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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苗语方言比较研究/语言文字学系列丛书》编著者李锦平等。

苗语素以方言、次方言和土语纷繁著称。
运用现代语言科学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研究，抢救与发展，挖掘与比较，学术与应用，是本科研项目
的初衷，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本书从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对苗语三大方言作全面比较，却又不停滞于此，而是进一步探究苗语
造词心理，对苗、汉两种语言渊源关系的发掘和相互影响的研究，体现了本书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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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锦平，男，苗族，1947年10月生，贵州省雷山县人，贵州民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校第五、六、七届学术带头人。
　　1987年起，主要从事苗族语言文学教学科研工作。
讲授“茁语”“苗语方言比较”“苗族文学”“文化语言学”等课程；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苗语方言比较研究”和“双语教学的理论与实践”“苗族语言文化研究”等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目
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苗族口传家谱调查研究”；出版《苗族语言与文化》《苗语同义词反义词
词典》《贵州苗族古籍总目提要》等著作10多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
　　李天翼，男，苗族，1975年11月生，贵州省雷山县人，贵州民族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校学
术骨干，贵州省苗学会常务副秘书长，花溪区旅游局副局长（挂职）。
　　主要从事语言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研究。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西南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和厅局级项目“郎德
苗寨民族旅游的人类学研究”等多项，目前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苗族口传家谱调查瓢究”：公开
发表《苗语三大方言共同造词心理例举》《苗语使用情况调查研究》《论苗语三大方言在语法上的主
要差异》等论文1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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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苗族的历史与文化
  第二节 苗族语言文字概况
  第三节 苗族语言文字研究概述
第二章 苗语方言的划分
  第一节 苗语方言划分的历史回顾
  第二节 东部方言
  第三节 中部方言
  第四节 西部方言
第三章 苗语三大方言语音比较
  第一节 声母比较
  第二节 韵母比较
  第三节 声调比较
第四章 苗语三大方言词汇比较
  第一节 三大方言词汇比较
  第二节 三大方言共同造词心理
第五章 苗语三大方言语法比较
第六章 苗语各方言内部次方言土语比较
  第一节 东部方言各土语语音词汇比较
  第二节 中部方言南部、东部土语与标准语语音词汇比较
  第三节 中部方言北部土语内部的语音比较
  第四节 贵阳次方言与川黔滇次方言语音比较
  第五节 麻山次方言与西部方言标准语语音比较——以大龙苗语与大南山苗语为例
  第六节 滇东北次方言与川黔滇次方言语音比较
  第七节 川黔滇次方言内部的语音比较——以六寨苗语与大南山苗语为例
第七章 苗语和汉语的密切关系及其相互影响
  第一节 苗语和汉语的密切关系  
  第二节 苗语和汉语之间的相互影响  
附录一：三大方言声韵调对照表
附录二：苗语三大方言词汇对照表  
附录三：苗语方言、次方言、土语表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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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苗族语言文字进行调查研究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情。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实行民族平等、民族语言文字平等政策，对帮助少数民族创立、改革和发展
民族文字问题极为重视。
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些语言学家开始重视苗族语言文字的调查研究。
王辅世在《中国语文》1952年第6期上发表了《苗族文字改革问题》。
马学良、邰昌厚在《新观察》1953年第8期上发表了《调查苗族人民语言记》。
　　1956年苗文诞生后，为了适应苗文推行工作的需要，1958年出版了中部方言的《苗汉简明词典》
《汉苗简明辞典》和西部方言的《苗汉简明辞典》，1962年出版了滇东北次方言的《苗汉简明词典》
。
　　在苗文诞生后的短短几年中，专家学者们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
例如：　　马学良、邰昌厚的《贵州省东南部苗语语音的初步比较》（《语言研究》，1956（1》;莫
启明的《试谈汉、苗语相互间的一些语言规律》（载《贵州教育》，1956（7》;马学良、王辅世、张
济民的《为什么要给苗族创立一种以上的文字》（《光明日报》，1956-10-19）、《苗语方言的划分
和对创立、改革苗文的意见》（《人民日报》，1956-11-17）；王辅世的《贵州威宁苗语量词》（《
语言研究》，1957（2））；爱卿的《苗语的社会方言》（《中国语文》，1957（5》;潘元恩、曹翠云
的《黔东苗语的并列四字格》（《少数民族语文论集》，第1集，1958）；李永燧、陈其光、陈克炯的
《苗语声母和声调中的几个问题》（《语言研究》，1959（4》;易先培的《论湘西苗语名词的类别范
畴》（《中国语文》1961（3））；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苗语小组《苗语概况》
（《中国语文》，1962（1》、《苗语中的汉语借词》（《中国语文》，1962（5》。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和受到极“左”思潮影响，加上“文化大革命”，苗文推
行工作被迫中断，苗族语言文字研究也就暂时无人涉足。
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党的民族政策、民族语文政策重新得到落实，苗文才恢复
试验推行，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苗族语言文字研究论著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首先是重新编著出版了各方言《苗汉词典》等工具书，其次是出版了多部苗语研究著作，再次是发表
了不可胜数的研究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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