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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对比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ꎬ对布依语第一土语和第三土语的声母、韵母、声调进行共时的静态描写和对比分析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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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个良好的理解基础ꎬ提出布依语方言划分的启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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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依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ꎮ 长期

以来ꎬ布依语学界认为布依语各地的词汇、语法比

较一致ꎬ语音有差异但对应相对整齐ꎬ因此不宜划

分方言区ꎬ适宜用土语划分ꎬ即黔南土语(第一土

语)、黔中土语(第二土语)、黔西土语(第三土语)ꎮ
事实上ꎬ三个土语之间ꎬ第一土语和第二土语的语

音比较接近ꎬ第三土语与第一、第二土语的语音差

异较大ꎬ尤其是第一土语ꎮ 语音是语言传递信息的

载体ꎬ是语言研究的基础ꎮ 因此ꎬ本文选取布依语

的标准音点ꎬ即望谟县复兴镇布依语作为第一土语

的代表ꎬ镇宁扁担山布依语作为第三土语的代表ꎬ
客观描写两个土语的语音全貌和各自的特点ꎬ探究

布依语语音各要素的组合关系、聚合关系及语音系

统的发展规律ꎬ揭示两个土语的语音共性与差异ꎬ
共时对比找出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ꎬ以便人们更好

地学习和掌握布依语各土语的语音特点和发音规

律ꎬ从而进行有效的布依语语音教学和研究ꎬ为布

依语各土语的通解提供一个良好的理解基础ꎮ

一、两个土语的音系对比分析①

(一)声母系统对比分析

第一土语有 ３１ 个声母:ｐ、ｐｈ、ʔｂ、ｍ、ｆ、ｗ、ｔｓ、ｔｓｈ、
ｓ、ｚ、ｔ、ｔｈ、ʔｄ、ｎ、ｌ、ｔɕ、ｔɕｈ、ɕ、ｊ、ȵ、ｋ、ｋｈ、ｘ、ŋ、ʔ、ｐｊ、ｍｊ、
ʔｊ、ｋｗ、ŋｗ、ʔｗꎮ 第三土语有 ３２ 个声母:ｐ、ｐｈ、ʔｂ、ｍ、
ｆ、ｖ、ｔｓ、ｔｓｈ、ｓ、ｚ、ｔ、ｔｈ、ʔｄ、ɬ、ｎ、ｌ、ｔɕ、ｔɕｈ、ɕ、ｊ、ȵ、ｋ、ｋｈ、
ｘ、ɣ、ŋ、ʔ、ｐｊ、ʔｊ、ｋｗ、ŋｗ、ʔｗꎮ 具体请参见表 １ꎮ

整体来看ꎬ第一土语与第三土语的声母系统有

以下共性:塞音都有 ９ 个ꎬ有清、浊对立且对应整齐ꎻ
塞擦音只有清音形式ꎬ都有 ４ 个且对应整齐ꎻ擦音大

都有清、浊对立ꎻ鼻音都有 ４ 个、边音都只有 １ 个、唇
化音都有 ３ 个且对应整齐ꎻ浊塞音 ｂ、ｄ 和部分半元

音 ｗ、ｊ 的前面都带先喉塞音 ʔꎮ
下面举例说明两个土语声母的差异ꎬ找出它们

的对应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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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第一土语与第三土语声母发音方法对照表

　 　

发音部位　 　

塞音 塞擦音 擦音 边擦音 鼻音 边音

清 浊 清 清 浊 清 浊 浊

不送气 送气 不送气 送气

腭化音 唇化音

双唇音 第一土语 ｐ ｐｈ ʔｂ ｍ ｐｊꎬｍｊ
第三土语 ｐ ｐｈ ʔｂ ｍ ｐｊ

唇齿音 第一土语 ｆ ｗ
第三土语 ｆ ｖ

舌尖前音 第一土语 ｔｓ ｔｓｈ ｓ ｚ
第三土语 ｔｓ ｔｓｈ ｓ ｚ

舌尖中音 第一土语 ｔ ｔｈ ʔｄ ｎ ｌ
第三土语 ｔ ｔｈ ʔｄ ɬ ｎ ｌ

舌面音 第一土语 ｔɕ ｔɕｈ ɕ ｊ② ȵ
第三土语 ｔɕ ｔɕｈ ɕ ｊ ȵ

舌根音 第一土语 ｋ ｋｈ ｘ ŋ ｋｗꎬŋｗ
第三土语 ｋ ｋｈ ｘ ɣ ŋ ｋｗꎬŋｗ

喉音 第一土语 ʔ ʔｊ ʔｗ
第三土语 ʔ ʔｊ ʔｗ

　 　 由表 ２ 可见ꎬ第一土语的固有词没有送气声

母③ꎻ第三土语的固有词有送气声母ꎬ且大都分布在

第三调ꎮ
表 ２　 有无送气音声母的对应

例词 第一土语 第三土语

哭 ｔａｉ５３ ｔｈａｉ４１

讲 ｋａːｎ５３ ｋｈａｎ４１

等候 ɕａ５３ ｔｓｈａ４１

杀 ｋａ５３ ｋｈａ４１

穿戴 ｔａｎ５３ ｔｓｈａŋ４１

打雷 ｐｊａ５３ｚａｉ２４ ｐｈａ４１ｚａｉ２ １

下雨 ｔａｕ５３ｗｅｎ２４ ｔｈａｕ４１ ｆɯｎ３３

　 　 由表 ３ 可见ꎬ第一土语没有边清擦音 ɬꎬ第三土

语固有词中有边清擦音 ɬ 且与第一土语的 ｓ 对应ꎮ
表 ３　 有无边清擦音 ɬ 的对应

例词 第一土语 第三土语

淋(雨) ｓａｎ２４ ɬａｎ３３

田螺 ｓａｉ２４ ɬａｉ３３

枕头 ｔɕａｕ５３ｓｏｉ２１ ｋｈａｕ４１ɬｕｉ３１

灶 ｓａｕ３５ ɬａｕ３５

高 ｓａːŋ２４ ɬａːŋ３３

左 ｓｏｉ３１ ɬｕｉ４１

　 　 由表 ４ 可见ꎬ第一土语固有词没有塞擦音声母

ｔｓꎻ第三土语除汉语借词有塞擦音外ꎬ如“茶 ｔｓａ３１”ꎬ
固有词中也有塞擦音声母ꎬ如 “玩耍 ｔｓａŋ３１ ” “买

ｔｓｅｉ４１”ꎻ第三土语的塞擦音声母 ｔɕ、ｔｓ 在第一土语中

读成 ɕꎬ第一土语的擦音与第三土语同部位的塞擦

音相对应ꎮ

表 ４　 塞擦音和擦音的对应

例词 第一土语 第三土语

黄牛 ɕｉə２１ ｔɕｉ３１

融化 ɕｉə３３ ｔɕｉ１３

墙 ɕｉａŋ２１ ｔɕｉŋ３１

世代 ɕａːｕ２１ ｔɕｉｕ１３

钱 ɕｅｎ２１ ｔɕｉａｎ３１

茶 ɕａ２１ ｔｓａ３１

玩耍 ɕａｍ２１ ｔｓａŋ３１

买 ɕｅ３１ ｔｓｅｉ４１

　 　 由表 ５ 可见ꎬ第一土语的 ｆ、ｗ 和第三土语的 ｆ、ｖ
的调类对应不一致ꎻ第一土语的 ｗ 和第三土语的 ｖ
都没有区别语义的作用ꎬ但第一土语普遍读 ｗꎬ第三

土语普遍读 ｖꎮ
表 ５　 ｆ、ｗ(ｖ)的分合及对应

例词 第一土语 第三土语

铁 ｆａ２１ ｖａ２１

火 ｆｉ２１ ｖｅｉ２１

树 ｆａｉ３１ ｖａｉ４１

黑色 ｆｏｎ３１ ｖａːｎ４１

雨 ｗｅｎ２４ ｆɯｎ３３

云 ｗɯə５３ ｆｕ４１

种子 ｗａｎ２４ ｆａŋ３３

　 　 由表 ６ 可见ꎬ第一土语的舌根清擦音 ｘ 对应第

三土语的舌根清擦音 ｘ 和舌根浊擦音 ɣꎮ
由表 ７ 可见ꎬ第一土语的腭化音保留较好ꎬ有 ３

个腭化音声母 ｐｊ、ｍｊ、ʔｊꎻ第三土语只有 ｐｊ、ʔｊꎬ没有

ｍｊꎬ腭化音脱落现象比较严重ꎬ有逐渐消失的趋势ꎬ
这种现象在年轻人的口语中表现得非常明显ꎬ例如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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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ｘ、ɣ 的分合及对应

例词 第一土语 第三土语

给 ｘａɯ５３ ｘɑ４１

干燥 ｘɯ３５ ｘｅｉ３５

问 ｘａｍ３５ ｘａŋ３５

柴 ｘａ３１ ɣａ４１

鞋 ｘａːｉ２１ ɣｅ３１

饭 ｘａｕ３１ ɣａｕ４１

表 ７　 腭化音、唇化音的对应

例词 第一土语 第三土语

鱼 ｐｊａ２４ ｐｊａ３３ / ｐａ３３

踩 ｍｊａːｎ３１ ｍａːｎ４１

坏 ʔｊａ３５ ʔｊａ３５

经过 ｋｗａ３５ ｋｗａ３５

瓦 ŋｗａ３１ ŋｗａ４１

山凹 ʔｗａːｍ２４ ʔｗａ３３

ｐｊ 脱落成 ｐꎬ如 ｐｊａ３３鱼→ｐａ３３ꎮ
(二)韵母系统对比分析

第一土语和第三土语的韵母系统都由单元音

韵母、复元音韵母、带鼻音韵尾的韵母和带塞音韵

尾的韵母组成ꎻ两个土语的韵母 ｉ 在布依语固有词

中都读 ｉꎬ在现代汉语借词 ｚ、ｃ、ｓ、ｒ 后面都读舌尖元

音 ɿꎻ带塞音韵尾的韵母发音时都只闭塞不破裂ꎻ塞
音韵尾都有逐渐简化的趋势ꎮ 两个土语韵母的数

量差别明显ꎮ 具体请参见表 ８:
由表 ８ 可见ꎬ第一土语的长短音韵母、带鼻音韵

尾的韵母和带塞音韵尾的韵母保存较好ꎬ韵母总量

也多于第三土语的ꎮ 实际语用中ꎬ第一土语的单元

音 Ａ、ｏ、ｅ、ｉ、ｕ、ɯ 是长元音ꎬ它们在韵尾前都有长短

的对立:Ａ 的长短主要区别在于舌位的前后ꎬ长 ａ 的

音值是 / æ / ꎬ短 ａ 的音值是 / ɐ / ꎻｏ、ｅ 的长短ꎬ主要是

舌位高低的区别ꎬ长 ｏ 的音值是 / ｏ / ꎬ短 ｏ 的音值是 /
ɔ / ꎬ长 ｅ 的音值是 / ｅ / ꎬ短 ｅ 的音值是 / ɛ / ꎬ在拼写现

代汉语借词时ꎬｏ 读 / ɔ / ꎬｅ 读 / ɛ / ꎻ长的 ｉ、ｕ、ɯ 后面

带有流音 əꎬ短音不带流音ꎮ 第三土语的单元音除 ａ
外ꎬ其他几个单元音在带韵尾时都已经失去了长短

的对立ꎮ 第一土语的单元音韵母 ｏ 和 ɔ、ｅ 和 ɛ 是具

有区别语义的不同音位ꎻ第三土语单元音 ｅ 的音值

是 / ə / 、ｏ 的音值是 / ɔ / ꎬ单元音 ｅ 和 ə、ｏ 和 ɔ 是一种

互补关系ꎬ不能区分音位ꎬ是同一音位的不同变体ꎬ
故记音一律采用 ｅ、ｏꎮ

下面举例说明两个土语韵母的对应关系ꎮ
由表 ９ 可见ꎬ第一土语的单元音 ｕ、ｉ 分别对应

第三土语的复元音 əｕ、ｅｉꎬ例如“我 ｋｕ２４”→ｋəｕ３３、
“好 ʔｄｉ２４”→ʔｄｅｉ３３、“年 ｐｉ２４”→ｐｅｉ３３ꎬ第三土语存在

单元音复化现象ꎮ同时ꎬ第三土语也有复元音单化

表 ８　 第一土语与第三土语韵母对比

第一土语韵母(共 ９０ 个)
９ 个单元音韵母 Ａ、ｏ、ɔ、ｅ、ɛ、ｉ、ｕ、ɯ、ɿ

２１ 个复元音韵母
ａ:ｉ、 ａｉ、 ｏｉ、 ｅｉ、 ａ: ｕ、 ａｕ、 ｅｕ、 ｉｕ、
ａɯ、ｉə、 ｕə、ɯə、 ｉａ、 ｉｏ、 ｉａｏ、 ｕａ、
ｕｉ、ｕａｉ、ａｏ、ｏｕ、ᶕ

３２ 个带鼻音
韵尾的韵母

１０ 个－ｍ 韵尾
ａ:ｍ、ａｍ、ｏｍ、ɔｍ、ｅｍ、 ｉəｍ、 ｉｍ、
ｕəｍ、ｕｍ、ɯəｍ

１１ 个－ｎ 韵尾
ａ:ｎ、ａｎ、ｏｎ、ɔｎ、ｅｎ、ｉəｎ、ｉｎ、ｕəｎ、
ｕｎ、ɯəｎ、ɯｎ

１１ 个－ŋ 韵尾
ａ:ŋ、ａŋ、ｏŋ、ɔŋ、ｅŋ、ｉəŋ、ｉŋ、ｕəŋ、
ｕŋ、ɯəŋ、ɯŋ

２８ 个带塞音
韵尾的韵母

１１ 个－ｐ 韵尾
ａ:ｐ、ａｐ、ｏｐ、ɔｐ、ｅｐ、ｉəｐ、ｉｐ、ｕəｐ、
ｕｐ、ɯəｐ、ɯｐ

１１ 个－ｔ 韵尾
ａ:ｔ、ａｔ、ｏｔ、ɔｔ、ｅｔ、ｉəｔ、ｉｔ、ｕəｔ、ｕｔ、
ɯəｔ、ɯｔ

６ 个－ｋ 韵尾 ａｋ、ɔｋ、ｅｋ、ｉｋ、ｕｋ、ɯｋ
第三土语韵母(共 ６５ 个)

１１ 个单元音韵母 ａ、æ、ɛ、ｅ、ｉ、ɿ、ｏ、ｕ、ɯ、ə、ɑ
１５ 个复元音韵母

ａｉ、ａ:ｉ、ａｕ、ｅｉ、ｉａ、ｉｅ、ｉｏ、ｉｕ、ｉａｕ、
ｕａ、ｕｉ、ｕə、ｕａｉ、əｕ、ᶕ

１７ 个带鼻音
韵尾的韵母

８ 个－ｎ 韵尾 ａｎ、ａːｎ、ｅｎ、ｉｎ、ｉａｎ、ｕｎ、ｕａｎ、ɯｎ

９ 个－ŋ 韵尾
ａŋ、 ａːŋ、 ｉŋ、 ｉａŋ、 ｉａ: ŋ、 ｏŋ、 ｕŋ、
ｕａŋ、ɯŋ

２２ 个带塞音 ８ 个－ｔ 韵尾 ａｔ、ａ:ｔ、ｅｔ、ｉｔ、ｉｅｔ、ｕｔ、ｕａｔ、ɯｔ
韵尾的韵母 ６ 个－ｋ 韵尾 ａｋ、ｉｋ、ｉａｋ、ｏｋ、ｕｋ、ɯｋ

８ 个－ʔ 韵尾 ａʔ、æʔ、ｉʔ、ｉａʔ、ｏʔ、ｕａʔ、ɯʔ、əʔ
表 ９　 单元音和复元音韵母的对应

例词 第一土语 第三土语

我 ｋｕ２４ ｋəｕ３３

好 ʔｄｉ２４ ʔｄｅｉ３３

年 ｐｉ２４ ｐｅｉ３３

叶子 ʔｂａɯ２４ ʔｂɑ３３

听 ȵｉə２４ ȵｉ３３

盐 ｋｕə２４ ｋｕ３３

的情况ꎬ如 “叶子 ʔｂａɯ２４ ” →ʔｂɑ３３、 “听 ȵｉə２４ ” →
ȵｉ３３、“盐 ｋｕə２４”→ｋｕ３３ꎮ

由表 １０ 可见ꎬ第一土语的鼻音韵尾有－ｍ、－ｎ、－
ŋ 三个ꎬ第三土语有－ｎ、－ŋ 两个ꎬ－ｍ 韵尾已经合并

到－ŋ 韵尾ꎬ如 “矮 ｔａｍ３５ ” → ｔａŋ３５、 “针 ｔɕｉｍ２４ ” →
ｔɕｉŋ３３ꎬ第三土语的鼻音韵尾甚至有归并成 － ŋ 的

趋势ꎮ
由表 １１ 可见ꎬ第一土语的塞音韵尾有－ｐ、－ｔ、－

ｋ 三个ꎬ第三土语有－ｔ、－ｋ、－ʔ 三个ꎬ－ｐ 韵尾消失ꎬ变
为－ ｋ 韵尾ꎬ如 “捉 ｋａｐ３３ ” → ｋａｋ１３、 “压 ｎａｐ３５ ” →
ｎａｋ３５ꎬ第一土语的－ｋ 韵尾变为第三土语－ʔ 韵尾ꎬ如
“偷 ｚａｋ３３”→ｚａʔ１３、“重 ｎａｋ３５”→ｎａʔ３５ꎮ 实际语用

中ꎬ第三土语的－ʔ 韵尾有脱落的趋势ꎮ 总的来看ꎬ
第三土语塞音韵尾的简化比第一土语明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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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０　 鼻音韵尾的对应

例词 第一土语 第三土语
矮 ｔａｍ３５ ｔａŋ３５

针 ｔɕｉｍ２４ ｔɕｉŋ３３

成 ｐａｎ２１ ｐａŋ３１

记 ｎｅｎ２４ ｎəŋ２４

亮 ｚｏŋ３３ ｚｏŋ１３

森林 ʔｄɔŋ２４ ʔｄｏŋ３３

表 １１　 塞音韵尾的对应

例词 第一土语 第三土语
捉 ｋａｐ３３ ｋａｋ１３

压 ｎａｐ３５ ｎａｋ３５

痛 ｔɕｅｔ３５ ｔɕａｔ３５
鸭 ｐｉｔ３５ ｐｊｅｔ３５
偷 ｚａｋ３３ ｚａʔ１３

重 ｎａｋ３５ ｎａʔ３５

(三)声调系统对比分析

第一土语和第三土语的固有词共有 ８ 个声调ꎬ
包括 ６ 个舒声调和 ２ 个促声调ꎮ 第一调到第八调的

次序是根据早期汉语借词(或同源词)的阴平、阳
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的声调排列

的ꎮ 两个土语区调类一致ꎬ调值不尽相同ꎮ 具体请

参见表 １２ꎮ
表 １２　 第一土语和第三土语的声调对比

调类
第一土语 第三土语

调值 例词 调值 例词

舒
声
调

第一调 ２４ ｎａ２ ４厚 　 ʔｄｉ２４好 ３３ ｎａ３３厚　 ʔｄｅｉ３３好
第二调 ２１ ｎａ２１田　 ｆａ２１铁 ３１ ｎａ３１田　 ｖａ３１铁
第三调 ５３ ｎａ５３脸　 ｋａ５３杀 ２１ ｎａ４１脸　 ｋｈａ４１杀
第四调 ３１ ｆａｉ３１树　 ｘａｕ３１饭 ２１ ｖａｉ４１树　 ɣａｕ４１饭
第五调 ３５ ｔａｍ３５矮　 ｎｉ３５小 ３５ ｔａŋ３５矮　 ȵｅ３５小
第六调 ３３ ｎｏ３３肉　 ｎａŋ３３坐 １３ ｎｕə１３肉　 ｚａŋ１３坐

促
声
调

第七调 ３５ ｎａｋ３５重　 ｐｉｔ３５鸭 ３５ ｎａʔ３５重　 ｐｉｔ３５鸭
第八调 ３３ ｚａｋ３３偷　 ｚＦｋ３３鸟 １３ ｚａʔ１３偷　 ｚｏʔ１３鸟

　 　 由表 ３ 可见ꎬ两个土语促声调的调值与舒声调

的某个调值相同或相近ꎬ且促声调的单数调与舒声

调的单数调相配、促声调的双数调与舒声调的双数

调相配ꎬ如第八调与第六调调值相同ꎬ第七调与第五

调调值相同ꎮ 第三土语的第三调与第四调的调值已

经合并ꎬ均为 ４１ 调值ꎬ但调类还没有真正合并ꎬ第三

调来自阴调ꎬ第三调的塞音有送气音的读法ꎬ第四调

的塞音就没有送气音的读法ꎬ第三调的擦音读清音ꎬ
第四调的擦音读浊音ꎮ 总的来说ꎬ第一土语的声调保

持稳定ꎬ第三土语的声调数量呈逐渐减少的趋势ꎮ

二、两个土语的学习难点与偏误分析

通过对第一土语和第三土语的音系对比研究ꎬ
发现两个土语之间的语音差异是较大的ꎬ同时存在

一定的语音共性ꎬ这使得两个土语区的学习和通话

虽然较为困难ꎬ但能找到一定的语音对应规律ꎬ从

而厘清布依语各土语的语音特点ꎬ通过对比差异、
对应共性的学习方式ꎬ提高系统掌握布依语的效率ꎮ

第一土语的 ３１ 个声母与第三土语的 ３２ 个声母

中ꎬｐ、ｐｈ、ʔｂ、ｍ、ｆ、ｔｓ、ｔｓｈ、ｓ、ｚ、ｔ、ｔｈ、ʔｄ、ｎ、ｌ、ｔɕ、ｔɕｈ、ɕ、
ｊ、ȵ、ｋ、ｋｈ、ｘ、ŋ、ʔ、ｐｊ、ʔｊ、ｋｗ、ŋｗ、ʔｗ 等 ２９ 个声母的

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相同ꎬ两个土语区的学习者可

充分发挥其母语的正迁移作用ꎬ发音学习这 ２９ 个声

母不存在问题ꎮ 通过掌握两个土语送气音声母的

对应ꎬ边清擦音 ɬ 的对应ꎬ塞擦音和擦音的对应ꎬｆ、ｗ
(ｖ)的分合及对应ꎬｘ、ɣ 的分合及对应ꎬ腭化音、唇化

音的对应等特点ꎬ可以对比学习两个土语中不相同

的声母ꎮ 由于第一土语的声母与第三土语的声母

有一对二对应的现象ꎬ如第一土语 ɕ→第三土语 ｔɕ、
ｔｓꎬ第一土语 ｘ→第三土语 ｘ、ɣꎬ这容易造成学习上

的干扰ꎬ学习者会将其母语的发音方法套用到另一

土语的发音上ꎬ但系统掌握两个土语声母的对应特

点ꎬ这类混淆可以避免ꎮ 第一土语的固有词没有送

气声母、塞擦音声母 ｔｓꎬ清擦音 ｓ 与第三土语的边清

擦音 ɬ 对应ꎬ第一土语普遍读 ｗ 的声母ꎬ第三土语普

遍读 ｖꎮ 边清擦音 ɬ 和固有词有送气音、塞擦音 ｔｓ
是第三土语声母的特点ꎮ 实际语用中ꎬ第一土语腭

化声母和唇化声母的例词数量多于第三土语的ꎬ而
第三土语的塞擦音数量多于第一土语的ꎮ 第一土

语与第三土语声母系统的共性是较多的ꎬ差异较

小ꎬ故学习难度不大ꎮ
第一土语和第三土语韵母系统的共性少ꎬ这是

两个土语能相互对比学习的基础ꎬ学习者因双方的

韵母有共同的特点所以容易习得ꎬ但两个土语韵母

系统的差异是较大的ꎬ这正是学习目的语韵母的重

点和难点ꎮ 两个土语的韵母差异决定了双方对照

学习的难度ꎮ (１)两个土语的长短音对应空缺较

大ꎬ第三土语区的人们在学习第一土语的长短音时

有一定困难ꎮ (２)由于第一土语单元音 ｏ、ɔ、ｅ、ɛ 和

第三土语单元音 ｅ、ｏ 的音位区别特征有较大差异ꎬ
对比学习时容易产生语音辨析上的错位ꎬ这将会影

响语音习得的效果ꎮ (３)第三土语存在对第一土语

单元音进行复化和对复元音进行单化的现象ꎬ学习

者要系统掌握两个土语单元音和复元音的对应规

律ꎬ才能较好地对照学习这一语音知识ꎮ (４)第三

土语的鼻音韵尾－ｍ 已经合并到－ŋ 韵尾ꎬ塞音韵尾

－ｐ 变为－ｋ 韵尾ꎬ由于母语的影响ꎬ第三土语的人要

想较好地习得第一土语的－ｍ、－ŋ、－ｐ 韵尾有一定难

度ꎮ 第一土语与第三土语的韵母系统差异较大ꎬ不
仅韵母数量差别较大ꎬ而且各自韵母的特点也较为

鲜明ꎬ学习难度较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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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土语与第三土语的声调共性大ꎬ差异较

小ꎮ 虽然两个土语的固有词都有 ８ 个声调ꎬ但第三

土语的第三调与第四调的调值已经合并ꎬ均为 ４１ 调

值ꎬ这使第三土语的人学习、辨析第一土语的第三

调和第四调时有一定的难度ꎮ 因两个土语区的调

类一致ꎬ所以在对照学习两个土语的声调时ꎬ找到

两个土语同一调类的对应调值ꎬ就能较好地掌握调

值的转换ꎬ有效促进声调的学习ꎮ
总体来说ꎬ第一土语的声母、韵母和声调保持

相对稳定ꎬ第三土语的语音变化较快ꎬ塞音韵尾和

鼻音韵尾的归并日趋简化ꎬ声调出现合并现象ꎮ 从

语音内部看ꎬ两个土语韵母系统的差异>声母系统

的差异>声调系统的差异ꎮ 两个土语的语音系统既

有共性又有差异ꎬ共性是对比学习的基础ꎬ可充分

发挥母语的正迁移作用ꎬ从而习得相应语音ꎬ而差

异则是相互学习的重点和难点ꎬ受母语负迁移作用

的影响ꎬ致使学习目的语语音出现偏误ꎮ 因此ꎬ在
系统掌握两个土语语音特点的基础上ꎬ发挥母语的

正迁移作用ꎬ避免母语负迁移的影响ꎬ通过归纳、对
比的方法ꎬ正确掌握不同土语的语音系统ꎮ

三、对布依语方言划分的启示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民族语言大普查ꎬ布依语学

者认为布依语内部词汇和语法差异小ꎬ主要是语音

的差别ꎬ不宜进行方言的划分ꎬ只有土语的区别ꎮ
随着汉语的影响及布依语的发展ꎬ布依语内部已出

现方言的差异ꎬ如镇宁县境内三个土语都有ꎬ呈连

续状分布ꎬ但同一县境的不同土语之间ꎬ尤其是第

一土语和第三土语之间ꎬ通话是较为困难的ꎬ有时

同一土语区也有沟通困难的问题ꎮ 镇宁县人普遍

认为ꎬ第一土语的人说布依语语气轻柔ꎬ即使在吵

架也像唱歌ꎬ而第三土语的人说布依语语气生硬ꎬ
就算是在唱歌ꎬ听起来也像在吵架ꎮ 口音、语感相

同ꎬ则认同度高ꎬ反之则低ꎮ 认同度的高低往往会

决定在交流过程中使用本民族语还是转用其他语

言ꎮ 近年来ꎬ周国炎教授主张从语言的“通解度”④

来划分布依族的方言土语ꎬ认为“通解度是判断是

否独立语言或是否独立方言的重要标准之一”ꎮ
因此ꎬ布依语方言的划分应当反映语言的发展

及其地理分布ꎬ互相通解以更好地服务社会交际ꎮ 因

为语音差别是最能直接感知到的ꎬ所以方言分区的主

要依据应是语音的差异ꎬ同时还要考虑词汇的歧义形

式和错综的语法现象ꎬ虽然布依语土语之间的词汇和

语法具有较大的一致性ꎬ但从布依语发展的事实和使

用情况来看ꎬ布依语还是存在方言差异的ꎮ

四、结语

通过对布依语第一土语和第三土语的语音系

统进行共时的对比分析ꎬ发现两个土语的语音差异

大于语音共性ꎬ正是这些差异使得两个土语区的学

习者对目的语某些声母、韵母、声调的学习比较困

难ꎬ母语与目的语的语音对应一旦有空缺ꎬ学习者

就会用母语相似音素替代ꎬ从而造成偏误ꎮ 所以要

注意区分各土语的语音特点ꎬ掌握两个土语语音系

统相同、相似、相异的规律性ꎬ避免有相似性但存在

差别的语音要素的干扰ꎮ 学习者可充分运用母语

的正迁移作用来提高学习效率ꎬ避免语音知识负迁

移的影响ꎬ克服相异语音的阻碍和相似语音的干

扰ꎬ从而提高语言交流能力ꎮ 语音差异是方言分区

的主要依据ꎬ通过对布依语语音差异较大的两个土

语的声母、韵母、声调进行对比分析ꎬ从语音的角度

上看ꎬ布依语是存在方言差异的ꎮ

注释:
①　 文章所用语料ꎬ第一土语采用周国炎教授编的«布依语基础教程»和«布依－汉词典»(均以望谟县复兴镇布依语为标准音

点写成)里的语料ꎬ第三土语的语料是笔者调查记录和自省而得ꎮ 语料均用国际音标书写ꎮ
②　 ɕ 的浊音形式是 ʑꎬｊ 是 ʑ 的变体ꎬｊ、ʑ 发音方法相同ꎬ发音部位相近ꎬ不形成对立ꎮ «布依语调查报告»采用 ｊꎬ而不用 ʑꎬ本

文也统一标作 ｊꎮ
③　 第一土语的送气声母 ｐｈ、ｔｈ、ｋｈ、ｔｓｈ、ｔɕｈ 等一般只拼写现代汉语借词ꎮ
④　 “通解度就是不同语言或方言之间彼此交流时能理解对方说话内容的程度ꎬ是语言或方言划分的一种量化的标准ꎮ”(参

见周国炎«从通解度看布依族方言土语的划分»)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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