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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况

土族人口共有十二万多，主要聚居在青海省的互助土族自治

县、民和县和大通县。还有一些散居在青海省的其它一些县和甘

肃省的天祝、永登、临夏等地区。

土族自称为 蒙古，蒙古勒”（民和县的土族读音

里由于音节末 的 化而变作 “蒙古尔”）。由于这个

自称和蒙古族的自称完全相同，土族又把自己称作

意为“意为“白蒙古”，而把蒙古族称作 黑

蒙古”。

土族除了居住在大通县的已经转用汉语外，其余大多数仍以

自己的本民族语言作为交际工具。也有些人兼通汉语或藏语。

土族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它和同语族的蒙古语、达

斡尔语、东乡语、保安语、东部裕固语在语音上有明显的对应关

系，在词汇上有很大数量的同源词，在语法上有大部分共同的语

法范畴及同一来源的语法形式，造句法也与上述语言基本一致。

在同语族当中，土族语又与东乡语、保安语比较接近：词的

重音落在末一个音节上（系指多音节词），保留着一些古音和古

词，吸收了大量的汉语借词，语法形式简单而表示的意义多、范

围广。

但是土族语也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如在语音方面，有较多的

复元音和成套的复辅音（除个别可以出现在词中外，大多数只出

现在词首）；保留着词末的短元音，而较多地失落了词首音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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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短元音（有的短元音已不在词首出现）。在词汇方面，由于许

多词首音节里的短元音失落，使词的音节数目产生相应的变化，

凡失落元音的词都少一个音节，从而这些词的语音形式、音节数

目比同语族其它语言有所减少；较多地保留着古词；藏语借词比

较多；个别词的具体意义和用法也有自己的特点。在语法方面，

、具有特殊的复数附加成分 ；复数第一人称代词没有

排除式和包括式的区别，复数第一、第二人称代词没有独立的词

干，而在非独立词干上加复数附加成分表示；静词作谓语时一般

都借助于判断语气助词。

土族语内部有较大的差别，可以划分为两个方言区。即互

助、乐都以及天祝等地的土族话属于一个方言，民和的土族话属

于另一个方言，我们分别称作互助方言和民和方言。两个方言间

有不小的差别，这些差别主要表现在语音上，其次还表现在词

汇、语法上。

本书以互助方言区的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东沟大庄一带的

口语材料为依据，介绍土族语的基本面貌，最后在方言一节里专

门说明两个方言间的主要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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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音

元 音一 、

（一）单元音　　共有十二个，其中包括长短相对的十个和不

分 、长短的两个，即：

。列表如下：

元音说明：

在 后面时分别读 如 公作［

司”读作［ “敌人”读作［ ；在 、

后面时分别读 ，如 读作玉石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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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和 、 、

，如一律读作［

”读作［

“小”读作［

“休息”读作［

“五”读作

明 棚天

硬 今年

一定 黄 政治

太 哪 里 日本

谁 这个

“尺子”读作

后面有两种读法：在词的末尾既可在 以读［ ，

也可以读 ］或［ 在词，如 “皮子” 的其它读作［

“狮子位置一律读作［ “聪明”读作［ ”

除 以外，读作［ 出现在其它

“舌头”读作辅音后的非词末的 ［

（放牧 读作［

在 后的非词末的读法见
、

后面语音变化一节）。

出现在 ，如后面时分别读作［

读作 “（ 允 ）许 读作姑娘

不在词的末 等唇辅音后读作近似［尾而在

的 “铁”读作［音，如

“佛， ， ”

读作［ “分”读作

在舌根鼻音 前是鼻化音。如：

都不出现在音节首，只出现在音节中或音节末；

也很少出现在音节首，大多出现在音节中

或音节末； 既可以出现在音节首，也可以出现在音节中或

音节末； 自成音节，只出现在汉语借词里。

单元音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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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衣服

几 九个

星期二流子 二

大家 炒面

咳嗽 使猜

乳牛 浆糊艾

气 区长扶

得到 远

脂肪 饲料

（二）复元音　　有二合复元音和三合复元音。

二合复元音都属于后响复元音，前一个成分是弱化的短元

音，后一个成分或是长元音或是短元音。二合复元音有

只出现在。其中 和

借词里。

三 和合复元音有 ，前者只出现在汉语借词里。

复元音除 外，都不出现在音节首，而同辅音相拼出现在

音节中或音节末。例如：

生的 今天

黑板

腋 儿子

没有 森林

洗 没有

叫喊

宽 歌

拐棍 娘家

劝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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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团

漂 代表

头 会计

二 、 辅 音

（一）单辅音　　共有二十六个，即：

、

。列表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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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在借词中出现，其和、
往往可用中

四个辅音在元音 前有腭化现象。

可自由变读。条件是：和 和和

的自由 前。例如：变读发生在词末音节的元音

， 灰”。补钉

和 的自由变读发生在词首。例如：

“秤 ”。

的自由变读发生在和 可读作音节末（原为音节末的

，但原为 不读作 ）。例如： “ 病 ”，音节末的

“汉族”。

的自和 由变读发生在音节末（原为音节末的

不 读 作 。例如作 ，但原为音节末的 ：

“ 经 ，书 ，子 袖子

、

音节末，但其中

音节首。

单辅音例词：

盐柄

吐笼罩 （痰）

木 梳匠

寡搓 妇

城 容易

辅音说明：

、

替代。

和

和

“ 绑 ”，

可读

梳

。 。

等单辅

音只出现在音节首（即在元音前），不出现在音节末；

等既可出现在音节首，也可出现在

只有与其它辅音组成复辅音时，才能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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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 患病

挖粮食

虎枝

枣（儿 工作）

生错误 产

纺织 三

叶 火

河 手

摔 抛

腊肉厉害

砖 社长

成 汽车

娶亲者笑

骨 八十

心脏 四十

你 牧人

肠子 节儿

人 踏

一起 驹子

毛 仓

上去 豆

（二）复辅音　　共有二十八个，其中包括： 由各种鼻音分

别同部位相同或相近的塞音、塞擦音组成的

由清擦音（ 除外）

分别同不送气的塞音、塞擦音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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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面具 复发

渴 睡

调皮

客人 氆氇

客气自己

滚 动；

洗铜镜

下跪

美丽 青稞

场院 九

大 大腿

要中间

猪 伤疤

哄小孩 羊粪

痕迹 背

权利

除由颤音同不送气的塞音、塞擦音（ 外）

。这些复辅音只能出现在词首组成的 ，

作为复数附加成分的组成部分，和 还可以出现在词中音

节首。例如：

虎（复数）

虎（复数）

三 、 音 节

土族语的音节有四种结构类型。

辅音（单辅音或复辅音）＋元音（单元音或复元音），如

“ 想 ”， ““下去”， “修理”， 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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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辅音（单辅音或复辅音）＋元音（单元音或复元音）＋单

“心意”，木桶”，“金 ”，辅音，如

“尖头”。

“庹单元音 单辅音，如 （约五尺）

“借”。

“元音单独构成，如 买 ”， “祖母”。

在这四种音节类型中，第一种类型的音节最常见，第二种次

之，第三种和第四种则很少，而且只出现在词的开头。

音节可分为开音节和闭音节。以元音收尾的音节叫开音节，

以辅音收尾的音节叫闭音节。

音节的核心是元音，元音单独可以构成音节，也可以同辅音

相结合构成音节。土族语既有单音节词又有多音节词。多音节词

的音节划分按如下原则：

如果两个元音（包括单元音、复元音，下同）中间有一个

辅 “ 动 ”；音，该辅音归后一个音节，如

如果两个元音中间有两个辅音，两个辅音分别归前后音

节，如 “蚂蚁”；

如果两个元音中间有三个辅音，前一个辅音归前一个音

节，后两个辅音归后一个音节 “人们”。，如

四、重 音

土族语中的多音节词，在音节之间有重读和轻读的区别。相对

说来，最后一个音节的元音要重读，如 “玩耍”，

“ 说 ”， “塞子”。

土族语的重音还有一个特点，在词的形态变化中，如果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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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接加的附加成分含有元音，原来的重音就移到后面的音节

上，如 “玩 ”， “玩”的众动互动态，

“玩”的众动互动态第一人称祈使式。

五 、 元 音 和 谐

土族语有元音和谐，但只涉及词根内部，而且只在少数几个

元音范围之内；在词根和构词附加成分之间，在词干和构形附加

成分之间除了少数几种情况外，无所谓元音和谐。

土族语的元音和谐简单说来， 三个元

音一般不同时出现在一个词根内，而 可以同时

出现在一个词根内，它们也可和 中的任何

一个同时出现在一个词根内。具体地说，就是：

（一）如果在前面的音节中有 ，后面的音节中只能出

现 ，，不能出、 现 如 “肚

子”， “平坦的”， “高兴”， “银子”。

（二）如果在前面的音节中有 ，后面的音节中只能出

现 ，不能出现 ，如

“喉咙”， “三十”， “绵羊”， “脂肪”。

（三）如果在前面的音节中有 ，后面的音节中只能出

现 ，不能出现 ，但当后面

的音节末有辅音 或 时，则可以出现 ，如 “月份，月

亮”， 五十”， 闭（眼） ， 迈（步）”，

“ 右 ”， “半个”。

具有元音和谐关系的某些构词附加成分，一般有三种语音形

式，即分别含有 三种。它们分别同含有相

应元音的词根相和谐。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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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 “梳子”＋（＜

“扣子扣

“钻” “眼儿”

有元音和谐关系的构形附加成分只有一种，即顺序体副动词

附加成分。语音形式和用法同上。

六 、 语 音 变 化

在土族语中语音变化现象较多，也比较复杂。这里仅介绍几

种常见的语音变化。

（一）同化　　同化现象在元音、辅音中均可遇到。

“ 不 ”、 “没有否 ”、 “不，别”的元定副词 音

，如果在其后面相接的词以 起首，则被同化为

并且两者结合为长元音。例如：

如果不恫吓读作

读作 没有恫吓

不要恫吓读作

读 不吃，不喝作

没有读作 下（雨）

读作 不要给

上述现象在快说中更为常见。

处于舌面音 、 后的重读开音节的 （即词末的
、

，在轻读音节或重读 。例如：闭音节里被同化为

（构词附加成“叶子” 分） “出叶”

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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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读作 帽子

读 没有人作

读 那龙沟（地名）作

（复数附加成分） “猫”“猫”

（多数）读作

（构词 “爱怕的”读“怕” 附加成分）

作

（陈述式 “将要去”“去” 将来时附加成分）

读作

辅音 在舌面音 前被同化为同部位的 。在以 为

为起首的结尾音节的动词词干后连接以 附加成分时，词干结

尾的 脱落，同时 被附加成分的 同化为 。例如：元音

（并合体副动词附加成渴” 分）

读作

（同 读作“生长” 上）

“飞 （形动词进行体附加成分）”

“飞着的”读作

“正在起的”读作（同上）“起来”

辅音 在双唇音前被同化为 ，在舌根音、小舌音前被

。同化为 例如：

帽好 子

没人 有

沟细

后的重（二）异化　　处于唇辅音 读开音节

，在里的 （即词末的 轻读音节或重读闭音节里异化为



第 14 页

［ ］。例如：

“吐（痰 （构词附加成分））

痰 读作

（祈“搓” 使式第一人称附加成分）

“（我或我们）搓”读作

（陈述式将来时附加成“买” “将要分）

买”读作

（三）减音　　元音、辅音都有减音现象，以元音的减音为普

遍。分别说明如下：

元音的减少

（ ）以短元音结尾的动词词干后连接以长元音起头的附加

成分时，词干末的短元音一律失落。例如：

（顺序体副动词“挖” 附加成分）读作

（同上）读作说

“ 给 ” （同上）读作＋

“ （同上）读作买”

（同上）“玩” 读作

，当后面连等辅音后的）处在 接以辅音起

头的附加成分（一个辅音构成的附加成分除外）时，一般都失

落。例如：

（陈述式过去时附加成分）读作“渴”

（形“熟” 动词未完成体附加成分）读作

（目“学” 的式副动词附加成分）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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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附加 后连用判断语气助词成分

失落。例如：

读 “来了”作

来了读作 ”

陈述式现 后连用疑问语气助词在时附加成分

失落。例中的 如：

“认识吗 ？”读作

“知道吗读作 ？”

陈述式过 后连用疑问语气助词去时附加成分

中 失落。例如：的

“知道了读作 吗？”

“玩了读作 吗？”

辅音的减少

辅音中 的减少最为常见，主要有下述几种：

结尾的基数词后面连接附加成分）在以

合数词时，结尾的 失落。例如：

“三个“ 读作三” 一起”

“ 读作 “五个一起”五”

（ ）十 “九”组合时，十位位基数词同个位基数词

基数词结 失落。例如：尾的

“ 读作 “十九”十”

读作“二十” “二十九”

为了能够清楚地看到词干和附加成分语音的全貌，本书一律

）并合体

时， 中的

“吗 ”时，

“吗”时，

构成（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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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标连读中的音变形式（即保留词干和附加成分的原来面貌）

（ ）表其中失落的语音用圆括弧 示。例如：

“飞“飞 ” 读作 着的”，但写作

读作 “来了”，但写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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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法

一、词 类

根据词的意义、形态变化和句法功能，土族语的词类可以划

分为十类：名词、代词、形容词、数词、动词、副词、后置词、

助词、连词、叹词。名词、代词、形容词、数词、动词有实在的

词汇意义和一定的形态变化，能独立作句子成分；副词有实在的

词汇意义，没有形态变化，能独立作句子成分；后置词、助词、

连词、叹词没有实在的词汇意义和形态变化，不能独立作句子成

分，只与实词相结合表示某种附加的语法意义。

下面分别介绍各类词的形态特征和用法。

（ 一 ） 名 词

名词有数、格、领属等语法范畴。一个名词同时可以有这三

种语法范畴，表示这些范畴的附加成分的递加顺序是：数附加成

格附加分 成分 领属附加成分。

名词的数　　有单数和复数。

单数一般用 “人”（一个人），词干表示，如 “弟

弟”（一个弟弟）， “牧民”（一个牧民）， “绵

羊”（一只绵羊）， “房子”（一座房子）。但是，在土族

语里有时还遇到明确表示名词单数的一种形式，这就是名词词干

“一”直接结合的形式。这里数词“一”往往失和数词 去

自己的独立性，即表示抽象的语法意义 单数的概念，词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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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出现。例如：音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以

来了一个人。
人 （ 一 个 ） 来 是

我有一个弟弟。
我　　　 有　弟弟（一个）

我们宰一只羊。

我们　　　　　　绵羊（一个）杀

名词的复数 表示。这两者用专门的附加成分

可以互相替换。例如：

（或

什么那里的　　　人（们） 是作

那里的人们在作什么？

（或

牧民（们） 走牲口 放

牧民们放牧去吧。

（或

桌子（复数）　　　　　　　　　　　　　　　　搬　　　　　来

把那些桌子搬过来。

名词的格　　有主格、领宾格、位与格、离比格、造联格和

连同格。

）主格　　主要表示动作的主体或叙述的对象。没有专门

的附加成分，用名词的词干形式表示，其中包括复数词干形式。

例如：

鸡　　　　　　　　鸣　　　　是　　　　羊　　　　叫　　　　是　　　　牛　　　　　　吼　　　　是

鸡在鸣，羊在叫，牛在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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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　　　　　　　　帽子　　　　　　　　这里　　　　　放

把爸爸的帽子放在这儿。

跟着嫂子去。

我们的叔叔是木匠。

我们　　　　叔叔　　　　木匠　　　　　是

铁是硬的。

铁　　　　　　硬　　　　是

孩子们玩去了。

孩子们　　　　　　　　玩　　　　　　　去

领宾格　　主要表示人或事物的领属等关系或动作的直

。例如接客体。附加成分为 ：

嫂子　　　　　　跟　　去

领宾格附加成分如果在意义上跟主格不相混的话，往往可以

省略。例如：

鸡　　　　　　　　　　　　蛋　　　　　　　　人　　　　　　　　　　　　头　　　　　　　　　　　马

鸡（的）蛋，人（的）头，马（的）鞍。

鞍

喝 ，吃馍馍。
茶　　　　　　　　　　　　喝　　　　馍馍　　　　　　　　　　　　　吃

）位与格　　主要表示动作的目标、确定的地点、目的、

结果、性质所及 。例如：的对象等。附加成分为

问师傅
师傅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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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粮食 　　　　　　社员们　 分 给

你把粮食分给社员们。

那条河里鱼多。

那个　　河　　　　　　　　鱼　　　　　　　　多　　有

弄柴去。

柴 走

上路 。

上路 是

这个　　鞋　　　　我们　　　　　　孩子　　　　　　　　小　　　　是

这双鞋我们孩子穿着小。

主要表示动作的起落点、原因或性质特征）离比格 的

对比 。例如：。附加成分为

王家　　爷爷　　　　　　城　　　　　　　　来　　　　　是

王爷爷是从城里来的。

抓袖子（从袖子上抓）。

袖 抓

怕狗了。
狗 怕

我们　　　　这里　　　　房子　　　　高　　　　　　树　　　　　　多　　　　很　　　　　是

我们这儿比房子高的树多的是。

）造联格　　主要表示动作所藉以完成的工具、材料，比

较的对象或共事的协同者 。例如：。附加成分为

用斧子砍，用笔写。
斧子　　　　砍　　　　　　　　　　笔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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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弟弟 玩

你和我叔叔一起去。
去我　　　　　　叔叔 一起你

）连同格　　主要表示动作的附带对象。附加成分为

你　　马　　　　赶　　　　　　去　　　　　　绵羊　　　　　　　　赶　　　　　来

如果你去赶马，连羊一起赶来。

粮食　　　　　　　　口袋　　　　拿　　　　 去

把粮食连口袋一起拿走了。

名词的领属　　分人称领属和反身领属两种。

人称领属分三个人称，但都只有单数，没有复数。第一、第

二人称领属没有专门附加成分，用领格形式的人称代词

“你的”表示。它们作为人称领属形式出现在

名词后（作为人称代词出现在名词前）。第三人称领属不分单复

。下面是人称领数，有专门附加成分 属的例子：

我的马最好。
马　　　　我的　　　　比全部　　　　好　　　是

你的马最好。

布是用棉花织的。

织布 棉花 是

，

像　　　　没有　　　　　　爸爸　　　那个女儿 妈妈 　　　　　　　像是

那个姑娘不像她妈妈，像她爸爸。

我和自己的弟弟玩了。

例如：

“我 的 ”、

马　　　　你的　　　　比全部　　　　好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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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马最好。

马（他的）比 好 是全部

在人称领属中第一、第二人称领属不常用，第三人称领属则

常用。下面是名词各格后用第三人称领属附加成分的例子：

他的妈妈知道主格： 了。

妈妈　　（　他的）　　　　　　知道　　　是

你叫他领宾格： 的妈妈。

你　　　　妈妈　　（　他的）　　叫

你对他妈位与格： 妈说。

你　　妈妈　　（他的）说

离比格 你比他妈妈高。：
你　　妈妈　　（他的）　　高　　是

你跟他的妈妈去交造联格： 谈。

你　　妈妈　　（他的）　　谈

连同格：

你　　妈妈　　（他的）请　　来

你连他的妈妈一起请来。

反身领属不分人称，也不分单复数，附加成分为

前者多用于以辅音结尾的音节后，后者多用于其它条件下。反身

领属附加成分也用于格的形式后，但主格没有反身领属范畴，在

领宾格后用反身领属附加成分时，领宾格附加成分一律省去。下

面是在有关的格后用反身领属附加成分的例子：

我在找自己的领宾格： 马。
我　　　　马（自己的）　　　　　　找　　　是

领宾格附加成分 中的元音 在第三人称领属附加成分 前变读为长

， 即 ，这是元音 一种特殊的音变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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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自己的）　　　　扣子　　　扣

把自己的衣服扣子扣好。

位与格：
你　　马　　（自己的）　　　　草　　　　　　放　　　给

你给自己的马放草。

离比格：
他　　　马　　　　　（　自己的）　　　　　下　　　　　　来

他从自己的马上下来了。

造联格：
我　　　　马　　　　（　自己的）　　　　　驴　　　　　　换　　　　　　是

我要用自己的马换驴 。

连同格：
马　　　驹　　　　　（　自己的）　　　　　　死　　　　　　去　　　　是

马连驹子一起死掉了。

在名词中还有一部分表示时间和方位的词，它们在形态特征

上跟一般名词有所不同，有自己的一些特点。这两种名词可以分

别叫作时间名词和方位名词，统称 “日，为时位名词。例如：

白天”， 昨天晚、夜”， ”， 今天

““明天”， 今年 “明”，“去年”，
“早年 ”， 晚 上， 面”， 中间”，

“前“下面”， 面，先“两者间”， ”，

“下头“后面， “上头”，后”， ”等。

时位名词没有数的范畴。

时位名词一般只用离比格附加成分。例如：

我们　　　　　　　　明天　　　　肥料　　　　　　　　送　　　　　　是

我们从明天开始送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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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从下面飞走了。
鸟　　　　从　　　　　　　　飞　　　　去

时间名词没有领属范畴；方位名词有领属范畴，但不少方位

名词后不能加反身领属附加成分。

（ 二） 代词

代词分为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反身代词和确定

代词五种。

人称代词　　有人称、数和格的范畴。

人称分为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

数分为单数和复数，表示复数的附加成分与名词相同。

人称代词的格，单数第三人称和复数各人称与名词基本相

同，但单数第一、第二人称则和名词不同，表现在格的种类和意

义及词干、附加成分的形式上。分别说明于后。

单数第一、第二人称代词有主格、领格、与宾格、比较格、

联合格和连同格。列表如下：

单数第一人称 单数第二人称

主 格 我 你

领 格

与宾格 （ 或 ，下同）

比较格

联合格

连同格

从上表可以看出，单数第一、第二人称代词各有三种词干，

前者为 （不单独 （不出现）、 ，后者为

单独出现） （或 ；它们的领格 ，与附加成分为

宾格没有附加成分，而用专门词干表示。这是单数第一、第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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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代词在格的形式方面与名词和其它人称代词不同的地方。在格

的内容上，单数第一、第二人称代词，与名词和其它人称代词的

不同点在于：有领格和宾格的区别，宾格用专门的词干表示，而

这一词干同时又是与格形式，而且还是比较格、联合格和连同格

的词干。因此，表示动作的客体时，名词和其它人称代词用领宾

格，而单数第一、第二人称代词用与宾格。例如：

？是谁 在 叫 哥哥 ？

谁　　　　哥哥　　　　　　　　叫　　　　是

？是谁在叫我们？
谁　　　　　　　　我们　　　　　　　　叫　　　　是

？是谁在叫我？

谁　　　　我　　　　　　叫　　　　　　是

？是谁在叫你？
谁　　　　　　你　　　　　　叫　　　　　　是

单数第三人称代 个 ”），词有 “他（”同于指示代词

“人家、别人、他”，它们的复数形式像名词一样加复数附

加成分表示，即： 他们”， 或或

“人家们、 “他”在某些格里以别人们、他们”。

的形式出现。另外，它们的各格形式完全同于名词，列表如下：

单 数 复 数

主 格

领宾格

位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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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格　　

联合格

连同格

复数第一、第 或二人称代词分别为：

或 “我们 和 或

“你 和们”。其中 作为主格形式只同集合数词或确定

“大家”连用。例如：

我们俩 你们俩

你们大我们大家 家
我们　　大家 你们 大家

复数 ，用于领格、第二人称代词 还有一个词干形式

与格、比较格和连同格。此外，复数第一人称代词也还有一个词

干 ，但只用于领格。有 和 的领格形式这一点

不同于其它复数第一、第二人称代词，而同于单数第一、第二人

称代词。

复数第一、第二人称代词各格形式如下：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主 格 我们 你们

领 格

代词

俩我们 俩你们



第 27 页

领宾格

与 格

比较格

联合格

连同格

土族语互助方言的人称代词没有反身领属范畴。但是，单数

第一、第二人称代词的领格形式，在名词化的意义上可以同反身

领属附加成分 相结合，表示反身领属范畴。单数第一、第

二人称代词领格反身领属的出现，要有一个条件：与相应的主格

形式的人称代词连用。此外，单数第一人称代词的领格词干往往

的形式出现，而以 的形式出现。例如不以 ：

“我穿我（自己）的，你

穿你（自己）的。”

“这个指 示 代词 有 ” “那 “那样个” 的，、

这这样的 里 “那、 里 、

“这样（做 “那样（做）”。指示代、 词中以

起首的为近指，以 起首的为远指（ 没有以 起首的

对称形式，但如明确表示近指和远指，其前面分别用 和

这样的 ， “那样的”）如 。

指示代词分别指代相应的词类，即：

指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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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身代词　　有

为例列表如下：

格的形式

主 格

领宾格

）指代形容词。

指代方位名词或表示方位处

所的有关格的名词，以及地点副词。

指代动词。

指示代词的形态同它所指代的词类基本相同。

“什么”疑问 代词有 “ 谁 ”、 、 什么

“几样 哪个 、、 个 多少”、、

“怎么“哪里”、 “什么时候”、 （做）”等。

疑问代词与它所代的有关词类的相应关系是：

表示人的名词，人称代词。

表示事物的名词。

形容词。

“这个指示代词 ”、 “那个”，形容词。

数词。

方位名词或表示方位处所的有关格的名词，以及

地点副词。

时间名词或表示时间的有关格的名词，以及时间

副词。

动词。

疑问代词的形态，同它所代的词类基本相同。

或 “自己”，两者并用，

没有区别，复指人或事物。它的格和反身领属形式同于名词，以

反身领属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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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与格

离比格

造联格

连同格

例如：

我们的牲口会自己来。
我们　　　　牲口　　　　　　自己 来

是我自己的衣服。
我　　　　　　　　　　自己　　　　　　衣服　是

我是在说我自己。
我　　　　　　自己　　　　　　　　　　　　　　　　　　说　　　　　是

这个你　　　　　　　　　　自己　　　　　　　　　　　　买　　　　　　是　　　　吗

这个是你给自己买的吗？

！你不要和自己比。

你　　　　　　　　　　自己　　　　　　　　不要　比

自己　　　　　　　　　　　　忘　　　　去　　　　　　是

连同自己的都忘了。

确 定代 词有 “大家 “全部，干净”、

“一律，统统”等。它们的形态大体和名词相同。

只用来总括人，往往跟复数第一、第二人称代词

“我们”和 “你们”连用，有时也单用。例如：

我们大家一起住。
我们 大家　　　　一起　　　　　　　　住

大家知道了。
大家　　　　　　知道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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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半跟表示事物的名词连用，有时也可以单

还有一个词用。 干，即 的词干，用于某些格里。词尾带

例如：

把牲口全部赶来。
牲口　　　 赶 来　　　全部

这个比所有的都好。
这个　　　　都　　　　　　好 是

（三）形容词

形容词按意义可分为性质形容词和关系形容词两种。性质形

“ 好 ”、容词如： “ 坏 ”、 “干净，清洁的”、

“脏，污浊的” “ 黑 ”、、 “ 白 远”、”、

近”、 长的”、“重的”、 轻的”、

“短的”、 “深的”等等。关系形容词如：

“有力气的”、 “爱逃的”、 “今年的”、

“下面的”等等。

性质形容词多数是根词，而关系形容词多数是派生词。

性质形容词所表示的人或事物性质特征的程度，除了用副词

表示外，还可以用附加成分表示。这种附加成分有两种，一是表

示加强的，有 ，三者、 、 可以任意替换，意

义上无区别；一是表示减弱的，有 。例如：

很小

很大

稍小，小一些

稍大，大一些

形容词没有数、格、领属范畴，但在一定环境下，可以代表

具有它所表示的那种特征的人或事物，从而获得名词意义。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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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下，和名词一样可以带有数、格、领属附加成分。例如：

没有比这个高的。
这个　　　　　　高　　　　没有

坏　　　　　　　　　　　　给　　　　没有　　　　　　　　好　　　　　　　　　　给

没有给那些坏的，给了那些好的。

房子　　　　　　高　　　　　　盖

要把房子盖在地势高的地方。

用蓝的染。

蓝 染

（ 四 ）数 词

数词分为基数词、集合数词、序数词、重复数词和限量数词。

集合数词、序数词、重复数词和限量数词是在基数词后加专门附

加成分构成的。

基数词　　包括单纯基数词和复合基数词。

单纯基数词是指一至九的个位数和十至九十的十位数以及

百、千、万单位数。列举如下：

一 八 六十

二 九 七十

三 十 八十

四 二十 九十

五 三十 百

六 四十 千

七 五十 万

复合基数词由单纯基数词组合而成，组合的方法有两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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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关系和相乘关系。

大的数目在前，小的数目表示相加关系时， 在后。如：

二十十三 一

十 三 二十 一

一百三十五

一　　　　百　　　　　　三十　　　　　　五

表示相乘关系时，位数小的在前，位数大的在后。如：

二 百 三千

二　　　　百　　　　　　　　　　　　　　　　　　三　　　　　　　千

四千五百

四　　　　　　千　　　　　　　　五　　　　　　百

用以上两种方法组成的复合基数词，还可以进一步用相加的

方法组成更为复杂的复合基数词，组合顺序跟汉语相同。例如：

一　　　　　　万　　　　　　二　　　　　　千　　　　　　　　三　　　　　　百　　　　　　四十　　　　　五

一万二千三百四十五

，如： “三个一起”、集合数词　　附加成分为

“四个一 “五个一起”。基数词起”、

“一”不加集合数词附加成分。“二”的集合数词形式是

“俩、两个一起”，或 而不是

第三”，如序数词　　附加成分为 、

“第四” ，而，其词干是，“第二”是

“二”“不是 ，不是。第一”也有专门的词

，如或重复数词　　附加成分为 ：

“五“二次，二回 次，

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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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量数词 ，如：　　附加成分 “仅仅一个”、为

“仅仅两个”。

数词（重复数词除外）在一定场合下可以兼指具有相应数量

特征的人或事物，获得名词意义，这时可以带格附加成分，基数

词还可以带领属附加成分。例如：

要一个葫芦。
葫芦　　　　　　一个　　　　　　　要

谁　　　　　　　　　　三个　　　　　　　　　　　　一个　　　　　　　　　　换　　　　　　是

谁用三个换一个？

我们俩没有儿子。

我们　　　　俩　　　　　　　　儿子　　没　有

（五 ）动词

动词有态、式、时、人称、体等多种语法范畴。这些语法范

畴分别属于祈使式、陈述式、形动词、副动词这四种动词语法类

别。但每个动词并不同时表示态、式、时、人称、体的语法范

畴，其中只有态是每个动词必然表示的一个语法范畴，其它语法

范畴在态的基础上加以表示，而且在态的形式后面只能再重叠其

它范畴的一种附加成分。

下面按态、祈使式、陈述式、形动词、副动词介绍动词的形

态。

态　　有自动态、被动使动态、众动互动态三种。

自动态没有专门的附加成分，用动词词干的形式表示。例如：

我去。

我 去

他昨天走了。
他　　　　昨天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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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被动使动态的附加成分为 如：

我让他做这个。
我　　这个　　　　他　　　　　　做

食物被狗吃了。
食物　　　　　　　　狗　　　　　　　　　　吃

众动互动态的附加成分为 。例如：

他们　　　　那里　　　　　　　　　　休息

让他们在那儿休息吧。

你们　　　　　　　　他们　　　　亲戚　　　　　　　　　　作　　　　　　　　　吗

你们同他们结亲了吗？

祈使式分三个人称，没有单复数的区别。

第一人称表示志愿 。例如：的语气，附加成分为

！ 我 做 ！

我 做

我们看电影去
我们　　　　　　　　电影　　　　看 去

第二人称表示命令的语气，没有专门的附加成分，同态的形

式一致。例如：

你不要抽烟
你　　　　烟　　不　　　　　抽

！你们快跑！
你们　　　　　　快　　　　　　　跑

第三人称表示允许的语气，附加成分为

如：

或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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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睡吧！

他 睡

他们　　　　知道　　　　　　知道

他们知道就知道吧

在土族语里，如果说话者表达对于自己在内的三个人称同时

去完成某一动作的命令语气，可以直接用第二人称命令式形式，

即省去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命令式的附加成分。例如：

我　　　　说　　　　你　　说　　　　　　他也　　　说

我说，你说，他也说

！

他我　　去　　你去 去 大我们 家 去

我去，你去，他去，我们大家都去

陈述式　　有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

过去 。例如：时附加成分为

道尔吉来了。
道 来尔吉

我知道了。

孩子 学堂 读

孩子上学去了。

现在时附加成分为 。例如：

我　　知道

字 去

我知道。

我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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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识他吗？

你　　　　他　　认识　　　　　　　　吗

将来时附加成分 。例如：为

明天　　　　城　　　　粮　　　　上　　　　去

明天进城送公粮去。

他要骑马。

马他 骑

不给。

不 给

形动词　　分完成体、进行体、未完成体三种。

完成体形 。例如：动词附加成分为

腐　　　　　　　　梨　　　　　　　　挑　　　　　　出

把腐烂了的梨挑出来。

他　　　　你　　　　　　　　买　　　　　　　　　　什么　　　是

。例如进行体形动词附加成分为 ：

你　　　　拿　　　　　　　　　　　　拐杖　　我　　　是

你拿的拐杖是我的。

那里　　　　　　　　走　　　　　　　　　　人们　　　　　　　　　　哪儿　　　　　　是

那儿走着的那些人是哪儿的？

他让你买的是什么？

未完成体形动词附加成 和分为 ，后者出现于位与

格和离比格附加成分之前（还可以同判断语气助词 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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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话要对你说。
我　　　　你　　　　　　说　　　　　　话　有

明天　　　　活儿　　　　做　　　　　　　　　　　　社员　　　　　　　　今天　　　　　　　　休息

让明天做活儿的社员今天休息。

太阳出来之前起床。
太阳　　　　　　出　　　　　　　　　　　　　　前　　　　　　起

形动词在一定环境里，可以代替它所表示的动作行为特征的

人或事物，获得名词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形动词可以表示复数

（未完成体形动词例外），带格和领属附加成分，这些附加成分

都跟名词相同。例如：

，

牛放　　　　　　　　　　　　　　　　牛　　　　　　　　　　放　　　　去　　　　地　　　　　割

地　　　　　　　　　　割　　　　　去

原来放牛的放牛去，割地的割地去。

忙　　　　　　　　　　买　　　　　　　　　　　　　　忘　　　　　　　去

忙得把自己要买的（东西）忘掉了。

挑　　　　　　　　出　　　　　　　　　　　　　　　　　　　　　　这里　　　　　　放

把挑出来的放这里。

作谓语）。例如：

你这个　　马　　　　　　　　　　累　　　　　　　　　　骑

你把这匹马给累的人骑。

我怕到他的跟前去。
我　　他　　旁　　　　去　　　　　　　　　　去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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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修　　　　　　　　　　　　　　　　　　一起　　　　去

同修路的人们一起去。

的，要直接连读。它们的组合形式是：

完成体：

进行体： ，

（未完成体： ， ＜

形动词作简单句或复合句主句谓语时一定要与判断语气助词

结合，形动词附加成分同判断语气助词的结合是很紧密

，

的形式不常用，而其中 且只用于第三人称，表示说

话人对第三者要进行某种动作的猜测。例如：

天可能要下雪。
天 雪 下

的形式只用于第一人称，例如：

我要去。

我 去

副动词　　有并合体副动词、顺序体副动词、反复体副动

词、持续体副动词、紧随体副动 、接续体副动词、迭续体副动

词、假定式副动词、让步式副动词、目的式副动词。

并合体副动词附加成分为 。例如：

你进来。
你 　　进 　　　来

孩子们在爬着玩。
孩子　　　　　　　　　　爬　　　　　　　　　　　　玩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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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和

我进城回来了。

你跟你妈妈说了再来。

顺序体副动词附加成分为

（或 （或 （或

；前者按元音和谐律要求分别使用，后者用于以长元

音或复元音结尾的词干后。例如：

来回我 城 去

你　　　　妈妈　　　　　　　　　　说　　　　　　来

）

他　　　　马　　　　　　上　　　　　　　　鞍　　　　　　　　备　　　　　　　　出　　　　　　去

他给马备上鞍子后出去了。

我睡了再去。
我 睡 去

反复体副动词附加 ，往往以重叠形式出现。例如：成分为

他又笑又看。

他　　　　笑　　　　　　　　笑　　　　　　　　看　　　　是

又看又笑。
看　　　　　　看　　　　　　笑　　　是

。例持续体副动词附加成分为 如：

哥哥　　　　和　　弟 俩弟 手 拉

家 进 来

兄弟俩手拉着手走进自己的家。

。紧随体副动词附加成分为 例如：

我一到那儿就来信。
我　　那儿　　到　　　　　　　　　　　　信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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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一出来就上街。

太阳　　出　　　　　　　　　　　　街　　　　　去

接续体副动词 。例如：附加成分为

你　　回　　　　　　　　　　　　　　书记　　　　　　　　什么　　说　　　　　　　是

你回去后对书记说什么呢？

他来后你跟着走。

他　　　　　　来　　　　　　　　你　　　　跟　　　　　走

迭续体副动词附加成 。例如：分为

我　　　　蜂　　　　　　蜜　　　　取　　　　　　　　　　　　蜂　　　　　　　　一个　　飞　　　　　　　来

我　　一个　　　　　　蜇　　　　　　　　去　　　　　是

当我正在取蜜的时候，来了一只蜜蜂把我蜇了一下。

假定式副动词附加成 。例如：分为

你　　　　电影子　　　　　　看　　　　　　　　　　我　　戏　　　　　看

如果你看电影我就看戏吧。

快　　　　　　　　　　走　　　　　　　　赶　　　　　　能

如果稍微快点走就能赶得上。

让 。例如：步式副动词附加成分为

即使你卖我也不买。
你　　　　卖　　　　　　　　　　　　　　　　我　　　不　　　　　　买

不来也是可以的。

不　　　　来　　　　　　可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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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例如：式副动词附加成分为

我背水去。
我　　　　水　　　　背　　　　去　　　是

！你们捡粪去！

你们　　　　粪　　　　　　捡　　　　　　走

在副动词中，并合体和反复体两种副动词可以分别同判断语

气助词 结合，作简单句或复合句中的主句谓语，而且很常

用。并合体、反复体附加成分同判断语气助词连读时，并合体附

加成分 中的 脱落。它们的组合形式是：

）（ ； ，

并合体和判断语气助词的组合形式表示动作已经完成。如：

我已经知道了。

我　　知道　　　　　　　是

谁说了？
谁　　　　说　　　　　是

反复体和判断语气助词的组合形式表示动作正在进行。如：

茶　　　　我　　　　喝　　　　是　　　　他也　　　　喝　　　是

我正在喝茶，他也正在喝茶。

外边正在下雨。
外边　　　　雨　　　　　　下　　　　是

以上两种组合形式的否定式，是在并合体和反复体形式后分

别用 “没有”表示。例如：

“没有知道”， “不在喝”。

并合体副动词还有一种特殊用法：可与性质形容词结合表示

人或事物的动作特点。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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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奶奶特能猜谜。

我　　　　奶奶　　　　谜　　　　　　猜　　　　　　好　　　是

那匹马跑得特快。

那个　　马　　　　　　　　跑　　　　　　　　　　　　快　　　　　是

并合体副动词和顺序体副动词有时可以互相替代，甚至它们

的附加成分都可省去。因为在土族语里，如果相关的两个动词以

并列关系相结合，既可通过并合体副动词形式或顺序体副动词形

式相结合，也可直接以词干形式相结合。例如：

） 出来
出 来

进去
进 去

另外，在土族语里还有若干不同于一般动词的特殊动词。它

们除了独立作句子成分外，还可以辅助别的实词表示一定的语法

意义；在形态、词汇意义和词形结构上也和一般动词不同，有它

各自的特点。分别说明如下：

都表示“有，存在”的意义。其中 和

有某些动词形式的变化，而 没有任何变化。

常见的形态变化有：

（祈使式第三人称允许式）

（形动词未完成体）

（形动词进行体）

（副动词反复体）

（副动词假定式）

（副动词接续体）

（副动词迭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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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通常独立使在 用，不作助词用，

和 除独立使用外，还可作助词用，表示“是”的意义，即

作判断语气助词（详见后面助词一节）。

都表示“没有，不存在”。它们或者独立使用，

表示人或事物的不存在；或者失去自己在句法功能上的独立性，

依附于动词，表示动作的不存在。后一种用法只见于两种动词形

式之后：一是并合体副动词形式 后，一是反复体副动词

形式（ 后。例如：

？你没有吃吧？
你　　　　　　　　　　吃　　　　　　　　没有　　　　　吧

你　　　　　　　　那样　　　　　　苦　　　　　　　　　　看　　　　　　　　　　知道　　　　　　　　没有

不知道你受了那样的苦。

？ 谁 没 有 干 着 活 儿 ？

谁　　　　　　活儿　　　　　　　　作　　　　　　没有

孩子　　　　　　　　玩　　　　　　　　没有　　　　　　　　家　　　　　　　睡

孩子没有玩着，在家睡觉呢。

从词的结构方面说， 显然由两个词素构成，尾部

的前身是判断语气助词 ，但它们同 结合得很紧

密，而且在现代语言中 从不作为独立的词干出现。

在形 同于态变化方面 同于

“正确，是”和 “不正确，不是”

它 和们也是 分别同 和 结合的形式，其语法意

义和形态特征同于 和 。它们作为辅助成分，可以出现在静

词后，其中包括领（宾）格的形式；也可以出现在动词后，但只

限于假定式和并合体副动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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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　　　 是 不是我 帽子　帽子

这个帽子是（不是）我的帽子。

这个颜色　　　　美　　　　　　是　　　　　　不是

这个颜色是好看（不好看）

我们　　　　　　　　不是　　　　　　谁　　　　　　是　　　吗

不是我们的，是谁的

是爸爸的（或是他爸爸）
爸爸 是

你　　　　　　　　　　是　　　　　　　　　　我　　　　　　不是

如果是你的那就不是我的。

多给才是。

多　　　　　　　　　　给　　　　　　　　　　　是

“需要，必须，应该“和 “不需要，不应该”它

们通常是以 ，这个词干形式出现，但其后有时带有附加成分

可能是陈述式的将来时形式。 作为辅助成分只

出现 ）后。例如：在未完成体形动词形式

你　　　　　　给　　　　　　　　　　给　　　　　　需要　　不　　　　给　　　　　　　　给　　　　　　需要

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

） 鸡叫就应该起床。

家里应该有老人。

你们不必去。

鸡　　　　　　　　　　叫　　　　　　　　　　起来　　　　　　　　需要

家　　　　　　　　　　大人　　　　　　有　　　　　　需要

你们　　　　去　　　　　　不需要



第 45 页

“成为，到，可以”作为辅助成分可以出现在未完成体

形动词形式、并合体和假定式副动词形式后。例如：

我们　　　　　　阿姑　　　　　　　　出嫁到

我们的女儿可以出嫁了。

？我可以玩吗？

我　　　　　　　　玩　　　　　　　　　　可以　　　　　　吗

你可以走了。

你　　　　　　走　　　　　　可以　　　　　　　　是

““能”和 不能”作为辅助成分一般直接用在动

也可以用在并合体或顺序体副动词形式后。例如：

怎样　　　　　　　　　　治愈　　　　　　　　能　　　　　　是　　呢

怎样才能治好呢？

太阳　　　　　　手　　　　　　　　　　遮　　　　　　不能　　　　　　　　　　泉　　　　　　　　　　沙石

遮　　　　　　　　　　不能

手遮不住太阳，沙石挡不住泉水。

下面再举一些专门出现在并合体或顺序体副动词之后，可作

辅助成分的其它动词。这些动词包括： “杀”、 （或

）“ 去 ”、 “来”、 “出，上”、 坐”、

“要”“脱离，失去”、 、 给 “ 放 ”、

“得到”等。例如：

词词干后，

、

心痛极了。
心 是痛 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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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气死的。

生气　　　　　　　　　　　　　　杀　　　　　　　是

（ ） 死去了。

死　　　　　　　　　　去　　　　　　　　是

？ 是 困 了 吗 ？

困　　　　　　　　　　到　　　　　　　　　　去　　　　　　　　是　　　　吗

下来。

下 来

那个　　　　事情　　　　　　　　　　打听　　　　　　　　　　来

把那件事打听来了。

要越过去。

越 上

（ ） 学出来了。
学　　　　　　　　　　　　　　　　上　　　　　　　　　　　是

在门后守吧。
门　　　　　　　　　　后　　　　　　　　　　　　守　　　　　　　　　　　　坐

这　　　　　　　　几天　　　　　　　　　　天　　　　　　　　　　阴　　　　　　　　　　　　　　坐

这些日子天一直阴着。

逃脱不了。
逃　　　　　　　　　　脱　　　　不能

借一下。

借 要

你给说。

你　　　　说　　　　　　　　给

支起来了。
顶 放

） （ ）

什么　　　　　　人　　　　是　　　　　　　　　　　　打听　　　　　　　　　　　　得到

了解到了他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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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副词

副词分为程度副词、时间副词、方式副词和否定副词。

太”、 非常程 度 副词 有 ”、

别 “一点”等。”、

程度副词可以修饰动词，也可以修饰性质形容词。例如：

我不太累。

没有累太我

这双鞋我穿太大。

鞋这个 大 是我 太

就，立时 刚才”、副 词 有 即”、

将才“ 每天马 上 ”、 或 、

“从来，永远总是”、 一直

时间副词只修饰动词。例如：

他刚出去了。

他　　　　 去才　　　　　出

我就来。

我　　　　就　　　　　来

方 式副 或麻利，快”、词有

一下子”、一块儿“慢慢地”、 、

“ 、“突然”、 悄悄胡乱

“白白地”“单另”、“清楚，明白”、 等。

方式副词也只修饰动词。例如：

你快跑！
跑你 麻利

你别胡说

“特

、

等。

、

　你　　　　　　　　　　　胡乱　　　　　　　不　　要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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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定 副 词 有 “ 不 ，别 不”、”、

否定副词也只修饰动词。其中

命令式动词之前。例如：

痰　　　　　　胡乱　　　　不　　吐

！不要出声！

声　　　　　　不　　　　　出

！ 不 要 那 样

那样　　　　　　不　　　　　　做

也可用在其它祈使式动词之前。例如：

我不生气
我 不 生气

你不要生气！
生气你 不

别让他生气
他 不 生气

用在陈述式动词（过去时除外）、形动词和副动词，以及

第二人称命令式以外的祈使式动词之前。例如：

他不唱。
他 　　　　　　不 唱

我不知道。
我　　　　不　　　　知道

活儿　　　　　　作　　　　　　没有　　　　去　　　　人少

没去干活儿的人不多。

我不怕。

没有”。

主要用于祈使式第二人称

不要随地吐痰

是

我　　　　不 　　　　怕是



第 49 页

他怎么没来？

他 来 怎么不

如果你不去，我就去。
你 去不 去我

我不去，他也别去。
我 不 去 他 不 去

用在陈述式过去时形式前。例如：

我没有喝酒。
我 酒 没有　　　　喝

他没有死。

他 没有　　　　死

（七）后置词

像后置词有 “按照”、 ”、 或

““一起”、 为了”、 “向 ”等。

出现在主格或领（宾）格名词、领格或领（宾）格代

词和完成体形动词之后，其后面连用动词。例如：

（或 照妈妈那样缝。
妈妈　　　　　　　　　　　　　　　　　　　　　　　　按照缝

照着你的样子做。
你　　　　　　按照　　　　　做

血　　　　　　　　　　　　滴　　　　　　按照　　　　　找　　　　　　　　　　　去

沿着血迹去找。

出现在主格或领（宾）格名词和领格或领（宾）格代

词之后，其后面连用动词或形容词。例如：

或 象人一样叫着。
人　　　　　　　　　　　　　　　　　　　　　　　　　象　　　　　　　　　叫　　　　　　　　　是

“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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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这 花个 血 象

这朵花象血一样红。
红 是

出现在领（宾）格名词和领格或领（宾）

格代词之后，其后面连用动词。例如：

（或

去你　　　　我　　　　　　　　　　爸爸　　　　　　代替

你替我爸爸去。

（或 ？谁替你做了？
你　　　　　　　　代替　　　　　　　　　　　　　　　　 　　　做　　　　谁

出现在主格或造联格名词和主格或联合格代词之

后，其后面连用动词。例如：

牲口　　　　　　　　一起　　　　草　　　　　　　　吃　　　　　　是

牲口都在一起吃着草。

我　　　　　　　　舅舅　　　　　　　　　　　　　　一起　　　　　　来

我同舅舅一起来了。

谁同他一起玩？
谁　　　　他　　　　　　一起　　　　　　　　　　玩　　　　　　　是

出现在位与格名词和与格或与（宾）格代词之后，其

后面连用动词。例如：

人 钱 为了那个 自己

那个人为了金钱正在堕落。

黑 塞暗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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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后，其后面连用动词。例如：

向前迈出三步。
　向 　　三　　 　　步 　　　迈前

往天上射。
天 向 射

向我看。
我 向 看

（ 八 ）助 词

表示各种语气，可分为祈使语气助词、陈述语气助词、判断

语气助词、疑问语气助词、猜测语气助词、让步语气助词。除了

让步语气助词外，其它助词均出现在句末谓语之后。

祈使语气助词有

表示希望语气，用在动词词干即第二人称命令式形式之

后。例如：

明　　　　　　晚　　　　　　你　　　　我们　　　　　　家　　　　　　来　　　　　　　我

（＜

你　　　　　　　　　　　　什么　　　　什么　　　　　　一个　　　　　　　　　　　说

明晚请你到我家来一下，我给你说个事。

一点　　　　　　乘凉　　　　　　　　　　　　　　再　　　　　　　　我　　　　　　山　　　　　走

先乘一会儿凉吧，然后我们再上山。

我是为了你说呢。
我 你 为了 说 是

出现在方位名词、位与格名词和与格或与（宾）格代

表示请求、商量、允许等语气，用在各种祈使式形式

之后。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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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玩　　　　　　　　　　　　玩

陈述语气助词有

和以判断语气助词为标志的判断句之后。例如：

我们　　　　　　家　　　　　　　　财　　　　　　所谓　　　　　　有　　　　　是

姑娘　　　　一个　　　　也　　　　没有

我们家有若干财产，但没有一个儿女。

吃 想　　　　　　　　有　　　　是　　　　　　　　　　　　这个

不能　　　　是

想吃东西，但现在吃不了。

有你好事。
你　　　　　　　　好　　　　　　来

自己　　　　　　　　眼睛　　　　　　瞎　　　　　　　　这个　　　　　　孩子

自己　　　　　　　　　　路　　　　　　　　领　　　　　是

我的眼睛失明了，这个孩子在给我领路。

我是要去呀。

我们走吧！
我们 走

你不要等，让我来吧！
你　　　　不　　　　等　　　　我　　　　来

你去吧

你 去

他想玩让他玩吧

，均用在陈述式

儿子

时候

我 去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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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在句判断语气助词 和有 末静词谓语和

形动词谓语以及并合体、反复体副 和 独立动词谓语之后；

使用时表示“有，存在”的意义。无论哪种用法，它们作为同一

个词的两种语音形式相对立，表示说话人对自己所叙述的事实从

主观方面加以强调的判断语 和 都表示肯定的判断语气。

气，但有不同的用法。

说话人（或由他所代表的一方）叙述的是与本人直接相联系

的主观方面的事实，即说话人说明的是本人的所在地点、领有关

系、身 ；偶尔也有用份特点和行为动作，则通常用 的情

况，这时表示说话人的某种情绪，如厌烦、反感等。例如：

我在这儿。
我　　　　这儿　　　　有

我有钱。
我　　　　钱　　　有

）（ 这是我的。
这个　　　　我　　　　　　是

我们是牧人。
牧我们 人 是

我比你高。
我 你 是高

我们是明天去。
我们 明天 去 是

我就是有钱。
我

如果说话人叙述的不是与本人直接相联系的客观方面的事

实，即说话人说明的是听话人或第三者（或由他们所代表的各

方，第三者中还包括事物）的所在地点、领有关系、身份特点和

行为动作，则通常用 ；除非表示说话人并不十分肯定（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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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肯定）才 。例如：用

他在那儿。
他　　那儿　　有

你（他）有钱。

你　　　　　　他　　　　　　钱　　　　有

这是你的（他的）。

　　这个　　　　你　　　　　　　　　是　　　　　　　　他　　　　　是

你们（他们）是牧人。

你们　　　　　　　　他们　　　　　　　　　　牧人　　　　　　是

你（他）比我高。

你　　　　　　他　　　　　　　　高　　　　　　　　高　　　　是

你们　　　　　　　　他们　　　　　　　　　　　　明天　　　　　　　　去　　　　　是

你们（他们）是明天去。

你（他）很可能有钱。

你　　　　　　　　　　　　他　　　　　　　　钱　　　　　有

和 在以判断句为前提的疑问句中，说话人向听话人

提问有关与自己或第三者直接相联系的事实时，仍然分别用

；但如果说话人向听话人提问与听话人直接相联系的事实

，而 。例如：不用

？你在这儿吗？
你　　　　这儿　　　　有　　　　吗

？你有钱吗？

你　　　　　　　　钱　　　　有　　　　　　吗

？这是你的吗？
这个　　你　　是　　　　吗

？你们是牧人吗？

和

时，则一般用

你们　　　　　　　牧人　　　　　　是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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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明天们 去

我 姓 什么

我娃什么，你知道吗？

你 名字 什 么 是

？ 他 是 谁 ？

谁 是他

和 在意义上没有区别，只是出现的语音条件不同：

结尾出现在以 以外的辅音结尾词以及以 的并合体

副动词形式后（并合体副动词附加成 在连读中失落），分的

出现在其它条件下。例如：

夜长梦多。
夜　　　　长　　　　　　是　　　　　　　　梦　　　　　　　　　　多　　　　是

马　　　　　　　　瘦　　　　　　　　　　毛　　　　　　长　　　　是　　　　　　人

穷　　　　　　　　　　　　舌头　　　　短　　　　　是

瘦马的毛是长的，穷人的舌头是短的。（谚语）

嘴　　　　　　　　蜜　　　　油　　　　　　是

蜜腹剑。（谚语）
狗　　　　　　　　　　屎　　　　　　是

奶奶的身体很健壮。

我比你高吗？
我　　　　　　你　　　　　　高 是 吗

你们是明天去吗？
吗是

你 知道是 吗

？你的名字叫什

奶奶 身体 结实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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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国家　　　　 人　　　　　　　　　　多　　　　　　　　是　　汉

我国的汉族人口最多。

碗　　　　　　　　边　　　　　　　 水 镀　　金

碗边上镀了金子。

的对立导致了某些词的两种语音形式的和由于 并

存，这就 没有，不存在是 和 ，

““是 ，对 ，正 确 ”， 和 不是，不对，不正确”，它们

和的用法同于 和。在这些词里

密的，它们的词根己不单独使用。

的对立还导致了静词、形动词和并合体、和 反复体

副动词谓语的两种相对的语音形式。

疑问语 和气助词有

表示提问，其中 的用法是：

①用在陈述式形式后，连读中陈述式附加成分

结尾音一元音失落。例如：

是

和

同词根的结合是很紧

的

你知道了吗？

你 吗知道

你认识他吗？
他 认 吗识你

②用在未完成体形动词形式后，连读中未完成体形动词附加

的结尾音成分 失落。例如：

？不是我们的是谁的？
我们　　　　不是　　　　　　谁　　　　是　　　　　　　吗

骑马吗？

马　　　　　　　　骑　　　　　　　　吗



第 57 页

用在同判断语气助词

合成复元形式出现，并同 。例如：音

你　　　　　　来　　　　　　　　叔叔 　　　　是　　　　　　　　吗

？ 我 去 吗 ？

我 去　　　　　　　　是　　　　　　　　　吗

你好吗？
好　　你 　　　　是　　　吗

用在判断语气助词

吗 不能能 吗

坐 没他 有家 吗

他不在家吗？

（ 他的病好了吗？）

病　　　　　　　　　　　　愈　　　　　　　　　　是　　　　　吗

是不好，还是好？
坏　　　　　　是　　　　吗　　　　　　好　　　　是　　　吗

那儿　　　　什么　　　　是　　　　　　牛　　　　是　　　　　吗

那儿是什么，是牛吗？

只 “ 有 ”、用在 没有 、

组合的形式后 以短 的，连读中

叔叔你来了吗？

之后。例如：

能吗，还是不能？

是

是”、

“不是”等词之后。例如：

你有没有钱？
你 吗钱 有 吗 没有

你是道尔吉吗？
你　　　　道尔 吗是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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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 呢 ？

他呢？

如果我去呢？

你们看呢？

表示指问，用在名词、代词和假定式副动词形式之后。

例如：

纸 呢

他 呢

我 去 呢

你 看 呢们

表示询问，用在陈述句、判断句之后。例如：

？ 是 好 吧 ？

好 是

队长知道了吧？
队 长 　　　　知 道 　　　是

猜测语气助词有

用在陈述句或判断句之后。例如：

他知道吧。
他 知 吧道

天要下雪吧。

天 下雪 是

是你的吧。
你 吧是

用在假定式副动词形式之后。例如：

他可能有。

他 有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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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可能要哭。

孩 哭子 可能

，用在句中相应的词后。让步语气助词有 例如：

我什么也没有。
什我 么 也　　　　没有

怎么办都可以。

怎么 也 是可以

我 你 不东西 也 要

你的东西我都不要。

（九） 词连

只有一个 “和” 一般用来连接由名词或代词表示的并列

的两个成分。例如：

阿爹 和 阿奶 俩 闲谈

爷爷和奶奶俩在聊天。

马 和 赶马驹

把马和马驹都赶来。

（ ＋ ） 叹 词

常用的有以下几个。

表示给予： 给，给你。

你 给

表示接受：

是

是　　　　　　　　老　　　　　　　　阿爹　　我　　　　　　　你

好，老爷爷，我听你的话。
话 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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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惊慌：

表示嫌臭：
臭 是

呸！臭极了

表示招呼：
姑娘　　　　　　哪儿　　　　　　去　　　　是

姑娘上哪儿去？

哎哟表示疼痛： 痛啊

痛 是

表示 ！ 咦冷： 冷啊

冷 是

表示恍然大悟：

那样　　是

表示可怜：

） ！（或

（一）句子成分

主语、谓土族语有六种句子成分： 语、宾语、补语、定语、

状语。

可以在句首，主语　　在谓语的前面， 也可以在句中。名

蛇！妈呀

蛇

哎

那 样 　　是　　 吧

噢！原来是那样

对，是那样。表示赞成：

这个　　孩子　　　　　　　冷

可怜，这个孩子冻坏了

死 是

二 、 句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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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形容词、数词、动词以及同它们相当的各种代词，都可以作

主语。

名词和人称代词作主语时，主要以主格形式出现，也可以以

领（宾）格形式出现。例如：

你的名字叫什么？
你 名字（ 是主语）什么

我们在聊天。

我们 是（主语） 交谈

我（主语） 这儿 在在他（主语）

他的在那儿。我的在这儿，

形容词、数词作主语时，一般都带有第三人称领属附加成分

。例如：

黑的好。

黑（　　主语）　　　　　　　好　　　是

老二是男孩子。
第二（主语）　　　 　　　孩 子　　　　是　　　儿子

动词作主语时只 一般能是形动词形式，其中进行体

不带第三人称领属形式，完成体 可带可不带第三人称领

属形式，未完成体（ 一定带第三人称领属形式。例如：

那个跑着的是谁？
那个跑（主语）　　　谁　　　是

（或

死（主语）　　　　　　　　　　　　　　　　　　　　　　哪个　是

死的是哪一个？

那样是不对的。

那样作（主语）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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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语　　在主语的后面，居于句末（后面可以有语气助词）。

动词、名词、形容词、数词以及同它们相当的各种代词都可

以作谓语。

在动词的各种（语法）形式中，祈使式和陈述式永远充当谓

语，而且是终结形谓语（即单句谓语或复句中的主句谓语）；形

动词和并合体、反复体副动词既可以充当终结形谓语，也可以充

当非终结形谓语（复句中的从句谓语）；并合体和反复体以外的

副动词只充当非终结形谓语。但是，形动词和副动词充当终结形

谓语 。例如：时必得借助于判断语 或气助词

我读了汉文。

天亮了，劳动去。

老爷爷们在晒太阳。

阿爹　　　　太阳　　　晒（谓语）　　　　是

你　　　　　　小（谓语） 　　　　你　　　　　　　哭（谓语）

虽然比你小，但能叫你哭。（谜语：辣椒）

今年　　　　好　　　　雨　　　　　　下（谓语）　　　　　是　　　　粮　食 丰　　收（谓语）是

今年雨量正好，将要丰收。

我　　　　汉　　　　　　　　文　　　　读（谓语）

黎明　　亮（谓语）　　　　　　　　　　劳动　　　　　　走（谓语）

他是病了。
他　　　病（谓语）　　是

静词作谓语时一般都带有判断语气助词。名词和人称代词作

谓语时可以以主格形式出现，还可以以领（宾）格形式出现。例如：

那是自行车。
那 是个自行车（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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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架的是他。

打架 　　　　　他　（　　谓语）　　　　　　　是

一　　　　这个　　　一　　　　　结实（谓语）　是　　那个 结实（谓语）没有

这一个结实，那一个不结实。

我二十岁。

我　　　　　　　　年龄　　　　二十（谓语）是

或

那个衣服　　　　妈 是妈（谓语）不是他（谓语）

那件衣服不是妈妈的，是他的。

宾语　　一般在主语的后面，谓语的前面。只有动词而且是

及物动词作谓语才可以有宾语。静词都可以作宾语，动词中只有

形动词可以作宾语。宾语只以（领）宾格或（与）宾格形式出

现，但名词宾语的附加成分有时可以省略。例如：

你不要骂人
你人（宾语）不要　　骂

我吃馍馍了。
我　　　　　馍馍（宾语）　　　　　　　　　吃

你把他请来。
你　　　他（　宾语）　　　　　　　　请　　　　来

狗咬我了。
狗 我（宾语） 咬 是

我　　　　　　　　小（ 要　　宾语） 要　　　　你　　 大（宾

我要小的，你要大的。

这个 三（宾语） 分他们 给

把这三个分给他们。



第 64 页

没有记住在哪儿。

哪儿　　　有（宾语）　　　　　　　记　　　　　　没有

我　　　　　　搬　　　　　　　　　　走（宾语）　　　　　　　　　他　　　　　　说　　　　　　没有

没告诉他我搬走了。

补语　　在中心词前面。补语的中心词主要是动词，还可以

是形容词。静词和形动词都可以作补语。补语以位与格、离比

格、联合格、连同格的形式出现。例如：

我　　　　孩子（补语）　　　　　　　　　衣服　　　　买　　　　　　　来

我给孩子买衣服来了。

你是从城里来的吗？
你　　　城（补语）　　　　　来　　　　　吗

用斧子砍木头。
木头　　　　　　斧（补语）　　　　　砍

柴　　　　　　　　我　　　　姑娘（补语）　　　　　　　　背　　　　　　来

我跟我的女儿把柴背来了。

你把这个给他。
这个　　　　你他　　　　（　补语）　　　　给

他对我那样说

他　　我（补语）　　　那样　　　　　　说了

我比你高。
我　　　你（补语）　　　　　高　　　　是

？你跟我摔跤吗？
你　　　　我（补语）　　　　　摔跤　　　　　　是　　　　　吗

乳牛　　　　牛犊（补语）　　　　　　　　　赶　　　　　　来

把乳牛连牛犊一起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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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房子盖在高处。

房子　　　　　高（补语）　　　　　　盖

我们　　　　　　庄稼　　　　十（补语）　　　割

我们从十日起割庄稼。

好　　　　　　　坏（补语）　　　　　不　　　　混

不要把好的跟不好的混起来。

用好的换。

好（补语）　　　　换

这 个 　　　　做 （ 补 语 ） 　　　　给

他很可能怕去。
他　　　　　去（补　语）　　　　　怕　　　　　是

这个（补语）　　硬　　　　　　还　　　　有　　　　吗　　　　没有

比这个硬的还有没有？

人蒙古 女 人 劳动　　　　　　好是

土族妇女特能劳动。

定语　　在中心词的前头。定语的中心词一般是名词。静词

和形动词可以作定语。

名词作定语时可以领（宾） 格的形式出现，也可以词干形式

出现。例如：

？木匠的锯在哪儿？
木匠 锯（定语） 哪儿 在

桌子腿断了。

把这个给做（活儿）的人。

桌子（定语） 腿 断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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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代词作定语时只以领（宾）格的形式出现。例如：

你饮饮我的驴。

你我（定 来语） 饮驴

他家有什么人？
人什他（定语） 么 有家

形容词、数词、形动词作定语时，通常是以自己的词干形式

出现；它们如果获得名词意义，则以领（宾）格的形式出现。例

热（ 拿 来 我 脸 洗定语）水

拿热水来，我洗脸。

我们　　　　　家　 　　　三　（　　定　语）干部　　　　　　　　坐　　　　　是

我们家住了三个干部。

吃的饭消化了。

吃（定语）　　　　　饭　　　　　　　　　　消化　　　　　　　　是

来的那个是谁？

来（定语）那个　　谁　　是

白的价钱贵。
白（定语）　　　　　　价　　　　　　大　　　　是

十　　　　　　　五（定语）　　　　　　　　　　月　　　　　　　　　　圆　　　　　　　是

十五的月亮是圆的。

那个　　　　跑（定语）　　　　　　　　　名字　　　　什么　　是

那个跑着的叫什么名字？

：

状语　　在中心词前头。状语的中心词是动词或形容词。副

词、副动词作状语，形容词也可以作状语。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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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让我白走一趟。

我　　白白（状语他 是）走

驮的过重了。

非常驮 重 是（状语）

骂（状总是（状语）你 媳妇 是干什么语）

你总是骂你的媳妇干什么？

热太阳 出汗走（状语）路

天热时走路汗出得凶。

不好 是

捧着装。

捧（ 捧（状语） 装状语）

我去请大夫。

我　　　　大 请（状语） 去夫

我没有玩。

我　　 玩没有（状语）

（二）句子结构

土族语的句子按结构分为单句和复句。

单句　　有单部句、双部句两种。

单部句是没有主语的单句，在对话里最常见。例如：

叔叔，你什么时候来的？甲：

（我）昨天来的乙： 。

（你）甲： 干什么来的？

乙： （我）找马来的。

你　　什么 来叔叔 时候

昨 来我 天

干 来你 什么

马我 找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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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部句是具备主语和谓语的单句。例如：

你们的歌声好。
声　　你们 歌 　　　　好　　　　是

你认识汉字吗？
认识　　　你 　汉 字 　吗

单句虽只包含一个谓语或主语和谓语的主谓结构，但是，可

宾语以带有各种扩展成分 、补语、定语、状语，构成比较复

杂的长句。例如：

爸爸　　　　　　和　　　　　　妈妈　　　　　　　　俩 后面　　　　　　　　你

愁　　　　　　　　　　　　　　吃　　　　　　　　不　　　　也　　　　喝

爸爸和妈妈为你发愁吃不下喝不下。

我　　　　那儿　　　　　　　　去　　　　　　　　七　　　　　　年　　　　　　　　住 今年

回 来

我去那儿住七年今年回来了。

复句　　复句包含有两个以上的主谓结构，有并列复句、主从

复句两种。

并列复句由意义上有并列关系的分句组成，各分句的谓语在

语法形式方面跟单句谓语相同。例如：

天　　　　　　　　　　响　　　　　　是　　　　地　　　　　　　动 是

人　　　　　　心　　　　兴奋　　　是

天在打雷，地在震动，人们的心在欢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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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我扬，你扫。

粮食　　　　　　我　　　　扬　　　　　　你　　　扫

人　　　　　　脸　　　　有　　　　　　　　树　　　　　　　　皮　　　　　　有

人有脸，树有皮。（谚语）

山　　　　　　　　兔　　　　　　　　　　狗　　　　　　　　　　追　　　　　　　　　　心

话　　　　　　酒　　　　　　　追

狗赶上山里的兔，酒引出心里的话。（谚语）

主从复句由在意义上有主从关系的分句组成。从句在前，主

句在后。主句的谓语跟单句的谓语相同，从句的谓语用形动词和

假定式、让步式、紧随体、接续体、迭续体等副动词表示。例如：

他　　　　　　　　　　死　　　　　　谁　　　　　　　　　　也　　　　没有　　　　　　知　　道

谁也没有知道他死了。

？你捎的布是这个吧？

雪　　　　　　　　下　　　 不能　　是　　　场　　　　　　　　　　　打

如果下雪，就不能打场了。

即使他来我也去。

他　　　　来　　　　　　我　　　　　　去　　　　　是

他　　　　我　　　　　　找　　　　　　　　你　　　　　　我　　　　说　　　　　　　给

他找我，你就告诉我。

我　　　　　　病　　　　　　　　　　愈　　　　　　　　　　我们　　　　俩　　　　　　一起　　　　　　走

我的病好了以后，我们俩一起走。

你　　　　　　　　带　　　　　　　　布　　　　这个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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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城　　　　　　　　　　到　　　　　　　　　　　　　　雨　　　　　　　　下

我到城里的时候下雨了。

此外，从句的谓语也可用 “是”或同判断语气助词

“对”等词结合的静“没有” “不是”、、 词或动词

表示，但这里助词所用的语法形式常见的只有假定式 。

例如：

你　　　　渴　　　　　　　　　　　　　　　　是　　　　这个　　　　　喝

你如果渴的话就喝这个吧！

马　　　　　　　　草　　　　　　吃　　　　没有　　　　　　去　　　　　　　　饮　　　　　来

如果马不在吃草，就去饮一饮水吧。

他　　　　　　地　　　　　　　　　　犁　　　　　　　　是　　　　　　我　　　　　　种　　　　　　　　撒

如果他犁地，我就撒种子。

我们　　　　　　孩子　　　　是　　　　叫　　　　　　给

如果是我们的孩子，就给叫一下。

这个　　　　我　　　　　　不是　　　　　　　你　　　　　　是

这个如果不是我的，那就是你的。

这个　　一　　　　　　小　　　　是　　　　那个　　　　一　　　　　要

如果这一个小，就要那一个。

今天　　　　　　初　　　　　　二　　　　是　　　　　　阿舅　　　　　　　　　　看　　　　去

如果今天是初二，就看你舅舅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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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族语的词按结构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两部分。单纯词包括

根词和派生词。根词多半是单音节词或双音节词，只有少数是三

个音节以上的词。如 “那个，他”、 “奶，乳汁”、

“一 “要” 狐样”、 “ 黑 ”、 “父亲”、

狸”、 “墙”等。

派生词是在根词后加专门附加成分构成。如：

车 车夫

玩 玩

割 镰刀

歌 唱

拳头 拳击

大 变大

词 汇

一、词的结构

根 词 派生词

合成词由两个单纯词通过一定关系结合而成，表示一种新概

念。如：

＋ 锡

白 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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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肉

黑 肉

＋ 聪明，机灵

快

＋ 怀孕

孩 子 背

＋ 羊

绵羊　　山羊

作为派生词和合成词基础的词根，大多数都作为独立的根词

而存在。但是也有一些词根，它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即

丢掉了单独的词汇意义，对这样的词根只有通过相关词的比较或

亲属语言的比较才 和能作出词素分析。例如： 没有”、

和“不是”、和 “对”。它们的词根

，但这些词根现在已失分别为 去了自己的独立

性。此外，还有一些合成词，两个词素间的结合非常紧密，语音

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不仔细观察就难 “这以辨别。如由

个”和 “ 今 年 ”，“年”演变成的 由 “这个”和（

“日”演变成的 “今 天”。

二 、 构 词 法

土族语的构词方法有两种，一是派生法，即用附加成分构成

新词；一是合成法，即由两个实词通过一定的结合关系构成新

词。

（一）派生法

用派生法可以派生新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作为派生基础

的词根一般也是这三类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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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的派生

（铁）＋ 铁匠

（猎）＋ 猎人

（枪）＋ 射手

由名词派生名词的附加成分还有 、

个别的名词后。例如：

（耳朵） 耳套

（手指） 手指套

（嘴） 口儿

）由动词派生名词　　附加成分有 、

其中只有

例如：

（ 想 ） ＋ 想法，想念

（ 完 ） ＋ 后果，结果

（ 抓 ） ＋ 把儿

（ 借 ） ＋ 借物

（ 割 ） ＋ 镰刀

夯

嗽

笑话

汗

痰

）由名词派生名词　　使用比较广泛的附加成分有

表示与词根所指事物相应的职业名称。例如：

等，但只用于

、

等， 用得较广泛，表示由相应的动作构成的

抽象名词。

（打 夯）＋

（咳）＋

（ 笑 ）＋

（出汗）

（吐［ 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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嫡

妾

长辈，大人

晚辈，小人

大部分

小部分

动词的派生

唱歌

（梳子）＋ 梳

（扣子） 扣扣子

（门扣） 扣门

（闩子） 闩

（崽） 下崽

（手心） 用巴掌打

（鞭子） 用鞭子打

（锥子） 用锥子锥

（磨石） 用磨石磨

（梦话） 说梦话

（后面） 退后

）由形容词派生名词　　附加成分有

等。例如：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由名词派生动词　　附加成分有

等。这三种附加成分的使用都比较广泛，用来构成与根词

所表示的人或事物相关的动作。例如：

（声音，歌）＋

）由动词派生动词　　附加成分有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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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弄上去，拿出来，出）

（ 学 教）＋

（ 到 ）＋ 送

（ 弄醒醒）＋

（细） 变细

（粗） 变粗

（旧） 变旧

（硬） 变硬

（冷） 变冷

（ 绿 ）＋ 变绿

（黑）＋ 变黑

（黄）＋ 变黄

爱笑的

爱冻的

爱打架的

）由名词派生形容 在词　　附加成分有

一些词根后这三个附加成分可以自由替换，构成具有词根所指事

物为特征的关系形容词。例如：

）由形容词派生动词　　附加成分有

等，都表示向词根所指特征转化的动作。例如：

形容词的派生

，）由动词派生形容词　　附加成分常用的有 构成

以词根所指动作为特征的关系形容词。例如：

（ 笑 ）

（冻）＋

（打架）

（生命） 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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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色的颜 色 ）＋

有力（ 力 量 ）＋ 气的

（本事） 有本事的

（ 钱 有钱的）＋

（年龄）＋ 年老的

（这里） 这里的

（中间） 中间的

（今天） 今天的

（二）合成法

合成法主要是通过主谓关系、限定关系、补充关系和并列关

系把不同的词组合在一起构成新词。

主谓关系　　前一个成分是名词，后一个成分是动词或形容

词。例如：

（心）＋ （ 痛 ） 痛心

（年龄） （上） 上岁数，年老

（ ＋嘴） （快） 嘴快

（手） （ 快 ） 手勤

（肉 ）（白） 肥肉

（白） （油） 酥油

（黑） 暴风

由时位 ，构成以词根词派生形容词　　附加成分有

所指方位、时间为特征的关系形容词。例如：

限定关系　　前一个成分是形容词或名词，后一个成分是名

词。例如：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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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黑 ）＋ （花） 花

（姑娘 （弟弟） 妹妹）

男（孩子）（儿子） 孩

（气）＋ （要） 喘气

（月）＋ （ 坐 ） 坐月子

（ 头 ）＋ （ 碰 ） 磕头

（ 好 ）＋ （坏） 好歹

（儿子） （姑娘） 儿女

（爸爸） （妈妈） 双亲

（绵羊） （山羊） 羊

（犁） （工具） 农具

我

捧

字

＋

补充关系　　前一个成分是名词，后一个成分是动词。如：

并列关系　　主要由反义词构成，有的也由近义词构成。

如：

以上合成法中，用限定关系组合的多，并列关系组合的少。

三、语族同源词的语音、语义特点

在土族语里有大量语词与同语族其它语言有同源关系，这些

同源词在语音和语义上的关系大多数是很明显的。例如：

土 族 语 蒙 古 书 面 语 东乡语

（非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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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猜

认识

种

知道

几个

说

谁

达斡尔语 保安土族语 语 东部裕固语

我

（非同源） 捧

字

五

（非同源） 猜

认识

种

知道

几个

（非同源） 说

谁

同源词一般都是常用词，也是土族语词汇的主要组成部分。

这类词跟蒙古语比较，在语音方面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 　十四世纪的某些语音特点，如保留着一）保存着十三

词首辅音 或其演变形式，保留着词末辅音 和各种短元音或

其演变形式。这方面土族语不同于现代蒙古语，而接近于蒙古书

面语和元代蒙古语。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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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红

［ ］ 牛

［八］十

［秘］手心

［八］根源

［八］生命

［八］八十

［秘］庹

［秘］山

［ ］ 这 个

［八］名字

［秘 认识

［ ］ 种

，例如：

纸

冰

胆

这个

草

以《蒙古秘史》、《华夷译语》或八思巴字语言为例，分别注为［秘］、

华］、

现代蒙古 蒙古书面语 元代蒙古语土族语 语

，

土族语里还保留着词中音节末出现的古音

土族语《蒙古秘史》

（二）失落了许多第一音节里的短元音，这方面既不同于现

代蒙古语，也不同于蒙古书面语。例如：

土族语　　　　　　现代蒙古语蒙古书面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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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

） 毛

能

修，治

问

冬

（三）尽管在土族语和蒙古语同源词之间语音对应关系比较

明显，但具体到一个词，两者之间的关系却错综复杂，词的语音

面貌往往有很大差别。例如：

土族语　　　　　　　　现代蒙古语

喜鹊

那个

鞍子

缺

蓝

指甲

卖

跑

抢

休息

拴

哄

媳妇

土族语里与同语族语言有同源关系的词，在意义上同现代蒙

古语比较，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词义相同的，占多数。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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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

虎

海

绳子

火

虫

绵羊

车

人

桌子

死

杀

来

黑

白

土族语 蒙古语

（二）词义不完全相同，或者用法有所不同的词也很多。如

、“改（名）”的，土族语表示“交换”、“脱（毛

意思，但跟这个词对应的蒙古语的 却不表示“脱（毛

和“改（名 的意义。又如土族语的 可以指猪叫、鸡叫、

鸟叫、鼠叫、马叫、驴叫、骡叫、驼叫，而蒙古语的 却只指猪

叫。这是土族语词的意义范围比蒙古语词大的例子。下面再举些

只表示“播种”的相反的例子，如土族语的 意义，但蒙古

除了“播种”，还语的 或 可以表示“种树”“、种痘”、

“传染”等多种意义。又如土 只指干支名称族语的

“子”，但蒙古语 既可以指干支名称“子”，还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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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动物名称“鼠”。

（ 但在所表达的概念上有一定的联三）词的具体意义不同，

系。如：

土族语 蒙古语

湾，岛河

老师，师徒弟 傅

安置， 丢失放

沟 河

墙 城镇

变冻结 凉

烫 添火

［秘］ 奔驰

［秘］ 立起

［华］ 馍馍，烧饼

［ 萝卜华］

［华］ 借

［华 树，柳树］

借词在土族语词汇里占很大的比重，其中有汉语借词、藏语

借词、突厥语借词等。数量最大的是汉语借词，其次是藏语借

词，突厥语借词和其它语言借词不多。这里只介绍汉语借词和藏

在土族语里保留着一些古词，这些古词见于古代蒙古语，但

现代蒙古语不用了。例如：

古代蒙古土族语 语

四 、 借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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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借词的情况。

（一）汉语借词

长期以来，土族语从汉语吸收了许多借词，充实自己的词汇。

尤其在解放以后，随着土族和汉族关系的日益密切，大量新事物

新概念的出现，在土族语里增加了更多的汉语借词。解放后出现

的有关社会政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工农业等各方面的新词

术语，土族语几乎全部借用汉语词。因此，现在土族语在不同来

源的借词中汉语借词占的比重最大。

土族语里的汉语借词按借入的时代可以分为老借词和新借

词。

老借词借入的时间较早，发音固定，某些语音适应了土族语

“窗户”的语音系统。如： 、 “灶火”、

（ 阿 ）舅 、 （阿） 先生”、姨”、 省”、

“老鼠“沙石”、 ”、 “芽子”、 “枣

儿”，等等。

新借词借入的时间较晚，某些语音的读音不稳定，往往随说话

人的年龄、性别及懂汉语的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如：

共产党 、 富农”

“合作社 “、 领导 ，等等。

就词类来说，汉语借词里主要有名词和动词，也有形容词、

副词、代词以至于虚词。

（名词如： 阿 ）爹 ”、 （ 阿 ）奶 ”、 戒

指儿 烟”、”、 鞋 会计、 “袜、

子”等。
“动词如： “ 搬 ”、 “ 帮 ”、 、

“占”、 “ 踏 ”、 “ 擦 ”、 “ 绑 ”、

救 批评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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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 抬

当，挡 慌

献 管

准 求

弹 推

这里的
、 、 作用相同、 ，都表明所借

的汉语词是动词，但不能相互替代，其中 用得最多，
、

都比较少见。

形容词如： “哑巴”、 “脏”、 “急躁”、

“要紧 等。

“先，暂时”副词如： 、 “一定”、 麻利，

快”等。

代词如： 一律，全部”、 “都，所有的”等。

虚词如： “ 吧 ”、 “嘛”等。

这里还要说明一下，在汉语借词中，土族语里没有的语音，

在读音上有三种情况：一是用相近的音代替，如 用 代替：

“擦”， “菜”；一是保留汉语原来的读音，如

和 ］：［ 让”， “尺子”；再就是上

述两种情况都有，即该音在一些词里用相近的音代替，在另一些

词里却保留汉语原来的读音，如
、 分、 别以 、

代替： “顶针儿”、 “枣 “、 窗户”，

保留汉语原来读音的如 “住（停）”、 “戳”、

“侄儿子”。

以上例子说明，从汉语借入的动词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在

借词后面要加专门的附加成分，这个附加成分或是 （还有

，或是 或是 ，而不直接运用。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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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借词的语音方面，同土族语的语音系统、语音规律相适

应而发生的重要变化有两点：

元音在开音节里（非第一音节除外）一般都变为相应的长

蜡元 戏 “ 锣音 ”、 “棋。例如： 、 、 、

“（ 阿斜 ）爹 “（ 阿 ）姑 ”、眼”、 、

“匣 子 ”、 “簸箕”、 “赌博”“碟子”、 、

“ 瓜 ”、 “对子”等。“高粱”、

所有汉语借词都失去原来的声调而获得重音，汉语借词的

重音和固有 “东西”、词一样，落在词的末一个音节，如

孙子”、 炸弹 。

（二）藏语借词

土族语里有一定数量的藏语借词，宗教方面的用语大多借自

藏语。例如：

糖狮子

媒人 小

喇嘛 管家

袈裟 佛灯

跳鬼 玛尼

土族语的各种借词跟固有词一样有派生新词的能力。如

“板凳（”汉语 “坐板凳”，） “病”

（藏语） “秤”（突厥语）“患病”，

“ 秤”。

各种借词也完全适应土族语的语法规则，例如名词可以带复

数附加成分、格附加成分、领属附加成分等，和固有词的名词一

样可以作各种句子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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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言

前面说过，土族语分为两个方言：互助方言和民和方言。这

两个方言的差别是比较大的，操不同方言的人难以直接交际。这

种差别不仅表现在语音上，而且还表现在词汇上乃至语法上。两

者最突出的特点是：互助方言的元音分长短，而民和方言的元音

不分长短；互助方言的 和 ，在民和方言中分别读为 和

互助方言音节末的 和 在民和方言一律读为［ ，并使它前面

的元音卷舌化；互助方言的藏语借词比民和方言多，而民和方言

的汉语借词比互助方言多。其次，两个方言的复数附加成分也各

不相同：互助方言的附加成分为 ，民和方言的附加或

成分为 ＋判断。另外，陈述式现在时的意义互助方言用 语

气助词表示，而民和方言用 ＋判断语气助词表示。下面就语

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说明两个方言的主要差别。

一 、 语 音 方 面

（一）互助方言的元音分长短，民和方言的元音不分长短。

互助方言的同一对长短元音在民和方言里读音跟互助方言的短元

音相同。例如：

互助方言　　　　　　　　　　　　　　民和方言

近

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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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袋

哪儿

绳子

岩石

油

铺子

矛

衣服

（二）民和方言也有复辅音，但比互助方言几乎少一半，只

有 ； 、 、

等，而且这些复辅音跟互助方言相当的复辅音相比较，出现

频率也小。换句话说，词首音节元音失落的现象民和方言比互助

方言少。

（三）民和方言比互助方言多一个辅音 （小舌送气清塞

音），它主要同互助方言的 相对应。例如：

民和方言

脱（皮）

喉咙

雨

热

互助方言

（四）互助方言的辅音 只出现在借词里， 不出现在

固有词的元音前面。民 既出现在借词里，也出和方言的

现在固有词里， 能出现在元音前面；民和方言固有词里的

分别同互、 助方言的 相对应、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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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

纸

尿

犁杖

煮

读

（ 五）辅音

相对应。例如：

互助方言

红

犁（地）

烟

星

（六）

，并使前面的元音卷舌化。

（七）

在民和方言一律变为 。例如：

互助方言

火

庹

手掌

粪块

民和方言 互助方

民和方言只出现在借词里，互助方言既出现

在借词里，也出现在固有词里，而出现在固有词里的 跟民和方

言的

民和方言

在音节末，互助方言仍读颤音，民和方言则读为

［

在互助方言里既可出现在音节开头，也可出现

在音节末尾；民和方言则只出现在音节开头。互助方言音节末尾

的 变为 或

民和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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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书

梳子

历史

婚礼

） 在互助方言的出现率比民和方言大得多，跟民和方

言的 等对应。例如：

互助方言　　　　　　　　　　　　民和方言

你

指头

认识

几个

纸

喂

二 、 词 汇 方 面

（一）互助方言的汉语借词比民和方言少，但藏语借词比民

和方言多。

（二）民和方言使用的固有词或借词，互助方言不一定都使

用；反之，互助方言使用的固有词或借词，民和方言也不一定都

使用。所以，两个方言在词汇上又有以下几方面的差别：

互助方言用固有词，而民和方言用汉语借词。例如：

互助方 民和方言

奶子

穿（针）

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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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绊

姓

互助方言用汉语借词，而民和方言用固有词。例如：

互助方言　　　　民和方言

枣

大绒

办法

院子

互助方言用藏语借词，而民和方言用汉语借词。例如：

互助 民和方言方

钱

井

糖

骒马

互助方言用藏语借词，而民和方言用固有词。例如：

互助方言　　　　　　　　　　　　民和方言

病

药

启明星

三 、 语 法 方 面

（一）常用的复数附加成分 或不同。互助方言为

，民和方言为 。例如：



第 91 页

或 弟弟们”

“房子（复数或 ）”。

此外，民和方言还有一个专门用于表示人或职称的复数附加

“哥哥们，哥哥等人”，成分 “队长，如

们，队长等人”，而互助方言没有这一附加成分。

，（二）单数第一人称代词的与宾格形式互助方言为 而

民和方言为 ，其中在宾格

意义上民和方言还可以用 ；单数第二人称代词的与

宾格形式互助方 ，而民和方言为 ，在宾格意言为

义上民和方言还可以用

（三）互助方言的人称代词除领格外，其后不能用反身领属

附加成分，但在民和方言却可以。换句话说，民和方言的人称代

词有反身领属范畴，而互助方言的人称代词只有领格才有反身领

属范畴。

（四）动词的现在时或进行体的意义，互助方言用“

的分析形式表示，民和方言则用“ ”的分

析形式表示。例如：

互助：
他们正在唱歌。

民和：

（五）表示陈述式将来时的附加成分，互助方言为 ，而

民 。例如：和方言为

互助：
我要放牛。

民和：

（六）完成体形动词充当终结形谓语时，其否定形式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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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同，互助方言在形动词前用

。例如：词后用 或

互助：

民和：

而 或民和方言为

互助：

民和：

“没有”，民和方言在形动

我没有买。

（七）互助方言 ／的顺序体副动词附加成分为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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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肺落

闭眼 蒸气

骗马犁

张开 嘴

盖儿，口子干渴

休爸爸 息

拿，买 生命

活兄 的

糠 平安的

宽大 尝味

山 滋味

看 裤裆

杂色，斑花 相同，同样

手掌 牲畜

杀 驮

哪个 驮子

梨 生活，活儿

锤子 碗

一步 怕

迈步 臼齿

金 河

词　　汇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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庹 皮张（五尺长）

人失掉 民

松开， 酒脱开

清洁的撒

后询问 面

一 云把

十 门

办法 巢窝

药干牛粪

这样的

这个 女性

老这里 太婆

草 鞍子

疼 阳面痛

病 穿

牛角 含，衔

医生冬季

膝盖 肝

鹞鹰胸脯

驴晒

姐 剪裁姐

笑这些 话

活 这样做

山羊

苍蝇白天

消 多余瘦的

区别主人 ，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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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 宝剑

男性 毡子

念珠 踢

寻找 山羊羔

岸 吃

举，背 脓

早 害羞

学问 来

笑 刀刃

森林 去

近 缝

年 缠绕

打中 迟

船 位置

敖包 进入

短 落下

锛子 马驹子

割断 骑

多 放屁

肚带 阅读

麻 睡

找到 哭

现在 洗

星

喝 原先，以前

口袋 向下

初乳 嘴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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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流泳

脚长 掌

前 红年

前 天 水

线今天

颜 熏色

烟蛋，卵

下蛋 慢

拴，高 缚

精巧的脂肪

谈，讲 邀请

臭的给

灰 裤子

饥乳牛 饿

味儿 生长，发育

嗅，闻 蛆

根 羽毛

牛 稠，密，浓

死 昨天

话语 债务

没有 脂

下，留下 刺，刚毛

吹 事情，活儿

不，勿 价格

发，毛 真实

字 狐狸

跳 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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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太阳

松树 细

织尖儿，尖端

打种子 开

搬八 家

打喷嚏 增加

叶 名字

玩

舅舅 隐瞒

湖，水塘 脸面

安静 薄

秋 眼泪

年龄　　　　　　　　　　 去年

八十 拳头

眼睛 淋湿

鼻子 弓

飞翔 吐唾沫

裸体的　　　　　　　　 揉，和

脊，腰 脊髓

潮湿的 家乡，地区

睡眠 倒塌

羊毛 朋友

狗 其它，另外的

菜 后天

绿 洞

笼头 捣

经书　　　　　　　　　　 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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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的 小

长官　　　　　　　　　　 屙屎

屎，粪 我

英雄 磨刀石

下，降落 不是

蜂蜜 一捧

又 我们

富裕 写

完 文，书

右，西 成为，变为

捉，捕 矮，低

虎 包扎，捆绑

现成的 门槛

寡妇 起来，起身

身体 想

嫂嫂 灰色

媳妇 种公羊

鹿 臀部

小麦 不要，别，勿

埋 温，暖

泉 腰带

抢夺 完整的

角落 成功

饭 粗

染 雕

染料 剪刀

错误 剪，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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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豆

坚 肋骨实的

呕吐　　　 春　　　　　　　

虱 咳嗽病子

袖子肾

院肿 子

坚扁平的 硬的

关 岩石闭

发干弄破，劈开

破裂 钉子

岳家，婆家旧的

哄骗 割

镰刀干燥

面炒，煎 颊

鼻 马嚼子子

哪里 咬

加热 黑，烫

黑热的 暗的

海 返回骝色

外皮 谩骂

乌鸦射击

风 切

姑娘 做

指小孩，儿女 甲

谁 容易

躺，卧 刀子

野外 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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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豆

坚 肋骨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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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子肾

院肿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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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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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 容易

躺，卧 刀子

野外 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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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弓弦 活动

变轻的 凉，冷却

肚脐横的

被子 寒冷

食粮蓝的

重的房

杜 儿子鹃

吮乳， 人吃奶

泡 驾沫

酸眉

力气，倒扣 力量

香 出，上去

脖子 天亮，黎明

到达 明亮的

女婿 骒马

送 病症

铁锨 肚子，肠子

皮梢绳（马鞍的） 房子，蒙古包

猪 光

火 踏，踩

鹅 抱怨

疯子 苦的

外，外面 沟，小溪

地，土地 美丽的

手 面粉

靴子 搔

三十 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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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帽子腿

挖

耙野鸡 子

牧狗崽子 民

明熊 天

深 忘记的

跑蛙 步

羊叫知道，了解

千 雾

肉 前额

钝的 坏的

蛇 变坏

蒙古 树

瓶子 马

眼眵 拧

好 弯曲

漂亮的 是

想 银子

思想 雹子

粪叉子 牛吼

胡须 爬行

挤奶 冰

坐 路

木桶 江

梳子 软骨

梳理 肩膀

分枝 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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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月亮

露 大蒜

玻璃 尾巴

唾液 影子

烧 胯骨

牙 齿 醒过来

黄 凉快的

烤 勺子

桌子 新的

纳缝 稀的

土 消化

粗糙的 泥土

筋 锥子

伤 口 撒尿

听见 尿

瞎子 沉醉的

灵魂 虹

寺庙 左边的

斧子 睫毛

威风 挑选

踝骨 腋窝

喜鹊 箭

汤 松的

你们 脉络

解开 学习

兔子 教学

认识 夜



第 104 页

跪腭 下

五 胆，胆汁十

五 奶

马 鸡掌

那样作 猜测

那里 赶

烟运载

拾 搓，采集

草原平坦的 ，平原

放下天空，天

骆驼 拐杖

脑髓铁

种他们 植

那 田地些

喂养 断

他，那个 旱獭

车 肥的

那样的磨

网 纽子

柱子 肘

利益 鞴鞍子

拃 鞍屉

灸 数目

出生 锅

万 围绕

烧火 镜子

柴禾 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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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油

缎子生的

越过 沉淀

牛岭 犊

蹄膀胱 子

支盐 撑

双的，重叠 二岁马、驴的

蒙古袍，衣服 跟随

绳 冷子

上面 鞍伤

撞，遭到弟弟

声音马鬃 ，歌

仿乳房（动物的） 效

脾 海

跛 肩胛骨子

跛行 七十

酒七

舔 压

下面 湿透

内，里面 鞍垫

钩子中

爱好，喜欢 四

四花 方的

兵，战士

你 四十

镫煮

狼 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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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严实 耳聋的

耳朵 变聋

塞 砍

髓 时间

石头 白

空闲，松 纸

血 雪

能，会 饱

扯，拉 蚂蚱

少 缝隙，除夕

佩带 嘴角

梦 打结

告，指 百

鱼 咬

外甥 搅拌

伸直 道路

年 懒惰的

缰绳 缨子

外貌 吞，咽

长矛，扎枪 青年，年轻的

命运 修理

六十 咀嚼

使用 针

走马 左

心脏 、

骨头 苦难

劳累 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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疮 夏天

大 灯，佛灯

九十 崽，仔，雏

九 厚

道理 运输

软的 方向

徒步的 走

什么 东西

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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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五十年代在全国范围普查少数民族语言时，对土族语也进行

过几次调查。当时参加土族语调查的有李克郁（土族）、黄布

凡、高宝珍、胡增益、王天锡、麻宝珠（土族）、王敬廷、郝尔

耆、满都拉等十几位同志，笔者也参加了调查和调查的组织工

作。本书是笔者反复整理、归纳、分析当年调查材料后编写的。

初稿写于六十年代初，一九七九年对初稿作了较大的改动，在这

次出书前，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向参加

过土族语调查的所有同志和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给予帮助的同志表

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可能有不少缺点以至错误，希望读者和有关专家批评指

正。

照 那 斯 图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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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除回族、满族已

使用汉语，一些散居、杂居区的少数民族使用着汉语或其它少数

民族语外，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

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各民族语言也得到了丰富发展。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和民族文字

的使用和发展都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三十年来，民族语文工

作者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了介绍我

国各民族语言情况，加强国内各民族的互相了解，共同学习，丰

富人们对我国民族语言的知识，扩大人们的语言视野，更好地贯

彻党的民族语文政策，推动民族语文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决

定出版《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

收入本丛书的全国各少数民族语言简志，是根据中国社会科

学院民族研究所（原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中央民

族学院、各有关省和自治区的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语文机构、

民族研究所等单位的同志五十年代以来陆续搜集的语言材料写成

的。现在以两种版本即某某语言简志单行本和某某语族语言简志

合订本的形式陆续出版。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编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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