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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楚语中的南亚语成分

叶 晓 锋

提要 本文就上古楚语中
“

观
”

、

“

邛
”

、

“

危
”

、

“

湄
”

、

“

篁
”

、

“

党
”

、

“

凭
”

等部分

词语和 南亚语的关 系作初步讨论 ， 认为一些上古楚语特征词来 自 南亚语 。

梅祖麟 、 罗杰瑞 曾对上古汉语中的南亚语借词进行了非常有启发性的探讨 ， 鉴

于上古汉语中
“

江
”

、

“

虎
”

、

“

牙
”

、

“

札
”

、

“

獲
”

等词的上古音与南亚语相关词语在语音形式

上相同或相近 ， 他们认为这些词是南亚语借词。 但现代分子人类学的研究表明 ， 整个人类都

是从非洲东部迁徙而来 ， 史前中 国境 内的人群从东非经由南亚迁徙而来 （

。 这说明南亚语和早期汉语可能存在同源关系 。 潘悟云 （ 、 王敬骝 （ 先

后找出部分上古汉语和南亚语的同源词 ， 认为它们存在发生学关系 。 但总体而言 ， 语音上对

应整齐的基本词数量并不多 ， 因此上古汉语和南亚语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
一

步研究 。

无论如何 ， 上古楚 国与说南亚语的襥人关系密切 ， 这
一

点是可以肯定的 。 楚国开 国就是

占领濮人的领地之后才进而强盛的 。 （ 《史记 楚世家 》 ：

“

楚武王 ） 于是始开淮地而有之 。

”

）

在春秋时期 ，襥人的活动区域包括现在河南 、湖北 、湖南 、 四川 、贵州 、云南 （ 吕思勉 ，

而楚国最盛的时候疆域横跨河南 、 湖北 、 湖南 、 四川 、 陕西 、 安徽 、 江苏、 浙江 、 山东等省

份 （顾德融 朱顺龙 ， 可以看出襥人的活动区域和楚国的疆域存在交叉重叠 。 本文

主要就古楚语中部分词语和南亚语的关系作初步的讨论 。

《国语 楚语 》
：

“

启有五观。

”

韦昭注 ：

“

五观 ， 启子 ， 大康昆弟也 ， 观 ， 洛讷之地 。

”

在韦昭的注解中 ， 前半句认为
“

五观
”

是指
“

启 的儿子大康兄弟等人
”

， 后
一

句则又认为
“

观
”

是个地名 ， 显然 ， 这
一

注解前后并不
一

致。 清代的汪远孙指出
“

观
”

解释为
“

洛讷之地
”

并

不可信 ， 他认为
“

五观
”

是一个人的名字 。 （详见徐元诰 不过从其他上古经典文

献对这段史实的记载来看 ，

“

五观
”

和
“

五子
”

相当 。 《汉书 古今人表 》 ：

“

大康 ， 启子 ， 昆

弟五人
，
号五观 。

”
《楚辞 离骚》 ：

‘

启 《九辩》 与 《九歌》 兮 ， 夏康娱以 自纵 。 不顾难以图

后兮 ，
五子用失乎家巷 。

”

《逸周书 尝麦 》 ：

“

其在启之五子 ， 忘伯 禹之命 。

”

庄述祖进
一

步

指出
“

五子 ， 即五观也
”

（黄怀信等 。 这是非常正确的 。 也就是说 ，

“

五
”

是数词 ，

“

观
”

即
“

子
”

，

“

启有五观
”

就是
“

启有五子
”

。 不过由于庄述祖只是通过文献对读来说明 ，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金理新老师的指点以及陈菲菲 、 胡梦培 、 洪舒怡 、 何珍鸯 、 魏婷等同学的鼓励

支持 ， 谨致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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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古文献中
“

观
”

读为
“

子
”

几乎没有 出现过 ， 同时庄述祖也不能对
“

观
”

为何可以解释为
“

子
”

进行说明 。 因此 ， 把
“

观
”

读为
“

子
”

这
一

看法并没有得到公认。

“

观
”

表示
“

儿子
”

的含义看似非常罕见 ， 实际通过同源词我们可以找到
一

些线索 。 《诗

经 齐风 甫田 》 ：

“

总角卯兮
”

， 毛传 ：

“

卯 ， 幼稚也 。

” “

卯
”

是见母元部合口字 ， 上古音为

《礼记 内则 》 ：

“

卵酱实蓼 。

”

郑玄注 ：

“

卵读为鲲 ， 鲲 ， 鱼子 。

” “

鲲
”

是见母文部

字 ， 上古音为 读音非常接近 。

“

鲲
”

从
“

昆
”

得声 ，

“

昆
”

， 《国语 晋语二 》 ：

“

延及

寡君之绍续 昆裔 。

”

韦昭注 ：

“

昆 ， 后也 。

”

也就是
“

后嗣
”

的意思 。

“

鳏
”

， 《诗经 齐风 敝

笱 》 ：

“

其鱼妨鰥 。

”

郑玄笺 ：

“

鳏 ， 鱼子也 。

”

诗三家异文作
“

鲲
”

（王先谦 。 因此 ，

观
”

和
“

卯
”

、

“

鳏
”
、

“

鲲
”

这组 同源词都与
“

子嗣
”

义相关 。

在许多汉语南方方言中 ，

“

官
”

或以
“

官
”

为构词成分的词经常表
“

子女
”

或
“

孩子
”

。

清光绪 甲辰年 《常昭合志稿 》 ：

“

称人之子 ， 贵之则曰官人 。

”

在吴语江阴 、 常熟 、 上海川沙方

言 、 浙江的新昌 、 象山 、 镇海等方言中也都是以
“

官人
”

称呼小孩 。 吴语嘉兴话中 ， 称呼男

孩为
“

官官
”
。 在闽语揭 阳方言中 ， 称呼小孩为

“

官仔
”

。 闽语长乐方言 ， 称呼女儿为
“

官姐
”

，

“

姐
”

表示性别 ，

“

官
”

就是
“

子女
”

的通称词语 （许宝华等 。 显然这些汉语方

言中表 子女
”

义的
“

官
”

应该和 《国语 楚语 》

“

启有五观
”

中 的
“

观
”

是有相同语源的 。

值得注意的是 ， 以
“

官
”

来表
“

子女
”

或
“

孩子
”

义只见于汉语南方方言 ， 而不见于北

方方言 。 这和
“

江
”

的分布情况类似 ， 梅祖麟 、 罗杰瑞 指出 ，

“

江”

在古代汉语中基

本上也都是出现在南方 ， 而不见于北方 ，

“

江
”

的上古音是 。 同时 ， 南亚语中表示
“

河

流
”

的词基本上都是 语 ） 或 语 ， 因此他们认为
“

江
”

是个南亚语

借词 。 上文我们说过 ， 上古楚国与说南亚语的濮人关系密切 。 受此启发 ， 我们发现
“

启有五

观
”

的
“

观
”

以及汉语南方方言中表
“

子女
”

或
“

孩子
”

义的
“

官
”

和南亚语言中表

示
“

儿子
”

的词汇构成对应 。

南亚语言中 ， 表示
“

儿子 、 孩子
”

的词汇如下 ： 佤语方言中 ， 马散 ， 艾帅 孟

萊 硝厂沟 ， 曼俄 颜其香 、 周植志 、 。 京语中 ， 表不
“

子

女
”

， 是构成与
“

子女
”

相关词汇的词缀 ， 如 ：

“

儿子
”

，

“

女儿
”

欧阳觉

亚等 、 。 德昂语中 ， 也有相似表示与
“

子女
”

相关的词缀 ， 本义是
“

子
”

，

如 ：

“

儿子
”

，

“

女儿
”

，

“

侄子
”

陈相木等 、 。

克蔑语中 ，

“

儿子
” “

女儿
” “

晚辈
”

陈国庆 ： 。

布朗语中 ， 表示
“

儿童
”

， 如 ：

“

儿子
” — 、

“

女儿
” — 李道勇等

、 。

“

孩子
”

在 语里为 ： 。 在西部 语各方言

中 ，

“

孩子
”

在 方言里为 ，

“

孩子 、 儿子 、 后代
”

在其他方言中基本上都是
—

。

③
在 语支中 ， 表示

“

孩子 、 儿子
”

的基本上都是
—

。 在孟语中 ，

“

孩子 、 后代
”

， 緬甸孟语 ， 泰国孟语 语

。 柬埔寨高棉语中 ，

“

儿子
”

为 。

本文上古音构拟主要采用郑张尚芳
一潘悟云的上古音构拟体系 。

在世界上许多语言中 ， 与 或 相互演变是很常见的音变现象 。

方言 除表
“

儿子 、 女儿 、 孩子
”

， 还表
“

幼小动物
”

， 可与上古汉语 卵
”

和
“

鲲
”

对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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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 ， 我们可以确定 ，

“

观
”

、

“

官
”

以及
“

昆
”

等在古籍和方言中表示
“

儿子 、 儿童
”

含义的词语 ， 在语源上可以追溯到南亚语表示
“

儿子 、 儿童
”

的词语 、 或 等 。

在上古汉语中 ，

“

句
”

的谐声系列经常表示
“

幼兽
”

，

“

狗
”

， 《尔雅 释兽 》 ：

“

熊虎丑 ，

其子狗 。

”

又 《尔雅 释畜》
：

“

未成豪 ， 狗 。

”

郭璞注 ：

“

狗子未生翰毛者 。

” “

狗
”

上古是见

母侯部字
，
上古音 显然和

“

观 词根相同 ， 惟
一

的区别就在于
“

观
”

多了
一

个

韵尾 。 韵尾可能就是名词后缀 （详见金理新 。 因此 ， 表示
“

儿子 、 孩子
”

含义的
“

观
”

、

“

官
”

等词可能和
“

狗 等表示
“

幼兽
”

的词在语源上存在关联 。

《诗经 陈风 防有鹊巢 》：

“

防有鹊巢 ， 邛有旨苕 。

”

毛传 ：

“

邛 ，
丘也 。

”

《说文 》 ：

“

丘 ，

土之高者 ， 非人所为也 。

” “

山
”

， 《左传 庄公二十二年 》 ：

“

风为天于土上 ， 山也 。

”

孔颖达

疏 ：

“

山 ， 是地之高者 。

”

《广雅 释山 》 ：

“

土髙有石 ， 山 。

”

可见
“

邛
”

、

“

丘
”

和
“

山
”

意义

大致相当 。 有意思的是 ，

“

邛
”

表示
“

山丘
”

的意思 ， 在上古文献中 ， 比较明确的仅此
一

见 。

春秋时陈国地理位置在楚国附近 ， 根据扬雄 《方言》 ， 陈和楚经常连言 ， 在语言上非常接近 ，

因此可以把陈归为楚方言下面的
一

个次方言 （华学诚 。 而早期楚方言区和现在的

南方各民族关系 （其中就包括现在说南亚语的民族的祖先 ） 密切 。

“

邛
”

的上古音为 。

根据金理新 （

—

，

“

山
”

， 藏语和戎语支基本都是 缅语是 景颇语 、

阿昌语 仙岛语 ， 载瓦语 苗语的原始形式为 侗台语的原始形式

为 。 显然 ，

“

邛
”

和藏緬语、 苗瑶语以及侗台语都不存在关联。

我们认为
“

邛
”

和南亚语有关 。 在南亚语中 ，

“

山
”

， 艾帅 马散 网 ， 硝厂沟

曼俄 胖品 ， 甘塘 颜其香 、 周值志 、 布朗语新曼俄话 ，

关双话 李道勇等 。 佤语 周值志 、 颜其香 。 克木语
’

叫 （陈

国庆 。 徕语 李旭练 。 语 原始南部 语

原始北部 语 。

楚简中
“

危
”
一

种写法是
“危 ”

（ 《曹沫之阵 》 ） （李守奎 。 在上古秦楚选择

术术语中 ， 秦地的
“

坐
”

在楚地文献中都对应 危
”

（详见刘乐贤 。 在包山楚简

号简中有
“
一

危席
”

（ 《包山楚简 》
， 图版 页 ， 其中

“

危
”

与 《曹沫之阵 》 中 的
“

危
”

写

法相同 。 但是
“

危席
”

不好理解 。 李家浩 （ 、 刘信芳 指出 危席
”

就是
“

坐席
”

。

“

坐席
”

典籍中常见 ， 《韩非子 说林下 》 ： 曾子不起而延于坐席 。

”

由此

可见 ， 在上古楚语中
“

危
”

可以用来表示
“

坐
”

。 陈剑 （ 指出
“

危
”

是
“

跪
”

的初文 ，

在上古汉语中 ， 元部合 口 （ 还经常同侯部 （ 存在异读和通假现象 ， 如
“

短
”
上古元部合

口
， 短 ’’

从 豆
”得声 ，

“短
”

是上古元部合口 ， 而
“
豆

”

是侯部 。 （详见潘悟云 郑张尚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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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
”

与
“

坐
”

形音义都很密切 ， 可能是同源分化现象 。 由于
“

危
”

是疑母字 ， 而
“

坐
”

是

从母字 ，
声母发音差别较大 ， 因此大西克也 （ 认为是训读关系 。 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

根据上面的材料 ，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 ， 上古楚语中的
“

危
”

是个方言词 ， 意思与秦方言里的
‘‘坐” 一

样 。 楚人在转写秦方言
“坐

”

的意思的时候 ， 用
“

危
”

来代替 。 这是典型的同义换

读 ， 正如
“一

元钱
” 经常又写作

“一

块钱
”

。 这种现象很常见 ， 详见裘锡圭 （
—

。

“

危
”

的上古音为 。 藏缅语 、 侗台语、 苗瑶语中表示
“

坐 ”

的词语在语音

形式上与
“

危
”

相去甚远 。 在南亚语中 ，

“坐”
， 南虎 ， 甘塘 硝厂沟 莽语

颜其香 、 周值志 高永奇 。 京语 欧阳觉亚等 。

原始西部 语 原始 语 。 根据上面南亚语的材

料 ， 我们可以把原始南亚语的
“

坐
”

构拟为 或 。 显然上古楚语中表示
“

坐
”

含义的
“

危
”

或 在语音上与南亚语中 的
“坐” 或 极为接近 。 因此

，
上古楚语中

表示
“

坐
”

含义的
“

危
”

应该是来 自于南亚语 。

值得
一

提的是 ， 佤语中
“

小蔑凳
”

的语音形式分别是 ： 阿佤 ， 巴饶克 佤语

周值志 、 颜其香 。 由于韵尾 和 、 存在相互交替 ， 因此 ， 南亚语中的
“

小蔑

凳
”

和 或
“

坐
”

可能存在语源上的联系 。

四

《楚辞 渔父》 ：

“

世人皆浊 ， 何不堀其泥而扬其波 。

”
王逸没有对

“

湄
”

作解释 ， 洪兴

祖注 ：

“

湄 ， 浊也 。

”
（洪兴祖 这是釆用 《说文 》 的说法 。 这个解释比较生硬 ，

“

浊
”

是形容词 ， 即使是形容词作动词用 ， 翻译出来是
“

使泥浑浊
”

还是不通顺 ， 因为
“

泥
”

本身

就不是清的 ， 不存在使泥变得浑浊的 问题 。 《慧琳音义 》 ：

“

堀 ， 搅令浊也。

” 这个解释应该比

较接近原来的意思 ， 也就是说
“

湄
”

和
“

搅
”

的动作有关 。

“

湄其泥
”

就是 搅动水中 的泥
”

，

这个动作的结果 自然是水变得浑池 。

“

堀
”

表示
“

搅
”

的意思在上古文献中仅在 《楚辞 渔

父》 出现 ， 可见是上古楚语的特有词汇 。

“

湄
”

又写作
“

拍
”

或
“

汩 ”
， 《广雅 释诂三》 ：

“

湄 ，

浊也 。

”

王念孙疏证 ：

“

湄 、 汩、 拍并通 。

”

《 吕 氏春秋 本生》 ：

“

夫水之性清 ， 土者拍之 。

”

高诱注 ：

“

桕 ， 读曰骨 ， 浊也。

”

相似句子 ， 《淮南子 》 作 ：

“

水之性真清 ， 而土汩之 。

” ③

现代南方汉语各大方言的共同祖先可以追溯到古楚语 。 在南方许多方言中 ， 表
“

搅动 、

搅拌
”

意的有
一个词 ， 读为 ， 各地方言声调略有不 同 ， 丽水 ， 福州 闽侯洋里

许宝华等 。

一

般把本字写作
“

鼓
”

， 其实本字应该是
“

湄
”

， 这是古楚语在南方

方言中的遗存 。

“

湄
” 上古音为 有意思的是 ，

“

搅拌
”

在佤语各方言中分别是 ： 南谦

曼买 ， 甘塘 马散 颜其香 、 周值志 。 显然两者之间存在对应关系 。

“

危
”

的上古音采用金理新的构拟 ， 放在 前面的时候会被 同化变成 。

在 各语言中 ，

“

坐
”

的语音形式在韵尾上有所变化 ， 如 语、 、 、

都是 。 可能韵尾经历了 命变化 。

需要说明的是 ，

“

桕
”

不仅仅可以表示
“

搅浊
”

的意思 ， 还可 以表示
“

掘
”

的意思 ， 如 《荀子 尧

问 》 ：

‘‘

深桕之而得甘泉 。

‘，

杨倌注 ：

“

桕 ， 掘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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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篁
’

， 最早出现于 《楚辞 九歌 山鬼 》 ：

“

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 ， 路险难兮独后来
”

，

五臣注 ：

“

篁 ， 竹丛也 。

”

（洪兴祖
“

篁
”

上古音为 或者 并不见于其

他先秦古籍 ， 所以可以认为是楚语的特征词 ， 汉以后 由于楚辞的影响 ， 才逐渐扩散开来 。

通过考察藏緬语 、 侗台语、 苗瑶语的
“

竹子
”

和
“

竹笋
”

等词语可以确定 ， 上古楚语中

的
“

篁
”

和藏缅语 、 侗台语 、 苗瑶语没有关联 。 在南亚语中 ，

“

竹子
”

语 ？ ，

“

竹笋
”

语 语 ， 语 ？ ， 语 ？ ， 语 ？
，

语 ， 语 德 昂语 京语 布朗语新曼俄话 双关话 ， 布

赓语 徠语 陈相木等 ， 欧阳觉亚等

李道勇等 ， 李云兵 李旭练 氕 原始南亚语表
“

竹子
”

或
“

竹笋
”

的词应该是 ， 弱化成了 ？ ， 就变成了 语中 的 ？ ， 进
一

步脱落就

变成了德昂语的 而布赓语则 出现鼻冠音增生现象 ， 变成了 京语中鼻冠音声母进
一步吞没后面的塞音变成了纯粹的鼻音声母 ， 即 。

由于和南亚语发生语言接触 ， 南亚语的 竹子
”

或者 进入了上古楚语 ， 从理

论上看至少有以下几种接触演变的可能 ： 南亚语
“

竹子
”

进入上古楚语 ， 先是前缀

的元音 脱落 ， 变成 ， 接着 受 同化变成浊塞音 而 又变成 这是很常见的音

变 ， 所以发生的音变过程是 ： 。 进入上古楚语 ， 但演变过程

有所不同 ， 随着 的脱落 ， 变成 然后 变成
③
由于 和后面的浊辅音 紧

挨着 ， 受 同化而变成 ， 之后 又变成 于是 就变成了 或者 直接变成

之后 又变成 ， 于是 就变成了 ， 整个演变过程即 ：

或者 。 南亚语
“

竹子
”

以 的形式进入上古楚语 ， 上古楚语中 ，

双唇音和软腭音在鱼部 、 铎部 、 阳部前面可以交替 ，

④
然后又变成 整个过程应该是 ：

。 所以楚人就造了
“

篁
”

字 来表示南亚语的
“

竹子
”

或者 。 这还可以找到其他旁证 。

“

篁
”

从
“

皇
”

得声 ， 在上博简 《民之父母 》 以皇于

天下 。 相对应的 《礼记 孔子闲居 》 作
“

以横于天下
”

。 《荀子 修身 》 ：

“

横行天下 。

”

王先

谦 《荀子集解 》 引卢文昭曰 ： 横行天下犹方行天下 。 刘信芳 也就是说 ， 在楚

“

篁
”

上古音 ， 郑张尚芳 潘悟云构拟为 李方桂构拟为 金理新构拟为 。

南亚语 竹子
”

叫在楚语中可能失落前缀 ， 变成 也可能在进入楚语之前前缀就已经失落 。

或 是常见的音变 ， 在汉语闽语中就有此类音变现象 。 如
“

嫁
”

， 福州 大田 建

建阳
“

菇
”

， 福州 古田 厦 门 建阳 松溪 。 （李如龙、 陈章太

如战国楚简 中
“
父

”

经常被写作
“

古
” “

病
”

写作
“瘦”

， 从
“

疒
”

从
“

更
”

，

“

更 显然是声

符 ， 而
“

病
”

从
“

丙
”

得声 。 说文 ： 更 ， 从支丙声 。

”

《淮南子》 是楚地文献 ， 《淮南子 地形》
“

玉

横维其西北之隅 。

”

高诱注 ：

“

横或作彭 。

”

（李家浩 赵彤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

心 叶晓锋

王引之指出 《尚书 周书 》

“

方行天下
”

的
“

方
”

就是
“

旁
” “

方
”

有两读 ， 分别是
“

符方切
”

和
“

府两切
”

，

“

旁
”

是並母字 ， 那么显然
“

方行天下
”

的
“

方
”

应该是
“

符方切
”

（宗福邦等
上古音就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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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中是以
“

皇
”

来表示
“

方
”

。 这也可以证明以
“

篁
”

来表示南亚语的
“

竹子
”

是完全有可能的 。

总之 ， 无论语音还是语义 ，

“

篁
”

都与原始南亚语表
“

竹子
”

或
“

竹笋
”

的 存在关

联 。

六

《方言 》 ：

“

党 、 晓 、 哲 ， 知也 。 楚谓 ；￡党 ， 或曰晓 ， 齐宋之间谓之哲 。

”

由扬雄 《方言 》

可知 ， 上古楚语都是用
“

党
”

来表示
“

知道
”

， 但是上古楚语中的这个词语源
一

直不明 。

通过与周边少数民族语言比较 ， 我们可以确定上古楚语中表示
“

知道
”

的
“

党
”

与藏缅

语 、 侗台语 、 苗瑶语都不存在关联 。 我们把视角投向南亚语 ， 有部分南亚语表示
“

知道
”

的

词语与 《方言》 记载的
“

党
”

相似 ： 语 语 语 ， 语

语 艾帅 ， 克木语 欧阳觉亚等 陈相木等 ， 颜其

香 、 周值志 陈国庆 。

从上面的南亚语材料我们可以看到 ，

“

知道
”

这个词在南亚语内部有较大的分歧 ， 但是有
一

部分语言如 语 、 语 、 语 、 语 、 语等语言中的
“

知道
”

都是 ，

这显然和上古楚语的
“

党
”

存在关联 。 我们认为上古楚语中的
“

党
”

就是来 自南亚语 。

七

《楚辞 离骚
“

凭不厌乎求索 。

”
王逸注 ：

“

凭 ， 满也 。 楚人名满曰凭 。

” “

凭
”

表示
“

满
”

仅见于上古楚语 ， 这个词同样与南亚语有关 。

“

满
”

高棉语 孟语

语 布赓语 ， 语支中 ， 语 ， 语 ，

语 ， 语 原始南部 语 ，
原始孟语 ， 原始北部 语

语支中 ， 语 ， 语 ， 语 ， 语 语

， 语 ， 语 语 语 ， 语 ， 原始

语 。 （ 李云兵 南亚

语
“

满
”

的原始形式可以构拟为 。 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 ， 无论是国 内的还是境外

的南亚语 ， 表示
“

满
”

的词语非常
一

致 ， 因此可以确定 是南亚语的固有词语 。

值得注意的是 ， 藏缅语和苗瑶语的部分语言也有音义都很接近的词语 。 藏缅语中 ，

“

满
”

，

缅文 载瓦语 浪速语 阿 昌语 岡 景颇语 ， 橙语 洛巴语

藏緬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 。 这些藏緬语语音同属
一

组 ， 原始形式可以构拟

章太炎 《新方言》 ：

‘‘

今谓 了解为党 ， 读如董 。 也就是说现在一般表示
“

了解
”

意的
“

懂
”

也许

可 以追溯到上古楚语的
“

党
”

。 此点承金理新老师指点 ， 谨致谢忱。

“

凭
”

的上古音采用金理新的构拟。

藏缅语内部歧异较大 ， 藏文 现在各藏语方言基本和藏文一致 。 羌语 、 普米语 以及纳西

语 同属
一

个组 ， 土家语 和 白语 是
一

组 ， 可能是来 自汉语的借词 。 彝语、 哈尼语 、 傈僳语 、 缅语

是
一

个组 ， 基本上都是双唇塞音与非后元音组合而成 ， 门 巴语的 应该是来 自壮侗语的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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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显然和南亚语的
“

满
”

在语音形式上接近 。 值得注意的是 ， 杜冠明 （

指出孟高棉语对彝缅语影响较大 ， 根据我们的观察 ， 藏缅语这一组语言确实有很多南亚语借

词 ， 如 ：

“

象
”

缅文 浪速语 叫 （藏緬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 南亚语 ： 马

散 ， 艾帅 硝厂沟 ， 曼俄 ， 胖品 ， 曼买 ， 甘塘
§

颜

其香 、 周值志 。

“

马
”

緬文 阿 昌语 ， 载瓦语 橙语 ，

珞巴语 藏緬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 南亚语 ： 茶叶箐 ， 曼买 ，

马散 确厂沟 ， 南虎 ， 艾帅 ， 孟萊 颜其香 、 周值志 。

因此 ， 我们认为緬文 、 橙语中的
“

满
”

很有可能借 自南亚语。

苗瑶语中 ，

“

满
”

， 高坡 ， 长坪 湘江 罗香 青岩 ， 宗地 ，

三江 ， 大坪 王辅世 、 毛宗武 。 苗瑶语中的 满
’’

与南亚语存在对应关

系 ， 这
一

点 已经注意到 《 除了
“

满
”

以外 ， 他还找出 组可以对应的词

语
， 指出苗瑶语与南亚语存在发生学关系 。 但总体上构成对应词语的数量偏少 ， 苗瑶语和南

亚语之间的关系有待进
一步探索 。 不过上古楚国境内不仅有说南亚语的襥人 ， 还存在苗瑶族

是可以确定的 （伍新福 。 因此 ， 苗瑶语早期与南亚语至少存在语言接触的客观条件。

南亚语表示
“

满
”

的词语非常一致 ， 而上古楚国影响力辖射范围显然没有到达东南亚 ，
因此

■
“

满
”

可能是南亚语的固有词语 ， 而苗瑶语的
“

满
”

很可能是借 自南亚语 。

通过上文的讨论 ， 我们可以确定 ， 上古楚语中的
“

凭
”

除了和南亚语的
“

满
”

存在

对应以外 ， 还与部分藏緬语和苗瑶语对应 。 考虑到国 内外南亚语高度一致 ， 因此 ， 南亚语的
“

满
”

是其固有语词 ， 而上古楚语的 凭
”

、 部分藏缅语和苗瑶语的相似词语可能是来

自南亚语的借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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