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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蒙古语族语言研究概况

陈 乃 雄

我国蒙古语族语言包括蒙古语
、

达斡尔语
、

东乡语
、

土族语
、

保安语
、

东部裕固语
。

据� ���年统计
,

我国蒙古族人 口约 ���
�

�� 万
,

内蒙古 自治区的蒙古族使用本民族语言作为

主要交际工具的占蒙古族人口的�� �
�
达斡尔族人 口约 �

�

�� 万
,

东乡族人 口约 ��
�

� � 万
,

他

们分别使用着各自的语言
�
土族人 口约 ��

�

�� 万
,

除居住在大通县的转用了汉语
,

居住在同

仁县的使用的是保安语和五屯语外
,

绝大多数使用着土族语
�
保安语的使用者是甘肃省积石

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干河滩
、

大墩
、

高李家等村的保安族和青海省同仁县年都乎
、

郭麻 日
、

杂洒 日
、

保安下庄四个村子的土族
,

共约一万人
�
东部裕固语的使用者是居住在甘

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东部康乐区和皇城区北滩
、

东滩等地的裕固族
,

约三千余人
,

居住在
·

其他地区的裕固人则分别使用属于突厥语族的西部裕固语和汉语
。

在我国
,

蒙古语族诸语言中
,

对蒙古语的研究起步较早
。

解放前
,

北京大学即设有教学

蒙古语文的专业
。

�� �年在齐齐哈尔内蒙古军政学院建立过蒙古语文研究室
。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蒙古语文工作
。

�� ��年召开了第一次蒙文工作会议
。

蒙古语文研究会

宣布成立
。

五十年代中期
,

我国的蒙古语文研究进人空前繁荣的时期
。

��� �年和 ��  �年先后两次组

织 了全国范围的蒙古语族语言和方言普查
。

调查队的足迹遍布内蒙古 自治区和新疆
、

甘肃
、

青海
、

辽宁
、

吉林
、

黑龙江
、

河北等省
、

自治区有蒙古
、

达斡尔
、

土族
、

保安
、

东乡
、

裕固

各族人民聚居的地方
。

参加两次调查的人员累计一百二十余人
,

调查点六十多个
。

在掌握丰

富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 匕 具有我国自己的特色的蒙古语族语言科研工作全面展开
,

就蒙古

语和蒙古语族其他语言的语音
、

语法
、

词汇以及方言土语的划分
、

蒙古语新词术语的制定
、

文字改革的设想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

十年动乱
,

科研活动几乎完全停顿
。

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

蒙古语文科研工作才逐步得到恢复
,

从 ��� �到 �白��短短十年间就发表了

近千篇文章
,

还出版了许多专著
。

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 了过去
。

语法专著方面
,

继六十年代内蒙古大学编著的 《现代蒙古语》 之后
,

又有松儒布的 《蒙

古语语法知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 ����

、

宝音
、

赛音的 《蒙古语语法基础知识简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 � ����

、

布和吉 日嘎拉
、

恩和的 《蒙语语法》 �内蒙古人 民 出 版 社
,

���  � 出版
。

清格尔泰的 《现代蒙语语法》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 �� 是一部学术性语法

� 著作
, 那森巴雅尔

、

哈斯额尔敦
、

斯琴
、

朝克图
、

达瓦达格巴
、

图力更
、

那仁巴 图 合 编 的

《现代蒙古语》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 ����� 是一本高等院校蒙古语专业的语法教材

。

在语音方面
,

《蒙古语言文学》发表了昂儒布的 《蒙古语语音发展史概述》 �� �� �
�

� �
、

天峰的 《论蒙古语长元音的形成和发展》 ���� 
�

� �
,

《民族语文》 发表了清 格 尔 泰 的

《蒙古语塞音 �
, � 的历史演变》 �����

�

� �
、

包力高的 《蒙古书面语元音间未脱落的辅

音 � � �》 �� � � 
�

� � 等
,

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对蒙古语语音进行探索
,

填补了我国过 去 在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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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空白
。

道布的 《蒙古语 口语中的词首辅音弱化现象》
,

综合分析各地的 口语材料
,

用两个公式概括了词首辅音弱化的全部条件 � 《民族语文》 ����年 � 期�
。

孙竹在同期 《民

族语文》 发表的 《现代蒙古语的弱化元音》
,

否定了传统的观点
,

指出弱化元音不是各种短元

音的变体
,

而是中性的特定音位
,
最后总结出给蒙文注 口语读音时弱化元音出现 的 九 条 规

则
,

解决 了一大疑难
。

白音朝克图等发表在内蒙古大学学报
,

金刚等发表在 《蒙古语文》 上

的 《现代蒙古语语音系统》
、

《蒙古语语音结构》 等文章则着重于现代蒙古语语音的研究
,

可以看作是对五
、

六十年代成果 《长元音和复元音》 �确精扎布 �
、

《关于蒙语辅音》 �清

格尔泰
、

确精扎布 �
、

《关于蒙古语基本元音》 �清格尔泰
、

新特克�
、

《蒙语语音系统》

�清格尔泰� 等的补充
。

容舟在 《民族语文》 ���。年第 � 期
,

宝力巴苏 日乐在 《蒙古语文》

����年第 � 期分别提到了过去不为人们所注意的蒙古语吸气音和送气辅音 � 的有趣现象
。

满达夫的 《蒙古语音五行学说分类法》介绍了十四世纪学者溯思吉斡节尔和十八世纪学者丹

赞达格巴等如何使用五行学说研究蒙古语语音以及这种方法对后来的语音研究产生的影响
,

对于帮助人们了解和借鉴前人的经验和教训提供 了方便
。

元音和谐是蒙古语一种重要的语音现象
,

它向来是学者们所关注和极感兴趣的问题
。

清

格尔泰在 《关于元音和谐律》
�

� 《中国语言学报》 创刊号 � 中指出传统蒙古语法所说的阴性

元音和阳性元音的区分在内蒙古察哈尔土语里实际上是元音松紧的对立
,

在卫拉特方言里是

由舌位的前后不同决定的
,

在科尔沁土语里则是由舌位的高低不同决定的
。

文章分析了元音

唇形和谐的序列性及依附元音的性质
。

通过对于阿尔泰语系和芬兰—乌戈尔语系一些语言

的比较指出
�

元音和谐律是关于词内部前后音节里的元音之间的求同性
、

限制性
、

序列性
、

制约性的规律
,

是一个词里元音之间的调和及制约关系的规律
。

喻世长在 《民族语文》 �� ��

年第 � 期 上发表的 《元音和谐中的三足鼎立现象》也是讨论元音和谐的理论的
。

作者把元音

和谐归纳为一峰独峙
、

两水分流
、

三足鼎立
、

四平八稳这样四种现象
,

说明每一种语言或方

言的元音和谐都有一定的复杂性
。

单独描写每一种 口语的元音和谐是语言的断代研究的一个

重要方面
,

它属于语音的侧面
,

但和词汇
、

语法都有联系
。

同时
,

元音和谐也是语言的历史

研究和历史比较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

从讨论的结果
,

作者引出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

语言

的互相影响会不会是元音和谐表现形式发生变化的一个原因� 元音和谐的三足鼎立现象的产

生和发展过程中
,

语言互相影响会不会起一种引导和促进的作用� 道布在 �� !年第 � 期 《民

族语文》 发表的 《蒙古语的元音和谐与元音音位对立的中和》 从音系学的原理出发
,

把音位

理论的基本原则用到比音段音位更高的层次上
,

考察蒙古语元音和偕的区别性特征是二分的

对立体
� 以紧

、

松对立为基础的两套元音音位在多音节词的后续音节里失去对立的性质
,

就

产生了音位对立的中和
。

对立中和的理论
,

不仅适用于元音系统
,

而且也适用于辅音系统
,

颇具启发性
,

受到好评
。

在蒙古语词法研究方面
,

首先碰到的就是划分词类的问题
。

确精扎布在六十 年 代 所 撰

《关于蒙古语词类》 一文
,

就蒙古语的词类划分标准提 出了相当详细的意见
。

尽管如此
,

人

们在具体划分词类时还是不尽相同
。

有的研究者对于是否有必要从名词和副词里区分出时位

词和摹拟词来表示怀疑
。

近年来发表有关名词格
、

数等范畴的论文的有哈斯巴 特 尔
,

王 鹏

林
、

呼和 巴尔
、

达瓦达格巴
、

吉如木 图
、

哈斯巴干
、

吉仁尼格
、

那顺乌 日图
、

宝 音 德 力格

尔
、

双胡 尔
、

托娅等
�
发表有关动词的不同类别

、

形态等的论文的有贾啼儒
、

特图克
、

森格
、

石新安
、

倪申源
、

侯万庄
、

查干呼
、

孟和那钦
、

宾巴仓
、

敖特横等
� 发表有关代词的论文的

全

户



人

「

有那德木德
、

白雪峰等
� 发表有关形容词的论文的有呼 日勒巴特尔等

� 发表有关量词的论文

的有斯钦毕力格等
� 发表有关副词的论文的有恩和等

� 发表有关形态学的论文的有昂儒布
、

斯钦等
。

焦其戴
·

吉仁尼格的 《古代蒙古语语法中语音屈折的痕迹》 � 《蒙古语言文学》
,

� � �
�

� �
,

以 《蒙古秘史》 语言中分别表示单
、

复数不 同 人 称 的 代 词 � �
一
� 。

,
� �

一
� 。

�� ��
一
� � � � � �丁�

一 �� � �一� ���
一� � �为例

,

说明古蒙语中存在着语音屈折的现象
。

过去对于蒙古语语法的研究
,

侧重在词法方面
,

句法研究一直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
。

近年来这方面有了加强
。

清格尔泰在他的 《现代蒙语语法》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 �� 一

书中对于句法结构分析提 出了一些新的方法
,

即传统语法和直接成分分析法的结合
,

也就是

句子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的结合
。

这些方法后来又集中反映在他的 《关于句法结构分析 冲

—根据蒙古语材料》 �内蒙古大学学报
, � ���

�

� � 中
。

道布在 《蒙古语句子 结构分析》

� 《民族语文》
, ����

, � � 一文中把蒙古语的复句分为并列复句
、

偏正复句
、

包孕复句
、

弓�语复句四种基本类型
,

把蒙古语的句子成分分为中心成分和扩展成分两大类
。

中心成分是

谓语
,

扩展成分是状语
、

补语
、

主语
。

这就打破了关于把句子成分划分为主要成分
、

次要成

分两大类
,

以主语和谓语为主要成分的传统观念
,

认为
“
蒙古语的句子一般是以谓语为支撑

点建立起来的
。

谓语是蒙古语句子中不可缺少的成分
。

谓语作为句子的结构中心
,

决定整个

句型
。 ”

作者把句子成分的结构分为修饰结构
、

连动结构
、

并列结构
、

复指结构 和 复 合 结

构
,

认为
“
句子内部的各种结构关系并不都处在相同的平面上

,

因此
,

分析结构关系复杂的

句子就要弄清楚结构关系的层次
。 ” 此外

,

特图克的 《蒙古语句子结构问题》 � 《蒙古语言

文学》
, ����

, � �
、

季荣的 《句法研究》 �内蒙古师大学报
, � �� � , � �

、

《论 不 完 全

句》 � 《蒙古语文》
, ����

,
� �

、

《关于词组和词的组合》 � 《蒙古语言文学》
, �� �,

� �
,

贾啼儒的 《蒙古语并列结构的语义关系》 � 《民族语文》
,
��� 

, � �
, �

恩和的 《蒙

古语词组概述》 � 《蒙古语言文学》
, � � ! , � � 以及讨论具体句子成分的意义和作用的文

章诸如达瓦达格巴的 《论蒙古语宾语的几个问题》 �内蒙古大学学报
, ��� �

, � �
、

《论蒙

古语的
“插入定语

” 》 � 《蒙古语文》
, � ��� , � �

,

德力格尔玛的 《浅谈现代 蒙 古 语 状

语》 � 《蒙古语文》
,

��  !
, � �

,

倪申源的 《关于蒙古语的定语从句》 � 《东方研究论文

集》
, � � !�

,

侯万庄的 《试论蒙古语句子的补语》 � 《蒙古语文》
,
��� �, � �

、

《蒙古

语直接宾语和状语的定义及词义分类法》 � 《蒙古语文》
, � ���

, � � 等
,

都为充实蒙古语

句法的研究内容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

内蒙古 自治区成立四十年来出版 了许多各种类型的词书
,

既有蒙古语解释词典
、

蒙汉
、 �

汉蒙对照词典
,

也有成语词典
、

正音正字词典
,

还有某些学科的专业词典和名词 术 语 词 典

等
。

对于词汇学和词典学的研究也 日益深人
。

新特克写过 《蒙古语词汇研究的 历 史 概 况》

�内蒙古大学学报
, ��� , � �

、

《蒙古语词典学起源》 � 《蒙古语言文学》
,

��  !
, � �

,

仁赛玛写过 《蒙古语词书及其种类》 � 《蒙古语文》
, � ��� , � �

、

《论 �� 一�� 世纪初的几

部蒙文辞典》 � 《蒙古语言文学》
, �� ! , � �

、

《�� 一�� 世纪中叶蒙古词书研究》 � 《蒙

古语言文学》
, ����

,
� �

,

旺楚克写过 《蒙汉对照词典初探》 � 《蒙 古 语 文》
, � ���,

� �
、

《论近几年出版的蒙古语词典》 �内蒙古师大学报
, � � ! , � �

,

官其格 苏 荣 写 过

《词书浅谈》 � 《蒙古语文》
, �� ! , � � 等

。

其他
,

像那顺巴特尔
、

斯钦巴特尔
、

满达勒

图
、

阿木尔吉 日嘎拉
、

宝音巴图
、

巴特尔等都有文章发表
。

昂儒布的 《古代蒙古语的基本词

汇和构词规律》 � 《蒙古语言文学》
, ��� �

,
� �

一

从 《蒙古秘史》 里摘录了一些当时使用的



名词和数词
,

罗列了�� 种构词附加成分和几种类型的复合词
,

向读者们介绍了中世纪蒙古语

基本词汇和构词规律的一斑
。

陈乃雄关于蒙文同形词的研究
,

哲
、

赛音额尔敦
、

巴图乌力吉

关于复合词的研究
,

图力更
、

巴特尔
、

普 日布
、

斯琴高娃关于同义词的研究
,

贺连喜关于多

义词的研究
,

贾啼儒
、

包志宏
、

孟根关于反义词的研究
,

有的填补了这方面的空 白
,

有的充

实了这方面的内容
。

近年来
,

芒
·

牧林
、

那顺巴特尔
、

倪申源
、

敖特横等对于借词问题的研

究和拉西东 日布
、

吴俊峰等对于新词术语问题的研究
,

给 旧问题注人了新的活力
。

蒙古语构词法研究近年来受到更多的重视
,

在有些语法著作里被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单

另论述
。

这方面的论文也发表了不少
。

例如诺尔金的 《构词法在词汇丰富发展 中的 地 位》

� 《蒙古语言文学》
,

�� ��
, � �

、

《蒙古语构词附加成分举例》 � 《蒙古语文》
, � ���,

� �
,

新特克的 《现代蒙古语构词法问题探索》 � 《蒙古语言文学》
, � ���

, � �
,

葆录的

《蒙语构词法研究参考》 �内蒙古大学学报
, � � � , � 一 � �

、

《关于蒙古语的某些构词后

缀》 � 《民族语文》
, �� � , � �

,

斯钦巴特尔的 《关于蒙古语构词法的历史演变》 � 《蒙

古语文》
, �� ��

, � �
,

格 日勒图的 《蒙古语构词附加成分的体系》 �内蒙古 大 学 学 报
,

����
, � �

,

赛熙雅勒的 《蒙古语名词 中同构词附加成分有关的问题》 � 《蒙 古 语 文》
,

��� �
, � �

,

斯钦朝克 图的 《出于语音音变的构词问题》 �内蒙古师院学报
, � � �

, � �
,

巴特尔的 《试论蒙古语元音 � 的构词作用》 �内蒙古师大学报
, � � ! , � � 等

。

学者们对蒙古语方言土语的研究
,

自从五十年代两次大规模的调查之后
,

一 直 没 有 中

断
。

�� �至�� ��年间
,

《蒙古语文》 先后刊登了清格尔泰的 《中国境内蒙古语族语言及蒙古

语方言概况》
、

哈斯额尔敦的 《注意方言土语的研究》
、

确精扎布的《谈 �关于蒙古族语言和�

某些方言�》
。

接着
,

迄至����年为止
,

又有 《蒙古语巴林土语的语音和词法》 �清格尔泰 �
、

《鄂尔多斯土语特点》 �哈斯额尔敦�
、

《卫拉特音位》 �确精扎布�
、

《论 巴 林 土 语》

�斯钦巴特尔�
、

《巴林土语的复辅音和长辅音》 �扎拉其夫�
、

《巴林察哈尔土语的前化

元音》 �白音朝克图� 等一系列研究特定方言土语的论文发表
。

近十年来就察哈尔土语发表

文章的有孙竹
、

图力更
、

那德木德
、

武达
、

诺尔金
、

丹森
、

敖其等人
。

就巴林土语发表过文

章的有道布等人
。

就苏尼特土语发表过文章的有哈达础鲁等人
。

就乌拉特土语发表过文章的

有包
·

吉仁尼格
、

巴图赛罕等人
。

孙竹的 《察哈尔方音研究》 在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指出锡

林郭勒
、

察哈尔语音中元音有松紧对立的性质
。

文章介绍了国外有代表性的蒙古语研究著作

对于四个圆唇元音的众说纷纭的看法之后指出
, 。, � , � , �

都属于后元音
,

重 要 的 是
。,

�
是紧元音

,

也就是说在发
。, � 的时候可以明显地 感到喉头肌肉特别紧张

,

舌根 用 力
,

音色是清楚
、

响亮的
,

而发
。 , � 的时候则感觉不到喉头紧缩

,

舌根用力
,

音色也没有 。,

� 那样响亮
。

在舌位高低方面
,

紧元音比之有关的松元音舌 位 低 而�后
,

如 。 比 。 , � 比

� 舌位是低一些
,

后一些的
。 。 , , , 。,

。 四个短元音同样是紧元音
。

出现在多音节词 的 非

第一音节的 � , 。
是松元音

、

弱化元音
。 � , � , ‘

,

�� 四个短元音则从不出现在非第一音节
。

孙竹六十年代初首先在内蒙古 日报上发表 《现代蒙古语规范问题》
,

探讨语音
、

词汇
、

语法

必须规范的问题和以什么原则进行规范
。

� ���年出版的孙竹的 《蒙古语文集》 中
,

他从语言

学理论上提出进行语音规范的三项原则
,

具有较高的科学性
,

是可行的
。

就科尔沁土语发表过文章的有确精扎布
、

孙竹
、

白音朝克图
、

查干哈达
、

涛高
、

乌力吉

等人
。

就喀喇沁土语发表过文章的有诺 力玛扎布等人
。

就杜尔伯特土语发表过文章的有波
·

少布
、

包祥林等人
。

就扎贵特土语发表过文章的有那森巴雅尔等人
。

确精扎布的 《科尔沁土

人

少

飞



戈

‘

语元音音位的一些特点》 在长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蒙古语科尔沁土语元音的一系列现象提

出了新颖的解释
。

其中对非第一音节短元音性质的分析尤为深人
。

区分元音的 阴阳性时第一

次提 出了元音在第一音节和非第一音节可属于不同的类别的理论
。

对非第一 音 节 以 ,

�� 的

性质作了详细的分析
,

首先提 出这两个元音是中性元音的观点
。

该文在蒙古语方音研究方法

方面有所突破
。

那森巴雅尔的 《扎责特土语的几个前元音》研讨了扎责特土语语音 系统内的

� , “ ,

�, �� ,
砍

,

�� 等六个元音
,

认为这六个元音在扎责特土语里都是独立 的 音 位
,

前

三者和后三者分别处在各 自演变史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
。

这个见解不但对扎贵特土语语音

系统的深 入研究
,

而且对整个蒙古语语音的比较研究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

就鄂尔多斯 土语发表过文章的有哈斯额尔敦
、

额尔敦孟克
、

森格
、

吉如木图
、

巴图吉 日

嘎拉
、

伊
·

索约尔图
、

宝
·

色仍诺尔布等人
。

就阿拉善土语发表过文章的有斯 钦 毕 力 格
、

贾拉森
、

格 日勒图
、

巴图格 日勒
、

加罕岱等人
。

就额济纳土尔息特土语发表过文章的有却丹

达尔等人
。

哈斯额尔敦的
·

《蒙古语鄂尔多斯方言语音特点》介绍了鄂尔多斯土语短元音
、

长

元音
、

二合元音
、

元音和谐律
、

重音和弱化元音
、

辅音等各种语音现象的特 点
。

他 指 出
�

“
鄂尔多斯方言中元音的唇状和谐律不严格

,

即在第一个音节中有非圆唇元音 的词的后续音

节中可以遇到圆唇元音
。

这种现象与蒙古语许多方言不 同
,

而与书面语言基本一致
。 ” “

在

鄂尔多斯方言中
,

第一个音节之后的短元音基本上都保存着
,

发音也比较清晰
。 ” 加罕岱是

一个年轻的农村业余语文工作者
,

她写的 《阿拉善土语 中所见古语词初探》 讨论了阿拉善土

语里迄今使用着的古语词的情况
。

作者把这些词拿来同其他土语作了比较
,

认 为阿拉善土语

儿百年来受到内蒙古方言的巨大影响
,

而它的一部分语词却存在于新疆的和硕 特土尔启特土

语之中
。

这些语词同时又见于古代蒙古文献
。

这表明阿拉善蒙古人很好地保存了 自己的古老

的语言
。

就 巴尔虎一布里亚特方言发表过文章的有包祥
、

武达
、

吉仁尼格等人
。

就卫拉特方言发

表过文章的有斌 巴
、

伦 图
、

宝乐干等人
。
就青海境内的蒙古语方言土语发表过文章的有贾啼

儒
、

察干哈达
、

索南木
、

布林巴雅尔
、

乌云其其格
、

群克加尔
、

曲日其木
、

才仁巴力
、

尖加
、

�

张玉春等人
。

贾啼儒的 《海西蒙古语的特点》 根据实地调查材料对居住在青海省海西州的蒙

古族语言中的语音
、

词汇
、

语法方面的特点作了概括的介绍
。

文末特别提到 了藏语对于海西

蒙古语的影响
,

认为
“藏语对海西蒙古语的影响

,

不言而喻
,

主要是指藏语的安多方言
。

但

是当我们将这些借词同藏语比较时就可以看出
�

凡是被海西蒙古语吸收过来的
,

都在一定程

度上
‘

蒙古化
’

了
,

即语音结构
、

元音和辅音的变化
,

都是按着蒙古语的语音结构规则和元音

和谐规则进行的
’夕 。

此外
,

哈斯额尔敦
、 �

松儒布
、

斯钦巴特尔
、

普 日布等还发表了一些方言土语语音比较研

究方面的成果
�

《蒙古书面语和方言土语的短元音
、

辅音比较》 � 《蒙古语言文学》
,

����
,

� � � � � , � �
,
《阿拉善土语音位与标准音音位对照》 � 《蒙 古 语 文》

, �� �� , � �
,

《察哈尔标准音和巴林土语语音比较》 � 《蒙古语言文学》
, ���  , � �

,
《新巴尔虎土语

和书面语的比较》 �中国蒙古语文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
。

蒙古语的方言土语虽然调查研究得不少
,

但是学者们对我国蒙古语方言划分问题却一直

存在不同的意见
。

孙竹
、

图力更等主张划分为东部 �内蒙古� 和西部 �卫 拉特 � 两个方言
�

清格 尔泰
、

道布等主张划分为中部 �内蒙古�
、

西部 �卫拉特� 和东北部 �巴尔虎—布里

亚特� 三个方言
� 满达夫

、

吴俊峰等主张划分为东北部
、

东部
、

中部
、

西部四个方言 , 哈斯



额尔敦
、

那仁巴图等主张划分为东北部
、

东部
、

中部
、

南部
、

西部五个方言
。

关于选择基础

方言标准音问题
,

除了一致认为不宜以卫拉特方言和巴尔虎—布里亚特方言为 基 础 方言

外
,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意见也未能统一
。

有些学者主张以互为补充的两个土语的语音为标

准音
,

有些学者主张以单一的土语的语音为标准音
。

经过反复讨论
,

八省区蒙古语文工作协

作小组于� �� �年作 出了关于确定以中部方言为我国蒙古语的基础方言
,

以内蒙古正蓝旗为代

表的察哈尔土语语音为标准音的决定
。

修辞学是语法学的合理继续和补充部分
。

随着蒙古语语法研究的深入和完善
,

蒙古语修

辞学的研究也 日益受到重视
,

得到发展
。

那仁巴 图围绕修辞学的体系
、

地位
、

修辞手段
、

修

辞环境
、

语言风格
,

索约尔图就修辞的内容和形式
、

修辞法在语言学中的作用
,

朋斯克就修

辞学的实践性
、

修辞格及其范围
、

修辞的三性原则等问题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
。

特格希都楞

的 《关于修辞法的几个问题》 � 《蒙古语文》
, ���� , � �

,

特图克的 《浅论蒙 古 语 修 辞

法》 � 《蒙古语文》
, ����, � 一 � �

,

贾烯儒的 《试谈蒙古语言风格及其它》 �青海民族

学院学报
, � � � , � �

,

艾力布扎木苏的 《蒙语修辞试谈》 �甘肃人民出版社
, ����� 等

,

在建立和充实蒙古语修辞学这门年轻的分支学科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

随着翻译在思想交流和语文工作中的重要性与 日俱增
,

对于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的研究

也愈来愈被强调
。

�� !年
,

曾经召开过一次八省区蒙文翻译科学讨论会
。

会上提出的论文有

二十九篇
。

会议的总结报告中特别对其中的八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

认为苏赫 的 《试 论 活

译》 介绍了政治论著翻译中的宝贵经验
,

仁钦嘎瓦的 《蒙古翻译史概述》唤起了翻译工作者

继承和发扬翻译优秀传统的热情
,

艾力布的 《关于自然科学名词术语》 是几十年来数理化翻

译中处理名词术语方法的总结
,

吉格木德的 《关于生物名词术语》 是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
,

吸收群众 口语中的养分
,

用蒙古语解决命名问题的宝贵尝试
,

陈乃雄的 《论蒙译汉》 是用汉

语翻译蒙文文学作品的方法和经验的总汇
,

普仍来的 东翻译 出版 �红楼梦 � 过程中遇到的某

些翻译问题》 传授了将汉文文学作品译成蒙文的技巧
,

宝音 图的 《关于公文翻译》 相当全面

地总结了公文翻译的经验
,

扎木苏的 《我们的翻译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提出了颇有价值的意

见
。

进入八十年代之后
,

关于翻译问题的探讨更加深人
。

以翻译理论为主题的有贺其业勒图

的 《论蒙古语翻译理论的历史传统》 � 《蒙古语言文学》
, ��� , � �

、

巴雅斯忽楞的 《浅

论翻译与思维的关系》 � 《蒙古语文》
, � ���

, � �
、

特格希都楞的 《关于翻译的特点
、

性

质和标准》 ( 《蒙古语文》
,

1 9 8 5
,

5
)

、

达木林的 《关于翻译修养问题》 ( 《蒙古语文》
,

1
98

4
,

6 ) 等
。

以翻译实践和技巧为主题的有杨才铭的 《翻译的实践过程》
_
(西北民族学院

学报
,

1 9 8 5
,

1 )

、

赛音额尔敦的 《汉译蒙的两个基本过程》 ( 《蒙古语文》
,

19 83

,
2 )

,

照 日格图的 《在翻译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 《蒙古语文》
,

1 9 8 4
,

1 )

、

贾 稀 儒 的

《试谈句子的翻译—
汉译蒙扎记》 ( 《民族语文》

,
1 9 8 4

,
1 ) 等

。

此外
,

还有阿拉坦巴

干的专著 《虚词译法》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1 9 8 。) 等
。

宝音达赖
、

布林
、

斯钦
、

仁钦
、

道

尔吉强等关于政论
、

公文翻译的讨论文章
,

金花
、

斯勒哈
、

乌力吉巴雅尔
、

哈旦夫等关于新

闻
、 、

广播翻译的讨论文章
,

对于提高行政部门和宣传部门的翻译业务质量起了 很 好 的 作

用
。

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接触
、

相互影响
,

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变得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更普

遍
,

也更引人注意
。

它向语言学家们提 出了一系列新的饶有兴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

人

们从历史的和现实的比较研究中力图探索其中的规律
。

确精扎布研究新疆突厥语族语言和蒙

少



飞

长

古语的相互影响
,

写了 《试论库库门恰克语中的蒙语借词》 (内蒙古大学学报
,

1 9 8 1
、

2
)

、

《库库门恰克语语音结构与蒙古语语音》 (内蒙古大学学报
,

1 9 8 2
,

4
)

、

《从库库门恰克

语与蒙古语元音 比较看蒙古语语音史的一些问题》 ( 《民族语文》
,

1 9 8 5
,

2 )

。

和希格
、

巴达荣嘎
、

沃彩金
、

塔娜研究蒙古语和满洲通古斯语族语言之间的接触
,

分别写了 《论蒙古

语
、

满语书面语的比较》 ( 《蒙古语言文学》
,

1 9 8 1
,

4
)

、

《达斡尔语
、

满洲语
、

蒙古语

的关系》 ( 《内蒙古社会科学》
,

1 9 8 2
,

2
)

、

《关于蒙古语
、

达斡尔语
、

鄂 温克 语 动 词

时态的表达》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
,

1 9 8 4
,

2 )

、

《试论汉语对达斡尔语的影响》 (内蒙古

大学学报
,

1 9 8 2
,

3 一 4 )
。

普 日布吉写 了 《蒙古语
、

维吾尔语的某些附加成分 和 词 的 比

较》 ( 《内蒙古社会科学》
,

1 9 8 3
,

2
)

。

陈乃雄就多种语言成分杂呈的
“
河西译语

”
语言

以及在受藏语
、

保安语强烈影响的汉语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五屯话里的特殊现象写 了 《<河

西译语> 里的阿尔泰语言成分》 ((( 中国语言学报》 创刊号) 和 《五屯话初探》¹ ( 《民族语

文》
,

1 9 8 2
,

1 )

。

哈斯额尔敦
、

蒙文专科学校的教师们则针对蒙汉族人民间相互学 习彼此

语言交流思想的需要
,

编著 了 《汉蒙语法比较》
、

《蒙汉对照语法》 这样具有很大实用价值

的工具书
。

为 了帮助汉族干部
、

群众学习掌握蒙语蒙文
,

内蒙古语委
、

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
、

内蒙

古教育出版社等编写出版各种蒙古语自学读本
、

广播会话教材
,
陈乃雄从六十年代起陆续编

著了 《蒙文初程》
、

《蒙义人门》 º 等课本
,

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蒙古民族除了现行的文字外
,

历史上还曾使用过其他形式的文字
,

如最早的回鹊式文 字

和忽必烈时代的八思巴文字等
。

要想全面了解蒙古文字和文化的历史概貌
,

不 能不对过去使

用过的不 同文字进行深人的发掘和研究
。

包祥的 《蒙古文字学》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

1
98

4 )

、

包力高的 《蒙古文字简史》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1 9 8 3) 就是系统地介绍蒙古族在各个历史

时期使用过的文字的著述
。

包祥等学者还提 出了蒙古文字的创制早于十三世纪的设想
。

对于

回鹃式蒙古文的研究成果
,

有亦邻真的 《回鹊式蒙古文与古代蒙古语语音》 (内蒙古大学学

报
,

1 9 7 6 一1978)
,

敖力布的 《关于 (成吉思汗碑铭) 的研究》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
,

1 9 8 1
,

1 )

,

哈斯额尔敦的 《紫微宫蒙古文碑文考》 ( 《蒙古语文》
,

1 9 8 4
,

2 )
,

道布
、

包祥等

关于
“云南王藏经碑

” 的考释文章 ( 《中国社会科学》
,

1 9 8 1
,

3
、 《民族语文》

,
1 9 8

0,

4 ) 等
。

道布整理
、

转写
、

注释的 《回鹊式蒙古文文献汇编》 (民族出版社
,

1 9 8 3 ) 是迄今

搜集资料最全
、

注释最详的一部汇编
。

它已成了研究回鹊式蒙古文不可缺少的参考书
。

对于

八思巴字的研究成果
,

有照那斯 图的 《论八思巴字》 ( 《民族语文》
,

1 9 8 0
,

1 )

、

《八思

巴字篆体字母研究》 ( 《中国语文》
,

1 9 8 0
,

4
)

、

《南华寺藏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的复原

和考释》 ( 《中国语言学报》 创刊号)
、

《关于玄中寺八思巴字蒙 古语圣旨碑刻》 ( 《民族

语文》
,

1 9 8 6
,

6 )
,

照那斯 图和杨耐思合撰的 ((/ \思巴字研究概述》 ( 《民 族 语 文》
,

1 9 8 1
,

1 )
,

照那斯 图和道布合撰的 《天宝 宫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碑》 ( 《民 族 语 文》
,

1
98

4
,

6 ) 以及郝苏 民的 《对西藏元代八思 巴字蒙古语圆牌的译释兼论其意义》 (西北 民族

¹ 编者按
:
陈乃雄的 《五屯话初探》发表后

,

深受国内外语言学界的关注与好评
,

成为公 认 的
“

典

型的混和语
”

被引用
。

《中国社会科学》 等杂志摘要转载
。

º 应该指出
,

用汉文编著解释蒙古语语法
、

蒙文
,

循序渐进
,

体例科学
,

这是陈乃雄教授为蒙 汉 两

民族的文化交流的又一贡献
,

受到著名蒙古史学家翁独健
、

蒙古语言学家清格尔泰以及美国
、

日本学 者 的

牙评
,

—
编者

。



学院学报
,

1 9 7 9
,

1 )

、

《元代圆牌之八思巴文及波斯文考释》 ( 《蒙古语文》
,

19 85

,
1 )

,

张卫东的 《试论八思巴字的冠 h 韵母》 ( 《民族语文》
,

1 9 8 3
,

6 )

、

陈乃雄的 《 < 蒙 古

字韵 > 和元代钱币八思巴字释读》 ( 《内蒙古金融
·

钱币增刊》
,

1 9 8 5
)

、

双胡尔的 《关于

八思巴字》 ( 《蒙古语文》
,

1 9 8 4
,

2 )

。

还有呼格吉勒图关于八思巴字 母
“
e,, 与

‘

官
, ,

昂儒布关于八思巴字母
“ · ”

等的讨论文章
。

照那斯图的 《论八思巴字》 集 中反映了他在这

一领域里的研究成果
。

作者对八思巴字字母表问题提出了
“原字母表

” 和 “总字母表
”
的概

念
。

在八思巴字字母数 目方面
,

多年以来人们的看法极不一致
,

他的研究工作为廓清混乱
,

恢复历史的本来面 目
,

探索了一条新路
。

文章还论证了八思巴字母的表音单位不是音节而是

音素
,

因而八思巴字在类型上不是音节文 字而应属于音素文字
;
八思巴字有零声 母 符 号 系

统
,

其中包括若干字母和一个书写符号 (字头符)
,

还有一个连接书写单位的专门符号 (连

接符)
。

这些新见解实际上是对八思巴字内部体系的童新勾画
,

是揭示八思巴字体系内在规

律的有意义的尝试
。

照那斯图对八思巴字研究有很深的造诣
,

他所搜集的八思巴文献资料是

迄今最全的
,

对八思巴字演变来的篆体字的释读令人信服
。

广东曲江南华寺藏有裱装本八思

巴字蒙古语文献一卷
,

含两道护寺的圣旨
,

由于原件曾断成数截
,

且有一部分残损
,

装裱时

把两个文件揉合在一起
,

行款次序错乱
,

文义不通
。

照那斯图把这两件文书进行复原
、

考订

出文献的年代
、

转写并译出原文
,

最后加以注释与考证
,

受到学术界好评
。

郝苏民在从事八

思巴字资料研究考释的同时
,

还把鲍培的 《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 一书译成汉文
,

即将 由内

蒙古文化出版社精印出版
。

现代蒙古语言和蒙古文字之间的脱节现象一直是蒙古语文工作者努力研究希图解决的一

个难题
。

1 9 6 2 年内蒙古 自治区决定蒙古文字不改革
,

采取相对稳定的政策
,

继续使用现行蒙

文
。

于是改革文字的任务就被改进文字的任务所代替
。

近年来关于改进现行蒙文正字法的讨

论非常热烈
。

出版的专著有布和吉 日嘎拉的 《蒙文正字法简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1 9 7
5)

吉林人民出版社的 《蒙文正字法小词典 (试用本) 》 ( 1 9 7 8 )
、

布林特古斯的 《蒙语正音正

字词典》 (内蒙古教育 出版社
,

1 9 7 9 )

、

普 日布的 《蒙文正字法》 (内蒙古人 民 出 版 社
,

1 9 8 0 ) 等
。

布和吉 日嘎拉还根据本人从事教学三十多年过程中遇到的与正字法有关的某些问

题
,

参考有关论著
,

写成 《改进正字规则
,

规范书写法》 ( 《内蒙古社会科学》
,

19 83

,

4 )

一文
。

这篇文章首先介绍了正字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

其次谈了正字法和正字法原则
,

最后就

词根的规范
、

构词附加成分的规范和违反正字法的写法的规范提出了具体意见
。

新特克和诺

尔金就正字法问题写过许多文章
,

发表过许多有价值的意见
。

他们的有些意见已被采纳
。

七十年代
,

新 疆的蒙古族人民为了便于同其他省区的蒙古族人民交流
,

大大加强对
“
胡

都木蒙文
”

(新疆地区以外使用着的我国现行蒙古文) 的学习推广
,

提出了
“
统 一 蒙 古 文

字
” 的 目标

。

1 9 8 3 年第 2 期 《新疆蒙古语文》 上发表巴岱的 《统一文字是发展文化的需要》
、

赛音宝勒格的 《为加速民族文字的统一而贡献 力量》 等文章
。 .

同期和后来的《新疆蒙古语文》

以及其他刊物
、

学报」;陆续发表介绍托式蒙文和帮助新疆蒙族掌握
“
胡都木蒙文

” 的文章
。

诸如杜戈的 《论胡都木蒙古文》
,

新疆人民出版社于 1976年和19 79年出版了 《蒙文和托武蒙

文》
、

《蒙文和托武蒙文对照蒙语辞典》 等专门的工具书
。

深人探索蒙古语发展史的任务
,

向学者们提出了进一步加强研究蒙古语文献资料和蒙古

语亲属语言的要求
。

关于 《蒙古秘史》
,

已经出版了不少专著
,

其中有额尔登泰
、

乌云达责
、

阿萨拉图
、

道润梯步
、

巴雅尔
、

满仓等人注译的各种 《蒙古秘史》 及 其
“词 汇 选 释

” 。

单

少

多



一

(

5

篇文章则有喻世长
、

确精扎布
、

恩和巴图
、

哈斯巴特尔
、

孟和宝音
、

天峰等所写的关于这部

重要文献的语音
、

语法
、

词汇等方面的论述
。

由于在语言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的通力协作下利

角电脑处理蒙古语信息的试验已经成功
,

目前中世纪蒙古文文献已大都输入电脑
,

按照编定

钓程序 向研究者提供服务
。

官其格苏荣
、

呼格吉勒图
、

斯钦朝克图
、

白俊瑞
、

图们其其格
、

白音门德
、

哈斯巴根
、

呼 日勒巴特尔
、

山普力等就主要以 《蒙古秘史》 语言为代表的中世纪

蒙古语的语音和语法问题撰写过很有分量的论文
。

其中白俊瑞的 《中世纪蒙古语动词祈使式

形态及其演变》 引起 日本著名蒙古语学者小泽重男教授的重视
,

认为文章中提出了一些很有

启发性的见解
。

另外
,

像哈斯额尔敦
、

巴根
、

双胡尔对于 《华夷译语》 的研究
,

照那斯图
、

哈斯额尔敦
、

仁钦嘎瓦
、

斯钦朝克图对于 《孝经》 蒙译的研究
,

齐达拉 图对于 《蒙古源流》

文字的研究
,

道斯来扎布对于 《青史》 语言的研究
,

都为建设蒙古语言史这门学科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
。

1 9 8 0 年
,

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研究生分成七个小组按照新编的统一

大纲
,

重新对蒙古语族诸语言以及蒙古语卫拉特方言和巴尔虎—布里亚特方言进行了系统

的全面的调查
。

研究生以这些调查资料为依据分别撰写了各自的毕业论文‘ 其中 《蒙古语族

语言基本元音的比较》 (呼格吉勒图)
、

《关于蒙古语族诸语言的长元音和复合元音》 (包

力高)
、

《蒙古语族语言辅音比较》
.
森格)

、
《关于蒙古语族诸语言格的范畴》 (哈斯巴

特尔)
、

《关于蒙古语族诸语言人称代词的几个问题》 (斌巴)
、

《关于蒙古语族诸语言的

副动词》 (乐
·

赛音额尔敦)
、

《蒙古语族语言动词态诸形态的比较》 (包
·

吉仁尼格 )
、

《关于蒙古语族语言几个后置词起源的探索》 (季荣)
,

集中刊登在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

第 3期上
。

在此同时
,

民族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照那斯图的 《土族

语简志》
、

《东部裕固语简志》
,

刘照雄的 《东乡语简志》
,

布和
、

刘照雄的 《保 安 语 简

志》
,

仲素纯的 《达斡尔语简志》
,

道布的 《蒙古语简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拿木

四来和哈斯额尔敦合著的 《蒙古语和达斡尔语比较研究》
。

在蒙古语族语言的综合研究方面

则发表过喻世长所著我国第一本论述蒙古语族诸语言的专著 《论蒙古语族的形 成 和 发 展》

(民族出版社
,

1 9 8 3 )
,

清格尔泰的 《关于蒙古语族语言及其研究》 (内蒙古 大 学 学 报
,

1 9 8 5
,

4 )
,

拿木四来的 《蒙古语族语言人称代词的比较研究》 ( 《蒙 古 语 文》
,

1 9 8
2,

6 ,
19 83

,
1 一 2 )

,

陈乃雄的 《中国蒙古语族语言的构词附加成分》 (内蒙古大学学报
,

1 9 8 5
,

4 )

、

《蒙古亲属语言的祈使式动词》 ( 《民族语文研究文集》
,

,

青海民族出版社
,

1 9 8
2)

,

刘照雄的 《浅谈蒙古语族中动词的特点及句法功能》 ( 《语言研究》
,

19 82

,
2 )

、

《我国蒙古语族语言的语音对应》 ( 《民族语文》
,

1 9 8 4
,

6 )
,

王鹏林的 《关于蒙古语族
“格附加成分

” 的问题》 ( 《民族语文》
,

1 9 8 3
,

1 )

、

《蒙古语族的
“
宾格附加成分

”
考

察》 (内蒙古师大学报
,

1 9
83

,
4 )

,

呼和巴尔的 《蒙古语族语言复数附加成分的比较及其

起源的探索》 (内蒙古师大学报
,

1 9 8 4
,

3 )

、

《蒙古语族语言名词的人称领属形式》 ((( 蒙

古语言文学》
,

1 9 8 6
,

5
)

一

等
。

至于对个别语言研究的成果方面
,

尚有孙竹
、

仲素纯
、 J

恩和

巴图
、

乌珠尔
、

达兰泰
、

门都等人关于达斡尔语的论著
,

那森巴雅尔
、

孙竹
、

刘 照 雄
、

布

和
、

那德木德
、

包力高
、

呼和巴尔
、

阿
·

伊布拉黑麦等人关于东乡语的论著
,

清格尔泰
、

照

那斯 图
、

李克郁
、

席元麟
、

季荣等人关于土族语的论著
,

陈乃雄
、

刘照雄
、

布和
、

乐
·

赛音

领尔敦等人关于保安语的论著
,

照那斯 图
、

保朝鲁
、

贾拉森; 格 日勒 图等人关于东部裕固语

的论著
。

一套包括词汇
、

话语材料和同蒙古语进行比较研究等内容的 《蒙古语族语言方言研



究丛书》 正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分卷出版
。

其中有九本已经发行
,

七本即将出版
,

另外五本

即将发稿
。

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栗林均读了已出版的部分分册后认为
: “这套蒙古语

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的公开发行
,

使包括中国国内孤立的蒙古语族诸语言在内的蒙古语族语

言进人了可以进行真正的历史比较研究的新阶段
。 ” 这是

“
在蒙古语研究史中应当特别予以

记载的业绩
” 。

( 《 (东乡语词汇蒙古文语索弓伯 序》 )
。

契丹是我 国古代的一个北方民族
,

学者们大都认为契丹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
。

结合蒙古语发展史的研究
,

近 年来对契丹语言文字的研究不断深人
。

1 9 7 5 年起
,

清格尔泰
、

刘凤荔
、

陈乃雄
、

于宝林
、

邢复礼五人合作研究契丹文字
,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重大

的进展
,

于 1977年发表了 《关于契丹小字研究》
。

这篇论文被 日本著名学者
、

京都大学的西

田龙雄教授评价为
“
划时代的新研究

” ,

认为
“
契丹文字的解读已经达到了用确实的根据给

予特定的原字以一定的音值的阶段
。

应该说这是应给予高度评价的成果
” 。

以此文的发表为

契机
,

契丹文字学界又 出现了一股求索的热潮
。

短短十年时间里
,

各种刊物先后发表了近百

篇有关文章
。

这在契丹文字研究史上是空前的
。

1 9 8 5 年 《契丹小字研究》 一书 由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

本书包括
“
契丹小字研究总论

” 、 “
契丹小字资料总编

” 两编
。 “契丹小

字研究总论
” 由 “契丹小字概述

” 、 “
契丹小字研究概况

” 、 “
我们对契丹小字开展的新研

究
” 、 “契丹小字字形规范

” 四章组成
; “契丹小字资料总编

” 由 “契丹小字金石资料拓本

和照片
” 、 “

契丹小字资料的整理和释义
” 、 “

契丹小字文献解题
” 、 “原字索引

” 四章组成
。

四十年来我国蒙古语族语言的研究逐步得到发展
,

由比较单纯的语音
、

语 法
、

词 汇 研

究
,

扩展到语言科学的各个分支 学科
。

研究的水平不断提高
,

某些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令

国内外学术界瞩 目的成果
。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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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音 + 辅音
,

如
: am (t

嘴
” ,

a
m

“

药
” ;

元音 + 辅音 + 辅音
,

如
: alt “金” ;

辅音 + 元音
,

如
: bi "我 ” ,

J
i

“

你
, ,

;

辅音 + 元音 + 辅音
,

如
:
no
r "
太阳

” ;

辅音 + 元音 + 辅音 + 辅音
,

如
: da rd

“
摇车

” ,

da ld
“
顶针

” 。

语法简介

1.词类
:
达斡尔语的词可分为名词

、

形

容词
、

数词
、

代词
、

时位词
、

动词
、

副词
、

后置词
、

连词
、

语气词
、

象声词 (摹拟词 )
、

感叹词等12 类
。

2

.

句子成分
:
有主语

、

谓语
、

宾语
、

定

语
、

状语 5 种
。

语序一般是主语在前
,

宾语

居 中
,

谓语在句末
,

定语和状语在所修饰和

限定语之前
。

3. 名词的复数附加成分有
一
n u r

、 一

su
l
。

但对一般动物 很 少 用
一
n u r

、 一

su
l

,

只 用

b ara :n "多” 这一限定词来表达
,

如 ba r-

ra :n X u k u r "很多牛
” ; 或 用 m a n j

“

群
”

表示
,

如 n “k m
Q n

j d 3
u :r “

一群膺子
” 。

4
.

名词的格
:

主格
,

词的原形
。

领一宾格
,

后缀有
一 1

、 一
i:

、 一

yi

。

位一与格
,

后缀
一

do

从 格
,

后 缀
一 a : s

、 一 a : s
、 一 。:s

、 一
e : s

、

一
J
Q :s

、 一
J
g : 5

0

造格
,

后 缀
一 a : r

、 一 。:r 、 一 。:r 、 一
e : r 。

共同格
,

后缀
一

ti:

。

程度格
,

后缀
一
t拍:r

、 一
t丁
。:r 。

5

.

动词的式
:

( l ) 陈述式
:
陈述式动词的现在将来

时附加成分有
一
b ai

, 一
n

,

以前者为常用
。

过

去时附加成分有
一

sg
n

、 一

1o

,

后者较为少用
。

( 2 ) 祈使式
:
第一人称

一

j Q:

、

第二人称
一
d
。:、

第三人称
一

t g
a

i

。

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