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论西夏文“纓”*djij2.33的语法功能 

 

孙伯君 
 

摘  要：西夏文“纓”*djij2.33 的用法，此前学界未见专门的讨论。本文根据

大量例句，将其归纳为两种：一、连词，经常与“菋”连用，构成“……菋……纓，……”

和“……吞纓，……菋……”等复句句式，有时也单用，构成“……纓，……”句

式，均表示转折关系，与古代汉语的“虽……，而……”或“……，然则……”等

句式相当；二、名化助词，用在动词或动词性短语之后，使之名化，充当其后谓语

动词的宾语，“纓”*djij2.33的这种用法与羌语中的名化助词-ʨ用法相当。 

关键词：连词  名化助词  西夏语法  西夏学 

 

一 
 

关于西夏文“纓”*djij2.33 的用法，此前学界未见专门而细致的讨论，西田龙雄在《西

夏语的研究》中曾把它归入“接尾词”，并认为其语法意义是表示“动作未终了”的状态。
1

林英津《夏译<孙子兵法>研究》一书在相关的注释中曾论及“……吞纓，……菋……”和“……

菋……纓”两种句式，认为前者表示“然则”，后者与现代汉语的“虽然……但是……”相

当。
2
 李范文《夏汉字典》则把“纓”字的用法归纳为两种：一、“副词，常加在动词之后，

构成动作进行体，表示动作行为正在进行中，也可以表示未来”；二、“可加在代词之后”。
3
 

然而如果仔细对照《夏汉字典》中所举例证，却难以与上述解释相切合。 

由于现存《文海》等西夏文字典未见详细的释义，人们甚至对“纓”*djij2.33 的基本语

义以及用于复句时应该归为上句的句尾还是下句的开始都不甚了了。我们在《同音》甲、乙

版本中查到“纓”与“萅”(“彼”、“其”、“他”)、“吞”(“不”)等构成的两组词，即“萅
纓”、“吞纓”，

4
同时，在《同音》丁种本 14 叶左面第 7 行背注中，我们还找到了一条有关

“纓”*djij2.33 的用法的描述，曰：“禑皖瞭顽”，即“纓，依附句尾”，
5
可以帮助我们确定“纓”

字在用于复句时应该归为上句的句尾，而不是下句的开始。此外，“纓，依附句尾”，也可以

                                                              
1 林英津《夏译<孙子兵法>研究》（上），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之二十八，1994 年，第 4~20 页。 
2 李范文《夏汉字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第 504 页。 
3 见《同音》甲种本 14A2；乙种本 14B75。 
4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

水城文献》第 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第 83 页。 
5 西田龙雄《西夏语の研究——西夏语の再构成と西夏文字の解读》第 261 页，座右宝刊行会，1966

年。 

西夏学    第 5 辑  2010 年 9 月 

Xixia Studies, Sep. 2010, Vol. 5 



在西夏文文献中得到证明，《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和《妙法莲华经》的偈颂中，“纓”

字往往用于句尾，如：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
6
 

西夏文：繪緁俏篫篟霹菋怖纓，糣哄哺菓祊糬聇聇絢篟楷 
对  译：坎性太古不动△是△，   风起击摇波浪荡漾常不止。 

意  译：虽然水性太古不动，但风起激扬荡漾常不止。 

《妙法莲华经》卷一：
7
 

西夏文：籋睴繕科 眥驳蟇论 蟨蟨翖嘻 緽癝癌纓 

对  译：我彼土内，恒沙菩萨，种种因缘，佛道求△。  

汉译本：我见彼土，恒沙菩萨，种种因缘，而求佛道。 

 

“纓”*djij2.33 的上述用法显然只限于作为连词用于转折复句。“纓”*djij2.33 还有一种用

法是此前学界很少注意到的，即经常用在动词或动词性短语之后，“观”、“见”、“知”等动

词之前，而前面的动词或动词性短语充当“观”、“见”、“知”等动词谓语的宾语，我们推测

“纓”*djij2.33 的这种用法是使前面的动词或动词性短语名化。 

本文的例证主要选自以下西夏文文献：《妙法莲华经》，见西田龙雄编《西夏文<妙法莲

华经>写真版》(创价学会，2005 年)；《维摩诘所说经》，见王培培博士论文《西夏文<维摩诘

所说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0 年)；《番汉合时掌中珠》，见黄振华、史金

波、聂鸿音整理《番汉合时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 年)；《类林》，见史金波、黄

振华、聂鸿音《类林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年)；《华严金狮子章云间类解》，见孙伯

君《黑水城出土西夏文<金师子章云间类解>考释》(《西夏研究》2010 年 1 期)；《修华严奥

旨妄尽还源观》，未刊布，依照上海古籍出版社蒋维崧和严克勤二位先生摄自圣彼得堡的照

片。 

 

二  
 

作为连词，“纓”*djij2.33往往用于翻译汉语表示转折关系的复句，放在偏句的句尾，或

与“菋”连用，构成“……菋……纓，……”、“……吞纓，……菋……”等句式，或省略“菋”

单用，构成“……纓，……”的句式，与古汉语“虽……，而……”等句式相当。 

2.1．与“菋”一起，构成“……菋……纓，……”句式，表示转折关系，与汉语“虽……，

乃……”、“虽……，而……”或“然则……”等相当。如： 

 

(1)蒾菋籒絘纓，佬落筟玛怖，蹦虓并订羋疥妒。 

文△先后△，义者同时是，故舒卷自在名谓。 

文虽先后，义乃同时，故云卷舒自在也。(《华严金狮子章云间类解》) 

 

(2)焊淮葒融揉，蘦繕科菋紴纓，投惯籃哗，蘦融揉魏耳羪籃哗，礌蔎篟酞。 

其妙喜世界，此土中△来△，增减所无，此世界亦△隘所无，本与无异。 

妙喜世界，虽入此土，而不增减，于是世界亦不迫隘，如本无异。(《维摩诘所

说经·见阿閦佛品第十二》) 

                                                              
6 西田龙雄编《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写真版》第 15 页，创价学会，2005 年。 

7 “富楼那弥多罗尼子”，西夏文译作“缽崎蕽稨抖茸碃竛”，根据下文，其中“蕽稨”为“總蕽”之

误。原文见西田龙雄编《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写真版》第 44 页，创价学会，2005 年。 



 

(3)蘦讲拓落，搐緁墅祮，禋粮筟妄。截哗秊氨，簄瞭癐脜，萚蚚艱菋阶纓，絧毋
簄截哗蒜。 

此珠宝者，体性明彻，十方齐照。思无事成，念从皆出，功奇现△能△，心上

念虑无也。 

谓此宝珠，体性明彻，十方齐照。无思成事，念者皆从，虽现奇功，心无念虑。

(《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 

 

(4)蘦堡菋怖纓，罏玛綀落紒锡祤竾笒睤际蒜。 

此如△是△，今时人者番汉语言俱晓用也。 

然则，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俱备。(《番汉合时掌中珠•序》) 

 

(5)紻哗矖緁竃，吞穔菋铬纓，瞅坚葾竃瞭，癦癦癐竀艱。 

漏无法性身，未尔△得△，今日净体以，一切皆如现。 

虽未得无漏，法性之妙身，以清净常体，一切于中现。(《妙法莲华经·法师功

德品第十九》) 

 

2.2. 与“吞”和“菋”一起，构成“……吞纓，……菋……”句式，表示转折关系，

可译为“虽然……，但是……”。 

 

(1)肆埠矂谍虁吞纓，箿紪蒋絥菋哗妒。 

口小一之伤不△，余别毁害△无谓。 

公之舍有小口伤，余无他害。(《类林杂说·医巫篇二十九》，《类林研究》第

126-127 页) 

 

(2)聻礗禑：“癐融京蒾技驳瞭，戊砈碽铜吞纓，亡蘀谍籒絘竀搓妒菋簁。” 

天女言：“皆世俗文字数因，三世使说不△，菩提之先后如有谓△非。” 

天曰：“皆以世俗文字数故说有三世，非谓菩提有去、来、今。”(《维摩诘所说

经·观众生品第七》) 

 

2.3. 只与“吞”一起，构成“……吞纓，……”句式，也表示转折关系，相当于汉语

“……，然……”。如： 

 

(1)蘦絅，蘾羬縇通，庆单抖茸涅流涅亡蘀笍妒吞纓，籋次緽沏氨毋碽紴焊驳玛耳
紻。 

此因，少时家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谓不△，我实佛△成上已来其数时△

过。 

为是人说，我少出家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我实成佛已来久远若斯。《妙法

莲华经·如来寿量品第十六》) 

 

(2)渭疾萚氨丑吞纓，愁愁嘻漠塘属毋阶俘繏充妒 

贼灭功成使不△，急急以博士为上能以为乎谓？ 

灭贼以成功，何能急急为博士乎？(《类林杂说辩捷篇二十三》，《类林研究》第



112-113 页) 

 
(3)塘宦禑：“聶臤吞索耳哺籋牡吞纓，奶萹索谍耳哺籋簁妒。” 

师经曰：“臣桀纣帝△撞我用不△，尧舜帝之△撞我非谓。” 

师经曰：“臣撞桀纣之君，不撞尧舜之帝。” (《类林杂说·烈直篇十一》，《类

林研究》第 39 页) 

 

2.4 单独使用，构成“……纓，……”句式，表示转折关系，与汉语“虽……，而……”

相当。如： 

 

(1)竃耳縂纓，絢骇毯袭纚，癦癦谍痴紋篟縳瞋，窾紏蘞疥簧。 

身△疾△，常死生中住，一切之饶益不厌倦，故方便名成。 

虽身有疾，常在生死，饶益一切而不厌倦，是名方便。(《维摩诘所说经·文殊

师利问疾品第五》) 

 

(2)矖癦癦耳氨籮纓，礠矖贴蔎禨，窾蹦撬箌蚐搓。 

法一切△成就△，诸法相与离，则故食取言有。  

虽成就一切法，而离诸法相，乃可取食。(《维摩诘所说经·弟子品第三》) 

 

(3)絘融履袭礠蟇緛弛，界臷埠簧，監蚚蓏泊。絢疥竲煞癌墒栏稧，篟界臷砓，粔
膁蟍禨。睪袭残瞪耳籿纓，籋弛菞勿两癏…… 

后世恶中众生等，善根少成，胜殊慢增。常名利求供养贪爱，不善根增，解脱

远离。其中教化△难△，我等大忍力起…… 

后恶世众生，善根转少，多增上慢。贪利供养，增不善根，远离解脱。虽难可

教化，我等当起大忍力……(《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劝持品第十三》) 

 

(4)京綀菋怖，簶蒷付葾茅庭省籱；縇耳纚纓，戊揉篟繗；拣籫菋罈，絢嘿庭簵；

蕎商竀罈，絢蟌禨稧…… 

愚人虽是，沙门清净律行奉持；家△处△，三界不著；妻子虽有，常梵行修；

眷属如有，常远离乐……  

“虽为白衣，奉持沙门清净律行；虽处居家，不著三界；虽有妻子，常修梵行；

现有眷属，常乐远离……”(《维摩诘所说经·方便品第二》) 

 

此句“京綀菋怖，簶蒷付葾茅庭省籱；縇耳纚纓，戊揉篟繗”中，前一转折复句用“……

菋，……”，而后一句用“……纓，……”，均放在转折复句的偏句之后。 

 

2.5 单独用在句尾，或表示顺承，或表示反问，分别与汉语“而……”或“……不(否)”

相当。有时还可以放在动词前，表达“且”、“但”等语义。如： 

 

(1)索瑚禑：“薘帛粮侵纓妒？” 

帝问曰：“鹊何方鸣△谓？” 

帝问曰：“鹊何方而鸣？”(《类林杂说·权智篇十六》，《类林研究》第 74-75

页) 



 

(2)繉篫焦繫秲胎拓竀紴，蒤拓冒虨科纚，矖息萝紴妒纓？篎胎拓竀紴谍魏窿瑚，

眣八逗哗勿阶胎玛纚息阶萯妒纓？ 

久昔△度灭多宝如来，七宝塔中在，法△听来谓△？又多宝如来之亦敬问，安

稳恼无忍堪久时住△能你谓△？ 

久灭度多宝如来，在七宝塔中来听法不？又问讯多宝如来，安稳少恼堪忍久住

不？(《妙法莲华经·妙音菩薩品第二十四》) 

 

(3)緽禑虯实竛：“舊蘦緽繕册葾槽焦纓蜌萯？”  

佛谓舍利子：“汝此佛土严净法△△观汝？”  

佛告舍利弗：“汝且观是佛土严净？”(《维摩诘所说经·佛国品第一》) 

 

 

三  
 

助词“纓”*djij2.33，放在充当宾语的动词或动词性短语之后，使之名化，其后动词谓语

往往是“知”、“见”、“闻”、“为”等。 

 

3.1 用于动词之后，使之名化，充当“知”等动词谓语的宾语。如： 

 

(1)玛蕽酚亡舘闰吵舘，焊萰遍粰氓眥驳礠蟇论弛絧號簄纓砽。 

时弥勒菩萨摩诃萨，彼八千殑伽沙数诸菩萨等心下念△知。 

时弥勒菩萨摩诃萨，知八千恒河沙诸菩萨等心之所念。(《妙法莲华经·从地踊

出品第十五》) 

“纓”*djij2.33 放在“簄”(“念”)之后，使之名化，充当谓语“砽”(“知”)的宾语，

与汉语“所念”相当。 

 

(2)緽虯实竛焊簄纓砽，蘦堡禑端：“磀毋矺漓？缄聚落筯綀篟癿，柄卢篟葾蒜。” 

佛舍利子其念△知，此如言谓：“意上何云？日月者盲人不见，曰岂不净也。” 

佛知其念，即告之言：“于意云何？日月岂不净耶？而盲者不见。”(《维摩诘所

说经·佛国品第一》) 

在“緽虯实竛焊簄纓砽”中，“纓”*djij2.33 放在“簄”(“念”)之后，使之名化，充当

谓语“砽”(“知”)的宾语。 

     

3．2 用于主谓结短语之后，使之名化，充当“见”、“观”等动词谓语的宾语。如： 

 

(1)芬藹耳碧旺箙篒矂，緵毋緥澎篟菤纓癿。 

蒋琰△梦门前牛一，头上血流不断△见。 

蒋琰梦见门前有一牛，头上流血不断。(《类林杂说·占梦品第三十》，《类林研

究》第 142 页) 

“纓”*djij2.33 在主谓短语“緵毋緥澎篟菤”(“头上流血不断”)之后，使之名化，做

“癿”(“见”)的宾语。 

 



(2)订竃睪袭，矖铜纓癿。 

自身其中，法说△见。 

自见其身，而为说法。(《妙法莲华经·安乐行品第十四》) 

“纓”在主谓短语“订竃(睪袭)矖铜”(“自身(其中)说法”)之后，使之名化，做“癿”

(“见”)的宾语。 

 

(3)缾焦嫉篎，緽虯实竛谍禑妒：“舊蟅论菞腞谍订羋羴两瞭往属纓息蓇？”  

众△坐已，佛舍利子之言谓：“汝菩萨大士之自在神力因何为△一见？”  

众坐已定，佛语舍利弗：“汝见菩萨大士自在神力之所为乎？”(《维摩诘所说

经·香积品第十》) 

“纓”*djij2.33 放在主谓短语“蟅论菞腞谍订羋羴两瞭往属”(“菩萨大士之自在神力因

何为”)之后，使之名化，意思与汉语“菩萨大士自在神力之所为”相当，做动词“蓇”(“见”)

的宾语，“见”之前并有趋向前缀“息”。 

 

(4)篎礠亡舘萇吼舘蟨蟨翖絅、蟨蟨们论、蟨蟨竻贴蟇论癝膌纓癿；篎礠緽碠筁仅
笭纓癿；篎礠緽碠筁仅篎粮緽虯稈谍蒤拓冒虩簵纓魏癿。 

复诸菩萨摩诃萨种种因缘、种种信解、种种貌相菩萨道行△见；复诸佛般涅槃入△

见；复诸佛般涅槃后向佛舍利之七宝塔修△亦见。 

复见诸菩萨摩诃萨种种因缘、种种信解、种种相貌行菩萨道；复见诸佛般涅槃者；

复见诸佛般涅槃后以佛舍利起七宝塔。(《妙法莲华经·序品第一》) 

西夏文并列三句均用“纓”*djij2.33，第一句“纓”*djij2.33 放在主谓短语“诸菩萨摩诃

萨种种因缘、种种信解、种种相貌行菩萨道”之后，使之名化，做“见”的宾语；第二句“纓”

*djij2.33 放在主谓短语“礠緽碠筁仅笭”(“诸佛入般涅槃”)之后，使之名化，做“癿”(“见”)

的宾语；第三句“纓”*djij2.33 放在动宾短语“起七宝塔”之后，使之名化，做“癿”(“见”)

的宾语。 

 

(5)穔砂融构，翛搓翛哗舉遍綀絧磀甭禃桅狼付葾息絧緽蜌纓癿。 

尔时世尊，学有学无二千人心意柔软寂然清净一心佛观△见。 

尔时世尊，见有学无学二千人其意柔软寂然清净一心观佛。(《妙法莲华经·授学

无学人记品第九》) 

    “纓”*djij2.33 放在主谓短语“有学无学二千人其意柔软寂然清净一心观佛”之后，使

之名化，做“癿”(“见”)的宾语。 

 

3．3 用于动宾短语之后，使之名化，充当“闻”、“见”等动词谓语的宾语。如： 

 

(1)穔砂膳肈砄亡蘀、闰吵葇睻胳、闰吵葇虯、闰吵虌蜀诵弛，緽融构唐搓挡糳矖
菋篎虯实竛谍庆单抖茸涅流涅亡蘀蘽省纓蕽。 

尔时慧命须菩提、摩诃迦旃延、摩诃迦叶、摩诃目犍连等，佛世尊从有未曾法以及

舍利子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授△闻。 

尔时慧命须菩提、摩诃迦旃延、摩诃迦叶、摩诃目犍连从佛所闻未曾有法，世尊授

舍利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妙法莲华经•信解品第四》) 

“纓”*djij2.33 用于动宾短语“授未曾有法以及舍利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之后，

使之名化，做“闻”的宾语。 



 

(2)虃瞭儡锻少禑铜纓蕽城，燃癐萝耫。 

次第句和论言说△闻时，皆悉听来。 

有所演说言论次第，皆悉来听。(《妙法莲华经·法师功德品第十九》) 

“纓”*djij2.33 用于动宾短语“虃瞭儡锻少禑铜(“演说言论次第”)之后，使之名化，做

“闻”的宾语。 

 

(3)穔砂缽崎蕽稨抖茸碃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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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緽紏蘞箎膳嘻矉瞭矖铜属纓蕽，篎礠菞瞪竛谍庆单

抖茸涅流涅亡蘀蘽省纓蕽，篎瞤砈翖絅秊弛铜纓蕽，篎礠緽菞订羋羴缊两罈蕽。 

尔时富楼那弥多罗尼子，佛方便智慧以宜随法说为△闻，又诸大弟子之阿耨多罗三

藐三菩提记授△闻，复宿世因缘事等说△闻，复诸佛大自在神通力有闻。 

尔时富楼那弥多罗尼子，从佛闻是智慧方便随宜说法，又闻授诸大弟子阿耨多罗三

藐三菩提记，复闻宿世因缘之事，复闻诸佛有大自在神通之力。(《妙法莲华经•五百弟

子受记品第八》) 

此并列三句都用“纓”*djij2.33，第一句放在主谓短语之后，第二、第三句放在动宾短语

之后，使之名化，充当“闻”的宾语。特别有意思的是，最后一句“复闻诸佛有大自在神通

之力”，西夏文“蕽”(“闻”)前也是动宾短语，却没有加“纓”*djij2.33，说明充当宾语的

动词性短语中的动词如果是“有”等存在动词，其后的“纓”*djij2.33可省略。 

 

四 
 

综上，大量的译自汉语的西夏文文献中的例句显示，“纓”*djij2.33 的用法有两种，一是

连词，用于翻译汉语表示转折关系的复句，往往放在偏句的句尾，或与“菋”、“吞”连用，

或单用，构成“……菋……纓，……”、“……纓，……”和“……吞纓，……菋……”等复

句句式，与汉语“虽……，而……”或“……，然则……”等句式相当；二是名化助词，用

在动词或动词性结构之后，使之名化，充当其后动词谓语的宾语。下面是作为连词和助词的

“纓”连用的例子： 

 

(1)葇莣童嘻蔷腗禑：“罏眽窲谍碽唱癿吞纓，縹纓吞穔蓇。” 

蹇叔哭而奉送曰：“今吾军之令出见不△，归△不尔见！” 

蹇叔哭而送之，曰：“今吾见军之出，不见军之入！”(《类林杂说·忠谏篇十二》，

《类林研究》第 49-50 页) 

 

显然，作为名化助词的“纓”在西夏语中可省略，上例中“今吾见军之出”与“不见军

之入”有同样句式，动词短语之后却没有加助词“纓”使之名化。 

现代羌语中，一般在动词或动词性短语后加-ʨ 或-jy 等，使之名化，其中加- 的动词性

短语名化后，充当句子的主语、定语和宾语；而加 jy 的动词性短语名化后，充当句子的定

语和表语。如果是主谓短语充当句子成分，只有当它们做主语时才必须使用名化手段，做“看

见”等动词谓语的宾语时，则可以省略。如：茂县曲谷话 

(2)qa   za  (<zə+ a )  ta     kə-ʨ        bəza(bəzə+a). 

     我       地里 (处所)  去(名化) 准备(人称 1 单) 

     我准备下地去了。 

                                                              
8 参考黄布凡、周发成《羌语研究》，页 204~205，236~237，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3)ʔũ   ʂuəs   le-m    ʔe    tə-ʨiutha-jyzu ʥi   ŋgu    ʔə-mə̥-jy. 

你  年纪有(名化)一个(已行)救(名化) 大家都(已行)听见(情体) 

你救了一个老人，大家都听说了。 

(4)qa  ʔũ  tawa  xsə  ke       ta-jy-n               ʔu-ʨu-æ 

我  你  帽子  新 这样一个 戴(情体)(人称 2单)(趋向)看见(人称 1 单) 

我看见你戴着一顶新帽子。 

或许，我们可以把现代羌语名化助词- ʨ看作西夏语“纓”*djij2.33 的演化形式。 

 

(作者通讯地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