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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七北京藏学讨论会提要 

 

    藏语有通用的书面语和各地的方言土语。嘉戎话是藏语的一种特殊方言，它不同于藏语其它方言。

藏语三大方言中只有二合复辅音，没有三合复辅音。而嘉戎藏话中不仅有二合复辅音还有三合复辅音不

仅有前置辅音还有后置辅音。 

    藏文字是分为基字和上下前后加字及重后加字六种，作词时无论是单音节词或是双音节词，都要在

基字上带不同的“加字”。古藏语无论是基字和“加字”都要发音，倘若当时藏语中没有那些音，文字

又依据什么来创制呢?嘉戎话把一个藏文正字的基字及上下前后加字都能读出音来的拼读法，正是古藏

语读音的拼读法。所以嘉戎藏话实际上是承袭了古藏语拼读法而略加变异说出来的本地藏话。 

    正因为嘉戎藏话与古藏语在藏文读音方面确实存在着共同的音变规律，词汇方面又有很多同样的实

词．所以噶玛司徒大师、智贡巴。贡去•乎丹巴绕布杰、毛尔盖桑木旦、钦绕威色、王尧、昔扎、达瓦

罗追、达•热斯几等都说嘉戎话不仅是藏语，而且是至今保留古语较多的一个地方话是有缘由的。 

    本来有很多古藏语词被新词代替了，或意义已经转移了，但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所以很难寻释。

但如果了解今天的嘉戎话，了解嘉戎话对该词(同一意义的词)的解释，就会明白该词当时的准确意义。

藏文本身以基字为中心。加上下前后加字的方法组成字和词，它反映的是藏语古时期的面貌。这些“加

字”的作用既用来区别不同的词的音，又用来区别义，可是后来由于语音的发展变化。到现在藏语几大

方言的这些“加字”的音已经趋于模糊或脱落了。 

    现在嘉戎藏话中保留了古藏语的读法和古藏语词法，这对研究古藏语是很有益处的。所以有的学者

把嘉戎话列为古藏语的代表，有的认为嘉戎话是研究古藏文的“活化石”。 

    本文拟以分析嘉戎地区的藏文拼读法、嘉戎话中的藏语古音词汇，嘉戎话中的古藏文词汇如嘉戎藏

区的人名、地名以及民间的民歌、民谣等来说明嘉戎藏话中至今还保留着不少古藏语，以便了解嘉戎藏

话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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