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GVANGJSIH MINZCUZ BAU bouxbien Yangz Lanzgvei vwnzvavwnzvaB.2024 Nd.7 Ng.17

□ 蓝明生 汇编

壮语文研究著述系列目录索引 词 汇 篇词 汇 篇
（2013-2023年）

（一）综论
壮语词语民俗文化内涵探析/吴玉富//广西民族报.—壮文版.

—2013.5.22⑦
横县（古律）土语音系及词汇/黄少兰//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6
壮语词汇研究综述：壮语文研究系列综述之三/蓝明生//广西民

族报.—壮文版.—2013.12.4—11⑦
壮语含人体词的词语研究/曾曼丽//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

文，2014.4
东兰壮语的语音、词汇/黄慧，罗昱，覃凤余//百色学院学报.

—2014，（4）.—64—77
以 haeuj为例谈壮语民族词挖掘与新词创制/唐龙//广西民族

报.—壮文版.—2014.12.24—31⑦
田阳壮语的语音、词汇/孟飞雪，朱婷婷，黄涓//百色学院学报.

—2015，（5）.—60—68
从壮语词语看壮族对稻作文化的贡献/罗滔//三月三.—壮文

版.—2015，（6）.—87—92
壮语分类词的类型学性质/覃凤余//中国语文 .—2015，（6）.

—513—522，575
壮语方言医学词汇探析/黄雪倪，周祖亮，兰苗青//广西中医药

大学学报.—2016，（2）.—154—156
壮语空间范畴研究/兰馨//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4
壮语性别词研究/王英远//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5
壮语民俗词语研究：以横县宿龙壮语为例/苏月金//西南大学硕

士学位论文，2016.10
壮语反义词研究/李代燕//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5
壮语乡土文化词略探/罗滔//三月三.—壮文版.—2017，（6）.

—79—85
壮语标准语同音词初探 /蓝盛 //广西民族报 .—壮文版 .

—2018.8.1—8⑦
壮语“太阳”的地理语言学分析 /鄢卓，曾晓渝 //民族语文 .

—2019，（4）.—15—23
壮语词汇系统的计量研究/韦爱云//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9.9
壮语持续体标记方言词分布/韦景云//百色学院学报.—2020，

（5）.—26—30
清塘壮语词汇专题研究/梁生//广西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20.8
壮语“夜”的地理语言学分析/鄢卓//南开语言学刊.—2021，

（1）.—152—159
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国内外壮语词汇研究综述/方雯鑫，韦爱

云//河池学院学报.—2021，（6）.—41—54
天等壮语词汇研究/梁冬麗//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2.6
壮语“油脂”的地理分布与层次：兼析汉台语关系词“膋”/鄢卓，

曾智超//语言研究.—2023，（1）.—118—126
壮语方位词研究/左奕雯//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3.5
壮语北部方言状貌词比较研究：以蒙山壮语与都安壮语为例/

李金阳，高魏//梧州学院学报.—2023，（5）.—22—23
壮语南北方言状貌词比较研究：以柳江壮语与大新壮语为例/

李金阳//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23，（6）.—43—54
（二）词汇工具书及其编纂

壮语词典编纂原则的探讨/蒙元耀//三月三.—少数民族语文
版.—2013，（6）.—102—107

修订《壮汉词汇》之我见/覃德民//三月三.—少数民族语文版.
—2013，（6）.—108—115

现代汉壮词汇/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编.—南宁：广西民族出版
社，2013.8
《壮文电子词典》体例评析/刘益堂//三月三.—壮文版.—2015，

（6）.—164—167
壮语辞书编纂出版概况及对策/韦彩娟//三月三 .—壮文版 .

—2015，（6）.—168—172
《广西地名词典》壮文拼写指瑕/颜海云//三月三 .—壮文版 .

—2015，（6）.—173—176
学生汉壮词汇/零兴宁，韦彩娟编.—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2015.12
壮语词义研究与词典编纂/蒙元耀//辞书研究 .—2016，（4）.

—41—48，94
壮汉词汇/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编.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18.12
（三）词义

三湖壮语 thaːi53 的词汇意义和语法功能/许雁//民族翻译.—
2013，（4）.—77—81

武鸣壮语ʔaŋ5 naŋ2(干脆、故意)词汇化及相关语法化/梁敢//中
国语言学报.—2014.—215—222

靖西壮语的“一”/吕嵩崧//百色学院学报.—2015，（2）.—75—79
论“圩”的壮语解读/覃金燕//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5，

（3）.—49—51
从词义变异看壮族稻作文化内涵：兼谈对壮语词汇语义研究之

思考/齐旺//民族翻译.—2015，（3）.—60—67
壮语身体部位词词义精细化分析/吴腾毅//广西民族大学硕士

学位论文，2015.5
壮语器官相关词汇引申义例析/蒙宁//广西民族报.—壮文版.

—2015.7.22⑦
壮语词义研究与词典编纂/蒙元耀//辞书研究.—2016，（4）.

—41—48，94
例析壮语多义词“dai”的用法/蒙宁//广西民族报.—壮文版.

—2016.7.20⑦
壮语 go、duz、boux的性质和意义/莫夏//中国民族博览.—2017，

（1）.—117—118
基于义素分析的广西武宣壮语名词专题研究/覃玉彩//广西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6
试析壮语词头意义的应用/黄秀德//三月三.—壮文版.—2018，

（6）.—49—51
忻城壮语“gwn”及其隐喻/韦亮节//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9，（2）.—50—53
从壮语“口/嘴”的隐喻看壮族的认知特征：以马山壮语为例/熊

奥奔//广西民族研究.—2019，（4）.—152—158
壮语 naj 的认知研究/肖昉//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

（6）.—88—92
壮语“母亲”义语素 /吕嵩崧 //广西民族研究 .—2019，（6）.

—155—163
壮语视觉词的认知机制研究：以马山壮语为例/熊奥奔//广西民

族研究.—2020，（3）.—150—156
壮语词汇思维方式的认知初探/黄倩//大众科技.—2020，（4）.

—131—133
壮语五官相关词汇的认知语言学研究/熊奥奔//广西民族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2020.6
壮语形容词语义研究/陆俊玲//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0.6
壮语德靖土语言说动词 ja4的语义演变/陆淼焱//广西民族研

究.—2021，（2）.—132—141
大化壮语加城话否定词特点浅析/杨恩桐，韦景云//广西民族

报.—壮文版.—2021.10.20⑦
大化壮语饮食名词及文化研究/杨恩桐//广西民族报.—壮文

版.—2021.12.15⑦
巴马那社壮话“锄”类动词与农耕方式/黄诗怡//广西民族报.

—壮文版.—2021.12.29⑦
语言接触视野下的靖西饮食/吕嵩崧//百色学院学报.—2022，

（5）.—42—49
壮语 sim（心）隐喻和转喻的认知路径研究/韦秋竹//广西民族

报.—壮文版.—2022.9.21—28⑦
壮语状貌词语义系统探析/李金阳//民族翻译.—2023，（1）.

—83—95
上思壮语 tou2的语义功能及演变路径/曾丽容，韦景云//百色学

院学报.—2023，（2）.—52—58
（四）词源

壮语源于指示词的定语标记：兼论数词“一”的来源/覃凤余//民
族语文.—2013，（6）.—55—63
“驮娘江”考释 /吕嵩崧 //广西社会科学 .— 2013，（10）.

—201—204
桂东南大容山的“容”字音义溯源及其它/覃正//玉林师范学院

学报.—2016，（4）.—22—25，32
从壮族麽经看壮语宗教文化词语的产生途径/王丹//民族翻

译.—2023，（2）.—84—90
（五）外借词

壮语新汉借词中古入声字的声调/韦彩珍//三月三.—少数民族
语文版.—2014，（3）.—41—48

壮语汉借词书写方法探讨/顾先璧//广西民族报 .—壮文版 .
—2014.7.30⑦

壮语中反映经贸活动的汉语借词/马菁屿，吴雅萍//民族语文.
—2015，（5）.—56—59

壮语吸收外来新词术语的方式/黄青霞//广西民族报.—壮文
版.—2016.1.13⑦

从声调系统看壮族《董永孝唱》文本汉借词/蓝盛//三月三.—壮
文版.—2019，（6）.—42—48

靖西壮语的汉语老借词 thok7“着”/吕嵩崧//中央民族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168—176

语言接触引发的语法变异：汉语借词在壮语中的后续性演变/
潘立慧//百色学院学报.—2022，（1）.—59—62

似汉还壮：思练壮语新借词探析/韦亮节//贺州学院学报 .
—2023，（3）.—70—75，91

（六）名称词
1. 称谓词
壮语方言亲属称谓历时比较/韦苡旭//美与时代（下）.—2013，

（1）.—123—125
武鸣县马头壮语亲属称谓词研究/曾曼丽//钦州学院学报 .

—2013，（9）.—76—80
壮语头塘话亲属称谓探究/黄彩庆，潘贵达//三月三.—少数民族

语文版.—2014，（2）.—40—44
壮族族称考/龙国治，潘悟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14，（6）.—110—112
武鸣壮语亲属称谓研究/吕娜//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6.3
壮族族称与壮语的关系研究综述/蓝明生//三月三.—壮文版.

—2016，（6）.—92—95
壮民族敬谦称谓探究/陆晓珍//文学教育.—2017，（8）.—21-23
宁蒗壮语亲属称谓探析/黄海暑//百色学院学报.—2019，（1）.

—60—67
南宁百济壮语亲属称谓词及语义特征分析/滕济民，唐七元//文

化与传播.—2021，（6）.—66—71
2. 地名词

云南省壮语地名 taau4(道)源流考/侬常生//民族语文.—2014，
（1）.—65—71

明清时期庆远府地区地名研究/张弛//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
论文，2014.5

广西靖西县壮语地名初探/韦良元//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
文，2014.5

扶绥县壮族村屯名称蕴含的民族文化特色/梁新勇//广西民族
报.—壮文版.—2016.1.6⑦

云南河口壮语地名的语言文化解读/蔡梦月//现代语文.—语言
研究版.— 2016，（7）.—10—11

基于GIS的广西北部湾壮语地名空间格局分析/罗凤伦//大众科
技.—2017，（2）.—23—25

GIS支持的广西壮语地名空间格局及其地理环境特征分析/罗
凤伦//广西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7.6

壮语地名景观雅化初探/卢勇斌//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2018，（3）.—89—94

环江壮语地名文化初探/吕玉洁//三月三.—壮文版.—2018，
（6）.—78—81

“麻章”地名考释/马显彬//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9，（3）.
—35—37

广西“那”字组合地名的分布特征及其文化意蕴/何彦珏，刘方
富//广西地方志.—2019，（4）.—48—51

南宁市西乡塘区乡镇壮语地名初探/卢奋长//广西民族报.—壮
文版.—2020.1.15⑦

广西河池地区壮语地名分类探微/黄绍光//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学报.—2020，（5）.—87—92

从认知隐喻的视角谈壮语地名/苏巧龙//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
报.—2020，（5）.—89—92

从语言视角下谈广西金秀“六+X”地名/苏巧龙//中国地名 .
—2020，（7）.—14—15

广西地名中的骆越印记：骆越文化研究系列之三十三/蒙元耀，
李彬彬//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3）.—101—106

粤西多元文化下的壮族史诗遗存：壮语地名视角下的“云浮”图
像/陈俊宇//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4）.—115—120

隆安县壮语地名研究/李涵旭//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1.5

武鸣两江壮语地名初探 /韦孟伶 //广西民族报 .—壮文版 .
—2021.5.19⑦

浅析广西南宁壮语地名文化内涵/罗小倩，李文波，玉雯华，颜
佳宁，梁子华//散文百家.—理论版.—2021，（10）.—161—162
“文化自信”背景下壮语地名规范化研究：以崇左市为例/黄善，

韦香利，陈艳由，胡世龙，宰晓娜//大众标准化 .—2021，（11）.
—77—79

边境地区壮语地名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崇左市为
例/许小红，王倩，甘永萍//南宁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23，（3）.—124-135

壮族地区山名探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为例/李涵旭//对
联.—2023，（6）.—40—42

基于稻作文化下的“那”字壮语地名空间结构特征研究/屠娉
婷，莫媛媛//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3，（19）.—87—92

乡土乡村乡愁：居民点壮语地名文化内涵初探：以崇左市为例/
王倩，蒙尉兴//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3，（19）.—98—102

3. 动植物词
壮语植物名称的结构与分类特点/蒙元耀//中国山地民族研究

集刊.—2016，（1）.—95—108
壮语食用植物的命名研究/覃彬刚//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

文，2016.4
壮族嘹歌植物类词汇命名考略/陆晓珍//文学教育.—2018，

（2）.—84—85
壮语“玉米”方言词分布及其传播/韦景云//中央民族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147—152
（七）熟语

壮语熟语隐喻研究/陆晓珍//语文学刊.—2013，（5）.—27—28
壮语谚语隐喻意象特色探析/周丽莉//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2016，（4）.—418，420
定安壮语的熟语谜语及其语言特点/李锦芳，姜亚飞//百色学院

学报.—2017，（1）.—80—91
壮语谚语的结构、修辞特征及其文化内涵探析：以广西靖西县果

乐乡壮语谚语为例/李秀华//文山学院学报.—2017，（2）.—92—96
从壮族俗语的内涵看壮汉民族的文化融合与心理同构/罗雪

松，朱品馨//三月三.—壮文版.—2018，（6）.—61—65
壮族节令熟语探析/蓝盛//广西民族报.—壮文版.—2018.8.22⑦
从壮语谚语看壮族男女的爱情婚姻观/付妮//汉字文化.—2019，

（9）.—140—141，145
武宣壮语熟语的民族文化蕴含及价值审视/周彩虹//桂林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20，（4）.—63—67
武宣壮语熟语及其修辞特征探究 /周彩虹 //文学教育 (上 ).

—2020，（12）.—146—149
壮语涉医熟语的隐喻研究/卢春艳//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

文，2021.4
由熟语看壮族稻作综合体/韦亮节//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21，

（6）.—38—44
壮语谚语的语用特征研究/周丽莉//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

—2021，（12）.—91—93
广西壮族风土谚语研究/滕凤鲜//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3.5
跨文化视野下越南岱、侬族熟语研究/覃健，农海华//边疆经济

与文化.—2023，（8）.—2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