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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况

东乡族人口约二十万，绝大多数居住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

州。其中以东乡族自治县最集中，在这里聚居的东乡族有十多万

人。

东乡族的名称和居住的地区有关系。东乡族自治县所在地原

属河州。当时河州分为东、西、南、北四乡，东乡是四乡之一。

东乡族以所居住的地名相沿称为“东乡”。解放后，确定了民族

成分，并根据东乡族人民的意愿，定名为“东乡”。一九 年五

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建立了县一级的东乡族自治区，

一九五五年，改名为东乡族自治县。

东乡族自治县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部，四周与临夏、

广河、和政、永靖、临洮等县接壤，总面积为一千四百六十二平

方公里。据一九七九年统计，全县共有人口十七万七千多，其中

东乡族为十二万二千多。

东乡族自治县成立三十年以来，在党的领导和民族政策的光

辉照耀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交通运输、邮电

通讯等各项建设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东乡族的干部也逐渐

成长。目前，在县、社各级机构中，东乡族干部占百分之三十以

上。

东乡语是东乡族人民主要的交际工具。在日常生活和生产活

动中，东乡族人民很自然地使用本民族语言。

东乡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和同语族语言相比较，东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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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有不少特点。

语音方面：元音没 和主要出现在借有长短的对立；元音除

词里的 以外，基本与蒙古书面语相当；构词或构形附加成分通

常只有一种语音形式，不需要根据词干里的元音而采用与之相适

应的语音形式。除少数使用范围很小，没有严格的使用规则的一些

构词或构形附加成分的用法，或许可以看作是元音和谐的残存现

象外，不存在元音和谐律。辅音音位比多数亲属语言稍多一些，其

中 只出现或主要出现在 只出现或固有词里，

主要出现 和舌根塞音 相互对立，在借词里；小舌塞音

除个别词语外， 只出现在相当于蒙古语的阳性词里，

只出现在相当于蒙古语的阴性词里。例如①：

镰刀小舌塞音

绵羊

黑

种羊

舌根塞音 房子

做

汗

人

①本书使用国际音标标音并采用习惯上表示舌尖元音的符号 。东乡

语的塞音、塞擦音都是清辅音，本书用国际音标的浊塞音、浊塞擦音符号表示不送气

的清塞音、清塞擦音；用国际音标的清塞音、清塞擦音符号表示送气的清塞音、清塞

擦音。此外、本书的 表示后低元音

东乡语 蒙古书面语

在东乡语里，可以出现在音节末尾的辅音只有 这种情况

跟其他亲属语言很不相同。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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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东乡语 保安语土族语书面语

梳子

泉

叶子

跟蒙古书面语比较，词首的元音和音节末尾的辅音在东乡语

里有普遍的减音现象。如：

词首元音的减音：

东乡语 蒙古书面语

碗

穿

裤子

音节末辅音的减音：

忘记

背筐（背斗）

放、脱

钮扣

语法方面：基本语法范畴与同语族语言是很接近的。表达这

些范畴的手段和形式，同土族语、保安语尤为接近；名词的格有

主格、领一宾格、与一位格、从格、造格、联合格和不常用的方

面格、方向格八种。其中领格和宾格形式相同；人称代词的变格

跟名词有所不同。人称代词的领格、宾格相同，只是第一人称代

词的宾格除了和领格相同的形式以外，还有另一种形式

人称代词的造格形式通常有鄙视或侮辱的意味，一般很少使用；

动词以外的实词（包括形动词）作谓语时，必须借助助动词。在现

代蒙古语里，名词、形容词等作谓语，可以带助动词，也可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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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助动词。例如

这是红的东乡语： 。

这 是 红的

这是红或蒙古语： 的。

这 （有）红

在名词性谓语句里，主语和谓语之间，可以使用来自汉语的

“ 是 ”系词 。如：

他是学生。

除了代词主语之外，其他实词 可用充当主语时，系词

可不用。如：

东乡我们 是社长 人

我们的社长是东乡人。

词汇方面：包含相当数量的跟同语族语言同源的词；　　借词的

比例大，借词的多种方式，是东乡语词汇的显著特点。

东乡语没有方言的差别。根据语音和某些词语的差异，可以

划分三种土语：锁南坝土语、汪家集土语和四甲集土语。

锁南坝土语：分布在东乡族自治县境内的锁南、春台、坪

庄、免古池、大树、沿岭、大板空、东塬、百和等地 ；此外，

夏县、和政县说东乡语的人，也说这种土语。说这种土语的约

占东乡族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

汪家集土语：分布在东乡族自治县境内的汪家集、果园、那

勒寺、达板等地；在广河县、康乐县说东乡语的人，也说的是这

种土语。说这种土语的约占东乡族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

①这里所列的地名，是公社化以前的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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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集土语：分布在东乡族自治县境内的四甲、唐旺、考勒

等地；在永靖县说东乡语的人也说这种土语。说这种土语的约占

东乡族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

锁南坝土语普遍性比较大。在汪家集土语的一些词里，元音

常有卷舌的色彩。四甲集土语在个别词里保留了一些较古的读

音。例如：

锁南坝土语 汪家集土语 四甲集土语

牛

二

脸

这三种土语之间在一些词的说法上也有一些差异。这些差异

往往是由于有的地区使用了借词，而另一个地区仍使用固有词；

或者是由于使用了不同的借词和不同来源的借词造成的。例如：

锁南坝土语 汪家集土语 四甲集土语

（汉语借词） （固有词） 粘合

（汉语借词） （固有词） 犄角

（汉语借词） （汉语借词）

用心（在心）

（汉语借词？） （固有词）

木锨

（固有词） 汉语借词） 碎（小）

这些土语之间的差异是很细微的。这些细微的差别，不论是

读音、还是用词的不同，都为不同土语区的居民彼此所熟知。在

语法方面，这三种土语是很一致的。本书所用的材料以锁南坝土

语为根据。



第 6 页

语 音

一 元、

（一）元音音位

东乡语有七个元音音位，即：

。分别举例说明如下：

不圆唇前高元音：

来 我

大新 米

时，接近前元音

。例如：央元音

男性 这个

钥匙 身体

圆唇后高元音：

水山

五树、木头 十

音

和一个卷舌元音

不圆唇央元音。在词首或与元音 组成后响复合元音

；在词中或音节末以单元音出现时，接近

不圆唇后高元音：

鸡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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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匣袜子 子

次 刺刀

飞 丝

后，

直的肚带

尺子你

十新 七

工日本 作日

虱路 子

星，羽毛草

十年

母亲 杀

舅舅嘴

时，舌

身体 菜

芽子骨

后，读作元音 在舌尖辅音 舌尖元音

在开音节元音 里，即在舌尖后辅音

读 。例如：作舌尖后元音

有明显的复元音色彩。当圆唇后中元音。元音 它出现

；出现在其他在唇辅音后时，读音接近 辅音后时，读音接近

前时，读音接近 。例如：；出现在鼻音

和后响复元元音 与元音 组成前响复元音 音

位前移，读音接近前元 。例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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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在个别阿拉伯语借词里，如

其他元音相拼。例如：

十 耳套二

枣 猫

在汪家集土语里，元音

音也常有卷舌的色彩。例如：

锁南坝土“嫂” 语

锁“牛” 南坝土语

“ 锁南坝土语脸”

锁南坝土语“集，城”

（二）元音音位的特点

元音

带 写子

豌 再、又豆

徒弟雾

蓝（ 满足色）

（鸟 种山羊）嘴

经书锯

血 饱

口 长袋

瞎骂 子

泥 汤

笑锐利

卷舌元音。卷舌元音多出现在借词里，通常自成音节，

“灵魂”以外，不跟辅音或

可以出现在固有词里，而且其他元

在送气的塞音、塞擦音和清擦音后面，经常发生

清化现象，这种清化现象只出现在词的第一个音节里。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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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和 遍。如：

纽 睾丸扣

鸡 猪

白煮

新 秤

元音在闭音节里，即在辅音

疑印 心

嫂 扔

毛发高

蒸 镫

七年

太阳金

东乡语有二十八个辅音音位，即：

。分别举例说明如下：

双唇不送气清塞音：

蜂泉

我 饺子（扁食）

双唇送气清塞音：

抖 大麦

写 枪、炮

元音 也有清化现象，但是不如

前面时，一律发生鼻化，成

为鼻化元音，但不与口元音对立。例如：

二 、 辅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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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唇鼻音：

马 萝卜

眉毛肉

唇齿清擦音：

拴唇

次（指 方法量）

舌尖不送气清塞音：

盐 线

东，冬中间

舌尖送气清塞音：

金你们

糖兔

舌尖鼻音：

眼睛太阳

南

。如：

生命 信

利落编 ，敏捷

铜草

疯跳蚤 子

河 少

钢饭

是唯一可以出 在后元音现在元音后构成闭音节的辅音。

后读作舌根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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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叶子

肚 喇叭子

舌尖颤音：

回细

名 婚礼字

出现在舌尖元音后时，读音与舌尖后浊擦音相同辅音 。

如：

黄 （蒙古书 面语

桌子（蒙古书面语

舌尖不送气清塞擦音：

拴 墓马竿

总城，集 理

舌尖送气清塞擦音：

拉 搓断

聪明 醋

拉断 醋

舌尖清擦音：

学习月

思水 想

舌尖边音：

音位在锁南 。如：坝地区比较稳定，在其他地区多读为

舌面前不送气清塞擦音：

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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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恐

店，电

锯 头子

喂 枪

甜 铁勺

夜笑话

香，象耳环

厚

主咬 席

客人耳朵

茶你

明天

书

。如：

。

在临夏读为 、

弟弟

地主

舌面前送气清塞擦音：

舌面前清擦音：

舌尖后不送气清塞擦音：

舌尖后送气清塞擦音：

舌尖后清擦音：

新

尿

①从对比中可以看出，东乡 同元音 相拼时变为语的辅音

铁（”蒙“上（”蒙古书面语是 古书面语是

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汉话也有相同的情况，汉语标准音里的

。上列汉语借词的例子，是当地汉话原来的读音。恰好和东乡语的语音规律相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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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后浊擦音：

褥子绒

人 灵魂民

舌根不送气清塞音：

乳房重

病 瓜

舌根送气清塞音：

皮人 衣

谁 坎肩

舌 根 清 擦 音 ：

炕红

莲年 花

舌根浊擦音：

马 蛇驹

青蛙 肥 、

小舌不送气清塞音：

鸡钉子

贼 田地

小舌送气清塞音：

火手

炒 酸

喉门清擦音：

一十 同

他， 睡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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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面擦音，主要出现在词中各音节首。如：

身体富

弟兄 拉

双唇擦音，主要出现在词中各音节首。如：

五孩子

打猎（打围走 ）

是介于辅音和元音之间的音，或者叫作半元音。它和 们

在发音时只有很轻微的摩擦。

三、语音的结合

（一）复元音

东乡语的复元音按其结合成分可分为二合元音和三合元音。

二合元音按发音情况又分为前响二合元音和后响二合元音。

前响二合元 四个：音有 、 、、

放， ／摆，脱

菜 街

聋子 臭

肺背

坐 赶，住

宝搞 贝

下 算，数

斗骡子

、 、

骨伤

芽 夹衣，鸭子

三个：后响二合元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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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九

钥 迎接匙

瓦

瓜 棉花

）②
、

四个：

野生的（牲畜弟弟 ）

漂表

藏 污垢匿

舅六十

炕 旧

老实歪

后 哭

推 队

（二）音节结构

东乡语的音节结构规则有下面三条。

元音是构成音节的中心；辅音不能单独构成音节。

个音节里可以有两个或三个不同元音的结合，但是没有

不同辅音的结合。

结尾的一种闭 形式。音节只有以

下面以 表辅音（闭音节里结尾的辅 仍标出），以音

表元音，将东乡语的音节结构形式列表如下：

都标作 。

都标作 。

三合 （ （）元音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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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也可读作 拜兄弟

也可读作 孩子

两点说明：

第一 第一音节以后各音节和不包括辅音音节里的

里的 ，在固有 和词里不包括辅音

结尾的，但在闭音节只有以 极个别的词里，可以有辅音

结尾的情况。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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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重 音

东乡语的重音通常在词的最后一个音 “母节上。如：

“ 捉、拿 ”“这个”， “ 水 ”，亲”， ，

“太 “酒”。当在词干上加附加成分时，重音后阳”，

移。 “母亲”（领一宾 捉、拿格），如：

“ 互动态捉、拿（共 ”动一互动态）， （ 共 动 并

列副动词附加成分）。

东乡语有些词的第一音节里的元音有弱化和清化现象；而在

蒙古语里存在的后续音节元音的弱化现象，在东乡语里极少出现。

这个情况对于确定东乡语重音的位置是很有意义的。

重音在东乡语里对于一些词还有区别词义的作用。例如：

衫 扇子子

豹包子 子

曾阿訇 祖父

编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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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汇

一 、词 汇的 特点

（一）东乡语的根词多数是单音节和双音节的。多音节的

词，除了少数现代汉语借词之外，多是派生词。在蒙古书面语里

是双音节或多音节的词，在东乡语里有不少缩减为单音节或双音

节的例子。如：

东乡语 蒙古书面语

咳嗽

鸡

碗

左

坐，住

（二）东乡语里同音词的数量较多。同音词里有的原来是读

音不同的汉语借词，到东乡语里变成读音相同的；有的是由于固

有词和汉语借词的读音巧合，而成为同音的；有的原来是不同音

的固有词，由于音变而成为同音的。分别举例说明如下：

汉语借词读音原来不同，但到东乡语里变成读音相同的：

江，浆，刚才 菊花，计划

冬，东，洞 香，象，乡

固有词和汉语借词的读音巧合，而成为同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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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固有词），店，电（汉语借词）

弟弟（固有词），窖（汉语借词）

墙（固有词），党（汉语借词）

原来是不同音的固有词，由于音变成为同音的：

类似的同音词在其他亲属语言里也可以找到。如保安语的

“ 穿 ，飞 ”， 羽毛，星”。但是，跟蒙古书面语比

较，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词原来并不同音。

（三）在同语族各亲属语言里，东乡语吸收的汉语借词最

多，有些在大多数亲属语言里使用固有词的，在东乡语里已采用

了来自汉语的借词。如：

东乡语 土族语蒙古书面语 保安语

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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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铜

（经） 书

二 、 词 汇 的 组 成

东乡语的词汇主要由与各亲属语言同源的固有词和借词组

成。

（一）与各亲属语言同源的固有词　　东乡语的词汇里包含一

定数量的与各亲属语言同源的固有词。现就东乡语跟蒙古、土族、

保安、东部裕固、达斡尔等语言在语音和意义上基本相同或相近

的词，列表举例如下：

东乡语 蒙 土族语古书 保安语 东部裕 达斡尔

固面语 语 语

马

名字

年龄

我

认识

音

在。如：

东乡语 华 蒙古语夷译语

阿蛮 嘴

安坛 金

同源词在东乡语里还保持着比较早的语音形式。除了词首辅

的存在和小舌音的保留以外，词末的鼻音 仍稳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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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纳舌阑 阳

眼你敦 睛

答 盐不孙

赤孙 血

华夷译语

儿子可 温

克 （气）

风

土儿 萝卜麻

抹儿 路

（二）借词　　东乡族人民在祖国各民族的大家庭里，长期和

其他民族友好相处，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建立和发展

彼此的联系和合作关系。民族间的亲密交往，对于东乡语的发展

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从历史上看，东乡族人民从其他民族的语言

里，首先是从汉语里，不断地吸收新词，成为丰富和发展东乡语

词汇的重要手段。因此，汉语借词不仅成为东乡语借词的主要组

成部分，而且在东乡语的词汇里占有重要的地位。除了汉语借词

以外，还有一些反映宗教生活等方面的阿拉伯语或伊朗语的借

词。

汉语借词　　由于东乡族和汉族、回族长期交往，在共同的

社会斗争和生产活动中语言互相影响的结果，东乡语很早以前就

吸收了相当数量的汉语借词。特别是解放以后，许多反映新事

物、新概念的汉语词，很自然地被吸收到东乡语里，为东乡族人

蒙古语东乡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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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所习用。

这些汉语借词数量大，范围也广，对东乡语词汇的丰富和发

展起着显著的作用。汉语借词按借入时间的先后，大致可以分为

早期借词和近期借词两种。

）早期汉语借词　　早期汉语借词至少是在解放前吸收

的，这类借词使用的时间比较久，涉及的范围也很广。主要包括

生产和生活用具、文化活动、社会职称、亲属称谓、单位名词和

十以上的数词等。例如：

铡刀 钻子 玉米（包谷）

棉花 板凳 扫帚

茶 奶 白菜

醋 衫子 衬衣（汗褟儿）

坎肩 鞋 笔

书 算盘 信

老师 学生 徒弟

县长 哥哥 爷爷

姑姑 舅舅 两

斤 亩 斗

十升 三 九十九

千

（ ）近期汉语借词　　近期汉语借词主要是解放后吸收的，

这类借词使用的时间不长，有的在群众里使用的还不很普遍。这

些借词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生产活动等方面的新词

语。例如：

百 万

革命 模 代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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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 批评 思想

会议民主态度

计划 分配团结

会计工分 生产

公合作社 公司社

广 文化电话播

师 扫盲 夜校范

拖 化肥拉机 水库

共产水利 社会
主义 主义

水土 电话会议保持

东乡语吸收汉语借词用以下几种方式。

）音译　　这种方式就是按照或基本上按照当地的汉语读

音吸收借词。例如：

政民族 社员 府

袜 鞋子公社

九十十 枣红六

桃红 很 一起、一同，非常

小（ 最

。如， ：

（原借词 搞）“搞”

（原借“绑 绑” 词）

（“背” 原借 背词）

“接 （原借词） 接”

单音节借词作为动词使用时，要在原借词的后面附加东乡语

派生动词的附加成 和主要使用在汉语借词上构成分 ，

动词的附加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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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 贴、粘原借词）

“编”（原借词） 编

拉“拉”（原借词）

“ 堆堆”（原借词）

双音节借词作为 “做”。动词使用时，要借助于助动词

如：

（ 解放原借词“解放” ）

（原“ 发展发展” 借词）

“帮助” （ 帮助原借词）

“开 （原借词） 开会会”

）音译加注　　这种方式就是按照汉语读音吸收借词，然

后再加上本民族语言的词，作为注解，说明借词所表示的事物的

种类。例如：

苹
“苹果 （果子）”

果

“松树 松（树） 树”

（ 骒骒马” 马马）

“黄 （河） 黄河河”

这种音译加注的方式往往和单纯的音译方式同样使用。

）半音译半意译　　这种方式就是按词的一部分通过音

译，词的另一部分通过翻译的办法吸收借词。这类词多是合成

词。例如：

“宝贝” 宝石“石头

“ 奶皮奶子 “皮”）”

“雨 毛毛雨“毛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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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或伊朗语借词　　过去在宗教的影响下，东乡语还吸

收了一些反映宗教生活、精神活动和自然天体等方面来自阿拉伯

语或伊朗语的借词。这些借词一般都采用音译方式。例如：

古兰经（阿） 经（阿）

领拜人（阿） 星期五、聚拜（阿）

宇宙（阿） 灵魂（阿）

天（伊） 地（伊）

（三）东乡语里有一些跟同语族某些或大多数亲属语言不

同，但是跟突厥语族的语言相同或相近的词。这些词表明，东乡

语里保留着早期的突厥语借词。例如：

石雾 头 青蛙 杏

东乡语

维吾尔语

（汉语借词撒拉语 ）

蒙古书面语

土族语

保安语

东部裕固语 （汉语借词）

三 、 简 要 的 构 词 法

东乡语构词的方式可概括为派生法和合成法两大类。

（一）派生法　　派生法就是由词根粘着构词的附加成分派生

新词。东乡语里，所有属于单纯构词的附加成分都有一定的局限

性，其中有的构词能力比较强，有的构词能力很差。下面列举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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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序的先后。

名词的派生：

“牲畜” “饲养牲畜的人”

“谎话” “爱说谎的人”

“鼻子” “爱流鼻涕的孩子”

“尿” “爱撒尿的孩子”

（

“走” “走法”

“痛 “痛的情形”

“钉” “钉子”

“解大便” “粪便”

“玩” “玩具”

“烧” “燃料”

“笑” “笑话”

）由形容词也可以派生名词，但是这种派生词很少。如

“大 “长辈”。”

形容词的派生：

“爱哭“哭” 的”

“羞” “怕羞的”

“ “满的”满”

“开” “张开的”

词附加成分时，尽量考虑到各种附加成分构词能力的大小，安排

）由名词派生名词的附加成分主要有：

）由动词派生名词的附加成分主要有：

）由动词派生形容词的附加成分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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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 “易受冻的”

“醒” “醒了的”

“生命” “有生命力的”

“学问” “有学识的”

“下” “下边的”

“上” “上边的”

“以前” “以前的”

“以后” “以后的”

“左” “左边的”

“右” “右边的”

“ 话 “多话的”

“嘴” “嘴馋的”

“梳子” “梳”

“羊羔” “下羔”

“蛋” “生蛋”

“带子” “系带”

“鞭子” “鞭打”

“锯” “锯”

（ ）由名词（包括方位名词）派生形容词的附加成分主要

有：

动词的派生：

由名词（） 派生动词的附加成分主要有：

（）由形容词派生动词的附加成分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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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变黄”

“黑” “变黑”

“好” “变好”

“大” “变大”

“白” “变白”

“漂亮” “变美”

“ 厚 “变厚”

“红” “发红”

“ “变松”松”

“变“薄” 薄”

“绿 “变绿””

“母亲” “父亲”）双亲

“哥哥” “弟弟”）兄弟、朋友

“ “弟弟”）姑嫂姐姐”

“姑娘” “弟弟”）妹妹

“亮” “蓝”）浅蓝

“花“太阳” ”）向日葵

“ “粪”）耳屎耳朵”

“粪 “叉子”）粪叉”

（二）合成法

合成法主要是用并列和限定两种关系，把两个或两个以上不

同的单纯词组合在一起构成新词。

并列关系的合成词：

限定关系的合成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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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乡语的词汇，除了用派生法和合成法构成的派生词和合成

词以外，还有一种叫做谐音词。

谐音词主要用重叠名词词干形式并变换后一形式开头的辅音

的方法构成。谐音词表达的意义，以构成这个谐音词的原词干的

意义为核心，但比原词干的意义广泛。举例说明如下：

以外的辅音原词干形式开头的辅音是 时，谐音词后一成

分开头的辅 。 如：音变换为

“衣服等物”“衣服”

“小“孩子” 孩子等”

“帽 “帽子等物”子”

“肉等“肉” 食物”

有的形容词也可以构成谐音词。构成谐音词以后具有名词的

意义。如：

时原词干形式开头的辅音是 ，谐音词后一成分开头的辅

音变换 。如：为

原词干形式词首为元音时，谐音词后一成分开头的辅音为

：。

“金” “金子等物”

“大大小“小” 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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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法

一 、 词 类

词类是指词的基本的语法类别。词的基本的语法类别，是根

据词的形态特征和意义划分的。

在东乡语里，根据词的形态特征和意义，可以把词首先分为

实词和虚词两大类。

实词是指称客观事物或现象以及事物的各种属性和状态的

词。这些词都可以在句子里独立运用。实词根据其形态特点和意

义可再分为名词、代词、数词、形容词、动词和副词六类。为了

便于说明各类词的形态变化和句法功能，我们把名词、代词、数

词和形容词又称为静词。

虚词是用来表示实词间的各种关系，表明实词在句子里的地

位和作用，赋予实词或句子以某种规定的意义或情感色彩的词。

这些词不能独立运用。虚词根据其功能，可分为后置词、连词、

语气助词和叹词四类。

东乡语的词包括实词和虚词共有十类。现将各类词的主要特

点分述如下。

（一）名词

表示 “ 马 ”，“ 人 ”，具体或抽象的事物。如：

“ 树 ”， “思想”。名词可以和名词、代词、形容

词、数词以及动词结合，但是不能和副词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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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里有一类用来表示事物单位的词，通常叫做量词，我们叫

它单位名词。单位名词一般只跟数词结合，而且只有和数词结合

时才起单位名词的作用。 五“一斗”，如：

内”“桌上 ； ，

“外”，

宾格形式的，的名词可以是领 如

“门外 。

““现在”， 明天”，

等等。

（二）代词

代词是能起代替作用的词。如：

大家谁”， ”，

代词在句子里一般没有限定成分。

（三）数词

表示数目或与数目有关的意思。如 “二”，：

十 十五” “第六”，，，
第三”，

“两个人。

（四）形容词

表示事 “红 ”，物的属性或特征。如： “大”，

五 斤斗

“十张”。单位名词离开数词一般只有普斤”， 通

十 张

名词的作 “ 大斗”， “ 小升”。用。如：
小 升大 斗

名词里还有一类用来表示方位的词，我们叫它方位名词。这

类名词可以单独 “上”，使用，也可以和普通名词连用。如：

抽屉内”；

“门外”等等。方位名词前面

“桌上”，

和方位名词类似的还有一种常用来表示时间的名词。如：

““以前”， 早”

“ “这 个我”，

“自己”。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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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有生命的”， ”。

（五）动词

表示事物的运动、变化、存在以及人和动物的动作、人的精

神活动、心 “变大” “有”，理感受和生理变化。如：

““ 想 ”， 疼”，“ 跑 ”， “生长”，

“笑”。动词可以和动词、名词、副词结合。动词和静词在形态

上有很大差别，动词具有另一套形态体系。

（六）副词

表示事物运动、变化的状态或某种现象的程度和范围。如：

“一“好 同”， “慢慢好地”， 地”，

“最”。副词可以和动词结合；有的可以和形容词结合。

（七）后置词

后置词缺乏明确、具体的词汇意义，用在实词的后面主要表

示其所依附的实词（或词组）和另外一个实词的关系。例如：

象石头一样硬。

石头 硬（后置词）

）连词

连词用以连接词和词或句和句。东乡语的连词不多，而且不

经常使用。例如：

一辆车子和一头牲口。

和（车子 连词） 牲口

（九）语气助词

语气助词一般不能单独使用，通常和实词或句子结合，给该

词或句子以某种规定的语气。例如：

这是你的书吧？

你这 的 吧（是 语书 气助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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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那 庄 语气助词〕 好 不 做稼 买卖

那个人庄稼、买卖啦不好好地干。

（十）叹词

叹词没有具体的词汇意义，它既不能直接组词造句，也不能

在语法上对其他的词起任何辅助作用。叹词在句子外边，表达各

种情感色彩。例如：

现在 你 到说

好！现在轮到你说了。

噢！　　我知道了。
我 知道

二、实词的语法范畴和形态

东乡语的词除了副词以外，实词有各种语法范畴和与之相应

的形态标志。如静词有数、格等范畴；动词有态、式、时、体等

范畴。在东乡语里各种语法范畴主要以形态手段表达。蒙古语族

语言的形态手段，传统上叫做粘着法。构形成分具有单一的语法

意义，并且粘着在充当一个句子成分的实词或词组后面，以及词

干内部语音形式基本不变的特点。

由于各种有关的形态标志可以递加在同一个词干上，后一种

标志不仅和词干有关系，而且也和前面的标志有关系。对于任何

构形成分来说，前面它所依附的部分都是词干。但是，从词干的

角度分析，就要看是否包括构词以外的成分。不包括构词以外的

成分是基础词干 ；包括构形成分而对后续的成分起词干作用

①以下凡提到词干时均指基础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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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叫派生词干。派生词干按照递加成分的多少，可以有第一派

生词干，第二派生词干，⋯⋯如：

构形基 形成分础词干 成分 构形成分 构 ⋯⋯

派生词干

派生词干

有一些成分，比如名词的复数标志，动词的各种态的标志，

它们虽然赋予词干以特定的语法意义，但是没有指明句法结构的

功能。因此有人主张作为构词成分划入词干；有人认为是构形成

分不划入词干。我们暂把凡是用以表示各种语法范畴的形态标志

都作为构形成分。现将实词的语法范畴和形态标志分别说明如

下。

（一）名词

名词有数、格、反身领属和人称领属等范畴。

数的范畴　　名词有单数和复数两种形式。单数在形式上跟

名词词干形式相同；复数的标志是 。例如：

单数 “人” 复数

“马”

“树”

“桌子”

东乡语名词的复数标志在强调可数事物的复数时使用。但

是，名词前面有数词修饰时，名词复数的标志一律省用。如：

（个）人” 五 （匹）马， 。

有的词所表达的事物本身不能计数或从上下文很容易判断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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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不能计数）流着。”

星星（复数）出来了。

“星星（单数）坠落了。”

在表示人的称谓、亲属称谓和人名的词后，可以加复数标志

，表示以所指称的人为代表的一群人。如：

“书记“书记” 等人”

“ “哥哥等人”哥哥”

“阿布都等人“阿布都” ”

复 代替，也不能省不能用另一个复数标志数标志

用。它有表达复数的作用，也带有一定的构词色彩。

格的范畴　　名词的格用以表示该名词和其他有关实词的关

系。东乡语的名词有主格、领一宾格、与一位格、从格、造格、

联合格、方面格、方向格八种形式。

主格　　主格的名词在形式上和名词词干相同。主格的功能是

多样的，它和其他格的功能的主要区别是：

和动词结合，作为该动词所表达的行为的主体。如：

客人来了。

客 来人

羊病了。

事物的数时，名词复数的标志也省用。如：

羊 病

和静词结合，作为被表述的对象。如：

哥哥是干部。

干部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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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
山 高

牛 六头。（是）

牛 是 六

其次，主格形式的名词还可以和领一宾格形式的名词一样，

和动词结合，作为该动词所表达的行为所支配的客体。例如：

我吃过饭了。
饭我 吃

你写信！
写你 信

主格形式的名词，主要是方位名词，还可以和与一位格形式

的名词一样，跟动词结合，作为该动词所表达的行为的补充，说

明行为或状态发生、存在的时间或地点。例如：

我住在北京。

我 北京 住

你明天去！

你 明天 去

领一宾格　　领一宾格的形态标志是 领一宾格形式的名

词和另一个名词结合时，表示带领一宾格的名词所表达的人或事

物领有后面的名词所表达的人或事物。例如：

学生的书包
学生 书包

妈妈的女
妈妈　　　　女儿

领一宾格形式的名词和动词（形动词除外）结合时，一般作

为该动词所表达的行为所及的客体。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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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我说书记 记住

书记说的我全记住了。

作为形动词所表达的行为所及的客体：

草 锄 人 回 来

锄草的人回来了。

与一位格　　与一位格的形态标志是 。与一位格形式的名

词和动词结合时，给予该动词所表达的行为或状态以各种补充的

意义。

表明行为或状态发生的时间：

你们 两点钟 开会 去

你们两点钟都开会去！

表明行为或状态发生或存在的地点：

这块地将要种麦子。

你看我的书

我的你 书 看

我骑这匹马吧

马我 这 骑

领一宾格形式的名词和形动词结合时，有两种关系。

作为形动词所表达的行为或状态的主体：

我 天明 回 来时候 才

我天明的时候才回来呐。

这 地 种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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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在锁南坝。

水没到脖子上了。

来

天 经热这 热 受 不能

今天热，热得受不住。

次（这 回 长）大 雨 麦子

由于这场大雨麦子长了。

表明行为涉及的对象：

你问你哥哥

你 哥 问哥

这你 信 队长

你把这封信交给队长！

我 他 衣服

他把我的衣服夺去洗了。

从格　　从格的形态标志是

我 住锁南坝

表明行为或状态所达到的程度：

水 上脖子

表明行为或状态发生的原因：

给

与一位格形式的名词所表达的人或事物，还可以作为使某人

或物被动地接受的某一行为的主体。例如：

夺 去 洗

。从格形式的名词和形容词结

合时，该名词所表达的人或事物用作和某种性质或状态比较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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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例如：

比雪白

比马快

从格形式的名词和动词结合时，该名词所表达的事物给予动

词所表达的行为或状态以各种补充的意义。

表明行为或状态发生的时间：

天 去这你 学校

你从今天起到学校去！

八我们 点 做钟 工作

我们从八点钟起工作吧

表明行为或状态发生的起点：

我从东乡来。

我 东乡 来

表明通过的途径：

我从大路走。
我 大 路 去路

表明行为或状态发生的原因或来由：

这病从酒上得的。

酒这 得病

这姑娘怕狗。
姑娘 狗这 伯

造格　　造格的形态标志是 。造格形式的名词只和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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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用钢笔写

写你 钢笔

你让（用）马拉车子。

马 拉你 车子

表明制作的材料：

我 花 新布 布 衣服 做

我用花布做了新衣服。

你用木头做桌子！

你 木头 桌子 做

表明行为或状态发生的原因或根据：

我 人 说东 好东乡 乡 话

（因为）我是东乡人（所以）东乡话说得好。

联合格　　联合格的形态标志是 。联合格形式的名词和动

词结合，在给动词所表达的行为或状态以限定的意义的同时，还

和该名词前面的另一个名词有联系，联合格形式的名词所表达的

人或物通常作为另一个名词所表达的人或物的伴随者。例如：

结合，给予该动词所表达的行为或状态以各种补充的意义。

表明实现某一行为所凭借的工具或役使的牲畜：

绵 草羊 山羊 一同 吃

绵羊和山羊在一块儿吃草。

我 父 一同 去亲

（让）我和我父亲一同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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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格　　方面格的形态标志 。方面格形式的名词和动是

词结合，表明动词所表达的行为或状态发生或进行的地带。例

如：

绵羊 山坡我们的 草 吃

我们的绵羊在那山坡吃着草。

我要从这条路走。

我 这 路 去

。方向格形式方向格　　方向格的形态标志是 的名词和

动词结合，表明动词所表达的行为或状态进行的趋向或发生的地

带。例如：

那 倒洋芋 这 口袋

把那洋芋（马铃薯）往这口袋里倒！

那你 山 去 找

（往）你 那山上去到 找

我 那里 走 衣 来服 拿

我若打（从）那里走的话， （顺便）把我的衣服取来。

格的标志可以直接加在词干上。如果名词为复数形式，格的

标志必须加在复数标志后面，即加在派生词干上。例如：

“人” “人的”

们 人们 的人

反身领属范畴　　反身领属的形态标志是 。反身领属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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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通常结合着格的标志使用，并且加在格的标志后面。

主格名词后面加反身领属标志时，表示行动所及的客体。例

如：

你 哥 来哥 叫

你把你哥哥叫来（你把你自己的哥哥叫来）！

我跟我哥哥要吧！

我 要哥哥

领一宾格后面不能直接加反身领属标志。必要时，领一宾格

采取 的变换形式，然后才能接缀反身领属

标志。在这种情况下，原来领一宾格标志 只表示领属的意

义。加附加成分 之后，使原来的名词的意义转化为它所领

有的事物。但是，加反身领属标志以后，仍作为某一行为所支配

的客体。例如：

你 家 来（东西）的 拿

你 （东西）把你家里的 拿来！

与一位格、从格、造格、联合格的标志后面可以接加反身领

属标志。

与一位格的名词后接加反身领属标志：

我跟我哥哥说了。
说我 哥哥

从格的名词后接加反身领属标志：

我要问我哥哥。
我 哥 问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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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跟你哥哥一同来！

你 一哥哥 来同

习惯上把名词的反身领属范畴叫做名词的反身变格。正如上

面所说，格的范畴和反身领属范畴虽然有一些联系，但是，对这

两种范畴的语法作用应该区别开来分析认识。

人称领属范畴　　名词的人称领属范畴和反身领属范畴有很

大的共同性，只是人称领属范畴的形态标志区别不同的人称和

单、复数。这些标志是由人称代词的领一宾格形式转化来的。列

表如下：

造格的名词后接加反身领属标志：

你用你的（自己的）钢笔写！
写你 钢笔

联合格的名词后接加反身领属标志：

各个人称的领属标志通常加在名词词干上使用。例如：

“马（我的）”

“马（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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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绳子（ 借 来领一宾格）

把他的绳子（他的）借来！

方位名词一般只用于指称各种空间方位。主要有：

马（咱们的）”

“马（你的）”

“马（你们的）”

“马（他、他们的）”

带人称领属标志的名词经常和领一宾格形式的人称代词修饰

我的马语连用，如 （我的）”。但是，更经常

的是只用领一宾格形式的人称代词作修饰语，省略人称领属标

我志，如 的马 。

第三人称领属标志是经常单独使用的标志。例如：

马（他的）跑了。

跑马

马 吃草

马（他们的）都在吃着草。

名词的人称领属标志也可以出现在格的标志后面。但是，绝

不能和反身领属标志同时使用。例如：

我 名字（ 写领一宾格）全

我把你们的名字全写上了。

这是我妈妈的荷包。
这 是 妈妈（领一宾格）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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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边“下 ”， “后边“ 上 ”， ”，”，

“外⋯前边，面前” “里边”，，

（夹缝）中间”边”， 哪里”，“中间”， ，

等等。

方位名词可以受普通名词的修饰；在个别情况下，方位名词

也可以直接作普通名词的修饰语。例如：

我两个月以后去。

我 去后月

哥 上房子衣服 这哥

哥哥的衣服在这房子上头。

他 住楼 上后 花园

他在后花园楼上住着。

你 他进后门！让

你 后他 门 进

方位名词在句法上通常跟动词发生关系，给该动词所表达的

行为或状态以各种补充的意义。方位名词除了以主格形式和动词

结合以外，还可以带从格标志。

主格形式的方位名词和动词结合时，指明该动词所表达的行

为或状态发生或存在的地点。方位名词用于这种意义，偶然可带

与一位格标志，但在习惯上一般不用。例如：

你到这个楼上来！

上 来楼你 这 上

你到哪儿去？

去哪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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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格形式的方位名词和动词结合时，指明该动词所表达的行

为或状态的发端或来源。例如：

你从哪儿来？

你 哪里 来

我 回 来父亲 上地

我父亲从地里回来了。

用于这种意义的方位名词也可以用主格形式表示。如：

物件 车子 上 下

把那东西从车子上卸下来

方位名词可以带人称领属或反身领属标志。如：

打主人 身 上 好 地方地

没有也

地主打得他身上一块好地方也没有。

上 写你 桌

你在你自己的桌上写！

方位名词修饰其他名词时，通常带有附加成分

块

如：

下地 麦 田水 放

天 上 雨水 放水窖

把地下水放到麦田里，把天上的雨水存放到水窖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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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这个附加成分的方位名词经常作普通名词使用，具体表达

某种事物。如：

成（不能手 下 各处 找 ）

他手下的人们各处找也找不到。

朋友，你是哪儿的？

哪朋友 你 里

另外，在这里介绍一下关于“双重格”的问题。

从东乡语的材料来分析，一般地区分构词成分和构形成分是

可能的。但是，区分这两种成分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

在区分构词和构形成分的时候，有两种情况应该引起注意。

一种情况是有的成分兼有构词和构形的双重作用，比如动词的态

和名词的复数标志。 ，用来表示以某人为特别是复数标志

代表的一群人。如： 书记” “书记等人”。

这个标志不仅表明它所接缀的词干是复数形式，而且使词干的词

汇意义有所改变。

另一种情况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认为存在构形和构词

成分的互相转化。比如，在蒙古语族的研究著作里，有人称为双

重格的情况，在东乡语里就有这种转化的性质。东乡语里没有在

某种格的标志后边直接接缀另一种格的双重格形式，只有在一种

格的标志后边，接缀带有构词作用的成分 之，，

后，再接缀另一种格的标志的形式。有人把这种形式也叫做双重

格。但是，这种形式所表达的意义，并不是两个单纯格原来意义

的综合，同时词干的意义也有显著的变化。例如：

你 我 哥哥（领一宾格 领一宾格）看

你看我哥哥的（读物或其他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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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领这 粮食你 一驮 仓库（与一位 宾格 格）

驮

你驮完了这些粮食，驮仓库里的（粮食）！

从以上的例句可以 “哥哥”和清楚地看到：

把哥哥的（东西） ， 仓库”和

“把仓库里的（粮食）”已经不再是同一个词。紧接词干的

和 原来是构形成分，但是，在它们后 之面接了 ，

后，它们的作用和功能就有很大改变。真正表达格的语法意义、

担负格的功能的仅仅是最后的成分 。因此，我们在分析东乡

语的语法范畴时，没有采用双重格的说法。进一步分析这种现

象，对于如何认识形态的性质，如何区分构形手段和构词手段，

是很有意义的。

（二）代词

代词按意义分为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确定代词

和反身代词五种。除确定代词以外，其余四种代词都有单数和复

数的不同形式。这五种代词都可以和名词一样带各种格（方面格

不用）的标志。

人称代词　　人称代词的复数和格的形态标志跟名词的有关

标志基本相同。但是，第一、二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不用或不单

纯用形态标志表现。第一人称复数形式分为排除式和包括式两

种。第二人称单数形式和复数形式用不同的词表达。单数第一人

称代词变格时，以 和 两个词干交替出现。

人称代词的数和格的形态标志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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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代词的格也是用以表示代词和其他有关实词的关系的。

但是，人称代词的格所表达的意义比较单纯，举例说明如下：

主格形式的人称代词和动词结合时，只能成为该动词所表达

的行为的主体。例如：

我来了。

来我

你去！
你 去

主格形式的人称代词和静词结合时，作为被描述的主体。例

如：

我是学生。

我 学生

你聪明。
明你 聪

与一位格或从格形式的人称代词和动词结合时，只表明动词

所表达的行为针对的对象。例如：

你给我！
我你 给

你问他！
你 他 问

从格形式的人称代词和形容词结合时，代词所指代的人用作

与某种性质或状态比较的对象。例如：

我比你高。
你我 高

你比他好。
他 好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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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格形式的人称代词很少使用，使用这种形式时，往往含有

鄙视或不满的情绪。例如：

种我你 地

你难道拿我（当牲口）种地吗？

领一宾格或联合格形式的人称代词和形式相同的名词的用法

大致相合，可参见名词的有关说明。

第三人称代词 经常被 代指示代词

通常有不满或鄙视的替。使用 意味。例如：

他什么也不是（不怎么样）。

什他 么 不是

他能把我怎么样
我他 如何做

“这指示代词　　指示代词有 个”，个”，

“那些“这些”， ”。指示代词代替名词时，都可以指代具

体事物 还可以指人。；

指示代词在和其他实词，特别是和名词结合时，跟人称代词

的用法不完全相同。主格形式的指示代词和后面的名词结合时，

可以作为名词表述的主体，也可以作为名词的修饰语；而主格形

式的人称代词，只能作为名词表述的主体。例如：

这是桌子。

这 桌是

这张桌子是木头的。

桌 是这 木头的

我是干部。

我 是 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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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代 么词　　疑问代词有 “ 谁（ 指 人 ）”，

（指人以外的生物或非生物）”。疑问代词的复数标志和格的标

志跟名词相同。

但是，疑问代词习惯上不使用复数标志表示复数的意义。通

常以重叠同一个疑问代词表示泛指的复数。例如：

谁（任何人）都知道了。
谁 都 知谁 道

什么（任何东西）都没有了。

什么 什么 没有

确定代词　　确 “大家”，定代词有 “个别

的（一个人）”，等等。确定代词没有复数形式，但是，可以和

名词一样带各种格的标志。例如：

指示代词可以和名 和词一样带各种格的标志。

在 “这个”词干末尾的元接缀格的标志时，可以有增音现象；

音，在不增音的情况下，接缀与一位格的标志时脱落。如下表：

社干 员 大家 来部 全

干部、社员们大伙儿都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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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去你 我们 大家

你领着我们大伙儿去！

我一个人走吧！
我 去一个人

反身代词　　反身代词有 “自己”，

“我们”自己（复 我数）”； ， 四个。

这些反身代词都可以接缀各种格的标志。

经常 使 用 。 例和 带着反身领属标志

如：

我自己做吧！

我 自己 做

说 自己 为何 说尽你 人家 不

你尽说别人，为什么不说自己？

只能在引语和 里使用。例如：

去 嫂 说 我那 孩子 子

饼 做五

那孩子去的时候跟他嫂子说：“给我做五个烧饼！”

说他 明们 我 天们 城 去

他们说：“我们明天进城去。”

（三）数词

数词按意义和构成方法，可分为基数词、序数词、分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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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数词、集合数词五种。

基数词　　表示人或事物的基本数量的词。十以下的基数词

“是固有词。如： ， “三”，一 ”，

四”， “ 六”， 七”，五 ，

“十”。“ 九 ”，，
十以上的基数词一律使用

十一汉语借词，如： “十五”，，
十九”，

九“ 十五十 ，二十 ，
，

百 千
，“九十九 ， ”，

“万”。

序数词　　表示人或事物的次第的词。序数词通常使用汉语

“第“第一”， “第二”，借词。如： 三”，

“第十”，等等。在人的排行上，通常用基数词接缀附加成分

““老二 老三””，表示，如： ， “老五

但是“ （“ 大 ”）。老大”说成

分数词　　表示事物几分之几的意思的词。分数词的分母和

分子都是基数，分母以从格形式表示，在基数词后加从格标志

。十以上的基如： 数（汉

个语借词）作分母，须在从格标志前加 。 如：

。分数词平常使用的机会不

多，一般使用其他的词表示 “一半”，约略的分数概念。如：

多一小一半 半， 。

概数词　　用以表达约计的数目。在十以下（一除外）的基

可以构成概数词后接缀附加成分 数。单音节数词（只有

的增音。双“二”）接缀这个附加成分时，有 音节的数

词接 一律脱落； 脱落以后，第缀这个附加成分时，词末的

二音节末尾的元音有的也脱落。列表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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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数词

两个二 左右

三三 个左右

四 四个左右

五个左右五

六个左六 右

七个七 左右

八个左右

九九 个左右

十 十个左右

“左右、上下”，或在基数词前

“大概”，也可以表示概数的意义。例如：

“十个上下”

“大概十五个”

“几个”、

“十以上”

“十几个”

“十多个”

基数词

在基数词后结合

用汉语借词

表示“稍多一些”的概数，是由基 “多一些、数词和

“以上”或 多个”组合构成。例如

两个相邻的基数词连用，如为十以上的基数则只以相邻的个

位数连用，也可以表示概数的意义。例如：

“两、三个”

“十五、六个”

集合数词　　表示人或事物的集合数的词。集合数词是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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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 （或落）加附加成分

“两个人”，

“五

“七个人”，

“十个人”。十以上

“个”。如：

从十里减少了七。

减少

你问老二！

你把这钱给那两个人！
你 钱 给这 二人

（四）形容词

形容词按意义可分为性质形容词和关系形容词。性质形容词

“重”等；关系形如 锋利 ， 硬 ， 容词

基本上 “有生命的”，是由其他词类派生而来的，如

“下边的”等。

性质形容词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表示减抑或加强的意义。

在性质形容词的词干上 ，表示比原来形接缀附加成分

容词减弱的意义。例如：

以外的基数词后（词干末尾的

一个构成。如： 人”，

“三 “四个人”，个人”，

六个个人 人， ，

“九个个人”， 人”，

的基数词（都是汉语借词）构成集合数词时，附加成分一律用

，而且在附加成分前边还要加

“十五个人” “三十个人”。，

数词可以和名词一样带各种格的标志。例如：

十 七

你 老 问二

“好” “稍好的”

“硬” “略硬的”

白” “发白的，苍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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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黄的，淡黄的”“黄”

在表示颜色的形容词里，还可以在形容词的第一个音节后

，面，嵌入音节 ，也表示比再在词干上接缀附加成分

原来的形容词减弱的意义。这种形式的形容词兼或具有对这种色

彩加以赞誉或喜爱的意味。例如：

“红扑扑的“红” ”

“黄 “黄橙橙的””

重叠同一个性质形容词可以表示加强的意义。例如：

红红的、通红的

“黑黑的、漆黑的”

重叠性质形容词的第一个音节，也可以表示比原来的形容词

更为强烈的意义。例如：

“新新的、崭新的”

“黑黑的、漆黑的”

形容词可以和名词一样带格的标志。例如：

我 哥哥 劳动 好 代表社员

当

我哥哥由于劳动得好当了社员代表。

形容词也可以接缀人称领属标志，在这种情况下，形容词一

定用作名词的意义。例如：

漂亮的 丑锅黑 抹

把（他们之中）一个漂亮的用锅黑抹上使变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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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动词

动词有态、祈使式、陈述式（体）、副动词、形动词（时），

确定为形动词的动词又可以有格、人称领属、反身领属等语法范

畴。按其语法功能可将动词的语法范畴归纳为三个类型，即三种

形：终结形，包括祈使式和陈述式；连接形，包括各种副动词；

多能形，包括各种形动词。表达这三类功能的标志在运用时不能

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动词词干后，在句子里的动词只能接缀其中的

一种，以表明这个动词在句子里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各范畴的标志跟词干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可 页的以用第

表说明。

这表说明，一个动词实际上最多只能一次按表里的序列接缀

四种范畴的标志。由于态的标志可以重叠，所以接缀形态标志的

数目可以多于四个。

下面按照表里排列的次序，逐一说明动词的各种范畴及其表

达方式。

态的范畴　　按照粘着的次序，态的标志紧接动词词干。属

于动词的其他一切语法形式，都必须附加在带有一定态的词干

上。

态的范畴按其语法意义和形态标志有三种。

）主动态　　表达主体主动或自动进行的行为。主动态的

形式和动词词干相同。例如：

“看 “说， 走，

共动一互动态　　表达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共同或相

互进行的行为。共动一互动态的形态标志是 。例如：

我们正在一齐写。

我们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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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动态　　表达主体促使另外的客体（人或物）实现的

行为。 。例如：使动态的形态标志是

你把他叫醒！
他 醒你

哥我 衣 穿服 哥

我要让（我）哥哥穿这件衣服。

态的形态标志可以重叠或累加使用。例如：

你 这 事 他 知道

你让他使他（另一个人）知道这件事！

你们 来孩子们 学校

你们都让你们的孩子们全到学校里来！

式的范畴　　带有式的各种形态标志的动词，在句子里是最

后的 个实词，所以把这种形式的动词叫做终结形的动词。终结

形的动词所表达的行为的主体，都用主格形式的实词充当。

按照意义和表达方式的特点，式的范畴分祈使式和陈述式两

种。

你们一齐看！
你们 看

公牛 牴

两头公牛正在相牴。

两条狗在咬架。
狗 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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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使式　　有志愿式、命令式和希望式三种。

志愿式　　主要表达说话人的愿望或请求；　　当说话人要求别人

共同实现某一行动时，含有呼吁或建议的意义。形态标志是

例如：

我去
我 去

咱们（一起）走吧！

咱们 走

志愿式动词后边，可以使用语气助词表达更迫切的语气。如：

（让） （请求）我去吧

我 去

我去啦！（决定）

我 去

命令式　　主要表达说话人对于听话人的命令和要求。命令式

用动词词干或带有语态标志的派生词干形式表示。例如：

你来

你 来

你们（一同）来！

你 来们

你让你弟弟来！
来你 弟弟

命令式动词后边，可以使用语气助词表达更进一步的命令语

气。如：

你来呀！
你 来

你来嘛！
你 来



第 62 页

希望式　　主要表达说话人希望别人来进行某项活动。形态标

志是 。例如：

让他做这件事情吧！
他 事这 做

让他去吧

去他

让他们（一同）去吧！

他们 去

（ ）陈述式　　陈述式动词有体的区别。不同的体分别用不

同的形态标志表示。

。例如完成体　　表达已经完成的行为，其形态标志是 ：

我看过了。
我 看

他走了。

走他

进行体　　表达在一定时限之内正在进行的行为，其形态标志

是 。

当句子里没有指明时间的词的情况下，进行体的动词表达正

在进行的行为；在有时间词的句子里，进行体动词的时限由时间

词规定。例如：

毛主我 席 著 看作

我正在看毛主席的著作。

来昨天 他 我 饭 吃

昨天他来的时候我正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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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我要看。（将要进行）

我知道。（持续状态）

这匹马踢人。（经常发生）

去年我去过兰州。

兰 去州

现在我正写信。

他去 睡

现在我知道了。

明天我到城里去。
去

我让他写完了。

他们正谈论着。

你让他们（一同）来！

未完成体　　表达尚未进行或即将进行的行为和处于持续状态

或经常发生的行为，其形态标志是

我 看

我 知道

马这 踢

由于体的标志不能明确表达时间界限，动词的时间要依靠句

子里其他的表达时间意义的词规定。如：

年去 我

现 我在 信 写

昨天 我

昨天我去的时候他正睡着。

现在我　　知道

明 我天 城

上述三种体的标志都可以接缀在各种态的标志后边。例如：

写我 他

他 说们

你 他 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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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体　　表达经常发生的行为， 。例其形态标志是

如：

这个孩子爱（经常）哭。

这 孩 哭子

的用法相这种形式与表达经常意义的未完成体标志 同。

因此可以交换使用。如：

或
这 马 踢

这匹马爱（经常）踢人。

副动词　　带副动词标志的动词必须跟后面的另一个动词发

生关系。副动词不能终止一个独立的句子，它或者与紧跟后面的动

词发生关系，或者隔着一些其他的实词和另一个动词发生关系。

这些副动词不管和后面另一个动词发生什么关系，都表现了它们

在结构上的共同 连接另一个动词。因此我特 们称征 之为连接

形。连接形各种副动词和其他动词的关系，归纳起来不外修饰关

系、并列关系和补充关系。前两种关系在具体运用中只能相对地

了解，往往没有绝对的界限。但是，一般以修饰关系为主；补充

关系只出现在个别情况下。

副动词根据各种形态标志所表达的主要意义和功能，分别称

为并列副动词、分离副动词、重复副动词、目的副动词、条件副

动词、让步副动词、选择一界限副动词七种。

）并列副动词　　并列副动词的形态标志是 。带

有这种标志的动词和后面的动词主要结成修饰关系，说明另一行

为进行的方式或原因。这种副动词和后面的动词所表达的行为通

常发自相同的主体，但是，也可以发自不同的主体。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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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着来了。

走他 来

想 哭 你白天 我 夜 我你 晚

想 梦

白天我想你想得哭；夜晚我想你想得作梦。

并列副动词还可以跟一些动词结成补充关系。在这种情况

下，并列副动词是动态意义的主要负荷者；后面的动词给并列副

动词以各种体和动态趋向等补充意义。如：

果子成熟了。
果子 来熟

他 家 喊 坐

他在自己家里叫喊着。

我起来了。

我 起 来

并列副动词和跟它有关的动词所表达的行为不是发自同一个

主体时，并列副动词的功能主要在于加强这一行为跟另一个动词

所表达的行为之间的呼应。在这种情况下，两种动作是并行的。

如：

牛 马进 出

让牛进（来了），马出（去了）。

并列副动词可以重叠使用，表达动态的延续或持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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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为 没 来有何

我坐着坐着时间真久了，他为什么没来？

我 说 说他 那样

耳朵话 不 进

我跟他说了又说，那话也没到他耳朵里去。

）分离副动词　　分离副动词 ，通常的形态标志是

还可以 后面出现在 和 有没有细微的差别

还值得进一步分析研究）。分离副动词和后面的动词结成修饰关

系，说明另一个动词所表达的行为发生在这种副动词所表达的行

为之后。这两个动作都通过同一个主体进行。例如：

去集 扫 把 来买你 帚我

你到集上去以后，给我买两把扫帚来（给我买两把扫帚以

后来）！

昨天 你 那 去 什么 做里

昨天你到那里去了以后做什么了？

）重复副动词　　重复副动词的形态标志是 。这种副

动词经常重叠使用。重复副动词表示持续或反复进行的行为，并

以此造成或引起另一行为或状态的发生。这些有关的动词所表达

的行为都通过同一个主体进行。例如：

我 坐坐 多实在 时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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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母亲 看 笑

他母亲看着看着笑了。

吃 吃孩子 饱

那孩子吃着吃着饱了。

重复副动词可以和并列副动词重叠。如：

骂 骂 气 到

骂着骂着生气了。

重复副动词还可以和分离副动词重叠。如：

看 回看

看了又看之后回来了。

）目的副动词　　目的副 。带这种动词的形态标志是

标志的动词和后面的动词结成修饰关系，说明后一行为的目的。

目的副动词和后面被修饰的动词所表达的行为，通过同一个主体

进行。例如：

我要游泳去。
我 游泳 去

他看戏去了。
他 戏 看 去

（ ）条件副动词　　条件副动词的形态标志是 。带这种

标志的动词和后面的动词结成修饰关系，说明后一个动词所表达

的行为发生的条件。有关的动词所表达的行为可以发自同一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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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也可以发自不同的主体。

条件副动词所表达的行为是后一个动词所表达的行为发生的

条件或原因。如：

（一）下雨庄稼（就）长。
雨 下 庄 长稼

太阳一晒草就要发黄。
太阳 晒 草 黄

条件副动词还可以表示后一个动词所表达的行为发生在它所

表达的行为实现之后。如：

回你 去 信我们 来

你回去以后给我们来信！

这 针男 这孩 男打 孩

生命 成

给这个男孩打了一针以后，这个男孩活了。

条件副动词还可以表示具有某种愿望的意义，即主体在实现

该副动词所表达的行为时，才能考虑进行另一个动词所表达的行

为。如：

这 老汉 说 我 夫妇

孩子 当没 儿子 走有 你

这个老汉说：“我夫妻俩没有孩子，你（愿意）当我儿子

”的话，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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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副动词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单独（不跟其他动词结合）

使用，这时条件副动词具有虚拟的语气。如：

天天 上上 高

地 硬进 地

上天，天高；入地，地硬。

）让步副动词　　 （或让步副动词的形态标志是

。带这种标志的动词和后面的动词结成修饰关系，这种

关系的实际意义是：不管副动词所表达的行为实现与否，后一个

动词所表达的行为都必然进行；或者副动词所表达的行为实现与

否，和后一个动词所表达的行为恰成对比。这两个动作通常发自

不同的主体。例如：

明天 下雨 不 下 我 去

明天下不下雨，我都要去。

你 多少 说 不 听我

你说多少遍，我也不听。

让步副动词可以用作跟分离副动词相同的意义，即表示副动

词后面的动词所表达的行为发生在该副动词所表达的行为之后。

如：

你 看 有 看 去愿戏 望

你想看戏（有看戏的愿望）的话，看去吧！



第 70 页

昨天 去你 怎么做

你昨天去了以后怎么做了？

这 回孩子 来 睡才

这个孩子才回来就睡了。

）选择一界限副动词　　选择一界限副动词的形态标志是

。这种副动词表示选择的意义时，跟后面的动词结成并列

关系，两个动作发自同一个主体；表示界限的意义时，即表示另

一个动词所表达的行为，终止于该副动词所表达的行为或状态的

起点，这时副动词和另一个动词结成修饰关系，两个动作可以发

自同一个主体，也可以发自不同的主体。例如：

你 去地这里 坐 上

你这里坐着不如下 （选择）地去！

这 晚 睡 工作们 做

今晚咱们工作到睡前吧！ （界限）

明 天 我 集 去 我 汗你 褟

缝 给

明天我上集去以前，你给我把汗褟儿缝好！

形动词　　形动词是一种经常和静词，特别是名词结合或转

化为名词的动词形式，在这方面形动词的功能和形容词很相似；

另一方面，形动词还保持着动词的基本意义和功能。因此，我们

说形动词是动词的一种多功能的形式。为了便于讨论问题，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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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这里姑且沿用形动词的名称。

形动词有时的区别。不同时制的形动词用不同的形态标志构

成。

过去 如：时形动词的形态标志是

去昨天 城 回

昨天进城去的人回来了。

。如现在时形动词的形态标志是 ：

人 是 故事咱们

那人是给咱们说故事的人。

将来时形动词的形态标志是

开 是 队长去 人明天 会

明天要去开会的人是队长。

形动词用作名词意义时，可以带各种格的标志。如：

人 来

人说

如：

骑 怕那 孩 马子

那个孩子怕骑马的（人）。

拔 太阳 特麦子 强别

拔麦子的时候阳光特别强。

他 你 知道（吗）说

他说的你知道（明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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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动词还可以带人称领属标志，带这种标志的形动词具有名

物的意义。如：

去昨天 来

昨天来的（人）走了。

这是吃的（东西）。

这 吃是

形动词所表达的行为在需要指明行为的主体时，可以用主格

或领一宾格形式的实词充当。如：

你 看（吗）写我

我写的（东西）你要看吗？

或：
看（吗写我 你 ）

我 完你 拿 用来

你拿来的（东西）我用完了。

或：
你 来 用 完我拿

不完全动词　　不完全动词只能部分地具有一般动词所具有

的范畴。这类动词很少 “有”， “没有”两个。，只有

没有祈使式范畴，只能接缀陈述式未完成体和某些副

动词 接缀未完成体的标志时，词干形式是、形动词的标志。

。如（或 ：

我 这 中间 大力士们 有

我们中间有一个大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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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我没有纸也没有笔，怎么写呢？

水 人没有 门 前 大 树

那个没有水（吃）的人的门前有一棵大树。

助动词　　助动词是由一般的动词演化出来的，其语法功能

和虚词相近。助动词一般用在动词或其他实词后面，辅助前面的

实词充当谓语，或表达动词的某种语法范畴。东乡语的助动词有

如下几个。

的条件副动词形式可以和前面的并列副动词结合，

表示前一个动词所表达的行为是另一行为的条件，同时具有假定

的语气。如：

我的家在哪儿？

我 边家 哪 有儿

你们什么 是 不我 知道人

你们是什么人，我不知道。

没有祈使式范畴，只能接缀陈述式的完成体和某些副动

词 接缀完成体标志，有时词干变为 。如：、形动词标志。

瓦楼 瓦房 希罕 没有我 你

我不希罕你的瓦楼瓦房。

我儿我 子 舅 娘家 没有舅 没有

我的儿子没有舅舅；我没有娘家。

我 纸 笔 没有 我没 如何有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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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吃买拿银

？

什这 拿 来 么 做花瓶

要是把金子、银子拿来的话（可以）买着吃；　　把这花瓶拿来

干什么？

我说我 去 去

要是说让我去，我就去啦！

这个助动词的功能是辅助前面的实词充当谓

语，同时具有肯定的语气。如：

妈妈！那是我呀。

妈妈 是 我

村 只 学从前 生

从前一个村子只有两个学生。

一我 儿子 同 来 谁

和我的儿子一块儿来的是谁？

这 花 血 红

这朵花比血还红。

相同。功能和 但是，具有否定的意义。如：

那个人不是我哥哥。
我人 哥哥 （不是）

你不是我的妈妈（故事）。
我你 母亲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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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十 年 庄稼 学 （不能）

十年学不成一个庄稼人。

病我 看你 看女儿

（不能）

我的女儿病着，你能治（看）不能治（看）？

我不能跟你们说。
我 说 （不能你 ）们

这 “做”虚化而成的，用作引个助动词是动词

这 孩 去 我 太阳不子 来

晒

这孩子叫（他）去时，（他）没有来，（说）：“太阳晒我。”

这个助动词的功能是辅助前面的实词充当谓语，

同时具有更强调的肯定语气。如：

他正是我哥哥。

（ 是）他 我 哥哥

穿 的确 黑他 衣服

他穿的衣服的确是黑的。

和动词的词干形式连用，表示动词所表达的行为是主体

不能胜任或不愿实现的行为。 。如：只接缀未完成体的标志

语的标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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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人我说他

他说：“我一个人去吧！”

人家你 问什么

“你家里有什么人？”（这样）问来着。

（六）副词

副词是没有形态变化的实词。它依靠词序和其他实词结合。

但是，绝大多数副词有具体的词汇意义，在句子里可以自由运用。

副词主要和动词、形容词结合，有的只能和动词结合；有的

只能和形容词结合。

副词按意义可分为方法、状态副词，时间副词，程度、范围

副词，否定副词四种。

方法、状态副词　　这类副词有不少是由其他类实词接缀某种

构词标志构成的。不管和其他类实词有没有关系，这类副词都有

“好好地”很具体的词汇意义 ， “快地”，。有：

舒服地 “一下子”， “一个一，

个 “一天一天地”，地” “哈哈地”，，

“ 宁 ” “顺便另、单另”， ”，照、按照”， ，

“仍然、原来”，等等。这“ 还 ”， 类副词主要和动词结

合，说明动词所表达的行为的方法或状态。例如：

解放我们 日子 过舒服

我们解放以后日子过得（很）舒服。

这 一下子 昏 倒媳妇

这个妇女一下子昏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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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还 下

读俩 仍 一同结婚

结了婚以后，俩人仍在一块儿读（书）。

自己 住弟 另 出这

他的这个弟弟单另（分居）自己住了。

这类副词只能和动时间副词 词结合，说明行为实现或进行

“常常”““马上”，的时间。有： 刚才”， ，

“先”，等等。例如：

锣 刚 人打 来们 都

刚一敲锣人们（就）都来了。

昨我 时候 才 睡亮天

我昨天快天亮的时候才入睡。

你先走！

你 先 走

程度、范围副词　　这类副词的意义比较抽象。表示程度的副

“最”等，这些副、最”，词有 词主要和形容词结

合，说明某种性质的程度；表示范围的副 “ 只 ”，词有

长这 孩子 天 天 大

这个孩子一天一天地长大了。

父 你 哈哈地 笑的 看信亲

父亲看了你的信之后哈哈地笑了。

雨还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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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嫂子虐待他弟弟，尽给他弟弟吃坏的。

否定副词　　这类副词一般只跟动词发生联系，表达动词的否

三个。它们的定意义。否定副词主要有 用法各不

相同，分别说明如下：

用来否定陈述式未完成体的动词和现在时、将来时的

形动词。如：

“尽（是）”等，这些“仅仅”， 副词只能和动词结合，说

明行为状态涉及的范围或程度。例如：

马 媳 最 漂妇 亮大哥

马大哥的媳妇最漂亮。

最 高那 上树 鸟

那棵最高的树上有一只鸟。

我 家 只 姑娘

我家里只有三个姑娘

这 嫂 弟弟 尽弟弟虐待子

坏 吃

我不去。
不我 去

我不走着去。
我 不 走

他 是 不 人去

他是不（愿）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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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 不 是 月娃

（人）不吃饭的 是婴儿。

还可以用在带疑问词的动词后边，表示进一步的询问；并

可以单独回答问题。如：

你去不去？
去你 吗 不

不（去）。

用来否定陈述式完成体和进行体的动词和过去时的形

动词。如：

我没有看过。
看我 没

孩子 怕 不 说们

孩子们吓得不（敢）说了。

没弟弟我 领 来

我没有把我弟弟领来。

没这 孩子 相信

这孩子没有相信。

羊 来不我 谁是

不让我的羊回来的（人）是谁？

用来否定祈使式的动词。有禁止、劝阻的意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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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别看！

不 看你

那人不要让去！

去人 不

三 、 虚 词 的 用 法

（一）后置词

后置词只能依附在实词后边，表示该实词和另外一个实词的

关系。东乡语的后置词不要求它所依附的实词带一定格的标志。

分别举例说明如下：

“像 样”

像灯一样灭了。
灯 灭

像毛一样细。
毛 细

瓜 吃 鸟人 子 谷 吃子

快

有一个人吃瓜子好像鸟吃谷子一样的快。

般的， 样的”

嘴 簸箕 变成

它的嘴变得象簸箕一般（大）。

这 驴 骡子

这个驴和骡子一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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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今年粪肥多的原故庄稼长得好。

夜 火 放 狐我们 包谷狸

再 不吃 来

由于我们每夜点一次火（的原故），狐狸不再来吃玉米

（包谷）了。

（二）连词

连词按意义可分为并列连词、区分连词和条件连词三种。

并列连词有 “ “和”，用以连接实词和实词。和”，

例如：

马和牛
马 牛

姑娘和小伙子
姑娘

区分连词是 “或”，用以连接实词和实词

书或报

“由于⋯⋯原故”

你 来 不再我 去

由于你来的原故我不再去。

这 多年 庄稼粪 长 好肥

小伙子

如：

书 报

桌子或椅子
桌 椅

（条件连词是 ）“倘若 ，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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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 去一同

明天我们到城里去，倘若你去的话，咱们一块儿去吧！

（三）语气助词

语气助词按意义可分为疑问语气助词、祈使语气助词、让步

语气助词三种。

疑问语气助词　　这种语气助词一般出现在句终，表达疑问的

语气。常用的疑问语气助词有 两， 个。

（ ）只用在陈述式动词和一些助动词的后边。当使

用这个疑问语气助词时，常常发生各种连读音变。如：

连接两个短语或句子，表示假定或条件的意义。如：

明天 去 你 去城我们

你昨天来了吗？

昨天 来你

你 现 写在

你现在正写着吗？

你明天还来吗？
明天你 还 来

城你 人去

你就是到城里去的人吗？

疑问语气助词 在助动词 后边是 。如：

你 北 人京 来 不是

你不是从北京来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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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表示疑问的语气使用的场合和 相同。 以外，

有时还有怀疑、猜测的意味。如：

你跟他说了吧？
说他你

冻阿姑 来 饿 渴

快 走上炕

饿阿姑来了 了吧，渴了吧，冷了吧？快快上炕来！

这是你的书吧？

你的这 书

祈使语气助词　　这种语气助词只用在祈使式动词后边，有辅

助祈使式动词表达各种祈使意义的作用。这种语气助词主要有下

面几个。

表达请求、呼吁的语气，可用于各个人称。如

我到那里去吧！
我 那里 去

你明天来这里吧
明天你 这里 来

咱们一块儿走吧

们 一同 走

表达催促的语气，用于各个人称。如：

成 咱现在 们点钟 走

现在八点钟了，咱们（快）走哇

你往这儿瞧哇
这里你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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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请求、试探或允诺的语气，只用于第一人称。第一

和人称祈 发生连读音变。如：使式的标志一 语气助词

我现在回去啊！

我 现在 回

我这 马 骑

这匹马我骑啊！

我 新回 你 买衣来

来

我回来的时候给你买一件新衣服来噢！

表达断然的语气，只用于第一人称。如：

他们 前 次 去 这过 次 我

去

他们上次去过了，这次该我去啦！

让步语气助词　　这种语气助词主要依附在有关的各类实词后

边，不出现在句终。表达没有例外的语气。

只能依附在静词后边，有概括该实词所指称的一切情

况、毫无例外的意义。如：

谁 我们 牡 动丹 成不

谁动我的牡丹花也不行。

我哪里也不去。
我 不 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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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在静词后边时，它的用法和 相同。意义跟

如：

东乡 都话 哪里 东乡 人

懂

我的东乡话哪儿的东乡人都能懂。

依附在动词后边时，有时表达该动词所表示的行为实现与

否，都不影响另一事态的发生；有时表达该动词所表示的行为的

是否实现，恰和另一事态的是否实现成对比。如：

明天 雨 下 下不 我 去

明天下不下雨我总要去。

田你 昨天 上 你去

工分 不 给

虽然你昨天下地去了也不给你工分。

（四）叹词

叹词和其他虚词不同，它不和任何实词直接发生联系，而且

只能出现在句子结构的外边。在一定的语言环境里还可单独运

用。叹词有呼唤以及表达说话人的各种情感的作用。东乡语里的

叹词可以列举很多，语言形式相同的叹词也往往随着语言环境的

变化，有各种不同的意义。下面只简要地列举几个，以见一斑：

哎，你来呀！

你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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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写 信是 你

拿去（给）！这是你写的信！

啊，这就对了

就这 成

你的 那 儿 人媳 不是

哎呀！你的那个儿媳妇不是人呐！

这 哪 来孩子 里

嗯，这个孩子从哪儿来的？

呀！这叫什么事呀

这 什 事么

阿姨 你 什么提

哎哟！阿姨你提的是什么？

四 、 句 子 成 分

东乡语的句子有谓语、主语、补语、修饰语四种成分。

句子成分是对句子来说的。词语只有在组成句子的情况下，

才具备讨论句子成分的条件。句子的四种成分，只有谓语可以构

成单一成分句。主语、补语离开谓语都不能构成句子。修饰语的

中心语是谓语、主语、补语。

（一）谓语

谓语从结构上分析，有单纯谓语和合成谓语（例句下边有横

线的是谓语）。

单纯谓语只能由一个终结形的动词充当。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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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吧！

我 做

这他们 讨论问题

他们（共同）讨论过这个问题了。

唉！疼呀

疼唉

合成谓语是由两个成分合成。这两个成分或互相依存，或其

中的一个依附于另一个；中间不再插入其他成分。因此，不做为

一般结构看待。合成谓语有两类：一类是由并列副动词（连接

形）加终结形动词，或由动词（词干形式）加助动词合成的；一

类是由静词（包括形动词、动名词）加判断助动词合成的。

并列副动词加终结形动词合成的谓语有两种关系：一种是补

充关系，终结形动词的意义虚化，只能给前面的副动词以某种补

充意义；另一种是连动关系，两个动词所表达的意念非常紧密。

例如：

你坐着，我走吧！

（ 站坐 ）（ 充你 关系 我 走

庄稼熟了。

成熟 （来（）补充关系）庄稼

太阳出来了。

太阳 出 来（连动关系）

家 回 去（连动关系他 ）

他回（他自己）家去了。

上述两种情况不同于动词（词干形式）加助动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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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动（不能）喝酒我 词）

我不能（不能够）喝酒。

静词（包括形动词、动名词）加判断助动词合成的谓语，

如：

我是社员。

我 社员（名词）

人民公社好。

人民 好（形容词）公社

十减二是八。

（数减十 词）

开过会的就是你吗？

开会 你（代词）

这不是画的。

（是） 画（形动这 词）

（ 是 ） 我就这 的 看法（动名词）

这就是我的看法。

（二）主语

主语依附句子里的谓语存在，是谓语的表述对象。名词、代

词、数词、形容词、形动词和动名词都可以作主语，作主语时，

都是主格形式。数词、形容词、形动词作主语，一律带第三人称

，并具有名物领属标志 意义（例句下面有横线的是主语）。

名词主语：

（不助忙 词动很 （助动词）我 哥哥 来） 能）

我哥哥（说是）很忙，不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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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在吃草。

马 草 吃

书记 是 能干 人

书记是一位能干的人。

代词主语：

他是我的弟兄。

他 是 我的 弟兄

是这 羊 做毛

这是用羊毛做的。

数词主语：

五个人走（去）了。

走五个（人）

第一名的进了师范（学校）。

进师范第一

形容词主语：

红的好。

好红的

大的成熟了。

成熟大的

形动词主语：

放牧 是 贫农 老汉

放牧人是一位贫农老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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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吃肉呀

肉你 吃（语气词）

形容词做谓语并要求一个比较对象做补语时，这个比较对象

用从格形式。如：

这小麦比驴高。

驴（名这 小麦 词） 高

这杏子比水果糖还甜。

这 杏 洋糖（ 甜名词）

你比我聪明。

你 我（代词）聪明

我比他高。

他（代词我 ）高

这些比十多。

十（这些 数词）多

动词谓语可以要求带不同格标志的补语，同时从属于一个谓

语的各个补语并无直接的语法关系。但是，具有领一宾格标志的

补语可以比其他形式的补语与谓语的关系更直接。例如：

这些你 （从格）好的（领一宾格）拿

你从这些里拿好的！

十（从格）你 宾格五（领 ） 减少

你从十里减去五

你们这问题（领 宾 他（从格） 问格）

你们向他问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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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饰语

修饰语与中心语的关系，可以因中心语的不同情况分为两

类。一类是以静词充当中心语的，中心语可以是静词谓语、主语、

补语，这类中心语的修饰语大致相当于通常称之为定语的成分（并

不完全一样，比如，以形动词充当的主语，可以用副词修饰）；

一类是以动词充当中心语的，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即动词组成的

谓语（包括单纯谓语和合成谓语），这类中心语的修饰语相当于

通常称之为状语的成分。

静词谓语、主语和补语与修饰语的结合情况基本一致。所

以，仅以主语作中心语的情况为例，逐项说明修饰语与中心语的

关系。

由不同类的实词充当的主语，它们跟修饰语的关系很不相

同。下述各种修饰语除了由副词和副动词充当的修饰语，只能出

现在形动词（和一些形容词）主语的前边以外，其他各种修饰语

都可以限定名词主语。形容词、数词充当的主语，一般受指示代

词等充当的修饰语的限定。人称代词主语通常不带任何修饰语。

名词修饰语　　这种修饰语有的带领一宾格标志，有的是词干

形式（例句下面有横线的是中心语，有浪线的是修饰语）。例

如：

锁 书记南 公社 人是 东乡

锁南公社的书记是东乡人。

石头房子坚固。

石头 房子 坚固

人称代词修饰语　　这种修饰语一律是领一宾格形式的。例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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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 仍 不 够人 力量

五个人的力气还不够。

形容词修饰语　　这种修饰语通常都不带格的标志。例如：

你们队长是谁？

队长 谁你们

谁 眼力 好

指示代词修饰语　　这种修饰语一般以词干形式出现。例如：

那俩人哪里去了？

俩 去哪里

这红的是血吧？

这 红 是的 血 （语气词）

数词修饰语　　　　基数词作修饰语以词干形式出现；序数词、

集合数词作修饰语一律以领一宾格形式出现。例如：

人 山沟 唱

一个人在山沟里唱着。

谁得了第三名？

第三 名字 谁是

人 上 坐炕老

老人在炕上坐着。

红花美丽。

红 花 美丽

形动词修饰语　　这种修饰语通常不带格的标志；如有名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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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词或形动词充当主语，其修饰语可以是副词。如：

最小的是女儿。

最 小的 是 女儿

来 是的 舅舅刚才

刚才来的是舅舅。

形动词主语还可以用副动词修饰。如：

来的 到昨天走

走着来的（人）昨天到了。

动词谓语（包括单纯谓语和合成谓语）作中心语，可以带副

词或副动词充当的修饰语（例句下面有虚线的是修饰语）。

副词修饰语：

风呜呜地刮着。

风 刮呜呜地

我经常看电影。

义则需加领一宾格标志。例如：

人 山坡 转放牧

放牧的人在山坡一带转着。

放牧人的鞭子短。

短鞭子放牧人

我 电常 影 看

副动词修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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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去玩

你去时不要喝水

你 去 水 不 喝

五 、 词 的 组 合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词可以按一定的语法关系组合起来，充

当一种句子成分。

实词的组合关系有表述、动补、限定以及关系比较松弛的并

列、复指五种。只包含上述一种或只有一层组合关系的是简单结

构；包含一种或一层以上的组合关系的是扩展结构。

除了由动词构成的单纯谓语和合成谓语以外，任何句子成分

都可以由实词组成的各种结构充当。充当句子成分的简单结构有

以下五种。

（一）表述结构

这种结构的中心词是副动词或形动词。副动词表述的对象是

主格形式的静词；形动词表述的对象是领一宾格形式的静词。

表述结构充当主语、谓语、补语和主语、补语以及静词谓

语的修饰语时，结构的中心词只能是形动词形式（例句下面有横

线的是构成各种句子成分的表述关系结构）。例如：

我们玩去

做的（主哥哥 好语）

哥哥做的（物件）好。

这是我写的。

这 是 我 写的（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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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写的（补语） 你 看

我写的你看过了吗？

你 放（修饰语 哪里 去）绵羊

你放的羊哪里去了？

表述结构充当动词谓语的修饰语时，结构的中心词可以是

副动词，也可以是形动词；副动词表述的对象是主格形式的静词

（例句下面有虚线的是表述结构充当的动词谓语的修饰语）。例

如：

假如你去我也去。

我你 去 也 去

你 家 （ 在 ）来 谁

你来的时候谁在家？

（二）动补结构

这种结构充当主语、谓语、补语和主语、补语以及静词谓语

的修饰语时，结构的中心词可以是形动词和动名词形式（例句下

面有横线的是动补结构充当的各种句子成分）。例如：

看 先病 生（主语） 是

看 （治）病的人是医生（先生）。

庄这 稼 做法 多（主语） 详细

这种种庄稼的方法很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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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限定结构

这种结构的中心词主要是名词的，其限定成分通常是名词、

代词、数词、形容词（例句下面有横线的是充当各种句子成分的

限定结构）。例如：

人那 模 当（谓语范 ）

那个人是当过模范的。

麦 找子 拔你 （补语） 来

你把要拔麦子的（人）找来！

书 念 （补语） 文化 有

念书的（人）有文化。

麦子 拔（修饰语） 到时节 不

拔麦子的时节还不到。

他 是 篮球 打（修饰语）人

他是打过篮球的人。

动补结构充当动词谓语的修饰语时，结构的中心词主要是副

动词。如：

电影 我看 不 回

要是看电影我不回去了。

这个木桌子结实。
木这 桌（主语）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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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刚刚来的代表。

常来的人是谁？

常 来的（修饰语） 是人 谁

（四）并列结构

这种结构是由两个词类相同的实词并列组成。可以组成并列

结构的主要是名词和形容词。与这类结构相似的还有重叠副动

词，因其为一个词的重叠形式，也可以不作为独立的结构看待

（例句下面有横线的是并列结构充当的各种句子成分）。例如：

干部、社员们不答应。

社员（主干部 语）不 答应

这个人干净、利落。

我们队的牲畜多。

队（修饰语）牲 多我们 畜

话那 马（修饰语）色气

那两匹马的色气一样（当地汉语：“一个话”）

那是一朵红花。

红那 是 花（谓语）

结构的中心词是形动词、副动词、动名词的，其限定成分通

常是副词。例如：

这 是 刚才 来 代表

人这 利落（谓语）干净

那 学生 想 想 （修饰语） 知道

那个学生想着想着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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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复指结构

这种结构主要由名词、代词、集合数词组成（例句下面有横

线的是复指结构充当的各种句子成分）。例如：

光荣 正确（修中国 伟大共产党 是 饰语）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党

队书记 长 二人（ 去主语） 开会

书记、队长二人开会去了。

二他 我们 弟兄 表扬人（补语）

他表扬了我们弟兄俩。

扩展结构　　扩展结构有两个类型。

结构里实词的关系在一种以上的：

农田 建设 知道基本 好 （修饰语） 东乡

人 拼生命 造田地

由于懂得了农田基本建设的好处，东乡人拼命造农田。

完桌子 是这 我的 哥哥 刚刚 做 （谓语）

这张桌子是我哥哥刚刚做成的。

我的 昨天 完嫂子 衣服（做 主语）

我嫂子昨天做完的（衣服）好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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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你算的

你们 家老师 咱们 我来（补语） 不 知道

我不知道你们老师要到咱们家来。

几笔 错算 当中（补语）

（帐）里边错了几笔（几项）。

我 他哥 去（修饰语） 工作 我 担当哥 开会

我哥哥开会去的时候，他的工作我来担当。

结构里实词的关系只有一种，即限定关系，但是层次不同

（例句中的斜线表示限定关系的层次）。例如：

好这 马 鬃（修饰语）色气

这匹马的鬃毛色气好。

红大模范 花（补语） 戴

模范戴着一朵大红花。

实词或实词组成的各种结构还可以借助后置词

“象 “由于⋯样”， ⋯”等充

当某种（主要为修饰语）句子成分。例如：

毛一样细。

拾人 吃那 粮食 鸟 谷子 （一样）

快

那个人拾粮食象鸟吃谷子一样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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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我没 电影 看 去有 没有

由于你不在，我没有去看电影。

来你 再我 不 去

由于你来了，我不（再）去了。

在东乡语里，除了由实词组成的各种结构充当各种句子成分

之外，还有一些在句中起着特殊作用的成分，这样的成分叫做插

入成分。

语句子的插入成分包括呼语、插入语和 。

呼语：

朋友，你到哪儿去？

朋 去友 你 哪里

妈妈，他是谁？

谁妈 他妈 是

插入语：

我 照 说 （一样） 做你

我照你说的那样做了。

口 县 先 县进说 咱们 成

一句话，要把咱们县变成先进县。

我 听说 日 来工作这 组

我听说，今天工作组要来。

这种插入语在更多的情况下，能引出引语；　　引语通常都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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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终使用助 。例如：词

听说 北京我 去你

我听说，你要到北京去。

说 活 老 我们 电视老大爷们

（不能（）助动词知道看 ）经

老大爷们说：“活到老了。不懂的事物我们看了电视就像亲

身经历过了。”

句六、 子 类 型

根据不同的要求，对句子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分类法。这里仅

从句子的语气和句子的构造两方面给东乡语句子分类。

（一）按语气可以把句子分为陈述句、祈使句、疑问句和感

叹句四种。

陈述句　　陈述句有叙述性的和判断性的两个类型。叙述性

的句子用陈述式的动词充当谓语；判断性的句子由可以带格标志

的实词结合判断助动词充当谓语。

叙述性的陈述句：

书学生 新 读

那个学生在读新书。

太阳出来了。
太阳 出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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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不你 去我

你要是来，我就不去了。

判断性的陈述句：

这个男孩是学生。
这 是 学生

东乡的山高。
山 高东乡

唐旺的杏子好吃。
唐 杏子旺 好吃

祈使句　　祈使句的谓语用祈使式动词充当。例如：

现在我走吧
走现 我

你明天到学校去！
明天你 学校 去

你 看 愿望 有 看 去戏

你要想看戏（有看戏的愿望），看去吧

疑问句　　疑问句通常以疑问语气助词表达疑问的语气。疑

问语气助词在句末出现。有的语气助词与相连的充当谓语的词发

生连读音变。例如：

你 信 写父亲

你给你父亲写信了吗？

你去过北京吗？
你 北京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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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到哪里去？

现在我干什么？

书记现在来了吧？

书记 来现在

你是东乡人吗？

你 东乡 人

句子里有疑问词就不再用疑问语气助词，也能构成疑问句。

例如：

哪你 去里

现在我什么 做

昨 去 人 谁天 开会

昨天开会去的人是谁？

在疑问语气词后，还可以使用否定意义的词语，表达更强烈

的疑问语气；要求对方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例如：

你父亲在不在世？

你 父亲 有 没有

我 听说 你 听不

我说的你听不听？

感叹句　　感叹句的语气一般是通过句子前边的叹词表达。

例如：

啊！ 妈妈回来了！

妈 回 来妈

那他 新 衣 么 漂服 亮

哎呀 他的新衣服那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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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这是什么？

什是这 么

转这 播塔电视

这个哎呀呀！ 电视转播塔那么高！

（二）按构造可以把句子分为单句和复句。

单句有简单句和复杂句两类。

简单句又有单一成分句和多成分句。

单一成分句只有谓语可以构成。例如：

（ 是）谁呀？

谁

（是）我。

我

多成分句必须包括谓语。主语、补语均分别与谓语结成一定

的语法关系。例如：

太阳出来了

太 出 来阳

吃饭了！

吃 饭

媳妇 鞋底子 纳

那个媳妇正在纳鞋底子。

双线表示谓语成分，下同。

单线表示主语，下同。

单线和浪线表示补语，下同。

浪线表示限定带格标志的实词的修饰语，下同。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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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新天 我 买父亲 书 去

明天我跟我爸爸买新书去。

句子里有表述关系结构充当句子成分的是复杂句。例如：

你们买的杏子酸。

买 酸杏你们 （修饰语）

这是他写的信。

这 写（是 他 信修饰语）

喜鹊 来客人叫（谓语修饰语）

喜鹊叫时要来客人。

人 吃东 的乡 常 （主语） 是 洋芋

东乡人经常吃的是洋芋（马铃薯）。

这 木锨 用（谓语我 ）

这把木锨是我用过的。

说我你 就 （那样 修饰语）做

你就象我说的那样做！

来（补语 我 刚） 知道你

我刚刚知道你来了。

①虚线表示限定动词谓语的修饰语，下同。

括弧里是表述关系结构。为了便于分析，借用句子成分的标记法标出结构里

各个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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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天）冷了。

复句只有并列复句。并列的句子之间可以有连词

等，也可以不用连词。例如：

你 我坐 们 去

你坐着；我们该去了。

也有领 也这导 我 没有 我做法

这 做法

领导在时我也是这种做法；不在时（我）也是这种做法。

大雁 南 冷

大雁南飞；

姑姑 来 冻 累

快 坐炕 上

姑姑来了吗 冷吗？累吗？快快炕上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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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眼村落

裂犁 开

父亲干渴 、爸爸

拿 兄

宽糠

遇见山

肺 蒸气、气

骟 嘴马

盖 休息儿

活生命 的

尝平安的 味

滋味 裤裆

手掌杂色

哪个杀

水 锤子果

迈一步 步

金 庹（五尺长）

解脱 松开

撒 询问

相一把 同

牲 驮畜

工驮子 作

碗种马

词　　汇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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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 臼齿

车辕 皮张

人民 酒

清洁的 背后

十 方法

这样的 这个

这里 草

疼痛 疾病

犄角 冬天

膝盖 胸脯

晒、烤 姐姐

云 门

巢、窝 药

女性 老太婆

鞍子 南面

穿 含、衔

医生 肝脏

鹞鹰 驴

剪裁 他们

这些 白天

消瘦的 主人

母亲 男性

念珠 寻找

岸 举

早 学问（文墨）

笑 笑话

这样做 山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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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苍蝇 余

马 毡子刀

山羊踢 羔

脓吃

来害羞

森刀刃 林

近 年

打 船中

锛短 子

割 多

麻肚带

找到 现在

星 去

缝 缠绕

迟 地方

进入 掉下

马驹子 骑

放屁 阅读

睡 哭

洗 挖掘

喝 口袋

游泳 渴

脚掌 红

白杨 水

线 熏

烟 慢

拴 精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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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邀请 、以前

嘴向下 唇

流 长

前年 前天

今天 颜色

蛋、 下蛋卵

高 脂肪

向上 说

给 臭的

裤子 饥饿

生长 蛆

羽毛 稠、密、浓

昨天 债务

顺绊 皮

价钱 狐狸

灰 牛

嗅 根

牛 死

话语 没有、不在

剩下，吹 不

毛发 字、文字

跳 中午

晚上 看

尖儿、尖端 种子

打八 喷嚏

叶子 玩

舅舅 水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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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安静的

年 八十岁

松太阳 树

细 织

增加打开

名字

隐瞒 脸

眼泪薄

去年 拳头

眼 睛 鼻涕

飞 裸体的

脊梁 湿的

睡 眠 羊毛

狗 蔬菜

绿 笼头

经书 书

官 弄湿

弓 吐唾沫

揉、和 骨髓

倒塌 朋友

后天 洞

捣 有、在

小 屙屎

屎 英雄

下、降 蜂蜜

又、再 富裕

完结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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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右

虎 现成的

身体寡妇

嫂嫂 媳妇

磨刀石我

是否、 一捧不

我们 写

成为笔

矮 包扎、低

门 起来槛

灰色想

种公 鹿牛

小麦 埋

泉 抢夺

角落 饭

染 染料

错误 豆

坚实的 驼背

呕吐 虱子

肾 臀部

不要、勿 戒指

温 腰带

完整的 粗

鹰 剪刀

剪、铰 咳嗽

肋骨 春

咳嗽病 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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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 关闭

破劈开 裂

欺骗

干 炒燥

哪鼻子 里

加热热

圈海骝色

岩石坚硬的

钉子 亲家

镰刀割

面颊 马嚼子

黑咬

返回 骂

姑风 娘

小孩、儿 谁童

鼓 躺

舌头

火镰 多少

何时 乌鸦

切 做

指甲 容易的

刀子 霜

锯 后

绵羊 铃

咽喉 远

连接 城镇

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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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虫

大襟 分开

衣服 折断

胡琴 贼

老鼠 竹子

偷 剃

亲家公 假的，谎话

井 种绵羊

狗吠 雨

绵羊羔 宴席

收集 手指、足趾

快 棉花

弓弦 轻

横 被子

兰 乳房

杜鹃 吃奶

泡沫 眉

倒扣 脚

汗 出汗

拉、牵 抖动

变凉 肚脐

冷 粮食

重 儿子

人 绑

苦、酸 力量

香 脖子

到达 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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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铁锨

皮梢 猪绳

雁、火 鹅

疯子 苦

土地外面

出、手 出去

天 肠子亮

光房子、家

踏、踩 河

美丽 面粉

靴子 三十

大腿

野鸡 狗崽子

野兽 深

跑步 雾

前额 坏的

变坏 挠、搔

牲畜 帽子

耙子 搂

明天 忘记

青蛙 知道

千 肉

鞭子 钝

蛇 蒙古

树、木料 马

拧 歪

是 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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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雹子 叫

爬行 冰

江道路

软骨

瓶子 眼眵

好 想念

胡须 挤奶

坐、住 水桶

梳子 梳理

分枝 月亮，月份

大蒜 尾巴

影子 胯骨

醒 凉快

木勺 新

稀 泥

锥子 撒尿

尿 露

玻璃 点燃

牙齿 黄

烤 桌子

纳缝 唾液

土 粗糙的

筋 伤疤

听 瞎子

沉醉的 虹

左把子 睫毛

挑选 腋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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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箭 的

脉 学习络

教学 夜

跪 胆

胆汁 奶

庙灵魂

踝骨斧子

喜鹊 汤

解开你们

兔子 认识

五腭 十

五 鸡

追赶猜

烟 搓

放下平原

放开 拐杖

种植脑髓

庄 断稼

肥胖旱獭

那样 那里的

拾 天

骆驼 铁

那些他们

喂 那个

石磨车

纽子 肘

鞍屉备鞍子



第 120 页

数目 锅

散步 脑袋

油 缎子

沉淀 牛犊

蹄子 柱子

利益 拃

出生 娘家

万 烧

推 生的

越过 山岭

膀胱 盐

马驹 跟随

感到冷 歌

海 七十

压 浸湿、 泡

钩子 绳子

上面 弟弟

马鬃 乳房（动物的）

脾脏 跛子

跛行 七

舔 下面

里面 中间

爱好 四

砧子 四十

满

聋子 变聋

时间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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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纸

饱 蚂蚱

你花

煮 狼

耳 塞朵

空闲 血

嘴角少

麝香 百

吞 修理咽

黄咀 嚼 羊

针 东

左 佩带

鱼梦

外 伸直甥

缰绳

六矛 十

刺猬 使用

心脏走马

客人六

夏 灯

崽、仔、 厚雏

方软 向

走 什么

骨 累

大疮

九 九十

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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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初稿写于一九六四年。在初稿的基础上，于一九七七年

四月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进行修订。在修订工作中得到东乡

族干部马忠义同志的协助，在此表示感谢。

后 记

编 著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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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