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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还是复苏
:
以色列语的起源

—多来源
,

形式和模式
‘

[新西 兰〕诸葛漫 (G h il
‘ a d Z u ek e r m a n n ) ¹

著

王晓梅 译 曾晓渝 校编

提 要 本文旨在提出由于多起源的广泛存在
,

如果没有复苏者母语的影响
,

一种不再使用的语

言的复苏是不可能的
。

因此
,

可以设想复苏的努力会导致产生一种无论从起源还是类型上都带混

合特征的语言
。

多来源反映在重合原则( C o n g rue nc e Pr inc ip le )上
。

虽然以色列语大多数的形式是

闪米特语言的
,

但它的模式很多是欧洲语言的
。

以色列语的多来源本质及其产生时重合原则的作

用对历史语言学
、

语言计划和语言
、

文化及个性的研究都有启示作用
。

关键词 混合 复苏 以色列语 希伯来语

一 研究背景

1
.

1 引言
“

以色列语
” ( Z uc k er m a n n 19 9 9)

—
也被称为

“

当代希伯来语
” ,

现在是 以色列国 (建于

1948 年 )的官方语言之一 (官方语言还有阿拉伯语和英语 ) ,

由该国 7 00 万公民使用
。

以色列

语在上世纪已经成为以色列犹太人的主要交际语言
,

无论是在官方领域还是私人生活中都是

如此
。

以色列语有特色鲜明的社会历史特征
,

例如从希伯来语到以色列语
,

缺少以它们为母语的

连续链
,

复苏主义者所操的非闪米特语母语以及欧洲语言对希伯来文学语言产生影响
。

因此
,

以色列语为语言学家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实验场
。

以色列语的多来源本质及其产生时重合

原则和建立原则的作用对历史语言学
、

语言计划
、

克里奥耳语以及语法接触的研究都有启示作

用
。

本文通过意西微萨
·

阿错教授帮助联系得以翻译
,

王立新教授就文中一些犹太语相关术语的译法指 正多处
,

在此一

并致谢
。

由于篇幅所限
,

此译文在忠实原文观点基础上作了适当缩减
。

本译文为曾晓渝 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侗

台语言接触类型及其变异机制研究》( 。6 B YY o 55) 成果之一
。

¹ 诸葛漫 ( G hi l‘a d Z uc ker m a n n) 现在是昆士兰大学副教授
。

他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

剑桥大学也授予了他荣誉

博士学位
。

他曾经是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的 G ul b e n ki an 研究员
。

诸葛漫教授著述颇丰
,

其作品曾用英语
、

以色列语
、

意大

利语
、

依地语
、

西班牙语
、

德语和俄语发表
,

主要作品有《语言接触与以色列希伯来语词汇扩充研究》和《以色列语—美丽的

语言》等
,

在语言学界有较大影响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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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目的是要提出由于多起源的广泛存在
,

如果没有复苏者母语的影响
,

一种不再使用

的语言的复苏是不可能的
。

因此
,

复苏的努力会产生一种无论从起源还是类型上都带有混合

特征的语言
。

1
.

2 希伯来语和以色列语的分期

希伯来语是犹太人民在所谓的迩南征服(公元前 13 世纪 )后说的语言
。

它属于闪米特语

言中西北分支的迎南分支
。

这种语言逐渐衰落直至公元 2 世纪停止使用
。

公元 132 一 135 年
,

朱迪亚 (Ju d a ea )爆发了反对罗马统治的巴尔
一

库克巴起义(Ba r 一K o khb a R ev o lt)
,

在这次起义

中
,

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杀死
,

起义的失败是口语希伯来语灭亡的标志
。

但是
,
口语希伯来语

的实际灭亡时间可能还要早些
。

例如
,

基督的母语是阿拉米语 (A ra m al c )而不是希伯来语
。

在那之后的 1 7 0 0 多年里
,

希伯来语都处于一种休眠 (。o m at os e )状态
。

它是礼拜和文学语言
,

偶尔也作为犹太人聚居区犹太人的法通语(li
n g u a fran

c a )使用
,

但不是作为母语使用的
。

给希伯来语分期不是个简单的任务
。

《圣经》希伯来语 (公元前 10 世纪到公元前 1 世纪 )

是指旧约和第一圣殿时期的碑文上的希伯来语
,

这可能和《密西拿》¹ 希伯来语 (公元前 1 世纪

到公元 6 世纪 ) 的情况不同
,

中世纪希伯来语指的是中世纪的各种文学希伯来语 (6 到 17/ 18

世纪 )
,

玛斯克里克 ( Mas ki h。)希伯来语 (即哈斯克拉希伯来语 )是文学语言
,

与此不同
,

以色列

语是活的语言是作为母语存在的
,

它是 19 世纪末在 E re t: Yi s rae l形成的
。

但直到 20 世纪初

以色列语才作为社区语言使用
,

从那时算起大约有一百多年了
。

下面 (图 1) 描绘的是我提出的希伯来语和以色列语的分期
。

口语希伯来语

~ C 13 BC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13 5 A D

f圣经尹希伯滚谱

~ C 10 BC一 一一 一 一 59 7一 538一 一 一 一 一C I BC

古体 标准 后期

(对比
“

最简
”
观点

,

认为所有希伯来语《圣经》著作都写于同一 时期
,

如公元前 5世纪 )

《密西拿》希伯来语

C l AD 一 一 20 0一 一 一 一 一 40 0一 一 一 一 一C6 AD

《密西拿》 巴勒斯坦《塔木德经》 巴比伦《塔木德经》

中世纪的各种希伯来语

C6 A D 一 一一 一一 一 一 一 一 C 18 A D

玛斯克里克希伯来语

17 7 0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18 80

以色列咨

~ 188 6一 一 一 一 一一 一 ~

图 1 希伯来语和以色列语的分期

¹ 犹太教律法书《塔木德经》的前半部和条文部分
,

共 6 卷
, 62 篇

。

译者注
:

脚注序号照原文
,

后同
。

南开语言学刊



1
.

3 以色列语的发生学分类

从 20 世纪初开始
,

以色列语的发生学分类就深深地吸引了学者们的关注
。

现在仍然存在

的传统观点
,

认为以色列语是属于闪米特语言的
。

对此予以修正的观点是把以色列语定义为

印欧语的一种
,

即依地语 (Y id di sh
,

又译
“

意第绪语
”

)是
“

底层
” ,

而希伯来语只是提供词汇和没

有变化的形态的
“

上层
” 。

(见 H o r v a th 乙 w
e x le : 1 5 9 7 )时而有这样的观点

,

就是希伯来语从

来没有消亡过
。

(H a r am a ti
,

1 9 9 2
,

20 0 0 ;Ch o m sk y
,

19 5 7
:
218 )但是

,

在 2一 19 世纪
,

它不是任何

人的母语
。

我提出的混合论承认以色列语内部既有闪米特语又有印欧语的历史和语言的连贯性
。

混

合的以色列语是同时建立在希伯来语和依地语之上的
。

以色列语

淤撰才内 霓磨活试劣

曹才识时 者才识时

赢臀苍
梦

来语

鲡犹太西班牙语 阿拉伯语等 其他贡献语 俄语 波兰语 德语 英语等

图 2 我提出的以色列语发生学的混合模式 (一表示贡献或影响)

使以色列语法的
“

发生学
”

如此复杂
,

是由于闪米特语和印欧语的共同影响已在以色列语

的主要贡献语(和第二贡献语 )中发生了作用
。

依地语
,

一种有拉丁语底层的日耳曼语 (其多数

方言受到斯拉夫语言的影响 )
,

受到了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的很大影响
。

另一方面
,

希腊语等

印
一
欧语对中世纪前的希伯来语产生了影响 (例如

,

旧约中的希腊语表达法 )
。

而且
,

在以色列

语出现前
,

依地语和其他欧洲语言影响了各种中世纪和玛斯克里克希伯来语
,

(G line rt ,

1 9 9 1)

这种影响反过来又给了以色列语重要影响(与欧洲语言的贡献一致 )
。

这增加了重合原则的重

要性 (芬2
.

5 )
。

1
.

4 创立原则

大多数的复苏主义者是讲依地语的德系犹太人
,

德系犹太人是最易于接受
“

复活的希伯来

语
”

的群体
。

西班牙系犹太人 (他们构成了以色列 国的早期居民的大多数 )和米兹腊希主义

者À (不包括来自也门的犹太人 ) 中说以色列语的比例低
。

H a r r is o n
等( 19 8 8 )讨论了

“

创立原则
”

在生物学和人类进化方面的作用
, M u fw e n e ( 20 0 1 )

把它作为克里奥耳语工具去解释为什么所谓的克里奥耳语的结构特点大多由创立人群的语言

决定
,

即第一批殖民者
。

我就以色列语的情况提出了下面的创立原则
:

依地语是以色列语的主要贡献语
,

因为它是大多数复苏主义者的母语
,

而且也是在以色列

À 190 2年建立 了宗教正统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 19 5 6 年与米兹腊希工人党合并成全 国宗教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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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形成初期的关键阶段在 E r e t z
Yi

s r a el 的先驱的母语
。

创立原则起作用是因为当后来的移民到以色列时
,

以色列语已牢固地确立了它语法的基

础部分
。

因此
,

当 20 世纪 50 年代摩洛哥犹太人到以色列时
,

他们不得不学一种已经得到充分

发展的语言
。

他们的母语对以色列语的影响比较而言是可以忽略的
。

这与 w im sa tt (199 9 a ,

1999 b) 的概念
“

生成的固有结构
”

有关
。

同时
,

与反复苏的修正主义不同
,

我提出礼拜希伯来语同样也满足了主要贡献语的标准
,

原因如下
:

(i )尽管有上千年都没有人把它作为母语
,

希伯来语历经数代
,

仍是一种非常重要的

文化
、

文学和礼拜语言 ; (ii )犹太复国的复苏主义者有极为强烈的复国意识并作了巨大的努力

使希伯来语复活
,

事实上
,

他们取得了一些成功
。

本文主要关注形态(和句法 )
。

其他我还讨论了依地语和其他欧洲语言对以色列语的词

汇
、

构词
、

语义 (Z u ek e r m a n n 1 9 9 9
,

20 0 3
,

2 0 0 4 )
、

语音和音系(Z u e ke r m an n ,

2 0 0 5 )
、

补语 (Z u ek
-

e r m a n n ,

ZOo6 a )和报告言语(Z u ek e r m a n n ,

2 0 0 6 b )的影响
。

总体来说
,

虽然以色列语的语音和

音系大多是欧洲语言的(Zuc k er m an
n ,

2 0 05 )
,

但它的形态形式和基本词汇主要是—
尽管不

完全是
—

闪米特语言的
。

图 3 说明了这种概括
:

不可复苏的(欧洲的)

一
“

特点 /精神/思想倾向
”

一
可复苏的 (闪米特的)

音系学 语音学 语义学 形态学 句法学 词汇学

图 3 暂拟可复苏等级的连续体

例如
,

由于语调 比一个特定的辅音更难复苏
,

所以音系学被认为比语音学难以复苏
。

在语

义学中
,

内含义和联想含义比含义难复苏
。

1
.

5 重合原则

我的词汇研究(如 Zuc k er m a n n ,

20 03 )强调了重合原则的重要性
:

如呆一千持征存在于不⋯止一价贡献语中
,

它就霭可能保留在新丛现时语言中
。

这一原则适用于所有的语言
,

实际上适用于语言进化的普遍规律
。

毕竟
,

任何语言从某种

程度上讲都是混合的(参照 S e h u eh a r d t
,

1 88 4 和 H j
e lm s le v ,

1 9 3 8 )
。

这种重合是在皮钦语
、

克

里奥耳语和其他语言的研究中普遍观察到的现象
。

K e rs w ill (2 0 0 2) 有相似观点
,

认为几种变

体共有的特征在共通语形成中是最有可能保留的
。

本文认为重合原则也适合用来解释以色列语的语法特征
。

希伯来语的语法特征中与依地

语和其他欧洲语言一致的部分更有优势
,

反之亦然
,

而且不论这种相似是偶然的还是由于更早

欧洲语言的影响
。

1
.

6 形式还是模式

形式与模式的区别也是至关重要的
,

因为它揭示了多来源
。

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 “

语言

捍卫团
”

的格言是
“

犹太人
,

讲希伯来语
” ,

然而
,

他们在那些说
“

希伯来语
”

的以色列人的语言中

找到的是依地语
、

俄语
、

波兰语有时还有
“

普通标准欧洲语言
”

的形式而不是模式
。

显然
,

这并不是说如果复苏主义者关注模式
,

他们就可以设法中和他们母语的影响
,

这种

影响通常是潜意识的
。

虽然他们致力于语言的纯净
,

他们创造的语言却恰恰映射出了他们设

法消除的混合和外语 的影响 (以色列语既是闪米特语言的又是印欧语的 )
。

·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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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就以色列语这样的复活的语言而言
,

虽然语言的形式被仔细地研究
,

但它的模式

却被忽视了
。

例如
,

以色列语动词模板的能产性(隐藏的 )和语义经常被欧洲化
,

动词模板被认

为完全是希伯来语系统的(与它们的语义模式相反
,

后者在这儿被看成是闪米特语言的形式 )
。

总体来说
,

虽然以色列语的形式大多是闪米特语的
,

但它的模式倾向于欧洲语言
。

图 4 说明了

这一观点
:

欧洲的 模式 形式 闪米特的

图 4 闪米特的形式和欧洲的模式

二 语法特征

2
.

1 分析性的以色列语

希伯来语是综合语
,

而以色列语更像分析语
,

无论名词还是动词都是如此
。

我认为文学以

色列语的分析语化是受了 口语以色列语的影响
,

后者由于受到欧洲语言的影响
,

其分析语特征

自始至终都要 比迄今为止承认的强得多
。

考虑构建状态
,

闪米特语两个名词连在一起的名
一
名结构中

,

第一个名词被第二个名词修

饰或拥有
:

(1 ) n ,刀二n护巧。1。,

r e P白b lika 一
t b a n应n o t

共和国
一 CO N ST R 香蕉

“

香蕉共和国
”

与希伯来语不同
,

表示所有的构建状态在以色列语里不是能产的
。

比较希伯来语的构建

状态
’e m h a 一

尹le d
“

母亲
一

D E F
一

孩子
”

和分析性更强的以色列语 h。￡m a s
he z ha 一

少le d
“ D E F- 母

亲 G E N D EF- 孩子
” ,

两个的意思都是
“

那孩子的母亲
” 。

以色列语的分析性在非构建状态表示的领属关系中也非常明显
。

与综合性结构相比
,

以

色列语更倾向于依地语的分析性的领属结构
,

如
“

我祖父
” 。

因而
,

虽然希伯来语
“

我祖父
”

是

sa 二艺
“

祖父
一

ls g Po ss
, , ,

而以色列语是
sd b a she l

一

艺
“

祖父 G E N
一

15 9
, , 。

2
.

2 以色列语是一种
“

拥有关系
”

的语言
:
希伯来形式的再解释去适应欧洲模式

与 B e r m a n (1 9 9 7
:
3 2 9 ) 和 U lle n d o rff (1 9 9 7

:
5 5 8b )的观点不同

,

我认为以色列语是一种

表示拥有关系的语言 (拉丁语的意思是
“

有
” ,

带直接宾语 )
,

这与希伯来语完全相反
。

以色列语

是怎么说
“

我有这本书
”

的? 如果有人想说
“

恰当的希伯来语
”
(虽然带欧洲的以色列语 口音 )

,

应该像下面这样说
:

(2 ) y白h l
一

1 h a 一

括fe
r h a 一 z 户

E x ls D A子15 9 D E卜b o o k D E P m s g PR o x 3

th e r e 15 fo r m e th e bo o k the th is

“

我有这本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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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短语 ha-- 括fe
: h a 一

成 是句子的主语
。

然而
,

以色列语实际说的是下面这样的
:

(3 ) 夕矛sh l
一

1 et h a 一 s芭fe r ha 一 z 砂

Ex ls n AT- ls g 鱿e n EP bo o k n E卜m s g PR o x

the r e 15 fo r m e A CC the b o o k the this

“

我有这本书
。 ”

正如宾格标志 et 所示
,

名词短语 ha-- 旅fe
; h a 一

蛇 是直接宾语
。

这就是说
,

还是有一些语言

规范家在给说以色列语的人规范语言
,

敦促他们只使用(2 )
,

矛盾的是
,

这种结构在大多数以色

列人的个体语言中是不合语法的
。

总而言之
,

希伯来语中用来标志所有的存在结构在希伯来语中得到新的诊释从而适应在

依地语和其他欧洲语言中占主导地位的结构
。

2
.

3 韵律结构
、

动词模板的能产性和辅音词根的弱地位

希伯来语传统语法有七种动词模板
:

合。合泛合
、 , i合合d 合 (它的被动 )

、

hi 公合 i合 (使役

式 )
、

h “公合反合 (它的被动 )
、

合 i仓户仓
、

合 “合泛合 (它的被动)和 hi t公 a 合 户合 (反身性 /互相

性 /不及物性)
。

(每价公此表一价基本潜
,

表示一个空位
,

可以插入一个辅音 )
。

看下面以色列

语中的动词语素调整
,

除非标示出来
,

都是不定式形式
:

A 用动词模板 hi 。 (公合 )合 i合 (历史上是及物使役式 )
:

lo h a s hvi ts (IN T R )
“

吹牛
、

炫耀
” ,

保留了其依地语来源的辅音串
、h v it:

“

流汗
” 。

le- has n if (A MB )
“ ‘

从鼻孔吸人
’ ,

吸人 (如可卡因 )
” ,

保留了其英语来源的辅音串

sn iff (cf二
u

ff )
。

以色列语中原有的 sn if
“

树枝
、

分枝
”

在这儿并没有起作用
。

B 用动词模板合
。合泛合

:

l企khr6 p (IN T R )
“

熟睡
,

睡个好觉
” ,

保留了其依地语来源的辅音串k h动P释
“

打蔚
” ,

参

见依地语 kh r o P
“ s n o r e (n )

” 。

C 用动词模板 hi t合 (合 )a 公 (合合 )矛合 (合 )( 经常是反身的或相互的 )
:

诙谐理语 hi t ra nd
e诚 (IN T R )

“
(他们)有聚会

” ,

保留了其国际来源的辅音丛 re n
去

z -

v o u s (参见 S a p p a n ,

19 7 1
:
7 7 a )

。

D 使用动词模板(公少f公)公l’( 公)( 公 )公‘公 (公夕 (传统为公i公‘公 )
:

Ze- k at 公 (IN T R )
“

哀鸣
,

抱怨
” ,

可追溯到波兰依地语 k‘tI r’’公猫
、

抱怨者
” ,

(参照立陶

宛依地语 k血Ir )可能是因为当猫要吃的/ 热了/ 交配时会发出呜咽的声音
。

le
一

fa ks 打 (T R)
“

(用传真机)传送
” ,

可追溯到国际化的 fa x
。

E 使用动词模板(公少‘公少公!’( 公) (公少公‘公‘公) 的‘公 )公口公‘公 变体
:

le 一夕o n 户n (T R )
“

离子化
” ,

可以追溯到国际化的 10 , 。

le
一

ko 击d (T R)
“

编撰
、

整理
” ,

源 自以色列语 ko d
“

编码
” ,

可追溯到国际化的 co de
。

虽然(公少‘公 )公 i( 公少‘公少公‘公 (公少是能产的
,

但公
; 公‘公 不是

。

原因就是音系学家说

的
“

韵律结构
” 。

‘公 )‘公 )公l’( 公)‘公)公‘公 (公 ) 的韵律结构(我称其为
。i。。 , 。

表示音节 )在所

有的时态中都保留 了辅音串
。

例如 l。
一
tra ns 介

: “

转移 (人们 )
”

(T R )
,

过去时 (3 m sg )说

tr in s
介

; ,

现在时是 m et ra ns 介
r
将来时是 ye tra ns 了行

。

辅音串 tra ns fe
: 一直保留

。

.

2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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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键提示是选择的动词模板的能产性
。

希伯来语能产性最强的动词模板是公
; 公左公

,

与此不同
,

以色列语最能产的动词模板是公i。‘。 (。io e

)
。

这种能产性在被认为不是外来词

的名转化(参见 B o lo z k y ,

19 78
,

即动词化)中也是显而易见的
。

但还有一个重要的结论
:
闪米特语的辅音词根的重要性被连根去除了

。

与 B at
一

El (1 994
,

20 0 3) 一样
,

我认为这样的动词是基于词条而不是所谓的以色列语中自然化的词根
。

2
.

4 起始体

依地语对以色列语动词系统的语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

看标志动作开始的起始体动词
。

以色列语的
s人a 走人泛v “ w a s lyin g , ,

d o w n (3 m s g )(躺下 )。是中性的
,

而以色列语的 n 七人肠
v “

la y

d o w n , sta r te d b ein g lain d o w n , ,

(3m sg )却是起始体
。

重要的是
,

以色列语中一些起始体的形

式是新的
,

并不是原来存在于希伯来语中的
。

(见 Bl an
c 19 65

:
193 一7) 选来承载这些形式的动

词模板是带前缀的
:

ni 公公左公 和 hi t公刁。‘。
。

表 1 包含了以色列语中新的起始体动词和它

们的依地语的形式
,

还有更古老的中性形式
。

(以色列语动词的翻译是现在时
,

虽然给出的基

本形式是 3 m s g p a s t)

依地语的影响还表现在分析性的中性 (非起始体 )动词的存在
,

这些动词是由于类推的作

用从起始形式发展来的
。

还应注意到依地语的作用经常导致对已存在的希伯来语起始形式使

用的增加
。

与重合原则和多来源一致
,

进一步的研究应检验依地语起始体的影响是不是被扩

大了
,

或者是伴随俄语和波兰语中并存的平行的起始形式一起的
,

因为一些第一代说以色列语

的人也说这两种语言(参照 圣2
.

12 )
。

表 1 依地语和以色列语中的起始动词

中中性的的 起始体体

(((延续体 ) (无标记的))) (标示一个行为的开始 ) (有标记的)))

以以色列语语 依地语语 以色列语语 依地语语
一一

大多是旧形式
----- 一

大多是新形式
-----

仁仁》a
公左公公公 ni 公公 j公公 h it公a 公亡公公公

动动词模板板板 动词模板板 动词模板板板

二二匀公
‘ha kh d yyy

林
,

卜z,、,, 刀伪
n 云hk d yyyyy

, , 1:
, ,

勺(冈”称)))
““

be ly in g d o w n , ,

(躺 )))))
“

lie do w n , ,,,

(a v石k )le夕g 刀 z ik hhh

二二公, 夕a sh d yyy

1戈
, T

二 i‘s,,, 二公场汽hi ty as 肠
。。

竹 1: ; ,(俐的甸)))
““

b e s ittin g
, ,

(坐 )))))))
“ 5 it d o w n , ,,

(a 沁 k ) z e ts移 z ik hhh

心心乃 n , n h a y d m a l户户户户 劝力n汽 hi加
a l户户户

““b e fu ll
, ,

(满了 ))))))) (hi加
a l泛)

“
g e ttttt

fffffffffu ll
, ,,,

2
.

5 前附词 be
一 “

在
” 、

le
一 “

到
” 、

m i
一

/ m
e 一 “

从
” 、

ve
一 “和

”

正在进行中的非附化进程

与 SA E 一致
,

以色列语前附词 b e 一 “

在
” 、

le
一 “

到
” 、

m i
一

/ m e--
“

从
”

和并列连词 ve
一 “

和
”

音系

上的依赖程度比希伯来语的弱
。

0 保留英语解释是为了要保留原文要表达的时
、

体的差别
,

只给出主要动词的基本意思
,

下文还有类似情况都是如此

处理的
,

就不一一赘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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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拼写上看
,

be
一 “

在
” 、

le
一 “

到
” 、

m i
一

/ m
e一 “

从
”

和 ve
一 “

和
”

和后面的寄主形成一个词
,

但有一些迹象表明非附着化正在发生中
:

(i ) 希伯来语中前附语的范围限于一个寄主
:

可以说 b。
一 ’

at ‘na
,

b。
一

zh en 若va
“一

ve
一
l如d on

(< ve
一

he
一

z如d on )
,

逐字译过来是
“

在雅典
、

在 日内瓦和在伦敦
” 。

而以色列语和英语

一样
,

要说 be
一。 t如

。 ,

zh en ‘va
v e-- l伽do

。 ,

直译为
“

在雅典
、

日内瓦和伦敦
” 。

(ii ) 以色列人可以在这些介词后停顿
,

加人一个他/她在说出这个介词前没有想到的寄

主
。

例如
,

可以说
z e h a y泛占e ,

吞e 一

m ‘zbo r n ,

10
, : id n i

“

它是在
,

在墨尔本
,

不
,

悉尼
” 。

(111)与希伯来语不同
,

后接的仁b〕
、

[ k〕和「p〕没有擦音化为[
v

]
、

〔x〕和[f〕
。

例如
,

以色列语

的
“

在二年级
”

是 加
一

k itd be t 而不是占
。 一

k hitd bet
。

(iv )与希伯来语不同
,

以色列语前附语不根据寄主的第一个音节改变其元音
。

例如
,

以色

列语说旅sh 证dya
“

在瑞典
”

而不说 bi
一

sh 证d ya
。

虽然形式是希伯来语介词
,

但结构重组后复制的是欧洲的/依地语的模式
。

这种附着语的

弱化可能导致完全的非附化
。

2
.

6 数和名词的(不 )一致

希伯来语名词和数词之间一直有一种性别级化一致
。

看这对例子
‘
若ser ba 浦t “

十个女

孩
”

对
‘

as ar
一

d ba 耐m
“

十个 fsg 男孩
” 。

后者中标示女性的后缀
一 a
加到了修饰男性名词的数

词后
。

然而
,

在大多数以色列的个体语言
、

社会语言和方言中
,

名数对应系统要简单得多
:

‘

由er ba 而t “

十个女孩
”

和 ‘ser ba , ‘m
“

十个男孩
” 。

与依地语一样
,

修饰男性名词和修饰女

性名词的数词之间没有区别
。

事实上
,

巨大的语言规范压力(Zuc k er m an
n ,

2 0 0 8 b) 已经造成了矫枉过正的混合形式
。

官

方规则的使用经常是不一致的
,

因为这些规则与众多的个体的
、

社会的和方言的现实相比
,

是

反语法的
,

这是令人迷惑的
。

因此
,

以色列语已经显示了双重语体的迹象
:
生来就说的以色列语 口语对非母语性的书面

语中使用的(高层的
、

假的)希伯来语
。

如果语言计划继续下去
,

就是说如果以色列老师继续教

以色列人使用希伯来语语法而不是以色列语语法
,

完全的双重语体就有可能确立
。

2
.

7 时态系统

《圣经》希伯来语没有时态
,

只有完成体 /非完成体的区别
,

以色列语与此相反
,

有三种时

态
:

过去时
、

现在时和将来时
,

这与依地语和《密西拿》希伯来语相似
。

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

与 荟2
.

8( 见下文)提出的相似
。

我要提出的是以色列语的时态系统是多来源的
。

我们注意到在过去时和将来时中
,

动词形式因性别
、

数和人称而变化
。

然而
,

现在时中动

词形式只根据性别和数发生变化
,

没有人称的区别
。

原因是现在以色列语的形式可追溯到希

伯来语分词
,

而希伯来语分词比历史上的完成形和非完成形要简单得多
。

2
.

8 成分顺序

以色列语言学家经常声称以色列语的语序
,

A V O (E ) / S V (E )
,

证明了《密西拿》希伯来语

的影响
,

后者的有标记语序(为了强调 /对比)正是 A V O (E ) / S V (E )
,

这与《圣经》希伯来语的

V A O (E )/ V S(E )的语序相反
。

然而
,

《密西拿》希伯来语和 SA E 句法有相似之处
。

包括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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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
,

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分析或解释
。

(i ) 单来源
:

以色列语的句法是希伯来语的
,

与 SA E 相似是偶然的
。

毕竟
,

可能的选

择是有限的
。

(ii ) 单来源
:

以色列语的句法是 SA E 的
,

偶然与过去的《密西拿》希伯来语(或更近期

的某种文学希伯来语的变体 )相似
。

(ii i) 多来源
:

以色列语的句法是同时基于 SA E 和希伯来语的
。

虽然规范主义者选择分析(i )
,

修正主义者选择分析 (ii )
,

但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相似的
,

因为他们都相信单来源
。

我的混合说以多来源为理论核心
,

倡导分析(ii i)
。

2
.

, 系动词加强

与存在很多无动词句的希伯来语不同
,

以色列语经常使用系动词
,

即近指指示代词
z e
和

代词 hu “

他
” 、

h e “

她
” 、

h e m
“

他们
”

和 he n “

她们
” ,

所有的形式都可以追溯到希伯来语
。

虽然

希伯来语本来就有系动词
,

但它的使用被依地语和其他欧洲语言强化了
。

依地语总是要给无

动词句加系动词 d os m 若y心 12 kl u g “

这个女孩儿聪明
” 。

同样地
,

虽然类型是欧洲语言的
,

但形

式还是希伯来语的
。

2
.

10 语音
一语义对应

以色列语有超过两百对
“

语音
一
语义对应

”

(PSM
,

Z uc ker m an
n ,

20 03 )
,

其中的词条是同时

从两个或多个语音上和语义上相似的来源派生来的
。

我把 PSM 定义为伪装的借词
,

一个语

音和语义上相似的外语词与已经存在的本族词对应
。

例如下图所示
:

英语

du bbin g

“

起外号
、

配音
”

以色列语

急亡竹

d ib泛b/ d iv 泛v

“

起外号
、

配音
”

(中世纪 )希伯来语

二钧,

d 乞bb反口 b

“

讲话
” , “

引诱某人说
”

对照O勺护 们加 力、,
“

使睡觉的人说话
”

所罗门之歌 7 :

10

((((((((((((((((((((((((((((( 圣经 ))) 希伯来语语
依依地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

,, 助〔翌亚〕气气气 鲍土军二多多ssshd kh即 m d k h o rrrrr

, 。[
’

m 。ko r
]
“

卖
””

““
黑市交易

,

交易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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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 PSM 中
,

来源语不仅决定词根的选择
,

也决定名词模式的选择
,

因而形成了对 目

标语形态的伪装的影响
。

与本文讨论的几乎所有其他特征相反
,

这样的
“

词汇调整
”
(参照 Di m m en daa l

,

2 0 0 1 : 3 6 3)

时常被语言规划者们编造成伪装借用的一种方式
。

看下面的例子
:

法语

云切l心

大变革后的土耳其语

o k“l

“

学校
”

G a z i M u s ta fa K em a l A ta t位r k

19 34 年挑中取代了

奥斯曼土耳其的阿拉伯语借词

m e kteP

土土耳其语语

ooo k u laaa

比比照照

ooo ku 一 “

读
””

+++++

一一

la (方位后缀)( 比照
一

la 口 )))

(见 Z u e k e r m a n n ,

2 0 0 3
:
1 6 0一 1 6 1 )

2
.

n 语言性别和名词模板的能产性

英语词进人美国意大利语或英国意大利语所作的形态调整通常都带有意大利语中语义上

相似词的语言性别
,

以色列语有无数可能的名词模板
,

显示了相同的现象(还需要确定的是这

样的性别调整模式的规律性 )
。

以色列语 m ivr 己s he t“刷子
”

和 m is
’
亡ret

“

(原来的 )刷子
,

(后来

的)带长毛的软刷
” ,

都是阴性的
。

我认为阴性的名词模板 m i合 。己公 e t 的性别选择是由
“

刷

子
”

后面跟的词的性别决定的
。

下面 (表 2) 给出了
“

刷子
”

在以色列语和其他贡献语中的情况
。

表 2

以色列语

m iv浦sh et

阿拉伯语

m d b阳
s ha

依地语

ba rs h t

俄语

sh ch奋口 tka (f)

波兰语

sz c z o tka

德语

B 应rs te

法语

b ro
sse

注意虽然 m i公 。 若。 。t 确实用于工具
,

还有其他合适的名词模板
,

对照
‘

m av r若sh 和

’

m iv比sh
,

都是阳性的
。

有人可能会说选择 m i公公若公 。
t( 造成 m ivr 若sh et )是为了顺应依地语

ba rs ht 的[ tj
。

这不能减弱性别起关键作用的假设
,

本
·

叶胡达最初创造的以色列语形式是

m iv ra s
肠

,

适合名词模板 二i公“; 公左
,

后者缺少 [ t」但还是阴性的
。

在本族语人耳中更雅的以

色列语 m ivr 户sh et
,

是后来出现的
。

进一步的研究可以系统地探索所有的以色列语新造词的性别与它们的欧洲和闪米特贡献

语相应部分的关系
。

Z uc ker m a n n (2 0 03 )就几百个语音
一
语义对应词已经作了这样的研究

。

2
.

12 仿造

考虑下面的例子
:

以色列语 如. 确 m 泛 ni sh m d
,

直译为
“

听到什么 ?
” ,

(虽然一些 以以色列语为母语的人把

它理解为同音的
“

我们会听到什么 ?
”

)即
“

你好吗 ?
”

(l ) 依地语 饰
, T 。, 夕刀 D苹, 1 v o s h e r t z ikh [通常读成

v (o )s户r ts毓h ]
,

直译为
“

听到什么 ?
” ,

即

“

你好吗 ?
”

南开语言学刊



(2 ) 俄语 q T o 。。‘坦 H o 。h to : l 口口 : h n o
同上

。

(3 ) 波兰语 Co s妙eh a 乙同上
。

请注意虽然大多数复苏主义者原来都是讲依地语的
,

但一些最早说以色列语的人也说俄

语和波兰语
。

所以 20 世纪 30 年代一个说波兰语的人使用 m d ni sh m d 可能不 (仅仅)是由于依

地语的 vo
: he rt zi kh

,

而是由于波兰语的 Co
、妙ch a 乙等

。

这是重合原则的一个表现
。

以色列人知道以色列语 Per es tro ika 是带国际性的俄语来源的借词
。

然而
,

很少以色列人

知道常用的以色列问候语 m d ni sh m d ? 实际上是一个仿造的词
。

从共时的角度看
,

这个短语

的形式是 100 %希伯来语的
,

这么说并没有出卖非希伯来语的共同来源(依地语
、

波兰语和俄

语 )
,

它们提供了模式
。

因此
,

如此多的人忽略欧洲语言对以色列语的影响就不奇怪了
。

2
.

13 合并紧缩

以色列语构词中有很多如紧缩式这样的欧洲语言的机制
。

与筋m Pak tdi sk
“

激光唱片
”

一

样
,

以色列语有紧缩词 tak lit 奋
,

由希伯来语来源的 tak lit
“

录音
”

和
。 ; “

光
”
构成

。

与希伯来语

不同
,

以色列语中有很多合并紧缩词
,

如
a :
万

a
kh

“

烟雾
”

由 a ra 介l
“

雾
”

和 p ia kh
“

黑灰
”

构成
,

m 记ra kh o v “

(步行)商业街
”

由 m id ra k加
“

人行道
”

和 , kh6v
“

街道
”

组成
。

而且
,

以色列语中

还有词根紧缩的情况
,

如 d o
kh P加

“

用推土机铲平
” ,

混合了 d
.

h
.

P
.

“

推
”

和 h
.

P
.

r
.
“

挖
”

—
参照

、h ilt泛t
“

沿通道快速移动
” ,

是由
、ha l泛t “

(遥远地 )控制
”

和
: h itd t “

游荡
”

派生来的
。

三 总结

本文是为了使下面观点得到认可
:

一个已经不再使用的语言如果没有来自复苏主义者的

母语的多重营养是不可能复苏的
,

以色列语应被看成是一种混合语
。

以色列语中
,

依地语和其

他欧洲语言在所有的语言成分中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

但这些影响通常是模式上的
,

而不是形

式上的
。

而且
,

以色列语表现出了形态和音系的分裂
。

虽然大多数以色列希伯来语的形态形

式是希伯来语的
,

如不连贯的变形动词
,

但以色列语的语音和音系系统
,

包括这些希伯来语形

式的发音
,

却是欧洲语言的 (参见 Z u e ke r m a n n ,

2 0 0 5 )
。

未来的研究可以逐一检测以色列语每个语言特征和希伯来语
、

依地语和所有其他贡献语

之间的对应关系
。

新出现语言的语言接触太复杂
,

不能归入如
“

希伯来语的复活
” 、 “

希伯来语

对依地语的再词汇化
”

或普遍简化这样的模式
。

我假设重合原则对以色列语 的研究有最重要的意义
:

如果一个特征在不止一个贡献语中

存在
,

那它就更有可能在新出现的语言中保留下来
。

这条原则适用于所有的语言
,

而且也适用

于普遍的语言演化
。

它对新语言即语言发生学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因此
,

从以色列语可以得到关于普遍语言的若干结论
,

理由如下
:
(i )语言工程的影响和取

向与语言接触引发的变化有相似之处
; (ii )以色列语中欧洲语言的作用不是刻意的

,

即以色列

语的很多方面可以被认为是
“

正常的
”
(鉴于混合语被一些人定义为

“

不正常的
”
)

。

以色列语的

情况说明语言发生现实要比简单的谱系树系统允许的复杂得多
。 “

复活
”

的语言不可能是单来

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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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语复活主义者设法否认他们的欧洲的根
、

否认大流散和避免混合语的企图失败了
。

(事实上
,

混合语的特征也反映在依地语本身上
,

这也是大多数复活主义者所鄙视的)因此
,

以

色列语的研究为普遍的语言和文化的动态关系
,

特别是语言作为集体自我感知源泉的作用提

供了独一无二的启发
。

我坚持认为以色列语是一种欧亚 (欧洲
一
闪米特 )混合语

。

无论我们选

择怎么称呼它
,

我们都应该承认它的复杂性
。

当人类使一种语言复活时
,

就应作好准备最后出

现的会是混合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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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t s ’
m o the r t o n g u e (s )

.

T h u s , o n e sh o u ld e x p e e t r e v iv a l e ffo r t s t o r e s u lt in a la n g u a g e w 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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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yb r idie g e n etie an d typ o lo g ie a l eha r ae ter
.

M u ltiple e a u sa tio n 15 m an ife ste d in th e C o n g r u -

e n ee P r in e iple
.

W h e r ea s m o st fo rm s o f Is r ae li a r e S e m itie
,

m a n y o f its p a tte r n s a r e E u ro-

p e a n
.

T he m u lti
一 so u r e e d n a t u r e o fIs r a eli a n d the r o le o f the C o n g r u en ee Pr in eip le in its g en -

es is ha v e im p liea tio n s fo r his t o riea llin g u is tie s ,

lan g u ag e pla n n in g a n d the stu dy o f la n g u a g e ,

eu ltu r e an d ide n tity
.

K ey w o rd s :

hybrid ity ; r ev iv a bility ; Isr a e li la n g u a g e ; H e br e w

Li
,

Jie
.

T h e In ves tiga tio n o f th e Pers o n a l P
ron

o u n n a i(乃 ) fr o m A n eie n t T im es to Med iae v a l

T im eS

T his s t u dy 15 b a s e d o n in v e s tig a tio n o f the s e e o n d
一

p er so介Pr o n o u n “

乃
”

fr o m a n eie n t

tim e s t o m ed ia e v a l tim e s , t o dis eu ss “

乃 X
, ,

w a s the eh a r a eter is tic o fChin e s e in a n e ien t tim e s ,

b u t n o t th e e lem en t o f th e s ee o n d
一

p e r so n- p r o n o u n u se d as a t tr ib u tio n a ft e r H a n D y n a sty ,

fo r

it s d ee r e a s in g in n u m be r ,

lim ita tio n in s tyle a n d u s in g lite r a ry q u o t a tio n
.

It a ls o m ad e a fu r -

th e r dis e u s s io n o f r e fin e d
一

w o r d s a n d w o r d s ha v in g t r e n d o fb ein g r efin e d
, w hie h e x p r e ss ed t he

fir s t Per so n o r thir d p e r s o n a pPella tio n a s a w ho le
.

T he n ew fe a t u r e o f
“

乃 X
, , a ls o m a k e s o u t

th e e r r o r in d ie tio n a rie s , w hieh ta k es “

乃
”

fo r th e thir d
一

p e r s o n 一

p r o n o u n in a n eien t tim e s
.

K ey w o rd s : u s in g lit e r a ry q u o t a tio n ; t r e n d o f b e in g r e fin ed ; r efin e d
一

w o r d

G u
,

Fe n g
.

A Sk ete h in g o f G r a m m a tiea liz a tio n :
Pre eo n d ition s ,

M o tiv a tio n s
,

Mec han isms
a n d

R eeen t APPro a ches

Pr e e o n ditio n s ,

m o tiv a tio n s a n d m e e ha n is m s a r e thr e e m a in e o r n e r s t o n e s o f the sy st e m o f

g r a m m a tiea liz a tio n
.

C o m m o n ly
, a g r a m m a tiea liz a tio n p ro ee ss 15 in d u e e d b y p ra g m a tie in fer -

e n ee , the e m e r g e n ee o f a g r a m m a tiea l fo rm 15 b as e d o n the fr e q u e n ey u s e o f th a t fo rm
, as

w ell a s the g e n e r aliz a tio n o f it s m ea n in g
.

In a d ditio n , r e a n a lys is a n d a n a lo g y e a n be r e g a r d ed

a s t
wo m a in m e eh a n ism s o f g r a m m a tie a liz a tio n e ha n g e

.

In r e ee n t ye a r s , this is s u e h a s a t t r a e t ed

m a n y g r a m m a r ia n s ’ a t t e n tio n , the y h a v e br o a d e n ed the s e o Pe o f g r am m a tie aliz atio n s tu dy
,

w hieh e a u s e d u s t o g e t a d e e p er u n de r st a n d in g o f th e iss u e
.

K ey w o rd s : g r a m m a tie a liz a tio n ; p r e e o n d itio n ; m o tiv atio n ; m ee ha n is m ; r e ee n t a p p r o a eh

D en g
,

D a n ; Sh i
,

Fen g
.

Piteh A n a lysis o f D isylla b ie Pros od ie W o r d in P u to n g h u a

T h e Pit eh Pe rfo r m a n ee o f d is ylla b ie p r o s o die w o rd o f P u t o n g h u a in r e a l s t r e am w e r e

s t u d ied in th e p r e s e n t p a p e r ,

w h ieh m a in ly r e v iew e d th e in flu e n e e o f the Po s itio n in p r o s o die

ph r a s e ,

br e a k le v e l a n d n e ig hbo r to n e
.

T he r es u lt s in die a t e d tha t p it eh w a s m ain ly in flu e n e ed

by th e p r o s o d ie p o sitio n a n d n eig hb o r t o n e
.

T h e p r o s o die p o s itio n a ffe e te d th e he ig h t o f

to n e ,

fr o m th e in itia l o f p r o s o d ie p hr a s e t o th e fin a l
, th e Pit eh e s a ll d e e lin e d

.

N eig hb o r to n e

a ffe e t e d the he a d- to n e o r t a il
一
t o n e

.

T he r e w a s p r o s o d ie p e a k in e o n t o u r o f p r o s o d ie w o r d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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