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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曲藏语研究》的学术价值

作者： 玉珍            来源： 中国藏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周毛草女士撰写的《玛曲藏语研究》，于2003年由民族出

版社出版发行，全书长达38万字。该书是第一部由本民族研究人员独立调查并完成的现代安多藏语方

言研究著述，正如孙宏开先生在“序”中所言：“填补了藏语安多方言语法研究的一个空白”，是一部了

解藏语安多方言不可多得的著作，也是开展藏语方言比较研究乃至藏缅语族语言比较研究的重要参考

资料。它不仅在理论和学术上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而且体现了我国长期以来对少数民族专业人才的

培养和重视，从中还可以看到藏族女性学者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所展示的风采。 

一、藏语是一个大语种，藏语语法的研究，历来备受重视。据史书记载，早在公元7世纪已有藏语

八法论著问世，但大多都已散失，流传至今的只有两大文法论著，即《三十颂》和《字性组织法》，

后人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做出进一步注疏解释，使这方面的研究有一套较完善、成熟、系统的文法理论

体系。因此，在这个领域想要做出一些新的进展可谓难之又难，加之藏语方言与书面语的差距，不仅

对传统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对藏语文研究提出了多方结合的更高要求。《玛曲藏语研究》正是运

用了现代理论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来整合藏文传统文法体系中的精华部分，从而为解决现当代理论语言

学研究成果与藏文传统文法的有效衔接做出了有意义的实践。 

二、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研究藏语的成果来看，当前，藏语三大方言中，对卫藏方言的研究著述

较多，尤其是对语音的研究。而安多方言也是藏语中极具特点的方言，它的无声调等独特现象在汉藏

语系语言中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玛曲话即属于藏语安多方言的牧区话片，保留了较多的典型特征，

对藏语乃至汉藏语系其他语言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此书的第一手研究资料翔实丰富，显示了

作者对语言的调查和认识深入细致，为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提供了较扎实的基础和可靠的论

据。同时又与藏语文献资料和其他土语材料相结合，对玛曲话进行了系统、全面、深入的描写和分

析，不仅全面展示了玛曲话各方面的特征，特别是玛曲话的语法面貌与特点，而且反映了藏语语法的

普遍规律。 

三、全书分导论、语音、词汇、语法四章，并在书后附有常用词和长篇语料。第一章导论，概述

了玛曲县的地理与资源、社会与历史、经济与文化、语言与文字的使用等情况。第二章语音，分析、

归纳了玛曲话的音系及其特点，并对一些具有特色的音变现象与书面语作了比较，在一定程度上再现

了古藏语的语音面貌。第三章词汇，分析归纳了词汇的分类、构词方式，以及与其他民族及文化的接

触在词汇中的具体体现；并专门介绍了富有特色的畜牧业和宗教文化方面的词汇，反映了这一地区藏

语词汇的特征，以及它们的社会文化功能。第四章语法，也是全书的重点。从词类、句法、语篇三节

入手，对玛曲话的语法作了详实的剖析，其中增加了对句子成分和句子结构层次的分析，进一步补充

和加强了藏语语法的研究。书中提及的各种语言现象都有充实的例证，从语法的形式、意义和功能上

都有充分的论述，并总结出了一系列的结构规则。对一些热点的语言现象进行了专题性研究：如代词

的重复或重叠的语义限制及特殊用法问题；形容词的级及名物化问题；补充了对量词的研究，分析归

纳了量词的构成及其特征以及与经济活动形式的关系；对助词中一些语素的来源或虚化机制作了深入

 



细致的探析，体现出作者对语言认识的深度。藏语动词历来是一个焦点问题，书中对动词的语法范

畴、动词名物化与时态的内在语义关系等作了详实的分析，而且专门对普通语言学论著中尚未作规范

而具有形态变化的“行为动词”和“行为结果动词”进行了规范，在现代玛曲话中对它们在形态和语义上

的演变及其规律作了进一步讨论，对丰富普通语言学理论以至对汉藏语的研究也有启发价值。 

在语法框架中增加的“语篇分析”有创新意识。目前，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研究藏语语篇，

特别是研究自然语言，以探寻有关藏语语篇的特点和规律，以及语篇连贯与思维、个性、心理、文化

背景、语境等主客观因素的内在关系等，还是一个薄弱领域，是亟待加强的重要内容，该书的研究填

补了此项空白。这种在分析具体语法问题的同时，对隐含其中的抽象意识的深入讨论，再现了语言生

命的活力，使语言研究更加丰富、生动。 

四、书中对长期以来一些被关注的有趣的语言现象，结合书面语和其他方言土语作了深入的比较

和分析，在对句法结构和语义的分析中，不仅仅停留在表层的语法现象上，而是注意探求内在的、隐

性的语法关系和意义，对一些用词或音变中蕴含的受思维规律或文化底蕴制约的语言现象作了深入细

致的挖掘，使语法分析达到了一定的深度。这不仅体现了作者宏观分析归纳复杂语言现象的理论功

底，而且体现了作者对微观语言现象认识的深度。 

总之，由本民族专业人员发挥自身优势，并结合现当代语言理论对藏语特别是藏语安多方言的研

究，目前此书还是第一部。因此，该书无论对藏语方言研究、藏语史研究，乃至藏语文教学、藏语文

规范化等的研究都极为有益，是一部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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