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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七北京藏学讨论会提要 

 

    果洛话属于藏语安多方言的牧区土语。本文依据玛泌、甘德、久治、达日、班玛5个点的语料，研

究有关结构助词的一些问题。 

    果洛话的结构助词出现频率高，使用范围广，藏文文法称之为rnam dbye“啭声”或称“语格”、

“格助词”，都是按句子结构的需要，加在一个词或词组后。表示句子中词和词或者句子成分和句子成

分间的各种关系，主要可分施动、领属、存在、趋向、从由、比较和关联7种。前4种都有独立和减缩两

种形式，即一部分结构助词具有独立形式，另一部分结构助词在一定条件下用内部屈折表示。这取决于

需要加助词的词或词组的末一音节是开音节还是闭音节。若是前者大多为减缩，使该音节韵母发生内部

屈折变化；若是后者，就用独立形式。 

    施动助词和领属助词来源于藏文文法八语格的第三格、第六格，本来各有5个形式。按前一词的不

同韵尾来用。现果洛话里这两类助词语音形式已趋一致。独立形式是：辅音韵尾p，t，k之后用kә。鼻

音韵尾m、n、ŋ之用后nga，开音节韵母一i之后用Ya(ke)。开音节的其他韵母之后往往是减缩形式，基

本规律是a．e．ә．→i(若是人称代词则是a→ә／e,e→ә)，o→u。 

    趋向助词和存在助词来源于藏文文法的第二格、第七格，本来有7个形式，书面语上按不同韵尾添

用。现果洛话里这两类助词语音形式也基本一致。独立形式是加一个与前面所接词末一音节辅音韵尾相

同的音节。如辅音m收尾，就加ma；k收尾，就加它的弱化形式Ya；p收尾就加它的弱化形式wa。内部屈

折则表现在开音节中，一般使元音成为长音只有韵母是e时变成e。在久治话里，韵母是a时变成a。比较

特殊的是班玛话，没有趋向和存在的两类助词，全靠谓语中动词的不同性质来表示。另外，各地表事物

存在处所的助词只有na一个独立形式。 

    源由助词和比较助词来源于藏文文法的第五格，都是独立形式。现久治、班玛两地用ne，达日用

ni，玛沁和甘德用ne或ke(含变体ngә，Yә)，ne和ni都是由书面语上*nas演化来的。比较助词都是加在

被比较的词之后，有3个形式；te na(hti na)、ke、rak Ya，后一种形式只在甘德、班玛两地使用。 

    关联助词中表目的的，久治、达日、甘德三地用ne，班玛用ne，玛沁用кa(ngo Ya)，可直接加在现

时动词后。表行为状态的大多用z．or。或动词+zor+动词+zor的重迭形式。表结果的，久治用nga，达

日、甘德用ka，玛沁用ke，比较特殊的是班玛，这类助词可不用，直接与表“使、让”的动词连用。 

    概括起来，果洛话结构助词的特点是：1、形式上古今有别，有合并现象。施动助词和领属助词、

趋向助词和存在助词形式上已合二为一。也有语法成分的消失，如las。2、由于藏语动词形态变化丰



富，语法范畴也多，动词在句子中的核心作用很突出，所以，尽管部分助词形式相同，但句中的语义仍

然是明确的。3、各类结构助词除班玛外，其他各地都属于必须加用的，不像有些方言是有条件的省

略。4、结构助词在果洛话各地差别不大。施动和领属、趋向和存在形式上相同，这在整个安多方言中

具有普遍性。班玛话里的特殊现象。如表趋向、存在及部分关联助词可不用，这可能与它毗邻地区的方

言多样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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