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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80年代初，前后三次应北京大学中文系之邀，讲授“汉藏语概况”中的“侗台语”部分，
这本书就是在此基础上写成的。
九章中的前七章，部分内容在北大和本校的语言专业本科班、研究生中讲过多次。
前后十年，补充了一些新的语言材料，如佯僙话、莫话、甲姆语、仡佬语、拉基语、僙话、村话、三
亚回语等，对有些重要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如声调起源、类型转换、送气声母的有无、数
词探源等等。
《语言与文化》一章完全是新写的，这是因为近两年来，中国语言学界对文化语言学大为热衷，汉语
方面的、少数民族语的文章和论著不断见诸报刊，有2000万以上使用人口的中国的壮侗语，在这方面
有着丰富的内容，由于赶时间，只写了五节，量虽然少了一点，但牵涉的方面大概会使其他学科的学
者们同感兴趣。
这本书写成现在的样子，主要是为了既可以当做教材，又是研究专著。
十几种具体语言的介绍，繁简和取舍颇不一致，大语言写得较略，小语言详细一些。
这主要是考虑到壮、傣、侗、水等语言早已出了简志，介绍性的和专论性的文章也已经不少了，而新
调查的材料过去多没有见过，多写一点，我想同行们会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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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80年代初，前后三次应北京大学中文系之邀，讲授“汉藏语概况”中的“侗台语”部分，
这本书就是在此基础上写成的。
九章中的前七章，部分内容在北大和本校的语言专业本科班、研究生中讲过多次。
前后十年，补充了一些新的语言材料，如佯僙话、莫话、甲姆语、仡佬语、拉基语、僙话、村话、三
亚回语等，对有些重要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如声调起源、类型转换、送气声母的有无、数
词探源等等。
《语言与文化》一章完全是新写的，这是因为近两年来，中国语言学界对文化语言学大为热衷，汉语
方面的、少数民族语的文章和论著不断见诸报刊，有2000万以上使用人口的中国的壮侗语，在这方面
有着丰富的内容，由于赶时间，只写了五节，量虽然少了一点，但牵涉的方面大概会使其他学科的学
者们同感兴趣。
这本书写成现在的样子，主要是为了既可以当做教材，又是研究专著。
十几种具体语言的介绍，繁简和取舍颇不一致，大语言写得较略，小语言详细一些。
这主要是考虑到壮、傣、侗、水等语言早已出了简志，介绍性的和专论性的文章也已经不少了，而新
调查的材料过去多没有见过，多写一点，我想同行们会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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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史可稽的汉族起源从夏代算起距今约4100年（夏在公元前21世纪一前16世纪）。
而根据张光直研究，亚洲的新石器时代应在公元前5000年到前3000年，即距今7000年到5000年。
公元前3000年以后，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时代了。
　　7000年来，汉族的先人就是在现代中国的西北部繁衍生息，从今天的陕西、河南、甘肃、山西直
到山东，沿黄河大动脉逐渐发展，而全盛时期当自周开始，经春秋、战国、秦到汉初，汉族之称，即
从这一时期开始直到现在。
　　20世纪初（1920年），河南西北渑池县仰韶村发掘出了几百件磨光石斧石刀及其他石器，这就是
“仰韶文化”的实物。
仰韶文化居民的谋生方式无疑为农业，碳化的粟遗存在半坡等地发现。
农具遗存包括锄铲磨光石凿、半月形石刀或陶刀，广泛出土的陶罐大概用于贮存粮食。
主要的家畜为猪、狗。
　　1952年、1953年发现了21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
　　位于黄河流域东部的山东泰安，汉族先民在此创造了发达的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早期约在公元前4300一前3500年，中期为前3500一前2900年，晚期为前2900一前2400年。
　　这是汉族先民沿着黄河生存发展的轨迹。
　　至于百越的先民，他们生活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浙江余姚河姆渡村发掘出来的“河姆渡文化
”，距今7000～7500年。
这些早期的百越人，他们与黄河流域的汉族先人各有自己的祖先，自己的生存方式，自己的生活习俗
，并且分别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心态，世代相传。
直到秦汉以后，中原的统治者，不断用强力大批南下，进入广袤的百越地区，与百越民族杂居共处，
最后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
　　大批的考古资料证实，汉族的发祥地在黄河流域，而百越的祖先则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汉民
的先人与百越的先人既不共祖，也非同宗。
因此，汉语与侗台语之间无法找到亲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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