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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壮侗语族与汉藏语的关系目前存在着多种解释。
《壮汉语同源词研究》以身体部位名称、常见动植物以及日常事物等为研究对象，并由此旁涉壮语的
构词法，运用音韵学原理和相关的语言学理论，通过语音和词义的对应，探讨了二百多条壮汉语常见
词目的渊源关系，藉此追寻壮语部分词义的本源，并探求壮、汉语是否存在同源关系。
同源关系研究一般要选取基本词汇部分来进行比较。
《壮汉语同源词研究》在材料挖掘方面尽力用功，发掘了许多未曾受人注意的材料，对别人已经讨论
过的词目也有所补充。
经过精心比较分析，壮汉语之间的关系确实出自上古，两者存在共同的来源。
因讨论的材料不局限于壮语和汉语，也涉及壮侗语族和藏缅语族，故《壮汉语同源词研究》实际探讨
的是壮侗语族与汉藏语群团的历史关系。
书中归纳的一些语音对应规律可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壮侗语跟汉藏语的关系。
语言事实显示，壮汉语是有共同来源的两大语言。
百越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
否定壮汉语存在同源关系的说法是应该抛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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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一、壮家人的根二、百越民族的分布三、古百越人与华夏人的渊源四、汉台语的比较研究五、本
书的研究方法及行文结构第一章 身体部位一、头部名称二、躯干部位及内脏名称三、四肢部位的名称
四、相关问题的讨论小结第二章 动物名称一、兽类二、鸟类三、水生类四、爬虫类五、相关的渔猎手
段小结第三章 植物名称一、竹木二、果类三、花草四、农作物五、相关问题的讨论小结第四章 日常
事物一、天象二、地物三、建筑四、日用器物五、相关问题的讨论小结第五章 构词法的研究一、与汉
语相关的声调屈折词族二、民族固有词构成的声调屈折词族三、与汉语相关的声母交替词族四、民族
固有词声母交替构成的词族五、相关问题的探讨小结结论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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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着眼于末次冰期后华南古蒙古人种向北迁徙的事实，我们可以作出如此猜测：留在华南原地的古
人演变成了今天壮侗诸族的主体；而东南沿海地带的诸越，则是那些向北迁徙的华南古人——即远古
东夷人所繁衍。
夏商时期，古东夷人的后裔入主中原，成了汉族的一大来源。
由是推论，侗台语和汉语的发生学关系当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出现。
’古东夷人的语言应是后来这两大语言群团的共同来源之——　　本书的研究即以此为假设背景来考
察壮汉两种语言之中那些互有渊源的词。
着重考察汉代之前就已经出现的常用字基本字，用壮语来跟它们的古音古义作对比研究，寻求两种语
言之间的语音对应规律，借此揭示壮汉语言之间的密切联系。
四、汉台语的比较研究从语音角度来研究上古汉语而建立起古音学，首创之功应归于明代的陈第。
陈第的著作有《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读诗拙言》等。
其著名论断“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一直对后人有很大的影响。
清代的古音学家有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等大儒。
影响最大的是段玉裁、江有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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