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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西藏語文法 (བོད་ཀྱི་བརྡ་སོད་རྱིག་པ)

 公元7世紀 吞彌桑布扎 (ཐུ་མྱི་སམ་བོ་ཊ)

 1.1 《文法根本三十頌》(ལུང་སནོ་པ་རྩ་བ་སུམ་ཅུ་པ)

 由七言偈頌寫成，一偈四行，共三十三偈，除去前言三偈，共三十偈，是為《三十頌》；

 主要內容： 1.1.1 藏文拼寫結構；

1.1.2 格助詞(རྣམ་དབྱེ)；

1.1.3 各類虛詞(ཚིག་ཕྲད)的用法。

 1.2 《字性組織法》(རྟགས་ཀྱི་འཇུག་པ)

 由七言偈頌寫成，共三十三偈半；

 主要內容：1.2.1 字性音韻；

1.2.2 以動詞為中心的形態變化；





 A standard system of Tibetan transcription. 

 Turrell V. Wylie

 1959.



-bsgrigs

-བསྱིགས



◈ 1.1.2 藏文八格系統

第一格 主格 原型

第二格 業格 受動

第三格 作格 施動

第四格 位格 目的

第五格 從格 來源

第六格 屬格 領屬

第七格 于格 處所

第八格 呼格 呼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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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藏文八格系統

第三格 作格 標記：gyis, kyis, gis, -s/yi

第四格 位格 標記：su, tu, du, -r/ru; na, la

第五格 從格 標記：nas, las

第六格 屬格 標記：gyi, kyi, gi, -i, yi



◈ 1.1.2 藏文八格系統

第三格 作格 標記：gyis, kyis, gis, -s/yi

第四格 位格 標記：su, tu, du, -r/ru; na, la

第五格 從格 標記：nas, las

第六格 屬格 標記：gyi, kyi, gi, -i/yi



◈ 1.1.1 藏文八格系統

coda -n -m -r -l -b -d -s -g -ng -ɦ 0

屬格 gyi kyi gi -i/yi

作格 gyis kyis gis -s/yi

位格

-b -g -s --d -d -r -l -m -n -ng -ɦ 0

su tu du -r/ru

na la

從格
nas las



◈ 1.2 現代藏語方言分佈

藏語使用者的主要分佈：

境內：西藏、青海、甘肅、四川、雲南…

境外：India, Napel, Bhutan, Sikkim, Mynmar, Kashmir…



◈ 1.2 現代藏語方言分佈

安多方言、衛藏方言、康方言

安多方言：牧區方言、農區方言、半農半牧區方言

衛藏方言：音節結構簡單，有聲調，L&H；

安多方言：音節結構複雜，無聲調，與藏文對應整齊。

康方言：分佈分散，內部差異性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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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調查內容

 2.1.1 詞表

黃布凡 “藏緬語族語言詞彙”

華侃 “藏語方言調查詞表”



◈ 2.1 調查內容

 2.1.2 語法例句

Dhal “Tense and Aspect Questionnaire.”



◈ 2.1 調查內容

 2.1.3 長篇語料

婚喪嫁娶、日常生活

民族歷史、傳統故事

北風與太陽



◈ 2.1 調查內容

 2.1.4 對話

不超過三人

兩種處理：國際音標轉寫 & DT或CA轉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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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洛大鄉與洛大藏語

 洛大鄉位於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縣的最
東端，沿白龍江分布。

 地處舟曲、宕昌、迭部三縣交界，緊鄰四川北
部若爾蓋縣、九寨溝縣。

 當地人自稱/pɛ¹³/，據當地人所講洛大藏族為當
年吐蕃東征開疆拓土的先鋒部隊,與白馬藏族一
起打到川北甘南後便在此駐軍,後代便在此定居。

 全鄉皆使用洛大藏語。洛大鄉居民皆為雙語者
或多語者，除了洛大藏語，往往還會說當地漢
語方言。至於藏語，當地居民大多只會說洛大
藏語。



◈ 3.2 音節結構 (Syllable Structure)

 (C)V(V)

只有開音節，沒有輔音韻尾，相比於WT，其音節結構大大簡
化，共有4種音節結構形式。



◈ 3.3 聲母 (Initials)

聲母共30個，其中29個
輔音聲母，一個零聲母
/Ø/。

 1 擦音有送氣與不送氣的
對立。

 2 塞音、塞擦音呈現清不
送氣、清送氣和濁不送
氣三分的格局。



◈ 3.3 送氣擦音最小對立對兒



◈ 3.4 韻母 (Rhymes)

洛大藏語共有韻母32個，其中單元音韻母14個，復元音韻母
18個，復元音韻母只能為二合復元音。

單元音音位較多，前元音後元音各有四級對立。



◈ 3.4 韻母 (Rhymes)

復元音韻母18個，口元音16個，鼻化元音2個，介音包括介音i、u。



◈ 3.4 鼻化與非鼻化韻母最小對立對兒



◈ 3.5 聲調 (Tones)

 聲調5个；

 L （21）

 H （44）

 HL （51）

 LH （13）

 0 （無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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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歷時音變 (Diachronic Sound Change)

◆古藏文 （WT）

 聲母一共有220個：單輔音30個，二合復輔音115個，三合復輔音
69個，四合復輔音6個。

 韻母共有98個：單元音韻母5個，復元音韻母8個，單尾韻50個，輔
尾韻35個。

 古藏文的音節結構為(b)(Cp)C(M)V(C)(s/d)。

◆洛大話

 音節結構簡化為(C)V(V)。

 復輔音聲母消失；

 輔音韻尾脫落；

 在發生這些簡化後，產生了聲調 & 新的單元音和復元音韻母。



4.1 聲母的對應

4.1.1 WT簡單輔

音 – 阻塞音

4.1.1.1 塞音

4.1.1.2 塞擦音

4.1.1.3 擦音

4.1.1.4 a-chen

& a-chung

4.1.2 WT簡單輔

音 – 響音

4.1.2.1 WT鼻音

4.1.2.2 WT流音

4.1.2.3 WT近音

4.1.3 WT帶前置

輔音的阻塞音

4.1.4 WT帶前置

輔音的響音

4.1.5 WT m-及

n-首輔音叢

4.1.6 WT帶介音

的首輔 音叢 (-w-

,-r-,-y-)

4.1.6.1 -w-

4.1.6.2 -r-

4.1.6.3 -y-

4.1.7 其他WT首

輔音叢

4.1.7.1 <lb-

>and<sb->

4.1.7.2 <sgr-

>,<dr->,<sbr->

4.1.7.3 <db-

>and<zl->



◈ 4.1.1 WT簡單輔音–阻塞音(Obstruent)

 WT中的阻塞音包括：（1）塞音：p, ph, b; t, th, d; c, ch; k. kh, g; ʔ（a-

chen）; （2）塞擦音：ts, tsh, dz; （3）擦音：s, sh, z, zh, h, ɦ(a-chung)。

 1 清塞音p, ph, t, th, k. kh 的主流情況是保持不變；

 2 c, ch變為齦腭（alveolopalatal）塞擦音；

 3 濁塞音b, d, g,清化；

 4 WT中的塞擦音ts, tsh,在洛大話中沒有發生變化；

 5 WT中的擦音有s, sh, z, zh, h, ɦ(a-chung)；s > /sʰ/；sh > /h/；z > /s/；

h = h（1例）；

 6 也有個別s沒有發生音變； zh的變化比較復雜，一些清化為/s/，一些變為/ɕ/；



◈ 4.1.1.1 塞音

會有少部分詞出現送氣清塞音變不送氣清塞音的情況。ph>/p/; th>/t/; 

kh>/k/。這一音變在康方言中是不多見的。

 ch送氣音變為不送氣音，且由於受到WT前一音節的鼻音尾音連讀音變的

影響，導致在洛大話中濁化；



◈ 4.1.2 WT簡單輔音 – 響音

WT中的響音包括：（1）鼻音：m, n, ny, ng；（2）流音：r, l,；（3）
近音：j, w, y。

 1 鼻音：基本不變；m在絕大多數詞中沒有發生音變；n沒有發生音變；
ny今為齦腭鼻音/ȵ/，ng今為軟腭鼻音/ŋ/。

 2 鼻音：m在一些前高元音前腭化為齦腭音/ȵ /。

 3 流音：基本不變；WT中的r-類音在洛大話中依然是r-類音；l沒有發生音
變。

 4 近音：j清化變為/ʨ/；w做聲母沒有失落，做介音時則全部失落，詳見
4.1.6。WT中y在u前變為/y/，y在其他元音前變為/j/。



◈ 4.1.6 WT帶介音的首輔音叢 （-w-,-r-,-y-）

 洛大話中帶-r-介音的音節變化比較復雜:

 （1）s作為主要輔音或前置輔音時，帶

-r-介音的音節，輔音變為/ɕ/；

 （2）當WT輔音為khr和gr時，洛大話

中輔音分別變為/tsh/和/ts/；

 （3）其他輔音與-r-結合時，變為/ʨ/；

其他輔音叢，即帶前置輔音的輔音，與

-r-結合時，變為/ʥ/；



◈ 4.2 韻母的音變

 4.2.1 WT簡單韻母

OT中的簡單韻母有5個a, i, u, e, o；

 4.2.2 WT帶輔音韻尾的韻母

OT中有10個單輔音韻尾，b, d, g, m, n, ng, r,l,s,ɦ,；以及4個復輔音韻

尾bs,gs,ngs,ms；



◈ 4.2.1 WT簡單韻母

• a = a

• u = u

• o = o

 e >

 i >



◈ 4.2.2 WT帶輔音韻尾的韻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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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詞類 (Word Class)

暫分九大詞類：名詞、代詞、數詞、量詞、動詞、形容詞、副詞、連詞、

語氣詞；



◈ 5.1.2 代詞 (Pronouns)

代詞中的人稱代詞(personal pronouns)：洛大藏語的人稱代詞有單數、

雙數、復數之分，有敬語和非敬語之分，有包括式、排除式之分，有作格

形式和通格形式之分；



◈ 5.1.2 代詞 (Pronouns)

洛大藏語中的指示代詞(demonstrative pronouns)分級比較多，在複數中

to⁵¹為複數標記。



◈ 5.1.3 數詞 (Numerals)

洛大話的基數詞體系非常特別，是十進制和二十進制交替使用的。



◈ 5.1.3 數詞 (Numerals)



◈ 5.2.1 數範疇 (Number)

洛大藏語的普通名詞和代詞有不同的復數形式。

代詞的復數形式用元音交替的形態手段來表示，其單數形式元音各異，復

數形式為帶有卷舌特征的元音/oɚ/；

名詞的復數形式用虛詞來表示，不同生命度的名詞使用不同的復數標記，

分為三個等級：其中生命度高的表人名詞復數標記為/lo⁴⁴/，生命度居中的

非人有生名詞復數標記為/lo⁴⁴ to⁵¹/，生命度低的無生命名詞復數標記為/ 

to⁵¹/；



◈ 5.2.1 數範疇 (Number)



◈ 5.2.2 格標記 (Case Maker)

格標記：洛大藏語有從格(Ablative) 、屬格(Genitive) 、位格(Locative)三種

格標記。

從格(Ablative)標記分別位於起點名詞和終點名詞後面。

洛大藏語只有代詞有屬格(Genitive)形式，屬格標記位於修飾語和中心語之

間，用元音交替的形態手段來表示。

位格(Locative)標記位於地點名詞後面；



◈ 5.2.2 格標記 (Case Maker)

從格(Ablative)表示方位（locative）和時間論元（temporal arguments），作
為命題動作所進行的源點（the source）或參照點（referent point）方向。從
格標記分別位於起點名詞和終點名詞後面。



◈ 5.2.2 格標記 (Case Maker)

 洛大藏語中只有代詞有屬格

(Genitive)形式，屬格標記位於修

飾語和中心語之間，用元音交替

(vowel alternation)或變調的形

態手段來表示。

 第二三人稱的屬格形式，主元音

為/ɛ/，第一人稱在親屬名詞前后

與家庭相關的名詞前用/ŋu²¹/ ，其

他名詞前用/ə⁴⁴/ 。

 人稱代詞屬格形式的聲調往往是

一個低調，如21或13。



◈ 5.2.2 格標記 (Case Maker)

位格(Locative)表示空間或時間意義，洛大藏語的位格標記位於地點名詞後
面；



◈ 5.2.5 致使結構 (Causative)

 洛大藏語的致使結構的

助動詞有兩組:

 1 /se⁵¹/和/i³¹/，用於典

型的自主動詞與不自主

動詞範疇。

 2 零形式和/dʑi⁵¹/，用

於典型的自動與使動範

疇。



Questions ?



◈ 術語縮寫 (Abbreviation)

H honorific

 INC inclusive

 LOC Locative

 N-H non-honorific

 PCL Particle

 PL plural

 SG singular

 1 first person

 2 second person

 3 third person

 ABL Ablative

DU dual

 EXCL exclusive

GEN Gen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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