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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尔语格范畴的普遍语法研究》

内容概要

格范畴是语言形态句法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的基本概念,从古代零散的语文学总结到近现代语言学的系统
理论,对此都有不同程度的关注和阐发。本文主要利用形式句法理论对某一理想化的句法模型进行结构
解析,又利用语言类型学理论对基于多种语言材料而发掘出的种种相关语法现象进行归纳提炼,以迄今
最为古老的书面语言——苏美尔语为主线将这种普遍语法的研究模式作一尝试性的系统发挥。
以往的苏美尔语语法研究,都是在结构主义框架之下对苏美尔语楔文文献提供的语言材料进行全面描写
的结果,这为本文的解释性研究提供了相当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本文的研究只涉及苏美尔语名词的
格范畴,集中考察的是苏美尔语通格、作格、属格这三个格位。
通格是苏美尔语中无标的基本格位,在该语言的基本句法结构中只充任内论元。由此引发对系词、存在
动词、自发动词、复合动词、小句套合等一些语法热点问题的普遍性考察,其中最核心的是在区分专任
和兼任自发动词的基础上,将自发动词解析为非宾格动词兼并其内论元的结果。
作格可算得上是苏美尔语的标志性格位。我们在详尽考察了中文“作格”术语的译介历史之后、在普
遍语法的框架内对苏美尔语的作格进行了细致的探讨:描述了苏美尔语作格的结构特征,提出苏美尔语
作格在限定动词链上所参与的双重人称呼应实际上是普遍的作格人称呼应的一种简单加合形式——在
此基础上重新给出普遍意义上的动词及物性分类系统;认为苏美尔语代词带有作格标记的主语形式是作
格标记在一定条件下衍推开来的惯性结果;又在分析某些人称特殊的语气形态基础上指出诸如劝勉式、
命令式等不应纳入作格性的考察范围,苏美尔语作格性的分裂除了VP方面之外还有在NP方面的体现;最
后逐一考察作格标记和具格、属格、位格、与格标记趋同的归并情况,指出苏美尔语的作格归并属于作
格标记和与格标记趋同这种相对并不常见的模式,继而提出作格和夺格标记归并的概念并基于此简单讨
论了汉语“由”字句的某些特征。
属格是苏美尔语中变化形式最为多样的格位。本文由简到繁逐一剖析了各种属格结构,指出了出现频率
相对不高的前置属格结构其实正是普通属格结构的基本形式,后者实际上是前者在一定条件下通过句法
层面的移位而产生的。外展领属结构是新近才有所揭示的苏美尔语的一种属格结构,本文在句法层面将
其构成形式从属格结构基本模式中推演了出来,再参照多种语言材料初步分析了属格可分性层级的普遍
意义。属格的特征还制约了苏美尔语反身代词的句法性质,也制约着关系结构的句法体现,这里初步区
分了苏美尔语关系结构中名物化和关系化的不同,以多语种材料为背景给出了关系化结构提取NP格短
语的层级序列。
对似格和方位格的考察因为时间和资料的局限未能完全展开。本文只是在描述似格特征的基础上初步
剖析了似格的句法位置、介绍了其平比内涵的类型学背景、附带指出所谓副词格的构词成分性质(而不
宜划归格助词)。其他充任附加语的各个格位在方位格的名义之下暂时得以统一处理,本文比较集中地
剖析了苏美尔语以格助词为中心的虚词所形成的复合结构,再从语法学中的三个热点话题——使役结构
、受益结构和受损结构方面凸显苏美尔语方位格的类型学价值,指出了苏美尔语使役结构中与格助词和
向格助词的基本属性,以轻动词为核心归并了使役结构和受益结构的句法类型,将受损结构中表达夺事
的苏美尔语诸格位进行了归纳并讨论了夺事形态句法表现的类型学意义。
本书对苏美尔语格范畴的探讨以格位为中心,相应的句法分析往往辅以类型学的背景,从而使基于苏美
尔语的考察结果向语法的普遍性方向趋近;从这个角度上说,苏美尔语也不失为一种体现不少语法特征
原始表现的模式语言,非常值得普遍语法研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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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均（1974年5月- ），语言研究学者和历史文化学者，生于四川江安，现任教于西南交通大学。唐均
先生通晓英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等多门外语，并通晓满文、梵文、西夏文、女真文等多门少数
民族文字和现已消亡的文字，在当代中国语言学界占有重要位置。
唐均出生清贫，且天生白化病 ，视力欠佳，但自幼聪颖好学。1990年入读四 川省江安中学，成绩优秀
。1993年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大学期间选修俄语、法语、阿拉伯语等课并
取得优异成绩。此外还自学了满文、梵文、西夏文、女真文等语言。
1994年，他了解到清代大量文献为满文记载，目前满文却是一种正在消亡的语言，具有重要价值的满
文文献无人问津，于是从大语种转向稀缺的小语种。满文是他自学的第一种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学习
梵文时，因中国国内缺乏教材，求助东方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获赠季新近翻译的《梵文基础
读本》。学习西夏文时，教材难得，后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史金波处获赠西夏文学习
教材。学习女真文时，条件更乏；女真文是一种死文字，既无人讲，也缺乏文字教材；于南大图书馆
百般寻觅终得一本《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凭着繁琐难解的考证，整理出语法、词法规律，并用寒假
一月得时间编出一本收有500多个词汇的女真文小词典；三个多月后，已能通读女真文文献。
唐均大学时代的日记，有英、法、德、日、阿拉伯、印地文等16种文字，其中中文多有繁体汉字文言
文。
1997年，从南京大学毕业，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特别录取，师从于西夏学专家史金波教授。
即将留学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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