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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描述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下面的以景洪话为标准音的西双版纳傣语。运用实验语

言学的研究方法，对西双版纳傣语的声母、韵母及声调进行了大致的描写，并得出了西双版纳傣语在发

声态方面的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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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nguage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belongs to the Xishuangbanna Dai language under the 
Zhuang-Dai languages of the Zhuang-Dong language group of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with 
Jinghong dialect as the standard sound. The initial consonants, vowels and tones of the Xishua-
ngbanna Dai language are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and some sou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Xishua-
ngbanna Dai language are ob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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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进行思维的工具。它本身又是一种符号系统，这

种符号系统包括语音形式和语义内容两个方面，而且两者之间是互为依存的。语义内容要借助一定的语

音形式来表现；语音的形式是语言存在的物质外壳。人们通过大量说话来传递思想，正确掌握语言的发

音，充分发挥语言交际工具的作用对人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属于拼音文字的西双版纳傣文，又

是如何的发音的呢？它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又是怎样的呢？下面本文将会在前者的研究基础上做一些

粗浅的探索。 

2. 西双版纳傣语音系的发音部位 

(一) 发音部位概述 
调音即狭义的“发音”，指的是调节上声道构型、改变上声道形状和尺寸以调制出不同的音色。调

音部位和调音动作即狭义的辅音“发音部位”和“发音动作”。调音部位分主动部位和被动部位。主动

部位也就是主动调音器官，是嘴巴的下面的部分，被动部位即被动调音器官，是嘴巴的上面的部分，它

是主动器官调音的目标或目标区。主动器官有六个主要的部位；被动器官有九个主要的目标区。 
“被动调音器官/部位”，也即“调音目标”，共有九个，不算喉部。这些被动部位可以分为前中后

三个区：“(齿)前区”指上齿及其前的部位，包括上唇和上齿沿；“中(龈)区”指声道中间与龈有关的部位，

即从上齿背最高处的齿一龈交界处一直到龈腭交界的“腭前”部位；“(腭)后区”指硬腭及其后的部位[1]。 
主动调音器官指的是可以移动去靠近或接触被动目标区的器官，包括六个部位，不算喉部的声带。

与被动部位三个区相对应，六个主动部位可分为三个区：前区主要只有下唇一个主动器官；中区有舌尖、

舌叶、舌下三个主动器官；后区有舌面(即舌体之面或舌背)和舌根两个主动部位。舌面和舌根还可再分得

细点。声带是第七个比较特殊的主动调音器官。[2] 
西双版纳傣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傣语的亲属语言是：壮语、布衣语、侗语、仫佬语、

水语、毛难语和黎语。西双版纳傣族自称“傣泐”，所以西双版纳傣语又称“傣泐语”。[3]关于这一方

言在语音、语法、词汇各方面有不同的特点，其中在语音方面有以下几种特点：没有复辅音声母，在 21
个声母中，有 19 个是单辅音声母，两个唇化声母；单元音韵母分长短，短元音后面不带韵尾的时候，都

带有一个喉塞音“ᦀ [ʔ]”；只有单元音的后面可以带辅音尾构成韵母；没有以元音起头的音节，每个音

节，元音的前面若没有其它声母，必有一个喉塞音声母。因此这个喉塞音声母可以不标；在西双版纳的

部分方言中，声母 b、v、d、l、ph、f 之间没有区别作用。[4] 
(二) 西双版纳傣语辅音发音部位 
普通话有 22 个辅音，除 ng [y]不作声母外，其余 21 个都作声母。此外，在普通话里有一些音节没有

辅音声母，我们称作“零声母”(也称半元音)。西双版纳傣语与汉语普通话的声母基本相同。与普通话声

母相比，西双版纳傣语的声母没有 zh [f]、ch [y]、sh [s]、r [z]，凡是普通话发 ch [y]、sh [s]、r [z]的音在

景洪汉语方言中都发 z [ts]、c [ts']、s [s]、[z]；西双版纳傣语中有普通话所没有的唇齿浊擦音[v]；普通话

有零声母[i]、[w]、[y]、[ʔ]/[ɣ]，西双版纳傣语的零声母却没有[q]；普通话中的很多 n [n]音字在西双版纳

傣语中读作[1]音字；在有些情况下，j [ʨ]、q [ʨʰ]、x [c]在西双版纳傣语中发 g [k]、k [kʰ]、h [x]的音；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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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母[w]音字在方言中读作[v]音字；零声母[j]音字在方言中读作 n [n]音字[5]。西双版纳傣语主动部位发

音的辅音可见表 1，被动发音部位可见表 2。 
 
Table 1. The Xishuangbanna Dai language of active pronunciation 
表 1. 西双版纳傣语主动发音部位 

主动部位 下唇 舌尖 舌叶 舌下 舌面 舌根 

西
双
版
纳
傣
语
主
动
部
位
发
音
的
辅
音 

ᦔ [p] ᦈ [ts]    ᦂ [k] 

ᦕ [ph] ᦉ [s]    ᦃ [x] 

ᦖ [m] ᦊ [j]    ᦄ [ŋ] 

ᦗ [p] ᦋ [ts]    ᦅ [k] 

ᦘ [ph] ᦌ [s]    ᦆ [x] 

ᦙ [m] ᦍ [j]    ᦇ [ŋ] 

ᦢ [b] ᦎ [t]    ᦦ [kv] 

ᦥ [b] ᦏ [th]    ᦧ [xv] 

 ᦐ [n]    ᦨ [kv] 

 ᦑ [t]    ᦩ [xv] 

 ᦒ [th]     

 ᦓ [n]     

 ᦜ [l]     

 ᦟ [l]     

 ᦡ [d]     

 ᦤ [d]     

 
Table 2. The Xishuangbanna Dai language of position of passive pronunciation 
表 2. 西双版纳傣语被动发音部位 

被动部位 西双版纳傣语被动部位发音的辅音 

上唇 ᦚ [f] ᦛ [v] ᦝ [f] ᦞ [v] 

上齿     

龈     

龈后     

硬腭     

软颚     

小舌     

咽     

会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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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双版纳傣语音系的发声态 

(一) 发声态概述 
发声态指的是说话时声门(主要是声带)活动的各种状态，常见的有清声和浊声。有关发声态的研究起

步很晚，原因在于喉部状态既无法直接用肉眼观察，也难以自我体会。从生理学上可以辨认出六种基本

发声态：喉开态、耳语声、喉闭态、常态浊声、嘎裂声、假声。喉开态即“清声”，包括呼气和(清)气两

者声门打开程度有些差别。呼气时声带后部外展，声门大开时变成三角形；发清送气时声门打开程度为

呼气态时的 60%~95%那么大。耳语声，发耳声时韧带声带微微合上稍有缝隙，勺状软骨分开，气流主要

从打开的气声门中流出。发耳声时声带是不振动的，因此没有乐音的音高。但是要注意，耳声跟清声不

一样。发耳声时，声带微微打开，气流通过这个很小的缝隙时会产生噪声。这气流噪声取代了原本由浊

声产生的音高。因此，如果用耳声说整句话，那么句中原来的浊声就用耳语声状态来说，而原来的清声

则仍用清声态来说。也就是说，说整句话时不是全部处于耳语声状态，而是耳语声态和清声态交替出现。

喉闭态即“喉”，喉闭态即声带处于静止状态，也包括由声带纵向紧张度较高而形成的喉塞状态，通常

表现为音节末的喉塞音。常态浊声即“浊声”，发声类型之一。发声时，声门作为一个单一整体起作用。

声带有规律地振动，并且每个振动周期都完全闭合，没有任何摩擦噪音。发嘎裂声时声带挤缩得又短又

厚，只有前部振动。发假声时，声带抻紧抻薄，只有沿内侧一条窄长部分在振动。清声和浊声是最常见

的发声态，简单地说，发清声时韧带声明打开，声带不振动；发浊声时声带正常地振动。[6]发声态在所

有语言中都存在，当然在西双版纳傣语中也不例外了。 
(二) 西双版纳傣语辅音发声态简概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境内各地区的傣语，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在音位系统上存在某些小的差别。

本文所指的西双版纳傣泐语语音系统以允景洪方言为标准音，这种方言是西双版纳最具有普遍性和代表

性，最有势力的一种方言。[x]与[kh]自由变读，不构成对立音位，不影响意义，[n]、[l]是两个对立的声

母，全部声母(除[j]本身就是舌面音外)在前元音[i]、[e]、[ɛ]之前都腭化，其中[ts]、[s]因腭化而变读为[ʨ]、
[ɕ]，元音开头的音节一律都带声母[ʔ]。西双版纳傣泐语声母分高、低两组，共 42 个字母，这是历史演

变的结果。从音位理论上说，高辅音和低辅音都属于同一个音位，42 个字母，实际只发 21 个音。高组

辅音与短元音[a]相拼，读高平调，低组辅音与长元音[a:]相拼，读低平调。 
西双版纳傣语声母的发声态的具体情况可见于表 3，相关的西双版纳傣语声母例词可见于表 4。 

 
Table 3. The Xishuangbanna Dai language of consonant voice 
表 3. 西双版纳傣语声母发声态 

高辅音 低辅音 西双版纳傣语辅音发音状态 

ᦀ [ʔ] ᦁ [ʔ] 喉塞音。发音时，先把声门紧闭，然后突然张开，使空气向外冲出而成音。 

ᦂ [k] ᦅ [k] 舌根塞音。发音时，先用舌根抵住后腭，然后突然张开，使空气向外冲出而成音。 

ᦃ [x] ᦆ [x] 舌根清擦音。发音时，用舌根靠近后腭，当中留一条缝隙，让空气从里面流出摩擦成音。 

ᦄ [ŋ] ᦇ [ŋ] 舌根鼻音。发音时，先用舌根抵住后腭，然后张开，声带振动，空气从鼻腔流出。 

ᦈ [ts] ᦋ [ts] 高、低，舌尖前塞擦音。发音时，先用舌尖抵住上齿背，然后放宽，留一条缝隙让空气向外流出

摩擦成音。 

ᦉ [s] ᦌ [s] 高、低，舌尖前擦音。发音时，用舌尖接近上齿背，当中留一条缝原， 
让空气从里边流出摩擦成音。 

ᦊ [j] ᦍ [j] 高、低，舌面中擦音。发音时，使舌面中部隆起使之靠近硬腭，让气流从里面流出摩擦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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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ᦎ [t] ᦑ [t] 高、低，舌尖中塞音。发音时，先用舌尖抵住齿龈，然后突然张开，使空气向外冲出而成音。 

ᦏ [th] ᦒ [th] 高、低，舌尖齿龈吐气清塞擦音。发音时，先用舌尖抵住齿龈，声门紧闭，然后突然张开， 
使空气向外冲出而成音。 

ᦐ [n] ᦓ [n] 高、低舌尖中鼻音。发音时，先用舌尖抵住齿龈，然后突然张开，声带振动， 
让气流从鼻腔流出。 

ᦔ [p] ᦗ [p] 高、低，双唇清塞音。发音时，先把双唇紧闭，然后突然张开，使气流向外冲出而成音。 

ᦕ [ph] ᦘ [ph] 高、低，双唇送气清塞音。发音时声门半开半闭，当气流冲出时跟声带的边缘产生摩擦 
而形成的音。 

ᦖ [m] ᦙ [m] 高、低，双唇鼻音。发音时双唇紧闭，然后张开使声带振动，让气流从鼻腔流出而成音。 

ᦚ [f] ᦝ [f] 高、低，唇齿清擦音。发音时，用上齿靠近下唇，当中留一条缝隙， 
让空气从里面流出摩擦成音。 

ᦛ [v] ᦞ [v] 高、低，唇齿浊擦音。发音时，用上齿靠近下唇，当中留一条缝隙，让空气从里面流出， 
声带颤动摩擦成音。 

ᦜ [l] ᦟ [l] 高、低，舌尖中边音。发音时，用舌尖抵住上齿龈，让气流从舌两边流出，声带振动。 

ᦠ [l] ᦣ [l] 高、低，清喉擦音。发音时，使声带收敛成一条缝隙，让气流从里面流出摩擦成音。 

ᦡ [d] ᦤ [d] 高、低，舌尖中浊塞音。发音时，先用舌尖抵住齿龈，然后突然张开， 
使空气向外冲出声带振动而成音。 

ᦢ [b] ᦥ [b] 高、低，双唇浊塞音，发音时双唇和声门紧闭，然后突然张开，声带颤动。 

ᦦ [kv] ᦨ [kv] 高、低，舌根唇化塞音。发音时，先用双唇靠拢，当中留–条缝隙，舌尖紧缩，然后突然张开， 
使空气向外冲出而成音。 

ᦧ [xv] ᦩ [xv] 高、低，舌根唇化清擦音。先用双唇靠拢，舌根靠近后腭，当中留一条缝隙， 
让空气从里面流出摩擦成音。 

 
Table 4. The Xishuangbanna Dai language of examples of initials 
表 4. 西双版纳傣语声母例词[7] 

音位 傣泐文 音标 词义 傣泐文 音标 词义 

p ᦔᦱ pa:55 鱼 ᦗᦲ pi⁴¹ 胖 

ph ᦕᦱ pha:55 岩石 ᦺᦘᧈ phai³³ 人民、百姓 

b ᦢᦱᧈ ba:35 肩膀 ᦢᦲ bi55 胆 

m ᦖᦱ ma:55 狗 ᦙᦱ ma:41 来 

f ᦚᦱ fa:55 墙 ᦝᦱᧉ fa:11 天 

v ᦛᦲ vi55 梳 ᦞᦱᧈ va:33 说、讲 

t ᦎᦲ ti55 打 ᦑᦱ ta:41 涂、抹 

th ᦏᦱᧉ tha:13 等待 ᦒ ᦸ thᦱ41 舒适 

d ᦡᦲ di55 好 ᦡᦱᧈ da:35 骂 

n ᦐᦱᧉ na:55 厚 ᦐ ᦴ nu55 老鼠 

l ᦜᦱᧉ la:13 晚、迟 ᦟᦱ la:41 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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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 ᦈᦱᧉ tsa:13 蝉 ᦋᦴ tsu41 同意 

s ᦉᦴ su55 你们 ᦌᦲᧈ sƜ33 直 

j ᦊᦱ ja:55 药、香烟 ᦍᦱᧈ ja:33 奶奶 

k ᦂᦱ ka:55 乌鸦 ᦅᦱᧈ ka:33 价格 

ŋ ᦇᦱ ŋa:41 芝麻、象牙 ᦇᦴ ŋu41 蛇 

x ᦃ ᦱ xa:55 脚 ᦆ ᦱ xa:41 茅草 

ʔ ᦀᦱ ᧉ ʔa:13 张开 ᦺ ᦀ ʔai55 咳嗽 

h ᦠᦱ ha:55 寻找 ᦺ ᦠ ᧉ hai3 哭 

kv ᦦᦱᧂ kva: ŋ55 鹿 ᦵ ᦵ ᦨ ᧂ kvεŋ41 亮汪汪 

xv ᦧ ᦱ xva:55 右 ᦧ ᦱ ᧃ xva: n55 斧头 

 
(三) 西双版纳傣语元音发声态简概 
现代西双版纳傣泐语中长短元音正逐渐消失，只有[a]与[a:]对立比较严格。元音[a]在同韵母结合时区

仍分长短，其余元音在韵尾前都不分长短。但有几个元音在韵尾前有长短现象，如：ᦑᦸᧂ ᦰ [tɔŋ41]“看”，

ᦑᦸᧂ ᦰ [tɔŋ41]“铜”，ᦟᦳᧅ [luk41]“起”，ᦟ ᦴ ᧅ [lu: k⁴¹]“儿女”，这些词在现代口语中不产生对立，所

以在韵母表中只列一套，但文字拼写上有区别，元音在韵尾[-ʔ]之前，其音程都是短的。傣泐语韵母描写

与举例：单元音韵母：单元音有 9 个音位，各分长、短，共有 18 个元音。[a] [i] [e] [ɛ] [u] [o] [ɔ] [m] [ə] [a:] 
[i:] [e] [e:] [u:] [o:] [ɔ:] [m:] [ə:]。 

西双版纳傣语的韵母发声态情况可见表 5，相关的韵母例词可见于表 6。 
 
Table 5. The Xishuangbanna Dai language of the vocal state of vowels 
表 5. 西双版纳傣语的韵母发声态 

短元音 长元音 单元音韵母发音状态 

-ᦰ -ᦱ [a] [a:]舌前不圆唇低元音。发音时，口腔自然张开，舌尖离开下齿背，声带颤动，自然成音。 

-ᦲᦰ -ᦲ [i] [i:]舌前不圆唇高元音。发音时，舌尖垂下，舌面前部向硬腭前部抬起，嘴唇向两边展开。 

-ᦳ -ᦴ [u] [u:]舌后圆唇高元音。发音时，舌尖稍微抬起，双唇合拢，舌面后部向软腭收缩。 

ᦵ-ᦰ ᦵ- [e] [e:]舌面不圆唇半高元音。发音时，舌尖垂下，舌面前部向硬腭前部抬起。 

ᦵᦵᦰ- ᦵᦵ- [ε] [ε:]舌前不圆唇半低元音。发音时，舌尖垂下，舌面前部略向硬腭前部拾起， 
比[e]时位置更低更后。 

ᦷ-ᦰ ᦷ- [o] [o:]舌后圆唇半高元音。发音时，舌尖稍微抬起，舌尖后部往后缩，比发[u]时要开一些， 
舌位低一些。 

-ᦸᦰ -ᦸ [ɔ] [ɔ:]舌后圆唇低元音。发音时，先把舌位放低，舌根隆起，将嘴唇收敛成圆形。 

-ᦹᦰ -ᦹ [Ɯ] [Ɯ:]舌后不圆唇高元音。是和[u]相对的展唇元音，即发[u]的时候把嘴唇向两边展开成扁形。 

ᦵ-ᦲᦰ ᦵ-ᦲ [Ə] [Ə:]舌后不圆唇半高元音。发音时，是和[o]相对的展唇元音， 
即发[o]的时候把嘴唇向两边展开。 

 复合元音韵母发音状态 

ᦺ- [ai]发音时，是由元音[a]和[i]复合而成。发音器官由发[a]的状态逐渐滑到发[i]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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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ᦻ [a:]发音时，先发[a:]逐渐滑到发[i]的状态。 

-ᦼ [u:]发音时，先发[u]逐渐滑到发[i]的状态。 

-ᦽ [oi]发音时，先发[o]逐渐滑到发[i]的状态。 

-ᦿ [ɔi]发音时，先发[ɔ]逐渐滑到发[i]的状态。 

-ᧀ [Ɯi]发音时，先发[Ɯ]逐渐滑到发[i]的状态。 

ᦵ-ᧀ [ə:]发音时，先发[ə]逐渐滑到发[i]的状态。 

-ᧁ [au]是舌根圆唇韵尾。由[a]和[u]结合构成的二合元音。发音时，发音器官由[a]的状态逐渐滑到 
发[u]的状态。 

-ᦱᧁ [a: u]发音时，先发[a]逐渐滑到发[u]的状态。 

-ᦲᧁ [iu]发音时，先发[i]逐渐滑到发[u]的状态。 

ᦵ-ᧁ [eu]发音时，先发[e]逐渐滑到发[u]的状态。 

ᦵᦵ-ᧁ [eu]发音时，先发[e]逐渐滑到发[u]的状态。 

ᦵ-ᦲᧁ [ou]发音时，先发[o]逐渐滑到发[u]的状态。 

 辅音尾发音状态 

-ᧂ [an]是舌根鼻韵尾。由[a]和[o]结合而成音。发音时，舌根抵住软腭逼气流进入鼻腔，收后鼻韵尾。 

-ᧃ [an]是舌尖鼻韵尾。由[a]和[n]结合而成音。发音时，口部自然张开，发前短元音[a]同时 
舌尖向前向上升，抵住上齿龈，收前鼻韵尾 

-ᧄ [am]是双唇鼻韵尾。由[a]和[m]结合起来。先发前短元音[a]，接着双唇闭合，收双唇鼻韵尾。 

-ᧅ [ak]是舌根塞韵尾。由[a]和[k]结合而成。先发前短元音[a]，紧接着发[k]音，收舌根闭塞韵尾。 

-ᧆ [at]是舌尖塞韵尾。由[a]和[t]结合而成。先发前短元音[a]，然后用舌尖顶住上齿龈阻断气流， 
收舌尖闭塞韵尾。 

-ᧇ [ap]是双唇塞韵尾。由[a]和[p]结合而成。先发前短元音[a]，然后双唇紧闭阻断气流， 
收双唇闭塞韵尾。 

 
Table 6. The Xishuangbanna Dai language of example words of rhyme 
表 6. 西双版纳傣语韵母例词 

音位 傣泐文 音标 词义 傣泐文 音标 词义 

aʔ ᦂᦰ kaʔ55 朽 ᦔᦰ paʔ55 披(头发) 

iʔ ᦔᦲᦰ piʔ55 蘸 ᦈᦲᦰ tsiʔ55 烧 

eʔ ᦵᦔᦰ peʔ55 湿 ᦵᦃᦰ xeʔ55 仙人掌 

ɛʔ ᦵᦵᦔᦰ pɛʔ55 诬陷 ᦵᦵᦊᦰ jɛʔ33 划开 

uʔ ᦎᦳ tuʔ55 粗、壮 ᦈᦳ tsuʔ55 诱骗 

oʔ ᦷᦎᦰ toʔ55 诱 ᦷᦔᦰ poʔ55 放拢 

ɔʔ ᦔᦸᦰ pɔʔ55 套(牛) ᦂᦸᦰ kɔʔ55 岛屿 

ɯʔ ᦂᦹᦰ kɯʔ55 吻 ᦀᦹᦰ ʔɯʔ55 挤着 

əʔ ᦵᦔᦲᦰ pəʔ55 潮湿 ᦵᦈᦲᦰ tsəʔ55 细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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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a: ᦔᦱ pa:55 鱼 ᦐᦱᧉ na:13 脸 

i ᦙᦲ mi41 有 ᦔᦲ pi55 年、岁 

e ᦵᦔ pe55 绕(线) ᦵᦙ pi55 妻子 

ɛ ᦵᦵᦙ mɛ41 修理 ᦵᦵᦑ me41 田埂 

u ᦖᦴ mu55 猪 ᦔᦴ tɛ41 螃蟹 

o ᦷᦂ ko55 害怕 ᦷᦔ pu55 看管 

ɔ ᦂᦸ kɔ55 棵 ᦗᦸᧈ po33 爸爸 

ɯ ᦂᦹ kɯ55 牛笼头 ᦙᦹ mɯ41 手 

ə ᦵᦂᦲ kə55 盐巴 ᦵᦙᦲ mə41 去 

4. 西双版纳傣语声调概述 

西双版纳傣语共有 9 个声调，其中有 6 个舒声调，3 个促声调。具体情况是：6 个舒声调跟汉语平声、

上声、去声(分阴阳)相合；促声调跟汉语入声(分阴阳)相当，调值与舒声调里出现的某些调值相同，3 个

促声调调值按实际读音，分别跟第 1、2、5 调调值相同或相近，可以分别归并到这 3 个舒声调里；当高

音组辅音与-ᦱᧅ [-a: k]、-ᦱᧃ [-a: t]、-ᦱᧇ [-a: p]韵母相拼时，即使不标调，也要读第二调，即 35 调。如：

ᦔᦱᧅ [pa: k35] (说、嘴)；当低组辅音与带有塞音韵尾的韵母相拼时，即使不标调，也要读第五调，即 33
调。如：ᦣᧅ [hak33] (爱)；当短元音与高音组辅音相拼时，读第一调，即 55 调。如 ᦔ ᦰ [pa] (披、头发)，
当短元音与低组辅音相拼时，即使不加调号，也要读 33 调，如：ᦋ ᦰ [tsa] (脏、乱)。[8] 

西双版纳傣语的声调例词及声调基频图可分别见表 7 和图 1。 
 

 
Figure 1. The Xishuangbanna Dai language of fundamental frequency of tone 
图 1. 西双版纳傣语声调基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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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The Xishuangbanna Dai language of example words for tone 
表 7. 西双版纳傣语的声调例词 

 调序 调值 例词 音标 词义 

舒声调 

1 55 
ᦠᦱ ha:55 找 

ᦃ ᦱ xa:55 下肢 

2 35 
ᦠᦱᧈ ha:35 阵(雨) 

ᦃᦱᧈ xa:35 烤笆 

3 13 
ᦠᦱᧉ ha:13 五 

ᦃᦱᧉ xa:13 杀、奴隶 

舒声调 

4 41 
ᦆᦱ xa:41 茅草 

ᦇᦱ ha:41 我(谦称) 

5 33 
ᦆᦱᧈ xa:33 树枝 

ᦇᦱᧈ ha:11 瘟疫 

6 11 
ᦆᦱᧉ xa:11 诽谤 

ᦇᦱᧉ ha:55 盐渍 

促声调 

7 55 
ᦷᦃᧇ xop55 咬 

ᦆᧆ xat55 插 

8 33 
ᦷᦃᧇᧈ xop33 跪 

ᦃᦱᧆ xat33 口吃 

9 35 
ᦷᦃᧇᧈ xop35 周(时间) 

ᦃᦱᧆ xa: t35 断 

5. 结语 

在现代西双版纳傣语语音里，傣语复辅音己经脱落、弱化，或双音节化，仅保存两个唇化辅音，已

经没有复辅音声母。在所有 21 个声母中，有 19 个是单辅音声母，两个唇化声母；西双版纳傣语声母分

高、低两组，共 42 个字母，这是历史演变的结果。从音位理论上说，高辅音和低辅音都属于同一个音位，

42 个字母，实际只发 21 个音。 
此外，西双版纳傣语有 91 个韵母，其中单元音韵母 18 个，复合元音韵母 13 个，鼻音韵母 30 个，

塞音韵母 30 个。现代西双版纳傣语中长短元音正逐渐消失，只有[a]与[a:]对立比较严格。短元音后面不

带韵尾的时候，都带有一个喉塞音[-ʔ]，只有单元音的后面可以带辅音尾构成韵母，韵母十分发达，共 91
个，分[-ŋ]、[-n]、[-m]鼻音韵尾和[-k]、[-t]、[-p]塞音韵尾两大类。 

再者是声调，西双版傣语共有 9 个声调，其 6 个舒声调，3 个促声调。舒声韵可以是全部六个声调。

促声只有三个声调：短阴入、长阴入、阳入。韵母是/ap/、/at/、/ak/的或者韵尾是/ʔ/的音节不可能是长阴

入调；韵母是/a: p/、/a: t/、/a: k/的音节不可能是短阴入调。通常按如下顺序排列声调：阴平、阳平、阴上、

阳上、阴去、阳去、短阴入、阳入、长阴入，依次为第 1 至 9 调。傣语每个音节都有声调，声调的高低

升降区别词的意义。 
语音的形式是语言存在的物质外壳。人们通过大量说话来传递思想，因此，正确掌握语言的发音，

充分发挥语言交际工具的作用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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