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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诸语言( Индийские языки) 又称印度―雅利安

诸语言( индоарийские языки) ，由发生学上具有亲属关

系的语言组成的语支，它们起源于古印度语，并同达尔德

诸语言和伊朗诸语言一起源于印度伊朗语共同体。属印

欧语系。印度( 又称印度―雅利安) 诸语言分布于印度北

部和中部( 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旁遮普语、马拉

提语、古吉拉特语、奥里亚语、阿萨姆语和信德语等) 、巴

基斯坦( 乌尔都语、旁遮普语和信德语) 、孟加拉( 孟加拉

语) 、斯里兰卡( 僧伽罗语，分布在斯里兰卡岛的南部) 、马
尔代夫共和国( 马尔代夫语) 和尼泊尔( 尼泊尔语) ; 此外，

茨冈语和帕里亚语( 塔吉克斯坦吉萨尔谷地方言) 也属于

印度诸语言。使用人口总数 10 亿左右。印度诸语言西部

和西北部同伊朗诸语言( 俾路支语和普什图语) 和达尔德

诸语言通用区交界，北部和东北部与藏、喜马拉雅诸语言

区接壤，东部与一系列藏缅语言和孟―高棉语言区毗邻，

南部与达罗毗荼诸语言( 泰卢固语和普什图语) 区连接。
在印度通用印度诸语言的大片区域中夹杂着其他一些谱

系的语言岛( 扪达、孟―高棉、达罗毗荼等诸语言分布区) 。
印度诸语言发展的最古老阶段是维达语 ( 一种祭祀

语言; 据推测，该语言从公元前 12 世纪开始使用) 和具有

若干文学语言变体的梵语( 史诗梵语出现于公元前 3 － 2
世纪，碑铭梵语使用于公元纪元开始的最初几个世纪，古

典梵语的繁荣时期是公元 4 － 5 世纪) 。据考证，在小亚

细亚和西亚出土文献的所谓米坦尼雅利安语中有印度―

雅利安语( 自公元前 15 世纪) 的单词( 诸神名、帝王姓名

和养马行业语) ，这些词属于与维达语不同的方言。
古印度语语音―音位层面的特点是: 有多种类形的

塞噪送气辅音音位和卷舌音位( 这些音位虽经历变化但

一直保存至今) ; 单元音在任何类型的音节中都有长 /短
的音位对立关系，词既可以元音结尾，又可以辅音结尾;

词中部有数量众多的辅音组合。词根和后缀中的元音音

质交替系统是古印度语的形态基础，语言中有发达的综

合构造。语法意义依靠种类繁多的名词词干与词尾系列

不同的动词组合起来表达。名词有 8 个格、3 种数，动词

有 3 个人称、3 种数、6 － 7 种时态、4 － 6 种式、3 种语态。
动词聚合体由数十个人称词尾形式构成。构词法能产的

是前缀法和后缀法，而且一系列后缀要求一定层级的词

根元音交替。词的形态结构极清晰。句法特点是，绝大

多数情况下动词谓语位于句末，定语前置，词序自由。
印度诸语言在发展的中古阶段，有数量众多的语言

和方言，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临近中叶时，这些语言和方言

先是使用于口头形式中，然后也用于书面形式。其中最

古旧的是巴利语( 一种讲述佛教法规的语言) ，其后为普

拉克里特诸语( 铭文普拉克里特语更加古旧) 和阿帕卜朗

沙诸方言( 临近公元第一个千年中期时由普拉克里特诸

语发展而来，是形成新印度诸语之前的中间环节) 。与古

印度语相比，印度诸语言中古阶段的语音—音位层面上

的特点是，辅音组合有严格限制，词不以辅音结尾，元音

间的塞音发生改变，出现鼻化元音音位，词的节奏规律性

强化( 元音只在开音节中才有长 /短的对立) 。由于这些

语音变化，词的词素结构丧失明晰性，元音的音质形态音

位交替系统逐渐消失，词尾的区分功能削弱。形态方面

出现的趋势是，变格类型统一化，名词变格与代词变格混

合，格范畴聚合体大幅度简化，出现后置词类型的虚词系

统，动词范畴系列整体消失，人称形式的使用范围缩小

( 自普拉克里特诸语开始，只有形动词才能用来行使动词

过去时人称形式的功能) 。句法上出现一系列补充限制，

致使句子结构进一步标准化。
印度诸语言发展的新印度语阶段开始于 10 世纪之

后。在这一阶段，印度诸语言包括近 20 个大语种和数量

众多的方言( 方言间的差异常常十分显著) 。现代印度诸

语言的分类是 19 世纪 80 年代由 A． F． Ｒ． 赫恩勒提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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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20 年代经 G． A． 格里尔森在语言学上加工完善的。
分类的基础是区分具有一系列共同特点的“外围”( 边缘)

诸语言和没有这些特征的“内部”诸语言( 拟通过这种划

分反映出雅利安各部落从西北部到印度的早期和晚近时

期的不同迁移浪潮) 。“外部”诸语言可分为西北次语支

［拉亨达( 兰达语) 语和信德语］、南部次语支( 马拉提语)

和东部次语支( 奥利雅语、比哈尔语、孟加拉语和阿萨姆

语) 。“内部”诸语言分为两个次支: 中央次语支( 西印地

语、旁遮普语、古吉拉特语、比尔语、坎德什语和拉贾斯坦

语) 和帕哈尔次语支 ( 东帕哈尔———尼泊尔语、中帕哈尔

语和西帕哈尔语) 。东印地语为过渡次语支。印度语言

学家更经常遵循的是 S． K． 查特吉的分类。查特吉不区分

“外部”语言和“内部”语言，而强调毗邻语言之间的相似

性。根据这一分类 ( 实质上与格里尔森的分类并不矛

盾) ，现代印度诸语言分为北、中、东、南 4 个次语支。其

中，茨冈语处于特殊的地位，它与印度西北部和巴基斯坦

各语言之间有一系列共同特点。印度境外的印度诸语言

( 不同国家的茨冈语、塔吉克斯坦的帕里亚语 ( 方言) 、斯
里兰卡的僧伽罗语和马尔代夫共和国的马尔代夫语) 受

外语系统的影响很大。
现代的印度诸语言有一系列共同特点，这些特点在

一定程度上与普拉克里特诸语固有发展趋势的延续相

关，也是语际接触的缘故，语言接触导致形形色色语言联

盟的形成。这些语言的音位系统共有 30 到 50 甚至更多

个音位( 音位的数量从西北向东南按语言通用区域逐渐

递减) 。共同印度语音位模式的总体特点是存在送气辅

音列和卷舌辅音列。辅音音位系统最普遍的模式为 5
组，每组由 4 个对立的辅音音位构成: k /g，kh /gh; c / j，
ch /jh; t． /d． ，t． h /d． h; t /d，th /dh，p /b，ph /bh( 印地语、奥利雅

语、孟加拉语、尼泊尔语、马拉提语、信德语均如此，但马

拉提语、信德语此外还增加若干辅音，马拉提语增加若干

塞擦音、信德语增加若干内破音) 。旁遮普语的辅音对立

模式中每组对立辅音不是 4 个，而是 3 个( k /g /kh 等，像

达尔德诸语那样) ; 僧伽罗语和马尔代夫语的辅音对立模

式中，每组由两个辅音构成( k /g 等，如泰米尔语) ; 阿萨姆

语辅音对立模式每组也由 4 个辅音构成，但没有卷舌音

组和腭音组。浊辅音是否送气的对立关系在许多现代印

度语中，被看作是处于固有特征与超音质特征的跨界现

象( 在旁遮普语、兰达语、西帕哈里语和东孟加拉语的方

言中，这种对立关系是超音质声调对立关系) 。在大多数

现代印度语( 马拉提语、僧加罗语和马尔代夫语除外) 中，

元音中有 /无鼻音特征的对立具有音位意义，长 /短特征

对立不具有音位意义( 僧加罗语和马尔代夫语除外) 。总

体而言，现代印度诸语言词首不出现辅音音位组合。
在形态领域，现代印度诸语言经历一连串的、不同的

发展阶段: 丧失古老的屈折形式系统———构成分析性形

式系统———在分析性形式系统基础上构建新的黏着性形

式系统或者综合性形式系统，新系统较之古老系统表示

的意义范围相对狭窄。Г． А． 佐格拉夫依据对现代印度诸

语言形态体系的类型学研究，把它们分为“西部”和“东

部”两种类型。“西部”类型语言的语法意义由屈折标记

和分析标记表达，后者衍生于前者之上，构成 2 层级或 3
层级的构形标志( 如名词间接词干 + 初始或派生后置词;

形动词或动名词与初始或派生辅助动词的组合) 。在“东

部”类型中，语法意义主要通过黏着标志表达，黏着标志

之上有可能再增生分析性标志，如名词中词干 ( = 直接

格) + 有定或复数词缀 + 格词缀 + 后置词; 动词中为词干

［= 词根］+ 时间词缀 + 人称词缀。“西部”类型有性的

语法范畴，通常包括两种性，3 种性的情况较少( 如马拉提

语和古吉拉特语 ) ，但“东部”类型没有性的语法范畴。
“西部”类型语言的形容词分为两个亚类: 可变形容词和

不变形容词，“东部”语言的形容词永远不变化。
现代印度诸语言的句法特点是，动词相对于与其联

系的词位置固定 ( 居句末) ，广泛使用虚词( “西部”类型

语言为后置词，“东部”类型为特殊助词) 。“西部”语言

中形成作格句式或各种作格形变体句式，但这些句式不

是“东部”语言的特点。
现代印度诸语言的词汇系统通常区分为固有词、借

词和地方词。固有词( tadbhava‘源于此’，即源自梵语的

词) 是非外来词的基本核心，通过普拉克里特诸语阶段发

展成现代状态; 借词( tatsama‘类似于此’，即类似于梵语

的词) 专指借自梵语的词; 地方词( dei‘地方的’) 没有梵

语词源，是古印度语阶段的方言词和从印度的非雅利安

诸语言引入的借词。外部借词有阿拉伯词、波斯词和英

语词等。
在现代印度诸语言区域的不同地方，都会在共同的

语言模式上添加一些地方特征。东部印度诸语言和西部

分割得更加细碎的许多语言，暂且统称之为西印度语群，

两者之间在所有层面上都明显地呈对立关系。语言联盟

的共同特点把一些印度语同达罗毗荼诸语结合在一起:

如将僧伽罗语与泰米尔语、马拉提语与坎纳达语结合在

一起。信德语、旁遮普语、帕哈里语与“喜马拉雅”语言联

盟的语言，尤其是达尔德诸语言和西藏诸语言有许多共

同的特点。
印度诸语言使用的字母系统很多，这些字母系统历

史上都可溯源于婆罗米文字( 天城体文字、古尔穆基文字

等) 。印度北部和西北部的某些语言( 乌尔都语、信德语

和兰达语) 使用阿拉伯―波斯文字形式。
( 译者: 李洪儒; 审校: 许高渝、张家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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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前缀和复合动词体现; 时间范畴则用词干和词尾的类

型、整体的形式构成来体现，通过前缀体现的情况较少

( 雅格诺布语) 。
一系列语言以后置限定语结构为句法特征，前置的

被限定成分带有特殊的标记 ( 波斯语、塔吉克语、库尔德

语和奥罗马尼语等) 。许多语言的作格结构( 或作格式结

构) 句中，过去时及物动词体现客体一致联系( 阿富汗语、
蒙占语和库尔德语等) 或主体一致联系 ( 亚兹古列姆语、
鲁尚语等) 。

伊朗诸 语 言 根 据 语 言 外 部 特 征 ( 历 史—文 化 特 征

等) ，可划分为古伊朗语、中古伊朗语和现代伊朗语 3 个

时期。按语言学特征则可划分为两个时期: 古代时期( 古

波斯语、阿维斯陀语、米提亚语和西徐亚语) 和后来时期

( 其他所有语言) 。
最早的古波斯语文献是楔形文字铭文( 始于公元前 6

世纪) 。世代口头相传的阿维斯陀语颂歌约公元 4 世纪

用中古波斯语为基础的专门字母记载下来。中古波斯语

( 始于公元 2 － 3 世纪) 、帕提亚语( 始于公元前 1 世纪) 、
粟特语( 始于公元前 4 世纪) 和部分花剌子模语 ( 始于公

元前 3 世纪) 的古代文献，以阿拉米文字的各种不同变体

记载下来( 部分花剌子模语文本在 12 － 13 世纪的阿拉伯

语文集中用阿拉伯字母书写而流传下来) 。和田塞克语

( 始于公元 7 世纪) 使用的是婆罗米文的变体，巴克特里

亚语( 约公元 2 世纪) 用的是古希腊字母。波斯语、达里

语、阿富汗语和俾路支语使用不同变体的阿拉伯字母; 塔

吉克语、奥塞梯语和塔特语使用俄语字体为基础制订的

字母表。苏联境内的库尔德人使用俄语字体，叙利亚和

伊拉克的部分库尔德人使用拉丁语字体，其余的使用阿

拉伯语字体。其他语言属于无文字语言。

对现行伊朗诸语言的研究始于 17 世纪末，古代语言

研究始于 18 世纪。19 － 20 世纪之交，《伊朗语文学概论》
以汇编形式出版，对先前的研究进行总结。20 世纪新发

现一些灭绝语言的古文献 ( 包括此前无人知晓的) ，一些

现行语言继续得到研究和发掘。И． М． 奥兰斯基的著作

从历史发生学的视角对研究材料进行概括; 而《伊朗语历

史类型学研究试笔》( 第 1 － 2 卷，1975 ) 的概括角度则是

历史类型学。
( 译者: 王辛夷; 审校: 许高渝、张家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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