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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某一特定语言进行研究，不仅要研究这种语言本身，语音、词汇、语法的结构以及这些结构的
演变和发展，还要研究这种语言与其他语言特别亲属语言的关系，在比较中彰显它的特点，在对比中
找出语言形成和发展的共同规律。
　　苗族是中华民族中的一员。
她的祖先蚩尤是黄帝的兄弟，两兄弟为取得领导地位各率其部落大战于涿鹿之野。
结果蚩尤败北，被流放到苗地。
蚩尤及其部落在苗地休养生息、繁衍后代，遂成苗族。
兄弟开战时，蚩尤与黄帝两个部落所操语言应为同一种语言，随着分离日久，他们的语言慢慢向不同
的方向发展。
黄帝部落的语言发展为汉语，蚩尤部落的语言发展为苗语。
现在看来二者了不相关，实际上它们是有着共同来源且关系很密切的亲族语言。
　　所以，将汉语与苗语进行比较研究对构建远古汉语，对解决汉语发展中的某些难题有着重要的意
义。
　　这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坚实的古代汉语功底，又要有良好的苗族语言基础。
二者缺一，目的则无法达到。
　　目前的现状是：民族语言研究者对上古汉语知之甚少，而汉语研究者对民族语言的状况更是恍如
隔世。
纵有个别勉力为之者，也大多乞灵于一二部词典，从词典中寻找一二例证，在某种理论的指导下加以
比较，得出一些结论。
他们大多没有进行过田野调查，既没掌握第一手资料，更没有语感。
我无意否定他们的结论，但也不能轻易相信他们的观点，总觉得他们的结论缺乏坚实的语言材料作为
支撑。
也许是我过于保守，缺乏创新意识，对新东西抱着一种观望怀疑的态度，也许是我妨贤嫉能，对新成
就的取得不是源于自己而心存芥蒂。
也许还有别的也许，但无论出于哪一种也许，心在疑信之间，是一下子难以改变的。
无论如何怀疑，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做比不做好。
哪怕做得不对，开创之功不可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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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湖南省凤凰县汉语方言与苗语的调查和比较》是笔者两年博士后流动站期间调查和研究工作成
果的一部分，它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湖南省凤凰县汉语方言和苗语的调查描写，一是凤凰等湖
南汉语方言和苗语的初步比较。
我们认为它有以下成果值得关注：　　1.提供了凤凰城关方言和凤凰苗语的较为翔实和准确的记载，
例如准确记录了凤凰方言的舌叶元音和舌叶声母，由此而对元音高化的蕴涵理论提供了反例，此前相
关的记载还付诸阙如。
　　2.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语言现象，例如凤凰方言的轻声和小称调，凤凰方言去声的嘎裂化嗓音
，凤凰苗语的腭化舌尖音，禾库可能存在的湘西苗语的第八调等。
　　3.制作完成了阿拉苗语的声韵调配合表，相比于汉语方言的同类音节表，这在民族语的调查研究
中是更为难得的。
　　4.在凤凰苗语汉字音中发现了凤凰方言早期的读音线索，如知章庄精读音的两分，早先的分尖团
等，为相关的方言语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5.首次提出了苗瑶语和湖南方言的关系词的概念，并就十余条关系词进行了初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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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世纪以来，历史语言学在印欧语研究、美洲、非洲诸语言研究等广大领域内都是相当成功的。
在东亚则不然，迄今为止，汉藏语系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成绩还相当有限，甚至在最基本的系属问题
上，例如汉语和台语是否有亲缘关系、苗瑶语族是否属于汉藏语系等等都还纠缠不清。
究其原因，大致有三点：首先，除汉语、藏语等少数语言具有时代较早较多的文献之外，东亚诸语言
普遍缺少可资比较的历史文献；其次，从东亚诸语言的类型特征看，呈单音节性，缺少形态变化，难
以找到令人信服的语音对应规律；最重要的是，汉藏语系诸语言彼此接触频繁，尤其是汉语对其他语
言的影响巨大，各民族语言中，都留下了大量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汉语借词，以致无法区分清楚同源词
和借词，也就难以确认语言的系属关系，因此历史比较法的权威性逐渐受到挑战，各种新的理论也应
运而生。
例如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邢公畹的“深层对应说”、陈保亚的“语言联盟”
理论等，新近的一种研究法是关系词分层法，即暂时避开同源词、借词这一争论，全面穷尽地研究两
种语言音义相关联的词，在此基础上探讨语言间的历史接触和发生关系。
目前已经进行的研究有曾晓渝《汉语水语的关系词历史层次研究》、黄勇《汉语侗语关系词研究》、
龚群虎《汉泰关系词的时间层次》、黄树先《汉缅语比较研究》等。
苗瑶语族是汉藏语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苗语是苗瑶语族的主体，汉语苗语关系词的研究将会是汉
藏语系语言关系研究的一个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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