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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学史是关于语言学发展历史的学问。研究藏语语言学发展的历史就是藏语语言学史。藏语的历

史悠久，是国内众多民族语言中十分重要的一种，而且有极其丰富的文献资料，它传承了藏民族千余年

来的灿烂文明。藏族前辈学者从公园7世纪起就对藏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仿效梵文字母，在此基础

上依据藏语自身的特点创制了藏文及其字的结构，并且奠定了藏文文法的理论框架。 

    首先，论述藏语言学史的研究对象、目的。主要应该包括千余年间出现的重要语言学著作，其体例

及主要内容，有重大影响的语言学家以及他们的基本观点和产生的影响。还要研究藏语语言学内各分支

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传统的藏学有“十明”，其中如声明学、修辞学、词藻学、甚至因明学，这些都与

藏语言文学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历代语文学家撰写的正字学、辞书包括单语、多语也应该属于语言学

范畴。他们对藏语言文字有极其深刻透彻的剖析。从语言着手，规定了一个字的结构和各类虚词的用

法。包括发音部位及方法、音的强弱，分析得井井有条。同时创订了很多藏语言学方面的术语，一直沿

用到现在，这在世界语言学史上是很少见的。术语的概念、定义也是关乎研究方面的问题。 

研究藏语言学史，目的是为了很好继承丰富而又宝贵的语言学遗产，弘扬优秀文化，总结前人研究的经

验，探索研究规律，发扬前辈学者孜孜以求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进一步推进现代藏语言学的发展，加

强当前的语文建设，更好的为藏族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服务，而且无疑还可以为丰富中国语言

学史做出贡献。 

    其次，在研究藏语言学史中最先遇到的就是分期问题。进行历史分期是必要的，目的是为了反映藏

语言学自身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以便能更深入研究、细致观察，了解各阶段的基本内容和性质。对语言

学史分期的依据，我们觉得应该着眼于影响重大的语言学家及其代表著作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所体

现出来的共同性，以及新的学科产生和代表性著作。目前初步考虑分为三个时期。吐蕃时期是藏语言学

的兴起阶段，或称古代时期；最重要的就是文字的创造和文法理论的奠定，还有文字厘订、编纂梵藏双

语辞书及有关翻译方面的一些理论。11-12世纪可看作过渡时期，13-19世纪是第二阶段，藏语言学得到

进一步发展，通过译介、引进和建立了新的学科，如修辞学、词藻学以及正字学的发端，语法理论有更

深入的研究、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不少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极具重要影响力的经典性著作。20世纪是藏语言

学全面繁荣兴盛的时期，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短短50多年，拓宽了研究领域，开创了新的学科，取得的

丰硕成果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和瞩目。 

    再次，探讨了三个时期藏语言研究的一些共同点和不同之处。前两个时期主要集中于书面文献，把



文字放在重要的位置上，通过文字研究音、形、义，以共时研究为主，不研究或者很少研究语言的动态

变化和语言内部的层次性及演变规律。但是也有很多共性，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非常注重实用，

都是为了解决藏语言文字的实际使用问题；二是不同时期的学者能以开放的姿态积极吸收外来文化，通

过取舍、诠释、补充和改造，加以本土化，不断开拓新学科。到了20世纪下半叶更是全方位吸收现代语

言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坚实时空观念，采取比较的方法，重视调查自然语言；加强语文现代化研究

等。三是历代学者能展开学术争论，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有的加以驳斥，有的加以增补。这种风气也

是非常可贵的。 

    最后，谈了藏语言学史的方法和应持有的态度。求真务实是一切学问的出发点。本着这种态度，对

历史上和现代的学者及他们的著述尽力做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客观介绍，不拔高，不贬低；其

次，多读原著，多思考分析，从大量文献资料中深入本质去探索，究竟说明什么实质性问题和存在什么

内在的规律，希望能以史鉴今。当然要注意各个阶段的继承性和分支学科之间的联系；最后，应进一步

博采众长，以海纳百川的心态，吸取前人和他人有益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这些都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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