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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00一年北京藏学讨论会论文提要 

 

    按照我们对原始藏语声母的理论，藏文Y-有两种来源：*Y-和*W-。  

    古藏语的WAZUR很少用，而且只能在汉语或者梵文的借词出现（例如，WA是从狐狸的狐借来的）。

所以古藏文本来没有W-声母。  

    不过，其他汉藏语系的语言，如缅文，甚至上古汉语，都有W-声母。所以原始藏语（7世纪以前的

藏语）本来肯定有W-，这个W-后来就变为其他声母。  

    按照郑张尚芳教授的构拟系统，中古汉语的喻三声母来自上古汉语的*W-。据龚煌 成先生的研究，

汉语的喻三声母和藏文GR-（GA RA BTAGS）。例如：  

        中古汉语        上古汉语    藏文   

    友  流合三上有云    *WYQ        GROGS‘朋友’  

    羽  遇合三上雨云    *WAQ        SGRO翎羽  

    不过，藏文的GR-如果来自*W+元音，-R-是从那里产生过来的？  

    据我们的研究而言，原始藏*W-一律变成藏文的Y-：  

    往  宕合三上养云  *WANGQ YONG‘来’（缅文WANG：‘进去’）  

    GR-实际上来自*R-W+元音。汉语的前缀R-脱落了以后，原始汉藏语*RW-和*W-的分别消失了。  

    藏语却保留了原始的分别。  

    *W-声母变为Y-或者GR-以前，影响了元音，原始*WANG，*RWAKS先变成*WONG，*RWOKS再变成YONG，

GROGS。一个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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