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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诸语言( Иранские языки) 是印欧语系印度伊朗

语族的语支之一。分布于伊朗、阿富汗，以及伊拉克、土

耳其、巴基斯坦、印度的部分地区，原苏联境内分布在塔

吉克、北奥塞梯、南奥塞梯、高加索和中亚的一些地区。
在黑海北部沿岸、土库曼、中国新疆、东帕米尔等地的个

别地方也曾是伊朗语最早的家园。使用伊朗语的人口总

计为 8100 万。
按历史发生学的分类，伊朗诸语言可分为东、西两个

主要分支，它们又各可进一步区分为北部和南部两个亚

分支( 东伊朗语分支内部的划分并不完全明确) 。属北部

的西伊朗语有: a) 死语言———米提亚语、帕提亚语，b) 活

语言———库尔德语、俾路支语、塔雷什语、吉兰语、马赞达

兰语以及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的一些无文字的小语种以

及帕拉奇语和奥尔穆里语; 南部的西伊朗语包括: a) 死语

言———古波斯语、中古波斯语，b) 活语言———波斯语、塔

吉克语、达里语( 法尔斯—喀布尔语) 、哈扎拉语、库姆扎

里语以及一些小语种语言和方言。北部的东伊朗语有: a)

死语言———西徐亚语、阿兰语、粟特语、花剌子模语，b) 活

语言———奥塞梯语、雅格诺布语; 南部的东伊朗语包括: a)

死语言———巴克特里语、塞克诸语言( 或诸方言) : 和田语、
图木舒克语等，b) 活语言———阿富汗语( 普什图语) 和一些

地域类语言组，著名的有帕米尔诸语言: 舒格南—鲁尚语

组、亚兹古列姆语、瓦罕语和伊什卡希姆语( 蒙占语和伊德

加语按某些特征亦与这些语言相近) 。死语言阿维斯陀语

具有东伊朗语和西伊朗语的一系列特征。
伊朗诸语言在类型上各不相同。在元音系统方面，

古伊朗诸语( 阿维斯陀语和古波斯语) 都保留着语音长度

的对立关系，而在后来的发展时期，这种对立关系逐渐丧

失其地位，只在一部分对偶音位中 ( 俾路支语、雅格诺布

语和舒格南—鲁尚语组) 得以保留，转化为稳定性的对立

关系( 主要语言) ，或者彻底消失( 马赞达兰语) 。伊朗诸

语言有 4 种类型的辅音系统: 第一类与原始系统相近( 古

代诸语言，以及波斯语、塔吉克语、塔特语、吉兰语、马赞

达兰语和部分库尔德语方言) ; 其他 3 类则有极晚时期的

一些辅音对立关系: 第二类中的送气对立( 北库尔德语方

言、东俾路支语方言和帕拉奇语) ; 第三类中的卷舌化对

立( 阿富汗语、蒙占语和伊德加语、瓦罕语、伊什卡希姆

语、帕拉齐语、奥尔穆里语、俾路支语、哈扎拉语; 亚兹古

列姆语和舒格南―鲁尚语组似也可归此类) ; 第四类中的

喉爆破对立( 奥塞梯语) 。古伊朗诸语言的词法体系保留

屈折构词法的特征和词根、词缀中的元音交替; 变格和变

位形式多样，数为三元体系( 单数、双数、复数) ，性也有三

元( 阳性、阴性、中性) 。名词为多格屈折聚合体。动词的

人称和数通过词尾形式体现，主动态—中动态( 式) 也通过

词尾形式体现，主动态—被动态( 纯粹态) 通过后缀体现。
体特征( 持续性，一次性、完结性，结果性、状态) 通过不同

类型的词干表示( 相应的为现在时词干、不定过去时词干、
完成时词干) ，时间范畴通过词尾和词首增音来表示。式

与词干、词尾的类型相关。有分析结构形式的萌芽。
更晚一些时期的伊朗诸语言实现名词、动词内部的

构形统一，元音交替消失。数仅有单数、复数 ( 所有语言

均如此) ，性分阳性、阴性( 中性形式只在塞克诸语言和粟

特语中保留下来) ; 一些语言( 波斯语和塔吉克语) 中性范

畴消失。很多语言 ( 受高加索语影响的奥塞梯语、吉兰

语、马赞达兰语和塔雷什语等) 按照黏着原则简化格的系

统。随着表示数的词缀的黏着化，格也随之消失 ( 波斯

语、塔吉克语和塔特语等) 。不定冠词 ( 波斯语、塔吉克

语、桑吉萨里语、吉兰语、俾路支语、帕拉齐语和库尔德语

等) 后置，在若干语言里前置。动词在分词基础上出现新

的分析形式和二次屈折形式。人称和数通过词尾 ( 新词

尾、旧词尾) 、后附词、独立标记、系词和辅助动词来表示;

态用被动态的派生形式表示，体的特征通过分析形式、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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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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