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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苗语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方言。
目前苗语东部方言使用人口有90余万。
苗语东部方言主要分布在湘西，故又称湘西苗语或湘西芦语方言。
其中“湘西苗语”这个称呼最简单方便，口头使最多。
但属于这一方言而又超出湘西范围的地区，群众就不大习惯叫“湘西方言”，而习惯称为“苗语东部
方言”。
苗语的复杂性仅从苗语东部方言这一块就可见。
斑。
苗族东部方言下面的土语与土语之问，差别大的完全不能通话。
差别小的通话也有一定的困难，这就是需要再划分土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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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再彪。
苗族。
1965年生。
湖南省花垣县人。
1992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
获文学硕士学位。
现任教于湖南吉首大学，讲授“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修辞学”等课程。
1999年7月被评为副教授。
系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会员，中国国际双语学学会会员，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
现主要从事语言研究。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1项。
省级一般项目3项。
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出版合编教材、合著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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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前言第一章 苗语东部方言研究的历史第一节 使用苗语东部方言的人口及其分布一、现在使用的人
口及分布二、五十年代的使用人口及其分布与现在比较三、历史上有苗语而现在已消失或很快将消失
的地区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研究状况一、语言调查和描写的情况二、老苗文的创制和使用情况第
三节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研究状况一、五十年代的苗语东部方言普查回顾二、制定拉丁字母苗文三、推
行苗文试点和苗汉双语教学的基本情况四、语音研究的成就五、词汇研究的成就六、语法研究的成就
第二章 论苗语东部方言的六个土语第一节 五十年代所划分的五个土语及后来并合情况第二节 苗语东
部方言六个土语的分布区域和使用人口第三节 苗语东部方言划分为六个土语的理由之一--六个土语不
同的语音特征一、第一土语的语音特征（代表点：花垣吉卫）二、第：土语的语音特征（代表点：吉
首阳孟）三、第三土语的语音特征（代表点：保靖中心）四、第四土语的语音特征（代表点：泸溪小
章）五、第五土语的语音特征（代表点：吉首丹青）六、第六土语的话音特征（代表点：龙山蹬上）
第四节 苗语东部方言划分为六个土语的理由之二--六个土语语音和词汇异同比较一、六个土语之间的
语音差异和对应关系二、六个土语词汇相同（或对应）的倒字举例第五节 六个土语归属东部和西部两
个次方言的理由一、东部次方言与西部次方言的语音差异二、东部次方言与西部次方言的词汇差异第
三章 语音第一节 六个土语的音系一、第一土语的音系（代表点：花垣吉卫音系）二、第二土语的音
系（代表点：吉首阳孟音系）三、第三土语的音系（代裹点：保靖中心音系）四、第四土语的音系（
代表点：泸溪小章音系）⋯⋯第四章 词汇第五章 语法第六章 六个土语长篇语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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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研究状况一、五十年代的苗语东部方言普查回顾　　1950年中国社会科
学院语言研究所就开始调查苗语。
1952年以后，中央民族学院曾三次派出语文系学习苗语的同学分别到黔东、黔西、湘西（包括贵州东
北部和四川的川东）一带进行苗语调查实习，搜集了许多苗语材料。
　　195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的专家学者共同组成七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
其中第二工作队120多人分成东路、中路、西路、黔中南4个分队和海南岛小组，在马学良、王辅世二
位教授带领下，于5月21日陆续到湖南、贵州、云南、四川、湖北、广西、海南岛等地调查苗语。
　　东路分队主要调查湘西苗语，共分成四个工作组。
第一组调查湖南凤凰县、吉首县和古丈县的苗语，组成人员有王辅世、彭宗远、吴家玉、石开义、石
元亮、龙风翔、周福岐等人，组长王辅世：第二组调查湖南保靖县、花垣县，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的
苗语，组成人员有龙正学、易先培、刘泽富、王家玉、滕树宽、韩绍清等人，组长龙正学；第三组调
查湖南泸溪县、古丈县、吉首县和四川秀山、南川、酉阳、黔江、涪陵等县的苗语，组成人员有石如
金、陈书田、向日征、约3500至4500个，用于收集词汇。
3.语法调查。
大纲按汉语词类组合。
　　调查采取面上和重点相结合，面上的调查点一般只用语音卡片记录，目的是为了掌握该点的归属
。
重要的点则做全面详细记录。
但做详细记录的点是有限的，故做土语比较研究，需要在20世纪50年代的材料的基础上，做大量的补
充调查。
维萍、花爱良、刘泽富等人，组长石如金：第四组调查湖北宣恩和湖南龙山等县的苗语，组成人员有
陈克炯、陈其光等人，组长陈克炯。
后又陆续派一些人到湖南怀化地区和广西、贵州等地补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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