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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复原一个民族古代的生活与文化，这是一件迷人的事，而复原一种古代的
语言，更是一件引人入胜的事。
一个民族古代的生活与文化，常常有许多遗迹可寻，有许多实物为证，而说出来的话是瞬息即逝的，
语言消亡之后就很难再捕捉到了。
古代语言的构拟常常是支离破碎的，要掌握其系统和组合结构，就只有依靠它的文字和文献。
张铁山的著作根据残存的古代文献，研究古代回鹘语的语音系统、词汇构成和语法结构，还讨论到古
代回鹘语有没有元音e，存在不存在长元音音位，这些都是饶有趣味又是难度很大的问题。
首先是文字和文献的释读有难度，其次是语音和词形变化的考证有难度，第三是词汇构成的分析有难
度。
虽然前人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仍存在很多难点和疑点。
张铁山的著作正是为解决这些难点和疑点所做的富有意义的探索。
作者不仅利用了所有能找到的回鹘文文献，还利用了摩尼文、婆罗米文、阿拉伯文等文字所记录的回
鹘语材料，利用了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的材料。
从材料的全面性来说，本书的论证基础应该是很坚实的。
　　回鹘语是一种书面语言，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口语和方言的情况。
它可能比口语简约，也可能比口语精练，但它仍是以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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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代语言的构拟常常是支离破碎的，要掌握其系统和组合结构，就只有依靠它的文字和文献。
张铁山的著作根据残存的古代文献，研究古代回鹘语的语音系统、词汇构成和语法结构，还讨论到古
代回鹘语有没有元音e，存在不存在长元音音位，这些都是饶有趣味又是难度很大的问题。
首先是文字和文献的释读有难度，其次是语音和词形变化的考证有难度，第三是词汇构成的分析有难
度。
虽然前人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仍存在很多难点和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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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铁山，1960年生于新疆，现为中央民族大学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　中央民族大学阿尔泰学研
究所特邀研究员，主要从事突厥语族文献及宗教、语言方面的研究和教学。
先后就读于新疆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匈牙利罗兰大学。
1998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曾参加完成多项国家和部委级项目；独立或合作出版《突厥语族文献学》、《民族古文献概览》、《
回鹘文文献语言简志》、《电脑语言学基础》、《文化语言学教程》等学术著作11部；集体编撰出版
了《中国语言学大辞典》、《中国名著大辞典》、《中国少数民族民俗大辞典》等工具书8部；发表
论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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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二、借词第二节词的结构一、根词二、派生词三、合成词第四章词的形态与特点第一节名词一、数
范畴二、领属人称三、格范畴第二节形容词一、形容词的分类二、形容词的级范畴三、形容词的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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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词七、确定代词八、不定代词第六节副词第七节动词一、动词的结构分类二、动词的形态变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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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节句子成分和语序一、句子的主要成分二、句子的次要成分三、语序第三节句类、句型一、句子的
分类二、句类三、句型第四节复句一、联合复句二、偏正复句第六章回鹘文第一节回鹘文的起源与发
展一、回鹘文的起源二、回鹘文的发展和消亡三、回鹘文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原因四、回鹘文对其他
民族的影响第二节回鹘文的书写规则及学术界通用的几种转写字母一、回鹘文的书写规则二、学术界
通用的几种转写字母第三节回鹘文文献中夹写汉字现象之分析一、对回鹘文佛教文献中夹写汉字的分
类二、回鹘文文献中夹写汉字的读法三、回鹘文佛教文献中夹写汉字的社会历史原因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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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突厥语族语言的历史分期　　1．原始突厥语时期(公元前3世纪以前)　　这一时期是原始突
厥语共同体从原始阿尔泰语中分化出来以后的时期。
因无文字记载，所以这一时期的原始突厥语的状况，仅限于历史比较研究的范围。
学者们通过亲属语言的比较，找出了彼此间的一些语音对应关系，并对原始突厥语的一些原始形式进
行了卓有成效的构拟。
目前，虽然国际学术界对阿尔泰语系还有不同的看法，但对突厥语族语言的共同来源都是持肯定态度
的。
　　2．古代突厥碑铭文献语言或古代突厥语时期(公元前3世纪-9世纪)，分丁零高车阶段(公元前3世
纪-6世纪)和突厥阶段(6-9世纪)　　由于保留下来的匈奴语材料并不多，匈奴人又没有自己的文字，现
存的匈奴语材料都是用汉语音译保留下来的，能根据文献或现代亲属语言探求语义的词语仅有几十个
。
学术界目前对匈奴人的语言，一般认为是属于阿尔泰语系，但究竟是属于蒙古语族或是突厥语族，尚
无定论。
另一方面，对于匈奴的族属问题，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
因此，对于匈奴语是否可以归入“古代突厥语时期”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但“突厥源于丁零、高车、铁勒”的观点已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
英国学者巴克尔在其《鞑靼千年史》中曾指出：“康加里(Kankalis)一辞，在匈奴时代称为丁零，在后
魏时称为高车，突厥时称为回纥，入元后又称为康里(Kanly)。
康里为突厥语，亦有‘车’义也。
”因此，我们将古代突厥语时期的第一个阶段称为“丁零高车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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