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语文 》 200 6 年第 6 期

泰语的指示词
*

— 兼谈侗台语指示词的调查与定性

薄 文 泽

[提要〕本文讨论泰语两套分布上有互补关系指示词功能上的差别
,

根据现有的材

料推测
,

在侗 台语其他语言中
,

指示词的这一类的差别原本可能也存在
。

一 泰语的指示词

泰语语法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泰语两套指示同的辨析问题
,

有的还对它们的分布做出了细

致的分析
,

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
。

裴晓睿 《泰语语法新编 》 对此进行了详尽分析
: 二

in 3

“

这
” ,

n an 3 “
那

” , n o : n , “
那

” , n i 4
“
这

” ,
n a n 4 “

那
” , n o : n 4 “

那
” ,

j
a :D Zn i 4 “

这样
” ,

j
a : DZ n a n 4

“
那样

” ,

色h e : n 3 n i 4
“

这样
” ,

扮h e : n 3 n a n4
“
那样

” ,

b 。: p Z n i4
“

这样
” ,

b。 : p Z n a n
4 “
那样

” 。

例如
:

n i 3 hk 。 , n明 5 50 5 ? u ? 2 th e : r 3
.

这就是说 g[J 书
。

( 主语 )

这 即 书 说 明
n a i , n i 4 而

, a? , ar i ,? 这里有什么 ? (介词宾语 )

在 这 有 什么

urt
: a o 3 n i 4 hk

u n , m a i 3 s a : p 3朋
5? 这件事你不知道吗 ? (定语 )

件 (事情 ) 这 你 不 知道 或者

n
ak

Z。 :k勺` 习
2 n i 4

,

k h r a i ’ 性a乃
o k 4 w a i s ? 这么重

,

谁搬得动呢 ? (状语 )

重 出 样 这 谁 将 举 动

t h a m ’色h e : n 3 n a n 4 ,

匹 n `k a : n ’ d u ’ t h u : k Z色h a己色h a t4
.

这样做
,

明显是蔑视
。

(状语 )

做 样 这 是 事物 石 便宜 清楚 清楚

指示代词
n i 3②

“
这

” 、
n a n 3 “

那
” 、 n o : n 3 “

那
” `歹 n i 4

“
这

” 、 n a n 4 “
那

” 、 n o : n 4 “

那
”

的区

别
:

本研究 上作得到
“

中流与喜马拉雅研究奖助金
”
吃200 2 年度 ) 的支持

。

木文 于 200 5 年 4 月底在厂州

举行的 《民族语文》 “

南方民族语言与文化
”

讨论会 l
一

宣读时
,

得到孙宏开等先生指正
,

获益良多
,

谨此致

谢
。

文中错谬之处
,

由本人负责
。

裴晓睿
: 《泰语语法新编》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 1年
。

原文泰语用例均系泰文
,

本文引用时改为

国际音标转写并加了中文翻译
。

峪 泰语有 5 个声调
,

木文按泰文习惯标调法分别以 l
、

2
、

3
、

4
、

5 标示
,

各调调值如 下
: l 调 33

,

2

调 2 2
,

3 调 引
,

4 调 4 5 3 (短元音促声调是 55 )
,

5 调 2 4 关 于调值与调类及泰语语音的详细论述
,

可参见

F
a n g K u e i L i 19 77 或梁敏

、

张均如 199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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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语的指示词

1
.

量词后面可以用 in 气 an 矿
、 n :o 矿而不能用 in 〕 、 n an 3 、 n :o n 3 。

例如
:

or t4 hk an
, in 4

这辆车 而 :st :le m 3
an 矿 那把刀

车 辆 这 刀 把 那 (中指 )

t h i: a u 3

晰
a D4 n o : n 4 那次旅游

游玩 次 那 (远指 )

2
.

名词
、

名词词组后面可以用 n i 3
、 n an 3 、 n o : n 3 ,

也 可以用
n i 4

、
n a n 4 、 n o : n 4 。

例如
:

r o t4 n i 3 那车 而
: t 3 n an 3 那刀

车 这 刀 那

tUL k Z s u :。 , s u : 。 , n o : n 4 那高高的楼

楼 高
,

苛 那

or t 4 n i 4 这车 而
: t 3 n a n 4 那刀

车 这 刀 那

tuj k Z s u 刃 , s u :。 , n o : n 4 那高高的楼

楼 高 高 那

3
.

时间词后面可以用 n i 4
、 n an 4 、 n o : n 4 ,

不能用 n i 3
、 n a n 3 、 n o : n 3 。

例如
:

w a n , n i 4 今天 hk 。 : n , n a n4 那天晚 L p i , n o : n 4 那一年

臼 这 夜晚 那 年 那

4
.

这两组指示代词习惯
_

L只能分别与不同的介词结合
。

n a i ’ “

在… …里
” 、

玩
n ’ “

在
· ·

一上
” 、

k h a刃3 “

在… … 旁边
” 、

otr 习
’ “

在
、

正中
” 、

ht 。: u s

“

在
· · · ·

一带
、

周围
”
只能与 in 4 、

an
n 4 、

on
: n 4
结合

。

色 a : k Z “
从

” 、
t h i 3

“

在
” 、

t叼 3 t o Z “

自从
”
只能与

n i 3
、 n

an
3 、 n o : n 3

结合
。

5
.

n i 3
、 n a n 3 、 n o : n 3可以单独充当句法成分

。 n i 4
、 n a n4

、 n o : n 4一般不能单用
。

例如
:

a u ’ n a n , m a , h a i , th i , 51? 4 ! 给拿一下那个 !

拿 那 来 给 下 语气词

t h。 ,
j
u Z n o : n

一

,
.

她在那儿
。

她 在 那

n i , p e n ,

urt
: a D3 色 iD ,

.

这是真事
。

这 是 事情 真实

从已有研究成果看
,

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这两组指示词都属于指示代词
,

因而虽然

努力进行了辨析
,

却从没把它们从分布和表达上做出明确的分野
。

我国出版的 《泰汉词典》
,

把第 3 调的 in 3 、

an
n 3 、 n o : n 3

称为指示代词
,

而把读第 4 调的
n i 4

、 n a n 4 、 n o : n 4
称为指示形容词

,

但未说明理由
。

二 泰语指示词的分类

泰语的指示系统不像现代汉语普通话那样只有远指
、

近指的两分
,

而是有近指
、

中指
、

远指的三分
,

表示近指
、

中指
、

远指的词语各有两个
,

每对指示词在语音上相似
,

声
、

韵母

相同
,

只在声调上加以区别
。

在书面语中还有更远方的指称表示法
,

不在 口语中出现
,

此处

不进行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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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讨论纯粹表示指示的单纯词
,

而把前人提到的复合形式纳入指示词语与其他词语

组合这一范畴
,

以后可以专文讨论
。

即泰语里面表示指示的只有 in , 、

an
n , 、

on : n ,和 in
4 ·

an n 4 、

n :o n 4六个
,

另外还有表示疑问指示的 an i s
“
哪

” 。

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
,

泰语的指示词从语 音
、

语法 上都可以分为两组
,

声调为第 3

调的 in 3 、 n a n 3 、 n :o n 3
为一组

,

我们考察的结果
,

是这一组指示词语在句子中
一

可以替代别的成

分
,

充当主宾语
;
声调为第四调的 in 4 、

an
n 4 、

no
: n 4为 一组

,

这一组词语一般只能修饰别的词

语
,

在句子中不能替代别的成分
,

只起指称
、

指示的作用
。

可列表如下
:

近指 中指 远指 疑问

替代

指示

n a n 3

n a n 4

n o : n 3

n o : n 4

n a i s

n a i s

飞é4.百工

…nn

《泰汉词典》 把能表示替代的第 3 调指示词称为指不代词
,

而把单纯表不指示
,

小能替

代别的词语的第 4 调指示词称为指示形容词
。

我们在这里暂月
_

借用这样的叫法
。

下面
,

我们

分析一下这两组指示词在分布 上的特点
,

从而寻求其中具有规律性的语法现象
。

三 指示词的共同特点

指示词在语法上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不能受别的词语修饰
,

从 上面所举的例 子里可以看

出这
一

点
。

但是上面提到的两类指示词在分布和表达的语法意义 上有明显的不同
。

1
.

指示代词的分布及表达的语法意义
。

指示代词可以代替名词
,

处于主语
、

宾语的位置
,

处在这些位置时它们既不修饰别的词

语
,

也不能接受其他词语的修饰
。

例如
:

n i , n明 s s o s p h o m s
.

这是我的书
。

这 书 我

n i , p e n ,

mr
: a习3色 i习,

.

这是真事
。

这 是 事情 真实

n i 3 k o 3 n a 3

ihk 4t m斑: a n s k an ’
.

这也很值得考虑
。

这 也 值得 想一样

p h o m s
j
u Z 小 13 n i 3

.

我在这 里
。

我 在 (动 ) 在 (介 ) 这

m a , n i 3 5 1沪! 到这儿来 !

来 这 语气词

a u ’ n a n 3 m a ’ h a i 3 t h i ’ 5 1?4 ! 给拿
一

下那个 !

拿 那 来 给 下 语气词

指示代词有时可以位于名词或名词性词组的后面作修饰语
。

例如
:

or t4 n i 3 那车 而
: t 3 n an 3 那刀

车 这 刀 那

t o k Z s u :。s s u习 s n o : n 3 那高高的楼

楼 高 高 那

有的研究者认为这种用法是强调型 ( in t en is if gn )
,

但从与含有
“

名 词+ 量词+ 指示形容

l 2



泰语的指示词

词
”

的结构比较来看
, “

名词 + 指示代词
”

结构表示的都不是特指
,

其意义倾向于指向事物的

某一大类
,

如 or t 4 in 3 “
那车

” ,

并不是指 某一辆具体的车
,

而 是指
“

车
”

这类事物
,

t o k Z s u 刃s s u : Ds n o : n 3 “
那高高的楼

”
也并不是指具体的哪座楼

,

而是指
“

高楼
”
这类建筑物

,

可见这种用法是为了突出泛指的涵义
。

2
.

指示形容词的分布及表达的语法意义
。

指示形容词一般只处在修饰其他词语的位置
。

最常见的是修饰量词
,

一般说来
,

修饰量

词的只能是指示形容词而不能是指示代词
,

指示形容词修饰量词一般都表示特指
。

例如
:

r o t 4 k ha n , n i 4 这辆车 m i : t 3 l e : m 3 n a n 4
那把刀

车 辆 这 刀 把 那 (咋
1

指 )

th i: a u 3k h ra习4 n o : n 4那次旅游

游玩 次 那 (远指 )

时间词由于都
一

可以兼作量词
,

它也只受指示形容词的修饰
,

即如裴晓睿先生指出的那样
,

后面可以用
n i 4

、 n an 4 、 n o : n 4 ,

不能用
n i 3

、 n a n 3 、 n o : n 3 。

例如
:

w a n , n i 4 今天 hk 山
: n , n a n 4 那天晚上

日 这 夜晚 那

p i , n o : n 4
那一年 p ilur 习3 n i 4 明天

年 那 明日 这

这一点己足以支持我们把指示形容词跟指示代词看作不同的类
。

四 指示代词和指示形容词在用法上出现交叉的原因

有时候指示形容词也可 以直接修饰名词或者一个复杂的名词性词组
。

例如
:

or 4t n i4 这车 而
: t3 n a n 4 那刀

车 这 刀 那

ttU k Z s u : 。 s s u :。 s n o : n 4 那高高的楼

楼 高 高 那

k即 Z
hk

a : u 3 n i 4 a ? , r 。: 12 n a ?4
.

菜好吃呀
。

下饭的菜 这 美味 语气词

5 1, n i 4m a i , s u a i s n a尹
.

这个颜色不好看呀
。

颜色 这 不 漂亮 语气词

k a : n ’ t hi 3 hk
a u , m a i 3色h。: p , w ` i 3 n a :m4

n a n4
.

他不喜欢游泳这件事
。

(名词前缀 ) 他 不 喜欢 游泳 水 那

由于指示代词也有类似的用法
,

以往的研究者也从未对这两类指示词前加名词组成的结

构进行过意义上的辨析
,

我们有必要在此稍作分析
。

和
“
名词+ 量词 + 指示形容词

”
组成的结构比

, “

名词十指示形容词
”

组成的结构同样有

明确的指向
。

但是
,

所指已经由明确的某一特定 目标转变为某一特定类的目标
,

稍稍的有些

泛化了
。

如在 or t4 n i 4 m a i 3 a i ’
,

or t 4 n a n 4 d i ’
。 “

这车不好
,

那车好
。 ”

这个句子中
,

or t4 n i 4并不是指

具体的某一辆车
,

而是指某一类车
,

这个结构表达的语法意义
,

比
“

名词 + 量词 + 指示形容

词
”

抽象
,

而又比
“
名词 + 指示代词

”
具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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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
,

充当介词宾语的成分跟充当动词宾语的成分在语法性质 卜应该一致
, 一

般

介词后面充当宾语的指示成分都是指示代词
,

如
: 色a : k Zin 3 “

从这里
” 、

ht i 3 in 3 “

在这儿
” 、

t明 3 t扩 n
an

3 “
自从那时

” ,

等等
,

但是
,

有一些介词在组成
“

介 + 指
”

结构时却只与指示形容

词组合
,

如
: n a i ’ n i 4

“

在这里
” 、 n a i ’ n a n 4 “

在那里
” 、

b o n ’ n i4
“

在这 上边
” 、

b o n
’ n a n 4 “

在那

匕边
” 、

t or 勺
’ n i 4

“

在这儿
” 、

tor 勺
’ n an 4 “

在那儿
” 。

如果我们扩大考察的范围
,

会发现
, “

介词

+ 指示代同
”

的结构一般无法再扩展
,

所指具体
,

属于实指
; 而

“

介词 + 指示形容词
”
的结

构可以扩展
,

可以在指示形容词的前面加一个名词
,

使意义表达更具体
,

如
:

bo
n ’ ot 洲in 4 “

在

这个桌子 上
” 、

an i ’ h 。 :D3 in 4 “

在这间屋 子里
” ,

可见
“

介词 + 指示形容词
”

结构表示的是虚指
,

从而使
“
介词 + 指示代词

”

和
“

介同+ 指不形容词
”

这两种结构在语法意义层面得到区分
。

五 侗台语族其他语言中指示代词的状况
:

两类指示词区分的意义

《傣语简志》 的记载显示傣语中的指示代词在数量 上异常丰富
,

如西双版纳傣语
:

指人指事物
: n i 6

“

这
” 、 n a n 4 “ 那 (较近 )

” 、 n a n 6 “
那 (较远 )

”

指地点
: n i 3 “

这
” 、

h a n 3 “

那 (较近 )
” 、 n a 3 “

那 (稍远 )
” 、 n a i Z

“
那 (较远 )

” 、 n a n 4 “
那

( 更远 )
” 、 n a n 6 “

那 (再远 )
” 、 n an 4 p u n

6 “
那 (还远 一点 ) ”

、 n a n 6 p u n
6 “
那 (最远 )

” 。

而德宏傣语的指示系统则出奇地简单
。

例如
:

iaI 4 “

这 (近指 )
” 、

lan “ “
那 (远指 )

” 。

尽管 《简志》 中说
: “

(傣语 ) 代词在句子中可以作主语
、

宾语
、

定语
、

状语
。 ”

但是在

另一处又指出
: “
指示代词需要和量词

、

指不地点的词等组合后才
一

能组成联合词组
” ,

从 《简

志》 提供的语料来看
, ,

傣语的指示代词都是在句子中充当修饰语的
。

然而我们还不能据此认为傣语量词只能充当修饰语
。

根据其他语料
,

有些傣语指示代词

是可以充当主宾语的
。

例如西双版纳傣语
:

t a 。 , h a n 3 l a : m 4d a p 7山 ut D’ b a t 7 d e :u ,
.

从那时一直到现在

从 那
一

直 到 现在

d明 , m 。 :。Z xu k s n i 6 k o 4 h a : k g x a u 3 n a ’ p a ’ th u : k g
.

国家从此五补丰登

地方 从 这 也 就 粮食 厚 鱼 便宜

哪些词可以做主宾语
,

哪些词只能作修饰语
,

两者之间是否有界限
,

目前尚不清楚
。

壮语里的指示词 (有人称为指示代词 ) 数量不多
,

不算表疑问的只有 ne 护
“

这
” 、

h an 4 “
那

”

两个
,

但是关于壮语指示词的研究成果比较多
,

意见也比较分歧
,

大致有如下两种主要观点
:

1
.

壮语的指示词是指示代词
;

2
.

壮语的指示词只能起指示
、

说明作用
,

在句 子中只能充当其他词语的修饰语
。

这方面的争论和壮语量词的复杂性可能有 一定关系
。

从语料考察的方面看
,

两种观点均

可获得支持
,

而第一种观点的语料支持似乎更有力
。

例如
: (】夕

n e i 4 t uj k 8 Ya : n Z k o u ’ ,

h an 4

ujt k 8 Ya : n Z te ’
.

这是我家
,

那是他家
。

这 是 家 我 那 是 家 他

n e i4t 山 k s s a ut ,
ob u 4 la山 2? 这是谁的书?

这 是 书 谁

例句引自张元生
、

覃晓航
: 《现代壮汉语 比较语法》

,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

1993 年
,

第 7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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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语的指示词

《现代壮汉语比较语法 》 明确指出
,

处十此类地位的指示代词
“
既有指示作用

,

又有代

替作用
” ,

而 《壮语简志 》
、

《壮语语法研究》 则持第一种意见
,

《壮语简志》 明确说
, “

指示词

是一般用在量同后面作定语的一种半实词
” 。

仅仅在
“

有些地方在一定格式里指示词也能修饰

名词
” 。 ’

1

(( 壮语语法研究 》 把
n e i 4

“
这

” 、

h a n 4
“
那

” 、

ut : n s “

别的
” 、

la山 2 “
哪

”

称为
“
定指

示词
” ,

认为
“
用在量词后而作数指词组的后成分 (相当修饰词组的定语 ) 是定指示词最主要

的特点
”

`

即 。

这说明
,

作者认为壮语的指示词只能起指示
、

说明作用
,

在句子中只能充当其

他词语的修饰语
。

而不能作其他成分的代替成分
。

持 卜述两种观点的学者都是壮族学者
,

并且都是壮语的熟练使用者
,

所据材料应该是可

信的
。

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是
:

这两种观点所依据的语言材料是不一致的
,

对指示词的看法

是互斥的
。

本文作者在学习壮语的时候
,

也是在初级阶段就学会了 ne 八uL k s ik 3 m a Z “

这是什么 ? ”

这样的句子
,

所以一直不理解韦庆稳先生在 《简志 》 和 《壮语语法研究》 对指示词的处理
。

但是通过语料考察
,

确实发现除了语法 书中以外
,

壮语的指示词
“

这
” 、 “

那
”

从来没有单独

充当主宾语
,

作其他词语的替代成分的情况 (顺便说明
,

公开发表的壮语语言材料是足够丰

富的
,

可以满足我们这项考察的取样 )
。

其他壮侗语族语言的研究著作都一致认为该语言中的指示代词既有指示功能
,

也有替代

的功能
。

由于目前没有足够的文本资料
,

我们无法确定每个语言中的指示代词的指示功能和

替代功能可以在多大的范围里实现
,

尤其是其替代功能有没有语境的限制
。

但是本文作者在

研究壮侗语族的另
一
个语言— 佯横语的时候

,

曾经犯过一个与本文论题有关的错误
,

值得

在这里提 一提
:

在调查阶段
,

笔者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编写的 《壮侗语族

语言语法调查大纲 》 进行调查
,

根据发音合作人提供的语料
,

指示代词 an :io
“

这
”

一

可以单独

使用
,

充当主宾语
,

但是在成篇语料收集过程中
,

笔者感觉 an 护充当主宾语是一个非常不 自

然的语言现象
,

因此又返回来向发
一

音合作人求证
,

但发音合作人提供的材料坚持 an :ie 是可以

充当主宾语的
,

笔者考虑到本民族人士的语感应该是没问题的
,

并且根据语料也看不出笔者

的疑惑有什么根据
,

因而就根据发音合作人的说法作 了解释
,

并在 《佯横语研究》 中介绍说
n :a i“可以作主宾语

,

是指示代词
。

但是在这本 书出版六七年以后
,

笔者重新翻阅当时的调查

材料
,

发现发音合作人只在有意翻译汉语句子的时候使用 an :io 单独充当主宾语的句式
,

而在

自然讲述的语料中
,

他从来没有单独使用指不代词替代其他成分
,

而总是用一个
“
量词+ 指

示代词
”

的结构来充当句子成分
。

可见笔者当时的认识有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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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9 届国际汉藏语会议在西雅图召开

200 6 年 9 月 巧 日到 9 月 17 日
,

在美国西部华盛顿州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召开第 39 届国

际汉藏语会议
,

主办方为华盛顿大学亚洲语 言文学系
,

毛办方负责人为该系的韩析夫 ( eZ
v

H an de l )
。

大会有三个会场
,

第一会场为主会场
,

l
几

要宣读藏缅语方面的论文
。

第
一

会场宣读

汉语方面的论文
,

间或开放第砚会场宣读侗台语方 l旬的论文
。

在大会和分会宣读论文的共有

101 位学者
。

在 主会场上作大会发言的有
:

受聘于澳大利亚拉特罗比 ( L a T r o be ) 大学的罗仁地 ( Ran 勿 L ap oll
a )

,

题为 《日旺语的

名物化和描写语言学的解释 》 ( N o m i n al i z a t i o n in Raw an g
,

w iht a n e x e u r s e s o n d e s e r ip t i v e

li n g u i s t i c s a n d l i n g u i s ti e t h e o 即 ) ;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池田巧 ( Ik ed a
aT ku m i)

,

题为 《吕苏语 其历史纪录二种 》

( S o m e h i s t o ir e al er e o
dr

s o n th e yL
u z u l a n g u a g e i n s o u t h w e s t C h i n a ) ;

罗宾斯
·

布尔令( R ob ib n B盯hng )
,

题为《藏缅语中的混合语圈及其地图》 ( the l ing ua far nc a

c y c ] e a n d t h e m ap o f iT be t o
一

B u r m a n Ia n g u a g e a s ) :

华盛顿大学的罗杰瑞 ( J ee yr N o

mr an )
,

题为 《原始闽语的数词》 ( P or to
一

M in N u m er al s ) ;

威廉
·

乔治 (W i l li a m w
.

o a g e )
,

题为 《越南语中残余的汉借词》 ( R e s id u a l e h i n e s e lo a n s

i n 、 er it n a m e s e )
。

大陆和台湾汉藏语方面的学者
,

包括 日前在美国及其他国家工作的
,

共约 几
一

十人参加

会议
。

此次会议期间的用餐
,

包括宴会
,

与会 者多自掏腰包
。

吴清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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