(二)彝语金属词“铜”和颜色词“赤”

«辞源» (１９８３)记载:铜ꎬ古谓之赤金ꎮ 赤作为

颜色词ꎬ指比朱红稍浅的颜色ꎬ也泛指红色ꎬ火的颜

色ꎮ 所以铜是一种颜色呈赤红的金属ꎬ也叫赤铜或

者红铜ꎮ 彝族是尚火的民族ꎬ火贯穿着彝族人民的

一生ꎬ在彝族人民生活中无处不在ꎮ 从古到今ꎬ从
丰富多彩的关于火的神话到盛况依旧的火把节ꎬ火
给彝族人民带来的是希望、是寄托、是幸福ꎮ 赤是

一种红色ꎬ在彝族生活中ꎬ红色象征着一种热情开

放的性格ꎻ在彝族宗教典籍中ꎬ红色象征着辟邪ꎬ

“鸡吃红米不拦路”指红色辟邪、解除阻碍的作用ꎮ
而说到“铜”ꎬ由于铜本身坚固的属性ꎬ所以也常被

用来象征坚固稳定之意ꎬ彝族认为铜有着神权、神
力的作用ꎮ 他们对铜也有着特别的情感ꎬ神圣敬仰

之意ꎬ特别是体现在宗教生活中ꎬ认为铜有驱邪、除
污、避雷等功能ꎬ常常将铜运用于仪式咒语和仪式

法器中[９]ꎮ 所以比较了彝语铜和赤(红)的语音和

语义关系ꎬ语音关系上并没有太大联系ꎬ反而“铜”
和“刀”关联较大ꎬ铜和赤的联系重点体现在语义关

系上ꎬ铜和赤(红)在彝族有着特殊的作用ꎬ都有防

御抵抗之意ꎮ

四、彝语常用金属词———“铁”

(一)彝语方言与藏缅语言中的“铁”
金属词“铁”在彝语各大方言中有不同的语音

形式:北部方言(喜德) ʂɯ３３( ｄｕ３３ )、西部方言(巍

山)ɕｙ５５、中部方言(南华) ｘɯ３３、东部方言(武定)
ɕｅ１１、东 南 部 方 言 ( 撒 尼 ) ｘɯ３３、 南 部 方 言 ( 墨

江)ɕｅ２１ꎮ
“铁”在彝语六大方言中辅音声母的发音方法

一样ꎬ都属于清擦音ꎬ只是发音前后有不同ꎮ 其中ꎬ
比例最多的是舌面前清擦音 ɕꎬ在藏缅语族语言中

比较不难发现藏语(书面语) ıｔɕａɡｓ 就是其源头ꎬ且
也广泛分布在其他藏缅语族语言中ꎬ如藏语(拉萨)
ｔɕａ５２、藏语(巴塘)ｔɕɑˀ５３、普米语(九龙)ɕ ｅ~ ５５ ５５、却域

语 ɕｏ５５、扎坝语 ɕｉ５５、独龙语 ɕɑｍ５３等ꎬ构拟得出:∗
ıｔɕ－>∗ｔɕ－>ɕ－ꎮ 彝语北部方言(喜德) ʂɯ３３(ｄｕ３３)
出现的辅音声母 ʂ 也许是另一条轨迹ꎬ在羌语支和

缅语支语言中找到线索ꎬ如羌语 ｓｕ:┘ｍｕ、普米语(兰
坪)ʂ ə~ ５５、阿昌语 ʂ ａｍ５５等等ꎮ 彝语中部方言(南华)
和东南部方言(撒尼)ｘɯ３３的读音一模一样ꎬ能看出

两者关系近ꎮ
(二)彝语金属词“铁”和工具词“刀”

铁是一种黑色金属ꎬ一般称黑铁ꎮ 但比较彝语

“铁”和“黑”的读音ꎬ并无联系ꎬ反而比较藏缅语族

语言的“铁”和“刀”能发现其中的联系ꎮ
铁:藏(夏河) ｈｔɕａχ 　 藏 (阿力克) ｒｔɕａｋ 独龙

ɕɑｍ５３载瓦 ʃａｍ５１ ｔｏˀ５５ 　 浪速 ʃ ɛ~ ３１ ｔɔˀ５５ 　 波拉 ｔａˀ５５ /
ʃɛ~ ５５ ｔａˀ５５

刀:藏(夏河) ｔɕə　 藏(阿力克) ｔɕə / ｃçə　 独龙

ɕɑｍ５３ 　 载瓦 ʃａｍ５１ 　 浪速　 ʃɛ~ ３１ 　 波拉　 ʃɛ~ ５５ [１]

以上罗列的关于部分藏缅语族语言内铁和刀

的读音ꎬ发现它们有同源关系ꎬ读音一模一样的有

独龙语ꎬ而载瓦语、浪速语、波拉语“铜”的读音是在
(下转第 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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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平台ꎬ充分发挥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号、论坛、贴吧等网络平台的覆盖优势ꎬ提升线上

宣传队伍的专业素质ꎬ开设网络“四史”学习专项

版块ꎬ创新“四史”教育的网络表达方式ꎬ以新颖生

动的方式再现学习内容ꎬ使大学生在喜闻乐见的

传播方式中接受历史知识的学习ꎬ增强对“四史”
教育的认同感ꎬ自觉成为“四史”知识的传播者和

践行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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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的读音后加上了一个后缀ꎬ变成了双音节ꎬ在
追溯藏语读音ꎬ也是有一定的关联ꎮ 在语义方面的

联系可以从物质成分说起ꎬ刀最初由石刀和青铜做

成ꎬ逐步以铁为材料ꎬ先把铁烧红ꎬ再进行捶打加

工ꎬ变为刀形ꎬ在冷水中浸泡ꎮ 所以ꎬ铁和刀不仅在

语音ꎬ在语义上也有着密切联系ꎬ这就不难判定他

们的同源关系了ꎮ

五、结语

常用金属词“金”“银”“铜”“铁”是藏缅语族语

言中的核心词汇ꎮ 以彝语常用金属词为研究对象ꎬ

从语音和语义都进行了研究和探源ꎬ横向与纵向乃

至与藏缅语族语言内进行比较ꎬ找出其中深层的联

系和源头ꎮ 通过比较研究得出以下结论:黄金、白
银、赤铜、黑铁说明金属词和颜色词之间有着一定

的联系ꎮ 彝语“金”和“黄”ꎬ“银”和“白”读音相同

或相似ꎬ语义也有一定的关联ꎬ在藏缅语中属音义

相关的同族词ꎬ“铜”和“赤(红)” “铁”和“黑”虽然

没有语音上的联系ꎬ但“铜”和藏语的“刀”有着同族

词的关系ꎬ藏缅语族一些语言“刀”的语音形式和

“铁”的词根形式相同ꎬ这些语言的“刀”是由“铁”
转义而来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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