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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傣语地名研究》

内容概要

《西双版纳傣语地名研究》中傣族是分布在云南省多个地区的古老民族，且与周边多国居民具有族缘
关系，历史上深受汉族文化和巴利语系宗教文化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宗教文化和封建领主制度，不仅
全面研究了西双版纳的地名，而且也探讨了傣族的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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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红亮，1975年生，安徽省东至县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语言学博士，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
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语言学和台湾语言政策研究。在《民族语文
》《语言文字应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广西民族研究》等杂志发表民族语言学等论文20余篇。
主持社科基金“傣语语料库及现代俸语书面语词汇研究”和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子项目《西双版
纳傣语基础教程》，出版专著《台湾语言文字政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Page 3



《西双版纳傣语地名研究》

书籍目录

导论 一、选题的意义 二、傣语地名研究动态 三、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 第一章地名学和傣族文化概说 
第一节地名及地名学 一、地名 二、地名学 第二节傣族的历史和现状 一、傣族现状概说 二、傣族历史
文化概况 三、傣族的语言文字 第三节西双版纳地理概况和建制沿革 一、西双版纳地理概述 二、历史
上西双版纳的建制沿革 第二章傣语地名特征及傣汉地名比较 第一节西双版纳地名概况 第二节西双版
纳傣语地名的主要特征 一、跨界性 二、多重性 三、空间层次性 四、混合性 五、傣语地名语词上的特
性 第三节傣语地名与汉语地名的比较 第三章傣语地名语词结构和命名法 第一节傣语地名的语词结构 
一、傣语地名的语词结构 二、傣语地名的类型结构 第二节傣语地名的构词法和造词法 一、傣语地名
的构词法 二、傣语地名的造词法 第三节傣语地名的语音和词汇 一、傣语地名中的两个音变现象 二、
傣语地名的语源 三、傣语地名中的同音词 四、傣语地名的同名现象分析 第四节傣语地名命名法特点
及分类 一、傣语地名命名法特点 二、傣语地名命名法分类 第五节傣语地名命名法的演变和发展趋势 
一、傣族社会制度、佛教地名逐渐淡化 二、混合化、复杂化趋势明显 三、傣语地名受汉语影响越来
越深 第六节傣语地名与壮语、泰语地名的比较 一、傣语地名与壮语、泰语地名的比较 二、同语支语
言地名比较所揭示的文化差异和变化趋势 第四章傣语地名的层次分析 第一节傣语地名的共时层次 第
二节傣语地名的历时层次 第五章傣语地名与傣族文化 第一节傣族自然生态、物质文化与傣语地名 一
、傣语地名与傣族居住环境 二、傣语地名与自然环境 三、傣语地名与傣族的物质文化生活 第二节傣
族封建领主制度与傣语地名 一、西双版纳的份地制和等级制度 二、傣族封建领主制和份地制与傣语
地名 第三节傣族宗教与傣语地名 一、傣族原始宗教与地名 二、小乘佛教与傣族地名 三、从傣语地名
看小乘佛教在傣族地区的传播 四、《佛祖巡游记》地名研究 第四节傣语地名与民族迁徙 一、地名比
较与傣族的大规模迁徙 二、傣语地名与傣族的小规模迁徙 第五节傣语族称地名考辨 一、傣语地名中
的民族族称 二、傣语地名与民族族称有关的几个问题 第六章傣语地名规范化刍议 第一节地名规范化
概述 第二节傣语地名汉译规范化的进程及问题 一、汉族历史文献中的傣语地名汉语译写问题 二、傣
语历史调查中傣语地名的汉语译写问题 三、西双版纳新傣文的创制客观上为汉译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四、西双版纳傣语地名调查中傣语地名汉语译写问题 第三节傣语地名汉译中基本原则 第四节傣语地
名规范化的内容和措施 一、傣语地名语音和词形标准化 二、傣语地名类型结构规范化 三、傣语地名
汉语译写规范化 四、傣语通名和常用词汉译表 结束语 附录 参考文献 后记

Page 4



《西双版纳傣语地名研究》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傣族很早就生活在我国边疆地带，历史上同东南亚许多国家的民族具有相同族源，语言至
今仍然非常相近，这为这些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我国史书上所记载的“掸”
就是一个包括傣族和东南亚国家许多具有族源的民族共同体，他们共同生活于这一具有基本相同的自
然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区域。南宋时，傣族首领建立“景陇金殿国”，其领辖的范围包括兰那（今天泰
国的清迈）、勐交（今天缅甸与泰国清莱交界处的勐皎，一说为今天越南北部，恐非）、勐老（今天
的老挝）等广大区域。明朝时，西双版纳傣族一方面与中央王朝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又附
属于当时的缅甸，并且与他们有婚姻关系。小乘佛教在这一广大地区的传播更加密切了这些具有共同
族源的民族关系，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文化源头又共同受小乘佛教影响的文化类型区——傣泰文化圈
或称贝叶文化圈。作为历史、语言、地理、文化综合体的地名必然要对这些文化现象有所反映，这种
反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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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双版纳傣语地名研究》通过研究傣语、壮语、布依语、泰语中一些基本词汇和地名通名，提出傣
族的南迁路线，此说可能会有争议，但有语言学和地名学的根据，可成一家之言，可为傣族迁徙史的
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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