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夏语的格助词 
 

张珮琪 
 

摘  要：西夏语句子成份之间的语意及功能关系主要是由词序、动词的人称变

化(与人称呼应)及格来表示。西夏语格的语法形式主要为分析形式 (analytic form)，

也就是在名词之后加上格助词。然而关于西夏语格助词的数量及种类，各家学者看

法不一，种类分歧，数量也从六到二十余个不等。 

在本文中我们以语法形式的概念作为出发点，对比现代羌语支语言的格系统，

分出十种格助词：主题标记、作格、主格、属格、受格、具格、伴随格、比格、目

标格及处所格。其中西夏语的属格、比格、目标格及处所格都可以从藏语、阿尔泰

语和现代羌语支中找到对应关系。另外，笔者针对每个格助词的意义、功能及用法

进行详细的阐述。研究显示，西夏语格助词的省略并非随意，而是有理可循。 

关键词：西夏语  语法形式  格助词 

 

 

一、引  言 
 

    西夏语句子成份之间的语意及功能关系主要是由词序、动词的人称变化(与人称呼应)1
及

格来表示。西夏语格的语法形式主要为分析形式(analytic form)，也就是在名词之后加上格助

词。只有少数的代名词还保留着合成形式(synthetic form)来表达格的区别。此类的词包括：

舊 nji2（你）—目 nja2（与你）；蘦 thjɨ2（此）—猴 thju2（至此）；睪 thja2（彼）—睴 thja2（到

彼）；瞸 sjwɨ1（谁）—瞫 sjwɨ2（谁的）。左边的字例表主格，而右边字例则表旁格。 

关于西夏语格助词的描写，可见于莫里(Morisse 1904)、索孚洛诺夫(Sofronov 1968)、

西田龙雄(1964)及克平(Kepping 1985)等人的著作。其中又以克平的描写最为完整。然而，克

平所提出的若干格助词是否真为格助词还有待商榷。
2 这些有争议的格助词包括蛁 gji2、

饲·iọ1、穀 lhjwɨ2、毖 phja1、絅 nioow1和蟏 rjar1 等。以饲·iọ1 来说，其主要功能为名词，而

非克平所言，表示“在…范围内”的格助 

                                                              
1 西夏语的人称呼应与音韵转换的现象可简述如下：当主语为第三人称或第一、二人称复数时，动词

用基本式例如：罈 dźjij2（有）、萔 tjị1（令饮、喂）、笍 rjir1（得）、蕽 mji1（闻）等动词。当主语为第一、

二人称单数时，动词用到 dźjo2（有）、聣 tjọ1（令饮、喂）、阿 rjor2（得）、裳 mjo1（闻）等衍生式。此外，

衍生式的使用只有当动词人称词尾指称主语时，但如果人称词尾指涉的是句子的宾语，则动词不作任何变

化。（龚 2001，又收入 2002:201~245） 

2 克平所提出的格助词数量达 20 余个。（Kepping 1985: 14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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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见例(1)及(2)。 

 

例(1)中的瞪 dzjiij2 为动词，
3 这里用作动名词，用来修饰饲·iọ1，而例(2)中，癦癦

ŋowr2-ŋowr2为形容词，前加名词，所以可知饲·iọ1 为名词。 

 

(1)  瞪     饲    科    笭 

 dzjiij2 ·iọ1 ·u2 ·o2        

 2.35 1.71 2.1 2.42         

 学 堂 LOC 入         

       【入诸学堂】《维摩颉所说经》 

 

(2)  繕     饲    癦    癦     科 

 lhjij ·iọ1 ŋowr2ŋowr2 ·u2       

  1.71 2.82 2.82 2.1        

 国 土 一 切 LOC        

       【一切国土中】《维摩颉所说经》 

 

又如毖 phja1，它于文献中常与格助词毋 ɣa2 相连用(见例(3))，克平将毖毋 phja1-ɣa2视

为复合格助词（Kepping 1985:158），但是如果单纯地将毖 phja1 视为名词，并不会造成语义

或语法理解上的困扰。 

 

(3)  玛     監    膳    窱     毖    毋     礠    繆    箺     胯 

 dzjɨj1 buu2 źjɨr1 mja1 phja1 ɣa2 rjur1 phji1 tśhjụ1 djịj1  

 1.42 2.5 1.86 1.20 1.20 2.14 1.76 1.11 1.59 1.61   

 时 胜 慧 河 边 LOC 诸 苾 刍 辈   

 

  界     紏    蘞     拒    撮    沸    簵    

 neew2 tśier1 ·ju2 khu1 dzjij1 ·jɨr2 djọ2      

 2.41 1.78 2.2 1.1 1.35 2.77 2.64      

 善 方 便 精 进 修 习      

       【时胜慧河边诸苾刍辈，以善方便策励勤修】《毘奈耶杂事》 

 

西夏语格助词的真实面貌为何，迄今未知。各家所提的格助词的数量从六个到二十余个

不等。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分歧的主因在于语法格与语义格的界定不清。语法格和语义格最大

的差别在于前者必须拥有一定的语法表达形式(grammatical form)。所谓的语法表达形式是指

表达语法意义的手段必须具备必要性及经常性(Klobukov 1995: 203)。因此，意义及功能类似

                                                              
3 关于西夏词类的划分，可以句法角色及鉴定词作为判断依据。判断该词是否属于动词的鉴定词为词

头及人称呼应词。瞪 dzjiij2可确定是动词，除了它在句子中作为谓语外，其后可加人称呼应词籋 ŋa 2。见下

例。 

 缾        毯        谍       瞪      籋         

∙ji1  wee1 ∙jij1 dzjiij2  ŋa2     

1.11  1.12  1.36  2.35  2.14           

众 生 OBJ 教 AGR      

【化众生】《维摩颉所说经》 



格助词的语素，如果出现频率过低的话，那么该语素就应被排除在格助词之外。此外，著名

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拉斯克(R. Rask)曾言，如果两个语言之间的语法形式有相对应的关系，

那么这两个语言就具有亲属关系(Kondrashov1979: 42―43)。反过来说，两种语言若已被确

认为亲属语言，那么同一语法范畴内的语法形式及意义应该不会差距太大。现代羌语支语言

中格助词的数量不过十来个，若说属羌语支的西夏语之格助词有一倍以上，对于当时仍可以

屈折变化来表示句法关系的西夏语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此，笔者以语法形式的概念作为出

发点，同时对比现代羌语支的格助词，试图对于西夏格助词的意义、功能及用法提出新的阐

述。 

 

二、格助词的种类、功能及意义 
     

西夏语同藏语一样，其语序为主—宾—谓，也就是后置结构，因此格助词附加于所修饰

的名词之后。根据西夏语格助词的语义及功能，我们可以将西夏语的格分为 10 种。见表(1)。 

表(1) 

主题标记 (topic marker)   落 tja1 

作格 (ergative marker) 庭属 dźjɨ ̣- wji1 

主格 (nominative marker) 不及物句 及物句 

 谍·jij1 Ø 

属格 (genitive marker) 谍·jij 1 

受格 (object marker) 属人名词 非属人名词 

 谍·jij 1 Ø 

目标格 (terminative marker) 唐 do2 

具格 (instrumental marker) 嘻 ŋwu2 

伴随格 (comitative marker) 蔎 rjir2 

比格 (comparative marker)  废 su1 

处所格(local cases: locative, allative, ablative 

markers) 

皺 tśhjaa1、號 khju1、科·u2
、 

毋 ɣa2
、袭 kha1 

 

1. 主题标记 (topic marker) 

落 tja1 为西夏语用来表示句子主题的手段，说话者藉此表达想要强调的人和事物。主题

标记可置于句子的任何成份之后，如例(4)中，落 tja1 位于主语之后，而例(5)中落 tja1 则位于

宾语后。 

 

(4)  蘦     聻     礗     落     缞    灯    舉     秸    緽    谍 

 thjɨ2 mə1 mjịj1 tja1 gjii1 ɣa2 njɨɨ1 rjir2 tha1 ·jij1 

 2.28 1.27 1.61 1.20 1.32 2.56 1.32 2.72 1.17 1.36   

 此 天 女 TOP 九 十 二 亿 佛 OBJ   

 

  碽     癌     墒    

 kjɨr2 kjụ1 tshwew1          

 2.77 1.59 1.43          



 PFV 供 养          

       【是天女已曾供养九十二亿佛已】《维摩颉所说经》 

 

(5)  礠     拓    膼    科     撬    籛    落    翅     篟    镀  

蒜 


 rjur1 kji1 gju2 ·u2 tjị1 tśior tja1 lju mji1 wo2 ljɨ1 

 1.76 1.69 2.3 2.1 1.67 2.81 1.20 2.2 1.11 2.42 1.29  

 诸 宝 器 LOC 食 秽 TOP 散 不 应 也  

       【无以秽食置于宝器】《维摩颉所说经》 

 

2. 作格助词(ergative marker)与 3. 主格助词(nominative marker) 

西夏语的格系统，依照它在文献的表现，可将之归类为对格 — 作格系统

(absolutive-ergative system)。其原因在于及物动词的主语(ST)带作格标记(庭属 dźjɨ ̣- wji1)，

而宾语(O)带受格标记(谍·jij1)，而且该受格标志也用来标记不及物动词的主语(SI)。试比较(6)、

(7)、(8)。 

 

(6)  挑     索     庭     属    蟕    脖    耳    梁 

 xã2 dzjwɨ 1 dźjɨ- wji1 xã1 sjɨ2 kjɨ1 ɣjiw1    

 2.22 1.30  1.10 1.24 2.28 1.30 1.46     

 汉 帝 ERG 韩 信 PFV 纳     

       【汉帝纳韩信】《黄石公三略》 

 

(7) 拣      籫     登    谍     蛁    翆    焦    繠 

 gji2 bjij2 zji1 ·jij1 gji2 kjiw1 wjɨ2 jur1    

 2.10 2.33 1.11 1.36 2.10 1.45 2.72 1.76     

 妻 子 男 OBJ 数 年 PFV 育     

       【妻子育子数年】《类林》 

 

(8) 籋      谍     蘦    唐     硯 

 ŋa2 ·jij1 thji2 do2 tji2       

 2.14 1.36 2.28 2.42 2.10        

 我 P-O 此 处 留        

       【吾留此处】《类林》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西夏语的作格、受格及属格的使用并不是绝对的，很多时候可以略

而不用。其中作格出现的绝对性较其他二者更低。文献数据显示，西夏语作格的出现与名词

指称的有定性及词序有关。一般而言，典型的施事是定指的和生命度(动物性)高的名词，而

典型的受事是不定指及低生命度名词。因此，当施事为不定指或者受事为定指，或施事为生

命度低的名词而受事是生命度高的名词，就比较容易引起施受混淆。在此情况下，主语(ST)

就容易加上作格标记，见例(9)及(10)。另外，西夏语的词序为主—宾—谓，当宾语提前时，

尤其是生命度高的宾语，此时就会产生施事、受事角色的混淆，故在主语(ST)后会加上作格

标记，见例(11)(12)。值得注意的是，很多羌语支语言的作格及具格形式相同，而西夏语的

作格标记不仅和具格标记不同，其形式也与其他羌语支语言不同。 



 

(9)  莊    庭      属    籋     蔈    耳    莐 

 məə1 dźjɨ- wji1 ŋa2 wə1 kjɨ1 pju2     

 1.31  1.10 2.14 1.27 1.30 2.3      

  火 ERG  夫 PFV 烧      

       【吾夫为火烧】《类林》 

 

(10)  絢    截   繃    綆     綀      庭    属    卢    苖    籋    端/

妒 



 ·ju2 sjiij źjɨ ̣1 tśier1dzjow2 d

źjɨ- 

wji1 mja1 sja1 ŋa2 ·jɨ2/·jɨ1 

 2.2 2.35 1.69 1.78 2.44  1.10 1.2 1.20 2.14 2.28/1.30

 常 思 左 右 人 ERG  杀 AGR QUOT 

【(曹操)常虑被左右人杀】《类林》 

 

(11)  舊   弛    挤     庭     属     籋     谍   沏     帝 

 nji2 njɨ2 ljiij2 dźj

ɨ- 

wji1 ŋa2 ·jij1 dja2 khjow1   

 2.10 2.28 2.35  1.10 2.14 1.36 2.17 1.56    

 汝 等 魔 ERG  OBJ PFV 与    

【魔以汝等与我】《维摩颉所说经》 

 

(12)  蚀   菋    艰    弛     箺     敏    腲      庭    属     篟 

 wja1 ljɨ ̣1 ljo2 njɨ2 tśhjụ1 phjij1 njij2 dźj

ɨ- 

wji1 mji1   

 1.19 1.69 2.44 2.28 1.59 1.36 2.33  1.10 1.11   

 父 及 兄 等 楚 平 王 ERG    

             

  佬    沏   乖          

 wo2 dja2 ·jijr2          

 2.72 2.17 2.68          

 义 PFV 斩          

【(伍员)父及父兄被楚平王枉加杀害】《类林》 

 

4. 属格助词(genitive marker) 

西夏语在表示领属关系时，可以将表领属意义的两个名词词组(NP)直接相加，或者是在

其间加上属格助词谍·jij1。
4 当两个名词的领属关系为不可切割的一部分时(如身体的一部分)，

通常属格助词谍·jij1 可以省略，见例(13)、(14)和(15)。 

 

                                                              
    4  西夏语与藏文及其它羌语支语言的属格形式类似，猜测应有同源关系。试比较藏文之 kyi/gi/gyi/'i、
羌语的 i、木雅的 33、道孚的 ji、史兴的 ji55、尔苏的 i55及嘉戎的 i 等。 



(13)  融   构    筯     綀     谍     薠    怖    缄    聚     谍   薠     簁
 rjur1 pjụ1 məə1 dzjow2 ·jij1 dźjị2 ŋwu2 be2 ljịj2 ·jij1 dźjị2 njaa2 

 1.76 1.59 1.31 2.44 1.36 2.74 2.1 2.7 2.60 1.36 2.74 2.18 

 世 尊 盲 人 GEN 过 是 日 月 GEN 罪 非 

【世尊！是盲者过，非日月咎】《维摩诘所说经第一品》 

 

(14)  级     臔    羈    降     蓎
 dźjwi2 khjɨ1 lhjɨ2 me2 khji1        

 2.9 1.30 2.28 2.7 1.11        

 床 脚 尘 埃 拂        

        【床脚拂游尘】《毘奈耶杂事》 

 

(15)  焊   礠    贰     癊     絧     粔     膁    铬
 thja1 rjur1 phji2 khjiw2 njiij1 bie2 lhew2 rjir2     

 1.20 1.76 2.10 2.40 1.39 2.8 2.38 2.72     

 彼 诸 比 丘 心 解 脱 得     

【彼诸比丘心得解脱】《维摩诘所说经》 

 

5. 受格助词(object marker) 

西夏语表受事意义的格助词和属格助词一样，皆以谍·jij1 来表示。此外，语法上的宾格

助词及与格助词在西夏语中并无区分。
5 试比较例(16)和(17)。 

 

(16)  诵   昧     枢      葕     谍     苖     晾
 ljɨj1 kow1 tśhjiw1 thwər1 ·jij1 sja1 kiẹj2      

 1.42 1.54 1.45 1.84 1.36 1.20 2.53      

 灵 公 赵 盾 OBJ 杀 欲      

【灵公欲杀赵盾】《类林》 

 

 

(17)  玛   恩    蟇    论     碠     薿    乓     撬     蛧     萇 

 dzjɨj djii2 dźiã2 tsjij2 pa2 sə1 śja1 tjị1 wji2 mo2   

  2.12 2.23 2.33 2.14 1.27 1.19 1.67 2.9 2.42   

 时 化 菩 萨 钵 满 香 食 维 摩   

                                                              
    5 对于是否要区别西夏语宾格和与格，我们可以从语意和形式的关系来探讨。在俄语的属格中，有学

者分出了部分格（partitive），试比较： 

    Я            купи‐л  сахар‐у                                      Я                купи‐л            сахар‐ Ø 

        我          买‐past  糖‐partitive                                我              买‐past            糖‐accusative   

        我买了一些糖。                                                                                我买了糖。 

俄语部分格的分出，其原因不在语义的不同，而在于其语法形式与属格的语法形式有所区别，这也就回到

了语法范畴的三要件：形式、语义及对立。格系统中基本上不存在定值 (invariant)。也就是说，在格的内

涵中，基本上存在着不同的意义，如俄语具格不仅可以表达行为动作的方式，还可表达伴随义、时间义、

施事者等。因此，对于西夏语谍·jij1而言，如果只有语意上而无形式上的区别，而此语意上的区别又来自

于动词性质的界定，那么，与其承认西夏语有宾格和与格标记，还不如不区分。 



 

  隋    谍    沏    帝         

 khjij2 ·jij1 dja2 khjow1         

 2.33 1.36 2.17 1.56         

 诘 OBJ PFV 与         

        【是化菩萨以满钵香饭与维摩诘】《维摩诘所说经第十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受格助词谍·jij1的出现通常与宾语是否为属人(而非其他动物，或

物品)名词及属于人身体部分的名词有关。这似乎可以用科姆雷(Comrie B.)所提出的“越是

语义上容易混淆施受关系的场合越是需要形式标记”这个原则来解释(Comrie 1981)。换言之，

当施事为动物名词而受事为非动物名词时，施受关系最容易区别，因此对格标记的依赖就减

少；而当施事和受事都是动物性名词时，或者施事为非生命名词而受事是生命名词时，双方

的句法地位容易混淆，所以在更大程度上依靠形式标记来区分。这种现象在语序自由的屈折

语中非常明显，如俄语阳性动物名词有宾格标记，而非动物性名词的宾格与主格同形，也就

是说非生命名词没有宾格标记。俄语的情况似乎可以用来解释西夏语为何只有在动物名词

(严格说来，是属人名词)之后才需加宾格助词。此外，因为西夏语的语序相对于屈折性语言

(如俄语)是固定的，发生施受关系混淆的可能性较小，所以宾格助词的省略似乎也可以理解。 

 

6. 具格助词(instrumental marker) 

嘻 ŋwu2 为西夏语用来表示施事者完成一个行动所凭借或使用的工具或方法的格助词，

见例(18)和(19)。 

 

(18)  絪    聜    綆    嘻     例     葒    融    揉     磌     箌 

 xja1 lạ1 tśier1 ŋwu2 thjoo1 de2 rjur1 kiẹj2 djɨ2 lhjwi1   

 1.19 1.63 1.78 2.1 1.53 2.7 1.76 2.53 2.28 1.11   

 速 手 右 INSTR 妙 喜 世 界 PFV 取   

 

  蘦    繕    科    碽     倘        

 thjɨ2 lhjij ·u2 kjɨr2 tjị1        

 2.28  2.1 2.77 1.67        

 此 土 LOC PFV 置        

        【以其右手断取妙喜世界。置于此土】《维摩颉所说经》第十二品 5-8~6-1 

 

(19)   融     构   蕽     篎     緂     菋     緂    纓    疯     疯 

 rjur pjụ mji1 mioow1 nwə1 ljɨ ̣1 nwə1 djij2 wjị2 wjị2 

 1.76 1.59 1.11 1.57 1.27 1.69 1.27 2.33 2.60 2.60  

 世 尊 闻 后 知 虽 知 然 佯 装  

 

   嘻     胠   绕     綒     谍    妒/端     

 ŋwu2 ·a na1 thow1 ·jij1 ·jɨ1/·jɨ2      

 2.1 ? 1.17 1.54 1.36 1.30／2.28     

 INSTR 阿 难 陀 OBJ 谓      



        【世尊闻已知而故问阿难陀曰】《毘奈耶杂事》 

 

7. 伴随格 (comitative marker) 

伴随格主要表示前词所指事物是动作所表动作的被动参加者，西夏语用蔎 rjir2 表示，
6 

见例(20)和(21)。 

 

(20)   籋     籒    礠     繆     箺     蔎    癐    旺     篎     舮 

 ŋa2 śji1 rjur1 phji1 tśhjụ1 rjir2 zji2 ɣa1 nioow1 rewr2 

 2.14 1.10 1.76 1.11 1.59 2.72 2.10 1.17 1.57 2.78  

 我 前 诸 苾 刍 COM 皆 门 外 足  

 

   沏     菗    汕     

 dja2 dzjiw1 nji2         

 2.17 1.46 2.10        

 PFV 濯 AGR         

     【如我共诸苾刍，皆于门外洗双足已】《毘奈耶杂事》 

 

 

(21)  聻   睫      口     綅     礮     蔎     镣   挝
 mə1 ljɨ ̣2 ·ju1 njạ1 war2 rjir2 gu2 lej1     

 1.27 2.61 1.2 1.64 2.73 2.72 2.1 1.33     

 天 地 鬼 神 物 COM 共 转     

【天地神明，与物推移】《黄石公三略》 

 

此外，格助词蔎 rjir2 常跟特定的动词连用，成为动词支配关系的一部分。此类的动词包

括禨 ka2(离)、硰 ljwu1(违)、癛 ber2(遇)等，见例(22)和(23)。 

   

(22)   蔲     缾    毯    菋     縂      蔎    禨    窾     蟇    论 

 tjij1 ·ji1 wee1 ljɨ ̣1 ŋo2 rjir ka khu1 dźiã2 tsjij2 

 1.36 1.11 1.12 1.69 2.42 2.72 2.14 1.1 2.23 2.33  

 若 众 生 及 病 COM 离 故 菩 萨  

 

   魏     縂    哗     

 tsjɨ1 ŋo2 mjij1         

 1.30 2.42 1.36        

 亦 病 无         

     【若众生得离病者，则菩萨无复病】《维摩颉所说经》 

 

(23)  腲   煎    蔎        癛    絅     瞲     菋   菬    弛    蝬
 njij2 ŋjir1 rjir2 ber2 nioow1 lwər2 ljɨ ̣1 ljɨ ̣1 njɨ2 djii1   

                                                              
6 并非所有羌语支语言都有伴随格，且已知的羌语支语言之伴随格形式与西夏语皆不同。试比较羌语

的 ɑ、木雅的 t hi33、道孚的 pha 及嘉戎的 cçhas。由此推测，羌语的伴随格应是后起的。 



 2.33 1.79 2.72 2.71 1.57 2.76 1.69 1.69 2.28 1.14   

 王  难 COM
 

遇 故 经 及 论 等 分   

      【因王难经论分化】《毘奈耶杂事》 

 

8. 比格助词 (comparative marker) 

西夏语表示比较意义时，不论是平比或差比，通常在被比较的对象后加上格助词废 su1。

7
其句式为：A+B+废 su1+比较结果(dimension)(形容词、副词、形容词短语、动词短语)。 

 

(24)  紐   焊     废      胎
 ljo1 thja1 su1 rejr2         

 1.51 1.20 1.1 2.66         

 福 彼 COMP 多         

      【福多于彼】《维摩颉所说经》 

 

(25)  矖    癌     墒      落     礠    癌     墒     废     監
 tsjiij1 kjụ1 tshwew1 tja1 rjur1 kjụ1 tshwew1 su1 buu2    

 1.39 1.59 1.43 1.20 1.76 1.59 1.43 1.1 2.5    

 法 供 养 TOP 诸 供 养 COMP 胜    

      【法之供养胜诸供养】《维摩颉所说经》 

 

(26) 聶     索       废      构      窾     较     闽      怂 

 bji2 dzjwɨ1 su1  pjụ1 ku1 phju2 bji2 ŋewr1   

 2.10 1.30 1.1 1.59 1.1 2.3 2.10 1.87    

 臣 君 COMP 尊 则 上 下 乱    

        【臣当君尊，上下乃昏】《黄石公三略》 

  

9. 目标格助词(terminative case) 

唐 do2 主要指出动作所向的目标、人或物。在西夏语中该目标通常为人或为该人所属之

物。其用法及语音与藏文的向格/与格助词-la、-ru/-r、-su、-du 与-tu 很类似。
8
 此外，蒙语

和通古斯语中也用-du 来表示位格/与格。(帕斯卡尔科夫 2004:74)现代羌语支中只有普米的

-to55 比较类似西夏的唐 do2。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唐 do2 应该并不是原始的，而是借自于藏

语或蒙语。 

 

(27) 籋     唐       碽      紴      籋     谍     禑      端 

                                                              
    7 羌语支语言中比格形式与西夏语较为类似的只有羌语的 sə ̊。其它如普米、尔苏、纳木义等之比格形

式与处所格的形式相同。（黄 1991: 341―351） 
    8 -la、-ru/-r、-su、-du 与-tu 为词音位变体 (allomorph)：-ru 出现在元音之后；-tu 出现在 g、b、d 之后；

-su 出现在 s 之后；-du 出现在以 m、n、r、 、d、l 结尾的词之后；而-la 则不受到前一音节结构的限制，可

以自由运用。（胡坦 1991: 168）。 



 ŋa2 do2 rjɨr2 ljịj2 ŋa2 ·jij1 dạ2 ·jɨ2   

 2.14 2.42 2.77 2.54 2.14 1.36 2.56 2.28    

 我 TERM PFV 来 我 OBJ 言 曰    

        【来问我言】《维摩颉所说经》 

 

(28)  籋    籒      睪      谍      縇 
   
  唐     撬     癌    扦  

籋


 ŋa2 śji1 thja2 ·jij1 nji1 do2 tjị1 kjụ1 śji ŋa2 

 2.14 1.10 2.17 1.36 1.11 2.42 1.67 1.59 2.9 2.14  

 我 前 其 GEN 家 TERM 食 求 到 AGR  

        【忆念我昔入其舍从乞食】《维摩颉所说经》 

 
唐 do2 除了表示方向目標外，也可意指“對於…(某人)”，見例(29)。 

 

(29)  蟇    论      癦      癦     唐     耉     絧     息     癏 

 dźiã2 tsjij2 ŋowr2 ŋowr2 do2 dzjwi1 njiij1 ·a śjwo1  

 2.23 2.33 2.82 2.82 2.42 1.69 1.39  1.48   

 菩 萨 一 切 TERM 敬 心 PFV 起   

        【即于一切菩萨深起敬心】《维摩颉所说经》 

 

此外，唐 do2也可以表示受事。不过这种用法相当少见。在西夏语中表示受事通常使用

格助词谍·jij1。试比较(30)和(31)。 

 

(30)  籒    吞     壳      礠     緽    唐     癌     墒      绕  

界


 śji1 mjɨ1 pjụ1 rjur1 tha1 do2 kjụ1 tshwew1 na1 neew2 

 1.10 1.30 1.59 1.76 1.17 2.42 1.59 1.43 1.17 2.41  

 前 无 量 诸 佛 OBJ 供 养 深 善  

            

  臷     脄     糳         

 tśhji2 buu2 djij2         

 2.9 2.5 2.33         

 根 种 曾         

      【已曾供养无量诸佛深植善本】《维摩颉所说经》 

 

(31)  礠    緽      篎     缾     羴     綃    谍     癌      墒  

阶


 rjur1 tha1 nioow1 ·ji1 mee2 śjɨj2 ·jij1 kjụ1 tshwew1 njwi2 

 1.76 1.17 1.57 1.11 2.11 2.37 1.36 1.59 1.43 2.10  

 诸 佛 及 众 神 圣 OBJ 供 养 能  

      【供养诸佛及众贤圣】《维摩颉所说经》 

 

10.方位格助词(local cases) 



西夏语表示处所意义的格助词有皺 tśhjaa1、號 khju1、科·u2、毋 ɣa2 及袭 kha1等。大多

数的方位格助词皆可表示人或物的所在位置、其所往之目地及来源。也就是说，语法上的位

格、向格及离格的概念和意义都用同一种格助词来表示。以下我们将分别讨论。 

① 皺 tśhjaa1：表示物体位于事物的表面上，动作及于事物的表面或者是动作起自于事

物的表面。见例(32)、(33)和(34)。 

 

(32) 蘹     皺      庆    萇    酚     驾    臀    堡    燃   癐    蓇  

籋
 pjạ1 tśhjaa1 ·a mo2 gu2 mjaa1 tjị2 sju2 to2 zji2 lji2 ŋa2

 1.64 1.21  2.42 2.1 1.23 2.60 2.3 2.42 2.10 2.9 2.14

 掌 LOC 庵 摩 勒 果 所 如 尽 皆 见 AGR

          【如观掌中庵摩勒果】《维摩颉所说经》 

 

(33)  緽    禑      藦     如     臷      嘻    緵      皖     耳  

捐


 tha1 dạ2 nẹj2 lhjụ2 tśhji2 ŋwu2 ɣu mjiij1 kjɨ1 phej1 

 1.17 2.56 2.53 2.52 2.9 2.1 1.4 1.39 1.30 1.33 

 佛 言 有节 竹 根 INSTR 头 尾 PFV 系 

           

  汕    睪      皺     汝     蜔     倘     籃    

 nji2 thja2 tśhjaa1 lhwu1 gjwi2 tjị1 lew2    

 2.10 2.17 1.21 1.1 2.10 1.67 2.88    

 AGR 其 LOC 衣 服 置 应    

      【佛言应将葛蔓横系置衣】《毘奈耶杂事》 

 

(34)  苪     皺     泛    睲     盎
 ko1 tśhjaa1 nja1 lhjị2 dźji        

 1.49 1.21 1.20 2.60         

 车 LOC PFV 下 行        

          【(太子等)至已下车】《华严经》 

 

 ② 號 khju1：指物体位于事物之下。若以系统概念来看，號 khju1 应具向格及离格功能，

但于现有文献中尚未见到该用法，其原因应跟其语义有关。 

 

(35)  喂     號     两    嘻     籑    挤     稯
 phu2 khju1 ɣie1 ŋwu2 ɣu1 ljiij2       

 2.1 1.3 1.9 2.1 1.4 2.35 2.73      

 树 LOC 力 INSTR 始 魔 降      

          【始在佛树力降魔】《维摩诘所说经》 

 

 ③ 格助词科 ·u2、毋 ɣa2 及袭 kha1 



西夏语中表示“于内、往内、从内”意义的格助词有科·u2、毋 ɣa2、袭 kha1。这三个格

助词不论在语音、意义和功能上都有相似处。 

A. 格助词科 ·u2 

a. 表示方位，意指“在…之中；在…内部”，通常与静态动词连用。见例(36)和(37)。 

 

(36)  蒜   玛    緽   繆    藹   打   蒍   茸   喂   疟   科   纚
 ljɨ1 dzjɨj1 tha1 phji1 ·ja2 lji1 ·ã1 lo1 phu ·iọ1 ·u2 dźjiij1 

 1.29 1.42 1.17 1.11 2.17 1.10 1.24 1.49 2.1 1.71 2.1 1.29 

 一 时 佛 毘 耶 离 庵 罗 树 园 LOC  在 

          【一时佛在毘耶离庵罗树园】《维摩颉所说经》 

 

(37)  订   繕   饲 
 
 科   戊    履    萰   煎   哗 

 ·jij1 lhjij ·iọ1 ·u2 so1 niow2 ·jar1 ŋjir1 mjij1   

 1.36  1.71 2.1 1.70 2.48 1.32 1.79 1.36   

 己 国 土 LOC 三 恶 八 难 无   

          【国土无有三恶八难】《维摩颉所说经》 

 

b. 表示方向，意指“往…里面”。见例(38)和(39)。 

 

(38)  玛    镣    鸡   矂   缾    棍  
 
 科   前 

 dzjɨj1 phə1 bjij1 ɡjɨ2 ·ji1 mjii1 ·u2 śjɨ1  

 1.42 1.27 1.61 2.28 1.11 1.14 2.1 1.29  

 时 长 者 有 众 院 LOC 入  

          【时有长者入寺】《毘奈耶杂事》 

 

(39)  沪    堡   蔢     絕   癿   城    絕    磤   台     欢 
 dzjọ1 sju2 bioo1 śiwə1 ljij2 zjịj1 śiwə1 tshjɨ2 rjar2 dźjwo2   

 1.72 2.3 1.53 1.28 2.33 1.61 1.28 2.27 2.74 2.44   

 譬 如 猫 鼠 见 时 鼠 立 指 穴   

             

  科   礷    纝    臼    吞   浮       

 ·u2 piəj2 ·jị2 lho mjɨ1 kjir2       

 2.1 2.36 2.60  1.30 2.72       

 LOC 逃 复 出 不 敢       

          【譬如猫狸才见于鼠，鼠即入穴不敢复出】《华严经》 

 

此外，科·u2前所修饰的表方向标的的名词可以是抽象名词，但少见于文献。见例(40)。 

 

(40)  氦    癝 
 
  科    前    竃   疯 

 
  艱 

 ŋwu1 tśja1 ·u2 sjɨ1 ljụ2 wjị2 śja2  

 1.27 1.19 2.1 1.29 2.52 2.60 2.16  



 五 道 LOC 往 身 示 现  

          【而生五道以现其身】《维摩颉所说经》 

 

c. 表示方向来源，意指“从…(而出)”。见例(41)。 

 

(41)  蘦  蚎   窃  籋   弛    惠   科  焦    脜 
 thjɨ2  lji2 ŋa2 njɨ2 ljaa2 ·u2 wjɨ2 to2  

 2.28 2.7 2.9 2.14 2.28 1.28 2.1 2.27 2.42  

 此 臭 香 我 等 口 LOC PFV 出  

          【此之臭气从我口出】《毘奈耶杂事》 

 

B. 格助词毋 ɣa2 

a. 表示方位，意指“在…里面”或“在…状态中”。见例(42)和(43)。 

 

(42)  氦    晾   疤    毋    筙   稧    渡 
 ŋwu1 kiẹj2 wejr ɣa tji1 dzu1 ŋwe1  

 1.27 2.53 2.66 2.14 1.11 1.1 1.8  

 五 欲 乐 LOC 勿 喜 乐  

          【不应复乐五欲乐也】《维摩颉所说经》 

 

(43)  矖    癦    癦    毋    订   羋    铬 
 tsjiir1 ŋowr2 ŋowr2 ɣa2 ·jij1 dzju2 rjir2  

 1.93 2.82 2.82 2.14 1.36 2.3 2.72  

 法 一 切 LOC 自 在 得  

          【已于诸法得自在】《维摩颉所说经》 

 

b. 表示动作目的，意指“往….里面”或指出动作所向之物。见例(44)。 

 

(44)  礠   繆    箺    魏  籑   绢    毋   笭 
 rjur1 phji1 tśhjụ1 tsjɨ1 ɣu1 djɨj2 ɣa2 ·o2  

 1.76 1.11 1.59 1.30 1.4 2.37 2.14 2.42  

 诸 苾 刍 亦 初 定 LOC 入  

          【诸苾刍亦入初定】《毘奈耶杂事》 

 

c. 表示方向来源，意指“从…(而出)”。见例(46)。 

 

(45)  穔    砂  融    构   聻   息   烫   城   绢   毋    哄 
 tśhjɨ1 zjọ2 rjur1 pjụ1 mə1 ·a bjij2 zjij1 djɨj2 ɣa2

 wor1  

 1.29 2.64 1.76 1.59 1.27 ? 2.33 1.61 2.37 2.14 1.89  

 尔 时 世 尊 天 PFV 晓 时 定 LOC 起  

          【尔时世尊至天明已即从定出】 

 



此外，毋 ɣa2常与某些动词连用，成为该动词支配关系的一部分。如瞭伯 bju1-gjị2(依倚 )、

伯 gjị2(依)、胇 tha2(依靠)、維 njɨ2(至)。见例(46)、(47)、(48)。 

 

(46)  緽   箎   膳   毋   瞭    伯 
 tha1 sjịj2 źjir2 ɣa bju1 ɡjị2  

 1.17 2.54 2.77 2.14 1.3 2.60  

 佛 智 慧 LOC 依 倚  

          【依佛智慧】《维摩颉所说经》 

 

(47)  稙   礖    戊   蜌    毋   伯 
 thjɨj1 thej1 sọ1 bioo1 ɣa2 ɡjị2  

 1.42 1.33 1.70 1.53 2.14 2.60  

 天 台 三 观 LOC 依  

          【天台专依三观】《禅源集都序》 

 

(48)  睈    緓   落   耳   绢    琵   苞   毋    胇     际 
 kjɨɨr1 rjijr1 tja1 kjɨ1 djɨj2 dźjọ2 lu2 ɣa2 tha2 śjwo1   

 1.92 1.74 1.20 1.30 2.37 2.64 2.1 2.14 2.14 1.48   

 工 巧 者 PFV 定 墨 绳 LOC 依靠 须   

          【工巧者必以绳墨为凭】《禅源集都序》 

 

(49)  篙   蟨   礮  
 
 毋   維   窾   綃    綀  

 
  订   耫 

 ljị2 mə2 war2 ɣa2 njɨ2 ku1 śjɨj2 dzjow2 ·jij1 lja1   

 2.60 2.25 2.73 2.14 2.28 1.1 2.37 2.44 1.36 1.20   

 恩 种 物 LOC 至 则 圣 人 己 来   

          【泽及昆虫，则圣人归之】《黄石公三略》 

 

C. 格助词袭 kha1 

a. 表示位置，意指“在…里面”。见例(50)和(51)。 

 

(50)  蘦   融   揉    谍   縃   山    贴   弛   癐    睪   袭    艱 
 thjɨ2 rjur1 kiẹj2 ·jij1 zjir2 low2 ·jij1 njɨ2 zji2 thja2 kha1 śja2 

 2.28 1.76 2.53 1.36 2.72 2.47 1.36 2.28 2.10 2.17 1.17 2.16 

 此 世 界 GEN 长 广 相 等 皆 其 LOC 现 

          【而此世界广长之相悉于中现】《维摩颉所说经》 

 

(51)  矖    袭    缾  
 
 毯 

 
  哗    缾   毯    肚   禨    蒜 

 tsjiir1 kha1 ·ji1 wee1 mjij1 ·ji1 wee1 ror2 ka ljɨ1   

 1.93 1.17 1.11 1.12 1.36 1.11 1.12 2.80 2.14 1.29   

 法 LOC 众 生 无 众 生 垢 离 也   

          【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维摩颉所说经》 

 



b. 表示動作目的，意指“往…裡面”。見例(52)和(53)。 

 

(52)  玛   蛧  
 
 萇    隋   砾   袭   碽    紴   籋   谍   禑     端 

 dzjɨj1 wji2 mo2 khjij2 bu2 kha1 rjɨr2 ljịj2 ŋa2 ·jij1 dạ2 ·ji2 

 1.42 2.9 2.42 2.33 2.1 1.17 2.77 2.54 2.14 1.36 2.56 2.28 

 时 维 摩 诘 会 LOC PFV 来 我 OBJ 言 曰 

          【时维摩诘来入会中，谓我言】《维摩颉所说经》 

 

(53)  蟇   论    缾   毯     絅    窾   酣    毯   袭    笭 
 dźiã2 tsjij2 ·ji1 wee1 nioow1 khu1 lhji2 wee1 kha1 ·o2   

 2.23 2.33 1.11 1.12 1.57 1.1 2.10 1.12 1.17 2.42   

 菩  萨 众 生 故 故 死 生 LOC 入   

          【菩萨为众生故入生死】《维摩颉所说经》 

 

c. 表示“在….之中”(指处于同类的人或物之中)。见例(54)及(55)。 

 

(54

) 

 诫   茸   蒷    缾   袭    舉   舅     綀     癐   庆  单     抖 

 pho
1 

lo1 mẽ1 ·ji1 kha
1 

njɨɨ1 ·jir2 dzjow
2 

zji2 ·a duu
2 

tow
1 

 1.49 1.4

9 

1.15 1.11 1.17 1.3

2 

2.72 2.44 2.10  2.5 1.54

 婆 罗 门 众 LOC 二 百 人 皆 阿 耨 多 

             

  茸   涅    流   涅   亡    蘀   絧     息    癏    

 lo1 sã1 mji

w 

sã1 po1 tjɨj1 njiij
1 

·a śjwo
1

   

 1.49 1.2

4 

2.40 1.2

4 

1.49 1.4

2 

1.39  1.48    

 罗 三 藐 三 菩 提 心 PFV 发    

          【婆罗门众中二百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维摩颉所说经》 

 

(55)  癿   落    癐    耉    癌     墒     袭    较   簧 
 liji1 tja1 zji dzjwɨ ̣1 kjụ1 tshwew1 kha1 phju2 we2    

 2.33 1.20 2.10 1.69 1.59 1.43 1.17 2.3 2.7    

 见 TOP 皆 敬 供 养 LOC 上 作    

          【一切见敬为供养中最】《维摩颉所说经》 

 

D. 比较 

从上述所提的处所格助词中，我们首先可以区分出皺 tśhjaa1(上)及號 khju1(下)。至于科·u2、

毋 ɣa2、袭 kha1 三者之间的区别，我们可以由语音、语义及来源三个面向来讨论。由语音来

看，我们可以假设毋 ɣa2 及袭 kha1 属于词音位变体，同藏语-su、r-/-ru、-du 与-tu 都属于-la

的词音位变体一样。然而，从其语音分布来看，该二者并未处于互补地位，故应非属词音位



变体关系，见表 (2)。就其意义而言，毋 ɣa2 主要和抽象名词相连用，如氦 晾 疤
ŋwu1-kiẹj2-wejr2(五欲乐)，吞壳弱 mjɨ1-pjụ1-kja2(无量劫)，粔膁 bie2-lhew2(解脱)，亡蘀絧
po1-tjɨj1-njiij1(菩提心)，挤般晾 ljiij2-mjɨɨ2-kiẹj2(魔境界欲)等。而袭 kha1 除了和抽象名词相连

用外，如酣坦 lhji2-wee2(生死)，融 rjur1(世)，也可和具体名词如礼 ljwu2(会)相连用。此外，

它还可以表示“在同类的人或物之中”。科·u2 则主要附加在表地点的具体名词之后，如肔
kjɨɨr2(房)，疟·iọ1(园)，保 we2(城)，繕饲 lhjij-·iọ1(国土)等。由此，我们可知此三者非自由变

体(free variant)。必须强调的是，虽然科·u2、毋 ɣa2 和袭 kha1各有特色，但是它们的功能并

未完全分化，因为它们之间混用的情况仍然存在，尤其是科·u2和袭 kha1。试比较(56)和(57)。 

表(2) 

籋舮(我足) ŋa2-rewr2 毋 ɣa2 

息砈(一世) ·a-zjọ2 毋 ɣa2 

礠絅(诸缘) rjur1-nioow1 毋 ɣa2 

癦癦(一切) ŋowr2-ŋowr2 毋 ɣa2 

礌(本) -mər2 毋 ɣa2 

箎膳(智慧) sjịj2-źjir2 毋 ɣa2 

礮(财) -wa2 毋 ɣa2 

氦晾疤(五欲乐) ŋwu1-kiẹj2-wejr2 毋 ɣa2 

秃翛簁(非同学) thwuu2-riew1-njaa2 毋 ɣa2 

息沟(一灯) ·a-tjij1 毋 ɣa2 

竃(身) -ljụ2 毋 ɣa2 

缾毯(众生) ·ji1-wee1 毋 ɣa2 

砾(会) bu2 袭 kha1 

酣毯(死生) lhji2-wee1 袭 kha1 

焦毯(过去) wjɨ2-rar2 袭 kha1 

穉盝庭(空寂行) ŋa1-mjij1-dźjɨ ̣ 袭 kha1 

礠融(诸世) rjur1-rjur1 袭 kha1 

缾(众) ·ji1 袭 kha1 

篿(聚) dzjị2 袭 kha1 

睪(彼) thja2 袭 kha1 

粔膁(解脱) bie2-lhew2 袭 kha1 

癦癦(一切) ŋowr2-ŋowr2 袭 kha1 

痘涤(游戏) kheej1-·u2 袭 kha1 

癌墒(供养) kjụ1-tshwew1 袭 kha1 

罝鸡(长者) phə1-bjịj1 袭 kha1 

矖(法) tsjiir1 袭 kha1 

 

(56)  融   揉    癦    癦     袭    菞   紐   米    魏  簧 
 rjur1 kiẹj2 ŋowr2 ŋowr2 kh

a1 

mjij ljo1 rjar1 tsjɨ1 we2   

 1.76 2.53 2.82 2.82 1.1

7 

2.68 1.51 1.82 1.30 2.7   

 世 界 一 切 LOC 大 福 田 亦 作   



          【亦为一切世间福田】《维摩颉所说经》 

 

(57

) 

 例    葒 
  融  

 
 揉 

 
 科   蘦   堡   吞   壳    緳     萚    氨   籮

 thjoo
1 

de
2 

rjur
1 

kiẹj
2 

·u2 thjɨ
2 

sju
2 

mjɨ
1 

pjụ
1 

tśhja
2 

·ioow
1 

śjij1 ·jiw
2 

 1.53 2.

7 

1.7

6 

2.5

3 

2.1 2.2

8 

2.3 1.3

0 

1.5

9 

2.16 1.57 1.4

2 

2.40

 妙 喜 世 界 LO

C 

此 如 无 量 功 德 成 就 

          【妙喜世界成就如是无量功德】《维摩颉所说经》 

 

我们在从事西夏文献解读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汉译文献中科·u2
、毋 ɣa2 及袭 kha1

皆可用来表示处所、方向等义，而在藏译文本中，则只用毋 ɣa2 及袭 kha1。这让我们好奇，

既非词音位变体，亦非自由变体，但又有混用情况的毋 ɣa2、袭 kha1 及科·u2
其来源为何。藏

语中区分位格、向格及从格，分别以-na、-la 及-las 来表示，而现代的羌语支语言中表示方

位的格助词有木雅的 le33、却域的-ʁa33(-kɯ33)、尔苏的-kɛ33、道孚的-ʁa33、史兴的-la55、扎坝

的-kh 55 等。这些语言在格助词形式上的相似，似乎可以推测它们与毋 ɣa2或袭 kha1之间有

同源关系。这样的推测可以呼应德兰西(DeLancey 1984)根据现代的藏缅语言构拟的位格－向

格－与格的*a。 

    科·u2
与现代羌语相比，则与普米的-ɣu33、木雅的-khu35 及扎坝的-wu33 较为接近。由此

可知，科·u2有其自己的语源。 

如前所述，西夏语的处所格助词大多数都身兼三种语义(位置、目标及来源)，在现代羌

语中只有嘉戎语可以用同一形式表达目标及来源。(黄 1991:348)西夏语为 11、12 世纪的语

言，而嘉戎语则是目前所知保留屈折形式最为丰富的语言，二者格的功能分化并不像其他现

代的羌语支语言如此细微。再加上羌语支语言的格的对应形式并没有一般亲属语言所应具有

的高度规律性，如此一来，我们是否可以猜想，原始的羌语本身所具有的格助词数目并不多，

也就是说，多数的格助词或是借自于其他语言抑或是由本身的实词虚化而来的。 

 

三  结 语 
 

在本文中我们尝试对西夏语的格助词进行较前人更为详细的解读及研究。我们以语法形

式为基础，对比现代羌语支语言的格系统，分出十种格：主题标记、作格、主格、属格、受

格、具格、伴随格、比格、目标格及处所格。其中西夏语的属格、比格、目标格助词及处所

格都可以从藏语、阿尔泰语和现代羌语支中找到对应关系。此外，我们的研究显示，西夏语

格助词的省略并非随意，而是有理可循。然而，受限于语言本身已经亡佚，再加上目前我们

对于西夏语法、语义的了解有限，西夏语格助词乃至于整个格范畴仍有许多疑问尚待解答。

笔者认为除了深入研究西夏语言外，历史比较语言学及地理方言学方法的运用，或许才能打

开它的真实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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