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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壮语通论》是一部经专家筛选出来的北京市精品教材立项项目，也是第一部获得此殊荣的高校
壮语教科书。
书中内容主要包括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此外，还穿插论及了壮语方言的特点。
　　与以往同类教材相比，本书具有如下一些特色：语音部分做了新的编排。
对每一个音素(包括声母、韵母等)都标注国际音标并将每一个声母、韵母及其相应的国际音标都一一
写在醒目的位置上，使读者一目了然。
另外，还在每一节的后边附上各个方言土语的声、韵、调的特点及其对应规律，有的地方还列上对应
表，以让不同方言区的学生通过方音对应规律去学习标准音，或供中外学者作研究材料使用。
这一部分还设置了详细的壮语变调规律、壮语音节的特点以及拼合的方法、规则等篇目，并创制了声
、韵、调配合表，新增了壮语音位、壮语语音的规范化等内容，以让学生在掌握壮语声、韵、调知识
及拼读方法的同时，对壮语语音的面貌有个总体的了解。
　　文字部分主要是从纵向阐述了壮语方块字和拼音字的产生和发展，同时插叙了方块壮字的结构类
型以及新、老壮文方案的异同，并对一些重要阶段的文字发展进行了客观的总结和评价，使学生从中
得到启迪并获取文字推行的经验，以进一步认识文字发展的规律，加深对壮族文字的理解。
　　词汇部分挖掘了壮语词汇的内涵和特点，在构词、词义、同音词、同义词、汉借词、成语、谚语
、方言词汇、词的规范化等方面充实了大量的新内容，这对于开阔学生的视野，使之更好地掌握壮语
词汇的特点，提高其规范用词的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语法部分吸收了近年来壮语语法研究的成果(包括诸位作者的成果)，并在运笔过程中酌情采用了
易为人们所接受的壮汉语语法异同比较的方法，既全面地反映壮语语法的全貌，又重点突出壮语语法
的特点。
　　修辞一章是新的研究成果，它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壮语修辞的特点。
　　本书重在教学性，同时也注意一些学术问题。
对学术问题持稳妥姿态，以既定的提法为主要基调。
遇到有分歧的问题，尽可能采用论述较合理的、能为多数人所接受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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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经专家筛选出来的北京市精品教材立项项目，也是第一部获得此殊荣的高校壮语教科书。
书中内容主要包括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此外，还穿插论及了壮语方言的特点。
本书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大专院校的壮语言文学专业或其他相关专业如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汉
语言文学专业等的大学生或研究生。
也适合作壮族地区各类民族中等学校学生的壮语文教材以及全国各地壮语文工作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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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恢复阶段　　恢复阶段实际上是从：1980年开始。
初期，首先是机构的恢复。
从1980年到1982年，区级的四大壮文机构(即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广西壮族
自治区民族出版社、广西壮族自治区壮文报社、广西壮族自治区壮文学校)以及22个县的壮文机构(即
武鸣、马山、上林、天等、大新、隆安、龙州、乐业、田东、田阳、平果、德保、靖西、那坡、田林
、西林、东兰、凤山、天峨、环江、忻城、来宾等县的壮文工作委员会和壮文学校)先后恢复运转。
其次是扫盲的续行。
从1981年初起广西语委在武鸣县串钱大队和德保县洞奇大队搞壮文扫盲试点，并在此基础上逐步铺开
。
工作仅一年多，参加扫盲学习的人就达21445人，脱盲的有7395人。
与此同时还培训了壮文骨干5305人。
再次，试行壮文进学校。
1981年秋，广西语委为了打开壮文工作的新局面，在武鸣和德保两县的八所小学一年级进行壮文教学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50年代的壮文推行重点主要放在农村扫盲上，而这一时期把壮文推进学校，则成了壮文工作的一个主
要任务。
　　壮文恢复的初期，为了配合推行工作，广西民族出版社也陆续出版发行了各种壮文图书(包括干部
壮文课本、农民壮文课本、小学壮文课本以及其他有关壮文推行的图书)63种103万册，印制了壮文字
母总表和壮文声韵母表10万多张，壮文年历4．3万多张，有力地促进了壮文的推行。
此外，广西《壮文报》以及广西语委为宣传壮文推行意义而创办的《壮文工作通讯》也开始向社会发
行。
初期的壮文恢复工作进行得还比较顺利。
　　从1983年到1989年是壮文恢复阶段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壮文推行点从初期的22个县扩大到47个县，共385所小学，1033个班级，305个学前班，学
生共34431人。
武鸣县和德保县还创立了壮文初中班，学生有293人。
广西语委在总结这两个县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又将壮文初中班扩大到22个县。
此外，广西壮文学校也开办了正规的壮文中专班以及干部培训班，在校学生近千人。
广西民族学院和中央民族大学也相应开设了壮语文专业。
与此同时，南宁、百色、巴马、桂林四所民族师范学校也增加了壮语文必修课。
随着壮文教育的发展，壮文使用范围逐渐扩大到通信往来、文学写作、司法诉讼、报刊宣传以及公文
广告等各个方面。
此外，这一时期，广西壮文翻译局宣告建立，《三月三》壮文版也应运而生。
壮文工作稳步向前推进。
　　20世纪90年代初，壮文推行工作打出了一个小高潮。
1991年，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在广西南宁举行。
为了突出“壮族自治区”的民族特点，自治区人民政府要求全区所有的大小单位均改挂壮汉两种文字
的门牌，并由广西语委督促执行。
广西语委抓住这个契机，全体出动，把全区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全区各市、地、县、乡的所有单位全部换上了壮汉两种文字的门牌(包括东部许
多非壮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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