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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回鹘文文献语言是 突厥语言 史上 9—15世 纪的一种 书 面语 ，它们在 维吾 尔语言 史上具有 

承上启下的作用。回鹘文汉译佛典文献在 出土的 回鹘 文文献 中 占相 当数 量，充分展 示了 当时 回鹘 与汉之 间 

的交流盛况。论文梳 理 出其 中最为常见 的十 一种语 气词 ，归 纳它们 的翻译 方式 ，分析 它们 的特 点和功 能 、 

用法。此研 究将展 现回鹘语 与 中古汉语的一些互动关 系情 况 ，也为我 们研 究不 同语 系之 间的语 言接 触提供 

一 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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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语气是指说话人根据句子的不同用途所 

采取的说话方式和态度。通俗地说 ，语气就是适 

用于不 同交 际 目的的情 绪表现 ，是人 的直观感 

受，包括肯定、否定、陈述、疑问、推测、商量 

等语气。语言中语气的表达手段多样，主要通过 

语气词 、语气副词、语调、助词等手段来表达 ， 

其中语气词是一种主要表达手段之一。语气词是 

用来表示各种不 同语气的虚词 ，本身没有词汇意 

义，不能单独使用和充当句子成分，它被附加在 

句中某个句 法成分 的后 面，表示句 子的某种语 

气。回鹘语 中的语气 词同样没有独 立的词汇意 

义，不能单独使用 ，往往依附于其他词 、短语和 

句子才能表示询 问、疑问、祈使 、强调 、限定 、 

感叹等各种语气 。回鹘文汉译佛典文献语言的语 

气词数量不多，表意功能相对来说 比较单纯 ，现 

将 回鹘文汉译佛典语言中常见语气词的翻译及其 

特点、功能分析如下。 

回鹘文汉译佛典语言中的语气词 mu／mti用 

在疑问句 中表询问、反问的语气 ，用在陈述句中 

表推测的语气，这两个语气词有时与其他成分连 

写 ，有时是单 独书写。mu与 mfi的选择 要遵循 

回鹘语的语音和谐规律 ，回鹘语有着比较严格的 

语音和谐规律。mu中的 u是后元音，mfi中的 n 

是前元音 ，选择 mtl还是 mii，主要看它 前面那 

个词是由前元音构成 ，还是 由后元音构成。 

(一 )mu／mii在疑 问句中表询问和反问。 

i~trti~Yqot3§h馗T a~ari ol tavya~xanqa uluv ilig 

baga bo ki~ig bilti~3iz mfi tip ayi'tdi：xan n／ira／in kim 

arti bilmadim tip tidi． 

上例节选 自回鹘文 《梁朝傅大士颂金刚 

经》，直译为： “随后，志公信土阿阁梨问桃花 

石汗 ：‘大王认识这人吗?’桃花石汗说 ：‘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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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他是谁。”’这部经是在汉译本 《梁朝傅大 

士颂金刚经》 的基础上改译的，汉译原 经为 

“志公 问帝 日： ‘识 此 人否? ’帝 日： ‘不 

识 ’。”̈ 回鹘文与原文在内容上有些不同，但是 

译后句式没变 ，都是询问句 ，有疑而问，有问有 

答 ，回鹘 文 中的语 气词 mfi与前 面 的词 biltioiz 

(您知道)分开书写，表示询问，可以翻译成 

“吗 ”。 

ya~i"aqa t~ktilti ilik bagka ayi't&'／ Ogiikiam 

barmu armi§ayzun manga ad'／rtk~／Y(a)rh'qadl"ilik 

bag qatun "fnga iniS~i tip／ Ydffmmn qama~ bag l~irig 

alp alpayut aranlarig／ tOrttin sYngar orunta til／ig／ili 

tiginig／ taql" ym苴 blgfirmaz uw~aq taw~aq saw 

s6zin．[ ](p· 。 ) 

上例节选 自回鹘文 《金光明经》中的一段 

偈颂，这部经是在汉译本 《金光明最胜王经》 

的基础上翻译而来。汉译本原文为 ： “悲啼以问 

王：我儿今在不?王告夫人日：我已使诸人，四 

向求王子 ，尚未有消息。” ‘ ’回鹘文中 barmu 

里的疑 问语气词 mu与前面成分 bar一 (有 、在) 

连写 ，译为 “吗”，表示询问，其 中的 a为后元 

音 ，所 以这里选择 由后元音组成的语气词 mu。 

bir6k bo anta~ qaffylanmad~'／img~inm／idi arsar 

munY tag amgakka taggay mfi ardi． munuo at6zi§u 

yoqsuz qTrT asYysi'z tususuz b(T)tadi'61ti：muoa n苴 

asY~boltY arki tep teyiir一[1a]r．azu~a yma Oz 6z 

savlar'in oq Tn[kert]ii ol tep b(苴)k tutup TnTn a 

kennsin 茜bilmadin『tn]§in Ydi'p kami§ip a<va> 

nffn oq tilap istap yaoloq[saqYn]U munta~yao~'lurlar 

sezinfirlar．[ ](p 124) 

此例节选自回鹘文 《慈悲道场忏法》，根据 

现存的回鹘文写本推知 ，这部 回鹘文佛 经为 13 

世纪初的译本，也是译 自汉译本，译者是别失八 

里人 昆村舍利都统。汉译本为 《慈悲道场忏 

法》，又名 《梁皇忏法》，该经 自梁代至今，一 

直为佛家用以灭罪消灾、济度亡灵，因而在中原 

及其周边地 区广为流传 ，这段 回鹘 文可直译为 ： 

“但是如果不如此努力、勤奋，难道能得到这样 

的成果吗?这身体徒劳无益地死去。对此有什么 

益处呢?或又各秉其言是真，据实不知，弃果寻 

因，错误地思考，如此误解怀疑。”这里的第一 

个反问句中的语气词 mii单独书写，可译为 “难 

道⋯吗 ”，第 二个反 问句是用 疑 问代词 nn(什 

么 )来问，两个反 问句 都是无 疑而 问，有 问无 

答。 

(二 )mu／mii在 陈述旬 中表推测或者起 加 

强语气的作用。 

ai5／img／ikk／i agi~ip／intikin yigali qilmi~in，anYn 

sizintim inimka at’5zin titti arki mu．[ ](p ) 

此例节选 自回鹘文 《金光明经》中的两句 

偈颂 ，汉译佛经原文为： “饥苦所缠恐食子，我 

今疑弟舍其身。” 回鹘文偈颂可以直译为： 

“我现在怀疑我的弟弟可能已经舍身 (饲虎)了 

呀。”mu位于 陈述句 句末表推测 ，并且单独 书 

写 ，在这里可译成 “啊” “呀”。 

kim ~irti arki bF6ta~i"figfik-ki~im ／it’Ozin 

6ngi saiSYkp yatur ay qalmi'~ssngfik yir sayu 

Y_fn—m蜷 in(a)n kan~imin s／iw／ir amraq 

aday'lm-in 

busu~qa ／imgakk／i basYtYp tab—r／iniSsiz boltum 

a。。rm a。。zm u．[2](p 626) 

此例同样是节选 自回鹘文 《金光明经》，汉 

译佛经原文为：“我子谁屠割 ，余骨散于地。失 

我所 爱 子，忧 悲 不 自胜 。” ‘ 回鹘 文 例 句 

busu~qa ~mgakka basl'fl'p t苴b—r／in~siz boltum 

a”rma”zmu可 以直译为 “忧伤、悲痛之下的我颤抖 

不已啊 !” 陈述句 句 末 arm萏zmu中 的 萏r一意 为 

“是 、通过 、走 过”，．m苴z是动词 的否定式 附加 

成分 ，mu与前 面的 armaz连写，增强 了王后 难 

以承 受 痛 失 爱 子 的 表 达 效 果 ，这 里 可 译 成 

“啊 ” 

二 、 oq／6k 

oq／6k表强调语气时，主要用来加强对某 

人 、某物、某事的肯定或否定的语气 ，一般位于 

需要加强肯定或否定的词、短语之后；oq／fik表 

示感叹的语气时，一般位于句末，引起下文，表 

示对事物现状的感叹 。按照回鹘语语音和谐的规 

律 ，oq中的 0是后元 音，一般用在 由后元 音构 

成的词或短语之后 ，6k中的 6是前元音 ，一般 

用在由前元音构成的词或短语之后。 

(一)oq／Ok用于陈述旬中，起加强肯定或 

者否定语气的作用。 

bastYnqi bidigi ars萏r：qlti bu orunta． olfip 

yanturu bu orunta oq toym'／slar~irtir．【 J 

该例句节选 自回鹘文残卷 《俱舍论》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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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的 《分别根品》，这部经是在玄奘奉诏所译汉 

文底本 的基 础上 翻译 而来。汉 文佛 经原 文 为： 

“第一句者 。谓是处死还生是处。” ‘ 此句 回 

鹘文佛经直译为 ：“第一句是在这个地方死 ，就 

还在这个地方生。” 回鹘文句 中的 oq位于所要加 

强肯定语气的名词 orunta(在那个地方 、在那个 

位置)之后 ，强调 “就还在这个地方”。这里 的 

oq起强调肯定语气 的作用 ，可译为 “就” “就 

是” “还是”，oq还可 以用来加强否定 的语气 ， 

如下 ： 

Munta~ osuy—luq siJz—ligali bolyuluq—SUZ oq： 

birar birar b／ikiz balgfilOk adim bilir一1萏r． 

此例选 自回鹘文 《华 严经》 残 叶，这部经 

是在汉文本 《八十华严》的基础上翻译而来， 

其内容属于唐实叉难陀所译 《八十华严》 四十 

五卷 ，佛经原文为 ：“如是一切不可说 ，一一明 

了可分别。” 此句回鹘文直译为：“诸如此类都 

不可以说，一个个的区分明了。” 回鹘文第一句 

sfz—lig／~li bolyuluq-SUZ(不可以说) 中的一SUZ是一 

个表示否定的附加成分 ，其后 oq放在这个所要 

否定的短语之后 ，进一步加强了否定的语气 ，可 

以翻译成 “都”“一定 ”等。 

(二)oq／6k用于陈述句中表感叹语气。 

ol／~dtin uluy vc0Y—luy yah'n—l'l'y yaruq—luy uH ol 

an~tilayu k／ilmi~一ning burhan． qutYn bulup riti 

bOgtilanmak-lig ko~iin ksrgitmi~一ig ksriip ol oq，／~dtin 

uSsuz qYdYy—sYz taluy a~'flYq-T qapYy tegli burhan— 

Om／ik—lig． 

此例选自回鹘文佛经 《华严经 ·毗卢遮那 

品》，译 自汉译佛经 《大方广佛华严经》 (八十 

卷)。汉译佛经原文 为： “而时，大威光 童子 ， 

见彼如来 ，成 等正觉 ，现神通 力 ，即得念 佛三 

昧。” 回鹘 文直译 为： “那 时之后 ，大威光童 

子 ，得到了如来的那个佛果 ，见到其显现 的神通 

力量 呦!得到 了名叫无边海藏 门的念佛 三昧。” 

这里表达的是大威光童子看到如来的佛果显神力 

后的惊 讶 和喜悦 ，其 中旬 末 的 oq可 以翻译 成 

“啊” “呦” “哦” “呢”等。oq／ok表感叹语气 

时一般用在句末 ，表示一个较短的停顿 ，也表示 

对事物 、现状的一种感 叹。 

ti'nlYy uyu~i"tip titir：[burhan]-lar uyug'f yma ol 
oq．[ ] 

上例节选自回鹘文 《维摩诘所说经》，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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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学家 P．茨木先生对回鹘文 《维摩诘所说 

经》残页进行 了校勘 和研 究 ，他 以鸠 摩罗什汉 

译本 《维摩诘所说 经》 为参照 ，找出了与之对 

应的汉文 原文 。鸠摩 罗什 译 《维 摩诘 所说 经》 

与回鹘文佛经对应的原句为 ：“众生之类是菩萨 

佛土。”[ ] 回鹘文佛 经直译为 ： “众 生之类 

是：菩萨佛土哦!”在这句回鹘文佛经中，oq位 

于句子的末尾 ，表示感暇 ，表达佛教徒对佛祖 的 

崇敬之情 。 

三 、 kiy~i／qiya 

这一组是强调语气词 ，一般放在所要强调的 

词之后，其中 kiyfi中的元音 i和 a都是前元音， 

所以这个语 气词一般位 于 由前元音构 成的词之 

后 ，qYya中的元音 T和 a都是后元音 ，这个语气 

词一般位于由后元音构成的词之后。 

na ada／~rti adayym 

k6rkl~-k(i)ya／Jgtiktim 

61m~ik／img~ik na tikin 

~ngra k／ilip arttOrti 

sintida 5ngr~i 61m~kig 

bulayin ay kiln ! ! 垫m 

kfirmayin iirti munitag 

uluy a YY~img／ikigi[2]( 

这段佛经偈颂 节选 自回鹘文佛 经 《金光 明 

经》，汉译佛经原文为： “祸哉爱子端严相，因 

何死苦先来逼?若我得在汝前亡 ，岂见如斯大苦 

事。”_3̈ 回鹘文偈颂直译为 ：“这是什么灾祸 

啊 ，我的孩子 ，我这么英俊的爱子 ，为什么这死 

亡的痛苦先把你夺去?我愿先于你而死啊，如此 

心爱 的 小 太 阳!我 不 愿 看 到 这 样 巨 大 的 痛 

苦 !” 回鹘佛经译 师在 翻译时并没有 拘泥于原 

偈的形式，除了使用了疑问代词 na(什么)和 

na~ukin(为 什 么 )之 外，还 使 用 了感 叹 词 ay 

(啊)和加强语气词 k(i)y苴。在这段偈颂中，加强 

语气词 k(i)y苴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在k0rkla一 

(好看 的、英 俊 的)之后 并 与之 连写 ，可译 为 

“这么” “那么”，第二次在 ktin(太阳)之后并 

与之连写，可以翻译成 “如此”，两次都是 为了 

加强母亲对儿子的疼爱和失去爱子悲痛之情 。很 

明显 ，译后的回鹘文佛经偈颂更加真挚感人 ，极 

具感染力 ，比汉文偈颂更丰富多彩。 



 

四 、0l 

ol主要用 于陈述语气当中，表示强调 ，可以 

加强肯定的语气 ，也可用来加强否定的语气 ，ol 

在陈述语气中还可以表条件。 

(一)0l在陈述语气 中表强调。 

例 一 一切 [众生 类 alqu t~'nh'ylar-]，barha 

birgarti v5rgalmi~balmi'~．1ar o1．[。](p ) 

例二 adi"kodrfilmis yrlYqam'l'o1．Ilo] 

第一例节选 自回鹘文 《杂阿含经》，这部经 

也是根据汉译本 《杂阿含经》翻译而来。《阿含 

经》是早期佛教基本经典的汇集，现北传佛教 

有 《长阿含经》 《中阿含经》 《杂阿含经》 《增 

壹阿含经》，其中的 《杂阿含经》是四阿含经之 
一

。 第一句汉译佛经原文为 ： “一切众生类 ，悉 

共相缠缚。”  ̈ 回鹘文例句直译 为 “一切众 

生类之间都是互相缠绕在一起”，句尾 o1用于陈 

述句句末表强调 ，强调了万事万物之间都是有联 

系的，加强了肯定的语气。第二句节选自回鹘文 

《阿比达摩俱舍论》，汉译佛经原文为：“如世尊 

言。”  ̈ 回鹘文例句可直译为 ：“这可是世尊 

说过的。”ol位于陈述句句末 ，起强调作用 ，可 

译为 “正是” “就是”，强调是世尊说过 的。这 

种强调语气一般用在陈述句末尾 ，向对方解释 ， 

提醒对方注意 自己陈述的事实，也表示停顿，在 

回鹘文佛经中这样的强调式陈述句非常多。ol放 

在否定副词 的后 面，还可 以加强 句子 的否定语 

气 ，如下 ： 

无有 异 苦 行 yok ol amgaklig yori'q—ta [6ui． 

yoq oj]alqu~irklig—lar．ig yavalturmaq。ta ooi．yok oj 

alquni't[itmiik-ta Ooi．]in~ip OZ-maq qutmlmaqi'~ 

k6rg／ili bolmaq． 

此例节选 自回鹘文 《杂阿含经》第二十二 

卷，汉译佛经 《杂阿含经》原文为：“无有异苦 

行 ，无 异 伏 诸 根 ，无 异 一 切 舍 ，而 得 见 解 

脱。” ‘ 回鹘 文的前三个句 子句式相 同，都 

是以 yok ol起 首，其 中 的 否 定 副 词 yok意 为 

“无 、没有”，其后 的 o1加强 了否定 的语 气 ，这 

里可译为 “根本⋯ ‘一定”。 

(二 )0I在陈述语气中表条件。 

aning(ara)bir bilga kiwi quan~Y im pusar atYn 

ata-sar。ol qama~ ti§i yaklarda oza~qutrulur，Rsan 

ttikal 5z yirinta(／iriir)． 

此例节选 自回鹘文 《妙法莲华经 ·普 门 

品》，这部经译 自汉译本佛经。现存汉译本有 

后秦鸠摩 罗什译 《妙 法莲华 经》、西晋 竺法 护 

译 《正法华经》、隋阁那崛多和达摩岌多译的 

《填品妙法莲华经》，经比对，回鹘文 《妙法莲 

华经 ·普门品》与隋阁那崛多和达摩岌多译的 

《填品妙法莲华经 ·普门品》第二十四最为接 

近 ，原文 为 ： “其 中若有乃 至一人称 观世音菩 

萨名者 ，是诸人等 皆得 解脱罗刹 之难 ，以是 因 

缘名观世音 。”  ̈” 这是 一个 条件 复句 ，偏句 

提出条件，正句表示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产生 

的结果 。回鹘 文例子直译 为 ： “只要 其 中有一 

智人称 观世 音菩 萨名 ，众 生就将 脱 离于女 鬼 ， 

安然 无 恙 地 回 到 自己 的地 方 。” ata．sar意 为 

“只要 称”，其 中一sar是 动 词 ata一 (称 为 ) 的 

条件式附加成分 ，偏句 中的语气 词 ol可 以译 为 

“就 ”。 

五 、 n~ing 

n~ing在否定式陈述句 中表示 强调 、选择 的 

语气 ，在疑问句中表示反问的语气。 

(一 )niing在陈述句中表示强调时，一般用 

在否定句中。起加强否定语气的作用。 

例一 na u~fin tip tis~ir，kim ol kowrOg tini nang 

in~ip aiSt~n to'ym'f$ iirmiiz， nang qo~uStYn to m话 

垦a—rm az，—na—ng toq ud．fn to',／mi'$ a
—

rm  az ，
—

na
—

ng iliktin 

ym苴to~／mY$ armaz．munta~n／~trti to~／maqs'l'Z titir． 

例 二 qn侥T bi~agi qayfff tsun tsun sYnar 

uwganur，nang bat qi'lu umaz qutrulur． 

第一例节选自回鹘文 《金光明经》，汉译佛 

经原文为 ：“何以故。是鼓音声不从木生。不从 

皮 生 及 桴 手 生 ， 不 予 三 世 生， 是 则 不 

生。”[ ]‘ ’回鹘文例句 中连续用了三组 nang⋯ 

armaz，其 中的 armaz是 由动 词 萏T一 (是 、有 、 

存在)和动词 的否定 附加 成分 maz组成 ，前面 

的 nang起到加强否定语气的作用，此格式可以 

译为 “绝不是 、绝不”。第二个例子节选 自回鹘 

文 《妙法莲华经 ·普门品》，汉译佛经底本内容 

为：“那么 (诸官 )的刀杖将一寸寸地断坏 ，不 

能加 害，得 到 解脱 。”̈1̈ 回鹘 文 第二 句 句末 的 

umaz是由 U一 (能)和动词的否定附加成分 maz 

组成 ，前面 的 nang起加强 否定语气 词 的作用 ， 

nang⋯umaz可译为 “绝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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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niing用在选择复句中 ，一般 由两个分 

句构成 。分句间有选择关系 ，说出选定的其中一 

种而舍弃另一种。选择复句可分为先舍后取和先 

取后舍两种 ，前者语气比较委婉，后者语气 比较 

坚定 。是一种强调的说法。 

Ottinalim sfzlalim ot yig bok,／ay ti~agti birlakiya 

~lsarbiz．nang bizinga krgaksiz bu at’~ztimtiz tirigi 

tip． 

此例节选自回鹘文 《金光明经》，汉译佛经 

原文为：“宁可同损命，岂复自存身。” 。 回 

鹘文第 一 句句末 51sarbiz中的动词 词 根为 6l一 

(死)，s萏r是条件式词尾 ，表示 “如果、假设”， 

biz是第一人称复数形式 ，第一句意为 “ (如果 

出现这样的情 况 )我们 宁可舍 身，不会 自存 ”。 

⋯s ，nang⋯这 种结构可 以翻译成 “宁可 ⋯也 

不”，属于先取后舍型的选择复句，表达的语气 

更加坚定。 

(三 )niing用在疑问中表示反问的语气。 

nang a”rma”z qltf xan．．．Y： un yig atly ilig—l／ir 

yaqi'n qY_a t~igip altun k~int ka．[ 。]( 。 ) 

上例节选 自回鹘文 《玄奘传》卷六，已由 

俄罗斯学者吐古舍娃刊布。回鹘文本是 由回鹘高 

僧胜光法师根据汉文本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翻译而来 ，汉文底本内容 为： “岂如汉开张榱 ， 

近接金城。”̈  ̈ ’回鹘文例句 中的 ／irm／iz意为 

“不是”，nang位 于句首 ，表示否定 的 萏rmaz之 

前 ，强调了否定的语气 ，nang a“rma。。z在这里表反 

问，可以译为 “难道不⋯⋯吗?” 

经 bir5k angayu bar arsar daranY ad partak~an 

oysat'fy， adan-taS"f isi nagtil ol angayu ornaddi'p 

partakiSan tSzin
．

n
． ． ． ． ．

a
． ． ． ．

n
． ． —

g
—

? 

此例节选 自回鹘文 《阿比达摩俱舍论》，汉 

译佛经原文为 ：“若别有实物名异生 同分。何用 

别立异生性耶 。”̈ 其 中的 “耶”与 “何 ”相呼 

应 ，形成一个具有反问语气的疑问句。回鹘文例 

句直译为 ： “如果有别 的宝物 ，名 叫一生 同分 ， 

难道还用 得上 另 外设 立异 生 的性?” 例 句 中的 

nagtil意为 “如何”，与句末 的加强 否定 的语气 

词 nang相呼应 ，这里可以译为 “难道⋯⋯吗?” 

六、birtaml~iti 

birt苴mlati一般用于否定句中，位于句首或 

者所要强调的短语之前，起加强否定语气的作 

l26 

用 ，可译为 “一定” “肯定”。 

例—— birtamlati yana alt'f yollarta a TY tarqa 

amgaklar iiz~i amgati菩maz诅nl萏r toq'fSmazunlar． 

例二 cin kirtii bilga biliging~i kirip bir(tam)lati 

ig tiz~i tirlatirmaksiz bolzunlar tip． 

第一句节选自回鹘文 《慈悲道场忏法》，汉 

文原文为 ：“令他们完全不再于六道中以诸苦互 

相 折 磨 、互 相 攻 击 。”  ̈H 回 鹘 文 例 句 中 

birtamlati用于 否定句 的句 首 ，起强 调作用 。句 

末 锄 g苴ti§m菹znnlar toqY~mazunla中的 m／i和 ma是 

这两个动词 的否定 附加成分 ，短语 意为 “不互 

相折磨 ，不互 相攻 击 ”。第 二例 节 选 自回鹘 文 

《八十华严》，与之对应的汉文 《八十华严》原 

文为： “人真实慧，永无病恼。” 回鹘文中的 

bir(tam)lati加强 了否定 的语气 ，这 句可以直译 

为：“愿其人真智慧，永不为任何疾病所苦恼。” 

5rlatirmaksiz中的．maksiz为复合式否定附加成分。 

七、idi 

idi常常用在否定句中，加强否定的语气。 

例 一 ~itrti VUU taySY in~Yp maoa non 

nomlayuluq idiz orun idi  kargaksiz：tk bir ay—a opyu 

TY krgak tip tidi． 

例二 ti'nl(Y)~1arn'l'ng idi yoq"l"nayi"tayaq~， 

ym／i nang yoq umu~一T ktizatSisi． 

ol antay o~uyluy irin~larka， 

uluy umuy Ynay bolyah utaSYlara． 

第一例节选 自回鹘文 《梁朝傅大士颂金刚 

经》，汉文 《梁朝傅 大士颂 金刚 经序》 中原句 

为：“不用高坐 ，只需一具拍板。”̈ 回鹘文例句 

中的 idi位于所要加强语气的词 k~trgaksiz(不用 、 

不需要 )之前 ，可 以译为 “根本 ” “一点也 ”， 

所以 idi kargaksiz可 以译为 “根本不 用”。第二 

例节选 自回鹘文 《金光明经》 中的一段偈颂， 

汉译底本 《金光明最胜王经》 的原句为 ：“众生 

无归依，亦无有救护；为如是等类，能作大归 

依。” 回鹘文 例句 中的 idi位 于否定 副词 

yoq (没有)之前 ，加强了否定的语气 ，这里可 

以译为 “根本没有”，对应汉译佛经 中的 “无”。 

第二句 偈颂 中 的 n／ing yoq同样 译 为 “根 本 没 

有”，其中的n~ing也是一个用在否定句中的加强 

语气词 ，其用法与 idi相同。 



 

／ 、 arYff 

arRi'常常用在否定句 中，加强否定的语气。 

例 一 munta~ i§larni qutrulmaq yolqa 

eIfd苴 isin arRY bilmazlar． 

例二 oyulum yang~'bolmY~ta 5grtin~iin sawin im 

az arti 

kinint~ oyulu~ yitfirdfikt~i busu~i'amgaki 6kii§ 

turur 

biruk oyulum bu tfi~ta tirig苴san qawi'~sar 

51sar m~tning at’~zfim amgan-magay m(a)n 

ar'itY 

例一节 选自回鹘文 《慈悲道场忏法》，汉文 

原文为 ： “他们完全 不知此诸业将 引领 向解脱 

道。”⋯ 回鹘文例句句末 的 bilmazlar意为 

“不知道”，词根 bil一意为 “知道”，maz为动词 

的否定附加成分 ，lar为动词 的第三人称复数形 

式。afftY bilmazlar可译为 “完全不知道、根本不 

知道”，其中的 ar'fti'在这个否定句中加强了否定 

的语气 ，译为 “根本 、完全”。第二例节选 自回 

鹘文 《金光明经》 中的一首偈颂，汉文底本原 

句为：“初有子时欢喜少，后失子时忧苦多；若 

使我儿重寿命，纵我身亡不为苦。”[16](p．281)回鹘 

文例句第四行 amgan-magay中的 ma是动词的否 

定附加成分 ，其后 的 ari'tY在这里加强 了否定 的 

语气 ，可 译 为 “绝 对 ” 或 “完 全 ”，~mgan— 

ma⋯ga‘y m(a)n ar~'tY可直译为 “我完全不觉得苦”。 

九 、 ylg 

yig用在肯定句 中加强肯定的语气 ，可译为 

“很”“非常”“特别 ”。 

例 一 yana tngri tngrisi burxanta artuq yig 

tisttinki kongulug firitip，sansiz saqYssi'z adruq adruq 

5nglfig(tngrid~im) ~irdinilig ayi"ba mlarYY tutup 

yor'~'yuluq yil~nta yaffp ttildap an~ulayu，kalmiska 

tapi'y udu~ qi'lt'flar． 

例 二 adruq adruq yig ba~t'fnqi'nomlu~ 

ardinilar—in blgtirtkali umaq bramit timak sawn~ng 

ySrtigi arfir． 

例一节选 自回鹘文 《八十华严》，与之对应 

的汉文本频伽精舍本 《八十华严》 内容为：“又 

于佛所，起增上心，持无数种种色天宝衣，敷布 

道路，供养如来。”̈ 回鹘文例句 中的第一句 

yana tngn tngrisi burxanta artuq yig tisttinki 

k6ngfilfig t~ritip直 译 为 “又 对 天 中天 佛起 增 上 

心”，其 中 artuq意 为 “较多 的”，tisttinki意 为 

“上”，k~ngfilag意为 “心 ”，而 yig加强 了肯定 

的语气 ，这里可以译为 “非常好 的”。例二节选 

自回鹘文 《金光明经》，与之对应的汉译底本 

《金光明最胜王经》内容为：“能现种种真妙法 

宝。是波 罗蜜 义。” ‘ ’回鹘 文例 句 中的 yig 

在这里起加强肯定语气 的作用 ，可译 为 “特别 

美妙的”。 

十 、arki 

不定语气词 arki一般与疑问代词连用表示推 

测 、不确定或疑问的语气。 

例 一 ti'ltaysi'z arm苴z：ti'ltayi'n／igii arki tep 

tesiir，lov((U))di atl(T)Y t(a)vya5 han bo k~anti 

q[T]l[Yu]luq nomlar'fy avditip ahp ornatmY~ta 

basa：bo nom sfi btitgti turur． 

例二 yo唧ur tinlY~1arqa as~'y tosu qi'lur nom 

nomlayur ah'，5~iwi'$'f natag arki．[ ] 

例一节选自回鹘文 《慈悲道场忏法》，汉文 

原文为： “并非没有 原因。若说 其缘 由可 能为 

何，名为梁武帝 的中国皇帝让人集取创制此行忏 

之经 以后 ，完 成 此 经 序。”[ ] “’回鹘 文例 句 

t'fltay'f nagti arki tep tes~ir中 的 ti'lta~~意 为 “原 

因”，n~igti为疑 问代 词，意为 “如何”，tes~ir 

(说) 中的 sar是表示假设 的词 尾，可译 为 “如 

果”，不定 语气 词 arki表 示不 确定 、推测 的语 

气，可译为 “可能是”。例二节选 自回鹘文 《妙 

法莲华经 ·普门品》，与之内容较为接近的汉文 

佛经 《填品妙法莲华经第二十四品》 中的原文 

为 ： “云何 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 ，其事 云 

何?”[3]( ’回鹘文例句句末的 aw谯Y natag arki意 

为 “这方法可能是什 么呢”，其中的 撕T§I意为 

“方法”，natag意为 “若何 ”，句末 的arki表示 

不确定、疑问的语气 ，译为 “可能是”。 

十一、sfi／~u 

句中的 sii／$u用于祈使句中表示请求、祈使 

的语气 。sti与 SU的选择要遵循 回鹘语的语 音和 

谐规律 ，sn一般用在 由前 元音构成的词或短语 

之后 ，SU一般用在 由后元 音构成的词或短语 之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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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i3k tangri yirintaki bag1 tay sangfin kt~rkin 

ktirti qurtulyu tinliylar ／irsiir， ol t'l'nh'ylarqa tay 

s~ngfin k~rkin k~rgittir nomlayur qutyarur． 

此例节选 自回鹘文 《妙法莲华经 ·普 门 

品》，与之内容较为接近的汉文佛经 《填品妙法 

莲华经第二十四品》中的原文为：“应以天大将 

军身得度者 ，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 。”  ̈

回鹘文例句可直译为：“若是见天大将军身而得 

度的众生啊，就给那些众生显示大将军身吧，说 

法使之得度 。”这是一个祈使句 ，其 中的 sii表示 

请求、建议、敦促的语气，多用在祈使句中，可 

译为 “吧”，t~ingri yirintaki sii意为 “就显示大将 

军身吧”。 

小结 

论文从 出土的回鹘文汉译佛典文献 中梳理出 

mu／mii oq／~k kiya／qiya ol、n~ing birtamlati、idi、 

ariti、yig、／irk、sfi／~u十一个 最 为 常见 的语气 词 ， 

归纳它们的译法 ，并对它们 的用法进行 了归类 ， 

然后分析了它们 的特点和功能 ，以展现 回鹘语与 

中古汉语的一些互动关系情况 ，也为我们研究不 

同语系之间的语言接触提供一些线索。研究发 

现 ，这些语气词多位于句首或句末 ，有时也会出 

现在句 中，它们没有 明显的词汇意义 ，不充当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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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成分 ，其后一般不能附加其他成分，作用主要 

是给句子或句中的词 、词组增加某种语气 ，或者 

补充某种语气 ，有 时也会表示一定的语法关 系， 

它们没有独立性，往往黏附于某个词之后。根据 

回鹘语的语音和谐规律 ，部分语气词会 因这个规 

律的制约产生不同的变体 ，主要有由前元音构成 

的语气词和由后元音构成的语气词两种变体。回 

鹘语属于突厥语族语言，具有典型的黏着语的类 

型特点。黏着语的主要特点就是没有内部屈折变 

化 ，每一个语法 范畴义都 由一个 黏附语素来 表 

示 ，一个黏附语素只表示一种语法范畴，而且词 

根和表示语法意义的黏附语素之间的结合并不十 

分紧密 ，有时这些语气词与其他成分连写 ，有时 

单独书写。回鹘语语气词与其他成分连写时 ，是 

通过 “附加” 的方式粘接在 词或词组之后 ，但 

不会构成新词 ，也不能起 到构形附加成 分的作 

用，它们只是给句子增加了不同的语气。单独书 

写和连写两种形式 的并存 ，也体现了回鹘语正处 

于维吾尔语言历史发展过程 中的过渡阶段 ，正如 

张铁 山先生所说 ：回鹘文文献语言是突厥语言史 

上 9—15世纪的一种书面语 ，它既是古代突厥碑 

铭语言发展变化的继续 ，也是察合台语 、现代突 

厥语族诸语言发展变化 的开始 ，具有承上启下的 

作用。( j(p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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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M odal Particles in Uyghur 

Buddhist Scriptures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Versions 

ZHAN『G Qiao-yu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Arts，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Mianyang，Sichuan 621010) 

[Abstract]The documentary language of Uyghur is a kind of written language in the history of Turkic 

language from the 9 th to the 1 5 th century，having the function of linking the history of Uyghur language
． There 

are many Uyghur Buddhist scriptures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versions in unearthed Uyghur literature，fully 

demonstrating the exchanges between Uyghur and Han people． On the basis of reading a large number of 

translated Buddhist scriptures， the author sorts out the most common eleven kinds of modal particles， 

summarizes their translation methods，and analyzes their characteristics，functions and usage．The study of the 

modal particles in the Uyghur——Han Chinese Buddhist texts will reveal some interactions between Uyghur 

language and the Middle Ancient Chinese，and provide some clues for the study of the language contact 

between different language families． 

[Key words]Uyghur script；modal particles；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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