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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们写作这本书的想法最早酝酿于 ２０２０ 年。当时，我们积累了大量汉

语学界关于语言类型学的最新成果和资料。在此基础上，我们立意撰写一

部与国内和国际上的同类著作相比，有自身鲜明特色的类型学著作。

本书侧重于对每一类我们考察的语言现象，都确定一种跨语言间存在

变异的逻辑变量。例如，句法上的可能词序或者词法上的词缀类型在语言

间存在变异，此两种现象对应于名目变量。句法格（如主格、宾格、与格、斜

格等）组成层级性的次序变量。语法性别的数量或者量词的数量构成等距

变量。辅音库存和元音库存构成等比变量。

着重考察了变异的来源之后，我们在此基础上系统考察每一种可能的

语言类型，并对每一类型给出至少一门语言的例子予以说明和佐证。为做

到这一点，本书一共收集了 ５００ 余种语言的参考语法，引用了超过 ３３０ 种语

言的数据。可以认为，这一语言样本对全世界的语言来说是具备代表性的。

本书末尾列出了语言索引，将书中引用的语言以及其 ＩＳＯ ６３９ ３ 代码和类

型学 国家（地区）分类都一一罗列。

本书还注重做到对引入的概念在 １６ 个章节中互相协调与结合。比如，

第 ９章介绍了语法一致性关系，这一概念在第 １１ 章作为主要的技术手段用

于讨论量词分类。两章里的相关讨论互不重复，分别采用各自不同的视角。

本书除了提供语言索引以外，还提供了主题索引。书中用于对语言例子进

行行间标注的缩略语一部分根据莱比锡标注规则，一部分依托书中引用的

参考语法中的规范。

本书既面向研究人员，也面向学生。为方便读者检验效果，每一章都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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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练习。作者之一的马嘉思在撰写本书过程中得到了上海交通大学的资助

（项目编号 ＷＦ２２０８０９００３），对此致谢。我们还特别感谢上海交通大学人文

学院和汉语国际教育中心在出版过程中提供的额外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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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ＡＳＳ　 ＡｎｔｉＰａｓｓｉｖｅ ｖｏｉｃｅ

ＡＰＰ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ｅ

ＡＲ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ＳＳ　 Ａｓｓｅｒｔｉｖｅ

ＡＴＴＲ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

ＡＵＤ　 Ａｕｄｉｔｏｒｙ 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ＵＧ　 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ＡＵＸ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ＡＶ　 Ａｃｔｏｒ ｖｏｉｃｅ

Ｂ　 Ｄｉ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

ＢＣＬ　 Ｂａｒ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

ＢＥＮ　 Ｂｅｎｅｆａｃｔｉｖｅ

ＢＮ　 Ｂａｒｅ ｎｏｕｎ

ＣＡＵＳ　 Ｃａｕｓａｔｉｖｅ

ＣＡＵＳＡＬ　 Ｃａｕｓａｌ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ＣＥ　 Ｃａｕｓｅｅ

Ｃ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

ＣＬ１　 Ｎｏｕｎ ｃｌａｓｓ １



ｘｖｉ

ＣＮＳＱ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ＣＮ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ＣＯＭ　 Ｃｏｍ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

ＣｏｍｐＡＤＪ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Ｌ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ＣＯＮＣ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ｖｅ

ＣＯＮ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Ｊ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ＣＯＰ　 Ｃｏｐｕｌａ ｖｅｒｂ

ＣＯＵ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

ＣＯＶ　 Ｃｏｖｅｒｂ （ｐ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Ｐ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ｏｒｙ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ＣＲ　 Ｃａｕｓｅｒ

ＣＳＭ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ｓｔａｔｅ ｍａｒｋｅｒ

ＣＴＲＰ　 Ｃｅｎｔｒｉｐｅｔａｌ（向心的）

Ｄ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ＤＡ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ａｇｅｎｔ ｍａｒｋｅｒ

ＤＡＴ　 Ｄａｔｉｖｅ

Ｄ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ｄｅｉｘｉｓ

ＤＥＣＬ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Ｆ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ＤＥＧ　 Ｄｅｇｒｅｅ

ＤＥＭ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ＳＣ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ＤＩＭ　 Ｄｉｍｉｎｕｔｉｖｅ

ＤＩＲ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ａｓｅ，ｄｉｒｅｃｔ 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ＤＩＲ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Ｊ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

ＤＩＳＴ　 Ｄｉｓｔａｌ

ＤＩＳＴ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

ＤＯ　 Ｄｉｒｅ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

Ｄ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 ｍａｒｋｅｒ

ＤＯＵＨ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 ｉｎ Ｋａｍ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ＤＰ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Ｄ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ＤＵ　 Ｄｕａｌ

ＤＹ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ＣＴ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ｅｎｓｅ

ＥＧＯ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ＥｍＣｌ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

ＥＭＰＨ　 Ｅｍｐｈａｔｉｃ

ＥＰＩ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ＥＱ　 Ｅｑｕａｔ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

ＥＲＧ　 Ｅｒｇａｔｉｖｅ

ＥＸＣ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ＥＸＨ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ＥＸＩＳＴ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ｖｅｒｂ

ＥＸＰ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ｔｉ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

ＥＸＰ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Ｆ　 Ｆｅｍｉｎｉｎｅ ｇｅｎｄｅｒ

ＦＡ　 Ｆａｃｔｉｖｅ

ＦＡＭ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ＦＥＡＲ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 ｆｏｒ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ｆｅａｒｓ

ＦＩＮ　 Ｆｉｎｉｔｅ

ＦＯ　 Ｉｍ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ｆｏｒｃｅ

ＦＯＣ　 Ｆｏｃｕｓ

ＦＵＴ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ｅｎｓｅ

ＦＵＴ１　 Ｆｕｔｕｒｅ （ｖｅｒｙ ｎｅａｒ）

ＦＵＴ２　 Ｆｕｔｕｒｅ （ｎｅａｒ）

世界语言类型学



ｘｖｉｉ

ＦＵＴ３　 Ｆｕｔｕｒ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ＦＵＴ４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ａｒ）

ＦＵＴ５　 Ｆｕｔｕｒｅ （ｖｅｒｙ ｆａｒ）

ＦＶ　 Ｆｉｎａｌ Ｖｏｗｅｌ

Ｇ１　 Ｇｅｎｄｅｒ １

Ｇ１０　 Ｇｅｎｄｅｒ １０

Ｇ２　 Ｇｅｎｄｅｒ ２

Ｇ３　 Ｇｅｎｄｅｒ ３

Ｇ４　 Ｇｅｎｄｅｒ ４

ＧＥＮ　 Ｇｅｎｉｔｉｖｅ

ＧＥＴ　 ＧＥＴ ｒｅ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Ｈ　 Ｈｅａｄ

ＨＡＢ　 Ｈａｂｉｔｕ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

ＨＯＮ　 Ｈｏｎｏｒｉｆｉｃ

ＨＯＲ　 Ｈｏｒｉｚ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ＨＵＭ　 Ｈｕｍａｎ

ＩＭＰ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Ｆ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ＩＮＣＨ　 Ｉｎｃｈｏａｔｉｖｅ

ＩＮＣ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ＩＮ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ＩＮＤＥＦ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ＩＮＤＩＲ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Ｆ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ｏｒ Ｉｎｆｉｎｉｔｉｖｅ

ＩＮＦＥＲ　 Ｉｎ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ＧＲ　 Ｉｎ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ＩＮＳ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ｒ

ＩＮＳＴＲ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ＩＮＴ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Ｒ　 Ｉ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Ｖ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ＩＯ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ＲＲ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ｍｏｏｄ

ＬＮＫ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

ＬＯＣ　 Ｌｏｃａｔｉｖｅ

ＬＯＧ　 Ｌｏｇｏｐｈｏｒｉｃ ａｎａｐｈｏｒ

ＬＶ　 Ｌｏｃａｔｉｖ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Ｍ　 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ｅ ｇｅｎｄｅｒ

ＭＥＤ　 Ｍｅｄｉａｌ

ＭＩ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ｖｏｉｃｅ

Ｎ　 Ｎｏｕｎ ｏｒ Ｎｅｕｔｅｒ ｇｅｎｄｅｒ

ＮＡＮＩ　 Ｉｎａｎｉｍａｔｅ

ＮＡＵＤ　 ＮｏｎＡｕｄｉｔｏｒｙ 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ＮＥＧ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ＮＥ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ＮＦＵＴ　 ＮｏｎＦｕｔｕｒｅ ｔｅｎｓｅ

ＮＨＵＭ　 ＮｏｎＨｕｍａｎ

ＮＭＬＺ　 Ｎｏｍ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ＯＭ　 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ｖｅ

ＮＰ　 Ｎｏｕｎ ｐｈｒａｓｅ

ＮＰＳＴ　 ＮｏｎＰａｓｔ ｔｅｎｓｅ

ＮＱＵＯＴ　 ＮｏｎＱｕｏｔａｔｉｖｅ

ＮＳＩＴ　 Ｎｅｗ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ＮＵＭ　 Ｎｕｍｅｒａｌ

ＮＶＩＳ　 ＮｏｎＶｉｓｕ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Ｏ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ＢＪ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ＢＬ　 Ｏｂｌｉｑｕｅ

ＯＢＶ　 Ｏｂｖｉａｔｉｖ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ＣＯＭＰ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缩略语对照表



ｘｖｉｉｉ

ＯＦ　 ＯＦｏｃｕｓ

ＯＰＰ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ｓｉｄｅ

ＯＰＴ　 Ｏｐｔａｔｉｖｅ

ＰＡＲ　 Ｐａｒｔｉｔｉｖｅ

ＰＡＳＳ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ｖｏｉｃｅ

ＰＡＴ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Ｐ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ｅ（被领有者）

ＰＥＲ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

ＰＦＶ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ＰＩＦ　 Ｐａ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Ｌ　 Ｐｌｕｒａｌ

ＰＬＰ　 Ｐｌｕｐｅｒｆｅｃｔ

ＰＮ　 Ｐｒｏｐｅｒ ｎａｍｅ

ＰＯ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ＰＯＬ　 Ｐｏｌｉｔｅｎｅｓｓ ｍａｒｋｅｒ

ＰＯ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ＰＯＳＳ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ＰＯＳＴＰ　 Ｐｏｓ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ｒ　 Ｐｏｓｓｅｓｓｏｒ（领有者）

ＰＲ　 Ｐｏｓｓｅｓｓｏｒ

ＰＲＥＤ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Ｆ　 Ｐｒｅｆｉｘ

ＰＲＥＰ　 Ｐ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ＰＲＯＬ　 Ｐｒｏｌ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ａｌｏｎｇ”）

ＰＲＯＸ　 Ｐｒｏｘｉｍａｌ

ＰＲ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ｅｎｓｅ

ＰＲ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ｌｅ

ＰＳＴ　 Ｐａｓｔ ｔｅｎｓｅ

ＰＳＴ１　 Ｐａｓｔ （ｖｅｒｙ ｎｅａｒ）

ＰＳＴ２　 Ｐａｓｔ （ｎｅａｒ）

ＰＳＴ３　 Ｐａｓｔ （ｍｅｄｉｕｍ）

ＰＳＴ４　 Ｐａｓｔ （ｆａｒ）

ＰＳＴ５　 Ｐａｓｔ （ｖｅｒｙ ｆａｒ）

ＰＵＲＰ　 Ｐｕｒｐｏｓｉｖｅ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ＱＵＯＴ　 Ｑｕｏ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Ａ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ＲＥ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 ｍｏｏｄ

ＲＥＡＳ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ＲＥＣ　 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

ＲＥＤ　 Ｒｅ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Ｌ　 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

ＲＥＬ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

Ｒｅｌ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ＲＥＭ　 Ｒｅｍｏｔｅ

ＲＥＰＬ　 Ｒｅｐｌｙ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ＲＥＳ　 Ｒｅ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ＲＰ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ｎｏｕｎ

ＲＳ　 Ｒｅａｌｉ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　 Ｉ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ＢＪＶ　 Ｓｕｂｊｕｎｃｔｉｖｅ

ＳＥＮＤ　 ＳＥ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ＥＮＴ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ＳＧ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ＳＩＭ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ＳＯＣ　 Ｓｏｃｉｏｃｅｎｔｒ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ＳＳ　 Ｓａｍ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ＴＰ　 Ｓｔ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ＳＵ ／ ＳＵＢＪ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ＵＦＦ　 Ｓｕｆｆｉｘ

世界语言类型学



ｘｉｘ

ＳＵＧ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ｖｅ

ＳＵＰ　 Ｓｕｐｅｒｌａｔｉｖｅ

ＳＶ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ＳＷ　 Ｓｗｉｔｃｈ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ＡＭ　 Ｔｅｎｓｅ，ａｓｐｅｃｔ ａｎｄ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ＴＮ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ｔｅｎｓｅ ｉｎ Ｃｈｏｃｔａｗ

ＴＯＰ　 Ｔｏｐｉｃ

ＴＰ　 Ｔｅｎｓｅ ｐｈｒａｓｅ

ＴＲ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ｅ

ＴＳ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ｓｕｆｆｉｘ

Ｖ　 Ｖｅｒｂ

ＶＢＬ　 Ｖｅｒｂａｌｉｚｅｒ

ＶＩＳ　 Ｖｉｓｕ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ＶＯＣ　 Ｖｏｃａｔｉｖｅ

ＶＰ　 Ｖｅｒｂ ｐｈｒａｓｅ

ＷＩＳＨ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 ｆｏｒ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ｗｉｓｈ

ＸＯ　 Ｏｂｌｉｑｕｅ ｏｂｊｅｃｔ

缩略语对照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