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夏语陈述句到一般疑问句的转换方式

聂鸿音

摘 要 ： 西 夏语 的 一般疑 问句 是在 陈述句 基础 上叠加谓 词 前缀 构成 的 。 陈述 句 谓 词 前 面 加

上 －

３

°

转 换 为 普通疑 问 句 ， 普 通疑 问 句 的 后 面 再 加 ｔＳｈ
ｊ
ｉ

１

转 换 为 反 问 句 。 前缀 －

ａ
１ １

和 －

ａ
１ １

应 该称作 谓 词 的 疑 问前 缀 。 反 问 句 隐含 的 意 思 有 肯定和 否定 的 不 同 倾 向 ， 谓 语 的 词 性决

定发 问 人 的 内 心预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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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标记

像所有的语言那样 ， 西夏语也有一类疑问句可 以简单地用
“

是
”

或
“

非
”

来 回答 ， 为了 区别

于需要做出具体回答的
“

特殊疑问句
”

， 人们 习惯称之为
“
一般疑问句

”

。 众所周知 ，

一般疑问句

大多在句尾用
“

镢
”

ｍｏ
２

（ 乎 ） 帮助构成疑问语气 ， 然而一直没有受到足够关注的是 ， 也有些句子

里不 出现任何疑问词 。 本文讨论西夏语这类一般疑问句的构成 ， 强调指出其中有两个作为语法

标记的谓词前缀 。

西夏语最简单的疑问句多见于 《 金刚经 》 里世尊如来与弟子须菩提的问答
？

， 例如下面
一

个疑问句译 自 《
一切无相分第九 》 的

“

我得阿罗汉道不
”

， 西夏文的意思是
“

可以说我得到 了

阿罗汉道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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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阿罗汉 道 得 ｌ ｓｇ
Ｉｎ ｔ 谓 ？ 不 也 ， 世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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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作对比的是 ， 经文随后出现 了陈述句
“

我得阿罗汉道
”

， 西夏文的意ＳＩ是
“

可以说

我得到了阿罗汉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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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阿罗汉 道 得 ｌ ｓ
ｇ 谓 。

同样可用作对比的句 型又见 《 如理实见分第五 》 ：

“

可 以身相见如来不 ？ 不也 ， 世尊 。 不可

以身相得见如来 。

”

西夏译文如下 ：

ｔ ｉｔ ＼ｍ 栘 菝 ？ 舭 ｕ ， 彘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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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ｊ ｕ

身 相 以 如来 Ｉｎ ｔ 见 ？ 不 也 ， 世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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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相 以 如来 见 可 无 。

以上 出现了两组针对同一主题的疑问句和陈述句 ， 从 中可以 明显看 出两种句型的 区别 只在

于是否使用 了动词前缀
“

栈
”
 ＿

ａ
°

， 这就是说 ， 陈述句的动词
“

露
”

ｉ
ｊ
ｏｒ

２

（ 得 ） 和
“

菝
”

 Ｉ

ｊ
ｉ

ｊ

２

（ 见 ） 前面

加上
“

杨
”

就转换成了疑问句 。 诸多文献表明这个
“

杨
”
 ＿

ａ

°

与动同的结合关系非常 紧密 ， 甚至

可以插在一些本来不可分割的惯用语中间 。 例如上例中
“

毅■
”

ｔ
ｊ ｆ

ｍ
ｊ

ｉ

ｊ

１

（ 可无 ＝ 不可 ） 的反义是

“

妓 丨卖
”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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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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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有 ＝ 可以 ） ， 而
“

杨
”
 ＿

ａ

°

却可以插在两个音节中间 ， 构成
“

毅栈 丨麦
”

ｔ
ｊ 丨

２ ＿

ａ
°

ｗ
ｊ

ｉｆ

（ 可 Ｉ ｎ ｔ 以 ＝ 可以么 ） 这样的疑问式 。 下面一个例子出 自 《金刚经 》 的 《 妙行无住分第 四 》 ， 是疑

问句
“

东方虚空可思Ｍ不
”

的西夏译文 ：

ｍ 锹 Ｍ級 ｎ 丨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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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方 虚空 思量 可 Ｉｎ ｔ 有 ？

尽管须菩提的 回答永远是
“

不也
”

， 但问话的语气还是在要求他做出或是或非的选择 ， 这可

以看作一般疑问句最基本的形式 。

文献里还可以见到
“

栘
”
 ＿

ａ
°

与更多谓词的搭配 。 例如 《 十二国 》 卷上 《齐国 》
一章里讲到齐

景公问子贡
“

汝师孔子是圣人乎
”？

， 西夏译文以
“

栘
”

ａ

°

搭配
“

黻
”

ｑ
ｗｕ

２

（ 是 ） 。 预期的 回答可

以是肯定的 ， 也可 以是否定的 ：

西

Ｅ

语

言

文

献

研

究

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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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９ ５ ． ［ 俄 ］ 索 罗 宁 著 ， 粟 瑞译：

《 十二 国 》 ， 宁 夏 人 民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２ 年 ， 第 ２３ 页 。



ｍ １ ｍｉ 锻 桟 Ｍ ？

ｎ
ｊ
ａ

２
？

ｊ
ｉ

ｊ

＇

ｄｚ
ｊ

ｉ

ｊ

２

ｇｏ＿
ｒ

丨

ｎｏ

２ ／ 

？  ？  ＊

２

ｓ
ｊ ｙ

ｄｚ
ｊ
ｗ ｏ

２
？

ａ

０

ｑｗｕ
＇

汝 之 师 孔子 圣 人 Ｉｎｔ 是

又如 《德行集
？ 为帝难章 》征引 《孔子家语 ？ 三恕》

？
， 说到孔子看到

“

欹器
”

后感叹道 ：

“

器

物哪有装满了东西却不倾覆的啊 ！

”

子路上前问道 ：

“

敢问持满有道乎 ？

”

孔子给 出 了肯定的 回

答 ， 并具体解释了应对
“

满
”

的方式 ，
ｇ 卩

“

损之又损之
”

。 子路问句
“

持满有道乎
”

的西夏译文以

“

杉
”
 ．

ａ
０

搭配
“

流
”

ｄ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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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 ， 发问者的内心预期是可能有也可能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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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 持 法 道 Ｉｎｔ 有 ？

又如 《类林 》卷三 《 隐逸篇 》

？
， 其中讲到贾充看见夏统晾晒药草竟是在船上 ， 感到奇怪 ， 于

是就问他说 ：

“

卿能随水戏乎 ？

”

夏统回答说他喜欢的就是亲 自 驾船到江河中感受波涛的震荡和

云雾的渺茫 。 问句的西夏译文以
“

杨
”

？ 搭配
“

滅
”

ｎ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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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能 ） ：

１ 箱 ｍ ？％ 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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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 水 中 游戏 Ｉｎｔ 能 ？

这是贾充看到夏统的船停在岸边才询问的 ， 他虽然倾向于相信夏统有能力驾船在河中航行 ，

但还是使用了一个是非问句 ， 多少表示出 了一点怀疑 。

又如 《新集慈孝传 》 卷下 《婆媳章 》 引 《列女传 》 卷四 ， 说陈寡孝妇的丈夫即将出发戍边 ，

临行时嘱咐妻子说 ：

“

我生死未可知 。 幸有老母 ， 无他兄弟 。 若吾不还 ， 汝肯养吾母乎 ？
”

妻

子答应了 ， 后来也履行了承诺
？

。 其中问句的西夏译文以
“

栘
” ＿

ａ

°

搭配
“

ｄｚ
ｊ

ｉ

ｊ

°

（ 肯 ） ， 预

期的回答 自然有肯与不肯两种可能 ：

盡 ）既 蠟 繩 ， 锛 櫬 ｍｉ 移， ｍ 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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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不 归 Ｉ ｓｇ ， 则 汝 侍奉 Ｉｎｔ 肯 ２ ｓｇ？

又如 《史记 ？ 孙子传 》那段孙武操练女兵的著名故事里有一个问句 ， 汉文原文是
“

汝知而心

与左右手 、 背乎
”
？

， 西夏译文的意思是孙武问女兵们是否知道怎么看 自 己 的胸前 、 左右手和后

背 ， 其中 以
“

移
”

Ｗ 搭配
“

肺Ｔｎｗａ、 知 ）。 对这句话的 回答当然也是肯定和否定两可 ， 尽管孙武

预期的 回答是肯定的 ：

①本文 所用 《 德行 集 》 里 的 例 句 摘 自 聂 鸿音 ： 《 西 夏 文 德行集研 究 》 ， 甘肃 文化 出 版社 ，
２００２ 年 。

②本文 所 用 《 类林 》 里 的 例 句 摘 自 史 金波 、 黄振华 、 聂 鸿 音 ： 《 类林研 究 》 ， 宁 夏人 民 出 版社 ，
１ ９９３ 年 。

（Ｄ Ｇｕ ｉ ｌ ｌ ａｕｍｅ Ｊ ａｃ ｑ
ｕ ｅ ｓ

， 
Ｌ ｅ ｎｏｕｖｅａｕ ｒｅｃｕｅｉｌ ｓｕｒ １ 

＇

ａｍｏｕｒ ｐａｒｅｎ ｔａ ｌ ｅｔ ｌａ ｐｉｅｔｅ ｆｉｌｉａ ｌ
， Ｍ ｉ ｉｎｃｈ ｅｎ ： Ｌ ｉｎｃｏｍ Ｅｕ ｒｏｐａ ， ２００７ ，ｐ ｐ ．  １ ４ ．

④孙颖 新 ： 《 西 夏译本 〈 孙子传 〉 考补 》 ， 《 西 夏 学 》 第 六辑 ，
上 海古 籍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０ 年 ， 第 ７ ７

—

８ １ 页 。



ｍｍｍｉｅｍ ｉ ｔ ，ｍ ｉ縱ｉ栘ｅ茺 ？

ｎ
ｊ

ｉ

２

ｎ
ｊ

ｉ

ｊ

１

 ｌ

ｊ
ｉ

１

ｚ
ｊ
ｉ

１

ｔｓ ｉｅｒ

１

ｌａ

１

ｗａｒ

２

ｚ
ｊ

ｉ ｒ

２

ｋｈ
ｊ
ｕｊｓ

ｊ
ｉ

ｊ

１ －

ａ

°

ｎｗａ

１

ｎ
ｊ

ｉ

２

汝 心与 左 右手 、 脊背视法 Ｉｎ ｔ知 １ ２
ｐ ｌ ？

又如 《类林 》 卷八
“

别味篇
”

讲到会稽王司马道子用 当地的各种高级菜肴设宴 ， 苻朗作为

投诚人员跟客人们坐在一起 。 司 马道子于是问苻朗说 ：

“

卿地美味孰若此 ？

”

苻朗给 出 了肯定

的 回答 ：

“

惟怪其味生咸耳 。

”

其中 问句的西夏译文以
“

栘
”
 ＿

ａ
°

搭配充当谓语的形容词
“

酡
”

 ｌ ｅ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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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 ：

ｍ ｍ ｍ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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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汝 之 地方 中 味 美 有 者 此 与 Ｉ ｎ ｔ 同 也 ？

与前缀
“

杨
”

搭配的可 以是行为动词
“

錄
”

ｊ
ｉ

２

（ 谓 ） 、

“

露
”

ｒ
ｊ
ｏ ｒ

２

（ 得 ） 、

“

孩
”

 ｌ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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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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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ｔ
”

ｎｗ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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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 ） ， 非行为动词
“

微
”

ｑ
ｗ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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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

“

痛
”

ｄ
ｊ
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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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 ， 助动词
“

规
”

ｎ
ｊ
ｗ ｉ

２

（ 能 ） 、

“

配
’

ｄ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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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 ） ， 以

及用作谓语的形容词
“

酡
”

 ｌｅ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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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 。 以此推知 ，

“

栘
”
 ＿

ａ

°

在一般疑问句中应该能与任何属性的

谓词搭配 。

西夏译本《类林 》卷四
“

聪慧篇
”

记载着曹操和杨修解读曹娥碑的著名故事 ， 其中有一段问答 ，

汉文原作 ：

“

魏王读之 ， 不解其意 ， 乃问修 曰
： 解否 ？ 修答 曰

： 臣略少解 。

”

西夏译文如下 ：

藉 廉 ｍ 酸 Ｍ ， ｆ＃ ｆｆｉ 娥 ：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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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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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魏王 Ｄ ｉ ｒ 读 未 解 ， 故 杨修 之 问 ：
Ｉｎ ｔ

嫌 陇 Ｖｎ ｎｍ ｍ Ｍ ： ＩＳ 嫌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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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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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ｊ

２

ｎ
ｊ
ｗ ｉ

２
？

ｊ
ｉ

２

解 ２ ｓｇ 谓 ？ 杨修 Ｄ ｉ ｒ 答 ： 臣 解 能 谓 。

动词
“

繃
”

ｔｓ
ｊ
ｉ
ｊ

２

（ 解 ） 在上面这段话里 出现 了三次 ， 第一次和第三次出现在陈述句 ， 不带前

缀 ， 第二次 出现在疑问句 ， 其中 的动词前缀
“

桟 ＿

ａ

°

Ｍｈ
ｊ

ｉ

１

构成了 疑问句型与陈述句型 的唯

一区别 。 再如卷五
“

辩捷篇
”

记载着张温和秦宓几个回合的辩难 ， 下面是第一段 ， 汉文原本是 ：

“

温因 问宓曰 ： 天有头乎 ？ 曰
： 有 。 温曰 ： 在何方 ？

”

西夏译文如下 ：

婼脈 １ 魏 ： Ｍ １ １ ： 桟Ｍ 流 ｔｈ

ｔｓ
ｊ
ｏｗ

１

ｗｅ

１

ｔｓｈ
ｊ

ｉ

１

ｍ
ｊ

ｉ

ｊ
ｒ

２

Ｊ
ｉ

ｊ

＇

？

ｊ
ｉｒ

丨

ｍ＾

１

？

ｊ
ｉ

ｊ

＇

ＹＵ
丨

？

ａ ｔ ｓｈ
ｊ
ｉ

１

ｄ
ｊ
ｕ

１

？

ｊ
ｉ

２

张温 秦宓 之 问 ： 天 之 头 Ｉｎ ｔ 有 谓 ？



擗 Ｉｆ ： 麗 Ｅ ： ｎｉ ｍ

ｋｕ
２

ｄａ
２

ｄ
ｊ
ｕ

１

？

ｊ
ｉ

２

ｔｓ
ｊ
ｏｗ

１

ｗｅ

１

ｄａ
２

Ｕ Ｐ

２

Ｉ
ｊ

ｉ
ｊ
ｒ ｄ

ｊ
ｕ

１

ｊ
ｉ

２

答 曰
： 有 谓 。 张温 曰

： 何 方 有 谓
４

ｉ

上面这段话里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句型 ， 每个句子里都包含动词
“

ｆ
”

ｄ
ｊ
ｕ

１

（ 有 ）。 其中第一句

是一般疑问句 ， 第二句是独词的陈述句 ， 第三句是带疑问词
“

敢锹
”

 ｌ

ｊ
＜

？

２

 ｌ

ｊ
ｉ

ｊ
ｒ

２

（ 何方 ） 的特殊疑问

句 。

“

流
”

ｄ
ｊ
ｄ（ 有 ） 在第二 、 第三两句 中都不带前缀 ， 只是在第一个没有疑问词的 问句 中才带有

前缀
“

移 ＩＩ

”
 ？

ａｌｈ
ｊ
ｉ

１

。

进一步体会上面两个句子的含义 ，
可以看出那是两个

“

反问句
”

。 曹操问杨修
“

解否
”

，

等于在问
“

难道你能解读么
”

，
Ｂ 卩曹操 自 己不能解读 ， 心里想的是杨修应该也不能解读 。 张温

问秦宓
“

天有头乎
”

， 等于在问
“

天难道有头么
”

， 这时张温心里想的无疑是
“

天没有头
”

。

给动词加上前缀
“

栘湃
”

Ｙｔ則彡 表示反问 ， 在西夏文献中反映得很清楚 。 例如卷三
“

隐逸篇
”

说到隐士郭瑀不愿应召去做官 ， 于是面对张天锡派来的使者 ， 指着空 中飞翔的大雁对他说 ：

“

此

鸟安可笼哉 ？
”

这个反问句的西夏译文如下 ：

ｔ 嫌 嬤 ）
ｌ＃

－ｗ－

ｍ 鏠 ａ 織 Ｍ ？

ｔｈ
ｊ
ｉ

２

ｄｚ
ｊ
ｗｏｗ

１

 ｔ
ｊ
ａ 

丨

ｋｈｕ
２

？

ｕ
２

ｌ

ｊ
ｗ

ｊ 

丨

ｄ
ｊ
ｉ
ｊ

２

ｐｈｊ ｉ

１

＊

ａ
°

ｔｓｈ
ｊ
ｉ

１

ｄｚ
ｊ

ｉ

ｊ

此 鸟 者 笼 中 陷 止 令 Ｉｎｔ 肯 ？

这句话是在问
“

此鸟难道肯让人关在笼子里么
”

， 隐含 的意思是
“

这 鸟不愿意被关在笼子

里
”

。 再如卷五
“

辩捷篇
”

讲的是秦穆公用 自 己 的甘泉宫 向 由余夸耀 ， 问他说 ：

“

子国有此宫室

乎 ？

”

由余回答说 ：

“

臣国宫殿土阶三尺 ， 沛茨不剪 ， 寡君犹以作之者劳 ， 居之者逸 。 其有此宫室

乎 ？

”

前面一个反问句的西夏译文如下 ：

報 席 ｍ Ｉ
Ｉ＃ １ ｍ ｍｍ 丰ｓ》再 丨亥 ？

ｔ ｓｈ
ｊ
ｕ

１

ｎ
ｊ

ｉ

ｊ

２

Ｉｈ
ｊ

ｉ
Ｊ

？

ｕ
２

ｔｈ
ｊ
ｉ

２

ｓ
ｊ
ｕ

２

ｔｓ
ｊ ｉ

ｒ

２

ｐｊ
ｕ

２
？

ａｔｓｈ
ｊ
ｉ

１

？

ｗ
ｊ

ｉ

ｊ

２

楚王 国 内 此 如 宫殿 Ｉｎ ｔ 有 ？

这句话是秦穆公在问楚 国是否有像甘泉宫这样豪华的宫殿。 发问人心里预想的是没有 ， 当

然得到 的 回答也是没有 。

《维摩诘经 》卷上 《弟子品 》记载着须菩提回忆他和维摩诘的一次面谈 ， 维摩诘问 ：

“

若以是

事诘 ， 宁有惧不 ？

”

隐含的意思是
“

如果拿这事问你 ， 你肯定不怕
”

。 西夏译文如下
？

：

１ 脖
②

窮 １ ， ｍ Ｍ ？ １ ｍ ： 概 Ｍ 〇

ｔｈ
ｊ
ｉ

２

ｄａ

２

ｍ
ｊ

ｉ

１

ｚ
ｊ ｉｊ

＇

？

ａｔｓｈ
ｊ
ｉ

１

ｌｅ

２

Ｉ

ｊ
ｉ

１

ｑ ａ

２

ｄａ
２

ｍ
ｊ

ｉ

丨

ｉ

ｊ
ｉ

丨

是 事 闻 时 ，
Ｉｎ ｔ 惧 也 ？ 我 言 ： 不 也 。

① 

王培培 ： 《 西 夏 文 〈 维 摩 诘经 〉 整理研 究 》 ，
社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５ 年 ， 第 ５４ 页 。

②这里 的 啦
２

 （ 语 ） 假借作
“

费
”

扣
２

 （ 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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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如 《大宝积经 》 卷十一 《密迹金刚力士会第三之四 》记载佛问舍利弗 ：

“

汝宁 见此密迹金

刚力士住侍佛后乎 ？

”

这是估计舍利弗没见过 。 西夏译文在字面上与汉本略有差异＇意思变成

了
“

你见过密迹金刚力士在佛的面前么
”

：

纖 ｍ 賺 姅 ｍｕ
＂

２

ｎ
ｊ

ｉ ｄｗｕ
２

ｒ
ｊ
ａｒ

２

ｋ ｉ＾

１

ｄｚ
ｊ
ａ

２
． １ ． ． ．２

ｙ ｉ ｅｍ
ｊ

ｉ

ｊ
ｒ ｔｈａ

丨

ｊ
ｕ

２

 ｉ
ｊ

ｉ ｒ

２

ｄ
ｊ
ａ

２

ｄｚ
ｊ ｉｊ

汝 密迹 金刚 力士 佛 面前 Ｄ ｉｒ 住

栈Ｍ肢陇 ？

？

ａ ｔｓｈ
ｊ
ｉ

１

 ｌ

ｊ
ｉ

２

ｎ
ｊ
ａ

２

Ｉｎｔ见２ ｓｇ

又如 《慈悲道场忏法 》 卷四 《 出地狱第二 》记载 ， 佛 向阿难描述 了杀父害母骂辱六亲者死后

下地狱所受的苦刑 ， 阎 罗王斥责他说 ；

“

汝在世时不孝父母 ， 邪慢无道 。 汝今生处名阿鼻地狱 。

汝不知恩 ， 无有惭愧 ， 受此苦恼 ， 为乐不耶 ？

”

最后一个反问句 的西夏译文意思是
“

难道你乐意

忍受这样的痛苦么
”
？

：

－

■

ｍ ｍ ａ ＩＨ ？

ｔｈ
ｊ
ｉ

２

邮
丨

ｚ
ｊ ｉ

１

ａｔ ｓｈ
ｊ

ｉ

１

ｒｅ
ｊ
ｒ

２

ｌ

ｊ
ｉ

＇

此 苦恼 受 Ｉ ｎ ｔ 乐 也 ？

在 以上诸例 中 ， 发问人 内心的预期都是否定的 ， 然而下面这几个句子 同样也是反 问 ， 但发

问人内心的预期却是肯定的 。

《德行 ？ 集事亲章 》征 弓 丨 《礼记 ？ 文王世子 》 ， 说到周文王每天三次去看望父亲王季 ， 鸡叫第

一遍时就穿戴整齐去到卧室 门 口
， 问侍者说 ：

“

今 日 安否 ？ 何如 ？

”

侍者说
“

安
”

， 文王就高兴 。

到 了 中午再去 ， 再问一次 ； 到 了傍晚又去 ， 又问一次 。 如果有 了
“

不安
”

的消息 ， 侍者告诉文王 ，

文王就面色忧虑 ， 走路都迈不稳脚步 。 其中
“

今 日 安否
”

的西夏译文如下 ：

龀 １

Ｐｊ
ｉ

＇

？  ＊

２

ｎ
ｊ ｔ

？

ａｔｓｈ
ｊ

ｉ

１

ｄｚ
ｊ
ｉ
ｊ

１

ｎｅ
ｊ

今 曰 Ｉｎ ｔ 安康 ？

这是周文王问侍者
“

父亲 当天没什么不舒服吧
”

， 当然希望听到肯定的 回答 。 同样的情况也

反映在几个出 自 《金刚经 》 的译例里 ， 例如 《依法出生分第八 》 的问句
“

是人所得福德宁为多不
”

的西夏译文如下 ：

西

夏
语

言

文

献

研

究

①孙颖 新博士提 供 的 例 句 。

②杨志 高 ： ｛ 〈 慈 悲 道场 忏 法 〉 西 夏 译 文 的 复 原 与 研 究 ＞ ， 中 国 社会科 学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７ 年 ， 第 ２３２ 页 ３



Ｍ ｕｈ Ｍ ？

ｔｈ
ｊ
ａ

１

ｒ
ｊ

ｉ ｒ

＇

ｌｅｗ
２

ｌ

ｊ
ｏｕ

１

ｔ ｓｈ
ｊ
ａ

２

ａ ｔ ｓｈ
ｊ
ｉ

１

ｒｅ
ｊ
ｒ

２

Ｉ

ｊ
ｉ

＇

彼 得 所 福德 Ｉｎｔ 多 也 ？

《 无为福胜分第十
一

》 的问句
“

是诸恒河沙宁为多不
”

的西夏译文如下 ：

辩 ｉｍ 籁 ＩＥ ｍ ｍｉ ｉｔ Ｍ ？

ｔｈ
ｊ
ａ

１

ｒ
ｊ
ｕｒ

丨

Ｋｈ
ｊ
ａ

２

ｋｈａ

２

ｍ
ｊ
ａ

＇

ｂｅ

１

ｔ
ｊ
ａ

１

ａ

０

ｔｓｈ
ｊ
ｉ

１

ｒｅ
ｊ
ｒ

２

ｉ

ｊ
ｉ

丨

彼 诸 残伽 河 沙 者 Ｉ ｎ ｔ 多 也 ？

《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 的问句
“

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是为多不
”

的西夏译文如下 ：

敌１ 彘ｔ ｌ
ｌ＃ Ｍ肢 編編 顯 ｉｔ Ｍ ？

ｓｏ
１

ｔｕ
１

Ｕ ｉ ｉＶ ｒ
ｊ
ｕｒ

＇

ｋ ｉ ｅ
ｊ

２
？

ｕ
２

ｌｈ
ｊ
ｉ

２

ｍｅ

２

ｇｏｗｒ

２

ｑ
ｏｗｒ

２
？

ａ

°

ｔ ｓｈ
ｊ
ｉ

１

ｒｅ
ｊ
ｒ

２

Ｕ
ｉ

１

三千 大千 世界 内 微尘 一切 Ｉｎ ｔ 多 也 ？

须菩提对以上三个问句的 回答都是
“

甚多
”

：

慠麵鉍 Ｍ ： ｉ 散 。

ｓ
ｊ
ｕ

２

ｐ
ｏ

丨

ｔ
ｊ

ｉ
ｊ

１

ｄａ
２

ｒｅ
ｊ
ｒ

２

Ｉ

ｊ
ｉ

丨

須菩提 言 ： 多 也 。

不难看 出 ， 西夏的反问句尽管同样带有前缀
“

栘蔣
”

Ｖｔｓｈ
ｊ
ｉ

１

， 但是表达 的意思可 以相反 。

这里面存在一个规律 ， 即肯定或否定的表达取决于谓词的属性——谓词如果 由 动词充当 ， 那么

加上前缀的意思就表示预期的否定 ， 谓词如果 由形容词充当 ， 那么加上前缀的意思就表示预期

的肯定 。 也就是说 ， 动词谓语
“

栘Ｍｔ
”
 ＿

ａ

°

Ｇｈ
ｊ
ｉ

１

ｄ
ｊ
ｕ

１

 （ 难道有 ） 隐含的意思是没有 ， 形容词谓语

“

丰Ｍ ｉｌ
”
 ＿

ａ
°

ｄｈ
ｊ
ｉ

１

ｒｅ
ｊ
ｒ

２

 （ 难道不多 ） 隐含的意思是有很多 。 后者是从所谓
“

判断句
”

转换而成的 ，

所以在句末有时可以多写一个
“

Ｍ
”

狀 （ 也 ） 来辅助判断 。

通过以上例子我们相信 ， 西夏一般疑问句的构成方式是在陈述句基础上叠加谓词前缀 ， 即

通过在谓词前面加
“

杨
” ＿

ａ

°

把陈述句转换成一般疑问句 ， 进一步可以通过在前缀
“

栘
”

Ｖ 的后面

再加 剛 ｉ

１

把普通疑问句转换成反问句 。 我们应该把这种用法的
“

移
”
 ＿

ａ

°

和
“

杨 力邮
１

称作
“

谓词疑问前缀
”

， 同时建议在今后编写的字典中另立义项 。

如所周知 ，

“

杨
”

Ｙ 是西夏最活跃的语素之一 ， 它可以和名词组成类似
“

数量词组
”

的结构

如
“

杨紀
”

Ｖｂ ｉ ？ｊ

ｌ

（

－枝 ） 、

“

樹 ＿

ａ
°

ｇｊ

ｗ ｉ

２

（

—句 ）

？
，
也可 以和名词组成惯用型

“

杨聰
”
 ‘

ａ
０

ｔ
ｊ
ｉ
ｊ

２

（

一律 ） 、

“

杨规
”

７ 圳
１

（

一般 ） 等等 ， 除此之外最多见的是用作谓词的
“

趋向前缀
”

， 兼表
“

向上

①克 平 列 出 了 八个她认 为 是量 词 的词 （ Ｋ ． Ｂ ．ＫｅｎＨＨ ｒ
，
ｒａ ／ｚ／ｙＴＣＡＴ／存 及３奶 ：

，
从〇

／
７公〇／７０／棚

，
Ｍｏ ｃ ＫＢ ａ ：Ｈ ａ

ｙ
Ｋａ

， １ ９ ８ ６
， 
ｃ ． １ １ ４ ）

，
但那 些 实 际

上都 是 名 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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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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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

和
“

已行体
”？

， 例如
“

栘姥
”

，

ａ
°

ｗｏ ｒ

１

（Ｄ ｉ ｒ 起 ） 的实际意思是
“

起来 了
”

。 我们判断用在一般

疑问句里的动词前缀
“

栘
”

与趋 向 和体式无关 ， 是因 为看到跟它组合的词大都不表现出 明显

的趋向 ， 尤其是
“

Ｍ
”

ｑｗｕ
２

（ 是 ） 、

“

滞
”

ｄ
ｊ
ｕ

１

（ 有 ） 和
“

度
”

ｗ
ｊ

ｉ

ｊ

２

（ 有 ） 。

关于语素ｍ ｈ
ｊ
ｉ

１

， 迄今还没有一个满意的解释 。 李范文给出 的语义为
“

尔 、 彼 、 他 、 其 、

争 、 宁 、 相
” ？

这 当然是纯粹从文献 中汉字对译的立场上考虑的 ， 并不是概括来 的语义 。 这

个字收录在 《 文海 》第 ３６ 叶 ， 注释作
“

语之助
”

， 可 以理解为
“

虚字
”

。 其最常见的组合是
“

》再

Ｈ ｈ
ｊ
ｉ

１

ｚ
ｊ９

２

（ 尔时 ＝ 从前的某个时候 ） 和
“

妓Ｍ
”

ｍ
ｊ
ｉ

１

剛 丨

１

（ 未曾 ）

？
，
里面都隐含着

“

过去
”

的

意思 。 假如这就是
“

Ｍ
”

剛 ｉ

１

在虚化前的本义 ， 那么我们也可 以判断它在一般疑问句里的作用

与那个假设的本义无关 。 这就是说 ， 作为动词疑问前缀的
“

栘
”

 ＿

ａ

°

和
“

杨Ｍ
”

ＶｔＳｈ
ｊ

ｉ

１

仅仅是用

作一般疑问句的语法标记 ， 本身并不含有任何词汇意义 。

（ 责任编辑 ： 彭 向 前 ）

① 
兗平 ： （ 縻 古特 语 表 示 动 作方 向 的 范畴 》 ， 《 语 言研 究 》 １ ９８４ 年 第 ２ 期 ， 第 ２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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