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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卡吉尔语中的非词汇化拟声词

［德］迈克尔·克努佩尔 
（刘风山 译）

摘要：非词汇化拟声词（希腊语 ὀνοματοποιία）用来模仿不同

的声音却并没有通过派生、变形等方式被归于某个词性、词类或词

汇范畴。通常情况下，字典不收录非词汇化拟声词，因为长时间以

来人们并不把非词汇化拟声词当做真正的“词汇”。尤卡吉尔语的

词汇表、术语表、词典等也不例外，但原因不尽相同。过去，到过

尤卡吉尔人居住区的旅行家和早期的民族志学者仅仅记录了属于基

本词汇的单词，但尼古拉斯·威特森（N. C. Witsen）描述西伯利亚

时所记载的“主祷文”译文除外。19 世纪中期，弗朗兹·安东·希

弗纳（F. A. Schiefner 1817—1879）和杰哈德·冯·梅德尔（G. v. 

Maydell 1835—1894）记录并发表了完整的尤卡吉尔语句子，情况

有了转折，但依然没有研究关注拟声词。现代尤卡吉尔研究的奠基

人弗拉迪米尔·伊莱克·约切尔森（Vladimir Il’ič Iochel’son）首先

提出了拟声词这个词类，但在他著名的民族志学著作《尤卡吉尔和

尤卡吉尔化的通古斯》所提供的的词汇表中也不包括非词汇化拟声

词。本文梳理了这一方面的基本问题以及约切尔森所提供的信息。

关键词：拟声词 尤卡吉尔语 弗拉迪米尔·伊莱克·约切尔

森（1855—1937） 尤卡吉尔语词汇学

作者简介：迈克尔·克努佩尔，聊城大学北冰洋研究中心教

授。汉堡大学博士和哥廷根大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人类学 / 民

*  本文基于作者于 2019 年 5 月 10 日在主题为“中国与北极圈”的上海北极圈中国论坛

（2019. 5. 10—11）上的演讲“尤卡吉尔语中的非词汇化拟声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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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学、东方语言学、宗教学和阿尔泰学  等。

译者简介：刘风山，男，山东禹城人，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

授，主要从事当代美国文学及文学文化翻译研  究。

一

查阅现存的尤卡吉尔语早期词典、术语表、词汇表，我们总能发现，所

收录的所有的拟声词都限于词汇化的模拟声音的词汇。这意味着这些词汇在

词汇派生、词形变化等构词过程中“变成”了其他的词类，比如某个动物就

是根据它发出的声音而命名的，像“咕咕”和表示对狗昵称的“汪汪”。狭义

上讲，拟声词，包括非词汇化拟声词，通常都不包括在总的词汇目录中。原

因也好理解：一方面，最早的词汇目录集中收集基本词汇，尤其像西伯利亚

地区语言和尤卡吉尔语这样的语言就有这样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些非词汇

化拟声词，人们通常认为不是“真正”的词汇，因此没有理由将这些词汇放

在词汇学著作、术语表、词汇表当  中。

除了尼古拉斯·威特森 a的著名作品中出现的尤卡吉尔语版的“天主经”

之外，在弗朗兹·安东·希弗纳和杰哈德·冯·梅德尔 b后来的文章发表之

前，几乎没有什么有关尤卡吉尔语句子或文本的文献。早期文献通常只记录

具体的词类，像表示关系、数字、身体器官的词汇或描述天空、地球、太阳、

月亮等的宇宙学领域词汇。属于这些词类的词汇通常被放在一起。这一方法

体现了 18 世纪的精神生活，当时人类的自然科学观得到强调，词汇素材收

集沿用的是旅行家所采用的对矿物质、植物、动物等进行分类的方法。从某

种意义上讲，这是对启蒙时代早期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所采用的旧方法的摒弃。莱布尼茨认为，“主祷文”是收集

语言素材进行比较时最常见的文本样本。沿用该方法进行研究，其结果就是

a  威特森 1692 年的文章后来收录在 Adelung 和 Vater 于 1809 年出版的著作中（尤卡吉尔

语部分，参见第 561—563 页）。

b  希弗纳（Schiefner）1859 年的那篇文章包括 500 个尤卡吉尔语单词，2 个尤卡吉尔语文

本；文本还涉及 18、19 世纪的研究。希弗纳 1871 的文章列出了经过翻译之后的几百个

单词、派生词、数词、短语；多数素材源自皮奥特·苏沃罗夫（Pjotr Suvorov）于 1861
年 10 月在斯雷德涅—科林斯克（Sredne-Kolymsk）收集的资料。也可参见希弗纳 1871 年

的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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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罗斯帝国时期语言的比较词典。该词典由叶卡捷琳娜大帝亲自组织人

员，按照词类进行编写（Pallas 1786， 1789）。

自 19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弗拉迪米尔·伊莱克·约切尔森的研究成果

为起点，现代尤卡吉尔语研究得到了很好发展，但如何处理尤卡吉尔语中的

非词汇化拟声词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约切尔森在他划时代的民族志学研究

成果《尤卡吉尔和尤卡吉尔化的通古斯》（Jochelson 1926）中列举了一些非

词汇化拟声词，但很显然他也认为这些非词汇化拟声词没必要收录在该成果

的词汇表中，至少他的著作中没有列出该类词汇。也许正因如此，计划将这

类词列入词汇表的约翰尼斯·安格利（Johannes Angere）等学者也省略了这

些非词汇化拟声词（Angere 1957）。安格利的词典得到奥利弗·盖伊·泰勒

（Olivier Guy Tailleur）的“推崇”（Tailleur 1959， 1960），但该词典完全参用

约切尔森的词汇表，在约切尔森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中出现但并没有放入

词汇表的所有词汇，安格利的词典也没有收录。另一个原因是，这些词汇不

适合进行比较分析。一般认为，由于其“自然普遍”属性，拟声词无法用来

概括词汇或语言之间的谱系关系，对于了解某个习语之前的状态也没有多少

启发意义。目前的问题是，情况是否真的如此？非词汇化拟声词除了它们直

接的意义之外是否还包含更多的信息？几个尤卡吉尔语例子有助于我们理解

这一  点。

二

首先需要我们看一下约切尔森所提供的有关非词汇化拟声词的相关信息。

在刚才提到的著作中，约切尔森仅仅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例子。该例子出

现的语境是他于 1902 年 1 月参与杰塞普北太平洋探险（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时记录下来的冻原地区尤卡吉尔语萨满歌曲。这个材料的意义是

多方面的：一方面提供了模仿动物叫声的语言案例，一方面这个案例的语境

也记录了下  来。

接下来，他开始通过模仿动物的叫声召唤动物神灵。我尽可能地按

照他发声的顺序用最接近的音标记录下这些声音，用这些声音指代他要

召唤的鸟类或动  物。

1. ga， ga， ga， ga 潜水鸟（尤卡吉尔语 ca’lġ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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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čok’， čok’， čok’ 鹬

3. turrri， turrri， turrri 另一种鹬（čirmi’die）

4. kurrr， kurrr， kurrr 又一种不同类型的鹬

5. ku’ku， ku’ku， ku’ku 杜鹃（kukuno’do）

6. pil’， pil’， pil’ 鹰（xa’nil‘）

7. ki’ñirik， ki’ñirik， ki’ñirik 鹳（u’dil’）

8. ō - ō - ō - ō 狼（eu’reye-ru’kun）

9. gōō - gōō - gōō 熊（xa’ičitege）（Jochelson 1926：206）

转述考克顿河（Korkodon River）一带尤卡吉尔萨满歌曲的过程中，约

切尔森也记录下了人们是如何模仿动物叫声的：“萨姆索诺夫散开他的长

发，戴上带边穗的帽子，坐到铺在地上的一张驯鹿皮上面，开始轻声地敲打

鼓面，接着开始模仿动物和鸟类发出声音，召唤这些动物，召唤他的保护

神”（Jochelson 1926： 196）。仪式中提到两个词汇 xa’n.badaxče和 ye’ñečuope

（Jochelson 1926： 197），约切尔森称之为“古老的尤卡吉尔语词汇，仅仅出

现在萨满歌曲和仪式当中”（Jochelson 1926： 197），属于尤卡吉尔萨满元语

言，他解释不了，a看不出是模仿哪种声音。b在亚萨克纳亚河（Yassakhnaya 

River）沿岸的尤卡吉尔萨满歌曲中，约切尔森也发现了模仿动物声音的词

汇：“拿着鼓呆了一会儿，他开始击鼓，并模仿兔子、杜鹃、鹳、猫头鹰、潜

水鸟、狼、熊、狗等发出声音，这些动物都是他的神灵”（Jochelson 1926： 

202）。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呼唤动物的方式是尤卡吉尔所有族群萨满歌

曲的内在成  分。

非词汇化拟声词，或者更确切地说“形成拟声词的过程”，约切尔森在他

有关“北极癔症”c的描述中也有所涉  及：

a  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没有包含在词汇表 中。

b  异化情况可能更明显，甚至用其他语言演唱整个歌曲。约切尔森举的科利雅克歌曲例子

说明了这一点，他认为科利雅克语有时候被当作是神灵的语言（“阿纳撒西不说尤卡吉

尔语，他妻子的亲戚们用通古斯语和他交谈，我和他交流时借助尤卡吉尔语，但是他表

演时用的是科利雅克语，因为按照他的说法，他的萨满神灵是科利雅克人。当时，我并

不熟悉科利雅克语。此外，阿纳撒西自己也声称他不了解他的神灵所说的语言，而且表

演仪式结束后他也不能重述他讲过的话，因为他记不住”（参见 Jochelson 1926：199）。

c  关于“北极癔症”，参见 Haas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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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或者自然力量也可能具有催眠作用。任何不寻常的事物，任何

能通过听觉或视觉器官对病人心灵产生冲击力的事物，都能在病人心中

产生回应。病人重复他听到的动物叫声或人说的话，模仿特定的动作姿

势或面部表情，按照其他人说的行动，甚至做些非常荒诞、可笑、不体

面或者危险的事情。（Jochelson 1926： 34）

虽然约切尔森并没有提供具体的例子，但提到了动物叫声，也就是

病人模仿发出的声音。这出现在他的民族志学研究著述中显得有点“文不 

对  题”。

在描述尤卡吉尔人跳舞的文字中，约切尔森也提到了模仿动物叫声的词

汇，还包括从附近区域通古斯语（Tungus languages）中借来的一些词汇和

概  念：

唱词，像 hō’yoi-hē’yui 或 hē’ke-hā’ka，是通古斯语。尤卡吉尔人

不知道这些词汇的意思，认为仅仅是人们发出的响声。很显然，这种舞

蹈也是从通古斯人那里学来的。有可能雅库特人（Yakut）也从通古斯

人那里学会了这种舞蹈形式，但在尤卡吉尔人当中，这种舞蹈时常伴有

通古斯人的环形舞蹈中所没有的歌唱和动作。此外这一传统在楚克奇

人（Chukchee）和科利雅克人（Koryak）的舞蹈中也很常见。上面提到

的通古斯人的歌唱时不时地会掺杂进人们喉咙里发出的咔咔声和模仿不

同动物叫声的其他声音。有些舞者，通常是女孩，能够轻巧地用喉咙发

出咔咔的声音，就像海豹发出的声音，其他的舞者会以声调更高的咔咔

声进行回应。有一点很奇怪，尤卡吉尔人却不能告诉我他们模仿的是什

么动物的声音。有时候，他们的歌声让人想起各种不同的海洋动物的叫

声。一般来讲，这些声音对我而言都是对海洋动物和海洋鸟类叫声的模

仿，尤卡吉尔人自己也不能识别，至少现代尤卡吉尔人不知道模仿的是

什么动物的声音。只有一种伴有拟声的仿生舞蹈，模仿的是尤卡吉尔人

捕猎的天鹅的叫声。这种舞蹈就是人们所知的“天鹅舞”（yo’mi-čomo-

lo’ñdol’）。（Jochelson 1926： 130）

人们会在不同的场合模仿动物的叫声，非词汇化拟声词也应该当做是基

本词汇的一部分内容，尽管有些词汇，像“舞蹈词汇”，有可能是从通古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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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借来的，无法解释，或者有可能被解释为“北极癔症”的表现，只能放在

这样的语境中加以理解。将非词汇化拟声词解释为其他语种的元素，会导致

我们的分析阐释偏离尤卡吉尔语言。这样，我们就有必要考虑沃德玛·伯格

拉兹（Waldemar Bogoraz）提供的库瓦恩语（Čuvan）注解，a尽管这些注解

难以理解，其意义也很难解  释。

格林兄弟就某些拟声词做了论述，如用来吸引和驱赶动物的语言，认为

这些语言必须作为词汇的一部分加以处理，有可能已经了解了它们的原始意

义。我们可以找到像格林兄弟的《德语词典》b中所列出的那种不同类型的

拟声词汇。我们必须知道，拟声词通常被当做某个语言群体传统的基础，不

同语言中的同一个声音也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指称同一事物或物体的拟声

词在不同语言中也是不同的，比如德语中的 Kuckuck，土耳其语中的 guguk，

越南语中的 Cu cu 等，指的是同一种拟声。这其中就有文化差异。这样来看，

拟声词，主要是吼声，难以进行深层探讨，我们只能说拟声词的“自然普遍”

属性不能涵盖不同语言基础词汇中这一部分的特殊变  体。

三

非词汇化拟声词有其文化基础，反映的是某种生活现实，有时候又可以

是源于其他语言的外来词，还可以是古词语和词汇中有意思的那一部分。尽

管会给我们的理解造成困难，还是应该视作词汇的一部分，词汇学研究也应

该将其包含在内，也需要对其进行调查和系统分析。迄今为止，欧亚北部地

区的语言中几乎没有拟声词的词汇表。考虑到该地区语言的非词汇化拟声词

研究不充分、众多习语正在消失等问题，开展这类研究尤其必要。当然，这

不仅仅是尤卡吉尔语所面临的问  题。

a  Bogoraz （1918）第 134 页：Ke， ke， ke， ke， ke. Čomúnda gaỊúnda. Bátkina déka. Čomúnda 
ritéka！... Ke， ke， ke， ke， ke. Bátkina tal’lik. Čomúnda ričálik！ ... Ke， ke， ke， ke， ke. 
Čomúnda gaỊúnda. 这是一首歌曲，参见第 133 页注释 2。里面出现了未知词汇，属于楚

宛兹语（Chuvantzi），但没人能够翻译出它的意 思。

b  例如词根“kitz ！”。参见 Grimm/Grimm （1984）第 868 栏。格林兄弟的字典中还收录了

引诱和驱赶动物的声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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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lexicalized onomatopœia in Yukaghir languages

Michael Knüppel

Abstract: Non-lexi ca lized ono ma to pœia （< Greek ὀνοματοποιία） are such 

imi ta tions of sounds which are not trans formed to other word clas ses/ lexi cal 

clas ses/lexi cal ca te go ries （e. g. by de ri va tion or in flec tion） . Nor mal ly non-lexi-

ca lized ono ma to pœia are omit ted from dic tio na ries， be cause for a long time they 

have not been con si de red as “real words” . In this re gard the “vo ca bu la ria”， 

glos sa ries and dic tio na ries of Yu ka ghir lan gu ages are not ex cep tio nal. The rea-

sons for this have been va rious ones. In the past on ly words be lon ging to the ba-

sic vo ca bu la ry have been re cor ded by the tra vel lers and ear ly eth no gra phers who 

rea ched the re gions in ha bi ted by the Yu ka ghirs （ -be sides the trans la tion of the 

Pa ter nos ter gi ven in N. C. Wit sen’s de scrip tion of Si be ria） . When there was a 

change in the midst of 19th cen tu ry due to the re cords of F. A. Schief ner （1817—

1879） and G. G. L. v. May dell （1835—1894） who do cu men ted/pu blished com-

plete Yu ka ghir sen ten ces still no at ten tion was paid to the ono ma to pœia. It was 

the foun der of mo dern Yu ka ghir stu dies， V. I. Io chel’ son （1855—1937）， who 

first gave some in for ma tion on this part of speech， but omit ted the non-lexi ca-

lized ono ma to pœia from the glos sa ry of his fa mous eth no gra phy “The Yu ka ghir 

and the Yu ka ghi rized Tun gus” . In his ar ticle the author pro vides an over view on 

the pro blem in ge ne ral as well as the in for ma tion gi ven by Io chel’ son.

Keywords: ono ma to pœia； Yukaghir languages； V. I. Io chel’ son （1855—

1937）； Yu ka ghir lexic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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