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1. 0 前言

独龙／日旺语动词的反身和中间态标志 13 

独龙／日旺语动词的

反身和中间态标志

罗仁地 杨将领 ` 

（台湾中研院史语所） （中央民族大学）

中间态标志在研究藏缅语语法的领域中几乎无人涉及。这种

标志通常会被忽略为一般的直接反身或者是状态化标志。为了引

起研究藏缅语语法的学者对这种标志的注意，本文将探讨出现于

独龙／日旺语的反身I中间态标志。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发更多

对这方面的讨论。

独龙／日旺语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的一种语言心。使用这

种语言的民族散居于中、缅边界。在中国境内的，主要聚居在云

南省贡山县，人口约有 5816 人（根据 1900 人口普查），其中有

百分之九十以上集中在独龙江两岸，因此汉人就称他们为“独龙

族”，其语言称之谓“独龙语”。在缅甸境内的，主要聚居在缅甸

北部克钦邦 (Kachin state) 的恩梅开江流域 ('Nmai Hka Val

ley),人口约有十万人，族名不一，缅人称他们为“卡弄”或

＂弄”或认为他们是克钦（景颇）人，而族名自己却根据氏族或

家族自称。最近住在缅甸的正在推广以“日旺”(Rnwang)作为

全民族的统一名称，而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仍以“独龙族”自称。

本文将以“独龙／日旺语”作为该语言的名称，文中所引用的语

料虽然是以贡山县的三乡土话为主，但是所探讨的语法现象却是

中、缅两地独龙／日旺语方言的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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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龙／日旺语的动词有人称、数、态、体、方向和式等丰富

的语法范畴，用千表达这些语法范畴的标志包括动词前后的附加

成分、动词韵尾的形态变化以及声调的变化等。在这些语法范畴

标志中，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后加成分－ C山31。最早有关这个后加

成分的讨论，见于 Barnard 先生有关日旺语的论著中 (Barnard,

1934: 17) c Barnard 先生认为该标志是反身或是状态化标志，2 当

该标志标记中间语意状况的时候， Barnard 先生把它当甘是不符

合规律的用法。

在独龙语方面，最早调查独龙语的罗常培先生于 1945 年就

已注意到这个后加成分的存在，可是在介绍的时候，罗先生只告

诉我们这个标志主要是“加在不及物动词后面” (Lo 1945: 

347), 而没有谈到其它的语法功能。孙宏开先生在（独龙语简

志〉有较详细的介绍，但没有谈到该后加成分的反身作用，却认
为这个附加成分是动词“自动态＂的标志，即“表示行为动作的

发生不是借外力，而是自动进行的＂ （孙宏开 1982n: 99-100) 。
刘菊黄女士在（独龙语动词研究〉也有类似的看法（刘菊黄

1988: 182)~ 它们都认为这个后加成分是自动态，有别千反身

态。至于自动态与没标志的及物、不及物动词之间的区别，孙、
刘都没有说明。本文所要提出的论点之一就是：自动态只不过是
许多可以用－ cw“来标志的语意状况中的一种而已；其核心意义
是反身的。虽然其核心意义是反身的，但所涵盖的语意空间却超
越直接反身状况。

请看以下独龙语带后缀－ cw“的几个例句包
(1) a. aIJ5.'sa t55 _ cw31 

他 打（反身）

他打自己。

b. aIJ“mu55 gua53 - m155 kop55 _ C山31

他 雨衣（工具） 盖（反身）

, 

: 

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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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雨衣盖住自己。

c. ao53 m山31扣?55 _ ow31 

他 骂（反身）

他骂自己。

d. a IJ53 e泸wa53 m it 55 - GW3l 

他 这样 想（反身）

他这样想着。

e. a1]53 55 _ 31 et -CUl 

他 笑（反身）

他在笑。

f. aIJs3 a31lw p55 ＿如W31

他 高兴（反身）

他高兴。

独龙语的－ c可“只能在及物动词后面出现，而它在句子里的

具体语音形式因句子里所涉及的不同人称和人称的数而异c 请看

下面的例句：

(2) a. IJn53 sa t 55 _ ci - IJ55 

我 打（反身） （第一人称）
我打自己。

b. a31 ne55 邸t55_Cl55 _C山31

我俩 打（反身） （双数）

我俩打自己。
. 5 5 

C. llJ sa t 55 - ci :55 

我们 打（反身、复数）

我们打自己C

d. nn53 n山31~sat55 - c山31

你 （前缀）打（反身）

你打自己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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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nw3lne55nw31 -sa t55 - c i55 _cw31 

你俩 （前缀）打（反身） （双数）

你们打自己。

f. nw3ln iI) 55 nw31 - sa t55 _ Cl - n55 

你们 （前缀）打（反身） （第二人称）

你们打自己。

g.呴53 (aI)55ne55 、 aI)55nin55) sat55 _ CUl3l 

他（他俩、他们） 打（反身）

他（他俩、他们）打自己。

然而不同的人称形式并不影响－四户的语法功能，为了方便

陈述、以下例句里都用单数第三人称做施事。

2.0 反身态和中间态

当我们回头看例句（1)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例句中的

后加成分－叩W3l所标志的语意状况正如孙、刘所说的，是自发的

动作，也就是说，行为动作并不借用任何外来的力量。可是我们
也可以进一步地看出，这些行为动作同时也是“向着自己”

(self-directed), 也就是说参与者既是动作的起点也是动作的经受

者。例句(la, b, c) 很明显地是典型的直接反身状况。例句

(Id, e, f)的动词后加的成分虽然与前者一样，但所标记的并不

是典型直接反身状况，而是一种与俄语、拉丁语、土耳其语、西

腊语、匈牙利语、梵语、荷兰语等有专用中间标志的语言所标记
的中间语意状况一祥。这种中间语意状况包括： “自发事件”、

“身体姿势、动作”、“感情、认识、知觉”、“穿着打扮＂、＂间接

中间状况”等等。

从语意范畴的角度来看，典型的及物状况必涉及两个扮演不

同语意角色的参与者：施事者和受事者；而典型的不及物状况却
只涉及一个扮演单一语意角色的参与者。反身状况是介于这两种

语意状况之间 (Hopper & Thom pson 1980: 227), 也就是说，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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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身状况虽然也有施事者与受事者，但它的施事者与受事者并不

是两个不同的参与者，而是同一个参与者。换句话说，是两个角

色合并于同一个个体上（即一个参与者扮演两种角色）。虽然如

此，这个参与者的双重角色（即施事者与受事者）却明显有别

（如例句(I. a, b, c)。以下的图一展示了这些语意状况之间在

语意空间上的关系：

I - - - - - - - - - - - - - - - - - - - i 

及物 反身 不及物

（两个参与者、两个角色） （单一参与者、双重角色） （单一参与者、单一角色）

图一：反身状况在语意（及物性）空间的位置

在反身状况和不及物状况之间，还另有一种语意状况，这种

语意状况与反身状况相同之处是它的施事者与受事者也同属一个

参与者，然而与反身状况不同的是这个参与者所扮演的双重角色
却暧味难辨（如例句（l. d, e, f)。这种语意状况也就是 Kem

mer (1993) 所说的“参与者在事件中的低明显度”（见于第三

章），或者是“事件的低明显度”（见千第六章）我们将从以下的
俄语例句作进一步的阐释 (Kemmer 1994: 203, 引自
Hniman1983: 796): 

(3) a. On utom il -seb ja 

他 精疲力尽（反身）

他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反身事件）

b. On ut om il - sja 

他 精疲力尽（中间）
他渐渐地疲倦了。 （自发事件）

在（3a) 中，施斗1既是动作的行为者也是动作的经受者，反
身标志 sebja 在概念上强调了这种双重角色的明显性。 (3h) 中的

- sja 虽然也标记着施事者的双重角色，但其明显性却比前者要

i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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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得多。

因为中间语意状况比直接语意状况更像单参与者、单角色

（即不及物）的语意状况，所以中间语意状况可以说是处千及物

一反身一不及物整体上的直接反身和不及物语意状况之间c 下列

图二就是阐释中间语意状况与其他语意状况之间在语意空间上的

关系：

i - - - - - - - - - - - - - - - - - - - i 
及物 反身 中间 不及物 ' 

（两个参与者、两个角色） （单一参与者、双重角色） （单一参与者、申一角色）

图二：中间状况在语意（及物性）空间的位置°

标记中间语意状况的标志大致上有三种情况： （一）极少数

语言有专用的标志来标记中间语意状况，这些少数语言包括俄

语、拉丁语、土耳其语、西腊语、匈牙利语、梵语、荷兰语

等邑（二）有些语言借用反身态标志来标记中间语意状况，独
龙语、法语、德语同属这一类； （三）有些语言却只用一般的及

物和不及物动词形式来标记中间语意状况（如英语、汉语等）。
像（二）、（三）这两类没有专用的中间语意标志的语言，都有及
物、不及物和反身等三种结构c 它们不同之处，在千它们从这三
种结构中引用不同的结构来标记中间语意状态。属于第三个类型

的语言（包括独龙语）用的是典型反身忐标志来标记中间态。以
下请看法语例子：

"'· 

_ 

(4) Elle se 

她 反身／中间

她在洗（她的）手。

在这类语言里，虽然反身和中间态标志是同一个形式，反身和中
间的用法却不完全一样：有些代表中间状况的动词必带反身／中
间态的标志．否则意义不通或不一祥c 如独龙语 et55 "嘲笑”,

lave les n飞uns.

洗 （定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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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55 飞叫“笑”; t佥＂扔" taJ55_GW31“跑＂。反身态就没有这

种必要性。法语必带反身／中间态标志的动词 (deponents) 可以

分为几种语意范畴：“自发事件”、“身体姿势、动作“、“感情、

认识、知觉”、“穿着打扮＂、＂间接中间状况”等等。在有中间态

标志的语言中，虽然个别语言的中间态标志的应用范围不同，但

中间态的动词却通常涵盖上述这几类。以下列举一些法语中表达

中间状况的必带反身态标志的动词：

s'hab iller 穿（衣） se raser 刮胡子

se laver 洗 se rappeler 记得

se lever 起来 se r七veiller 醒

se passer 发生 se senti r 感觉

s'asseo ir 坐 s'a ppeler 叫，称呼

se promener 散步 s'en aller 走（离开）

se reposer 休息 se facher 生气

表一：法语一些必带反身／中间态标志的动词

属于英语那一类型的语言用来标志中间态的，不是反身态结

构，而是典型及物和典型不及物的结构。请看以下英语例子：

(5) a. l rose from the chair. 

令今．．

我起 从 （定）椅子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

b. l Washed my face. 

我洗 我的脸

我洗了我的脸。

有反身态专用标志的语言里（包括像俄语那一类有专门用来

标志中间态标志的以及像英语那一类没有中间态标志的），在标

记中间语意状况的时候，通常可以用反身标志或含有反身意义的

名词或代名词（如下面例句 (6b) 里的“身”)来强调经受施事

者的行为动作的参与者是施事者自己。就是说，强调参与者的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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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角色性质。前面已列举俄语例子，以下再举英、汉例句（后者

摘自金庸 1993: 174): 

(6) a. l got myself up (and walked ou t the door). 

我得 自己 起来（并走出门）

我站起（自己）来（走出门外）。

b. 田姑娘站起身来，扶着门框喘息一会儿方走。

在很多语言里，如法语，中间态标志是由反身态标志演变而来

的。这些语言因广泛地利用反身标志来表示强调，久而久之，强调

的用意逐渐消失，而成为句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以汉语来说，汉语表达反身态的主要方式是以反身代词来代

替代表受事者（或对象）的名词组，如：
(7) a. 我恨（我）自己。

b. 你不要跟自己过不去。

c. 他给自己添麻烦。

“自己”这个代词另外还有非反身作用。如：

(8) a. 这件事我会自己作。

b. 你得自己解决这件事，没有人能帮你。

c. 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回家。

在这些句子里，“自己”代表的不是受事者或对象，而是代

表施事者的同位语，所以这些句子并不是反身态的句子。这里
“自己”是个强调代词，强调参与者的施事者身份。。

英语的情况与汉语相同：反身代词与强调代词是同一个形式
(myself/yourself/himself),因为英语的这些代词原本没有反身的

用法；反身的用法是从这些代词的强调用法演变而来的。然而，
并不是每一种语言都有类似的情况，很多语言虽有强调施事者的
代词，但反身的意思却是由专用反身代词、动词的形态变化或附
加成分来表达的。法语就属于这种情况。试看下面的例句：
(9) a. Je me - det est e. 

、

, 

...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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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反身）恨

我恨（我）自己。

b. Je me- frappe. 

我 （反身）打

我打自己。

(10) a. Je ne sais pas moi - meme. 

我不知道不 我自己

我自己不知道。

、，

b. Tu dois resoudre ce pr;bleme toi- meme. 

你必须解决 这问题 你自己

你得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在例句 (9a, b) 里，动词的前加附着式代词表示反身态，而例

句(10a, b) 里的 moi -meme"我自己”、toi - meme“你自己”,

只强调施事者是谁，因此这两个句子并不是反身句。

3.0 独龙语反身／中间态标志的用法

独龙语的反身／中间态标志的用法与法语很类似，就是用同

一个标志来标记反身和中间状况，然而，独龙语没有反身代词，

反身／中间的意思要靠动词后加成分－ cw“来表达。独龙语的反

身／中间态在句子里的意义因动词、名词组的语意特点而异。以

下介绍几种独龙语反身／中间态标志用法常见的情况。

在独龙语的句子里，如果动词后面出现反身／中间态标志，

而句子里没有代表受事者的成分，那么这个句子便可能是直接反

身态句子。也就是说，受串者即是动作的施事者，又是动作的直

接对象（是不是直接反身状况，要看实际的句义）。例句(la -

c) 就是属千这方面的例子。以下再举一个例子：＠

(11) a. aIJ53 mar芍aIJ55 - m i55 J aJJ55 ＿妞w31

他 镜子（工具） 看（反身）

他在镜子里看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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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IJ53 ta155 - c山31 _ di3I 

他 滚（反身） （方向）

他（把自己）滚下去了。

因为动词后附加－ c山31, 所以我们知道行为动作的对象是施小者

本身，如果动词后没有后加成分－佴U3I, 且又没有代表受事者的

成分，除非听者知道或能猜出说话者指的是什么，否则句义就不

完整。

有的及物动词前面可以加表示“不及物化”的前缀，因而构

成不及物动词，如tal55,' 滚（及物）”， a31 tal55“滚（不及物”。

这种不及物动词就跟加反身／中间态标志的动词（如例句（llb)

形成一种对立：两个都只涉及一个参与者，但前者是“无意“地

进行动作，后者是“有意“地进行动作。

在独龙语的句子里，如果有代表受事者的成分，而动词后又

附加－ C山31, 那么这种受事者通常是施咑者身体的某个部分，如

脸、手、脚等的名词。如：

(12) a. a l.)53 ma J 55 t设55 _C山31

他脸 洗（反身）

他洗（自己的）脸。
b. a JJ53 pwl55 to t55 - 9山31

他指甲 剪（反身）

他剪（自己的）指甲。

以上例句似乎呈现典型及物事件。英、汉语用典型及物结构

来表示一些中间语意状况。施事者与经受行为动作的身体部分的
关系，汉语里靠语境来”意会”，而英语里则必须用领属结构清
楚地标记。请看以下汉语及其英译例句：

. 

I 
.J 

. 

f 

看

(13) a 我要洗脸。

b. l wan t to wash my face. 

我要洗 我的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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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结构是属千一般及物结构，不需附加任何标志就能从语境中

自然意会到所洗的脸是施事者自己的脸。英语句子虽然也是一般

及物结构，但是必须附加领属“我的”来标记所要洗的脸是谁

的。

独龙语里，在动词后附加反身／中间标志，就明显地表示施

事者又是动作所涉及的对象。比如(12a, b) 中的 ma.I55"脸”、

J1wl55”指甲”都是受事者，有了后加成分－仅户就表明受事者

是施事者身体的一个部分，也是动词所支配的直接对象。所以很

明显地施事者洗的是自己的脸。在这种句子里，动词后若没有附

加－ c山31, 句子的意思就不通或不一样。独龙语在这一方面与汉

语不一样，就是不能荒语境来”意会“施祁者与受事者之间的关

系。

有些语言（如汉语）的动词，所表达的意思较暖昧，就是所

涉及的对象是自己或者不是自己并不十分清楚。如；

(14) 我去理发

这个句子要表达的意思可能是“我去理自己的头发”，也可能是

“我去理别人的头发”。对独龙语来说，这种暖昧的情况就不存

在。请看以下例句：

(1 5) a. a l)53 USS C山l55_ cw3l 

他 头理发（附加）

他去理（自己的）发。
b. aIJ53U55 cml53 

他头理发

他去理（别人的）发。

例句(15a) 可能指的是施事者自己动手理发，也可能是别

人替他理，但因为动词附加了反身／中间态形式，所以无论是哪

一种情况，理的一定是施事者的头发；例句 (15b) 的动词不是

反身／中间态，所以很明显的，施事者理的肯定是别人的头发。

le3 t 

（目的）

le'1 

（目的）

d iss - d i31 

去（方向）

d155 -d13l 

去（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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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旬子里除了有施事者以外还有受事者，但不是施事者身

体的一部分，那么受事者便可能是附着在施事者身上的某种小

物，如飘落在身上的雪，穿着的衣物，以及随身携带的物品等

等。如：

(16) a. aIJ53 tw31wan53 如a泸－ CW31

他雪 抖（反身）

他抖（落） （身上的）雪。

如果被抖落的如果不是附着在施串者身上的雪，那么句子就要这
样说：

b. a IJ53 rw31 wan53 如a泸

他雪 抖

他抖（落）雪。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受事者既不是施事身体的一部分，也并没

有附在施事者身上，可是却跟施事者有密切的关系。如：
(17) a. a1J53a31d如wl53 a31 be泸－沁l31

他蚊子 拍打（反身）

他（为自己）拍打蚊子。
b. a IJ53 a31d如wl53 泸 be沪

他蚊子 拍打

他拍打蚊子

例句 (17a) 中所提的蚊子不一定是叮在施事者身上的（有
可能是），然而一定是正在打扰施事者的，因此可以翻译成“他

为自己打蚊子。”而例句（ 17b) 就没有这种意思。再看以下的两
个例句：

(18) a. aIJ53 泣55 ti55 一tap55 wan55 _ cw31 

他衣服一件 买（反身）
他（给自己）买一件衣服。

b. a 1J“Kua55 ti 55 _ J - wm”su55 _ cw31 

" 

丈

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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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蜂一窝 养（反身）

他（给自己）养一窝蜂。

这些句子里，行为动作的受益者或接受者是施事者自己。就是

说，施事者所扮演的两个角色是施ih者与受益者（接受者），而

不是施事者与受事者，这种情况叫做“间接反身”状况。从这些

例句可以看出，受事者是不是施事者身体的一部分或施事者所拥

有的事物，并非是用不用反身／中间态标志的关键因素。

反身／中间态后缀－四w31的另一种作用是表示状态化。试比

较下面的两个对例句：

(1 9) a. «IJ5 3 住am53 pai55 -四山31

他刀 榜（反身）

他持着刀。

b. aIJs3 饶m53 pa155

他刀榜

他持刀。

(20) a. aIJ53 即55P山31 sa iss tiss - tap55 gua55 - o山31

. 他衣红色一件

他穿着一件红色衣服。

b. al)s" 回55 pw3Isal55t l55_ tap“g ua55 

他衣红色一件 穿

他穿上／穿着一件红色衣服。

穿（反身）

(19a) 和 (20a) 描述“持着刀”、“穿着红衣”已经存在的

状态；而(19b) 和 (20b) 则是描述＂持上刀”、“穿上红衣”的

动作。。从以上的例句我们可以看出，－ cm“有强调动作结果的
状态性质的作用， （ 19a) 和 (20a) 就是反映了这种情况，没有

飞心31 的(19b) 和 (20b) 不强调动作结果的状态性质；其所表

达的是一般的及物状况或动作结果的状态。就是说，有反身标志

的句子只有一个意思，但没有反身标志的句子可能有两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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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独龙语动词，尤其是知觉动词（如tass“ 听”、 }aIJ53

“看”），如果在其反身／中间态形式前面加不及物化前缀“a -, 

就形成不及物状态的谓语。试比较以下三例句：

(21) a. aIJs3 cam 53 JaIJs3 

他剑看

他看着剑。

b a IJ“mar55}a 1)55 ~m155 } a IJ55 _ C山31

他 镜子 （工具） 看（反身）

他在镜子里看着自己。

c. ~am 53 (a IJ53 - le31) a31 _ J aIJss _ 0山31

剑 他（对象） （前缀）看（反身）

剑（对他来说）看得见。

例句 (21<1)里的谓语是一般及物谓语，例句（21b) 里的谓语是

反身状况谓语（＝例句 (Ila)), 而（21c) 里的则是不及物状态

谓语。因此如果像（21c) 这种句子里有经验者（即观察者一如

(;'lc) 里的 aIJ53”他“），那么必定是非直接论元，就是说尹后面

必须加对象助词－ le“ 。

根据我们对－四户的发展的了解（见 LaPola 1995), 看来

础“一旦用来标记中间状况后，就逐渐呈现像 Kemmer 所谓的
”事件的低明显度”。这个标志附加在及物动词后，就会有类似状

态化的作用，即减弱事件之间，以及参与者之间概念上的隔闵，

使整个事件看来像是一种状态。

我们在上文指出，没有中间态标志以及有专用中间态标志的

语言，其反身标志可以用来强调中间状况参与者的双重语意角

色；我们在此又指出反身标志也可以用来表达及物状况的状态

化。这两种功能似乎自相矛盾，然而小实上它们是同一个作用的
而方面。从图二所显示的语意空间概念我们可以看出，用反身标

志表达一个单参与者的语意状况的时候（如例句 3a, 6a, b), 

` 

. 

.~ 

`` 

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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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语意状况的角度就因此而移向图二之左端（即挪向及物动词

之末端）。另一方面，及物动词加了反身标志后，观察语意状况

的角度就因此向右移动（即向不及物的末端移动）。总而言之，

这两种情况都有同一个作用：把所表达的状况的观察角度挪向语

意空间的同一个方位。

独龙语里的后缀－四W“有反身、中间和状态化等作用的现

象，这个现象很可能是语意逐渐引伸扩散的结果。这个标志，最

初可能只有标记反身状况的作用，后来逐渐由语意的引伸扩散到

中间状况，而由千中间态的语意特点，又被引伸到状态化的作用

(LaPollal 995) 。

这一节里所讨论的动词都可以带反身后缀－ cw31, 也可以不

带－ ~w31 。上以法语为例，说明在有反身／中间态单形式标志的

语言里，有些表示中间状况的动词必带反身／中间态的标志，否

则句义不通或句义改变。独龙语的情况也一样，而且所呈现的语

意范畴也和法语基本上很类似。以下表二展示独龙语与法语必带

（或长带）反身／中间态标志的动词所呈现的语意范畴：

独龙语 法语 汉语

穿着打扮： gua55 - cw31 s'hab iller 穿

自发事件： p.:>产－ cw31 sec han ger 变化

认识知觉： m it55 -_ 趴_U'..H s'adv iser 想（起）

感情中间： a31 如p55 - C山31 ,. 
古向／立、sere Jou ir 

间接中间： lan5s - c山” s , • appeler 叫，称呼

表二：比较法语与独龙语必带反身／中间态标志动词的语意
范畴

3.0 独龙语的使动反身态

独龙语动词使动态的标示方法有二：一是动词前加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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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 －或tw“ － ；二是在动词后加使动助动词 d如WJ55“使、让＂。

前者是屈折式使动法®，后者是分析式使动法。我们以下将分别
讨论屈折式和分析式的反身使动态句子。

3.1 屈折式反身／中间使动句

屈折式使动态的前缀既能加在及物动词前，也能加在不及物

动词前。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反身使动态有一些意义上的差

别。我们先来看不及物动词的反身使动态。

不及物动词加了使动前缀以后，便具备了及物动词的功能，

相当于一个及物动词。如：

(22) aIJ“p产 s矿－ kam55

他衣（使）干

他烤衣服（使衣干）

在例句（22) 里，不及物状态动词 kam55 ，｀干”,加了使动前缀

以后，便具备了及物动词的功能，它就跟一般的及物动词一样，
可以支配受事者。

加了反身标志－似卢以后，这个句子就成为反身使动态句。
如：

(23) a IJ53 sw31 - kamss - cw31 

他 （使）干（反身）

他在烤火（使自己干或暖和）。

句子里只有一个名词组，后缀～趴泸告诉我们施事者所“使干”

的是自己。句子里也有可能有第二个名词组出现，如：
(24) 叨53 J妒 sw31 - kam55 - cw31 

他衣 （使）干（反身）
他烤（使干）衣服（穿着考）。

因动词后附加础讥所以被烤的衣服必定是穿在施事者身上的c
以下再举两个类似的例句：

(25) a. au53 me产 sw31 -b弼5 _C山31

臧

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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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眼 （使）瞎（反身）

他弄瞎了（自己的）眼睛。
b. a IJ53 ma .Iss sw31 - na产－ CLU31

他脸 （使）黑（反身）

他弄黑（脏）了（自己的）脸。

因为动词后面有一 cw31, 我们知道以上例句中的“眼睛”和

"脸”一定是施事者的。

及物动词附加使动前缀就呈现间接使动态：使动者使另一个

人（被使动者）实施某种动作。如：

(26) a矿 pu泸－ le3 t 扣沪 s矿－ gua55 

他普（对象） 衣 （使）穿

他让（使）普穿衣服。

这个句子里，施事者（使动者）使被使动者“普“做出的行为动

作的对象不是使动者，而是被使动者自己。

使动及物动词附加反身／中间后缀，会呈现两种不同的结果：

（一）如果没有涉及其他被使动者，那么很明显的，使动者使自

已实施某种反身动作，此时，施小者既是使动者也是被使动者。

如：

(27) a. a JJ53 JO沪 sw31 - gua55 _cw31 

他衣 （使）穿（反身）

他（使自己）穿上衣服。
b. au53 ~am53 s山31 _ pa i55 _ C山31

他刀 （使）持（反身）

他（使自己）抟上刀。

（二）如果句子里有第二个被使动者，那么反身／中间态标志

会指明使动者使被动者所作的动作是对着或者会影响使动者。
如：

(28) a. a IJ53 

、
，
．
，
．
心
：
．

叨31 - me is3 - le31 j3伊 飞 1 55 飞 1sw·- • - gua--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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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其母亲 衣 （使）穿（反身）

他使他母亲给他穿上衣服。
b. a IJ53man33ba53 - le31 man55 s泸－J a p55 - C山31

他医生（对象） 药 （使）打针（反身）

他使医生给自己打针（注射）。

在例句 (28a) 里，所提的使动者”他“是个小孩子，他要

被动者（他母亲）给他穿上衣服，使动者就是行为动作的对象。

在例句 (28b) 里”医生”是被使动者；其动作的对象是使动者。

这类句中的被使动者往往可以省略，如：
(29) a IJ53man55 s山n _ j a p55 _cw31 

他药 （使）打针（反身）

他（使别人或医生给自己）打针。

上述两种及物动词的反身使动态，在第一种情况下， （如例

句 (27), 句中不能有施事者以外的被使动者，反身使动动词表

示使动者使自己实施某种行为动作；在第二种情况下（如例句

(28) 、 (29)), 句中语意上必须有被使动者。反身态使动动词表

示使动者使另一事物（或人）对自己（使动者）实施某种行为动

作。这两种反身使动句，有时候在语音形式上是相同的，但语意

不同，区别二者，主要要依据动词的性质以及人们的语言使用习

惯。

3.2 分析式反身使动法

分析式使动法的使动助动词 d弓W产主要加在及物动词后面，

（除了少数几个不及物行为动词外如 dis3“ 去”ip55“ 睡“IJW53

“哭泣＂，一般的不及物动词后不能用）。以呈现简单的间接使动

态。如：

(30)an53 - m i55 pu泸le“ mu55 gua53 - m155叫望
他（施事） 普（对象） 雨衣（工具） 行李
如p55 d加： J 55 

遮盖使

.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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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使）普用雨衣遮盖住行李。

分析式使动态的使动助动词若加在反身动词后，那么被使动

者所作的动作的对象便是被使动者自己，并不是使动者。

(31) a IJ53 - m i55 pu IJ55 le ma .I 55 t砬55 _ CU131 d础：J55

他（施事）普（对象）脸 洗（反身） 使

他叫（使）普洗脸。

在反身／中间态的句子里，代表施事者的名词组后面不能出现施

事者助词－ mi55，但是在像例句（31) 这种有分析式使动态助动

词的反身／中间态句千里，施事者助词却可以出现。这是因为这

种句子包括两个子旬： “他叫（使）普”和“普洗（自己的）

脸”，所以句子里的使动者不是反身／中间态动词“洗＂的施事

者，而是役使动词 d如心的施事者。“普”就是兼语：既是役使

动词的受事者，又是反身／中间态动词的施事者。

这种旬子也可以呈现有双重使动意义的反身谓语．丿如：

(32) a JJ53 - m i55 puJJ55 - le 邱55 sw31 - kamss - cw31 d加： J 55 

他（施事）普（对象）衣服（使）干（反身） 使

他叫普烤干衣服（普穿著的）。
在这个句子中，“普”被役使烤干他身上的衣服；分析式使动态

表示“普”被指使做出烤干的动作，屈折式使动态则表示“普”

致使衣服被烤干，反身态标志则表示被烤干的衣服是“普“身上

的衣服。再如：

(33) a IJ53-ml55 PUIJ“(man33ba53 - le31) man55 sw31 _ } ap55 _ G山31

他（施事）普 医生（对象） 药 （使）打针（反身）
d加： J 55 

使

他叫普去使别人（医生）给自己打针。

这例句中，使动者促使“普＂去看医生，普指使医生给“普“打

针。

.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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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独龙语必带反身／中间态标志的动词，其中表达内在行
为或内在状态的（如 a31 lwpss ＿沁w31“高兴”），大部分不能加屈

折式使动前缀，这是因为屈折式的使动态含有使动者直接支配被

使动者的意思，然而这些动词所表达的内在行为或内在状态是不

能被直接支配的。有比较多属千这一类型的动词可以出现在分析

式使动结构，因为分析式使动结构只含有间接支配的意思。

-i. 0 结语

本文对独龙语及物动词后加成分－沁W3l所进行的分析显示，

独龙语动词后加成分－四ur“所呈现的语法范畴具有多种含意。其

核心的作用是标记反身态，但所涵盖的语意空间包括中间语意状
况。除此之外，动词后加成分－ cw31也含有使行为动作的结果状
态化的作用。从“标记论” (markedness theory)和“典型范畴
论”(prototype categories) 的角度来分析，－四W“ 的三种作用反
映其历史发展上的三个阶段。最早可能只有标记反身状况的作

用，后来逐渐由语意的引伸扩散到中间状况，而开始标记中间态。
由于中间态的语意特点，－沁w31又被引伸到“状态化”的作用。＠

注：

O 对独龙／日旺语具体语支的归属，国内外语言学界尚未有

定论，但据目前的了解，独龙语较近于杲颇语（孙宏开 1982a:
2, 1982b: 247; LaPolla 1987: 1) 。

@)独龙语有两个－四产后级，一个是我们这里讨论的，另
一个表示第一、第二人双数。这两个后缀没有任何语意关系，况
且能在同一个动词后面一起出现（参看下而的例句 (2b, e)), 

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两个不相关的语法成分，而不是一个单一多竟
成分。

＠关千中间状况及其语法表现，请参看 Kemmer1993。

嘈

沁

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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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语言的中问态标志与反身态标忐有历史的渊源关

系，但并不是每个语言都有类似的情况。比如拉丁语的中间态标

忐是－ r，而其反身态标志则是 se。

＠不少学者，在描写语言的时候，以类似例句 (8a,b,c) 的句

子做为“反身态＂的例句。因为这些句子并不是反身态的形式，所

以读者无法从这些句子中了格到该语言如何表达反身的意思。

©在例句 (11) 里，我们可以看到独龙语的一种有语法条

件的声调变调现象：JaIJ53“看”一般是高降调，但当名词的一部

分时，就变为平调： mar55}aIJ55 （镜子＝脸＋看），Jal)55 - ow“ 。

＠独龙语和汉语都用同一个动词，加不同的后加成分来表

达这两种意思，但有的语言却用两个不同的动词，如英语put on 

“穿上”,wear"穿着“。

＠一般有清悚音声母的动词用t山31 一，有其他声母的动词
用 sw31- 。

©较详细的描述见于 LaPolla 199 5。藏语语族中一些其他语

言也可能有中间态标志，详见千 Lapolla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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