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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汉藏语历史比较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上古汉语的构拟的认识。然而，这些研究偏
重于具有悠久文字传统的藏文、缅甸文、西夏文，而忽略了一些其它语言的资料。在许多没
有文字的语言里（如嘉绒语、独龙语等等）也保留了重要的原始特征，碍于资料贫乏，历史
研究不够深入，所以不易于用来和汉语进行历史比较。本文旨在介绍嘉绒语和上古汉语之间
的同源词，供给上古音专家参考。 
 
 

嘉绒语是四川省阿坝州和甘孜州一些藏族使用的语言，许多学者把它视为汉藏语系中的

“活化石”：它所保留的原始汉藏语的复辅音系统和动词形态都很完整。因此，嘉绒语对汉

藏语比较语言学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嘉绒语是形态非常丰富的一种语言，有大量的动词前缀、

词根交替（Sun 2000）和少数后缀。 
遗憾的是，在汉藏语比较的研究中，语言学家们专注具有悠久文字传统的藏文、缅甸文、

西夏文（Bodman 1980、Coblin 1986、Gong 1980, 1995、Peiros and Starostin 1996 等），从未

考虑到要系统地运用过嘉绒语的资料。 
本文旨在介绍嘉绒语的资料，供给上古音专家参考。2

 
一、原始嘉绒语 

 由于嘉绒语的方言多样性特别高，在进行汉藏语比较之前必须先构拟嘉绒语方言的共同

祖先—原始嘉绒语。笔者（Jacques 2004：221-335）在四土话、茶保话和日部话的基础上推

出了原始嘉绒的构拟系统3，但由于未能运用上道孚语、拉坞绒语和草登话等语言的资料，

因此这个构拟系统只是初步的假设，有待进一步考证和补充。方言之间的对应关系非常复杂，

有许多词根无法构拟。 
 

二、嘉绒语中的藏语借词 
 嘉绒语从八世纪以来吸收了大量的藏语借词，其中一部分可能溯源于原始嘉绒语。因此，

使用嘉绒语的资料时，不能直接用嘉绒语的词根来比较上古汉语，必须先排除所以的借词。

同时，由于藏语和嘉绒语是亲属语言，它们之间也有许多同源词，所以也不能把和藏语相似

的形式都处理为借词：需要仔细地比较嘉绒语和藏语之间的对应关系，然后分析借词和同源

词的区别性特征。在 Jacques （2004：83-200）一文中，笔者系统地分析了嘉绒语和古藏语

之间的对应规律，并提出了分辨借词和同源词的各种标准。 重要的几条原则是： 
第一， 当一个嘉绒语/藏语关系词显示出藏语的创新音变时，该关系词必须是借词。

相反，当一个嘉绒语关系词没有藏语创新音变的痕迹时，可以确定该关系词

是同源词。例如：原始藏语*lj-变成zh-，所以用ʑ-对应来自边音的zh-的嘉绒

                                                        
1这项研究得到了蒋经国国际交流基金会的赞助（PD007-U-03）。承蒙沙加尔教授、金理新教授、郑张尚芳

教授的修改意见，谨致谢意。 
2除了同源词以外，嘉绒语和汉语有许多共同的前缀，后缀和中缀（沙加尔 1999[2004]：83-84，向柏霖 2003，

向柏霖和陈珍 2004），但由于篇幅的关系，未能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3 四土话的资料来自黄良荣、孙宏开（ ），茶堡话和日部话的资料是笔者亲自调查的。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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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关系词都是借词（茶堡话ʑu“奶酪”是藏语zho < *ljo “奶酪”4的借词），

而用l-对应zh-的关系词则必须是同源词（茶堡话tɤ-lu“奶酪”是zho的同源

词）。 

表格 1：辨别借词和同源词的第一原则 

藏语 原始藏语 藏语的创新音变 茶堡话（借词） 茶堡话（同源词）

zho 奶酪 *ljo *lj- > zh- [ʑ] ʑu 奶酪 tɤ-lu 牛奶 
shig 虱子 *srik *sr- > sh- [ɕ] mdʐɯɕɯɣ 臭虫 zrɯɣ 虱子 
khab 针 *kab 无前置辅音的清塞

音声母变送气 
 ta-qaβ 针 

shing 树 *siŋ *si > shi [ɕi] ɕoŋ-tɕa 木料 si 树、木头 
vtsho 生活 *n-so *n-s- > vtsh- [ntsʰ]  kɤ-sɯsu 生活 

 
第二， 当一个嘉绒语关系词有藏语固有的形态的痕迹时，必须是藏语借词。例如：

藏语有一种过去时的 b-前缀，这个前缀不出现在汉藏语系的任何其他语言

中。具有该前缀的痕迹的嘉绒语关系词必须是借词（例如：茶堡话 kɤ-βzɟɯr
“改变”借自藏语 bsgyur，是 sgyur“改变”的过去形式）。 

表格 2：辨别借词和同源词的第二原则 

藏语 藏语的形态变化 茶堡话（借词）

bsgyur 变化（过去） b- 过去前缀（现在时 sgyur） kɤ-βzɟɯr 
gtor 打散 g- 使役前缀（不及物动词 vthor “散开”） kɤ-χtɤr 
rtog 考虑（现在） 现在时元音交替*a > o（过去时 b-rtag-s） kɤ-rtoʁ 看 

gzab 殷勤对待（现在） g- 现在时前缀（过去时 b-zab-s） kɤ-ʁzɤβ细心 

 

第三， 当一个嘉绒语关系词没有经过本土词的音变时，必须是借词（是在该音变发

生之后进入嘉绒语的）。例如：茶堡话的本土词都会发生*-ɔs > -ɤs 音变（例

如：茶堡话 tɤ-rtsʰɤs“肺”，参考东部方言 tə-rtsʰo ́s，日部话 tə-rtsôs），所以

茶堡话 spos“香”（对应藏语 spos）不可能是同源词，是*-ɔs > -ɤs 发生之

后的晚期借词。 
第四， 嘉绒语/藏语关系词中，双音节或者多音节的复合词都是藏语借词。例如：

茶堡话 thaʁftɕɤs < 藏文 thag-bcas“织布机”、χɕɤlmɯɣ< shel-mig “眼睛”、

pʰoβraŋ < pho-brang “宫殿”等等。 

第五， 不符合本土词的语音结构的关系词都是藏语借词。例如：-ɯl 韵母只出现在

茶堡话的藏语关系词中，而且大部分带-ɯl 韵的词都有明显的借词特征（例

如：kɤ-tʂɯl“卷布”来自藏语 sgril“连接、绞合、裹”，显示出晚期的音变

sgr- > tʂ-）。这足以证明，有-ɯl 韵母的其它词都是借词—即使没有其它方面

的证据（kɤ-ftɯl“消化”< btul，kɤ-phɯl “献”< phul 等等）：这个韵母

不符合本土词的音系。 
后，笔者用系联法（沙加尔和徐世璇 2002）划分了茶堡话中藏语借词的层次。 
本文所引用的原始嘉绒语词根均属于本土层次，排除了后期的藏语借词。例如：zgo“山”

表面上可以视为汉语“冈”*akaŋ的同源词，但实际上，这个例子是借自藏语sgang“山”（第

                                                        
4 比较西夏文同源词lhju 1.3 嵒“乳、奶”#3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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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条原则，复辅音zg-不符合茶堡话本土音系），不是汉语—嘉绒语同源词，所以未被列入以

下表格中。 
三、嘉绒语和上古音 

 目前已发现原始嘉绒语和上古汉语之间的同源词为数不多，只有 94 个5，其中 15 个属

于Swadesh的 100 核心词表。由于同源词不多，因此无法确定嘉绒语与汉语之间的对应规律。

但是，寥寥可数的嘉绒语同源词仍然可以印证沙加尔（2004 [1999]）上古音构拟系统中所假

设的一些复辅音，例如“肘”*bt-r-kuʔ（2004：108）和“苏”*as-ŋa（2004：81）。 
 嘉绒语/汉语同源词的对应关系给上古汉语的构拟提供一些重要的线索： 

第一， 汉语的精组对应嘉绒语的塞擦音：谘*btsij（茶堡话kɤ-ti、四土话ka-tsə́s、日部话

kɐ-tsʰəʔ, <tsʰît “说话”）、节*btsik（茶堡话tɯ-rtsɤɣ“一节”）、子*btsɨʔ（茶堡话

tɯ-ftsa “侄子”）、坐 *adzoʔ（茶堡话kɤ-mdzɯ）。这些例子显示，不可以全盘否

定舌尖塞擦音在原始汉藏语和上古汉语中的存在，也不可以为所有精组字构拟

上古音的*s+[p,t,k,l] 复辅音（潘悟云 2000：304-15）。 
第二， 嘉绒语的舌根塞音可以和汉语的影母相对应：阴 *bʔɨm（茶堡话ɴqiaβ“阴山”）、

嘔 *bʔoʔ（茶堡话kɤ-qioʁ）。这些例子支持潘悟云（2000：334-8）对影母的构

拟，但是也发现了一些例外（革*akrɨk：茶堡话kɤ-qaʁ“剥皮”）。 

第三， 有两个蒸部字对应嘉绒语收-m韵尾的词：冰 *bprɨŋ < *bprɨm（茶堡话tɤ-jpɣom、

东部方言tə-rpam）、躬 *bkwɨŋ < *bkwɨm（东部方言tə-mgám“尸体”）。从这些

例子可以看出，汉语“冰”和“躬”的*-m韵尾同唇音声母*p和*kw异化了，变

成了舌根鼻音-ŋ。上古音韵尾*-m > -ŋ的发音部位异化是广为人知的现象，“风”

和“熊”也发生了同样的演变
6
。 

 在嘉绒语和汉语之间的共同词汇中，除了身体部位、数词、常用动词等基本词以外，还

有许多技术词汇（针、纺织、斧头、绳子、房子、箭、放牧）和动物名称（蛇、羊、狗、熊、

猫头鹰、牛、蚯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两种熊的名称（狗熊和马熊），表明原始汉藏民族

分化时期的居住地存活着这两种熊。可构拟的原始词汇是判断原始民族发源地的重要证据之

一，可以同考古的资料互相印证。 
 

表格 3：嘉绒语和汉语之间的同源词 

茶堡话 

干木鸟村 

四土话 
 

日部话 
果尔桑村 

原始 

嘉绒语 

语义 藏文 上古音 韵

部 
注 释
7

kɯ-mŋu kə-mŋo ̂ kə-mŋɐ̂ *mŋo 五 lnga 五 *aŋaʔ  a  
a-ʑo ŋa ŋəʔ *ŋa 我 nga 吾 *aŋa  a  
kɤ-sŋa ka-mə- 

sŋa ́r 
kɤ-sŋe ̂t / 
sŋît 

*sŋa[r;t] 复活  蘇 *as-ŋa a  

tɯ-rpa ɕə-rpa ̂ tə-vrieʔ *rpa 斧头  斧 *bpaʔ a  
kɤ-ŋgra   *ŋgra 掉下  下 *agraʔ-s a LS 
tɤ-rʑaʁ   *rə-ljaq 一夜 zhag  

一天一夜 
夜 *blak-s  ak  

tɯ-jaʁ ta-jaḱ tə-jɐ̂χ *ljaq 手 lag 胳 *bk-lak  ak  

                                                        
5 目前所发现的嘉绒语—藏语同源词也只有 120 个。 
6 另外，覆*bphɨk < *bphɨp也发生了类似的唇音异化（Jacques 2003）。 
7 LS表示该例子是沙加尔所提出的，? 表示可信度低（义=语义不完全符合、声=声母、韵=韵母、借=不能

完全排除该例子是藏语借词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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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ɯ-rpaʁ ta-rpaḱ  *rpaq 肩膀 phrag 膊 *apak  ak  
ɣurʑa pə-rjâ və-rɟi ̂ *(pə-, 

wə-) rja 
一百 brgya 百 *aprak  ak  

qa-ʑo kə-jo ́ ʁiɐʔ *jaŋ 绵羊 g.yang-dkar 羊 *blaŋ  aŋ  
kɤ-pɣo ka-po ́  *paˠŋ 纺 ‘phang-ma 

纺锤 
紡 *bpʰaŋʔ  aŋ  

kɤ-no ka-no ̂ kɐ- nɐʔ / 
nɐʔ / niʔ 

*naŋ 驱逐 aŋsnang  *bnaŋʔ 攘  

kɤ-sɯso səso ̂ 
ka-pa 

kɐ-səsɐʔ,
< 

*saŋ 思考  想 *bsaŋʔ  aŋ  

kɯ-rko kə-rko ̂ kə-nkʌʔ, 
nkɐ̂ 

*[r]kaŋ 硬 mkhrang-po 硬 *aŋraŋ-s aŋ  

kɤ-rŋu ka-rŋo ̂ kɐ-rŋoʔ, 
rŋu ̂, rŋə̂m 

*rŋo 抄 rngo 熬 *aŋaw aw ? 借 

pri pri ́ praʔ *prij 狗熊  羆 *bbre e  
tɤ-rmi tə-rme ́ tɐ-rmiʔ *rmij 名字 ming 名 *bmeŋ  eŋ  
tɯ-mbri tə-bre ́ tɐ-mbrəʔ *mrij 绳子 ‘breng 繩 *bmleŋ  eŋ  
kɤ-mbri  kə-mbriʔ, 

< 
*mrij 叫  鳴 *bmreŋ eŋ  

kɯ-sɤr kə-tsʰa ́r  *tshɐr / *sɐr 新鲜 gsar-pa 鮮 *bser  er  
kɯ-rcat wu-rja ́t və-rɟe ̂t *(wə-) 

rjat8
八 brgyad 八 *apret  et  

kɤ-sat ka-sa ́t  *sat 杀 gsod bsad 殺 *asret et  
tɯ-ftsa tə-tsa ́ tə-ftsɣi ̂ *[p]tsa 侄子 tsha-bo 子 *btsɨʔ  ɨ  
tɯ-rna tə-rna ̂ tə-rnaʔ *rna 耳朵 rna 耳 *bnɨʔ  ɨ  
nɯŋa nəŋa ́ ŋwə leʔ 

 
*ŋwa 奶牛  牛 *bŋwɨ ɨ  

kɤ-mbi ka-wə̂ kɐ-mbəʔ *bij 给 sbyin, byin 畀 *bpij-s  ij  
kɯ-βde kə-wdî kə-vldaʔ *pə-tlej 四 bzhi 四 *bs-lij-s ij  
ʁnɯs kə-neŝ ʁniŝ *qnis 二 gnyis 二 *bnij-s  ij  
kɤ-si kə-ɕî kɐ-səʔ / 

sə́t 
*sij 死 vchi shi 死 *bsijʔ ij  

tɯ-di  
sali 

 tə́-ʎɟə *lij 箭  矢 *blhilʔ ij  

tɯ-ɣli   tə-lɣi ̂ *klij 粪 lci-ba 屎 *blhijʔ ij  
kɤ-ti ka-tsə́s kɐ-tsʰəʔ, 

<tsʰît 

*ts[h]ij / 
*tij?  

说  諮 *btsij ij  

tɤ-wi tɤ-wi ́  *wij 祖母  妣 *bpijʔ ij  
 smai-khri ́  *sm? 小米  米 *bmijʔ ij  
tɤ-rme ta-rɲe ̂ tɐ-rmeʔ *rmej 眉毛  眉 *bmrɨj ɨj  
tɤ-jme ta-jmi ̂ tɐ-lmeʔ *lmej 尾巴  尾 *bmɨjʔ ɨj  
qa-pri kʰa-bre ́ ʁɐ-pri ̂ *prij 蛇 sbrul 虺 *ahmɨjʔ ɨj LS 
tɯ-rtsɤɣ   *rts[ɐ,e]k 一节 tshigs 節 *btsik ik  
zrɯɣ   *srək 虱子 shig 蝨 *bsrik ik  
qa-ljaʁ 
(qarɟaχ) 

 ʁɐ-liɐ̂χ *rljaq, 
lə-jaq 

雕 glag 弋 *blɨk  ɨk  

kɤ-taʁ ka-taḱ kɐ-tɐ̂χ / 
tɐ̂χ / tə́χ 

*taq 织 vthag, btags 織 *btɨk ɨk  

                                                        
8 茶堡话形式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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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ɯ-ɲaʁ  kə-ɲɐ̂χ *ɲaq 黑色 nag-po 慝 *ahnɨk ɨk  
kɤ-nɤzraʁ ka-nasraḱ tə-rzɐ̂χ *sraq 害羞 gshags 忏悔 色 *bsrɨk ɨk  
kɤ-qaʁ  kɐ-qɐ̂χ, 

qə́χ 
*qaq 剥皮  革 *akrɨk ɨk  

ta-qaβ  ta-kaṕ tɐ-ʁa ̂v *qap 针 khab 針 *bt-kɨm ɨm  
tɯ-ɟom  ki-ʎɟɐ́m *tljam 一庹 ‘dom-pa 覃 *alɨm ɨm  
χsɯm kə-sam̂ χsu ́m *qsum 三 gsum 三 *asɨm  ɨm  
tɤ-mkɯm ta-mkam̂ tɐ-mkoḿ *mkom 枕头  枕 *bt-kɨmʔ ɨm  
 tə-tɕe ́m  *qjim9

房子 khyim 窨 *bʔɨm-s ɨm LS 
tɤ-mɢom ta-mkaḿ  *mqam 夹子  頷 *am-kɨm-s ɨm LS 
 tɯ-wa ́m  *wam 熊 dom 熊 *bwɨm ɨm  
ɴqiaβ ta-ntɕáp  *n-qjap 阴山  陰 *bʔɨm ɨm  
tɯ-ji  tə-ji *ljij 田 zhing-ka 田 *aliŋ iŋ  
si ɕe ́  *sij 树 shing 薪 *bsiŋ  iŋ  
kɯ-ɕɤɣ kə-ɕə́́k  *ɕɐk 新  新 *bsiŋ iŋ  
tɯ-sni tə-ɕne ́ tə-sneʔ *(s,ɕ)nij 心脏 snying 身 *bhniŋ  iŋ WHB
ɣʑo  kə-tɕʰə 

wu-jɐ̂ 
*w-jaŋ 蜜蜂 sbrang 蠅 *bmə-lɨŋ  ɨŋ  

nɤ-ʑo nô nə-jeʔ *naŋ 你  乃 *anɨŋʔ ɨŋ  
tɤ-jpɣom tə-rpam tɐ-lvɐ́m *lpaˠm 

冰  冰  *bprɨŋ < 
*bprɨm 

ɨŋ ? 韵 

 tə-mgám  *mgVm 尸体  躬 *bkwɨŋ < 
*bkwɨm 

ɨŋ ? 韵 

tɯ-rqo  tə-rqwʌʔ *rqwaŋ 喉咙  膺 *bʔɨŋ ɨŋ LS 
 ka-rjaṕ  *rjap 站立  立 *bwə-rɨp ɨp  

qa-ndʐe  ʁɐ-ndʑeʔ *n-rej 蚯蚓 sril 蛀虫 蚓 *blir ir  
qamɯrwa 
“蝙蝠” 
ʁmɯrcɯ 
“画眉” 

  *mər 飞 行

动物 

vphur 飛 *bpɨr ɨr ? 声 

kɯ-ɕnɯs  kə-ɕnə́s kə-snaŝ *ɕnis 七  七 *bs-hnit it  
kɤ-mi  kɐ-rme ́k  *[r]mik 灭火  滅 *bmit it  
kɤ-ʁdɤt  kɐ-ʁʎdɣe ̂t

, 
ʁʎdɣə́t 

*q-tlet 跌倒  躓*btr-lit-s it LS 

kɤ-lɤt kɐ-lɐ̂t  *lɐt 扔  廣 東 話  lɐt5 
< *brɨt 

ɨt ?  
晚 期
10

pɣɤkhɯ pkakʰu ́ pu-ku *pka khu 猫 头

鹰 

 梟 *akiw iw  

tɯ-ku ta-ko ́ tə-kuʔ *ko 头 mgo 后 *agoʔ o  
tɯ-skʰrɯ ta-skhru ́  *skhru 身体 sku 軀 *bkh(r)o o  
tɯ-nɯ tə-nu ́ tə-nox̂ *nu[k] 乳房 nu-ma 乳 *bnoʔ  o  

                                                        
9 原始嘉绒语的小舌塞音同j-介音相连时，就演变为四土话舌面塞擦音tɕ-/tɕh（Jacques 2004:307-9）。 

10 广东话lɐt5有“脱落、松散、失手”的意思。-ɐt韵来自中古的质韵，所以可以构拟上古音*brɨt或者*brit，
这种形式和嘉绒语kɤ-lɤt相对应。然而，由于lɐt5没有文字记载，不能肯定它溯源于先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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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ɤ-mɯrkɯ  kɐ-mərkə
ʔ /mərkʰiʔ 

*rkə 偷 rku 寇 *akho-s o ? 借 

kɤ-mdzɯ  kɐ-mdzoʔ *mdzu 坐  坐 *adzoʔ o  
kɯ-maqhu  kə-mɐʁu ̂ / 

<mɐʁoʔ 

*qho 以后  後  *agoʔ < 
*am-koʔ 

o LS 

kɤ-qioʁ   *qjoq 吐 skyug 嘔 *bɑʔoʔ o LS 
tɯ-pu tə-po ̂  *po 肠子 pho-ba 胃 腑 *bpoʔ o  
ɯ-rqhu tə-rkʰó  *rqho 壳 、

皮 

skogs-pa 殼 *akhrok ok ? 韵 

kɤ-kɤɣ   *k[ɐ,o]k 弄弯  曲 *bkhok ok  
kɤ-ʁndɯ  kɐ-ɣdoʔ, 

ɣdu,̂ ɣdə̂m 

*qndu 打 rdung 撞 *adroŋ-s oŋ  

kɤ-skɯ ka-səku ́́ kɐ-skuŝ / 
skʰoʔ 

*sə-ku  埋 rko 掘 *bkot ot  

kɤ-qhrɯt ka-kʰro ̂t  *qhrot 刮  刮 *akhrot ot  
kɯ-ngɯt kə-ŋgu ̂ kə-ngit́ *ng?11 九 dgu 九 *bkuʔ  u  
ɕku ɕko ́ skwəʔ *ɕko 葱 sgog-pa 

蒜头 
韭 *bkuʔ u  

tɯ-ndzrɯ tə-ndzruʔ́ tə-ndzru ̂ *ndzru 指甲  爪 *btsruʔ u  
tɯ-rnoʁ tə-rnoḱ tə-rnoχ̂ *rnoq 脑子  腦 *anuʔ u  
tɯ-zgrɯ 
(tɯ-ɣru) 

tə-kru ́ tə-krə- 
vzuʔ 

*[s]kru 肘 gru-mo 肘 *bt-r-kuʔ u  

tɤ-ndɤɣ tə-doḱ  *ndɔk 毒 dug 毒 *aluk  uk  
kɯ-tʂɤɣ kə-tʂo ́k kə-tɕo ̂x *trɔk 六 drug 六 *bCə-ruk  uk  
kɤ-lɤɣ ka-lok̂ kə-ltʰox̂ / 

ltʰə̂x 
*lɔk 放牧 vbrog-pa  

牧民 
牧 *bmruk  uk  

kɤ-stʰoʁ  kɐ-stɐ̂χ, 
stɐ̂χ, stə́χ 

*st[h]oq 按  蹙 *bsthuk uk  

 tɯ-poḱ  *pɔk / *poq 肚子 bug pa 孔穴 腹 *bpuk uk  
tɤ-khɯ ta-kʰə̂ tɐ-kə́t *k[h]ə 烟  熏 *bxun un ? 韵 
tɯ-jmŋo ta-rmo ̂ tə-lmɐʔ *lmaˠŋ 梦 rmang-lam 夢 *bmuŋs uŋ  

 
除了上述的同源词以外，汉语和嘉绒语之间的关系词中也有少数文化词难以确定为汉藏

语同源词，可能是借词12。沙加尔（2004[1999]）详细地讨论了汉语及其亲属语言之间的借

词的问题，并提到了一些嘉绒语的例子（在表格 4中注出该书中各个例子所出现的页码）。 
 

表格 4： 其它嘉绒语—汉语关系词 

茶堡话 

干木鸟村 

四土话 
 

日部话 
果尔桑村 

原始 

嘉绒语

语义 藏文 上古音 页码 

stoʁ ta-stoḱ snoχ̂ *stoq 豆  菽 *bstuk  203-206 
qambrɯ kə-brə̂ ʁɐ-mbruʔ *mrə 牦牛 vbri-mo 犛 *bmə-rɨ  
mbro mbro ́ mbrɐ *mraŋ 马 (rmang) 马 *amraʔ 215 
 poŋí  *ŋij ? 钱 dngul 银 *bŋɨr 223-224 

                                                        
11 日部话和茶堡话的-t韵尾是由“八”的-t韵尾的类推所致。 
12 目前不知道借用的方面，可能是嘉绒语中的汉语借词，或者来自第三种语言进入汉语和嘉绒语的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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