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少数民族语言与粤语>>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少数民族语言与粤语>>

13位ISBN编号：9787811358803

10位ISBN编号：7811358808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时间：暨南大学出版社

作者：欧阳觉亚

页数：19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少数民族语言与粤语>>

内容概要

　　这本小册子的内容是介绍我过去所从事的少数民族语言和粤方言研究的工作情况、工作成果和工
作心得。
它们是从我所做过的工作成果中挑选出来的，有些已经发表过，但经过必要的加工修改，也有些是新
作，可以算是代表作吧。
通过这些内容，读者可以了解我过去工作的方方而面。
由于语言研究对大多数读者来说是比较偏僻的领域，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更是“冷门”，要让读者了
解《大家小书：少数民族语言与粤语》全部内容，并加以利用，恐怕不容易，因为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毕竟是一门学科，“隔行如隔山”。
当然，对于语言研究工作者或教学人员来说，这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为了尽量让广大爱好者能充分分享我的心得，特遵照出版社的要求，尽量把内容述说得更通俗易懂，
不偏离本丛朽的宗旨。
有做不到的地方，恳请读者不吝指教。
　　《大家小书：少数民族语言与粤语》初稿写就后，由郑贻青研究员审阅过一遍，指正多处，谨致
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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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壮语各地方音的差别较大，不同土语之问的人彼此难以交流。
而各地群众书写方块壮字的随意性较大，壮族地区的方块壮字远远还没有统一，这种壮字只能在本地
区内交流。
20世纪80年代末，广西的学者们合力收集、整理各地区的方块壮字，编写出一部《古壮字字典》。
该字典的出版，对壮族聚居区各地用字的规范起到促进作用，有助于整理壮族丰富的文化遗产。
《古壮字字典》把方块壮字分为象形、会意、形声、借汉4大类。
实际上，方块壮字绝大部分属自造的音义合体字和类形声字，音义合体字是利用两个汉字合成一个壮
字，其中一个表形，一个表声。
其次是借用汉字，有的借用其音，也有的借用其义，还有的借用其音和义。
　　方块壮字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目前它仍然在某些地区某些领域使用。
但它还没有发展成为壮族统一的文字，也不可能成为壮族的正式文字。
在不通行汉语的地区，群众学习拼音壮文和汉文的同时，某些场合如记录民歌、故事等可以利用方块
壮字作辅助工具，并尽量使用《古壮字字典》所推荐的规范壮字。
　　壮语借用汉词较多，遇到汉语借词时可以直接借用汉字，云南白族的“方块白文”直接借用汉字
远比方块壮字借用汉字多。
因此，借用汉字有利于方块壮字书写的文书在各地交流。
　　方块壮字之所以不能发展成为壮族全民使用的统一文字，决定于它本身的局限性。
首先是因为各地方言土语不同；其次是方块壮字结构比较复杂，笔画繁多，大部分的字没有规范，各
地方、各人用字过于随意；最重要的一点是能认读方块壮字的必须是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人。
因为自造的方块壮字足以汉字为基础构成的，要掌握它必须越过汉字这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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