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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研究/王勇，王家宁，林泳海//牡丹江师范学院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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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语文研究著述系列目录索引古文字和其他篇

Gaengawq《Sawloih Hung Guengjsae》(Gienj Minzcuz) diuz “NdawbiengzCunghgyau Saenqyiengj Bouxcuengh”geiqsij, Mwh Dunghhan couh gonqlaengmiz bouxdauh daengz Yungzcouh (seizneixGvangjsih Yungzyen) Byaduhgyauz lienh-dauh, Sungdai Daugyau menhmenhhwnghoengh, youq Gveibwz、 Gveinanzgungh hwnq miuhdauh 27 aen. Fuzgyaudaihgaiq youq Dunghcin seizgeiz cienzhaeuj Guengjsae, youq Vuzcouh hwnqguhranzmiuh. Gvangjsih gak minzcuz doxwngqsupsou gij vwnzva daugyau、fuzgyau, youqgwnz giekdaej saenqyiengj codaeuz hwngfatbaenz saenqyiengj ndawbiengz lai yienghvwnzva yungzhab, miz ok goengmo、goengdauh、goengsae、baeuqmo（Vahyizcuz,dwg bouxlaux miz cihsiz）、goenghozsienghdoengh bouxcangh ndawbiengz, gyoengqde

yungh cihsaw minzcuz geiqloeg、biensijbaenz gyoengq saw ndawbiengzsaenqyiengj mizmingz. Doengh gij sawmizmingz neix gaengawq yizsiz yunghcawqndaej faen baenz sawguhgimq、sawndokgaeq、 sawmo、 sawbaeuqmo、sawgoengsae、 sawgoengdauh geij loih,gyoengqde dawz gak minzcuz gojgaeqfangz、gojgaeq、 cienzgangj、 fwen、 gojbeijgyoebgyonj yungzhab youq itheij, geiqsijgak minzcuz mizgven haicauh diendeih、cauh ok vunzloih doenghyiengh、dingh okgvigawj、 ceihleix lajbiengz doengh gijneiyungz neix, fanjyingj gij yawjfapgwnzmbwn lajdeih、gij yawjfap cezyoz、gijyawjfap lizsij、 gij yawjfap lunzlij gakminzcuz, baenz sawgeq cihsaw minzcuzvunz noix ndeiraeuh mizmingz ndaejdaibyauj doengh gij saw neiyungz genjdanlaegdaeuq、banjbonj daegsaek sienmingz、vahgangj cihsaw mbouj doengz haenx.
(Vangz Gyanghmyauz hoiz)

lwnh denjciz minzcuz vunz noix Gvangjsihlwnh denjciz minzcuz vunz noix Gvangjsih

Gij Cungjloih Sawgeq Sawcih Minzcuz Vunz Noix
Loih Sawging

Ndawbiengz Saenqyiengj

▲Sawging ndawbiengz saenqyieng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