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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七北京藏学讨论会提要 

 

   (1)引言——藏语的句子是以谓语为核心的。主语、宾语、状语、补语都受谓语的制约，实际上主要

是受动词的制约。只有弄清楚动词这一大类中各小类的特征。才能弄清谓语对其它成分的种种制约关

系。本文试图在对动词进行再分类的基础上来讨论它们的特征及其对各种句子成分的制约关系。讨论的

语体范围只限于书面语。 

    (2)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及物动词所表的动作要涉及动作者以外的人或事物，带宾语，要求

主语加助词gis,如lta(看)；不及物动词所表的动作只涉及动作者自身，不带宾语，要求主语不加助

词，如vgro(走)。 

    (3)自主动词与不自主动词——自主动词所表动作是动作者能够自主支配的，可以有现在时、未来

时、过去时、命令式的形态变化，如lta、blta、bltas、ltos(看)；不自主动词所表动作是动作者不能

自主支配的，形态变化没有命令式，一般现在时与未来时同形，如mthong(看见)。 

    (4)结果动词与能否动词——二者都是不自主动词。结果动词只表动作所产生的结果，为不及物动

词，如vchad(断)；能否动词表能否使动作的结果产生出来，为及物动词，一部分与其相应的自主动词

的命令式同形，如职(能使断)。 

    (5)使动动词与自动动词——使动动词所表的动作，要求其受动者发出相应的动作或产生相应的结

果，均为自主、及物动词，如skol(使沸)；自动动词所表的动作或结果是自发或受外力致使而产生的，

如akhol(沸)。一部分成对的使动和自动动词在形态上存在着对应。 

    (6)致使动词——致使动词所表的动作要求受动者发出某一动作，用于表示该动作动词之后，构成

兼语式。该动词如为及物的，要求兼语加助词m；如为不及物则不加，如vjug(使，让)。 

    (7)变化动词——变化动词表人或事物的变化，要求表变化结果的补语加助词la，如vgyur(变化)、

sgyur(使变化)。 

    (8)双宾动词——双宾动词所表的动作，同时涉及两个方面(人与事物)，可同时带两个宾语(间接与

直接宾语)．要求间接宾语加助词la。如sbyin(给予)。 

    (9)述说动词——述说动词所表的动作为“说”或“想”，要求间接宾语加助词la，直接宾语可加

助词如ces，如gsung(说)、snyam(想)。有的可用在直宾之前，个别的不要求主语加助词kis．如na re

(曰)。 

    (10)互动动词——互动动词所表动作发生时其相对的一方必然产生相同的动作，动词含有“相互”



义。要求状语加助词dang，如vphrad(相遇)。 

    (11)情感动词——情感动词表示动作者自身的感情和心理活动，为不自主、不及物动词，要求状语

加助词la，如skrag(害怕)。 

    (12)趋向动词一一趋向动词表示动作者的位移，要求状语加助词m，能用于自主动词之后作趋向补

语，如yong(来)。 

    (13)超越动词——超越动词表示动作超越某一事物，要求状语加助词las，如rgal(翻越．渡过)。 

    (14)判断动词——判断动词表示判断，无形态变化，要求主、宾语都不加助词，如yin(是)。 

    (15)领有动词——领有动词表领有、获得，要求主语加助词la，如yod(有)、thob(得到)。 

    (16)存在动词——存在动词表人或事物的存在，无形态变化，要求状语加助词la，如gnas(存在)。 

    (17)丰匮动词——丰匮动词表示事物的丰盛或匮乏，无形态变化，要求状语加助词gis，如phyug

(丰富)、dben(缺少)。 

    (18)助动词——助动词用于主要动词之后，表示能、可、该、要、愿等义，对主要动词的形态有一

定要求，如nus(能)、srid(可能)、vdod(愿)、dgos(要)。 

    (19)结构动词——结构动词是语义虚化了的动词，能构成语尾等辅助成分，表各种语法意义，如

yin、yod、byed、vgyur、vong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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