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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人类改造主客观世界的产物，是民族 

文化的重要标志。壮语和泰语同属于汉藏语系侗 

台语族壮傣语支，“同源”关系使壮语与泰语的亲属 

称谓语有很多共同之处，但“异流”的原因又使壮泰 

语的亲属称谓语存在不少差别。大新土语属于广 

西壮语的南部方言，据专家研究，壮语南部方言与 

北部方言相比，壮语南部方言和泰语更为接近。因 

此本文选取广西大新土语和泰语的亲属称谓语进 

行比较研究，探求它们的文化内涵，从而使人们了 

解大新壮族和泰族的亲缘关系。本文选取大新土 

语和泰语亲属称谓语中用于引称的五辈亲属称谓 

语，即祖父母以上辈、父母辈、平辈、儿女辈、孙儿女 

以下辈，以及一些非血缘亲属关系的亲属称谓，一 

共 90个亲属关系。 

一

、从大新土语和泰语亲属称谓语看二 

者的异同及其原因 

(一)大新土语和泰语相同或相似的亲属称谓 

语 

从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这种相同的或相似 

的亲属称谓语是很多的，主要表现如下： 

亲属关系 

外祖父 

外祖母 

父亲 

母亲 

继父 

继母 

大新土语 

ta55 

泰语 

tajj 

ta：i ja：i。。 

pO2 ＼pO2 o：k。。phd ＼ph4 。：k [古] 
m e2 ＼me2 o：k 。m￡4 ＼m￡4 。：k [古] 

p02 1Q pha4 li：og4 。 
m 1Q mlg4 li： 

叔 

婶 

姑 

姨 

前妻 

前夫 

姐 

妹 

哥姐 

弟妹 

妹夫 

儿 

女婿 

侄儿、外甥 

侄婿、孙婿 

姑母、姨母 

从上述大新土语和泰语这些相同或相似的亲 

属称谓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大新壮族和泰族虽然 

处于不同的国家，属于不同的民族，但在语言上却 

有不少共同之处。笔者根据所掌握的大新土语亲 

属称谓语的材料进行统计，发现上述与泰语相同或 

相似的大新土语亲属称谓语约占大新土语亲属称 

谓语的 40％，这说明大新壮族和泰族在历史上曾 

经有过密切联系。覃圣敏主编的《壮泰民族传统文 

化比较研究》佐以大量考古学、历史学、体质人类学 

和文化人类学材料的印证，认为壮泰民族共同起源 

于古代百越民族集团中的西瓯和骆越，他们原来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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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生活的区域，主要在五岭以南今越南红河以北地 

区，他们原来共同生活的时间主要在公元 3世纪上 

半叶之前，他们分离的时间主要在中国历史上的三 

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 3～6世纪)，后来其中的 

一 部分迁徙到今泰国北部，由于受到不同文化的影 

响，才逐渐形成了壮族和泰族两个不同的民族。范 

宏贵先生也说：“大约在秦汉以前，即公元前 2世纪 

以前，壮族和泰族还生活在一起，是一个人们共同 

体。汉代以后，即公元前2世纪以后，开始分化为 

不同 的民族，到唐代 已最 终 完成这 一演 化过 

程。”[1](P157)由此我们知道，壮泰两族产生于共同的 

族源，曾有过共同的社会文化，又由于民族文化发 

展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 ，即使壮语和泰语虽然历经 

二千多年的分离，各自所受的外来影响不同，但仍 

然保留有不少共同性，这也是大新土语和泰语亲属 

称谓语有那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的原因。 

．  (二)从大新土语和泰语亲属称谓语看二者与 

汉语的关系 

在对大新土语和泰语亲属称谓语的研究中，笔 

者发现大新土语中有一套借汉的亲属称谓语，泰语 

中也有。例如： 

1．大新土语亲属称谓语的汉借词 

亲属关系 

曾祖父 

曾祖母 
祖父 
祖母 
父 
母 

父之兄 

父之弟 

父之弟之妻 

母之弟 

母之妹 

母之妹之夫 

父之妹 

父之妹之夫 

兄 

兄之妻 

弟 

姐 

姐之夫 

父之姐妹之 
子、母之兄弟 
姐妹之子 

亲属称谓 

ku tso3 

pho2 tsO 

piu3 kos (比己大) 

piu3 tai (L~OJJ,) 

汉义 

表哥 

表弟 

父之姐妹 之 

褒 之兄弟 piu3 tse3 (比己大) 表姐 姐妹之女 。 

piu3 ITIH：i (比己小) 表妹 

姐妹之子女 Vfl：i214e8 外甥 

2．泰语亲属称谓语中的汉借词 

亲属关系 亲属称谓 

祖父 j)a k 

父亲 pa pa 

母亲 ni：a41 

婶 sim453 

伯 1au4 D￡2 

姨 i 0 

哥 k033 

姐 tse453 

妹 ITIa：i ＼ITIu：ai 

嫂 so4 3 

从大新土语和泰语亲属称谓语中的汉借词，我 

们知道大新土语和泰语都曾受过汉语的影响。究 

其原因，笔者认为，大新壮族和其他壮族地区的先 

民一样，早在商周时代就与中原民族有了交往，自 

秦汉以后，壮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便 

不断吸收融化了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并且随着社 

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和中原民族的大量南移，壮 

族文化也在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密切交 

流和“互化”的过程中求得自身的发展，壮语言是壮 

族文化的载体，壮文化千百年来接受了汉文化的广 

泛而深刻的影响，反映在壮语上就是大量借用了汉 

语的词汇。“壮语借汉词可分为老汉借词和新汉借 

词，老汉借词一般来说是唐宋时期就已借用的，保 

留了古汉语语音的某些特点和语音演变的遗迹。 

例如保留了p、t、k、m韵尾和声调平、上、去、入各分 

阴阳、单音节词占多数等特点。壮语老汉借词的读 

音与粤方言相近似O”[ 】(Ⅳ )可见，壮语的老汉借词 

主要是借自粤方言，大新土语也是如此。大新壮语 

的新汉借词应该也是借自粤方言，因为广西与广东 

交界，长期以来有很多广东商人到大新境内经商谋 

生，与大新壮民杂居相处，由于广东商人操的是粤 

语。不少大新壮族人，特别是居住在城镇的壮族人 

学会了讲粤语，由此形成 了具有特色的大新白话。 

而西南官话对大新土语影响并不大，笔者未发现大 

新土语亲属称谓语中有西南官话的汉借词，大新土 

语亲属称谓语的汉借词的读音与大新白话是一样 

的。 

从泰语的亲属称谓语中我们也看到了泰语在 

公 娘 婶 姨 哥 姐 妹 嫂 

蚣嶙公婆爸妈爷叔婶父姨救姑蚊哥嫂弟姐扶 公婆爸妈爷叔婶父姨撇姑耋；哥嫂弟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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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程度上受汉语的影响，“泰语从汉语借用词汇 

量，约在千字中有三百以上”[ ]( ’。不过，泰语借 

用汉语词汇的方式和原因与大新土语不一样，主要 

是“明清时期，闽粤籍中国人大批迁徙泰国，与泰族 

人民亲密相处，相互影响，大量的汉语词汇出现于 

泰语之中，难怪美国的约翰·卡迪也说‘暹罗语词汇 

和广东、海南的方言有相同之处’。-[3](P42)而且泰 

语亲属称谓语的汉借词主要是借广东潮州话，早在 

宋末元初，广东潮州人就到泰国谋生发展，泰国是 

海外华人聚居最为集中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其中潮 

州人本身所使用的潮州话，不仅成为泰国华人移民 

的主要语言，也对当地泰语产生了重大影响，相当 

一 部分潮州语词汇被泰语所吸收融合，成为当代泰 

语重要的组成部分。 

大新土语中亲属称谓语的汉借词与泰语亲属 

称谓语中的汉借词相比，大新土语亲属称谓语借汉 

的范围和程度比泰语亲属称谓语借汉的范围和程 

度更广更深。大新土语平辈以上亲属称谓语几乎 

都有汉借词。而泰语亲属称谓语的汉借词局限于 

父母辈和平辈中一些亲属称谓语中，而且大新土语 

中亲属称谓语中的汉借词使用的频率大于泰语亲 

属称谓语中的汉借词。这说明大新壮族与汉族交 

流比泰汉两族交流更为密切。“词语借用是一种社 

会文化现象，是文化交流在语言上的反映。”【 儿P90’ 

但是，无论是大新土语亲属称谓语中的汉借词还是 

泰语亲属称谓语中的汉借词，都没有取代本民族固 

有的亲属称谓词，即使是大新土语亲属称谓语中的 

汉借词也只是和大新土语亲属称谓语中固有的民 

族词交叉使用。 
(三)从大新土语和泰语亲属称谓语看二者的 

文学状况 
泰语亲属称谓语中有一套用于书面语或诗歌 

的亲属称谓语，而大新土语则没有。例如： 

亲属关系 

父亲[书] 

母亲[诗] 

叔父、伯父 
[书] 

姑母[书] 

丈夫[书] 

妻[书] 

妻[诗] 

弟妹[诗] 

妹妹[诗] 

儿子[书] 

亲属称谓 

pi22ta3 ＼ i．da3 ＼pi tu2 

ma：t4 ＼ma：t4 re：t4 

i22tu2 la4 

i tut2 tsha2 

ka：n33＼ ： 

ka：n i．da3 

tsha33je33not4l＼tsha3 je：t4 ＼tsha3 ja3 

ka2 nit453 

nut4 

ta22nai33 

女儿[书] ta2 nai33ja3 

从这些泰语亲属称谓语中我们不难看出，泰国 

古代文学是相当繁荣的，并且深受巴利语和梵语的 

影响。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泰国自古深受印度佛 

教文化的影响，“泰国的佛教，历史悠久，传播极广， 

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所信奉。全国佛教寺院 

林立”[5](P3 。由于佛教所宣传的信仰符合封建统 

治阶级的需要，因此泰国佛教自素可泰时代的坤南 

甘杏王倡导以来，便为历代国王所承袭，到了阿瑜 

陀耶时代已很发达。“由于暹罗和尚众多，所以有 

‘黄衣国’之称。”[ ]( 泰国人民习惯将子弟送入 

寺院当僧人学习佛学知识，寺院教育主要是传授佛 

教教义，实行佛教的道德训练，传授佛教礼仪和学 

习巴利文、梵文等。泰国僧侣认为巴利语是佛陀所 

说的语言，三藏等佛经也均是用巴利文撰写的，故 

学习佛学知识必先学习巴利文。泰语处在这样一 

个佛教环境中，自然会吸收许多巴利语 、梵语的成 

分，反映在其亲属称谓语中就是借用巴利语 、梵语 

的亲属称谓语。另外，“佛教对泰国古代文学的发 

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古代文学作品主要是巴 

利文经书”，“诗歌是古代文学作品的主要表现形 

式”，“到了阿瑜陀耶王朝时期，泰国的文学繁荣起 

来，传说当时王宫里到处飘荡着吟诗之声” 儿 ’。 

泰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诗人如拍摩诃拉差库、拉玛 

一 世、拉玛二世等等由此诞生，他们的作品深受人 

民的喜爱，广为流传。这就是泰语中产生一套用于 

书面或诗歌的亲属称谓语的原因。 

而大N~NN其他地区的壮语一样，是没有泰 

语中受巴利语 、梵语影响的书面语或诗歌专用的亲 

属称谓语的。笔者认为其原因主要有：(1)佛教对 

大新壮族的影响并不大。“佛教虽 自晋时就传人广 

西，并在唐代形成了较大影响，但较集中的还只是 

与汉人联系较密切的桂东北 、桂东南地区，而壮人 

较集中的桂西、桂南地区到宋朝以后才有规模较小 

目．分布零星的寺 院，可见其对壮人 的影响并不 

大。，，[6](P426 地处桂西的大新壮族由于受佛教影响 

不深，再加上也没有别的渠道接触巴利语、梵语，因 

此大新土语不可能产生泰语亲属称谓语中巴利语、 

梵语的成分。(2)大新壮族和其他地区的壮族一样 

曾经是歌海之乡，口头语言非常丰富，古壮字虽然 

记录了一些民间歌谣、民间故事、民间经文等，但古 

壮字的使用还是很有限的。由于缺乏像泰国那样 

由统治阶层提倡和鼓励 ，再加上古壮文受汉文的影 

响很深，因此壮族在书面上的文学作品不可能像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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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那样繁荣。现代壮文也由于得不到很好的推行。 

壮文文学作品处于低靡状态。(3)包括大新壮族在 

内的整个壮族过去文盲率很高，在大新，“清初至光 

绪二十九年(1903年)全县有进士 2名。当时学校 

全为地方豪门富绅所垄断，学生多是官宦富家子 

弟，寒门百姓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7](P352)。又 

“太平土州清道光年问到光绪为止，中功名的人共 

二十五人，其中官族家六人，其余十九名都是街上 

的汉人”[ ](PI。 。这对壮族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所以大新土语和其他地区壮语一样不可能出现一 

套专门用于书面或诗歌的亲属称谓语。 

二、大新土语和泰语亲属称谓语蕴涵的 

文化内涵 

(一)从大新土语和泰语亲属称谓语中看大新 

壮族和泰族曾经历的古代婚制 

1877年摩尔根出版了《古代社会》，在书中摩 

尔根开创性地将人类婚姻形态分为血缘婚、普那路 

亚婚、对偶婚、单偶婚等四种类型。 

1．血缘婚制。血缘婚，又称“等辈婚”或“班辈 

婚”，其婚姻集团按照辈数划分，即以兄弟与姊妹之 

间互相集体通婚为主要特征。它是族内群婚。在 

大新土语和泰语亲属称谓语中有这样的情况： 

亲属称谓 大新土语 泰语 

箸、祖父 kut? p 2 (直系和旁系不分) 
吝 君 35 l U3 (父系和母系、血亲j 考墨

、父姐 e5。 3 尔、皿示 

琴著姐、母 pa35 pa4 (父系和母系不分 
哥哥、堂哥、 ；21 Ph142(直系和旁系、同辈 姐姐

、堂姐 P‘ 称谓不分) 

弟弟： 、n。： n辈。称：lj4谓53 和旁 同 
儿女、兄弟 I ： (直系和旁系、同 之子女 ⋯,d．33 辈lu称k4

谓不分) 

舞 ；la：n5s辈la：称n2谓4( 躲同 
从上述大新土语和泰语共同存在的亲属称谓 

语来看，可以得知大新土语和泰语的亲属称谓语都 

存在父系和母系不分、直系和旁系相混、血亲和姻 

亲相混以及同辈男女同一称谓的现象。这些正符 

合古代血缘婚制的特点。血缘婚作为一个婚姻阶 

段，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便被超越了，但是作为印证这 

一 婚制的语言至今仍保留在大新土语和泰语之中。 

2．普那路亚婚制。普那路亚婚是族外群婚， 

17R 

“普那路亚婚姻的特点在于：它不仅排除了父母与 

子女的通婚，而且排除了兄弟姐妹之间的通婚，并 

推行两个集团之间的群婚：一个集团中的一切女子 

属于另一个集团的一切男子，一个集团中的一切男 

子属于另一个集团中的一切女子。因此，男女之间 

只互称夫妻，而不互称兄弟姐妹”[ ]( 3)。在大新 

土语亲属称谓语中有大排行现象，祖父辈称 ku 

lu： (公大)、kut? ji (公二)、ku a：m5 (公三) 

⋯⋯；父辈称 19o2 lu： (父大)、19o2 ji (父二)、pO2 

q-a：m (父三)⋯⋯；婶娘称 me lu： (母大)、me2 

ji (母二)、me2 a：m5 (母三)⋯⋯；家族里儿女辈 

之间按年龄排列 kos lu： (哥大)、k05 ji (哥二)、 

k()5 4-a：m5 (哥三)⋯⋯；tse3 lu： (姐大)、tse35ji21 

(姐二)、tSe3 Ca：1TI (姐三)⋯⋯。“泰族的宗族与 

壮族的宗族有所不同，父母家、岳父母家、有亲戚关 

系者都以为是一个宗族，但同辈人之间也互称兄弟 

姐妹，对 叔 伯婶 辈 亦尊 称作 父 母，与 壮 族 

同。”[ 。]( 这说明泰语亲属称谓语也存在大排 

行的现象，可见，大新壮族和泰族一样都曾经历过 

普那路亚婚制，普那路亚婚阶段大概到新石器时代 

已经跨越，但反映这一婚制的语言却仍保留在大新 

土语和泰语之中，这些大排行式的亲属称谓语是见 

证了大新壮族和泰族都曾经历过这一群婚制的珍 

贵的活的语言化石。 

3．对偶婚制。“在对偶婚制家庭中，以女子为 

中心。夫从妻居，所生子女归母系。”[11](P1839)由于 

对偶婚制产生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所 

以早期的对偶婚都是男子出嫁到女子氏族中。即 

男子实行从妻居。在对偶婚中，男子出嫁后不属于 

母方氏族的成员，而属于妻方氏族的成员。在大新 

土语中，子女称“父亲”为p。2 o：k33，泰语古时也有 

子女称“父亲”为 phd 。：k 的，从音韵学角度看， 

大新土语的po2 ：k 0和泰语的pha： ：k22应该 

是音近义同词。po2 和 pha4 为“父亲、男性”， ： 

k3 和 ：k 是“出、出嫁”之意，p。2 ：k。。和phd 

：1(2 是“出嫁的男子”。可见，p。2。 ：k 和pha4。 

：k2 是大新壮族和泰族经历了对偶婚的反映。 

4．单偶婚制。单偶婚是在父权制形成后从对 

偶婚中产生的。这种婚姻不再是对偶婚时期的男 

从女居，而是女从男居。家庭以男性为主体，历史 

上的“嫁男”变成了“嫁女”，孩子随父取姓。在大新 

土语中有一个亲属称谓语即称“母亲”为 me2。 ： 

k33，泰语中古时也有称“母亲”为 m￡4。 。： ，me2。 

o：k33和 m￡4 ：k2 显然是音近义同词。me2 和 

m e41~p“母亲、女性”， ：k3 和 P。：k 即“出、出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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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me2‘{'o：k∞和 m￡4‘{'。：l(2 应该是“出嫁的女子” 

之意。可见，大新土语的 me ：k00和泰语中的 

m e4‘{'3： 是大新壮族和泰族经历了单偶婚制的反 

映。 

(二)从大新土语和泰语亲属称谓语看大新壮 

族和泰族的原始信仰 

大新壮族对自己的长辈和比自己岁数大的同 

辈的称呼不能叫名字，而以ku (祖父)、me (祖 

母)、je 。 (伯)、 ：1．i33(叔)、tsharn。 (婶)、pi21ma：u33 

(哥)、pi q-a：u (姐)等亲属称谓称之，夫妻俩一般 

从孩称，同辈人互称pi no： 。 (兄弟姐妹)。泰族 

也有对自己长辈不直称其姓名的习俗，“弟妹对兄 

姐，不可直呼其名；兄姐对弟妹可称弟妹，也可直呼 

其名”[1o]( 。 。又“对于地位相同的人，人们之间 

用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来称呼；如果与长辈说话 

就用父、母、伯、叔(姑、姨)、爷爷、奶奶(公、婆)来称 

呼。如 果 直 叫 别 人 的 名 字 是 极 不 礼 貌 

的”[1o](192454)。这种习俗反映了大新壮族和泰族浓 

重的伦理观念，而这一观念背后，是大新壮族和泰 

族原始巫术信仰的反映。在原始社会，巫术被广泛 

地运用。“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经过原始时期和 

蒙昧阶段，因而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巫术心理和 

巫术活动。”[ ](P1)在蒙昧生活中，原始人类不可能 

想象还有一种比巫术要高明得多的科学存在。于 

是，巫术是能够表达人们的原始信仰和原始宗教观 

念的唯一手段，是人们企图控制外界、增加人类自 

身能力的唯一途径。关于巫术的原理，英国人类学 

家弗雷泽首先提出了接触巫术和交感巫术的原理。 

他提出，巫术之所以产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同 

类相生”或果必同因；二是“物体一经互相接触，在 

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的相互作用”。前 

者称为“相似律”原则，后者称为“接触律”原则。根 

据“相似律”原则，巫术通过模仿就可实现自己的愿 

望；根据“接触律”原则，巫术能通过一个物体来对 

一 个人施加影响，只要该物体曾被那个人接触过， 

不论该物体是否为该人身体之一部分。这种原理 

是适合人类蒙昧时期对事物的认识逻辑的，原始人 

相信，相同的事物可以彼此影响，因而要对一个事 

物施加影响，必取与其相同或相似之事物。所谓相 

似律即由此而生，这种相似律还扩大到姓名，以为 

姓名亦即是本人 ，得到敌人姓名便是得到了敌人， 

丢掉了自己的姓名，也就等于丢掉自身。一些姓名 

上的讳忌，就是从这个原理产生出来的。在大新壮 

族地区和泰族地区，民间群众处处以某些巫术原 

理、巫术观念和手段来处理各种问题。中国功能学 

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安宅在《巫术与语言》中说： 

“语言所代表的东西与所要达到的目的，根据原始 

信仰，都相信与语言本身是一个东西，或与语言保 

有交感作用。因为这样，所以一些表示欲望的辞 

句，一经说出便算达到目的。”[13](Ⅲ 原始人类都以 

私名为忌，不准旁人知道，因为他们相信名字是人 

的一部分，可被人用来谋谄本人。不但 自己的私名 

要忌讳，而且亲属的私名，如祖父母、父母、兄姐的 

名字，都不准称，小孩仇人比较少，不易被人因名加 

害，所以可以在亲属称谓前或后加上孩子的名字来 

称呼，如汉语中的某某之父、某某之母 ，壮泰语中的 

父某某、母某某等。“这种名的魔力或名的巫术，在 

世界范围内都是大体一致的，在中国尤其被长久广 

泛地运用。” J(P7 )如今人们对于名字的神秘感已 

经淡化了，但在大新壮族和泰族，人们对于祖先和 

长辈的名字仍不能随便说出，而要代之以亲属称 

谓，这已成为一种礼貌。但是这种礼节的背后却隐 

藏了大新壮族和泰族浓重的巫术信仰，它们是大新 

壮族和泰族原始巫术信仰遗留下来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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