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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央民族大学第三期“211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设有“语言”、“文学”、“古文献”三
个研究方向。《中国民族古文字与文献研究论文集》(作者黄建明、顾松洁)是“民族古文献研究方向
”的内容之一，包括了《第七卷两个残品的补证译释》、《关于老满文改革的初始时间问题》等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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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汉字符号在表音方面的缺陷，在用作表音符号时，对其进行改造是十分必要的。可以看到，
汉字系文字中一些成功的表音文字，对汉宁作的改造是卓有成效的。改造工作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
，字形上选用或改造笔画简单、书写简便的符号，同时尽量避免使用通用的汉字符号，以使书。写简
便，在字形上和汉字相区别；第二，在功能上，通过字形的选用和改造，摒弃符号的表意功能，创制
出功能单一的表音符号。通过改造，摆脱了汉字音、形、义结合关系的影响，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　　从以下几种文字的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到汉字符号被改造为表音符号的大体情况。　　契丹语
是一种古老的阿尔泰语言，属蒙古语族。由于历史上和汉文化的密切交流，契丹建国后创制文字，很
自然地以汉字为蓝本。契丹大字不仅在字形上是&ldquo;以隶书之半增损之&rdquo;，还大量使用假借
汉字，更重要的是在文字性质上也如汉字。后来创制的契丹小字是辽太祖的弟弟耶律迭刺借鉴表音的
回鹘字母而创制的。契丹为什么要创制第二套文字呢？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解释，但我们可以推测，因
契丹大宁是表意文字，契丹人在书写契丹语时遇到了较多的困难，便试图加以改进，而此时契丹人必
接触了回鹘文，了解到对词进行语音分析和用字母表音的原理，于是便摒弃了汉字符号的表意功能，
将汉字符号改造成表音的字母（原字），用来拼写炙丹语词，这种改进是符合契丹语的实际的。按文
字发展史的一般规律，后创制的文字都要比原有的文字更科学，也就是更符合语言的特点。契丹大字
、契丹小字的历史变迁可以说是这一规律的生动例证。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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