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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语言是在一定的时空维度中发展变化的。
历史语言学作为语言学的重要分支，主要对特定语言的变化进行描述和解释；对话语共同体（speech
communities）的历史进行描写；重构语言群的史前史，确定其相互之间的发生学关系；阐述有关语言
变化的成因及方式。
历史语言学肇始于18世纪下半叶的比较语言学，当时研究的重点在印欧语系诸语言的语音系统。
1786年英国学者威廉·琼斯在对梵语作了深入的研究之后指出，梵语同拉丁语和希腊语之间存在着非
常系统的对应关系。
接着，丹麦学者R.K·拉斯克、德国学者J·格里姆等人在更多的语言中发现了类似的对应现象，并且
根据这些系统的对应关系，推测了它们的共同起源一一原始印欧语的表现形式，并把原始印欧语同后
发语言之间的关系用简单的定律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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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主要论述了缅甸语的文化源头、谱系位置和历史分期，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结合其他
语音学理论及社科统计方法，分析研究了缅语五个历史发展时期的语音发展变化及其规律。
《缅语语音的历史语言学研究》是国内第一部全面描写缅甸语语音发展的专著，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
为汉藏语系语言研究工作者、藏缅语言学专业研究生、博士生、语言理论工作者等提供了颇有价值的
学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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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选定同源词，确定语言之间的历史关系　　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中，同源词的研究是确定语
言同源关系的主要因素。
汉藏语系中，由于侗台语、苗瑶语与汉语在很早以前就有过借贷关系，故区分同源词与早期借词便成
为汉藏语系语言研究的一个难点。
我们认为，藏缅语同源词研究可以为汉藏语系其他语言的研究提供参考。
藏缅语同源词产生年代较早，是藏缅族群先民共同使用并在多数语言中保存至今的，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藏缅族群的史前文化。
历史上藏缅族群的先民为古西羌人，在藏缅族群分化之前和分化初期，使用共同的原始藏缅语，其语
言反映了当时（距今5000～3000年）的物质发展水平、社会生活状况和文化发展形态。
正如萨丕尔所说： “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
”由于斯瓦迪什揭示同源词的一百词表和二百词表的设定是从印欧语言出发的，与藏缅语的历史文化
环境有一定距离，又由于早期借词与同源词关系不易确定，所以藏缅语理论研究的一大目标就是探寻
同源词，排除借贷关系，以此证明不同语言间是同源关系还是接触关系，从而还原出语言的历史发展
面貌。
　　（二）缅语语音历史研究的目的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载体、语言的物质基础。
没有语音，语言就失去了它所依附的客观实体。
在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诸要素中，语音的变化最能反映语言发展的物质属性。
缅语语音的历史发展反映了缅语的历史变化过程。
与藏缅语其他语言一样，缅语语音有着音节化和韵律化两大特点。
结构上，缅语语音具有声韵两分的向心音节结构，音节界线分明。
声母、韵母具有形式特征，可以单独发展演化。
声调作为音节区分单位具有辨义、表义功能。
音节内元音、辅音的排列较为整齐。
在许多方面缅语与其他藏缅语有着相同的发展趋势，有着共同的来源和相似的发展规律，呈现出多元
一体的格局。
汉藏语系语言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如系属研究的同源词问题、作为汉藏语系语言重要类型特征的音节
结构问题、复辅音声母问题、浊声母清化问题、韵母元音松紧长短问题、声调的产生与发展问题、辅
音韵尾的演化问题等等都是语言研究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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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和创新性的学术平台，旨在控索当代语言的最新领域，多角度展示研究成果。
文库第二辑在为当代语言的研究，发展提供学者间交流机会的同时，继续学科融通、兼收并蓄的编辑
理念，崇尚原创作品，力推新人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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