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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除回族、满族已

使用汉语，一些散居、杂居区的少数民族使用着汉语或其他少数

民族语外，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

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各民族语言也得到了丰富发展。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和民族文字

的使用和发展都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三十年来，民族语文工

作者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了介绍我

国各民族语言情况，加强国内各民族的互相了解，共同学习，丰

富人们对我国民族语言的知识，扩大人们的语言视野，更好地贯

彻党的民族语文政策，推动民族语文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决

定出版《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

收入本丛书的全国各少数民族语言简志，是根据中国社会科

学院民族研究所(原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中央民

族学院、各有关省和自治区的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语文机构，

民族研究所等单位的同志五十年代以来陆续搜集的语言材料写成

的。现在以两种版本即某某语言简志单行本和某某语族语言简志

合订本的形式陆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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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况

。柯尔克孜”(qarKoz3是本民族的自称。在我国汉文的史书

中，曾先后被写作“鬲昆”，“坚昆"，“纥骨"，。契骨”、

“黠戛斯”，“黠戛司”，“辖戛斯"，“乞尔吉斯，，、“吉里

吉斯”。这些名称都是“柯尔克孜’’一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的

不同汉译。清代称柯尔克孜为“布鲁特"。 “布鲁特，，是西部蒙

古人卫拉特部对柯尔克孜人的一种称呼。在清代的汉文史书中，

把居住在天山以南的柯尔克孜人称为“西布鲁特”，把居住在天

山以北的柯尔克孜人称为“东布鲁特’’。解放后，我国根据本民

族自称的语音统一译为“柯尔克孜"。现在汉文书刊上常见到的

“吉尔吉斯"多指居住在其他国家的柯尔克孜族。

我国柯尔克孜族人口共有十一万四千人(1982年)，其中约有

百分之八十左右聚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

州。在南疆的乌什、温宿、拜城、和田、皮山、莎车、英吉沙、疏附、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和北疆的特克斯，昭苏，新源、温泉、

额敏、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乌鲁木齐、伊犁等县市，以及黑

龙江省富裕县等地均有柯尔克孜人居住。

柯尔克孜族中绝大部分人用柯尔克孜语作为主要交际工具。

在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杂居的地区，一部分人兼通维吾尔语或

哈萨克语。新疆额敏县达楞吐尔更一带的柯尔克孜族人民的语

言，基本上是哈萨克语。由于过去信仰喇嘛教，语言中蒙古语借

词较多。阿克陶县县城附近的柯尔克孜族，由于长期以来与维吾



起，其语言与维吾尔语相同。而阿克陶县奥依塔格

勒克，，人(山里人)的语言基本上也与维吾尔语相

着自己语言的一些特点。黑龙江省富裕县柯尔克孜

族人民的语言，与新疆柯尔克孜语差别较大，基本上与哈卡斯语

相同，保存了古代柯尔克孜语的不少特点，但会说这种语言的只

是中年以上的人，一般人多通用蒙古语和汉语。

柯尔克孜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我国同属这一语族的还

有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撒拉语、裕固

语(西部裕固)、图瓦语，黑龙江省的柯尔克孜语。柯尔克孜语

和同语族的语言在语音上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在词汇上有很大数

量的同源词，在语法上有大部分共同的语法范畴及同一来源的语

法形式，造句法上也与上述语言基本一致。但是柯尔克孜语也有

自己的一些特点。如在语音方面，元音分长短，元音和谐更严

整，辅音k、g只与前元音相结合，q、K只与后元音相结合，

一个词根上不出现两个相重叠的辅音。在语法方面，有其他突厥

语所没有的助词ele(只、仅)和构成表示过去时形动词否定形式

的elek(没⋯过，没⋯过的)，以及构成表示动词多次过去时的附

加成分一t，u∥-tlyJ表示动词不定式的附加成分，除一可外，

还有一00∥肋∥一uu∥yy。在词汇方面，畜牧业词异常丰富；阿拉

伯语、伊朗语借词较维吾尔、乌孜别克等语言中的要少。

我国新疆柯尔克孜语方言的划分与历史上柯尔克孜族部落的

划分有一定的关系。过去，柯尔克孜族中分为“色尔特克勒克"

01"部)或“奥吐孜吾勒”(三十个儿子)，“依其克力克”

(内部)或“翁吾勒’’(十个儿子)两大部。“色尔特克勒克黟

又分为“骚勒"(左翼)、“昂” (右翼)两支，属于这两支的

有冲巴额什、库曲、蒙杜孜、克塔依、巴斯孜、切力克、撒勒巴

额什，布务、蒙古勒岛尔、蒙古什、撒牙克、阿迪格乃、塔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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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交奥什、骚勒套等大、小落部和若干氏族。“依其克力克”

分为克普恰克、乃曼，凯赛克、台依特等部落和若干氏族。“色

尔特克勒克"各部落绝大多数分布在新疆克孜勒苏河以北地区，

“依其克力克"各部落，都分布在克孜勒苏河以南地区。柯尔克

孜语分为两个方言，这两个方言区基本上就是以克孜勒苏河为界

的。我们把这两个方言称之为北部方言、南部方言。北部方言区

包括的人口及地区都大干南部方言区，柯尔克孜族的文学语言是

以北部方言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柯尔克孜族人民在九世纪前使用过突厥文，后来失传。柯尔

克孜族人民信仰伊斯兰教后，开始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写自己的语

言，更确切地说，是用“察哈台文"拼写自己的语言。本世纪三

十、四十年代中，使用的是在“察哈台文”基础上经过整理的柯

尔克孜文。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关怀下，于1954年

制定了柯尔克孜文的规范化方案。这一套字母成了我国柯尔克孜

族正式的定型文字。

党和国家非常重视柯尔克孜语文的使用和发展，把在柯尔克

孜族地区，特别是在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境内使用柯尔

克孜语文作为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柯尔克孜

语文作为柯尔克孜族人民的主要交际工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在，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政府机

关中用柯尔克孜文行文；在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克孜勒苏广播电台

每天都有柯尔克孜语广播；在克孜勒苏首府阿图什和乌恰、阿合奇

县建立了电视台，在阿克陶县建立了电视转播台，每天用柯尔克

孜语播放节目，在新疆教育出版社里设立了柯尔克孜语编辑组，

编辑着柯尔克孜族中，小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在新疆各地柯尔

克孜族学校中，特别是在小学中，普遍使用柯尔克孜语文进行教

学I在乌鲁木齐市，还以柯尔克孜文出版了《新疆柯尔克孜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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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翻译》等刊物，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还

克孜文出版社，并一直发行着柯尔克孜文的《克孜勒

国以来，中央有关单位对柯尔克孜语言组织过多次调

央民族学院开设过柯尔克孜语文专业，培养柯尔克孜

柯尔克孜语文工作的不断发展，扩大了柯尔克孜语文

，激发了柯尔克孜族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了

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语音、语法、词汇，方言、文字和词汇附录六个部分，主

新疆柯尔克孜族的语言情况作一简明而系统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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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ln骨节quu狡猾

2．短元音可出现在音节的任何一个位置上。例如。

狗 til 舌

肉 bel 、腰

歌 qoz女儿，姑娘

他 real 牲畜

声音ds：、／z 百

胆 koz 眼睛

十tool 丰富

尖 qul 奴隶

lm

ene

Sara

ata

tylky

dobo

ordo

bulru

弗游

母亲

黄

父亲

狐狸

小山岗

皇宫

鹿

e出现在词首时，有点j化，如et“肉"，其发音为jet，

ene“母亲"，其发音为jerie。
‘

a在d5、t』、j后，其读音近似i，如d30jorma“二十"，

其发音近似dsijirma)malt-fa“牧民”，其发音近似maltJi。

=、辅 音

(一)辅音音位

柯尔克孜族文学语言有二十三个单辅音音位：b、P、m、w、

f’V，d、t、n、1、r、8、2、d3、t，、，、j、9、k，习、q、z、

譬，按其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列表如下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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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gon

door

ter

qanat

talaa

ara

saj

azar

dsaj

tSop

Iamal

q叫orl

segtz

kOk

dsa习a

qoj

Xlmqa

aga

车箱

时代

汗

翅膀

原野

中问

河滩

现在

夏

篮

风

兔

八

青，蓝

新

单

化学

哥哥

积极

唱

马

你

他

密

切一

少

姐姐

头发

饭

月．月亮

庄稼

宽

白

历史

乌鸦

(=)辅音音位的特点

1．习、F不出现在词首，P、1、r，j、g在本民族词中也不出现
’

在词首，n，z也较少出现，b、d3、g、lf在本民族词中不出现在

音节末，d也极少出现。除上述情况外，其他辅音可出现在音节

，
’

首和音节末。

2．f、V、X只出现在外语借词中。f在口语中读作P，音节

末的V在口语中也读作P。 如fa『ist“法西斯”读作pa；ist，

fabrika．“工厂”读作pabrika，aktiv“积极"读作aktip，av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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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om“自治"读作ap庀onom。饲首的X口语中读作q，如Xi-

mija“化学"．(俄语借词)读作qimija。音节尾的X口语中

仍读作)c，如tarox“历史玎(阿拉伯语借词)。

3．b在两个后元音0与0，00与a，a与a之间时，口

语中多读成w．如obon“曲调"读作owon，ooba“是的”读

作oowa，aba“天气"读作awa，sabaq“功课"读作sawaq。

除ooba外，这些词多是阿拉伯语，伊朗语借词。

4．凡以ao，iao为韵母的汉语词借入柯尔克孜语后，其中

的0改读作W。如1110．0 zhuxi“毛主席”读作maw d3u．『i，

miao“苗”(民族名称)读作miaw。w也出现在一些外来

的人名，地名中，如wau0“王"(姓)，wasirjton“华盛顿"

等。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柯尔克孜文中，v，‘W两个不同的

音，都用；来表示，当然容易混淆。随着借词的增多，W将成

为我国柯尔克孜文学语言中的一个音位。

5．k、q在词首为不送气的清音。在本民族语词中，k、g只

与前元音结合，q，Ⅱ只与后元音结合。例如。

bir一 进 qor 埂
keI- 来 qar 雪

kyl- 笑 qul． 奴隶
k01 潮 qol 手

8egiz 八 qerHez 柯尔克孜
kelgen 来过、来过的 qallfan 剩下的、留下的

ygyt 宣传 buztt 鹿

sagot 红柳 ojnogon玩过、玩过的

但在外语借词中，k，g也可以与后元音结合。例如。

kommunizim 共产主义
kadjr 干部

lO

vacjon 车箱

9az 瓦斯



三、语音的结合

(一)音节结构

；柯尔克孜族文学语言中的本民族语词的音节结构有以下六种

结构类型(以Y代表元音，以F代表辅音)。

1．Y

2．YF

3．FY

4．FYF

5．YFF

6．FYFF

ee 主人 00—

oq 子弹 at

t册 骆驼dse-

kap 多． sol

oft 火灾 ajr-

sort外tart-

倾斜 e．妞 二

马 ar—dok鹅

吃 ki—jim衣服

左 qar—ga乌鸦

说 art-ta 在后边

捆da习lq-tuu光辉的

柯尔克孜语词的音节特点如下。

1．元音是构成音节的中心，元音可单独或与辅音结合构成音

节。在本民族语词中一个音节里只有一个元音。

2．有以元音收尾的开音节，也有以辅音收尾的闭音节。

3．既有单音节词，也有多音节词。单音节词带有附加成分

后，其音节结构类型与多音节词的音节结构类型相同。

划分柯尔克孜语词音节的基本原则如下，

1．如果两个元音中间有一个辅音，那末该辅音应划归后一个

音节，如a-ta“父亲"。

2．如果两个元音中间有两个辅音，那末该两个辅音应分别划

归前后音节，如tam-Ka“印章"。

3．如果两个元音中间有三个辅音，那末该三个辅音的前两者

应划归前一音节，后一者应划归后一音节，如sart-qo“外边的’．

4．凡音节结构类型不同于柯尔克孜本民族语词音节结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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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民族语词，被借入柯尔克孜语时，均按本民族语词音节结构

加以改造，以使其服从于柯尔克孜本民族语词音节结构。如：trak—

tor-,toraktor“拖拉机"、stantsija_ast砌saja(口语中为ast—
ansa)“车站”、plan--,palan“计划”、proletar-·piroletar(口

语中为puroletar)“无产者”。但是，象ezbekstan“乌孜别克

斯坦”，qazaqstan“哈萨克斯坦”、qorKezstan“柯尔克孜斯坦一

这些词中的-stan，在柯尔克孜族文学语言中或各地的柯尔克孜人

的口语中都读作-stan，而不读作-estan或=sotan，即非词首

音节中的一stan这种音节结构类型(FFYF)已为柯尔克孜语所

吸收。

(=)元音结合的特殊情况

在柯尔克孜语词中没有复元音，由于吸收了大量借词，文学

语言中也出现了以下六种元音结合的特殊情况：

opiera 歌剧piesa

suliaw 塑料tianIan

piodal<fiodal封建 radio

biurokirafizim官僚主义niujork

jyen 元 gowujyen

剧

天山

收音机

纽约

国务院

dsuqxua 中华 ：x'ua司lxa 黄河

在口语中还出现了ia，如da．fie“大学”，j'iajyen。学院”等。

(三)辅音结合的常见情况
， 柯尔克孜族文学语言中的辅音与辅音可以相邻地出现在YF

F和FYFF这两种结构类型的音节中，但没有两个相同辅音

接连出现在一个音节中的。辅音与辅音结合时，前者多为浊辅音

1，r，n、日、m，j和偶尔出现的8，后者多为清辅音p，t’k，

q、t，、S和偶尔出现的浊辅音d，m。以下是十九种辅音结合

12
一

．伦．m．m．m弦u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