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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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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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编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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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温克族自称owm3xi[owo习khi]。在历史上还有索伦、

通古斯、雅库特等名称。索伦的名称始于明末清初。清代文献中

的索伦这一名称是指现今分布在嫩江流域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 ．

尔盟鄂温克族自治旗一带的鄂温克人。通古斯是居住在内蒙古自

治区陈巴尔虎旗的鄂温克人曾使用的名称。雅库特是居住在内蒙

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左旗的鄂温克人曾使用的名称。1957年各地的

鄂温克人统一自己的民族名称为鄂温克。 ，

鄂温克族分布在我国、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据1982年统

计，我国共有一万九千余人，他们绝大部分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盟，分散在鄂温克族自治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

旗，鄂伦春自治旗、陈巴尔虎旗、阿荣旗、额尔古纳左旗等六个

旗，其中鄂温克族自治旗的人口最多，有六千余人，而辉索木又

是自治旗人口最集中的地区。在黑龙江省讷河县也有为数不多的

鄂温克人。鄂温克人，聚居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和陈巴尔虎旗的占本

民族人口近半数，他们都从事畜牧业，聚居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

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和阿桑旗的从事半猎半农业，聚居在额尔

古纳左旗的从事狩猎业和林业，聚居在讷河县的从事农业。鄂温

克族自治旗建于1 958年，旗政府设在南屯。

， 鄂温克族起源于贝加尔湖沿岸和后贝加尔地区，后来他们向

东发展，其中一支迁到黑龙江中游。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沙

俄的侵略，一部分鄂温克人迁到大兴安岭嫩江各支流。1732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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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政府从布特哈地区抽调一千六百多名鄂温克族兵丁，使其携带

家属迁至呼伦贝尔草原地区驻守边防，这部分人的后代，就是现在

鄂温克族自治旗的鄂温克人：有人认为，北齐魏收撰《魏书》中

的“失韦"，唐李廷寿撰《北史》中的“室韦"，尤其是“北室

韦"和“钵室韦”和古代鄂温克族有密切的关系。
。

。

鄂温克族人民绝大多数使用本民族语言。鄂温克语有三个方

言t (1)海拉尔方言， (2)陈巴尔虎方言， (8)额尔古纳

敖鲁古雅方言。其中讲海拉尔方言的人口最多，占本民族人口的

百分之八十以上。鄂温克族由于交际的需要还使用与其毗邻而居

的其他民族的语言。例如，鄂温克族自治旗、陈巴尔虎旗的鄂温

克人还使用蒙古语；奠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鄂温克人还使用

达斡尔语，其他地区的鄂温克人还使用汉语。鄂温克族自治旗境

内的小学，中学或使用蒙古语教学或使用汉语教学。鄂温克族没．

有文字二自治地方的公文、信件一般使用蒙古文或汉文。
‘

鄂温克语属满一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通古斯语支语言在·

我国还有鄂伦春语，在苏联还有埃文基语(9BeHxH矗cKH矗且3Hx)‘

等。这几种语言都比较接近。在我国属于满一通古斯语族的其他

语言，还有满语、锡伯语、赫哲语和历史上女真人使用的女真语。
一

： ’鄂温克语属粘着型语言。主要特点是元音分长短，元音和谐

律比较严整，辅音和辅音之间有大量的同化现象，表示词汇意义

和语法意义的附加成分相当丰富，格的数目多，领属附加成分使

．用广泛，动词有人称，形式纷繁，句子成分的次序是主语——补、

语、宾语(本文也称直接补语)——谓语，从属成分位于所从属

的成分前，主语和谓语常藉助于人称附加成分彼此呼应；在词汇。 ．

方面，反映畜牲业生产和独特生活方式的词很有特色，方言之间

分歧不很大。下面根据海拉尔方言辉河话材料，叙述鄂温克语

语音、语法、词汇的情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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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音

一、元音

(一)单元音

鄂温克语的单元音分长短。短元音有i、l、￡、a、O，U、

a，a、u九个，长元音有ii、II、ee、髓、∞、aa，OO、uu、，

aa、∞，uu十一个。长元音ee、髓没有相对的短元音，其他

元音都是长短相配的。见下页表：
’

元音举例；
’

i imuHo 油 ．iJ"lron 看． inigi

ii iigu 磨石irgiiran煮熟bii’
I· flan 三 imiran喝 adI

II iflda 烟子nlaran厌倦Iiiran
ee dattulee翅膀t舄ligee裤腰iminSeen

带

brr．9磊 月’ vlEn 乌鸦-fIg髓
ncr 联欢会t￡wiran捡

肛 茶dee 烟袋

oxxoron包、缠nolxi 春天oddo

OOXXOFOll开始 naax 岸 bufoo

omogo 冰．x009i‘桶to]yo

白天

我

几个

剑(毛)

伊敏

河人

森林‘

早晨

死了

五

、毳譬l蔗

船

￡

∞

a

∞

9



●

高

e

U

II

ee

EE

￡e

a aa

U

o

UU

OO

U

低 a aa

4

00 00d011

u uldo

H口 口Ⅱma

a aXIn

aa aaXln

a otto

∞ oott3

u odon

平绒X001IIO饭 olooron 焘

肉 ni．fuxun小 oru 坏’

婶 buu．foo给了muu 水

哥哥11war 泥xala 姓

肝 S1waar小木楔子naal盖手

火药omoron忘记onott3- 苎．麻

牛粪∞Sxtta星 moo 树

雨 olda 被子muE础xo弯曲



UU oudarl 慢 otounan痒 nlroo 一男

。元音说明t
‘

a是后元音，但舌位比[Q]’靠前。a是央元音，但舌位比

[a]略低。0，U是央偏后的元音。u发音时舌根后缩、肌肉很

紧张。I与i、U与U虽然相近，但在第一、第二音节，它们之

间的区别是清楚的。如“Ijl[】【I” (肩胛骨)、 “玎bd"(毡子)，

“U1da"(被子)：“ulda力(肉)等。多音节词第二音节以

后，元音一般弱化，但是受元音和谐的影响，I与i、u与U仍

有些区别，因此是互不相同的四个元音。

在一些双音节词里，如果两个音节都是开音节，第一个音节既

是重读音节又是音调较高的音节，第二个音节的元音发音则轻而

弱。为了表示这种情况，第二个音节的元音标为弱化元音。如

“bUg羞"(地)、 abel5黟(秋天)， “dfli”(头)，、“niixi’’

(鸭子)等。但是这些词在粘合附加成分时，第二个音节的元音

并不弱化。如“bogam ad3in”(地主)、“barinl nanda”(虎皮)等。

ee、髓没有相对的短元音，而且都不出现在词首。它们出

现在辅音后面时，辅音腭化。如“buxulee"读作[1mxHlje：]

(一套“衣服")、，“om31E矿读作[omoljp．：](孙子)等。I

位于词末可以变读为职。如aani"一也可读作[anjB：](年)、

“ah”也可读作EaI．：3(女)等。 ·

U在舌面擦音j的前面读作[y3。如翻dsuj"读作[t扫j]

(侄子)等。
‘

(=)复元音

复元音有b，ua两个，多出现在借词里。

ia piodal(nojgam)封建主义piapan’ 火车站票房

tin铂ua 瓜 ，d皿uxua 电话



辅音有b、P、

十五个。见下表：

双唇

措不送气塞音b‘

清送气塞音P

清不送气塞擦音

清送气塞擦音

清擦音

浊擦音 W

鼻音 ， m

边音

颤音

辅音举例。

=、辅音

w、m、d、t，n，1，r，d5、．L j，9’x、勺

舌尖 舌叶 舌面 舌根

d g

t
．． ， (k)①

(s)

n

l’

r

d5

(如

，

， b baragan 手镯ilboron

P poJxoloron踢xapvtta

W waaran 杀 aawon

一 ，m mondaran打． [manda

d doa 河 Siilda

t ta日gor’ 碗 uta

n nmLxm 狗 niinta

· ．1 loxoran 脱daan

r rad30 收机91randa

8

①括号内的音是主要音位变体．

摸

气管

帽子

雪

胆

儿子

根

光

骨头

X

习

abula

pojtin

dsaworan

nojgom

adon

oatU

arln

dorol

奶uur

缺少

飞机

拿

主义

证据

肺

时间

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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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心ug 房子咄曲 主人叩aBd5l 姑娘

J Iigun 太阳dorJun 竹子Ⅳ 柿子

j juuron。 出 nojon 官 aouj 洞

-

g gurun 国家vlo船n·- 猪 Sarla9牦(牛)

x xaalga 门doxolon 跛子noex ，．岸

习i刁i 、 舌头naIjⅡran 开 uurjxu 7毛巾

在辅音表里列了(s)，(tD， (k)三个音位变体。这些

列举和单元音结合的情况，和其他长元音结合时，其情况同单元

音。表中“+刀号表示出现，“一，，号表示不出现，下同)
、

。j：，l：二二二：二二：二二： ．一4-：’
例词l j'irutta“线”，uS,tta“蹄子’’，oruSeer“横行霸道的

[seththoxo]“豁口"，fo日gor读作[sorjker-]“水深有旋涡

的地方"，J1取a读作[saxo]“斧子"，J'aaJun读作Era：s6]

“纸"，Joxorun读作[soxorS] “舀"，uSxon读作[HsX5]

，和(tD在另一种情况下，出现的位置也是互补的。见下表。

J f + + 。一

I ，

(u)I 一 一 +
’

-

7

．～§番多



．+
，

．

’

，’／
例词l aa]m“没有”，xag,“剪子”，u1．f∞读作[HltJll9t扫

“(他)走了”，bonSJ读作Epenqhi3“贵"。 Jf
x和(k)出现的位置也是互补的。见下表；

‘

／
● f

l (前一音节)(前一音节)(前一音节) (前一音节)除r，t

：词酋元音问r后 t后 t前词末以外其他辅音后

X

(k)

+ + 一

+

例词l XOOXO靠猫"，orixi“蛙’，， orx“数珠"，a，xan

“鱼"，moxSon“鲤鱼’’，d3ax“领子”，tulxm读作Fthol—

k嫩]“梦"，‘X3习韵读作[xol3kho]“钟"。

n在词末读作前面那个元音的鼻化成分，如“morro刀读

作l-muri3(马)等。

g出现在元音后和词末读作[Y]．如4d5ula(ju”读作[tJ乜·

I钝砌(前面的)， “tu9"读作[thHx] (冬)等。

g、X出现在i，ii I，II、ee，EE的前面，发音部位前移，

出现在u、UU的前面，音值近似小舌音。

在固有词里r、习不出现在词首，但在借词里r可以出现

在词首读作[r]，如radso[ratJ．u] (收音机)等。

含有f的汉语词，借入鄂温克语后，一般读作[ph3，如

pon(粉)，l瑚xan(凤凰)等。’ ．

在词中辅音有重叠现象，重叠后读为长辅音，本书用重写辅

音符号表示。

在词里常见的长辅音有l bb、PP、mm，dd，tt，nn、U，

rr，d5d5，盯、jj、gg、XX。其中矗Ⅱ"读作[玎ht，h] (第二个

，处于前一个辅音．『后读作[qh3，[玎h]反转来把前面的，

≮孽霞≤≯



同化为[qhJ，两音合读作长辅音[t．fhqh])，
“xx"读作

[khkh] (第二个x处于前一个辅音x后读作亡kh]， [kh]

反转来把前面的x同化为【kh]，两音合读作长辅音[-khkh-I)。

例词。
●

gebbi 名字

扣ppU 筷子

amma 嘴

adda 早晨

j'irotta 线

xanmraaran陪伴

tulle 在外面

xIdsdSa 沙狐

tollo 云

ojjoo．firon 喜欢

gUggoatta 胡子

gixxi 妻子

gabbaran

ippexu

imma

dsadda

omatta

dsann8ran

illo

adsdsIgar

naaffI

taiia， ．

igga ．

exxi’。

射

咧嘴的

针

松树

蛋

欠

明显的

不光滑的

脓

那个

尾巴
， 裤子

其中“toyfo’’读作[thet』bt，he]， “naa盯i"读作 [na：一

tm玎hI]，。gixxi”读作[kikhkhi]，“锻丑”读作[akhkhi]。

三、音节结构

， 鄂温克语的音节都是以元音为中心构成的。一个词里有几个

元音就有几个音节。元音前后都可以结合辅音。元音后不结合辅

音的是开音节，结合辅音的是闭音节。下面是音节组成的几种类

型；(以V代表元音，以C代表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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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一xi 裤子第一个音节为2型，第二个音节为4型
mzd—da 豹 第一个音节为5型，第二个音节为4型

’t。g—gen，车 两个音节都为5型。

以两个辅音起头的附加成分，如：一xya，-ttun、一Idv等，

一旦它们发挥构词作用和词根结合起来，就分属不同的音节。翻
如l ，

，IulxxxxSa 狐皮 为四个音节：4+4+5+4

．
unaxan 手指为三个音节l l+4+5

nmamaldur 围巾 为四个音节：3+4+5+5

闭音节的词要粘合以辅音开头的附加成分，有的情况下要增

加元音9。如lel+ni一扣l<e>ni“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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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l
；

在，音调为低平。例如。
’

‘glranda 骨头 ‘onaadsi 姑娘

词的末尾音节读得轻，但比第一个音节的音调要高，整个音

节的音调从高往下降。例如：

．。dsawvran抓 ‘dagaSvn 棍子

双音节词的最末一个元音是弱化元音时，第一个音节的音调

从高往下降，第二个音节的音调为低平。例如：

IbUga 地 。b015。 秋 ．

词首词中有长元音的音节，音调为高平。例如：

’suu日xa 篦子 。ujoolee 堂房
’

五、元音和谐直、兀首和佰

在词里一部分元音相互和谐，一部分元音相互排斥。根据这

个情况可以把元音分为阴性元音和阳性元音两类：
。

阴性元音i，n，ee，9，∞，o，oo，u，uu

阳性元音I、II，船，a，aa、a、oo、u，珊，e、∞

。阴性、阳性元音是两两相对的(如元音表所示)元音在性属上

分类的语音基础，是阴性元音比相对的阳性元音(￡、∞没有相

对的阴性元音)舌位偏高，舌位靠前，发音时肌肉较松弛，阳性

元音比相对的阴性元音舌位偏低、舌位靠后，发音时肌肉较紧

张。
‘

， 鄂温克语的元音和谐雒比较简单。一般来说，元音之间要求

在性属上和谐。即第一个音节的元音是阴性元音，后续音节的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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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也是阴性元音。例如。

。dojroran 胜利

Si]iSu 由水

omoSSo 冰。

剑Irlln 国家

dattulee 翅膀

bglbuxon‘ 蝴蝶

9iluxun一 苍蝇

bogge 肥

tuggan 快’

tuutecjee 鸽子

第一个音节的元音是阳性元音，后续音节的元音也是阳性元音。
例如：

。

rllnlxin 狗

tewrran 捡

baragan 手镯

bolotta 肾

xohxan 虫

zmagan 山羊

nmmSx 鼻子

lattvx髓 蝙蝠 ～

olooron 。 煮

U，nta 指甲 十

其次，元音在一定程度上要在唇状上和谐，唇状和谐是在

性属和谐的基础上，对性属和谐的一种补充。从唇状来看，第一

个音节的元音是0．．后续音节的元音大都为‘o或u。例如。

mogon 银子

oloxu 假

omoSSo

d500Ijgu

冰

东

第一个音节的元音是3，后续音节的元音大都为0或U。
例如t

．

So寸oron(又读如习aran)哭 锄 床

olgoxvn 干 gorodo 在远方

但是唇状和谐远不如性属和谐严整。除了上面讲的那种唇状

和谐的情况外，在下面的情况下，元音的出现可以不受唇状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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