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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诸语言 ( Романские языки) 是印欧语系的一个

语族，共同的拉丁语来源、共同的发展规律和大量的结构

共性成分将这些印欧语言联系在了一起。“罗曼”这一术

语来自拉丁语中的 romanus( 意为‘属于罗马的’，后来表

示‘属于罗马帝国的’) ，在中世纪早期，这一术语用于指

既不同于古典拉丁语，也不同于日耳曼方言或其他方言

的通俗拉丁语。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罗曼诸语言也称“新

拉丁语”。使用人口总数为 5． 76 亿。有 60 多个国家将罗

曼语作为国语或官方语言( 其中将法语作为国语或官方

语言的有 30 个国家，将西班牙语作为国语或官方语言的

有 20 个国家，有 7 个国家将葡萄牙语作为国语或官方语

言，3 个国家将意大利语作为国语或官方语言) 。
对于罗曼诸语言的数量，在学术界没有一致的意见。

原苏联的著作中通常分出 12 种罗曼语: 西班牙语、加利

西亚语、葡萄牙语、加泰隆语、奥克西坦语( 普罗旺斯语) 、
法语、意大利语、撒丁语、雷托罗曼语( 雷托罗曼诸语言) 、
罗马尼亚语、摩尔多瓦语，以及 19 世纪已经消亡的达尔

马提亚语。拉迪诺语也属罗曼语。在罗曼学中曾对一些

语言和方言的地位开展过讨论: 加利西亚语是葡萄牙语

的一种方言，还是单独的语言? 加泰隆语和奥克西坦语

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还是一种语言的两种变体? 加斯科

语是一种单独的语言，还是普罗旺斯语的一种方言? 法

兰克―普罗旺斯语是一种单独的语言，还是奥克西坦语

或法语的一种方言? 雷托罗曼语是一种语言，还是一组

语言? 阿罗马尼亚语( 或称阿罗蒙语) 、麦格莱诺语( 或麦

格莱诺罗马尼亚语) 、伊斯特洛罗马尼亚语是 3 种单独的

语言，还是罗马尼亚语的 3 种方言? 摩尔多瓦语是一种

单独的语言，还是罗马尼亚语的一种方言? 罗曼诸语言

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加深了彼此区分的困难。比如，在中

世纪曾拥有丰富文献的普罗旺斯语后来失去了原有的功

能，从 13 世纪起，作为公众( 非日常) 交际手段的使用范

围缩小了，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普罗旺斯话只是法语的一

种方言。在脱离语言基本区域的某些方言 ( 如法语的瓦

隆方言，意大利语的科西嘉方言)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字

也会促使这些方言成为各自独立的标准语言。有一些罗

曼标准语存在变体，比如雷托罗曼语的各种变体; 法语的

比利时、瑞士、加拿大变体，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变体，葡

萄牙语的巴西变体。在罗曼语 ( 法语、葡萄牙语、西班牙

语) 基础上产生了十多种克里奥尔语。
罗曼诸语言可划分为 3 个分布区: ( 1) “原罗曼语地

区”，即当初曾纳入罗马帝国版图之内、现仍沿用罗曼语

的欧洲区域，这是形成罗曼语族的核心区域，包括: 意大

利、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的几乎全部疆域、比利时南部、
瑞士西部和南部、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的主要疆域，以及

希腊北部和南斯拉夫南部、西北部的个别一些零散地区;

( 2) 16 － 18 世纪由于殖民扩张而在远离欧洲形成的罗曼

语人口群体聚居地，即“新罗曼语地区”，包括: 部分北美

洲( 如加拿大的魁北克、墨西哥) 、几乎整个中美洲和南美

洲、安地列斯群岛大部; ( 3 ) 由于殖民扩张而使得罗曼语

成为官方语言的国家 ( 但本地语言在这些国家未被取

代) ，包括: 非洲的大部分国家( 法语、西班牙语或葡萄牙

语) 、南亚以及大洋洲的小部分区域。
罗曼诸语言是罗马帝国境内通俗拉丁语的延续和发

展，在罗马帝国版图的各个区域，它们受到分化和一体化

两种对立趋势的影响，其发展可划分为几个阶段。
( 1) 公元前 3 世纪—公元 5 世纪罗曼化阶段。这个

阶段各本地语被通俗拉丁语取代，促使罗曼诸语言未来

分化的众多语言内外因素日渐形成，其中语言的内部因

素有: 1) 通俗拉丁语的方言性质，虽然受到书面拉丁语一

体化的影响，但每个行省的通俗拉丁语都有专门的形式;

2) 年代差异，因为每个行省在被征服时刻，拉丁语本身都

变成另外的样子，如意大利的征服时间是公元前 3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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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西班牙是公元前 3 世纪—公元前 2 世纪，高卢是公元

前 1 世纪，雷提亚是 1 世纪，达契亚是 2 世纪; 3) 罗曼化的

速度和社会条件( 农村和城市人口比例、口头谈话语或书

面标准语的普及时间) ，如西罗曼语( 法语、西班牙语、葡
萄牙语) 保留复数语素-s 就是书面语影响的结果; 4) 在接

受拉丁语过程中来自当地住民( 如西班牙的伊比利亚人，

高卢、意大利北部和葡萄牙的克尔特人，雷提亚的勒托

人，巴尔干的达契亚人，意大利的奥斯克―翁布里亚部

族) 母语—底层语的影响。有些学者试图在这些底层语

之下进一步揭示出原始印欧语或非印欧语性质的深底层

语( 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的利古里亚语、意大利和雷提

亚的伊特鲁里亚语等。底层语可以解释罗曼诸语中的许

多独特现象，如受伊比利亚底层语的影响，西班牙语中发

生了 f ＞ h 的演变; 受克尔特底层语的影响，法语中发生

了 u ＞ ü 的演变; 受奥斯克―翁布里亚底层语的景响，意

大利方言中发生了 nd ＞ nn，mb ＞ mm 的演变。罗马帝国

各行省之间联系日趋减少则属于语言外部性质的因素。
( 2) 5 － 9 世纪罗曼诸语言的形成阶段。期间罗马帝

国分裂，许多蛮夷国家建立，这使得众多方言彼此隔离起

来。征服者( 如西班牙的西哥特人和其他日尔曼部落、高
卢北部的法兰克人、高卢东南部的勃艮第人、意大利北部

的伦巴第人、意大利的东哥特人、达契亚的斯拉夫人) 的

表层语言对罗曼语产生了影响，溶化于罗曼语之中。高

卢北部的罗曼语( 罗曼诸语中法语的“日耳曼化”最严重)

以及雷提亚、达契亚的罗曼语所受影响最大，日耳曼表层

语在西罗曼语的词汇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在法语中，

日耳曼表层语的影响是形成( 圆) 唇化音素  和 ü，倒装疑

问句、不定代词 on ＜ homme( 试比较德语中 man ＜ Mann)

等的原因。斯拉夫表层语对巴尔干―罗曼诸语造成的影

响表现在语音、形态、词汇和句法各个方面。相邻民族

( 如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希腊人、西班牙的阿拉伯人、
雷托罗曼语地区的德国人) 的接加层语也对罗曼诸语言

产生了一些影响。8 世纪的罗曼诸语明显地既不同于拉

丁语，又不同于其他一些语言 ( 如日耳曼诸语言 ) 。813
年，图尔大教堂要求教士不用拉丁语布道，而用通俗乡村

罗曼语布道。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一些罗曼诸语的

书面文字证据，如赖兴瑙和卡塞尔古本注释、维罗纳谜

语。第一个用罗曼语撰写的连贯文本是斯特拉斯堡誓言

( 842 年) ，文本收入历史纪事中已留存千年左右。
( 3) 9 － 16 世纪罗曼诸语言的文字发展和社会功能扩

展阶段。第一批法语文本产生于 9 世纪，意大利语和西

班牙语文本产生于 10 世纪，普罗旺斯语、加泰隆语、撒丁

语文本产生于 11 世纪，葡萄牙语和加利西亚语文本产生

于 12 世纪，达尔马提亚语文本产生于 13 世纪，雷托罗曼

语文本产生于 14 世纪，罗马尼亚语文本产生于 16 世纪。
期间出现了凌驾于方言之上的各种标准语。

( 4) 16 － 19 世纪民族语的形成、规范化、进一步丰富

阶段。罗曼诸语言出现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有些语言很

早就已经发展成为民族语 ( 法语、西班牙语在 16 － 17 世

纪) ，后来甚至具有了国际语言的功能，另一些曾在中世

纪发挥过很大作用的语言 ( 普罗旺斯语、加利西亚语、加

泰隆语) 丧失部分社会功能，但在 19 － 20 世纪作为标准

语而得以复兴。现代阶段的特点是，罗曼诸语言的地位

在不同国家很不相同; 常可见到争取承认、拓宽一系列罗

曼语( 加泰隆语、普罗旺斯语、加拿大的法语等) 社会功能

的运动发生。
罗曼诸语言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受到拉丁语的影响，

从拉丁语借入词汇、构词模式、句法结构等。在拉丁语的

影响下，有些语音上的固有倾向，尤其是在语音组合方面

的倾向消失了，形成罗曼诸语言的次生共性。不断引借

拉丁词使罗曼语形成两个词层: 1) 源于大众拉丁语的“民

间词汇”，但这个词层在不同语言中语音差别明显 ( 试比

较: 借自拉丁语的 factum‘已然的事’在法语中为 fait，西

班牙语为 hecho，意大利语 fatto，葡萄牙语 feito，罗马尼亚

语 fapt) ; 2) 借自标准拉丁语的词汇，该词层发生的语音变

化较小，仍保留着彼此的相似性( 来自拉丁语的 factor‘因

素’在法语中为 facteur，西班牙、葡萄牙和罗马尼亚语为

factor，意大利语 fattore) 。罗曼诸语的次生共性促进了它

们彼此间的词汇借用，如中世纪自古普罗旺斯语、法语借

入其他罗曼语，16 世纪从意大利语借用; 16 － 17 世纪从西

班牙语借用; 特别是自 17 世纪起从法语的词汇借用。此

外，源自拉丁―希腊语的国际术语词也广泛使用。
罗曼诸语言之间是以多种形式的渐进变化联系在一

起的，这就造成了它们的分类困难。如按一种特征( 如词

尾-o 的隐现) 分类，将是北罗曼语 ( 法语、罗马尼亚语) 和

南罗曼语( 西班牙语、意大利语) 形成对立关系; 换另一种

特征( 复数语素-s) 分类，则是西罗曼语( 西班牙语、法语)

和东罗曼语( 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 形成对立关系; 而按

第三种特征 ( 如动物性直接客体对于前置词的选择) 分

类，却是外围罗曼语( 西班牙语、罗马尼亚语) 和中央罗曼

语( 法语、意大利语) 形成对立关系。有的学者( ． 穆利

亚契奇、G． B． 佩莱格里尼) 试图依据整套语言特征来“测

量”罗曼语之间的亲缘远近程度，但未能得出令人信服的

结果。人们通常采用的罗曼诸语言的分类原则是地缘政

治原则，因为对于罗曼诸语的形成和亲缘关系程度，国家

的联合关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罗曼诸语可分为 5 个语

支: 伊比利亚―罗曼语支( 葡萄牙语、卡利西亚语、西班牙

语、加泰隆语) 、高卢―罗曼语支 ( 法语、普罗旺斯语) 、意
大利―罗曼语支( 意大利语、撒丁语) 、雷托―罗曼语支、
巴尔干―罗曼语支 ( 罗马尼亚语、摩尔多瓦语、阿罗马尼

亚语、麦格莱诺罗马尼亚语、伊斯特洛罗马尼亚语) 。有

些学者( 如 C． 塔利亚维尼 ) 把雷托罗曼语支纳入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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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罗曼语支，把加泰隆语归入高卢―罗曼语支，还有些

学者( P． 贝克) 把加泰隆语和普罗旺斯语合并为专门的语

支。此外，还区分出“桥梁语言”( 界于两个语支中间的语

言) ，比如，达尔马提亚语就是意大利―罗曼语支和巴尔

干―罗曼语支的中间语言。W． v． 瓦特堡在 А． 阿隆索之

后区分出“连续罗曼语系列”( 从葡萄牙语到意大利语) ，

以与“外围罗曼诸语”( 法语和巴尔干―罗曼语) 相对立。
后人对这一分类加以发展，从罗曼诸语言的主要类型特

征出发，将“连续罗曼语系列”( 意大利语、奥克西坦语、加
泰隆语、西班牙语、卡西利亚语、葡萄牙语) 合并为一个语

支，它们一方面与“内部”语言 ( 有许多古旧特征的撒丁

语) 有别，另一方面又和许多“外部”语言( 法语、雷托罗曼

语、巴尔干―罗曼语) 不同，“外部”语言有大量的创新现

象，受到不同系统语言的影响很大。“连续罗曼语序列”
在最大程度上反映了共同罗曼语的类型特征。

罗曼诸语言以具有一系列共同的发展趋向为特点，

但这些趋向在不同的语言中体现的程度有所区别。许多

情况下它们在法语中体现得最充分，巴尔干―罗曼诸语

在这方面总体而言表现得最特殊。音素构造在元音系统

方面的特点是: 1) 拉丁语元音的音量差异小于音质差异，

形成了由 7 个元音 ( i，e，ε，a，，o，u) 组成的罗曼语

( 除撒丁语外) 共同的元音系统。意大利语中这一系统保

留得最为完整。在葡萄牙语和法语，尤其是法语中，音节

的开 /闭差别发生重组，不总是和词源相吻合。在西班牙

语和罗马尼亚语中，音节的开 /闭区别不再具有音位性

质。有些语言中出现了特殊的元音，如法语和葡萄牙语

中的鼻元音，法语、普罗旺斯语和雷托罗曼语中的唇化元

音 ，ü，巴尔干―罗曼诸语中的中舌元音 ，; 2 ) 由于重

音下的二合元音化或元音间辅音脱落而形成二合元音，

( 古法语中的许多二合元音发生紧缩) ; 3) 非重读元音( 包

括词末元音) 弱化，在法语中贯彻得最严格，意大利语中

最不严格; 所有罗曼语的非重读音节中都可见到 e /ε 和

 /o 的中和现象。在辅音系统方面的特征是: 1) 辅音音组

发生简化与变更，比如拉丁语词 clavem‘钥匙’中的［kl］
在法语中读作［kl］( clef) ，但在意大利语和罗马尼亚语中

读作［kj］( chiave，cheie) ，西班牙语读作［λ］( llave) ，葡萄

牙语读作［］( chave) 。音组 kt，ks，kw，gw，ns，st 等以

及颚化辅 音 的 变 更 方 式 也 各 不 相 同。颚 化 塞 音［tj］，

［dj］，［kj］变为塞擦音，后来在一些语言中又进而变为擦

音( 试比较: 拉丁语 facies‘脸’，民间拉丁语 facja，意大利

为 faccia，罗马尼亚语 fafa，西班牙语 haz，法语 face) ; 2)

元音间的辅音松弛化( 浊化) 或弱化。试比较: 拉丁语和

意大利语的 vita‘生命’在西班牙语中为 vida，在法语中

为 vie; 拉丁语的 luna‘月亮’在葡萄牙语中为 lua; 3) 形成

闭音节的辅音松弛化、弱化，罗曼诸语言趋向于开音节

化、辅音组合受限、语流中词与词读音连接在一起 ( 尤其

是法语) 。
罗曼诸语言属于分析性趋势很强的的屈折语 ( 尤其

是法语口语) 。形态表达并不是常规性质的( 语法范畴有

时形式上不予表达或出现同音形式) 。名词有数、性的范

畴( 阳性和阴性，拉丁语的中性形式在阳性和阴性之间重

组) ，名词没有格的范畴 ( 但古法语和古普罗旺斯语曾保

留格范畴; 仅巴尔干―罗曼诸语中有二元的格系统) ，客

体关系通过前置词表示。罗曼诸语的一个特点是有多种

冠词形式: 复数不定冠词形式( 法语 des，意大利语 dei，西

班牙语 unos，罗马尼亚语 nis＇te) 、意大利语和法语的部分

量冠词( del，du) 、巴尔干―罗曼诸语的指示冠词和物主

冠词( 罗马尼亚语 cel，al) 。代词保留着格系统的成分，罗

曼诸语的特点是存在两列宾语代词: 独立代词和虚词性代

词( 依附于动词的代词) ，如与格‘我’在法语中为 me，à
moi，西班牙语中为 me，a mi，意大利语中为 mi，a me． 法语

中有依附于动词的主语代词，法语和意大利语中有副词性

代词( 副代词) ( en，ne) 。宾语代词在巴尔干―罗曼诸语

和西班牙语中的语法化程度较高，通过重复宾语表达( 如

罗马尼亚语 l vad pe profesorul nostru，逐词义为‘我看到

他，我们的老师’) 。罗曼语中形容词在所有位置上都与名

词保持性和数的一致，但也有一些形容词没有性的变化

( 如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中的 verde‘绿色的’，法语口语中

这类词很多) 。副词通常由形容词借助后缀 ment( e) 构成

( 来源于拉丁语的 mens，tis; 如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 lenta-
mente‘缓慢地’，法语为 lentement) ，但罗曼诸语言的副词

除外，它们与形容词的无标记形式相同 ( 罗马尼亚语 r au
‘不好的; 不好地’) 。罗曼诸语言以动词具有分支状形式

系统为特点。拉丁语综合性的被动形式、过去完成时和

将来完成时形式通常没有在罗曼诸语中被继承下来 ( 综

合性的过去完成时和将来完成时形式在伊比利亚罗曼诸

语言中仍保留着) 。由辅助动词和非人称形式( 分词、不
定式、动名词) 构成的动词分析形式得到广泛使用，如拉

丁语将来时通过“有”( 罗马尼亚语“想”、撒丁语“应当”)

加动词不定式的迂说法 ( перифраза) 为基础构成的形式

( 西班牙语 cantará，罗马尼亚语 va cnta) 表示。动词不定

式与过去时助动词组合构成假设意义形式，作为专门的

陈述式将来时或专门的式形式( 条件式) 使用。罗曼语动

词的典型表格包括 4 种式形式和 16 种时间形式。陈述式

的时间形式有 8 种: 现在时、简单完成时 ( 撒丁语中少

用) 、未完成过去时、将来时、复合完成时、先过去时( 罗马

尼亚语中没有) 、愈过去时、先将来时( 后 4 种多是分析性

的) ; 条件式有 2 种( 简单形式和复合形式; 普罗旺斯语有

4 种) ; 虚拟式有 4 种( 罗马尼亚语有 2 种，西班牙语和葡

萄牙语有 6 种) ; 命令式有 2 种( 简单形式和较少使用的

复合形式) 。体范畴意义通过对立的未完成过去时 /完成

时、简单形式 /复合形式以及动词词缀和迂说法表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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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动态和被动态，以及表达反身 ( 间接反身) 、相互( 间

接相互) 、被动和不定人称意义的代词形式。罗曼诸语言

的动词非人称形式独具特色［不定式、各种动名词、分词

II( 完成时分词) ，有的语言还有分词 I ( 现在时分词) ］。
有些罗曼语的不定式容易被句法名词化。广泛采用非人

称形式构建迂说法表达体、时、式和态的意义 ( 如“作”加

不定式表示使动态，法语 aller 加不定式表示最近将来时，

西班牙语的 estar 加动名词表示持续行为) 。
词序在许多情况下是固定的: 在动词复合形式中辅

助动词位于分词( 不定式) 之前，只在巴尔干―罗曼语中

可能倒置。形容词通常尾随名词之后 ( 形容词前置是标

记用法) ，而( 前) 限定词置于名词前( 巴尔干―罗曼语除

外) 。在以 SVO 为词序的罗曼语中 ( 尤其是在法语中) ，

倒置的可能性受限。
罗曼诸语言的构词特点表现在，形容词容易转换为

名词，名词和形容词的许多后缀相同，可以名词为生产词

构成动词，有指小意义的构词方式( 除法语外) 。沿袭自

拉丁语的词构成罗曼诸语的词汇基础，虽然它们的词汇

意义常发生变化。有许多早期借词源自克尔特语、日耳

曼语和古希腊语( 特别是通过拉丁语借用) ，巴尔干―罗

曼诸语中有些借词源自斯拉夫语。较晚时期的一些拉丁

语借词和以拉丁―希腊语为基础构建的科学术语系统在

罗曼语词汇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于这些

原因，一个构词词族往往包括语音有别的词干: 其中有的

词干来源于民间口语，有的源于借自拉丁语的书面语词，

这使得构词理据性受到削弱。
罗曼诸语言使用拉丁字母系统，但巴尔干―罗曼诸

语言的文字是在基里尔字母基础上产生的。1860 年后，

罗马尼亚语改用拉丁字母，而摩尔多瓦语仍保留原来的

文字，直到 1989 年才通过了改用拉丁文字的决定。拉丁

语中没有的音素罗曼诸语言使用字母组合、变音符号、词
中字母位置等方法表示。在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尤其是

法语中，历史词源拼写法占据重要的地位。与其他罗曼

语不同，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须标词重音 ( 意大利语也

标，但规定性不很严格) 。
( 译者: 于鑫; 审校: 许高渝、张家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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