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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语 中的禁忌语、委婉语与文化 

丽扎·阿布达里列 
(伊犁师范学院中语系，新疆 伊宁 835000) 

摘要：哈萨克语中禁忌语委婉语的形成与其发展过程中独特的历史文化生活环境宗教信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 

系。了解这一文化现象，对跨文化交际中语言运用的得体性具有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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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族是重要的跨境民族，主要分布在哈萨 

克斯坦和我国新疆境内的伊犁、塔城、阿勒太等地。 
另外俄罗斯联邦、土耳其、蒙古国及中亚各国也有一 

哈萨克人居住 哈萨克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 

古老民族。她是山古代许多部落和部族，经过长期 
的过程逐步融合而成的．在漫长的历史中哈萨克民 

族同其他游牧民族共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草原文 

化，同农耕民族的农业文化形成鲜明的对。哈萨克 
族的先民同其他民族一样，曾有过自己的原始信仰。 

扶8世纪至 l5世纪，随着阿拉伯人向东扩张，诞生 

卜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也向东传播，中亚地区的 
渚多民族渐渐改信伊斯兰教 ，哈萨克人也皈依了伊 

斯兰教。哈萨克语属于黏着语．按系属分类，属于阿 

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可普克语组。 

语言禁忌最初是从塔布产生的，塔布则是人类 
还不理解或不能理解自然现象和自然力的本质而产 
生的，塔布现象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受尊敬的神 
物不许随便使用，一方面使人们感到恐惧或受鄙视 
的贱物不能随便接触，因此所谓语言塔布，实质上也 

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言的灵物崇拜，一是语言的禁 

用或代用(委婉语和粗鄙语词)。 
世界上许多民族的语言都有塔布现象，这一语 

言现象在突厥语诸民族，尤其是哈萨克民族的生活 

中最为普遍。哈萨克族的祖先乌孙、康居从原始社 

会起就信仰了萨满教，据前苏联在乌孙地区的考古 
发掘证明，公元前一世纪～公元二世纪⋯⋯卡尔加 

拉峡所出上金质头饰．一件亦属次与金质头饰共出 
者尚有410件(葬在峡谷的青年萨满妇女所用) 由 

此可见，公元莳鸟孙族内早有萨满教存在．萨满信仰 

是 t种原始的多神信仰。如：天地 、日月牮晨、风雨 

雷电、动植物等等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和现象．几乎都 
被纳入了萨满教崇拜与信仰的轨道 在lf打史的发展 

与不断积累当中，一些被崇拜的对象最然被赋 r 

神格，显得无尚的神圣，但其中的大部分印仍然因来 
自人们对大自然的原始信仰，而保持着原始的自然 
风貌。但突厥诸民族在不同程度上都已经从大自然 
崇拜中突出了对天的崇拜，名为腾格里的天神已经 

在不同程度上被提高到了几乎至高无上的地位，同 

时把太阳尊为“神”来信奉．从而忌讳面向太阳大小 
便．认为那是极不崇敬的行为。今天哈萨克人也把 

自己的孩 子称为“我的太阳”(KVNIM)，给女孩子 

起名也带有太阳字眼；在过去忌讳说“太阳落山了”， 
而用“太阳富有了”来替代。人们还认为火是太阳在 

地上的化身，是具有特殊力量的神，于是忌讳向火吐 

口水 、用脚踏火、跳过火等。在萨满教的动植物世界 
里，鸟禽是灵魂的象征，其中鹰、天鹅作为巫师特殊 

灵魂的显性，尤其具有特殊意义，它们成为萨满信仰 
中的圣鸟，在民间传说中同人类祖先关系密切，体现 
出图腾观念的一些残留。狼作为突厥人占老的图腾 

动物对后史的突厥语诸民族民间影响很大。在哈萨 
克民间狼被看作是天神腾格里的宠物，流传着许多 
同神狼有关的传说。哈萨克族的先族乌孙曾以狼为 
图腾，据《史记·大宛列传》称：“昆莫生弃于野，鸟瞰 
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单于怪以为神，而收长之”。 

《汉书·张骞传》也称：“l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翕侯抱 
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鸟衔肉翔其旁， 
以为神，持归匈奴，单于爱之。鸟孙王昆莫新生落荒 
之际，把苍狼引出，使其“乳之。”t3j这说明了乌孙人 

把狼视为本民族的保护神而加以崇拜。至今哈萨克 
人不能骂狼，更不能指着骂狼，称狼为“卡斯克尔”。 

狼一词在哈萨克语中为多义词，可与“勇士”并论 
在哈萨克民间文学中常把狼比作智慧、勇敢的化身 

也因此在哈萨克人的思想意识中认为狼象征着凶猛 

勇敢，说明哈萨克民族的祖先决不是无能之辈．人们 

还认为狼的踝骨能治腰腿痛病，并可使人免遭刖人 
眼睛和舌头的陷害。因此很多哈萨克人身上都带有 

狠的踝骨。牧民在从事牧业活动时常遭受狼对畜群 

的威胁，这时牧民更忌讳说“狼”，而用“狗呜”、“呜呜 
叫的”来替代。爬行类和两栖类动物在萨满教的信 
仰f 锌 也有神簪的地位。哈萨克人忌讳说到“蛇” 
(哈萨电皤中的音为 ielan)，而用“阿巴海”来替代。 

t 代，牲畜对哈萨克人的生活有着罕关重要的作 

辟j，因此哈萨克人特别崇拜畜牧神及其他神，如称羊 
的保护神为“巧番阿塔”，马的保护神为“哈木巴尔阿 
塔”，牛的保护神为“赞格巴巴”，骆驼的保护神为“沃 
依斯尔哈拉”，山羊的保护神为“切可切可阿塔”。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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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斯说：“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的自然 
条件和自然产物都搬进了它的宗教里”。哈萨克族 

也忌讳骂牲畜和指着牲畜数、打听牲畜的具体数量。 

例如：“一百峰骆驼”被称为“一峰瞎驼”，“二百峰骆 
驼”就是“二峰瞎驼”。 

乌孙、康居人还曾以毛头鹰作为氏族部落的图 

腾。他们把毛头鹰的头、爪和羽毛带在孩子帽子上， 

或挂在房间里，以避祸取福。哈萨克人在结婚是，男 

方要送给女方毛头鹰的羽毛，作为定情的礼物。在 
今天仍以“送过毛头鹰的羽毛的，”来表示定过情 。 

萨满教的万物有灵和生活环境的影响使哈萨克人认 
为花草树木也是有神灵的。．于是人们忌讳砍伐独棵 

树和在独棵树下乘凉或大小便。认为独棵树更是神 
灵的居所，也忌讳拔青草践踏青草。 

在古代人们对人体结构和疾病死亡等现象无法 
理解，便产生了灵魂永存的观念，认为人的死亡只是 

肉体生命的结束，而灵魂是永远活着的。随着母系 
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祖先崇拜也由女性 

转向男性。由此，哈萨克族忌讳提到祖先或部落里 
先辈(男性)的名字，而以其他的词语代替，但对外作 
战时则要高呼祖先的名字以振士气。妇女忌讳的东 
西尤其多 ，且涉及面广。妇女在婚后两三年内不能 

与直接公公见面，遇则要背立，帕掩其面。忌讳踩男 
性的衣物，跳过男性的身体，否则被认为是对神明的 

亵渎。忌讳已婚妇女直呼公公婆婆的名字和丈夫其 
他近亲的名字 ，包括 比自己年幼的。有 个很有趣 

的传说能充分说明这一习俗，很早以前有 6个兄弟， 
他们的名字中分别有“狼”、“羊”、“河”、“芦苇”、“磨 
刀石”、“刀子”的词，他们中一个人的儿媳妇在河边 

洗衣服时，看见狼在芦苇旁袭击羊群，她为了避开 6 
兄弟的名字又准确地向乡亲们传达这一消息，她这 
样喊道：“在哗啦啦的那边，飒飒响的这边，呜呜叫的 

正在袭击咩咩叫的，赶快拿易燃的和割东西的来。” 
这里的“哗啦啦”为河、“飒飒为“芦苇、“呜呜叫的”为 

狼、“咩咩叫的”为羊“易燃的”为磨刀石、“割东西的” 
为刀子。由于哈萨克人名非常复杂，有的人名来自 
名词动词或形容词，所以人名所涉及到的事物，也许 
就在忌讳之列。如有的人名有“钱”之意，则以“货 
币”来替代；有的人名有“八”之意，则以“两个四”来 
替代。这种另命名的做法并不会带来称呼上的混乱 
现象。在对人另命名时一般根据其年龄、性别、个 
性、相貌特点等方面来命名，例如：“高个儿大哥”、 
“巧手大姐”、“小淘气”、“小公主”、“潇洒的小伙”、 
“漂亮小妹”等，有时还可以根据被称呼者的职业或 
头衔来命名，例如：“医生大伯”、“书记大哥”等。在 

避讳人名的同时，也要避讳与所避人名同形同音的 
其他事物的名称，否则等于没有避讳。这种重命名 
的习俗也使哈萨克妇女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和想象力，丰富了哈萨克族的语言。 

由避讳产生了不少委婉语，根据陈原先生的定 

义：“委婉词语就是用好听的含蓄的使人少受刺激的 

⋯ ⋯ 代词，代替所要禁忌的词语。作为一种语言替 

代手段，委婉语的使用目的是要回避亵渎性辱骂性 

或有伤大雅的几类词语。” 

疾病、疼痛和死亡在远古也同样威胁着人们的 

生活。人们相信这也是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在左右着 
他们，只好乞求灵力崇拜。于是对于 自己所崇拜的 
东西认为都有神灵．就设想出一种沟通神与人之间 

的东西。这样萨满教就在万物有灵的崇拜中成为沟 
通神与人间的桥梁，为人们所信仰。哈萨克人忌讳 
提到比较严重的疾病，如 “天花”，人们以为如果不 

忌讳就会染上这种病，所以就以“不得了的”或“客 
人”来称此病。今天对于像癌症这样的疾病，也不直 

说，而以“不好的”、“可怕的”等词语来称，还有些疾 
病，像呕吐、腹泻等，虽然不是什大病，但由于其形象 
不佳，于是也尽可能用文雅一点的说法代替。对于 
生理有缺陷的人比如：腿残的人，一般说“腿不好。” 
把耳残说成“耳朵重”等。残疾与疾病方面的委婉语 
的产生，也主要是处于避讳心理，同时也常常顾及当 
事人的承受心理。“死”在人们心中是一个恐怖、不 

祥的字眼，说道死，往往要用委婉的方式来称代 通 
常以“归去了”、“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走了”“闭上 

了眼睛”等词语替代。哈萨克人特别忌讳说小孩子 
“胖”、“漂亮”，认为，否则小孩会遭人舌头的陷害。 

不能在黄昏带婴儿去屋外或把婴儿独 自留在家里， 
否则神灵会带走婴儿。哈萨克人崇尚多子女家庭， 
希望人丁兴旺。过去，当聚会散场时不说“散了”，而 
以“让我们多起来吧”等之意的话来替代。”过去哈萨 
克语人将“上厕所”以“去野外”或“去外面”来替代， 
这是因为游牧生活不可能有固定的厕所，而把离住 

所远一点的隐蔽处当厕所。现在又出现了“去洗手” 

这样的委婉语。洗澡、怀孕等词语也会让人觉得尴 
尬，所以一直以“使干净”来婉称洗澡，以“脚重”、“有 
负担”来婉称怀孕。婴儿的笑婉称为“裂嘴”，幼儿刚 
刚学会走路有时也被婉称为“踏脚”，等等。 

禁忌语、委婉语虽然是原始宗教信仰和自然崇 
拜的产物，但随着社会的进步有的自行消失，有的演 
变为习惯用语，有的逐渐成为礼貌用语，对丰富语言 
和调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以及人与人之 
间的和谐相处具有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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