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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尼塞语中的阿尔泰语元素

［德］迈克尔·克努佩尔 
（刘风山 译）

作者简介：迈克尔·克努佩尔（Michael Knüppel），聊城大学

北冰洋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人类学 / 民族学、东方语言

学、宗教史和阿尔泰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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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研究迄今为止叶尼塞语（Yeniseian languages）中的哪些元素确定

无疑是从阿尔泰语系（“Altaic”languages）借来的，既是阿尔泰语研究关注

的问题，也是叶尼塞语研究试图了解的问题。学界普遍认为，这项研究异常

艰难，其原因是语言交流领域的交叉参引以及现有文献围绕这一点所进行的

语源学研究成果数量庞大，难以计数。围绕语言交流中语言元素借用的交叉

参引这个话题，爱德华·瓦热达（Edward Vajda）所提供的文献信息丰富，a

有助于我们大致了解学界针对该话题已经做了哪些研究。研究艰难也不仅仅

是因为文献数目众多，还因为此类研究所涉及的语言属于不同的语系，从根

本上讲二者具有不同的音系（比如叶尼塞语的音调）、不同的语法（本书第 1

*  本文是巴亚玛·卡布塔加耶娃所著《西伯利亚的语言交流：叶尼塞语中的土耳其语、蒙

古语、通古斯语外来词》（Language Contact in Siberia. Turkic， Mongolic， and Tungusic 
loanwords in Yeniseian）（亚洲语言系列丛书 19）（Leiden， Boston： Brill， 2019）的书评。全

书共 416 页，精装本书号 978-90-04-38594-8；数字版书号 978-90-0439076-8。

a  Edward J. Vajda， Yeniseian Peoples and Languages： A History of Yeniseian Studies with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and a Source Guide （Richmond， 2001） .

北冰洋研究第5辑-wm.indd   312 2022-07-21   09:33:07



叶尼塞语中的阿尔泰语元素  313

页的述评中提到了这一点）。巴亚玛·卡布塔加耶娃（Bayarma Khabtagaeva）

已着手这项伟大的研究，值得尊敬。本书作者告诉读者：“我的著作……或许

是下一步研究的出发点”（Khabtagaeva 2019：369）。正因如此，下文所做的

评论不应当作是批评，而是对今后学界围绕该话题继续进行研究所提的建  议。

下面就来谈谈这部著作。本文要谈的这部著作梳理了叶尼塞语中的阿尔

泰语元素，涉及叶尼塞语所借用语言元素的音位学、形态学、语义学特征。

叶尼塞语的拼写形式源于海因里希·沃纳（Heinrich Werner）的《叶尼塞语

比较词典》（2002）。a这本字典可以说是已经印刷出版的关于叶尼塞语的全部

的文献资料。除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及现有的其他文献之外，本书作者开展

研究所选用的语源资料还包括海因里希·沃纳和爱德华·瓦热达正在编纂尚

未出版的叶尼塞语词源词典。除了数量有限且含有通古斯语（Tungus）和土

耳其语（Turkic）元素的蒙古语（Mongolian）外来词之外，巴亚玛·卡布塔

加耶娃所使用的语料库还包括土耳其语外来词约 230 个、通古斯语外来词约

70 个（Khabtagaeva 2019：369）。

本书作者在引言部分（第一章，第 1—19 页）首先介绍了她所研究的核

心问题。接下来，又对书中所包含的数据资料及资料来源做了解释，梳理了

提供相关词汇信息、隶属于叶尼塞语系的几种语言变体。最后又分别总结了

叶尼塞语—土耳其语词汇关系以及叶尼塞语—通古斯语词汇关系研究的现状。

再往下是本书的词源研究部分（第 20—326 页）。该部分包括三章，分别研

究土耳其语外来词（第 20—256 页）、通古斯语外来词（第 257—310 页）和

蒙古语外来词（第 311—326 页）。这三章采用的结构相同，包括三个语系语

言中相对应的例子以及之前词源研究的语料来源。此外，这一部分还包括作

者围绕开展词源学研究所提供的建议。每一个词汇条目依次包括词根、沃纳

词典（2002）中的例证、该词在阿尔泰语中的拼写形式。例如：“Kott（秳

语） âsa ～ asa ～ áša； Assan（阿桑语） asa ʻdevil， evil spiritʼ（魔鬼、邪恶精

灵）（Werner 2002/I： 61） < Turkic（土耳其语）*aza ʻdevil， demon， evil spiritʼ

（魔鬼、邪恶精灵）< aδa ʻdangerʼ（危险）”（Khabtagaeva 2019：102）。紧随

其后，作者在每一个条目中都列出了该词在土耳其语中不同的拼写形式，还

有系列相关的文献成果，其中包括土耳其语词形的词源；作者还在每一个条

a  Heinrich Werner， Vergleichendes Wörterbuch der Jenissej-Sprachen， 3 vols. （Wiesbaden， 
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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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最后为相关叶尼塞语词形提供了她自己的词源学研究建议。就词源而言，

不同程度上涉及与叶尼塞语最接近的撒摩耶语（Samoyed languages）。上面提

到的这三个领域，本书分为词源部分和语音模式两部分，每一部分都按照语

义群进行划分。然而，参照语义所做的划分并未在本书的目录中加以体  现。

卡布塔加耶娃的著作最有意思的部分是第六章（第 359—368 页）。第

六章的标题是“词源谬误或巧合”。该章列出了作者之前开展的但后来

放弃或事实证明难以持续的词源学研究，以及放弃早期词源学研究的

理由。早期的词源学研究通常简单地基于非相关语言的“偶然相似性”

（“Zufallsähnlichkeiten”）， 其 例 子 就 是 S- 愒 语（S-Ket.） 中 的“däʁɔ～ 

dέʁɔ ‘block of ice’（冰块）”～ 鄂温克语（Ėw.）中的“*d’uke < ǰuke ‘ice’

（冰）”（Khabtagaeva 2019：365—366）。卡布塔加耶娃写道：“根据沃纳

（2000/1：183）的词典，该词在愒语中包含两个叶尼塞语单词，即 dɛˀ‘lake’

（湖）和 qo ‘ice’（冰）。该词在发音上与愒语相近，鄂温克语中的 d’- 在愒语

中有时候还写作 d-，但这个词的出现仍然属于‘巧合’范畴”（Khabtagaeva 

2019：366）。

巴亚玛·卡布塔加耶娃的这部著作颇有可圈可点之处，首先是她的词汇

转录方式。她用简单的几句话就把问题讲得十分清楚：“阿尔泰语系中的西里

尔语（Cyrillic）用拉丁字母拼写，我用的是传统的拼写系统，大多数蒙古语

和通古斯语出版物（原文如此）都使用该书写系统，同土耳其语研究文献中

使用的拼写形式相近”（Khabtagaeva 2019：3）。这样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

如阿尔泰语传统的拼写方式是什么？土耳其语研究中采用的是什么样的拼写

方式？答案并不固定，一直以来也都没有固定说法。但该书中偶尔也会发现

前后不一致的例子，比如为什么会出现“Ulcha”和“Oroch”？鄂温克语中

应 该 是“čičakān”（Khabtagaeva 2019：265） 或“čūha”（Khabtagaeva 2019：

361）之类的拼写。除此之外，巴亚玛·卡布塔加耶娃采用的是通古斯语的拼

写传统（大家的理解可能有所不同），也可以说参照的是欧洲大陆图书管理学

标准（俄语便是如此），例如采用 <č>，而不是 <ch>。这样，偶尔会有失误，

例如第 377 页第 11 行的“Arxivnye”应该是“Arhivnye”。处理阿拉伯语和波

斯语的拼写形式时也出现了问题，如第 5 页第 29 行的“IbnMuhannā”应该

是“Ibn-Muhanna”。

除了这些，还可以发现一些很难避免的小失误，也是我们所有人

在书写过程中最常遇到的问题，如第 375 页第 20 行的“Dialekte”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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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Dialecte”； 第 7 页 第 22 行 的“Na-Déné” 应 该 是“Na-Dené”； 第

170 页 第 6 行、 第 171 页 第 36 行 的“2006： 181” 应 该 是“2006： 18”；

第 379 页 第 27 行 的“Kapperts” 应 该 是“Klapperts”； 第 380 页 第 7 行

的“Farbbezeichnungen” 应 该 是“Farbezeichnungen”； 第 387 页 第 31

行 的“Xiong-nu” 应 该 是“Xion-nu”； 第 9 页 第 22 行， 还 有 第 1 页 的 

“v. Strahlenberg” 应 该 是“Strahlenberg”，“Müller” 应 该 是 俄 语 中 的

“Miller”；相应的文献也没有在参考文献中列出等等，还有其他一些问  题。

另外一个就是参考文献编写方面的错误，很可能是数据庞大导致的结果，

这也可以理解。例如，参考文献中所列举的文献，有的有出版社名称，有的

没有。此外，英语标题的书写也前后不一致，其中有的名词大写，有的则没

有大写，这是英语并非母语的人，包括我本人，使用英语时容易犯的典型错

误。书中还有标点符号使用不规范的问题，但更多的是音节划分问题。参

考文献部分还有拼写错误以及这些拼写错误衍生出的其他问题。例如第 379

页第 2 行中的“Krejnovič，Ė.A.”应该是“Kreinovič， Je. A.”，“Ė.”应该是

“Je.”（所提到的文献作者的名字是“Ėruxim”，参见上文关于拼写的表述）；

第 380 页第 9 行的“E.”也应该是“Ye.”（该文献作者的名字成了“Elena”），

等等如  此。

在本书的词源学研究部分，读者也可以看到参考文献编写方面的几个错

误：第 100 页第 32 行的“2006b： 179—180”应该是“2006： 179”（关于该

条文献的土耳其语研究成果，参见 Michael Knüppel， “Manichäisches bei den 

Tungu-sen？ ” RO 67.2 （2014）， pp.17—27，尤其是第 21—22 页）；第 134 页

表示引用了“Stachowski 2004”的观点，但是与卡布塔加耶娃在书中实际引

用的斯塔霍夫斯基（Stachowski）2004 年的成果并不一致。这里需要加上：

MarekStachowski， “Anmerkungen zu einem neuen vergleichenden Wörterbuch 

der Jenissej-Sprachen，” SEC 9 （2004）， pp.189—204 这部分信息。此处还提到

波斯语的起源，并放在括号中，但这个信息斯塔霍夫斯基的文章并没有提供，

而且也并非是波斯语形式“taṃbākū”，作者提供的拼写形式是“tambaku”

（关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书写形式，参见上文）。除了这些之外，还需要

谈谈某些特定的拼写形式，指出某些比较直接的问题，例如第 112 页的秳语

“šera ～ sera ～ širá”这个例子中，应该是波斯语的“šira”，却写成了“šire”

（参照古土耳其语“širä”），所给出的该词的词意是“syrup”（糖浆），也容易

让人产生误解，因为“širä”的黏稠程度很像蜂蜜（honey）。词源学研究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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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即“Stachowski （2006b）， pp.180—181”的信息必须提  供。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作者进行比较时所提供的古土耳其语的拼写形式。

一方面，她给出一些过时的注释，如“taluy”而不是“taloy”（参见 Marcel 

Erdal，Old Turkic Word Formation： 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the Lexicon

（Wiesbaden， 1991；突厥学研究系列丛书 7）。作者附带参考了这个文献。另

一方面，作为比较对象的古土耳其语书写形式，巴亚玛·卡布塔加耶娃做了

标记，但其数量需要解释和求  证。

当然，本书所提到的一些资料也需要补充更多信息，比如需要从沃纳

（2002）的《叶尼塞语比较词典》中选取更多的拼写例子，但作者并没打算

这么做，比如已经找到其阿尔泰语词源的例子也应该有所涉及，像“1qa·m 

‘arrow’（箭 ） （vol. 2， p.81） < Tatar.（鞑 靼 语 ）qama ‘spitze Waffe， spitzes 

Ende’（尖头武器；尖头）”这样的例子。这些拼写案例在其他词源学著述中

有所涉及，本书却没有包括在内（参见本书第 4 页），也有可能在其他研究中

收录过，由于集中关注现代语言的借用及其近期变化而将其省略了（参见第

369 页）。

第 286 页 的 愒 语 中 的“laγun～ laún”、 鹆 语（Yugh） 中 的“lagún”，

在沃纳字典（2002）第一部分第 4 页标注的是愒语中的“laγún”而不是

“laγun”。需要指出的是，学界通常认为该词的词源为古阿卡德语，而不是

亚述语。卡尔·海因里希·蒙吉斯（Karl Heinrich Menges）曾经对古俄语

的“loχan”、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Serbo-Kroatian）的“lèðem”、希腊语

的“λγvιoς，λεκάvη”等做过比较。根据蒙吉斯的研究，“Schüssel， Becken， 

Tongefäss”等是许多语言都广泛使用的美索不达米亚语外来词，比如土耳其

语、土库曼语（Turkmen）、希腊语（Greek）、拉丁语、库欧曼语（Qoman）。

蒙吉斯认为，如果不是来源于苏美尔语（Šumer）的“laḫan”，该词则应

该 来 源 于 阿 卡 德 语（Akkadian） 的 lugimau （？），la-ḫannu和 laḫnu（参

见 Karl HeinrichMenges，“Etymologika”， in Studies in General and Oriental 

Linguistics Presented to Shirô Hattori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ixtieth Birthday，

edited by Roman Jakobson and Shigeo Kawamoto （Tokyo 1970）， pp.458—466， 

尤 其 是 第 458—462 页； Karl HeinrichMenges，“Das Problem der ‘gelehrten 

Volksetymologie’： Einige slawische und altaische Etymologien”， SSp 6 （1984）。 

pp.45—76， 尤其是第 71 页之  后）

秳语中的“bôru ～ boru”和阿桑语中的“boru ～ borü‘wolf’（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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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abtagaeva 2019：50），按照沃纳字典（2002）第一部分第 143 页上的表

述，源于古土耳其语的“böri”（作者标注的是土耳其语的“*börü‘id.’”。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看到的是借用到叶尼塞语系中的土耳其语中的禁忌外

来  词。

结论（第 369—372 页）部分总结了前面所提及的研究发现，还提到以

叶尼塞语系及语义群为基础分别研究土耳其语及通古斯语外来词情况的“词

汇统计”规划。虽然没有按照话题分类提供索引，但本书末尾（第 389—404

页）参考文献后面的附录对相关研究颇有帮  助。

上述评论并不是要读者对本书进行批判，希望作者对本述评的措辞表示

谅解，根本目的在于期望学界继续巴亚玛·卡布塔加耶娃开启的研究。我们

应该对卡布塔加耶娃的贡献表示感谢，感谢她完成了本书引言部分所提出的

研究任务，祝贺她完成了这部极具参考价值的著作。这不仅是叶尼塞语研究

的参考资料，毫无疑问也是阿尔泰语研究的重要参考资  料。

Khabtagaeva， Bayarma. 2019. Language contact in Siberia. Turkic， Mongolic， and 

Tungusic loanwords in Yeniseian. Leiden， Boston： Br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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