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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汉藏语言学奖评奖委员会于2012年6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三届评奖会议。经评奖委员会审阅和评议，共有2部著作

荣获本届汉藏语言学奖二等奖，分别为尹蔚彬的《业隆拉坞戎语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和燕海雄的《论东亚语言塞音的音变规则》

（中西书局，2011年)。 

  

获奖著作简介 

1、《业隆拉坞戎语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详尽地描述了拉坞戎语业隆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收录了3000多条词汇和6篇长篇语

料，并介绍了拉坞戎语业隆话的有关历史和社会人文情况。该书的材料丰富、翔实，内容充实、全面，分析细致、深入，充分反映了业隆拉

坞戎语的面貌。拉坞戎语是近年来新识别出来的一种藏缅语族羌语支语言，使用人口很少，处于濒危状态。该语言语音结构复杂，语法形态

丰富，保留藏缅语的古老特征较多，因此，该项研究对于深化藏缅语族语文的历史比较研究，探寻藏缅语族羌语支的变化与发展很有价值。 

2、《论东亚语言塞音的音变规则》（中西书局，2011年)是一部讨论历史语言学的书。该书在大规模东亚语言数据库的基础上，从调音部

位、调音方法、发声类型以及气流机制四个视角建立了31条塞音的音变规则。经典的历史语言学在处理东亚语言的相关问题时遇到了巨大

的挑战，同时也迎来了继续发展与完善自身理论与方法的良好契机。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的语言学家相继认识到建立系统的音变规则库是

解决这个历史性难题的一种新的思路与尝试，这套系统的音变规则库是历史语言学在适应东亚语言研究的过程中不断修正与完善自身理论与

方法的产物。该书选取塞音作为建立音变规则库的出发点与突破口，力求通过建立塞音的音变规则为下一步建立其他音类的音变规则提供经

验与基础。因此，该项研究是历史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尝试与创新。  

文章来源：张军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网站技术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网络信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6号楼 邮编：100081  

中文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