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９ 卷　 第 ２ 期

Ｖｏｌ．９ Ｎｏ．２ 　
　

智　 能　 计　 算　 机　 与　 应　 用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Ｍａｒ． ２０１９

　 　 　 　 　 　文章编号： ２０９５－２１６３（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８９－０３ 中图分类号： ＴＰ３９１ 文献标志码： Ａ

现代藏文音节结构分析研究

陈小莹

（西藏民族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 陕西 咸阳 ７１２０８２）

摘　 要： 本文主要对现代藏文音节结构进行了分析和研究，通过分析藏文的文字特点和拼写规律同时结合藏文正字法知识，
对藏文正确的拼写结构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同时依据小字符集编码方案对藏文音节不同的部件进行划分和确定，进而最终达

到对藏文音节结构进行判断和识别藏文音节结构中不同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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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藏文文字特征

藏文是属于一种逻辑格语法体系的拼音文字，
按照从左到右顺序进行书写。 书面藏语的音节字可

以只包含一个字母辅音，也可以包含多个字母符号。
藏文的音节字中包含一个主要的辅音字符称为基

字，其余部位的字母符号按照其相对于基字的位置

分别命名。 其中，上加字位于基字上方，下加字位于

基字下方，前加字位于基字的前面，基字后面的字母

符号称为后加字和再后加字。 藏文音节中除了基字

不可或缺，其它位置上都可为空。 藏文文字以音节

为基本单位，各个音节之间用音节符“·”隔开，不
同的藏文句子之间一般都有分隔符单垂符“ ｜ ”的存

在，不同的段落用双垂符“‖”分开［１］。
与汉语拼音和英文字符不同，藏文音节中的字符

并不只是从左到右横排的，还存在竖排结构。 藏文字

符同时具有横向和纵向拼写的特征也决定了其处理

的复杂性。 前加字、基字、后加字与再后加字主要进

行横向拼写，纵向拼写的主要是基字结构，基字部位

上下可能存在上加字、下加字和元音的纵向显示。 一

般而言，把所有构成藏文文字的字符符号统称为藏文

音节字的部件。 藏文音节结构形式比较多样化，总体

的构造规则相对固定，基字是一个藏文音节结构中必

不可少的一个部件，其它的加字都可以空缺［２］。

２　 藏文拼写特点

在现代藏文文本中，各部件按照藏文正字法组

成藏文音节，正字法规定了一套严格而完整的部件

构造规则。 但是也存在极少部分不符合藏文正字法

的音节，这些音节可称为梵音藏文。 由于梵音藏文

不具备规律性，且在藏文文本中出现的频率较低，所
以本文的研究主要针对现代藏文。 根据藏文部件构

造规则，藏文音节字横向上最长为 ４ 个字符位置，纵
向上可最多存在 ４ 层叠加，横向和纵向以基字为中

心，藏文的一个音节最多可以包含 ７ 个部件［３］。 藏

文音节结构如图 １ 所示。

上加字

基字

下加字

元音

前加字 后加字 再后加字

图 １　 现代藏文音节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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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藏文正字法知识，同时结合藏文部件构造

规则，现代藏文音节字必须满足以下 ２ 个条件：



（１）藏文音节结构中所有的部件组合形式必须

满足现代藏文音节的结构。
（２）藏文音节结构中所有部件的组合搭配要符

合藏文音节部件构造规则。
一般情况下，在对现代藏文音节分析时，首先要

正确判断出藏文音节的结构形式，确定出音节中的

基字；其次，再确定出藏文各部件的编码序列；最后

结合藏文正字法知识以及小字符集编码特点，判别

是否符合现代藏文音节的组合方式。

３　 现代藏文音节正字法知识

藏文中30个辅音字母均可以作为基字，其中一

些在基字字性分类中原都属于弱音势的阴性字（浊

音字母）“ ”可以做前加字，当将其改变位置

作为前加字与特定的基字组合时，辅音字母的字性

会改变，对应的也会发生音变[4-5]。前加字与基字

的组合规则为[6]：阳性前加字“ ”除同组字母

“ ”外还能与阳性基字“ ”和阴性基字

“ ”结合，但是不能与中性基字

“ ”和其它字母结合；阴性前加字“ ”能与阴

性基字“ ”和中性基字“ ”结合，不

能与其它基字结合；中性前加字“ ”能与阳性基字

“ ”和阴性基字“ ”结合，不能与其

它字母结合；中性前加字“ ”能与阳性基字“ ”

和阴性基字“ ”结合，不能与其它字母结合；极

阴前加字“ ”能与中性基字“ ”和阴性基字

“ ”结合，不能与其它字母结合。10个辅

音字母“ ”可以作为后加字，在10个

可以作后加字的辅音字母中，有 4个后加字

“ ”后面还可以再加一个辅音字母，作为再后

加字。后加字是置于基字所含元音韵母后面做韵尾

的，可以与所有的基字横向组合。此外，还有4个辅

音字母“ ”可以在藏文音节中作为下加字存

在。藏文辅音字母中有3个辅音字母“ ”可以

加在一部分基字上作为上加字。

　 　 藏文正字法知识规定了藏文音节结构中不同位

置上的部件组合方式，在具体分析藏文音节结构时，
分别从各位置部件组合时应满足的条件进行分析说

明［１］，对此可做阐释解析如下。
（１）前加字、上加字和下加字应满足如下条件：

①如果音节中包含有上加字“ ”，则纵向结

构 的 非 占 位 辅 音 只 能 存 在 于 集 合

{ }中。

②如果包含有前加字“ ”，则后面的基字只能

存在于集合，{ }中。

③ 如果同时包含有上加字“ ”和前加字

“ ”，则基字为非占位辅音，且只能存在于集合

{ }中。

（2）元音、后加字和再后加字应满足如下条件：

① 藏文音节中有可能不显示元音，但是一般

会在发音时加上/a/音，也可以是{ }中之

一；

② 如果存在后加字，则后加字必在集合

{ }中。

③ 如果存在再后加字“ ”和“ ”，则一定有

后加字。当再后加字为“ ”时，后加字在集合

{ }中，当再后加字为“ ”时，此时后加

字在集合{ }中。

４　 现代藏文音节结构特征

４．１　 藏文编码方案

藏文文字在计算机中是以编码的形式显示的，但
是因目前对藏文编码的研究各不相同，造就了不同的

藏文编码方式，从而藏文编码形式各异。 从目前对藏

文的研究来看，藏文的编码方案可以分为大字符集编

码方案和小字符集编码方案两种。 其中，大字符集编

码方案将藏文中纵向结构的字丁组合按照一个单元

进行横向编码，小字符集编码方案通过对藏文基本字

符建库，藏文文字通过藏文基本字符动态组合形式显

示，不同显示方式的藏文基本字符对应不同的编码［７］。
４．２　 小字符集编码藏文音节结构特征

小字符集编码方案中对藏文中前加字、基字、上
加字、下加字、后加字与再后加字等部件进行编码。
带有纵向结构的字丁组合在计算机显示时只占据一

个字符，字符的宽度由纵向字丁组合中的第一层辅音

决定，此时第一层辅音为占位辅音，对应的编码为占

位辅音编码，该占位辅音下方的字符不单独占宽度，
称为非占位辅音，对应的辅音编码称为非占位辅音编

码［７］。 在藏文文字中，元音都在辅音的上方或下方以

叠加方式存在，依附于纵向结构的其它字丁，不单独

占宽度，因而其也为非占位字符。 （下转第 ９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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