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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粟特语 nwm（h） （“法律、信条” ）与撒
摩耶语 nom（“ 天堂、神” ）

迈克尔·克努佩尔 
（刘风山译校 刘一畅译）

摘要：本文讨论了粟特语中的 nwm（h）（法律、信条）与撒摩

耶语中 nom（天堂、神）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探讨了词汇之间

久远的关系，针对所谓的“四处游荡的外来词”进行了思考。希

腊语词汇 νόμος 在多种语言中出现且有不同的意思，似乎证实了凯

伊·多纳和赫曼·雅各布森在其研究中所做的假设，但本文认为，

粟特语的 nwm（h）（“法律、信条”）与撒摩耶语中的 nom（“天堂、

神”）之间关系并不符合二人的描述，一方面因为粟特语和萨摩耶语

之间没有发生过直接的交流，一方面因为 nom， num 等类似的词汇

在撒摩耶语的各个语支中都有存在，对应相应的词义。

关键词：粟特语 nwm（h） 撒摩耶语 nom ~ num 撒摩耶语研

究史 凯伊·多纳 远亲关系

作者简介：迈克尔·克努佩尔，聊城大学北冰洋研究中心教

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人类学、北极原住民。

译者简 介：刘风山，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刘一畅，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本科 生。

*  Michael Knüppel 译，Noch einmal zu sogd. nwm（h）“Gesetz， Lehre” und samojed. nom 
“Himmel， Gott”， 摘 引 自《西 伯 利 亚 研 究 》12（1），2017 年， 第 77—91 页；Michael 
Knüppel 译，Corrigenda zu，摘引自《西伯利亚研究》12（1），2017 年，第 77—91 页。

收录于《西伯利亚研究》12（2），2017 年，第 1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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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期， 本 文 作 者 分 析 通 古 斯 语（Tungus） 和 通 古 斯 方 言 写 成 的 佛 教

徒 回 忆 录 时， 注 意 到 了 争 议 颇 多 的 通 古 斯 语 中 šamān~samān~hamān（“萨

满”）一词的起源问题（Knüppel 2011：21—26；2013：107—111）。有学者将

其来源追溯到梵语（Sanskrit）中的 śramaṇa（“佛教徒、苦行者等”）（Schott 

1884；De Harlez 1887：28；Konow 1914：38（塞 卡 语 中 的 śramaṇa， 梵 语 中

的 śramaṇa “buddh. monk， asketic etc.” 〔“佛 教 徒、 苦 行 者 等 ” 〕， 并 未 提 到

通古斯语中有对应词汇）；Mironov，Shirokogoroff 1924；Menges 1989：240

页后）。凯伊·多纳（Kai Donner）1925 年出版的著作，发现多纳将撒摩耶

语（Samoyed）的 nom~num（“天堂、上苍、神等”）a同粟特语（Sogdian）

的 nwm~nwmh（“法律、信条、宗教等”）b联系起来，而其原型是希腊语的

νόμος（Donner 1925）。多纳试图通过该研究成果结束有关该词语起源的争

论，当然他自己也参与了这场争论。与多纳观点不同，其他的学者，如埃米

尔·奈斯特·塞塔拉（Eemil Nestor Setälä）、海基·帕索农（Heikki Paasonen）

等人，在此之前断言该词肯定源于乌拉尔语系（Uralic），多纳则认为该词

为外来词汇，在古维吾尔语（Old Uyghur）中有多种词意，如“法律、教

诲、宗教、教义”“书籍”等（Clauson 1972：777）就可以证实这一点。土耳

其人—撒摩耶人活动区域的南支撒摩耶语（Southern Samoyed）也可以证  实。

“维吾尔族和周边的民族有可能使用了这个词汇。中文文献资料显示，维

吾尔人在其伟大帝国成立之前就与北方的民族有联系。自信奉摩尼教之后，

维吾尔族帝国的疆域一直拓展到阿尔泰山脉以西，当时至少与南部撒摩耶人

有了联系，最晚到帝国解体后还保持联  系。”（Donner 1925：25）

今天看来，多纳的词源学研究或许有些过时，因为今天学界所关注的是

乌拉尔语系内部关系的可能性问题（Donner 1925：25）。然而，受格罗宁根第

五届国际芬兰—乌拉尔语研讨会（the Fifth International Sym po sium on Finno-

Ug ric Languages in Groningen，2011 年 6 月 7 日 至 9 日 ） 的 影 响，1925 年

多纳提出的各种假说又流行了好几年，几位同事也对乌拉尔语中几个宗教词

a  关 于 具 体 的 意 义， 参 见 几 部 百 科 全 书 著 作（Austerlitz，1987 年；Chelimskij，1988
年，1991 年，1997 年）。特别是 E. Vértes（1999 年）的描写，参考了民间传说（尤其

是 Lehtisalo，1924 年， 第 16、17、18—31 页 及 1947 年， 第 547—549 页 ） 以 及 敬 神

等方面的文献（参见 Holmberg，1927/1964 年，第 217—234 页及 Hajdú，1963 年，第 
32 页）。

b  参见 Gharib，1995 年，第 6138 号：nwm（h）– num， nom “law， canon”（“法律、原则”）

（有多个交叉引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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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的伊朗语（Ira nian）起源进行过探讨，其中包括撒摩耶语中的 nom~num。

与之不同，文化影响，比如摩尼教维吾尔人（Manichaean Uyghurs，多纳

只是偶尔提到这个概念）的文化影响，似乎历来是各主流西伯利亚研究所

关注的问题 a。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希腊语（Greek）词汇 νόμος 是我们目

前所知道的影响最广的一个（不在穆斯林、佛教、基督教使用的基本词汇

之内），影响的范围从昔日奥斯曼帝国一直到满洲里。当时呈现的是 namus

的形式，叙利亚语（Syriac）、阿拉伯语（Arabic）以及众多的习语中都可

见到（这一点，Knüppel 在 2012 年及 2014 年的研究中做了广泛讨论）。多

纳之所以得出那样的结论，有其合理之处，其他学者，如赫曼·雅各布森

（Hermann Ja cob sohn）也认同他的结论（Bang 1924：16）。当然，除此之外，

“影响广泛的（文化）词汇”一直是各主流学科关注的焦点，印度—伊朗语族

（Indo-Iranian）、东印欧语族（East-Indo-European）、高加索诸语（Caucasian）

（Jacobsohn 1927：203—206）， 甚 至 包 括“印 度 支 那 语 族 ”（Indo-Chinese），

即汉藏语系（Sino-Tibetic），同“外来”乌拉尔语系的语言关系及相关调查

也引起相当多的关注（关于吐火罗语和乌拉尔语关系的推测，参见 Menges 

1965， 1967； Thomas 1985：147—164）。围绕波罗的海地区芬兰语支（Finnic）

中的日耳曼语族（Germanic）成分开展调查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说明学界关

注这些问题。像多纳和奥利斯·约基（Aulis J. Joki）等代表性学者，也包括

卡尔·鲍达（Karl Bouda）以及伟大的卡尔·亨利希·孟格斯（Karl Heinrich 

Menges）等人有关“影响广泛的（文化）词汇”的思考，这里都提到了（参

照 Joki 1946 年，1962 年以及 Menges 1964 年研究中的例子。就“印度支那

语”外来词而言，我们面临的只是简单收集汉藏—叶尼塞语—撒摩耶语中的

“对应词”，通常基于关于叶尼塞语的发现，即假设叶尼塞语和汉藏语有遗传

关系，比如 Joki 的研究。如果研究叶尼塞语中的撒摩耶语外来词，特别是在

南支撒摩耶语外来词，可得出更进一步的结  论。）。

撒摩耶语是否借用了 nom ~ num ？这个问题的关键肯定是其分布问题以

及 / 或者该词在撒摩耶语以及鄂毕—乌戈尔语（Ob-Ugric）中传播的问  题。

撒摩耶语（Samoyed）（1）

a  Austerlitz（1987 年）提到了与汉特语、曼西语 nu- “up， above， top”（“向上、上方、顶

部”）可能的联系，以及（尽管是评判性的）与芬兰语词根 jum（a）（在芬兰语中“上

帝”的意思是 jumala）的联系。Austerlitz 把 yum（a）与梵语 dyumān（“明亮，闪亮”，

表示因陀罗神的一种属性）联系在一起。这在别处有更详细的论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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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摩耶语北支（Northern-Samoyed）（1.1）

埃涅茨语—涅涅茨语（Enec-Nenec）（1.1.1）

涅涅茨语（Nenec）（1.1.1.1）

冻原—涅涅茨语（耶拉克语）（Tundra-Nenec〔Yurak〕）：нум´（Janhunen 1977： 

104，参阅 Tereščenko）；nùm"Ǝ（Janhunen 1977：104，参阅 Leh ti salo 1956：290）；

森 林 — 涅 涅 茨 克 语（耶 拉 克 语 ）（Forest-Nenec〔Yurak〕）：nūm（Janhunen 

1977：104， 参 阅 Leh ti salo 1956：290）； 耶 拉 克 语（涅 涅 茨 语 东 支， 耶 拉

茨 语 ）（Yurak〔Eastern-Nenec， Yurac〕）：нубъ（Janhunen 1977：104， 参 照

Pallas 1786—17890）；num（Castrén 1855：19）；埃涅茨语（叶尼塞—撒摩耶

语）（Enec〔Yenissei-Samoyed〕）（1.1.1.2）

冻原—埃涅茨语（所马图语，马渡语，图卢坎—撒摩耶语）（Tundra-Enec 

〔Somatu， Madu， Turuchan-Samoyed， Chan taj-Samoyed〕）（1.1.1.2.1）

森 林— 埃 涅 茨 语（白 伊， 满 加 泽 耶— 撒 摩 耶 语， 卡 拉 斯 那— 撒 摩 耶 语 ）

（Forest-Enec〔Bai， Mangazeja-Samoyed， Baicha-Sa moyed， Karasina-Samoyed〕） 

（1.1.1.2.1）

anasan（塔瓦吉语，阿瓦姆—撒摩耶语，塔瓦吉—撒摩耶语）（ anasan 

〔Tavgi， Avam-Samoyed， Tawgi-Samoyed〕）（1.1.2）：nuon（Adelung 1806：

555）；撒摩耶语南支（Southern-Samoyed）（1.2）

塞 尔 库 普 语（奥 斯 恰 克— 撒 摩 耶 语 ）（Southern-Samoyed）（1.2.1）：num， 

nom， nop（Jan hu nen 1977：104， 参见 Prokof ’ev 1935， 1953）；lom， luun（Gen. 

Sg.）（Jan hunen 1977：104， 参见 Castrén/Lehtisalo 1960）； nut， nūm（Er délyi 1970： 

157， 参见 Prokof ’ev 1953）； nom， nuwə-（Ala ta lo 2004：196）；塞尔库普语北

支（塔斯—塞尔库普语，塔兹—塞尔库普语）（Northern-Sel’kup〔Tas-Sel’kup， 

Taz-Sel’kup〕）（1.2.1.1）： nop， nom， num， nūm， nut（Erdélyi 1970：157， 参

见 Pro kof ’ ev 1935；1953）；塞尔库普语中支（Tym-Sel’kup， Middle-Sel’kup）

（1.2.1.2）： noв， noв， nom（Alatalo 2004：196）；

塞 尔 库 普 语 南 支（Southern-Sel’kup〔Ket’-Sel’kup〕）（1.2.1.3）： nom， 

num（Alatalo 2004：196）；赛亚—撒摩耶语（Sayan-Samoyed）（1.2.2）

马托—泰基—卡拉加斯语（毛托—泰基—卡拉加斯语）（Mator-Taigi-Karagass

〔Motor， Motor-Taigi-Ka ra gas s〕）（1.2.2.1）

马托—泰基语（Mator-Taigi）（1.2.2.1.1）

马托（毛托）（Mator〔Motor〕）（1.2.2.1.1.1）： нумъ（Janhunen 197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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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Spas skij；Potapov 1957）；泰基语（Tai gi）（1.2.2.1.1.2）： num（Janhunen 

1977：104，参见 Ade lung；圣彼得堡图书馆手稿，参见 T. Leh tisalo 手写记

录）；卡拉加斯语（Karagass）（1.2.2.1.2）

卡玛斯—科伊巴尔语（Kamass-Koibal）（1.2.2.2）

卡玛斯语（Kamass）（1.2.2.2.1）： num， nom（Janhunen 1977：104，参见

Donner； Joki 1944：46）；num（Castrén 1855：185）； 科 伊 巴 尔 语（Koibal）

（1.2.2.2.2）： нумъ（Janhunen 1977：104，参见 Spas skij；Potapov 1957）。

几乎在所有撒摩耶语以及西伯利亚的鄂毕—乌戈尔语习语中，nom 等词

都具有“天堂、上苍、神等”的含义，这点类似于 šamān 一词。例如汉特语

（Khanty，又称 Ostyak）中的 nop（不足为奇，这两个人和其他许多人一样，

也把注意力转向了伊朗语和乌拉尔语关系的研究）。或曼西语（Mansi）中的

num， nom（Adelung 1806：542）。在通古斯语族中，几乎可以找到所有的词

义和对应的形式。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不能排除所有语言和方言中有外来

词的情况，尤其是在幅员辽阔但人口相对稀少的极地附近的欧亚大陆地区。

多纳一定注意到了这一点（参见 Németh 1913—1914：245；Knüppel 2011：

21；Cincius 1977：59），所以他试图解释说，赛亚—撒摩耶语和奥斯恰克—撒

摩 耶 语（Sayan and Ostyak Samoyed） 在 借 用 外 来 词 时（Donner 1925：4 列

表），两种语言可能并没有区别；尤拉克语（Yuraks）和鄂毕—乌戈尔语借用

了撒摩耶语南支的元素（Donner 1925：5），但他并没有给出确切的证据。不

久之前，多纳曾就撒摩耶语和突厥语（Turkic）的借用关系进行过广泛讨论，

并对相对较新的土耳其外来语做了解释，他将这些外来语与“原始撒摩耶语”

（Proto-Samoyed）做了明显的区分，“［...］所有叶尼塞—奥斯恰克语（Yenissei-

Ostyak）和大多数只出现在撒摩耶语南支中的突厥语外来词被采用的时间都

相对较晚”（Donner 1924：5—6）。多纳声称他已经发现了突厥语的元素，这

对他的论断“原始撒摩耶语，也就是今天所有撒摩耶人的母语”起了重要作

用。显然，在 1924 年他没有想到突厥语外来词会出现在南支撒摩耶语中。尽

管多纳还提到伊朗语支是撒摩耶语中的外来词，他主要讨论的还是中亚草原

地带的突厥语取代伊朗语之前的那段时间，他并没有评论 nom~num 或其他

宗教术语的由来。显然，他将 nom~num 视为撒摩耶语中的词汇，只提到了

它和其他词（如 kor，“雄马、种马、公牛等”）是一起借用到奥斯恰克语中

的（Donner 1924：4）。正如通古斯语 šamān~amān~hamān，是通古斯语所特

有的，表示的是曾经所有通古斯习语使用者熟知的相同意义；撒摩耶语中的

北冰洋研究第六辑.indd   111 2023-07-12   10:34:46



112  北冰洋研究（第六辑）

nom~num 也可以看做撒摩耶人所独有的，上面的习语指的都是每种语言最基

本的词汇，如“上苍”“天堂”。同样，也可能是神的人化，更罕见的是与天

空或与人化的“雷神”或（一般）“天气”有关的气象现象。众所周知，那些

属于基本词汇的单词都不是简单地从其他语言中借来  的。

正如赫曼·雅各布森已经指出的那样，所有周边民族的语言和方言中，

都没有像 nom~num 这样的词来表示上苍、天堂或（最高的）神。无论如何，

他没有对外来词的论说（或最终是粟特语来源）表达异议（Donner 1924：

11—12）。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相似的，但不在叶尼塞语（Yenisseian）或

通古斯习语中，在此处也只能是相似。一般不考虑满语（Manchu），因为满

语的这个词是从蒙古语（Mongolian）借来的 a。至少在这种情况下，从突厥

语借用而来，最终进入到撒摩耶语的结论是可以理解的。19 世纪，在叶尼塞

河上游和阿拉泰—萨亚（Altai-Sayan）地区，这两个语族仍然是相邻的，一直

持续到南西伯利亚的土耳其人对整个族群完全同  化。

这里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在历史上，讲撒摩耶语、通古斯语和叶尼塞

语（Ye nis seian）的人的居住地有多个重叠之处。俄国人到达后，鄂温克族

（Ėwenki）的定居区域延伸到叶尼塞河以西很远的地方，东部撒摩耶人的定

居点延伸到叶尼塞河以外，叶尼塞人和可能存在的叶尼塞人区域从叶尼塞河

的支流上游几乎延伸到河口地带。如果这个词是从突厥语地区借来的，作为

一个“影响广泛的（文化）词汇”进入了撒摩耶语中，那么问题来了，即为

什么几乎在所有撒摩耶语的习语中都能找到这个词，却在其他语系的相邻族

语中找不到这个词呢？这受南西伯利亚的突厥语的影响，也受古突厥语（甚

至古维吾尔语）的影响。很有可能当时，叶尼塞人在这一地区的存在更广泛。

“在撒摩耶，没有比来自吉尔吉斯坦或者如今的叶尼塞—奥斯恰克（Yenissei-

Ostyaks）原始语更古老的外来语了”（有关其分布情况，请参照上文），多纳的

这一猜想同时也相对化了。

正如多纳所说的那样（Menges 1971，1974），这一地区不属于乌拉尔

语族的语言似乎也就是铁列乌特语（Te leut）、卡拉加斯语（Ka ra gas s）以及

a  Jacobsohn，1927，第 205 页，“Ein solcher religiöser Terminus kann sich auch dort weithin 
verbreiten， wo sonst kaum sprachlich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n Völkern bestehen ［...］ 
Religiöse Wörter wandern anders als sonst die Wör¬ter einer Sprache”（“这样的宗教术语也

可以广泛用在那些没有任何语言关系的民族之间［……］宗教词汇的迁移方式不同于其

他语言词汇”）。该结论基本准确，但可能包含漏洞（“leere Möglichk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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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纳没有考虑到的）图瓦语（Tu vi ni an）（Donner 1925：4）。很明显，它可

能不是撒摩耶语的外来语。虽然这个词在所有的撒摩耶语习语中都可以找到

相应的含义，但在南西伯利亚的几种突厥语中，它是作为一个外来词出现的。

根据杰拉德·克劳森（Gerard Clauson）的说法，这个词最初不是从维吾尔语

借来的，而是从蒙古语“再借”（“回借”）来的（Ölmez 2007：223，这里提

到 nom 是为了引入它“书籍”这层含义）。在古土耳其时期，这个词并没有

进入叶尼塞语，很可能是因为该地区最早的突厥语文献（叶尼塞语的古土耳

其铭文）中没有证据（Clauson 1972：777）证明它的存在，以至于南西伯利

亚出现摩尼教时，人们不得不对该词持怀疑态度（Donner 知道这一点，参见

Donner 1925：4）。所以，为什么这个词会在古土耳其时期传到整个南撒摩耶

呢？为什么这个词与北方的南支撒摩耶语传得更远呢？在这样的语境下，关

于卡马斯语 num， nom 缺少“神”这一概念，多纳研究所指内容丰富（参见

Knüppel 2012）。作者认为，最近这一含义被突厥语 kudai（“id.”之义）所取

代。也如多纳所强调的那样，这就是伊朗语最终的起源（Donner 1926：6）。

后者当然是正确的，这种比较毫无意义。因  为：

1. （相对于 nom）突厥语的词语传播范围相对较广（阿尔泰语、铁列乌

特语、绍尔语、列别德—鞑靼语、萨盖语、科伊巴尔语、库尔里克、吉尔吉斯

语、哈萨克语）（粟特语 XWD’W， χuδāw〔XWDW〕〔“国王，上帝” 〕，参阅

Gharib， 2004 年， 第 10720 号；XWT’W， χu¬tāu， χutāw〔XWTW， XWDW〕

〔“id.”， 即“身 份 ” 之 意 〕， 参 阅 Gharib， 2004 年， 第 10814 号；XWT’Y， 

χutāy〔“Sir”，即“先生”之意〕，参阅 Gharib，2004 年，第 10816 号）。

2. （根据多纳的说法）借用发生的时间更接近近代（Radloff 1899：998

栏），在多数情况下，可能借用比较晚，比如南西伯利亚突厥语中的 nom

（Menges 1993：253—254，第 1155 号）。

3. 可以找到该地区其他语言的证据（相比通古斯语形式，例如鄂温克

的 kotōj kotūto 和奥罗齐语 Xadau 等，这种语言进入时间相对较晚，就像雅克

语）（Donner 1926：6）。

在粟特语 NWM（H）与撒摩耶语 nom~num 的案例中，我们有机会在完

全不同的语言和语系中找到相似的词汇（“Zufallsähnlichkeiten”）。这再一次

表明，我们是多么不愿意指出其更深远的语言背景。同样也表明，无论该领

域多么吸引人，在处理更深远的语言关系时，我们应该更加谨慎。这同样适

用于“影响广泛的（文化）词汇”这个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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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e again on Sogdian nwm( h) (“law, doctrine”) 
and Samoyed nom (“heaven, god”)

Michael Knüppel

Abstract: In his contribution the author deals with the sometimes assumed 

relation between Sogdian nwm( h) “law, doctrine” and Samoyed nom “heaven, 

god” . An assumption that arose from the search for distant relationships of words 

and speculations regarding so-called “far-wandered loanwords”. The assumptions, 

which were postulated, for example, in the contributions by K. Donner and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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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obsohn, seemed to be justified by the fact that the Greek νόμος is actually 

present in a multitude of languages with very different meanings. As the author 

shows in his article, however, in the case of Sogdian nwm( h) “law, doctrine” and 

Samoyed nom “heaven, god”, such a relation cannot be assumed, since on the 

one hand there was no direct contact between Sogdians and Samoyeds and on the 

other hand nom, num etc. are present in all Samoyed languages in corresponding 

meanings.

Keywords: Sogdian nwm( h); Samoyed nom ~ num; history of Samoyedic 

studies; Kai Donner; distant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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