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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语使动词缀的形态学定位

王海波

摘要：本文的目的是根据 Stump（1998）提出的 5 条标准来确

定满语使动词缀的形态学定位。满语的使动词缀是派生词缀而不是

屈折词缀，主要因为以下两点原因：（1）满语的使动词缀在语义上

不规则，既可以表达操作使动，也可以表达指示使动，并且表达哪

一种使动由词基决定。（2）满语的使动词缀并不对进一步的派生封

闭所在词，即，满语的使动词缀的外侧可以附加派生词缀（名词化

词缀 -ku/-qu 或名词化词缀 -n）。

关键词：满语 使动 屈折 派生

作者简介：王海波，男，东京大学博士（2018 年），岭南师范

学院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语音学、音系学、形态  学。

一、绪  论

满语是一种满—通古斯语言。满语书面语 a是中国清朝官方使用的满语。

满语的现代方言包括黑龙江省的数十位满族老人所使用的三家子方言和黑河

方言以及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等地的锡伯族所使用的

锡伯方  言。

满语的使动词缀的形式、语义和句法功能在很多先行研究中都有记述，

a  满语书面语最常用的转写是穆林德夫转写，本文所使用的满语书面语转写以音系理论为

依据，将穆林德夫转写作出了如下两处变动：一、将满语书面语的古典 u 和 ū 视为同一

音位，使用同一符号（u）。二、将软腭音（k， g， x）和小舌音（q， ɢ， χ）视为不同音位，

使用不同符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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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关于满语的使动词缀是屈折词缀还是派生词缀这一问题，先行研究中并

未进行充分讨论，因此本文将依据 Stump（1998）所提出的屈折和派生的区

别标准来对满语中的使动词缀的形态学定位进行分析。本文中所涉及的满

语现代方言的资料皆为笔者田野调查中所采集。a此外，满语书面语和现代

方言中，各自的使动词缀和被动词缀的形式相同，本文只讨论使动词缀的 

情  况。

二、满语使动词缀的形式

满语书面语的使动词缀 {-bu} 有 -bu 和 -mbu 两种变体。变体 -bu 的例子

比如 χula-bu-mbi“使读”（读—使动词缀—未完整体词缀）。变体 -mbu 的例子

比如 dosi-mbu-mbi“使进入”（进入—使动词缀—未完整体词  缀）。

锡伯方言的使动词缀 {-we} 主要有 -we 和 -wu 两种变体。b在多数母语

者的发音中，当词基最末尾的元音是非圆唇元音时，使动词缀以 -we 的形式

出现，比如 χula-we-mi ［χʊlaˈvɨm］“使读”（读—使动词缀—未完整体词缀）中，

词基 χula- 最末尾的元音是 a，该元音是非圆唇元音，后面的使动词缀是 -we，

使动词缀中的元音 e 也是非圆唇元音。当词基最末尾的元音是圆唇元音时，

使动词缀以 -we 或 -wu 的形式出现，比如 bu-we-mi ［buˈvɨm］ ～ bu-wu-mi 

［buˈvum］“使给”（给—使动词缀—未完整体词缀）中，词基 bu- 最末尾的元音

是 u，该元音是圆唇元音，后面的使动词缀是 -we 或 -wu，使动词缀中的元音

可以是非圆唇元音 e，也可以是圆唇元音 u。c

三家子方言和黑河方言的使动词缀 {-bu} 都只有 -bu 一种变体，使动

a  现代方言中的锡伯方言的音位和音位变体如下：/p/ ［p（ʰ） ］， /b/ ［b ～ p（ʰ） ］， /m/ ［m］，  
/f/ ［f］， /t/ ［t（ʰ） ］， /d/ ［d ～ t（ʰ） ］， /n/ ［n ～ ɲ］， /s/ ［s ～ z ～ ɕ ～ ʑ］， /š/ ［ʂ ～ ʐ］， /c/ ［ʈ͡ ʂ（ʰ） 
～ t͡ɕ（ʰ） ～ ʂ ～ ɕ］， /j/ ［ɖ͡ʐ ～ d͡ʑ ～ ʈ͡ ʂ（ʰ） ～ t͡ɕ（ʰ） ～ ʂ ～ ɕ］， /l/ ［l ～ ɹ ～ ɭ］， /r/ ［ɾ ～ r］， /k/ ［k
（ʰ） ～ q（ʰ） ］， /g/ ［ɡ ～ k（ʰ）］， /ŋ/ ［ŋ ～ ɴ］， /x/ ［x ～ ɣ］， /q/ ［q（ʰ） ～ χ］， /ɢ/ ［ɢ］， /χ/ ［χ 
～ ʁ］， /N/ ［◌̃ ～ n ～ m ～ ŋ ～ ɴ ～ ɲ］， /y/ ［j］， /w/ ［v ～ ʷ ～ ʋ ～ w ～ f］， /i/ ［i］， /u/ ［u ～ ʊ ～ 
y］， /e/ ［ɜ ～ ɤ ～ ɯ ～ ɨ］， /a/ ［a ～ ɛ］， /o/ ［ɔ ～ ø ～ œ］ （详见王海波 2018）。另外，文中使

用的“↑”是一种语调（intonation）符号（参见久保等 2011： 12），例句中的“=”是附

着语素（clitic）的分界线，“-”是词缀的分界 线。

b  一部分母语者还有 -wewe 等变 体。

c  锡伯方言使动词缀中的元音和词基最末尾的元音之间的这种圆唇性的同化，其范围只限

于临近音节，这种现象，按照 Anderson（1980）的术语，属于 metaphony。关于这一现

象的进一步讨论，参见王海波（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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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缀中的元音的圆唇性不会受到词基最末尾的元音的圆唇性的影响。以三

家子方言为例，前述锡伯方言的 χula-we-mi ［χʊlaˈvɨm］“使读”和 bu-we-

mi ［buˈvɨm］ ～ bu-wu-mi ［buˈvum］“使给”在三家子方言中的同源词分别

是 xola-bu-mi ［χɔlaˈbuːmje ～ χɔlaˈbum］ 和 bu-bu-mi ［puˈbuːmje ～ puˈbum］。

xola-bu-mi 中，词基是 xola-，词基最末尾的元音是 a，该元音是非圆唇元音。

bu-bu-mi 中，词基是 bu-，词基最末尾的元音是 u，该元音是圆唇元音。这两

种词基后面附加的使动词缀都是 -bu。

三、屈折词缀和派生词缀的区别标准

屈折（inflection）和派生（derivation）的本质区别是：屈折给出同一词

位（lexeme）的不同词形（word-forms），而派生给出的则是新的词  位。

屈折和派生可以有多种形态手段来实现，如果是用词缀的手段来实现的

话，那么用于屈折的词缀被称为屈折词缀，用于派生的词缀则被称为派生词

缀。比如满语书面语中 je-ke“吃了”（吃—完整体词缀）的 -ke“完整体词缀”

是屈折词缀，而 je-ku“粮食”（吃—名词化词缀）的 -ku“名词化词缀”是派

生词缀。在词的内部，屈折词缀所附着的主体部分，即同一词位的不同词形

的共有部分，被称为词干（stem），而屈折词缀所附着的主体部分和派生词缀

所附着的主体部分都可以被称为词基（base）（Spencer 1991： 461）。

关于在实际操作中如何界定某个词缀是屈折词缀还是派生词缀，Stump

（1998： 14—18）给出了 5 条标准。结合 Stump（1998）给出的标准以及其他

相关研究中所提到的观点和例子，可总结如  下：

标准 1：关于词位的语义或词性是否发生改变的标准（the criterion of 

change in lexical meaning or part of speech）：加派生词缀后，词位的语义或

词性可能会发生改变；加屈折词缀后，词位的语义或词性不会发生改变。比

如 Stump （1998）提到，英语的 singer 中的 -er 是派生词缀，singer 和 sing 词

性不同；而 singers 中的 -s 是屈折词缀，singers 和 singer 词性相同。不过也

有加派生词缀后词位的语义或词性不发生改变的例子，Stump （1998）举出了

read/re-read 等例  子。

标准 2：关于是否由句法环境所确定的标准（the criterion of syntactic 

determination）：句法环境要求词位以某个屈折形式（paradigm 中的某个形

式）出现，而不是要求该词位以某个派生形式出现，即句法环境所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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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语使动词缀的形态学定位  125

是某个屈折形式，而不是某个派生形式。比如，Stump （1998）提到英语中

的“They have *sing/*sings/*sang/sung/*singing several sea shanties” 中， 句

法环境确定了 {sing} 这个词位的屈折形式 sung；另一方面，“a singer/fan of 

sea shanties”中的 singer 可以由 fan 代替，{-er} 这个形态素不是由该句法

环境所决定的，这里的 -er 是派生词缀。Bauer（1983： 27）举出过类似的例

子：在“He always kisses his mother good night.”这句话中，含有第三人称

单数词缀的 kisses 不能被 kiss 所替代，该词缀属于屈折词缀；在“The writer 

received a well-earned prize”这句话中含有名词化词缀的 writer 可以由 boy

所替代，该词缀属于派生词缀。然而这一标准也存在不适用的例子，比如 

Bauer（1983： 24）指出：“They walked home from school.”中的 walked 可以

被 walk 替代（有语义的不同），但是英语中的过去时词缀是屈折词缀而不是

派生词  缀。

标准 3：能产性的标准（the criterion of productivity）：总的来说，屈折

比派生的能产性高。比如，英语中任何一个可数名词都有复数屈折形式；但

并不是所有形容词都可以有动词化派生形式，Stump （1998）提到 hard 和

deaf 都可以加上动词化派生词缀 -en，分别构成 harden 和 deafen，但 cold 和

brave 不能通过同样的派生词缀构成 *colden 和 *braven。不过也存在能产性

很高的派生词缀，比如 Bauer（2003： 73—74）提到英语中的派生词缀 -able

的能产性很高。另外，有些动词也会有屈折形式空缺的情况，比如 Stump

（1998）提到法语的 frire 等动词缺少很多屈折形  式。

标准 4：语义规则性的标准（the criterion of semantic regularity）：屈折

词缀的语义是规则的，但派生词缀的语义经常是不规则的。比如，英语中表

示第三人称单数现在时词缀是屈折词缀，无论是 sings 中的 -s 还是 likes 中

的 -s，其语义都是一样的。与之相对地，英语的动词化词缀 -ize 是派生词缀，

其具体语义则因不同词基而不同，比如 Stump（1998）提到 winterize 的意

思是“给～安装御寒设备准备过冬”，hospitalize 的意思是“送～入院治疗”，

vaporize 的意思是“蒸发或使～蒸发”。不过也存在语义相对较规则的派生词

缀，比如英语的派生词缀 -able 的语义相对较规  则。

标准 5：“关闭”标准（the criterion of closure）：绝大多数情况下，屈

折词缀存在于派生词缀的外侧，也就是说，屈折词缀的外侧很难附加派生词

缀。所谓“关闭（closure）”，即，加上屈折词缀后就关闭了派生的大门，不

能再进行派生。Stump（1998）提到，英语中不存在 *socksless 这样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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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socks 的 -s 是屈折词缀，它关闭了派生的大门，不能再附加派生词缀，

而 -less 是派生词缀。实际上关于“屈折词缀存在于派生词缀的外侧”这一

点，很多先行研究有提及，除了 Stump（1998）以外，还有比如 Greenberg

（1966： 93）也提到：派生词缀总是出现在词根和屈折词缀之间；早田輝洋

（2008： 7—8）也提到：以屈折词缀结尾的单词构成词干，在其后面出现派生

词缀，这种现象是很难发生的，比如英语和德语中的“少年时期”分别可以

说 boy-hood、Kind-heit，却不能说 *boy-s-hood 和 *Kind-er-heit。然而“屈

折词缀存在于派生词缀的外侧”这一点并不是没有例外的，在下面这些例子

中，屈折词缀都出现在派生词缀的内侧：英语的 report-ed-ly（Bauer 2003： 

100）、德语的 Kind-er-chen“孩子—复数词缀（屈折词缀）—指小词缀（派生

词缀）”（Bloomfield 1933： 226）、荷兰语 held-en-dom“英雄—复数词缀（屈

折词缀）—表示性质的词缀（派生词缀）”（Booij 1996： 1—15）、威尔士语的

merch-et-os“女孩—复数词缀（屈折词缀）—指小词缀（派生词缀）”（Robins 

1964： 261）、Athapaskan 语的 ʔach-é-cho“雪鞋—所属词缀（屈折词缀）—指大

词缀（派生词缀）”（Rice 1987： 83）等。不过总体上说，这样的例外是非常

罕见的，绝大多数情况下，屈折词缀的外侧不会出现派生词缀。a

四、满语使动词缀的形态学定位

本章将以第 3 章的 5 条标准为依据来对满语中的使动词缀的形态学定位

进行分  析。

（一）依据标准 1 的分析

根据第 3 章的标准 1 可知，加屈折词缀后，词性不会有变化；但加派生

词缀后，词性既可能有变化，也可能没有变化。也就是说，如果加词缀后词

性未发生变化，那么该词缀既可能是屈折词缀，也可能是派生词缀；但如果

加词缀后词性发生变化，那么该词缀则只可能是派生词缀。满语的使动词缀

的附加并不会导致词性的变化，加使动词缀前和加使动词缀后都是动词，比

如锡伯方言的 χula-“读”是动词，加上使动词缀后的 χula-we-“让～读”依

a  Booij（1996： 1—15）将屈折分为文脉屈折（contextual inflection）和固有屈折（inherent 
inflection），并指出可以出现在派生词缀内侧的屈折词缀只有固有屈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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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动词。因此，单从标准 1 无法确定满语的使动词缀是屈折词缀还是派生

词  缀。

（二）依据标准 2 的分析

根据第 3 章的标准 2 可知，派生词缀的附加不是由句法环境所要求的

（即含有该派生词缀的形式可以被不含该派生词缀的形式所替代）。满语中由

使动词缀所构成的使动，属于形态使动（morphological causative），然而满

语的使动不仅有形态使动，还有词汇使动（lexical causative）（王海波 2011： 

338—343），也就是说，词汇使动可以在不附加使动词缀的情况下表达使动的

含义。在一个具体的句法环境中，一个含有使动词缀的形式可以被词汇使动

所替代，比如，锡伯方言中有下面的例  句。

（1） bi  tere   nimaχe=we     bece-we-xe=i

  ［bi  tʰɨɾ    ɲimaʁɨf    bɨʈ͡ ʂʰɨvɣɨj］

  我  那个  虫子 = 宾格  死—使动—完整体 = 情 a

  “我把那只虫子弄死  了。”

（2） bi    tere    nimaχe=we   wa-χe=i

  ［bi  tʰɨɾ     ɲimaʁɨf         vaːʁɨj］

  我   那个  虫子 = 宾格  杀—完整体 = 情态

  “我杀了那只虫  子。”

通过上面的例句可知，形态使动 bece-we-“让～死，把～弄死”（死—使动

词缀）可以被词汇使动 wa-“杀”所替代，不会产生句法问题。例句（1）中

的 bece-we- 可以替换为 wa-，即例句（2）。因此根据标准 2，这里的使动词

缀显示出是派生词缀的性  质。

然而另一方面，正如第 3 章中也提到的，标准 2 也存在不适用的例子，

比如 Bauer （1983： 24）提到的这个例子：“They walked home from school.”

中的 walked 可以被 walk 替代（有语义的不同），但是英语中的过去时词缀是

屈折词缀而不是派生词缀。也就是说，仅以“bece-we- 可以被 wa- 替代”为

根据来主张“满语的派生词缀是派生词缀”是不充分的，因此需要继续依据

其他标准来进行分  析。

a  关于锡伯方言中 =i 和 =ŋe 这两个表达情态的附着语素（clitics），児倉（2018）有详尽的

记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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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据标准 3 的分析

根据第 3 章的标准 3 可知，屈折词缀比派生词缀的能产性高，但也存在

能产性很高的派生词缀，比如 Bauer（2003： 73—74）提到在英语的及物动词

词基后附加的 -able 是一个能产性很高的派生词缀，甚至连新出现的及物动词

都可以附加这个词缀，因此无法尽数罗列出以 -able 为派生词缀的所有的词。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词缀的能产性很高，那么虽然它很可能是屈折词缀，但

也不能排除派生词缀的可能。满语的使动词缀的能产性很高，所以从这一点

上说，它可能是屈折词缀，但也有可能是像 Bauer（2003）所提到的 -able 那

样的能产性很高的派生词缀。也就是说，仅根据标准 3 很难判断满语的使动

词缀是屈折词缀还是派生词  缀。

另外，满语的使动词缀虽然能产性很高，但是并非满语中所有的动词后

面都可以附加使动词缀。锡伯方言的动词 dulu- 除了“通过，经过”的意思

以外还有助动词的用法，表示经历，即“～过，有过～经历”的意思。比如下

面的例句（3）中的 dulu- 所表达的是经历，即“～过”。

（3） tere jaqe   ɢulja=de    gene-me           dulu-xe=yi

   ［tʰɨɾ ɖ͡ʐaqʰ  ɢʊɭɖ͡ʐat     ɡɨnɨm             duɹɣɨj］

  他    伊宁 = 与格  去—未完整体连用  过—完整体 = 情态

  “他去过伊  宁。”

用于助动词表示经历的 dulu- 后面不能附加使动词缀。比如下面这个句

子试图表达“我使他有了去过伊宁的经历了”，但是下面这个句子笔者调查的

多名母语者均不接  受。

（4） *bi     tere jaqe=we   ɢulja=de     gene-me             dulu-we-xe=yi

  * ［bi  tʰɨɾ ɖ͡ʐaqʰɨf  ɢʊɭɖ͡ʐat       ɡɨnɨm                  duluvɣɨj］

  我    他 = 宾格      伊宁 = 与格   去—未完整体连用 过—使动—完整体 = 情态

  intended meaning：“我使他有了去过伊宁的经历  了。”

不过，也不能以“存在不能附加使动词缀的助动词”为依据来认定该使

动词缀不是屈折词缀而是派生词缀。正如 Stump （1998： 16）也提到的，有些

动词也会有屈折形式空缺的情况。也就是说，仅凭标准 3 无法确定满语的使

动词缀是屈折词缀还是派生词  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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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据标准 4 的分析

根据第 3 章的标准 4 可知，屈折词缀的语义是规则的，而派生词缀的语

义经常是不规则的，但也存在语义规则的派生词缀。因此，如果一个词缀的

语义是规则的，那么虽然它很可能是屈折词缀，但是也有派生词缀的可能；

如果一个词缀的语义是不规则的，那么它是派生词  缀。

Song（2001： 277）对使动结构进行了多种分类，其中一种分类是以语义

学的因素为标准将使动分为操作使动（manipulative causation）和指示使动

（directive causation）。操作使动中，使动者（causer）通过主动地对被使动

者（causee）采取某行动来造成使动的结果；指示使动中，使动者口头上对

被使动者发布指示 / 命令，由被使动者执行该指示 / 命令的内容来实现使动的

结  果。

满语的使动词缀根据不同词基所表达的使动的种类不同，有些词基后面

加上使动词缀时表达的是操作使动，有些词基后面加上使动词缀时表达的则

是指示使  动。

加上使动词缀时表达操作使动的词基相对较少，下面这个例子属于这种

情  况。

（5） eni’=ni↑       χaχeji=de    utku=we     utu-we-me                    bu-xe=yi

  ［ɨɲiɲiː          χaʁɨd ͡ʑit      utkʰuf          utʰuvɨm                        buːɣɨj］

  妈妈 = 主题  儿子 = 与格   衣服 = 宾格   穿—使动—未完整体连用  给—完整体 = 情态

  “妈妈给儿子穿上了衣  服。”

上句中的 utu-we-“给～穿”是由 utu-“穿”附加使动词缀构成的。上句

的意思并不是使动者（妈妈）发布“穿”的指示 / 命令让被使动者（儿子）

来穿衣服，而是使动者（妈妈）主动采取“给儿子穿衣服”这一行动。这是

使动者主动采取行动造成的使动，而不是使动者发布命令的使动，因此是操

作使动，而不是指示使  动。

操作使动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子，比如：gele-we-“吓唬”（害怕—使动

词缀）、ta-we-“给～看”（看—使动词缀）、taqe-we-“介绍”（认识—使动词 

缀）等。

加上使动词缀时表达操作使动的词基相对较多，下面这个例子属于这种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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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i  tere jaqe=we  gene-we-xe=i

  ［bi   tʰɨɾ ɖ͡ʐaqʰɨf     ɡɨnɨvɣɨj］

  我  他 = 宾格     去—使动—完整体 = 情态

  “我让他去  了。”

上句中的 gene-we-“让～去”是由 gene-“去”附加使动词缀构成的。上

句中的使动者（我）只是在口头上对被使动者（他）发布了指示 / 命令，由

被使动者（他）执行该指示 / 命令的内容来实现使动的结果，因此不是操作

使动，而是指示使  动。

使动可以以语义学的因素为标准分为上述操作使动和指示使动，还

可以以形态学的因素为标准分为词汇使动（lexical causative）、形态使动

（morphological causative） 和 句 法 使 动（syntactic causative）（Song 2001： 

260）。a另外，Song（2001： 278）还提到了使动的语义分类和形态分类的

普遍性的对应关系：词汇使动、形态使动、句法使动构成一个体现使动的谓

语和使动结果的谓语的融合程度的排行，在这个排行中，词汇使动在最左

端，句法使动在最右端，并且在这个排行中，操作使动倾向向左，而指示

使动倾向向右。Song（2001： 278—279）根据 Hinton （1982： 354—355）和

Shibatani （1976： 33—34）的先行研究举出了 Mixtec 语和日语的例子如  下。

表 1 Mixtec 语使动的语义分类和形态分类的对应（根据 Song 2001： 279； Hinton 1982： 354—355）

形态分类

语义分类
词汇使动 形态使动 句法使动

操作使动 +（e.g. s-ké “Feed him.”）

指示使动 +（e.g. sáʔà hà nà kee “Make him eat.”）

表 2 日语使动的语义分类和形态分类的对应（根据 Song 2001： 279； Shibatani 1976： 33—34）

形态分类

语义分类
词汇使动 形态使动 句法使动

操作使动 +（e.g. ugokas- “move...”）

指示使动
+（e.g. taore-sase-

“make... fall down”）

a  对使动结构形态分类的先行研究，除了 Song （2001： 260）以外还有 Shibatani （1976： 
2—3）、Comrie （1981=1989： 160—161）、Dixon （2000： 33—34）、Shibatani & Pardeshi 

（2002： 103—10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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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面两表可以看出在“词汇使动—形态使动—句法使动”这个排列中

操作使动比指示使动倾向靠左侧。下表是满语锡伯方言的情况，也不违背这

一对应原  则。

表 3 满语锡伯方言使动的语义分类和形态分类的对应

形态分类

语义分类
词汇使动 形态使动 句法使动

操作使动 +（e.g. wa-“杀”） +（e.g. utu-we-“给～穿”）

指示使动 + （e.g. gene-we-“让～去”）

不过，满语锡伯方言的例子中有操作使动和指示使动在形态使动中“重

叠”的部分 a，即，操作使动和指示使动都可以用形态使动来表达。也就是

说，使动词缀 -we 既可以表达操作使动，又可以表达指示使动，并且使动词

缀 -we 所表达的是操作使动还是指示使动，是由使动词缀前的词基所决定的，

有的词基加使动词缀 -we 表达操作使动，有的词基加使动词缀 -we 表达指示

使动。因此从这一点来看，很难说满语的使动词缀的语义是规则的。由第 3

章的标准 4 可知，屈折词缀的语义是规则的，其含义不会因词基而异。因此，

很难说使动词缀是屈折词缀。也就是说，根据标准 4 可以知道满语的使动词

缀显示的是派生词缀的性  质。

（五）依据标准 5 的分析

根据第 3 章的标准 5 可知，绝大多数情况下，屈折词缀的外侧不能再附

加派生词缀，而派生词缀的外侧则可以再附加派生词缀。因此，如果一个词

缀的外侧可以再附加派生词缀，那么这个词缀很可能是派生词  缀。

满语的使动词缀的外侧是可以附加派生词缀的，笔者在满语书面语的词

典（清代满语书面语的词典《五体清文鉴》b及胡增益 2020 年的《新满汉大

词典》等）中发现很多使动词缀的外侧附加名词化词缀 -ku/-qu 或名词化词

a  Song （2001： 279）没有提到日语操作使动和指示使动在形态使动中“重叠”的情况，

即，没有提到形态使动表达操作使动的情况。实际上日语的形态使动除了表达指示使动

以外，也有表达操作使动的可能，比如，笔者通过对日语母语者的调查得知：hak-ase-
是形态使动，但既可以表达“给～穿［裤子鞋子裙子等］”（此时为操作使动），又可以

表达“让～穿［裤子鞋子裙子等］”（此时为指示使 动）。

b  《五体清文鉴》的具体资料用的是田村等（1966—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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缀 -n 的例子如  下。

表 4 满语书面语使动词缀的外侧附加名词化词缀 -ku/-qu 的例子

（i） aca-bu-qu“迎合人的 人” < aca-“合”+ -bu + -qu

（ii） da-bu-qu“火盆；香炉；小 灯” < da-“（火）烧着” + -bu + -qu

（iii） deye-bu-ku“风 筝” < deye-“飞”+ -bu + -ku

（iv） do-bu-qu“架鹰的架 子” < do-“（鸟等）停（在某处）”+ -bu + -qu

（v） eye-bu-ku“顺流放下去的东 西” < eye-“流”+ -bu + -ku

（vi） kekse-bu-ku“如意（器具 名）” < kekse-“称心如意”+ -bu + -ku

（vii） ta-bu-qu“挂钩；扣环；钌 铞” < ta-“勾”+ -bu + -qu

（viii） taci-bu-qu“清代的一种教 员” < taci-“学习”+ -bu + -qu

（ix） ure-bu-qu“私 塾” < ure-“熟”+ -bu + -qu

（x） χafu-mbu-qu“翻译 官” <χafu-“通”+ -mbu + -qu

（xi） χuwaša-bu-qu“庠（古代的学 校）” <χuwaša-“成长”+ -bu + -qu

表 5 满语书面语使动词缀的外侧附加名词化词缀 -n 的例子

（i） aitu-bu-n“救 助” <aitu-“复活”+ -bu + -n

（ii） ulxi-bu-n“通知，布告，诰” <ulxi-“领悟” + -bu + -n

通过上面的例子可知，满语的使动词缀的外侧是可以附加名词化词

缀 -ku/-qu 或名词化词缀 -n 的，并且例词并不罕见。名词化词缀 -ku/-qu 和

名词化词缀 -n 都可以让动词词基成为名词，即，名词化词缀的附加改变了词

基的词性，所以根据第 3 章中提到的标准 1，名词化词缀 -ku/-qu 和名词化词

缀 -n 都属于派生词缀。表 4 和表 5 的例子中的词都是在使动词缀的外侧附加

这两种名词化词缀的，而这两种名词化词缀又是派生词缀，也就是说，满语

的使动词缀的外侧是可以附加派生词缀的。根据第 3 章中提到的标准 5 可知，

如果一个词缀的外侧可以附加派生词缀，那么这个词缀很可能是派生词缀。

因此，根据标准 5 以及表 4 和表 5 中的例子可知，满语的使动词缀体现的是

派生词缀的性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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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语

本文根据屈折和派生的 5 条区别标准对满语使动词缀的形态学定位进行

了分  析。

根据标准 1，加屈折词缀不会引起词性变化；加派生词缀可能会引起词

性变化，也可能不会引起词性变化。因此，引起词性变化的词缀是派生词缀；

不引起词性变化的词缀既可能是屈折词缀，也可能是派生词缀。满语的使动

词缀不会引起词性的变化，所以无法根据这条标准来判断满语的使动词缀是

屈折词缀还是派生词  缀。

根据标准 2，屈折词缀的附加是由句法环境所要求的，因此在具体句法

环境中含有该屈折词缀的词不能用不含该屈折词缀的词所替代；派生词缀的

附加不是由句法环境所要求的，因此在具体句法环境中含有该派生词缀的词

不能用不含该屈折词缀的词所替代。满语中含有使动词缀的形式不是由句法

环境所要求的，所以就这条标准而言，满语的使动词缀所体现的性质更接近

派生词缀的性质。不过因为这条标准也有不适用的情况，所以仍需要同时参

考其他标  准。

根据标准 3，屈折词缀比派生词缀的能产性高，但也存在能产性很高的

派生词缀。因此，如果一个词缀的能产性很高，那么虽然它很可能是屈折词

缀，但是也有派生词缀的可能。满语的使动词缀的能产性很高，所以无法根

据这条标准来判断满语的使动词缀是屈折词缀还是派生词  缀。

根据标准 4，屈折词缀的语义是规则的；派生词缀的语义经常是不规则

的，但也存在语义规则的派生词缀。因此，如果一个词缀的语义不规则，那

么它是派生词缀。满语中的使动词缀的语义根据不同词基而不同，有的词基

加使动词缀表达操作使动，有的词基加使动词缀表达指示使动，可见满语的

使动词缀的语义是不规则的，所以就这条标准而言，满语的使动词缀体现的

是派生词缀的性  质。

根据标准 5，屈折词缀的外侧很难再附加派生词缀；派生词缀的外侧则

可以再附加派生词缀。因此，如果一个词缀的外侧可以再附加派生词缀，那

么这个词缀很可能是派生词缀。满语的使动词缀的外侧可以附加派生词缀

（名词化词缀 -ku/-qu 或名词化词缀 -n），所以就这条标准而言，满语的使动词

缀体现的是派生词缀的性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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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通过标准 1、标准 2 和标准 3 很难判断满语的形态学定位是

使动词缀是屈折词缀还是派生词缀，但通过标准 4 和标准 5 可知，满语的使

动词缀的性质比起屈折词缀的性质，更接近派生词缀的性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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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rphological Status of the Causative Suffix in Manchu

Wang Haibo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aims of determining the morphological 

status of causative suffix in Manchu based on the five criteria mentioned by 

Stump （1998） . The causative suffix in Manchu is a derivational suffix rather than 

an inflectional one， mainly because of two reasons： Firstly The causative suffix 

in Manchu is not semantically regular. it may be used to express a manipulative 

causation or a directive causation， the choice of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 base. 

Secondly the causative suffix in Manchu does not close words to the further 

derivation， i.e.， it can be followed by another derivational suffix （the noun-

forming suffix -ku/-qu or the noun-forming suffix -n） .

Keywords: Manchu； causative； inflection； der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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