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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语形容词的最高级

斯钦朝克图

【提要」阿尔泰语系语言所谓形容词最高级的主要形式
“
形容词第一音节卜梦卜形容

词
”

在不同语族中有一致性
,

其来源可能是从最早的重叠形式发展变化的
。

一 形容词最高级的主要形式

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形容词最高级范畴或加强形式 !高级或加强级∀ 主要有以下几种
#

� 形容词第一音节十� ! ∀#! ∃ % 如果开音节加
一

� ! ∀&! ∃
,

闭音节则把音节末辅音换成秘叹

一

∃ ∋ (形容词

) 形容词第一音节(形容词

∗ 形容词(形容词 %重叠形容词 ∋

+ 形容词(∀ ,# 对∃ 川找#− (形容词或形容词第一音节(! � ! ∀#! ∃(! �. 一/淤四
(形容词

这里虽然选择四种
,

其实主要形式还是一种
。

因为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形容词最高级的主

要形式
,

也就是最具特色的只有一种
,

即第一种
。

因为第二种是第一种的变体
。

第三种形式

是辅助形式
,

而且使用的语种也很少
,

使用率很低
。

第四种还是与第一和第三种有关
。

此外
,

形容词最高级还可以由程度副词加形容词等构成
。

本文重点讨论阿尔泰语言中具

有普遍意义的第一种形式
。

为便于比较
,

我们将三个语族语言的情况分别加以介绍
0

1
2

突厥语族语言

主要形式
0
形容词第一音节(! � 

2

∀#
2

3 ! ∃ %如果开音节加
一

� ! ∀#
一

∃
,

闭音节则换成梦卜∃ ∋
(形容词

辅助形式
0
形容词(∀叭对∃ 留∃ − (形容词或形容词第一音节十� ! 4#! 卜∀创比(形容词

古突厥语
0 一

/ 明
“
白

” ,

,� 叫 “
非常白

、

白白的
” 5

魄
。 “

好
” ,

却 胡 6 . “
非常好

” %加强

级 ∋ %赵
,

789 ∋
。

维吾尔语
0 一

/ 叫 怕
” ,

即�,:
“
白白的

、

洁白的
” 5 ;<翻=, “正确的

” ,

;< /
2 ;<川=, “

直率的
” ,

“
直直的

” %加强形容词 ∋ %赵
、

朱
,

>7
一

> ?∋
。

哈萨克语
0 % 1 ∋

一

/ :。翻
“
红

”,

:即 : 。劝# “
红红的

” 5

≅
“
短

” ,

.� .劝 Α “
短短的

” %强

化形式∋
。

% 7∋ 形容词(∀ 创比(形容词或形容词第一音节(! � ! 4#
一

卜形容词
0

如Β “
蓝

” ,

如匆军习∀−Β
“
蓝蓝的

、

碧蓝的
” 5
叫

“
白

” ,

叩 /,: 怕白的
、

洁白的
”

%耿
、

李
,

97 ∋<

塔塔尔语
0 /#∃

,

: 。劝# “红
” ,

:叩 :。劝# “
红红的

” 5
如Β “

蓝
” ,

如/ 如Β ,
如∃ 如Β “

蓝蓝

的
” 5 Χ球1 “

绿
” ,

Χ￡∃!Χ 啦
“
绿绿的

” %加强形式 ∋ %陈
、

伊
,

Δ?∋
。

柯尔克孜语
0 % 1∋

一

/
,

:,=,
“
黑

” ,

:, /!: ,=,
“
黑黑的

” 0

≅
“
黄

” ,

路卜≅
“
黄黄的

” 5

:舰,# “红
” ,

: < / : 。
动

“
红红的

” 5 ∃ ,ΧΕΦ “
碎的

” ,

∃ ,卜∃ ,ΧΕ, “
零零碎碎的

” %最高级 ∋ %胡振

>7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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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

 ∃∀
% !�∀ 重叠

# & ∋ ( ∋ )
一

&。。) “
红红的

” ,

如介如习
“
大大的

”

!胡振华
,

 ∃ 书 ∀
,

这种重叠

式突厥语族语言只有柯尔克孜一家
,

较独特
。

乌孜别克语
# !)∀ 一∗

,

&试+ “
红

” ,

& ,− &, (,)
“
红红的

” %
如. “

蓝
” ,

如∗ 如. “
蓝蓝的

”%

坛扮
“

大
” ,

脉−坛姗
“

大大的
” 。

!�∀
一

/01 ∗2
一

−忿
,

在闭音节的加强式形式后再加
一

呷
# 3∋ 万4,

“
直

” ,

拍−
5

/母 3∋ 6 4, “
直直的

”

!加强形式∀ !程
、

阿
,

 7 ∀
。

图瓦语
# 一

,

胭。丫“

黄
” ,

89/ 拙% : “
黄黄的

” %
9)9

“
花的

” ,

伞习
9 “
花花的

”

!加强形式∀ !吴
,

 ; ∀
。

西部裕固语
# !)∀ 1/) 一

,

6< . “
蓝

” ,

6<−
5

6< . “
湛蓝的

” % = (= > “
长

” ,

=/
一
= (= > “

长长的
” %

?
“
黑

” ,

卿
一

?
一

≅9Α
一

? ≅9Α
?

:田傲一司
?

:94 9 “

漆黑的
” !加强化形式∀ !陈

,

+ �∀
。

!�∀

形容词2 Β司Β 邸∗ 留∗ Χ2 形容词或形容词第一音节21 梦Α)1 卜Β留ΒΧ 2形容词
,

即便有些以辅音结尾

的单音节形容词
,

也可以在词后加 Β刻比)∗ 9) ∗ Χ “
也

”

再重复同一形容词
,

或者先把词末尾的

辅音换成
一

−
,

再加 Β9 也
,

再加同一形容词
,

构成加强意义的形式
#
9& 怕

” ,

9& Β9 明一

9&/ 9& 一

平Β9

9&
“
雪白的

” % 6必. “
蓝

” ,

6必. ΒΧ 6必. 一6必. ΒΧ .一6Δ/1 Β9 6必. “
湛蓝的

” !陈
,

+ ∃ ∀
。

以上形式中
,

哈萨克
、

乌孜别克和西部裕固语的另一种变体具有特点
。

�
5

蒙古语族语言

主要形式
#
形容词第一音节卜Β)1 ∗ !如果开音节加

一

Β)1 ∗
,

闭音节则换成
一

Β)1 ∗ ∀ 2形容词

辅助形式
#
形容词第一音节2 一=

一
9
一
2形容词

形容词第一音节2 形容词

形容词2形容词

古蒙古语
# 一

Β
,

」Ε Β
“
正确的

’, ,

Φ∋ Β.Χ > “
正正确确的

”

!照那
、

斯
,

�� Ε∀
。

蒙古语
# 一

Β)1 ∗
,

=) 9<9>
“
红

” ,
=卜=) 9<9>

“
通红

” % 幼<, 3Χ>
“
冷

” ,

幼Β
一

幼<, 3Χ > “
冷冰冰的

” %

>

9∗
=<= > “

安静的
、

安稳的
” ,

>9Β
一>

9∗
一

?
和> “

安安静静的
” %

∗∋ ∗ Χ& 9>
“
温和的

” ,

> ∋ Β 一>∋ ∗
一
> ∋ ∗ ∋& 9>

“
温温和和的

”

!最高级∀ !道布
,

∃Γ ∀ !强程度∀ !清
,

+7� ∀
。

达斡尔语
# 一

Β)1 ∗
,

= )
99>

“
红

” ,

Η= Β
一

=)
9Ι>

“
的红红

” % 6抓8=>
“
冷

” ,

6的
一

6 ∋ >8 =>
“
冰冷的

”%

小:9>
“
白

” ,

ϑ ∗ 小:阴
“
白白的

、

雪白的
”

!加强 ∀ !恩 �∃ ∃ ∀
。

土族语
#

形容词第一音节2 形容词
,

犯: “
大

” ,

介妙
“
很大

” ,

。加
“

黄
” ,

抓 % ,49
“

黄黄

的
” #

∗= )王 “
小

” ,

∗= ∗ =) ‘ ,’3 良小
” !较强级 ∀ !清

,

+�� ∀
。

东部裕固语
# 一

Β
,

妇9 > “
红

” ,

妇Β 妇9>
“ 红红的

” %

94= =>
“
干净

” ,

9Β 翻=>
“

干干净净的气

扣∗ “
黄

’, ,

灿扣份
“
黄黄的

”

!照那
,

�7∀
。

东乡语
# !)∀ 形容词第一音节2形容词

# Η =) 明 “
红

” ,

Η= Η= )明
“
红红的

、

红彤彤的
” ,

&耐明
“
硬

” ,

& =) &∋ Κ明
“
硬硬的

” % !�∀ 形容词第一音节朴/= 一/91
2形容词

#

乒秘明
“

略黄的
” ,

介/=
一

口叮明币
一

−∋
一

口叮明 “
黄黄的

” % Η =) 9“明 “
略红的

” ,

Η=
一

/=
一

)9 6明一Η=
一

/9
一

+, 叨
“红红的

”。

!∃∀

形容词2 形容词 而)9 而)9 “
小小的

” ,

ϑ= 6, ∋ ϑ= 6, 。
“
大大的

” ,

=> Κ= => Κ=
“
高高的

”
!强程度 ∀ !布

,

+Δ;
一+ +Δ ∀

。

保安语
#

!+∀
一

Β
,

幼Η明 “
白

” ,

娜9Β 幼Η明 “
白白的

” % ., 啊
“
冷

” ,

., Β3Η明
“

冷冰冰的
” 。

!�∀ 形容词2 形容词犯跪Λ Η, #

>9≅
“

大大的耗牛
” % = > Κ二=> 面 =) 9 “

高高的山
”

!强程度 ∀ !陈

乃雄
,

+∃Γ一 +∃� ∀
。

陈氏认为
,

蒙古语族语言并不存在严格的语言学意义上的
“
级

”

范畴
,

只是形状特征的

减弱和加强的程度形式
。

Γ ∃

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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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家语
#
形容词第一音节2形容词

,

仙。 “

红
” ,

ϑ=
一

ϑ= )。 “
通红

” %
电,电

。 “

厚
” ,

匆 匆电。

“

厚厚的
”

!较强级∀ !斯
,

+++∀
。

蒙古语族语言的土族
、

东乡
、

康家等语言没有采用形容词第一音节十/)1 尽Α)1 ∗ !如果开

音节加
一

/)1 酥∗
,

闭音节则换成
5

洲
5

恻
5

∗ ∀ 2形容词的形式
,

而采用形容词第一音节2形容词的

形式
,

其第一音节都是开音节
。

我们认为
,

这些语言最初不是这样
,

而是在原来的相同形式

上发展变化来的
,

即形容词第一音节2
?

洲
5

叹‘Α)1 ∗2 形容词Ν形容词第一音节2形容词的形式
。

如
,

义协万川户Η 9
5

Μ剐旧 “
黑黑的

” 。

康家等语言音节末很少出现
一

Β
,

如
, Ο
垂Β小

5
Ν取小

一 “

砍
”

!斯
,

+++∀
。

此外
,

东乡语形容词第一音节十−∋ 一−91 2形容词表达式与突厥语族乌孜别克和西部裕固

语相同
。

∃
5

满一通古斯语族语言

主要形式
#
形容词第一音节21 协Π)1 Α)1 ∗ !如果开音节加

一

Β)1 ∗
,

闭音节则把音节末辅音

换成
一

卜∗2 形容词∀

辅助形式
#
形容词2 形容词或形容词2 形容词2.

满语
# !+ ∀

一

Π
,

加Θ
“

结实的
” ,

Β∋Π 加., “
结结实实的

” % ∋ )Η ∋>
“
干的

” ,

∋Π ∋) Η∋ > “
干

干的
” % 8= )ϑ9 “

自由的
” ,

8= Π 8= )ϑ9 “

自由自在的
” %
。∗ 6,Φ > “

温和的
” ,

> ∋ Π > ∋∗ 6,Φ> “
温温和

和的
”

!高级∀ !朝
,

巧Γ一�Γ Ε∀
。

!�∀ 形容词2形容词或形容词2形容词2.
# 几吧,9> 几匆94 止 %=>

“
红红的太阳

” ,

∋∋ 城
> ≅ Ρ场吐 即。劝Η∋

“
长长的辫子

” ,

3∋ , Κ∋ 3∋ 叫∋ Κ昌叹。。 “
笔直的路

”

!加

强级∀ !王
,

 Ε ∀
。

锡伯语
# 一

Σ1 卜∗
,

别划
> “
热

” ,

Η9Α Η9, Η = > “
热热的

、

热极了
” # Η 9 3Π Η= > “

咸
” ,

郑ΑΗ 93 Π ΗΘ >

“

咸咸的
、

咸极了
” % 御叹= > “

胖
” ,

39Α 394 ΗΘ > “

胖胖的
、

胖极了
”

!强调形式∀ !李
、

仲
,

ΕΔ ∀ %

。)Η 。 “
慢的

” ,

北止
。 “
漫漫的

” ,

∋>Η
。 “

宽的
” ,

∋∗ ∋>Η
。 “

宽宽的 !高级∀ !朝
,

�ΓΕ∀
。

鄂温克语
# 一

卜Π
,

9))

?
=>

“
干干净净的

”

!胡增益
、

朝克
,

 + ∀ #
9Φ 9 “

好
” ,

9Β 9Φ 9 “
好

好的
” %

哟
9 “慢的

” ,

?
>叨9 “慢慢的

”% > 。而捻构
“

薄的
” ,

璐Π > 。而妓哟
“

薄薄的
” %

Η∋ >> ∋ > 习

“
黑

” ,

知Β Η∋ ?
。 “
黑黑的

”

!朝
,

�Γ �∀
。

鄂伦春语
# 一

协Π
,

Β昭山址,> “
白

” ,

Β96 Β96 山‘ > “
雪白的

”%
乒习硕 > “

黄
” ,

介Β拘颐
> “
金

黄的
” % 拓盯9 “

黑
” ,

. 9Β .田傲 “
黑黑的

” !加强级∀ !胡增益
,

7;∀
% > ∋ ∗ . = > “

薄的
” ,

> ∋ Π > ∋ ∗ ., 犯

,’

薄薄的
”

!高级∀ !朝
,

�Γ � ∀
。

赫哲语
# !+ ∀

一

Β)1 ∗
,

仍> Κ ∋ “
直

” ,

3∋ Β 3∋ > Κ ∋ “
直溜溜的

” %
=Φ 9>

“
稀

” ,

=Β =Φ9>
“
稀稀的

’

、

伽名=>
“
肥

” ,

39Β 394 ’6= > “
肥肥的

”

!最高级∀ !安
,

 Ε ∀ % >

?
。 “
细的

” ,
> ∋ ∗ > ∋

)>>
。 “
细细的

”

!高级 ∀ !朝
,

�Γ Ε∀
。

!�∀ 形容词2 形容词
#

39& 网
“
硬硬的

” ,

3, 9& 3, 9&
“

紧紧的
”

!最高级∀! 安
,

 Ε ∀
。

满一通古斯语族语言形容词最高级也与上述两语族语言基本相同
,

只不过是有的变体有

所不同而已
。

如
一

协Π )
5

Σ 0
5

∗ 中的
?

Π )
?

Σ
。

其他形容词 2 形容词的表达式也与上述两语族语言有

不同程度的区别
。

二 形容词最高级范畴的异同

下面将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形容词最高级的相关形式列表比较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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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形容词最高级的相关形式比较表

语语 种种 第一音节节 第一音节2 形形 重益益 形2Β 朗比
2
脚第一音节节

222221 州
5

卜形形形形 书泌Β坏
5

−旷叫侧昭2形形

突突厥语族族族族族族

古古突厥厥 有有有有有

维维吾尔尔 有有有有有

哈哈萨克克 有有有 有有有

塔塔塔尔尔 有有有有有

柯柯尔克孜孜 有有有有 有有

乌乌孜别克克 有有有 有有有

图图瓦瓦 有有有有有

撒撒拉拉拉拉拉拉

西西部裕固固 有有有 有有有

蒙蒙古语族族族族族族

古古蒙古古 有有有有有

蒙蒙古古 有有有有有

达达斡尔尔 有有有有有

土土族族 有有 有有有有

东东部裕固固 有有有有有

东东乡乡乡 有有 有有 有有

保保安安 有有有有 有有

康康家家家 有有有有

满满
一
通古斯语族族族族族族

女女真真真真真真

满满语语 有有有有 有有

锡锡伯伯 有有有有有

鄂鄂温克克 有有有有有

部部伦春春 有有有有有

赫赫哲哲 有有有有 有有

���ΔΔΔ )��� ∃∃∃    ΓΓΓ

统计结果显示
,

所比较的 �Δ 种语言 !其中撒拉语和女真语因没有资料未计入 ∀ 中第一种

形式占绝对优势
,

共 +� 个
,

占 7Γ Τ %
第二种形式只有蒙古语族的 ∃ 个语种

%
第三种形式只

涉及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的  种语言
%
而第四种则三个语族共有 Γ 种语言

。

+
5

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形容词最高级的主要形式是
#
形容词第一音节21 州

5

卜Α)1 Π)1 ∗ !如

果开音节加
一

梦协∗
,

闭音节则把音节末辅音换成
一

梦协∗ ∀ 2 形容词
5

该形式几乎所有语言都

相同
,

而且语音上也几乎一致
,

区别在于突厥语族
一

− 多
,

蒙古语族和满
一
通古斯语族则

一

Β 多
%

一

Α)1 Π)1 ∗ 都是其变体
。

这种双唇闭音节形式具有加强意义的色彩
。

这一点阿尔泰语系语言比

较一致
。

Γ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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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古语族的蒙古语里
,

还有形动词第一音节卜卜形动词的形式
,

表示加强语气的意义
。

如
,

树
6 8Χ > “

出生的
” ,

3ΔΒ 械6 8Χ > “

亲生的
” ,

3ΕΒ 协浦68Χ> 心6Χ Χ.Χ
“

亲生父母
” ,

3ΕΒ 3Ε 4Ε68Χ>
叫9 ΚΧ 6 让。 “

亲兄弟
” ,

3∋Β
3。币6 8Χ > > =

3Θ:
“
故乡

” ∋

此外
,

在蒙古语里
,

该形式还与其他词类结合表示加强语气
。

如
,

9Β 9),
“

对哪一个也
”

!照那
、

斯
,

�7 7 ∀
,

.Χ Β .ΧΦ ,<Χ “
很早

”。

蒙古语族等语言里还有最高级悯
田耐‘.Χ > !比较级强程度∀ 的形式

。

如
,

亡9)) 亡9<叫9>
“

白

白的
” ,

> 9Β >94, &9>
“
细细的

” ,

份Β 乙Ε 6 Ε .Χ > “
非常少的

”

!蒙古语 ∀ % 娜9Β 娜,沁叨
“
白白的

”,

ΥΛΒ) 明一ΥΛΒ)
。Η 9习

“

红红的
” ,

., 峋
“

冷
” ,

., Β3Μ 明 “

冷冰冰的
” !保安语∀

。

这种形式在理论上

具有更加强的意味
。

�
5

蒙古语族的土族
、

东乡
、

康家三种语言有所不同
#
形容词第一音节2形容词

。

这可以

说是蒙古语族语言的一个特点
。

但这种形式是从上述共同形式中演变来的
,

所以我们认为这

只是一种变体或演变形式
。

∃
5

突厥语族的乌孜别克
、

西部裕固语以及蒙古语族的东乡语
,

形容词最高级的另一种形

式为
#

形容词 2 Β田Β“∗ 留04 )Χ 2 形容词或形容词第一音节干/01 Β)1 ∗2
一

−=
一

)1 −旷呷
。

哈萨克语

切.伴。ΒΧ . “
蓝蓝的

、

碧蓝的
”

中的中间插入部分也与此有关
。

陈宗振先生认为
,

插入部分属于助词
。

0>9
一
Β9

一
ΒΧ

“
也

” 、 “
嘛

” ,

表示重复
、

相同
、

转折
、

让步
。

如
,

电,<Χ >

∗9 」Χ& &9/ Κ二
,

9))3 Β9 39Υ −Β98 Κ二 “
驴也没了

,

马也找不到了
” 。

.Χ (Κ ∋. Β9 Φ闪
Κ沉 “

连把小刀子也没有啊 ς
”

!陈
,

�一� +Ε ∀ 这种形式只存在于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的几个语

言中
。

这是不同于满
一
通古斯语族语言的一个特点

。

这种表示
“
也

”

等意味的
“
让步

、

强调
”
语气词在蒙古语族语言中也有

。

如古蒙古语
#

伙记∋> 己94 ΒΧ 3
ΧΚΧ 吨Χ>

一

+<9’=> 吨Χ >

.Χ’Χ> 98 9’毗9& = ∋6Χ, <9Β= )Κ= Υ9
“

勃端察儿也不问那些百姓

姓名
”

!粟
、

确
,

��
一
�∃ ∀

。

现代蒙古语
#

Φ98 9<1 => :9Φ941 => 3= 劲<9)
一

,Κ9< 叫= ΒΧ ∋6Χ,
“
政府的指令

也服从
” 。

!巴
·

仁钦
,

《曙光∀∀∀ 此外
,

蒙古语巴林土语偶尔还说』=# Β9 ∗ ΧΚ Η =Χ
“

什么也不知

道
” ,

二和#Η Β9 =6 Χ# “
理也不理

”

!理都不理 ∀
。

再如康家语
#

小,)9Φ 9
Β9, >Χ ,)9Φ9 Β9 Χ> 。

二>, , Α9
“
你哭也罢

,

不哭也罢
,

这是我的
” !斯

,

� +; ∀
。

 
5

突厥语族的柯尔克孜语
、

蒙古语族的东乡语和保安语
,

以及满
一
通古斯语族的满语

、

赫哲语还有用形容词的重叠来表示最高级
,

虽然数量不多
,

但含盖了整个语系
。

这与汉藏语

系语言接近
,

不同的是汉藏语系语言后面必须有
“
的

”

字结构
,

而阿尔泰诸语言则用重叠来

表示
。

其中
,

满语重叠的最后一个字母要换成
一

.
,

这一点比较独特
。

三 小 结

+
5

阿尔泰语 系诸语言 中普 遍存 在形容词 的最 高级形式
,

即 形容词第一音节

卞/01 Β)1 Σ01 Π)1 ∗
。

如果开音节直接加一尽Σ01 Π)1 ∗
,

闭音节则把音节末辅音换成
一

泌协∗2 形容

词
,

至少在类型学上相同
,

可能属于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共同成分
。

其双唇闭音节形式具有强

烈的加强意味
。

�
5

蒙古语族有些语言里
,

由闭音节脱落而构成的形容词第一音节2 形容词结构
,

是第一

种形式的演变形式
,

并且是从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初始形式变化而来的
。

∃
5

形容词2 Β刻ΒΧ Υ >留∗ Χ2 形容词或形容词第一音节2
一

/01 Β)1 ∗ 21 /=
一

)1 −留
一

−七形式虽然较独

Γ Ε



阿尔泰语形容词的最高级

特
,

但可能来源于 & 94 92 Β 9川肚忿闷9 Β &9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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