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彝族语言概况 

刘剑文 

 

一、彝语方言及地理分布 

彝族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民族之一，据 2010 年第六

次人口普查约有 860 万人。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彝语的

地理分布很广，方言、次方言、土语较多。彝语以各地的语音、词汇

特点为主要依据，参照其语法特点，联系彝族社会的历史文化，把彝

语大致分为东部、南部、西部、北部、东南部和中部六大方言区。各

大方言又包括许多次方言和土语。 

（一）东部方言  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两省。分布地区为：云

南省昭通市的昭通县、大关县、盐津县、镇雄县、彝良县及永善县和

巧家县的部分地区；曲靖市的曲靖、富源、陆良、宣威、会泽、罗平、

马龙、师宗等县；昆明市的禄劝、富民、安宁、宜良、寻甸等县；楚

雄彝族自治州的武定、禄丰、双柏等县；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地区的

各族自治县、那坡县。贵州毕节地区的毕节、大方、金沙、黔西、织

金、纳雍、水城、赫章、威宁等县；安顺地区的的镇宁、兴仁、兴义、

盘县、关岭等县。分滇黔、盘县、滇东北三个次方言。操东部方言的

彝族，多自称“诺苏”、“嫩苏”、“纳苏泼”。 

（二）南部方言  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南部。分布地区为：玉溪市

的玉溪、华宁、通海、新平、澄江、元江、易门、江川、峨山等县；



昆明市晋宁县；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双柏县；普洱市的宁洱、墨江、景

东、景谷、镇沅、江城、澜沧等县；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个旧、

金平、元阳、石屏、蒙自、红河、建水、开远、河口县等。分石建、

元金、峨新三个土语。操南部方言的彝族，多自称“纳苏”、“纳苏泼”。 

（三）西部方言  主要分布在云南西部。分布地区为：大理州的

下关市、大理、漾濞、永平、鹤庆、祥云、云龙、剑川、弥渡、宾川、

洱源、巍山、南涧县；临沧地区的临沧、双江、凤庆、云县、镇康、

沧源、耿马县；普洱市景东和景谷县的部分地区，等等。分东山、西

山两个土语。操西部方言的彝族，多自称“腊鲁拔”、“弥撒拔”。 

（四）北部方言  主要分布在四川大凉山地区（凉山彝族自治州）

和云南小凉山地区。分布地区为：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十八个市、

县；雅安地区的汉源、石棉县；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九龙、泸定县；乐

山地区的马边、古蔺、叙永县；攀枝花市的米易、盐边县；云南丽江

市的宁蒗、永胜、华坪、丽江县；迪庆州中甸县；怒江的兰坪县；昭

通的巧家和永善县；楚雄的永仁、元谋县；等等。分北部、南部两个

次方言，北部次方言包括圣乍、义诺、田坝三个土语，南部次方言包

括布拖、会理（即所地话）两个土语。操北部方言的彝族约有 300 万，

多自称“诺苏”。 

（五）东南部方言  主要分布在云南东南部。分布地区为：曲靖

市的陆良、师宗县；昆明市宜良、石林县及昆明市郊区；红河州的弥

勒、泸西、开远、蒙自、河口县；文山州的文山、丘北、富宁、广南、

砚山、西畴、马关、麻栗坡等县；玉溪市的华宁县也有分布。分宜良、



弥勒、华弥、文西四个土语。操东南部方言的彝族，多自称“阿细（泼）”、

“阿哲（泼）”等。 

（六）中部方言  主要分布在云南中部。分布地区为：楚雄州的

大姚、姚安、楚雄、南华、永仁、牟定、禄丰、元谋、双柏等县；大

理州的弥渡县；普洱市的景东、景谷、镇元县。分南华、大姚两个土

语。操中部方言的彝族，多自称“罗倮泼”、“倮泼”。 

 

二、彝语特点和语言使用情况 

（一）彝语概况 

1.语音方面：（1）辅音清浊对立，如 b:mb，d:nd，ɡ:¬ɡ，dz:ndz，

dY:dY，dI:mdI；（2）舌尖后音、小舌音、喉音不发达，仅有东部、

东南部、西部方言有舌尖后音与舌尖前音对立现象，如：s，h:sh，

:d，：md，：n；（3）复辅音很少见，除石林撒尼彝语的s、dl

等外不多见；（4）元音松紧对立，各方言的元音全部或部分对立，如

a：a，i：i等 ；（5）韵母大都由单元音构成，基本没有复元音，少数

方言中即便有，出现的频率极低；（6）各方言的调型简单，多为平调

或降调，没有曲折调，声调数在 3～5 个之间。 

2.词汇方面：彝语词汇中单音根词和词根占优势，并且构成了许

多复合词。在名词、动词、形容词中，并列式双音格、四音格联绵词

很丰富，如u21a33“道路”、u21la33a33dzi33“相聚有期”，…… 

部分动词有自动和使动之分，如“吃、穿、熔化”等，但不多；在词

根前加前缀或后缀构成的形容词十分丰富。 



彝语词汇按词的来源可分为固有词和借词两部份，固有词是历史

传承或后期按彝语词汇发展的内部规律构成的词，借词是在彝族社会

生活中根据实际需要借用其他民族语言词汇的词，一般都要根据彝语

各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系统加以改造后借入，早期借词已经融入

彝语的语音词汇系统，如北部方言彝语中“洋芋”（I21Io55）等。

固有词源远流长，借词对彝语的丰富和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都客观

本质地反映着彝族词汇的民族特征，共同构成了彝语的基本词汇。随

着彝族社会的发展进步，彝语的基本词汇也发生了变化，有的词特别

是文言词如Ie33“鸡”、i33“牛”等已被va33、l33 取代，有的已

经退出了彝语的基本词汇系统，如su33ni55“巫师”等，而更多社会

生活中迫切需要的词如“电脑”、“工人”等已进入现代彝语的词汇体

系中。 

3.语法方面：词序和助词是彝语语法的主要手段，词法屈折是彝

语语法的辅助手段。彝语句子成分的基本词序是：主语+宾语+谓语。 

名词、代词作主语和宾语时配合使用主语助词和宾语助词，主语

和宾语既是施动者，也是受动者。名词、代词作定语时置于中心词之

前，指示代词作定语时置于中心词后，数量词和形容词作定语时置于

中心词之后。 

副词作状语时，多置于中心词之前，有的也置于中心词之后；否

定副词置于单音节中心词之前、多音节中心词之间；程度副词置于重

叠的中心词之间。 

介词一般置于宾语之后，有的（如弥勒、禄劝）彝语方言既有置



于宾语之后的，也有置于宾语之前的。 

动词、形容词肯定式重叠表示疑问，否定式重叠表示选择式疑问。 

彝语表示时态范畴时在动词或形容词后加表示各种时态的时态

助词。 

彝语量词十分丰富，除用作数量单位、显示事物的特征外，表示

的事物为“一”时略去数词直接修饰名词，相当于后置冠词的作用如

tsho33（人）ma33（个）“一个人”；有的方言的量词因所表示的事物

的数量的变化而不同，如喜德彝语表示人的具体数量时，一到二人时

量词都用ma33（个），三人以上时量词要用33（个）。 

（二）彝语各方言的语音系统 

1.北部方言（以喜德彝语为代表）有p、ph、b、mb、;、m、e、

u、s、sh、d、md、M、m、、l、ss、ssh、dz、mdz、s、z、sR、sRh、

dY、mdY、R、Y、sB、sBh、dI、mdI、U、B、I、j、jh、f、Ff、F、

w、X、h四十三个声母，h、d、`、n、P、t、T、E、J、十个韵母，

55、44、33、21 四个声调。不计声调和重音，实际配合的音节为 351

个，四声合计共有 1102 个音节。 

2.东部方言（以贵州威宁彝语为代表）有p、ph、b、mb、m、e、

u、s、sh、d、md、m、、l、ss、ssh、dz、mdz、s、z、、h、、、

、sR、sRh、dY、mdY、R、Y、sB、sBh、dI、mdI、U、B、I、j、jh、

f、Ff、F、w、、h四十六个声母，h、x、∞、d、、`、n、、u九个

韵母，55、44、21、13 四个声调。禄劝还有E、、三个韵母。 

3.南部方言（以峨山彝语为代表）有p、ph、b、m、e、u、s、sh、



d、m、、l、ss、ssh、dz、s、z、sB、sBh、dI、B、I、j、jh、f、F、

w、二十八个声母，h、h、d、d、`、`、n、n、、、u、T、、、

、十六个韵母，55、33、21 三个声调。 

4.西部方言（以巍山漾江农场爱国村彝语为代表）有p、ph、b、

m、?m、e、u、?u、s、sh、d、m、?m、l、?l、ss、ssh、dz、s、z、

sR、sRh、dY、R、Y、sB、sBh、dI、B、I、j、jh、f、F、w、、h三

十七个声母，h、x、、d、`、õ、n、n、u
m、、h、x、T

n、十四个

韵母，55、33、13、21 四个声调。 

5.东南部方言（以弥勒西山彝语为代表）有p、ph、b、m、e、u、

s、sh、d、m、、l、ss、ssh、dz、s、z、、h、、sR、sRh、dY、R、

Y、sB、sBh、dI、B、I、j、jh、f、F、w、三十六个声母，h、h、i_、

æ、æ、æ _、õ、õ、õ_、n、n、n _、、、_、u、T、ie、ie _、i _a、ia、iõ_、

iu、iu、iu_、ui、ui、ui_、uõ、uõ、uõ_三十一个韵母，55、33、11、31、

13 五个声调。 

6.中部方言（以大姚彝语为代表）有p、ph、b、m、e、u、s、sh、

d、m、l、ss、ssh、dz、s、z、sR、sRh、dY、R、Y、j、jh、f、F、w、

二十七个声母，、、h、h、d、d、（æ）、a（A）、æ、、、u、、

、、、a _（æ _）十七个韵母，55、44、33、21、13 五个声调。 

（三）彝族语言使用的基本情况 

彝族语言使用情况各地不尽相同。北部方言的彝族，以本民族语

为主要交际工具，绝大多数人只会说彝语，在约 300 万的北部方言彝

族人口中有 150～200 万人不懂或基本不懂汉语，只有与汉族等其他



民族杂居在城镇或大小凉山边缘地区的彝族略懂汉语或其他少数民

族语。 

在云南、贵州两省，彝语的使用情况与其居住情况有关，聚居在

山区半山区的彝族，多以本民族语言为交际工具的，老年人、儿童和

妇女大多不懂汉语；杂居在相对发达的坝区的彝族绝大多数懂汉语，

有的甚至不会说彝语了，如居住地贵州大方县黄家坝的彝族和云南普

洱市城镇中自称“腊鲁”的彝族；散居在山区或河谷地带的彝族，一

般都会说彝族语，且兼通汉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 

据初略估计，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的约 860 万彝族人口中，

约有 200 万人已经不会说彝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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