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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相对性是文化相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ꎬ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ꎬ是人类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ꎮ 土

家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ꎬ从土家语与藏缅语族语言的比较中可以窥视到其亲属语言

的同源谱系关系ꎻ在土家语的日常口语词汇中ꎬ还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农耕文化的乡土知识以及民俗语言的文化本真

性原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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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的 ５６ 个民族中ꎬ不仅汉语的各种方言别

具文化特色ꎬ国内各个少数民族的语言都蕴含有丰

富的文化价值ꎮ 土家族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

中语支未定的独立语言ꎮ 据三峡大学张伟权先生近

期到使用土家族语言的民族村寨逐户实地调查统

计ꎬ目前能够熟练使用土家语母语进行交流的本民

族人口不超过 ２ 万ꎬ一些地区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永顺县能够说土家语的人数亦不足一千人ꎬ由
此可见ꎬ土家语作为一种濒危语言在经济全球化大

潮中已经日趋走向消亡ꎬ因此ꎬ加大抢救记录力度和

从不同视角对这一语言的研究ꎬ对于学科建设和学

术研究都有着重要意义ꎮ 对于土家族语言文化价值

的研究ꎬ土家族学者邓佑玲的«民族文化传承的危

机与挑战———土家语濒危现象研究»(２００６)和已故

的土家族学者叶德书在«土家语言与文化» (２００８)
一书中也有过一些简要的论述ꎬ土家语研究专家张

伟权先生的«土家语汉语词典»(２００２)和«实用土家

语»(２０１５)等研究成果更是详尽地从语言的文化释

义中做了大量的注解和梳理ꎮ 此外也有一些民族语

言研究者在他们发表的土家语研究文章里涉及到语

言中的文化现象ꎬ但多数只是其中的一些侧面ꎬ也还

需要进一步的深化和分析探讨ꎮ
一、土家语在藏缅语族亲属语谱系比较中的研

究价值

张公瑾先生在«语言的文化价值»一文中认为:
“如果一种语言在谱系分类中还找不到位置ꎬ那么ꎬ

这种语言就还不足以说明民族的起源及其与其它民

族的关系ꎮ” [１] 在语言学的谱系分类中ꎬ土家语被归

入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的语言ꎬ至于在语支的归类

上ꎬ有的将土家语归入彝语支ꎬ有的归入羌语支ꎬ也
有的则认为土家语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语支而存

在ꎮ 由于土家语与藏缅语族语言中能够找到的近似

同源词数量较少ꎬ在一些有关汉藏语系的语言学研

究著作或研究文章中都将土家语定为汉藏语系藏缅

语族中语支支属未定的语言ꎮ 尽管如此ꎬ通过土家

语的核心词和词汇类型与藏缅语族语词的比较ꎬ在
语言谱系中说明土家语与藏缅语族有着密切的亲属

语关系是可以肯定的ꎮ
一是从藏缅语族语言的古音构拟及演变中可以

找到相应的例证ꎮ 吉首大学杨再彪先生在«湖南西

部四种濒危语言调查»一书就“北部与南部方言基

本词汇”情况列举了大量可资比较的土家语词汇ꎬ
如北部方言两个语音点的土家语[２]７７－７８:
　 例词　 龙山土家语　 古丈土家语　 泸溪土家语

　 太阳　 ｎａｕ２１ʦｉ２１ ｌａｕ２１ʦｈɿ２１ ｌｏ３５ʑｉ５３ｄɯ１３

　 月亮 ｓｕ２１ｓｕ２１ ｓｕ２１ｓｕ２１ ｌｏ３５ɕｉ５５ｄɯ１３

　 星星 ｓｉ５５Ｚｉ２１ ɕｉ５３ ｊｅ２１ ｍɯｅ３５ｂｕ５５ｋｕ２１

ｓｕ３５ ｔａ２１ｂｕ３３

　 雨 ｍɯｅ３５ʦｅ２１ ｍɯｅ３５ʦｅ２１ ｚｅ３３

　 火 ｍｉ５５ ｍｉ５５ ｍｉ５５

　 山 ｋｈｕ５５ʦａ５５ ｋｈｕ５５ ｌｉｅ２１ ｌｏ２１ｘｏ２１ ｔｅ２１

从土家语语音的共时性使用特征看ꎬ无论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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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方语还是南部方语ꎬ如使用南部方言的泸溪土家

语“太阳” [ ｌｏ３５ʑｉ５３ｄɯ１３]、“月亮[ ｌｏ３５ɕｉ５５ｄɯ１３]、“星
星”[ｍɯｅ３５ｂｕ５５ｋｕ２１ ｓｕ３５ ｔａ２１ｂｕ３３]、“雨” [ ｚｅ３５]、“火”
[ｍｉ５５]、“山” [ ｌｏ２１ ｘｏ２１ ｔｅ２１]、“沙子” [ ｌɯ３５ ｓｅ５５]等都

存在着这样一个共性:“声母只有单辅音” [３]ꎮ 藏缅

语族中原始古音里面的复辅音到了土家语里已经分

化为单辅音ꎬ因此在上述这几个土家语词汇中ꎬ尽管

已经分化为单辅音ꎬ但从同语族亲属语言的语音变

化中可以推理出藏缅语族古音在向土家语(北部方

言)演变中呈现出来的一些古音遗存痕迹[４]:
１.“太阳”的原始藏缅语古音构拟形式为 ｓ－ｎｉｎ

－ｍ※ꎮ 土家语的前缀词中 ｎａｕ２１ʦｉ２１还保留有古音中

的 ｎ※声母ꎬ这类以 ｎ※为声母词与纳西族语、白族语

有对应关系ꎬ如纳西语的“太阳”读[ȵｉ３３ｍｅ３３]、白族

语的“太阳”读[ȵｉ４４]ꎮ 在汉藏语系的众多语言中ꎬｎ
与 ｍ 是一对音位变体声母ꎬｎ 在具有亲属语言关系

的民族语言里ꎬ有的读 ｍꎬ也就是说 ｍ 和 ｎ 以及 ȵ
的读音有互换现象ꎮ 由此可以看出ꎬ云南巍山彝语

的“太阳”[ｍｕ２１]与傈僳语的“太阳”[ｍɯ３１ｍｉ３３]、拉
祜语的“太阳”[ｍｕ５３ｎｉ３３]、羌语的“太阳” [ｍəｓｉ]同
样存在着同源关系ꎮ 同理ꎬ在土家语“太阳”这个读

音里ꎬ[ｚ]、[ｄ]这些读音与藏缅语族中的“太阳”这
个读音[ʨ]、[ｔʂ]、[ｄʑ]、[ｄｚ]等也存在来源相同的

音位变体关系ꎬ如路南彝语的“太阳” [ ｔʂɪ３３]、双柏

彝语的“太阳”[ｄｚｉə２１]、米勒彝语的“太阳”[ʨｉ３３]、
墨江彝语的“太阳” [ ｄʑｉ２１]与土家语“太阳”中的

ʦｉ２１或 ʦｈɿ２１应属于同源关系ꎮ[５]

２.“月亮” 的原始藏缅语古音构拟形式为 ｓ －
ｌａｋ※ꎬｐ－ｌａ※ꎮ 土家语中的 ｓｕ２１ ｓｕ２１还保留有古音中

的 ｓ※声母ꎮ 土家语的这个词声母在独龙语的读音

[ｓɯ３１ ｌɑ５５]中还可找到其同源关系ꎬ到了同语族的其

它语言词汇则发生了变异ꎮ
３.“星星” 的原始藏缅语古音构拟形式为 ｓ －

ｇｒａｒ※ꎮ 尽管土家语中的 ｓｉ５５ ｚｉ２１ 还保留有古音中的

ｓ※声母ꎬ但现代土家语中的 ｓ 已经出现了音位变体ꎬ
读为 ɕꎬ也就是说“星星”这个词在土家语中还有另

外一个读音[ ɕｉ５３ ｊｅ２１]ꎮ 同语族中声母保留有 ɕ 读

音的仅有白族的语言ꎬ如剑川方言读[ɕɛ５５](韵母带

颚化)、大理方言读[ɕｅ５５](韵母带儿化)、碧江方言

读[ɕɑ５５](韵母带颚化) [６]ꎬ等等ꎮ
４.“雨” 的原始藏缅语古音构拟形式为 ｍ－ｑｈｒａ

－ｇ※ꎮ 土家语中的 ｍɯｅ３５ʦｅ２１还保留有古音中的 ｍ※

声母ꎮ 土家语这个词的声母在同语族中还保留有同

源关系的词比较多ꎬ如羌语读为[ｍａ３１ʐｉ５５]、傈僳语

读为[ｍɯ３１ｈɑ３３]、拉祜语读为[ｍｕ５３ ｚｅ３１]、四川彝语

喜德话读为[ｍｕ３３ｈａ３３]、云南彝语南涧话读为[ｍｕ２１

ｈɑ５５]、贵州彝语大方话读为[ｍｕ３３ｈｏ３３]、基诺语读为

[ｍｉ３１ ｔｈａ５５]、阿昌语读为[ｍａｕ３１ʐｏ５５]ꎬ等等[７]ꎮ
５.“火” 的原始藏缅语古音构拟形式为 ｍＥｌ※或

ｍＥｒ※ꎮ 土家语中的 ｍｉ５５ 还保留有古音中的 ｍ※ 声

母ꎮ 这个词在声母的同源关系上至今还得到完整的

保留ꎬ如在藏语中读[ｍｅ１２]、在彝语中读[ｍ３１ ｔｕ５５]、
在景颇语中读[ｍｉ３１]ꎮ

６.“山” 的原始藏缅语古音构拟形式为 ｐ－ｌａ※ꎬｇ
－ｌｕＧ※ꎮ 在同语族中能够找到与土家语“山” 的读

音有两个ꎬ即[ｋｈｕ５５Ｚａ５５]和[ｋｈｕ５５ ｌｉｅ２１] ꎬ这个词与

云南彝语南涧话中的“山” [ｋｈｕ５５ｄʐɿ２１]基本对应ꎬ
但与古音声母已经找不到相应的对应ꎮ

二是从语言类型学中同样说明土家语与藏缅语

族语言之间具有明显的亲属语关系ꎮ
作为具有语言“亲属关系”的各个族群所使用

的民族语言ꎬ在结构模式上都存在着许多相同的语

言类型共性特征ꎮ 从土家语与藏缅语族中各个民族

语言的相互比较中ꎬ我们都可以找到这些有着相同

共性的语言类型学特点ꎮ 如从土家语的“宾动”结

构类型与藏缅语中的其它民族语言比较中就可看到

类似的语言共性:
如土家语说“我们将要吃饭了”为 ａｎ３５ȵｉ５３ ʦｉ２１

ｋａ３５ ｘｕ２１ꎬ在这句话中 ʦｉ２１是“饭”ꎬｋａ３５是“吃”ꎬ按照

汉语的直译就是“我们饭吃将要”ꎮ 也就是说ꎬ在
“吃饭”这个短语词中ꎬ“饭”在前ꎬ“吃”在后ꎮ 类似

这种“宾动”式短语结构类型词ꎬ我们在藏缅语的其

它民族语言中都可以找到ꎬ如:
景颇语称“吃饭”为 ʃａｔ３１ ʃａ５５ꎬʃａｔ３１即“饭”ꎻʃａ５５

即“吃”ꎮ “饭”在前ꎬ“吃”在后ꎮ 称“洗脸”为 ｍａｎ３３

ｍｊｉｔ５５时ꎬ也是“脸”ｍａｎ３３在前ꎬ“洗”ｍｊｉｔ５５在后ꎮ
贵州盘县的彝语说“吃饭”为 ｄｚʊ２１ ｄｚʊ２２这个词

时ꎬ也是说“饭”ｄｚʊ２１在前ꎬ“吃”ｄｚʊ２２在后ꎮ
对于藏缅语族语言中的这种“宾动” 结构以及

相应的语序类型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民族语言学家

李云兵先生在«中国南方民族语言语序类型研究»
中已经有较为详细的归纳和分析ꎬ他认为“藏缅语

主语 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动词 Ｖ(ｖｅｒｂ)宾语 Ｏ(ｏｂ ｊｅｃｔｉｖｅ)
的语序是 ＳＯＶꎬ动词与宾语的语序是 ＯＶꎮ” [８] 通过

这些语言类型学的比较分析ꎬ不仅可以说明土家语

在藏缅语族语言研究中的不可或缺重要地位ꎬ同时

也为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提供相应的语料支撑ꎮ
二、土家族语言折射出民族农耕文化生活的乡

土知识认知

语言是一个民族社会生活的忠实反映ꎬ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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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们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中长期积累起来的乡

土知识的重要积淀ꎮ 从土家族语汇所折射出来的农

耕文化词中我们可以窥视到民族语言体现出来的乡

土知识认知ꎮ 一方面ꎬ大量的土家语农耕生产工具

和种植过程中的物种名称及种植技能中的一些语

词ꎬ都充分地反映了农耕文化生活在土家族母语词

汇中的积淀ꎬ如在杨再彪教授调查的土家语语料中

属于种植类农作物的物种名称就有[２]８３－８９:
　 例词　 龙山土家语　 古丈土家语　 泸溪土家语

　 水稻 ｌｉ３５ｐｕ３５ ｌｉ３５ｐｕ３５ ｔｓｈｅ３５ｂｕ３３ ｌｅ３３

　 糯米 ʨｈｅ５５Ɣɯｅ５５ ʨｈｅ５５Ɣɯｅ５５ ｌｕｏ３５ｍｉ３３

　 种子 ｎｅ５５ｎａ５５ ȵｅ５５ｎã５５ ａ１３ ｌｅ３３

　 秧 ｊｉａｎ５５ ｔｓｉ５５ ｊã５５ / ｊｉã５５ ʑã５５

　 小麦 ʦｉａ３５ｍɯｅ３５ ｍｅ３５ ｌｉã３５ ɯ２１ｍｏ２１ｓｅ３３

　 大麦 ｎｕ５５ｍｕ５５ ｍｕ５５ｍｕ５３ ɯ２１ｍｏ２１ʨｈｉ５５

　 荞麦 ʨｈｉ５５ｍɯｅ２１ ʨｈｉ５５ｍɯｅ２１ ｋɯ３３ｍａ１３

　 小米 ｗｕ５５ｓｏ５５ Ɣɯ２１ｐｕ３５ ｌｅ３５ ｕ３５ｄｚｉ５５

　 麻 ʦｈｅ２１ｋｈｕ３５ ʦｈɿ５５ｂａ２１ ｍａ２１

　 白菜 ａ２１ｓｉ２１ｘａ５５ʦｈｅ５５ 　 ｐｅ３５ʦｈｅ５５ ｓɿ５５ｐｉ３５ａ３３ɕｉ３３

　 青菜 ɕｉｎ３５ｐｈｕ５５ ɕｉ５５ｐｈｕ５５ ʨｈｉ５５ʦｈɛ３５

　 葱 ｚａ５５ｋｈɯｅ２１ʦｈｉ２１ 　 ʦｈｕ５５ ｄｚɿ３５ｋａ２１ ｌａ２１

　 蒜 ｓｉ２１ ｔｈｏ３５ ɕｉ２１ｄｏ３５ ｔａ３５ｓｕɛ３５

　 瓜 ｌａ３５ ｔｈｕ５５ ｌａ３５ ｔｈｕ５５ ｋｕａ３３

　 黄豆 ʨｈｉ３５ｐｕ３５ ʨｈｉ３５ｐｕ３５ ｌｅ３５ ʨｈｉ５５ｂｕ３３

用于农耕劳作的生产工具ꎬ也同样有许多丰富

的词汇:
　 例词　 龙山土家语　 古丈土家语　 泸溪土家语

　 犁 ｋｈａ５５ ｔｈｅ５５ ｌｉ５５ｋｈｕ５５ ｔｈｕ５５ ｌｉ３３ʦｈｏ２１

　 钉耙 ｐｈａ５５ / ɕｅ５５ｐｈａ３５ 　 ʦｕ５５ｋɯ５５ ｂａ３３

　 锄头 ｐｈｕ５５ｋｈɯ５５ ｌｉ５３ｐｈｅ２１ʦｈɿ２１

/ ｐｈɯ５５ｋｈɯ５５ ɕｉ３５ ｔｏ３３

　 箩筐 ｌｏ２１ｋｈｕａｎ２１ ｌｏ２１ｋｈｕã５５ ｌｕｏ３３ｋｈã５５

　 撮箕 ɕｅ５５ʨｈｉ２１ ｌａ３５ ｓｏ３５ｄʑｉ２１ ｓａｏ５５ʨｉ５５

　 镰刀 ʨｅ３５ʦｉ５５ ｘｕａ３５ ｌｉａｎ２１ ｘｕａ２１ ｌｉɛ３３

　 柴刀 ｓｕ３５ｋｈｕ５５ ｓｕ３５ｋｈｕ５３ ʨｉ３５ʦａｏ５５

另一方面ꎬ在土家族的民间格言谚语等母语文

化中ꎬ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农耕文化生活在民族语

言中的遗存ꎮ 如在张伟权先生搜集到的土家语气象

和农事谚语中就有[９]:
１. ｍｅ３５ ｔｈａ５５ ʦｈｅ３１ ʦｉ５５ ｋｅ５５ ｍｏ３５ ｘｕ２１ ｌａ５５ꎬｍｅ３５ ʦｅ２１

ɕｉｅ３５ｘａｎ３５ʑｉ２１ ｔａ３５

汉语意译:雷公先唱歌ꎬ有雨也不多ꎮ
２.ｓｉ５５ ȵｉ２１ ｋａ２１ Ｚｈｕｏ５３ ｐｅ５３ ｍｅ３５ ʦｅ２１ ｘｕ２１ꎬｐｕ５５ ʦｈｉ５５

ʦｈｕｏ２１ʑｉ５３ｍｅ３５ʦｈａ３５ｘｕ２１

汉语意译:蚂蚁搬家有雨淋ꎬ蜘蛛结网天必晴ꎮ

３.ｋｈｕａｉ３５ʨｈｉ２１ ｌａ２１ ｌｉ５５ｋａ２１ɕｉｅ５３ꎬｍｅ３５ʦｅ２１ʦｈｉ５３ｐａ５５

ɕｉｅ３５

汉语意译:蚯蚓地上爬ꎬ必有大雨下ꎮ
４.ｌｏŋ２１ ｐａｉ２１ ｓｕ３５ ｓｕ５５ ʦｉ２１ ɕｉ２１ ʦｈｉ５３ ｐａ２１ꎬ ｌａ２１ ｋｈｕｏ２１

ｌｉ３５ｐｕ５３ʦｈｕ５３ʦｕｏ２１ ｔｈａ２１ ｔｈａ２１

汉语意译:今年下大雪ꎬ明年谷满仓ꎮ
５.ʨｈｉｎ５５ｍｉｎ２１ ｌａｕ２１ʦｈｉ２１ ｔｕｏ２１ꎬｋｕ２１ ｉ５３ｍｅ３５ʦｅ２１ ｔｕｏ２１

汉语意译:清明要明ꎬ谷雨要淋ꎮ
６. ｔｕａｎ５５ ｕ５３ ʦｈｅ２１ ｏŋ２１ ｔｈａ５３ꎬ ｌａ５５ ｌｏŋ５５ ｓｏｕ５５ ʦｈｉ２１

ｔｈａｉ３５

汉语意译:端午不涨水ꎬ一年没收成ꎮ
７.ｌｉ５５ａ５５ʑｉ５５ ｔｉａｎ３５ʨｈｉｅ２１ꎬｓｅ２１ ｌａ３５ʦｈｅ５５ｐｉｅ５５

汉语意译:深耕一寸ꎬ顶得上一瓢粪ꎮ
８.ȵｉｅ２１ｓｉ２１ｘｕｏ５３ʦｈｕŋ５５ʑｉ５５ꎬｉｅ２１ｓｉ２１ｓｉ２１ ｔｈｕｏ３５ｓｅ５５

汉语意译:七月下葱ꎬ八月种蒜ꎮ
土家族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山地民族ꎬ传统的

生计方式在民族语言中存积下来ꎬ有的生产生活方

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已经发生了

改变ꎬ但这些生产活动却以具体的语言词汇形式保

留了下来ꎮ 如从“砍火畲” [ ｉｅ５３ʦａ３５]、“烧灰” [ｐｕ２１

ʦｈｉ５３ｕ３５]、“撒小米”[ｅｉ２１ȵｉｅ５３ ｌａｎ５３ ｉ３５]、“扯小米草”
[ｅｉ２１ｓｉ２１ｐｈｉｅ５３]等词汇中就可说明土家族曾经经历

过刀耕火种的山地农耕生产生活ꎮ
三、民俗生活本真性原貌从土家语词词义中得

到了如实的反映

语言的民族性在于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和外在表现形式ꎬ“语源”在各个民族的社会生活中

正好是“俗源”本真性原貌的实际反映ꎮ 从土家语

民俗语言词汇的原语词义和引申义中ꎬ我们同样窥

视到其语言文化价值之所在ꎮ
１.摆手舞ꎮ 摆手舞的土家语名称为 [ ｓｅ３５ ｐａ５３

ｚｅ５３](汉语谐音音译为“社巴日”或“舍巴日”)ꎬ这
是土家族在祭祀祖先、向祖先请求赐福和祈求寿禄

时举行的一种仪式性舞蹈ꎮ 摆手舞有大摆手和小摆

手之分ꎬ大摆手有歌有舞ꎬ其歌名为«摆手歌»ꎻ小摆

手则只有舞蹈没有歌ꎬ其舞蹈内容多以模仿农事、渔
猎的动作来进行表演ꎮ[１０] 据称ꎬ大摆手活动主要是

祭祀其民族先祖中的八部大神ꎬ在«摆手歌»中就特

别提到“社巴日” [ ｓｅ３５ｐａ５３ ｚｅ５３]这样的民俗语言词

汇:
ｔｈｕ２１ｕａｎ２１ʨｉａｕ３５ʦｕ５１ｐｈａ２１ｐｈａ２１ ｌｅ５１

土王爵主爷爷唷ꎬ
ｌａ５１ ｌｏ５１ｋｈｕ５１ｍｏ２１ ｌａ５１ｋｈａ５５ ｌｉａｕ５５

一年辛苦过去了ꎮ
ｐｉ３５ｐｉ３５ʨｈｉ５１ｐａ５１ ｌｅ２１ʨｈｉ５１ｋｈａ５５ ｌｉａｕ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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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子孙孙过年了ꎬ
ｌａ５１ｓｉ５１ ｌｉｅ５１ ｉｅ２１ ｌｉａｕ５５ ｌｉ２１

正月新春到了哩ꎮ
ｐｉ３５ʨｉ５５ｋｈａ５１ ｌｉｅ５５ａ２１ɣɯ２１ ｌｅ５１ｐｉ５１ ｔｉ３５ ｌｉ２１

你的子子孙孙哩ꎬ
ｓｅ３５ｐａ５１ｚｅ５５ ｌｉ２１ ｌｉ２１ ｌａ２１ｘｕ５５

要过社巴日了ꎮ[１１]

在“社巴日” [ｓｅ３５ｐａ５３ｚｅ５３]这个民俗语言词中ꎬ
[ｓｅ３５]指的是“大家” “众人” 等意思ꎻ[ ｐａ５３ ] 即为

“看”“观望”之意ꎻ[ｚｅ５３]即“做”“跳”等意思ꎮ 摆手

舞作为土家族民间文化生活中的一种传统活动ꎬ早
在明清时期的汉文典籍中都有过相应的记载ꎮ 清代

举人段汝霖在«楚南苗志卷六»中将土家族的这

种摆手舞称为“跳年”ꎬ说“土人于上元节前数夜ꎬ择
旷野宽平处ꎬ悬灯击金鼓作乐ꎬ聚男妇ꎬ衣彩服ꎬ周围

旋走ꎬ唱歌ꎬ举手顿足ꎬ摇摆其身ꎬ谓之‘跳年’ꎮ 亦

曰‘摆手跳’ꎮ 时ꎬ必男女相间ꎬ由左转右ꎬ有至达旦

者ꎮ 歌乃土音ꎬ必能识土语乃可辨也ꎮ” [１２]当时人们

用土家语唱着本民族的母语歌ꎬ跳着摆手舞ꎬ这样的

风俗文化自然以语言词汇的方式积淀下来ꎮ 此外ꎬ
在清代学者严如煜所著的«苗防备览风俗考»中

亦称:“土俗ꎬ各寨有摆手堂ꎬ每岁正月初三至初五

六之夜ꎬ鸣锣击鼓ꎬ男女聚集摇摆发喊ꎬ名曰 ‘摆

手’ꎬ盖禳除不祥也ꎮ” [１３] 摆手舞这一民俗事象在语

言中反映了土家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ꎬ对我

们研究民俗语言提供了丰富的语料支持ꎮ
２.梯玛祭祀ꎮ 梯玛祭祀是土家族原始宗教祭祀

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ꎮ “梯玛” 系土家语 [ ｔｈｉ５５

ｍａ５３]的汉语谐音音译ꎬ[ｔｈｉ５５]在土家语的本义中翻

译为汉语有“本放” “定” “摆” “置”等意思ꎬ这里可

引申为“敬供”“敬祭”的意思ꎻ[ｍａ５３]翻译成汉语有

“人”或“的人”的意思ꎮ [ ｔｈｉ５５ｍａ５３]的汉语译意

为“敬神的人”或“祭祖的人”ꎮ 按照叶德书先生的

解释ꎬ[ｔｈｉ５５ｍａ５３] “梯玛”就是男巫ꎮ[１４] 与梯玛祭祀

活动相对应的还有一个民俗词“月日” [ ｉｅ２１ʑｉ５３]ꎬ
[ｉｅ２１] 的汉语译意即“神”ꎻ [ ʑｉ５３ ] 的译成汉语有

“做”“敬”之意ꎮ 从这些词语上看ꎬ土家族民俗文化

传统的民族性从语言符号所蕴含的语义正是其文化

因子原貌的真实性反映ꎮ
四、结语:民族语言的独特性是一个民族群体文

化价值的外在显现

民族语言文化价值的重要性一直是民族学、社
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所关注的重要内容ꎮ 一个

民族语言所具有的唯一性是其文化独特性的外在表

现形式ꎬ因此语言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它民族的重

要组成部分ꎮ 土家族以“毕兹卡” [ｐｉ３５ʦｉ５５ｋｈａ２１]为
自称ꎬ并对周边民族有自己的一套土家语称谓ꎬ如称

汉族为“帊卡” [ｐａ５５ ｋｈａ２１]ꎻ称苗族为“白卡” [ｐｅ２１

ｋｈａ２１]等ꎬ “卡” [ ｋｈａ２１ ] 在汉语中有 “家” “群体”
“族”等意ꎮ 无论是农耕文化词、亲属称谓词、土家

语地名ꎬ还是宗教俗语词等ꎬ在语义解释上都体现出

一种文化的独特性ꎮ 为此ꎬ在我们看来ꎬ语言和文化

是共生共存的ꎬ对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研究ꎬ如果离

开了自己的母语文化ꎬ我们的研究就会成为无本之

木ꎮ 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到民族文化的价值与民族语

言的价值互为表里ꎬ相互依存ꎬ民族语言的文化价值

才会得到全面的体现ꎮ 德国语言学家格里姆 ( Ｊ.
Ｇｒｉｍｍ)在«德语史»中对日耳曼语族语言进行比较

研究并讨论它们的历史时说到:“有一种比骸骨、武
器和墓穴更为生动的东西可以证明民族的历史ꎬ那
就是他们的语言ꎮ” [１５] 这段意味深长的思想表述ꎬ说
明一个民族的语言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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