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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藏文字符研究》是一部专门研究藏文文本符号的论著，涉及藏文的字符性质、结构特征、应用
属性等诸多领域，所以该书的副标题是“字母、读音、编码、字频、排序、图形、拉丁字母转写规则
研究”。
换句话说，研究藏文字符必须研究字符的字频、编码、排序、转写等各种应用领域的属性。
这样的研究著作可以视为一部藏文字符知识的完整指南，具有极高的实用工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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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语音学会手册》，论文有《现代藏语的机器处理及发展之路》、《藏文的拉丁字母转写方法
》、《书面藏语排序的数学模型及算法》、《藏语拉萨话的体貌、示证及自我中心范畴》、《现代藏
语派生名词的构词方法》、《现代藏语动词句法语义分类及相关句式》、《论声调的起源和声调的发
生机制》、《20世纪的历史语言学》等，主编有《中国民族语言工程研究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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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巴桑次仁先生根据早期文献指出，在拉脱脱日年赞时，印度学者洛生措和黎提斯曾携《宝筐经》
、《六字真言》、《诸佛菩萨名称经》以及金塔等物到西藏。
当时藏王和诸臣不识经文，把该物称为“年波桑瓦”（神物）供奉。
7世纪初，松赞干布执政时，创造了文字并翻译了“年波桑瓦”，这在藏族历史上被称为“创例佛法
”，也说明藏族文字乃始于7世纪松赞干布执政时期①，为此，吐蕃王的大臣创制藏文就不容怀疑了
。
　　目前这两种观点论争尚无结论。
本书认为，早期藏族人民受梵文文化影响和使用梵文并非一时一地一国的事情，公元8世纪以前的青
藏高原上邦国林立，象雄王国、苏毗王国和吐蕃王朝前期的悉补野等部族、邦国都可能借用了梵文书
写自己的语言。
借用的时间未必同时，借用的梵文字体可能有别，相互之间又有相互影响。
但相同的是，它们都可能有共同的梵文文字来源。
这种现象应是民间的、自发的，影响毕竟有限。
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藏文和象雄文都可能借自梵文，相互之间有同有异，并且无论借用时间早晚，
吐蕃一统西藏之后，二者自然逐渐融洽归一。
土弥·桑布札创制藏文的故事就有可能是再次依据梵文对已有的文字做了“车同轨、书同文”的事情
，一件伟大的事情。
　　历史有时候并没有那么复杂。
　　1.2藏文的文字性质　　藏文作为藏语的书写符号，它的文字性质也值得关注。
认识藏文的文字性质对于藏文字符的分类和应用都有指导作用。
　　藏文的30个基本辅音字符都能表达语言的声音，从功能和结构上看，辅音字符大多能独立成字或
独立成词，这意味着辅音字符蕴含了元音要素，这是辅音文字的表现。
另一方面，藏文中的元音符号通常不称为字母，这是因为元音符号结构上不独立书写，不能独立成字
或成词。
所有元音符号必须附着在辅音字符上来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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