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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乡语人称代词在词类系统中保持着自己独有的特点，人称代词中存在元音屈折现象，同时在诸格中采用

不同的词干变换形式，就是通常所说的变换词干现象。本文仅就东乡语人称代词变格时出现的词干变换现象以及词干的来

源问题溯本求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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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乡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名词有数、格、领属语法范畴，动词有体、态、副动词等范畴。另外，东

乡语人称代词又保持独有的特点，如第一、第二人称的复数不用或不单纯用形态标志表现；第一人称复数

分为排除式和包括式两种；第二人称单、复数形式用不同的词表达等。下面我们就东乡语人称代词变格的

词干进行溯本求源，以求教于万家。
1．



主格 领属格 宾格 与位格 从比格 联合格 凭借格

单数 chi chi-ni chi-ni cha-de cha-se cha-le chi-ɡhala
chima-de chima-se chima-le

复数 ta ta-ni ta-ni tan-de tan-se tan-le ta-ɡhala
我们可以看到，单数第二人称代词变格时用两种不同词干 chi 和 chima-。chi 用于主格、领宾格和凭借

格；chima-用于与位格、从比格和联合格中。复数第二人称代词则不存在词干变换现象。
（3）第三人称代词的变格情况如下所示：

主格 领属格 宾格 与位格 从比格 联合格 凭借格

单数 hhe hhe-ni hhe-ni hhe-nde hhe-nse hhe-nle hhe-ɡhala
复数 hhela hhela-ni hhela -ni hhela-de hhela-se hhela-le hhela-ɡhala
我们可以看到，单数第三人称代词 hhe 变格时，在与位格和从比格里有 hhe/hhen 这两种词干，二者可

以通用。复数第三人称代词也不存在词干变换现象。
总之，以上比较复杂的词干变换主要集中在单数第一、二人称代词变格上，即第一人称代词变格 bi、

mi、





上述我们提到东乡语在人称代词中出现词



人称代词 b藜 表示排除式，mus藜 表示包括式。
那森柏认为，蒙古语复数第一人称代词的排除式都是以辅音 b-起首的（莫戈勒语正是 b 的变体），包括

式则都是以辅音 m-或者 b-起首的。他把-ma 与蒙古书面语中的 jaYuma，中世纪蒙古语中的 jama 等词中的-
ma 看作是同一个构词成分-ma。认为-ma 这个附加成分是由蒙古语人称代词演变而成的带有关系意义的构

词附加成分，它的作用是使带有这个附加成分的代词具有确定的意义。并且从语言学角度分析-ma 就是从-
ba 演变而来的。如：jan+ba→jama；jan+Yun+ba→jaYuma 等此类现象不仅蒙古语中存在，就是在满－通古斯语

族语言和突厥语族语言中也有不少重要的材料，如 č i（n）∕（tin）→č inba→č imba→č ima→čama-。
所以，我们认为包括式 matan 是从中世纪蒙古语第一人称复数形式 ba（主格形式）加复数附加成分 tan

变来的。matan 的词首辅音由 b-变成了 m-，这正是蒙古语的基本特征。另外，ba 虽然是中世纪蒙古语第一

人称的排除式，但若加复数附加成分-tan，词义扩大为包括式，从语义上也是可以讲通的，如第一人称排除

式 bijien 有时候也接-tan，不管是在词义上还是在感情上都强调了“大家一起”的意思。
第二、第三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词干，除了第二人称在主格变化时词尾辅音-n 脱落外，在其他诸格变

化中它们都没有变换词干的问题。也就是说复数第二人称代词变格时，在主格、领宾格和凭借格中仍用词

干 ta，在其他格中带复音 n 时，变做 tan；第三人称代词在复数形式中则不存在词干变换现象，如下所示：

主格 其他诸格

第二人称： ta ta-ni tan-de tan-se tan-le ta-ɡhala
第三人称： hhe hhela-ni hhela-de hhela-se hhela-le
综上所述，我们对东乡语人称代词变格时变换词干的现象溯本求源。通过研究证明，东乡语人称代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