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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突厥语大词典》是一部用阿拉伯语注释突厥语词的词典，完成于11世纪70年代．编著者是出生于喀
什噶尔的维吾尔族伟大学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突厥语大词典》产生于喀喇汗王朝的鼎盛时期，作者出生和受教育的地方是喀剌汗国东部都城喀
什噶尔。
当时的喀什噶尔正是汗国东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
因此，可以说《突厥语大词典》深深植根于维吾尔族的古老文化传统之中，是中世纪高度发展的维吾
尔族文化的丰硕成果，是我国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文化做出的又一突出贡献。

   早在900多年前，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造就出了麻赫穆德·喀什噶里这样伟大的语文学家，产生了
这部卷帙浩繁的语言学巨著，这确实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除了著有这部词典之外，还写过另一部语言学著作《突厥语语法精义》，可惜
已经失传。
他这西部著作的编写意图，自然是为适应喀喇汗朝的当政者和当时在塞尔柱王朝内举足轻重的喀喇汗
王族的政治需要，是为了帮助阿拉伯人学习突厥语。
但这部流传至今的辞书的价值却远远不限于此，它反映了维吾尔族人民和中亚地区广大人民在距今9
个世纪以前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它还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中古突厥语的语音、语法、词汇和诸多方言的
丰富而生动的材料，而且保存了当时有关突厥各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的大量的珍贵材料，因而是一部重
要的文献。

   作者在引言中提到：“突厥语同阿拉伯语如同竞赛中的两匹马一样并驾齐驱”。
可见当时突厥语已经发展成一种相当丰富发达的语言。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固然精通阿拉伯语，熟悉阿拉伯语的辞书，但他并不局限于用阿拉伯语来解释突
厥语词语，而是将突厥语置于与阿拉伯语平等的地位加以比较研究。
他的突出贡献尤其在于对突厥语诸方言所做的比较研究，而这种研究是以长期深入的调查为根据的，
既是系统的，又是翔实的。
因此可以说，在公元11世纪的比较语言学领域里，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是个融会古今，兼通阿拉伯语和突厥语的渊博学者。
他在编纂《突厥语大词典》的过程中，虽然也参考了当时一般阿拉伯语辞书的体例，但是正如作者本
人在引言中所说的那样，他是“采用了前人未曾用过的、新颖的特殊顺序编纂了这部著作”，即依照
突厥语词固有的语音结构来编排词目，使它们“各得其所”。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把整部辞书归纳为海木宰部分、萨利姆部分、穆扎埃夫部分、米萨尔部分、三
字母部分、四字母部分、滚乃部分和带有两个静符的词条部分等八部分，每一部分又分为名词和动词
两篇，每篇又分若干章，章内又依各词条所含字母的多少、词型、语音结构之不同以及词尾字母的顺
序编排。
这种编排体例是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创造。
的确，各篇章的标题虽然采用了阿拉伯语言学的术语，但那仅仅是因为那些术语一般为当时人们所熟
悉的缘故，作者在使用时已根据突厥语族诸语言的特点，赋予这些术语以特定的内容。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为自己确定了一个很高的目标，他“力求使这部书在提供新东西方面达到完备
的程度，使其价值和优美都达到极高的境地”。
当然，所谓“完备”并非有词必录，不加分辨，不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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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读者提供的知识不是死的。
他在引言中说：“凡被使用的，我都加以收录，凡是不用的则摈腻末取。
但是我采用了这样一种方法，运用这一方法即可找出依据规律可以类推的词以及被我摈腻未录的词”
。
他所提出的原则和方法，即使在今日词典学的实践中仍是有用的。

   突厥语是具有悠久历史的语言，当时它包含有许多方言。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认为“回鶻人的语言是突厥语”，又指出：“从伊丽水、也儿的石河、亚马尔河
、亦的勒河诸河流至回鹘诸城镇等地区居民的语言也是正确的。
上述语言中最标准的语言要数哈卡尼耶中央地区居民的语言”。

   哈卡尼耶中央地区居民的语言，即喀喇汗朝的文学语言，与回鹘语是同一语言，这显然是麻赫穆德
·喀什噶里的观点。
这就雄辩地证明了，《突厥语大词典》是维吾尔族人民所创造的高度文明的一卒光辉的里程碑，是中
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
继承这份遗产，翻译与研究这部巨著，是我们的义务。

   《突厥语大词典》约包含7500词条，采录的范围非常广泛。
为了诠释突厥语词的意义，作者还引用了许多谚语、格言、诗歌，还有叙事诗和散文的片断。
所以说，《突厥语大词典》不只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突厥语的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和方言学的系统
而完备的知识、突厥语和阿拉伯语、波斯语的比较语言学的知识，还包含下述内容：
   一、介绍了突厥各部落，提供了有关这些部落的部分材料。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伊斯兰教观念的局限，比较客观地记录了一些历史事件。

   二、记述了当时突厥一些部落居住的地区及其四界，对这一地区内的城市、重要村镇、交通枢纽和
山川的名称都有介绍，甚至还结合某一重要历史事件举出了与一些地名有关的传闻掌故。

   当然，由于历史已经推进了900多年，我们现在对书中所说突厥各部落的理解不一定完全符合作者的
原意。
对有些部落（例为“秦”部落）所持的确切对象和范围也有争议。
但就总体来说，此书对我们了解当时突厥各部落的情况是很有帮助的。

   三、书中引用了各种体裁、各类题材的突厥语文学作品的片断242节，谚语200余条。
这部分内容可以称得起一部相当珍贵的中古时期突厥语文选，它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哲学
和伦理道德观点。

   四、提供了许多当时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部落人民的物质及文化生活有关的重要材料。
譬如，词典中介绍了农牧业方面的许多词汇和常见的鸟兽、农作物、草木的名称，并说明了它们的特
征。
这类材料有力的表明了当时农牧业生产的发达程度。
又如，词典中收录了一些医药学方面的词汇，还介绍了常见病的症状和治疗方法，这就充分证明了民
族医学在当时的高度发展。

   五、词典对政权机构、品衔阶级、军事制度等方面的术语做了解释。

   六、词典提供了有关历法和天文的宝贵资料。
譬，词典中列出了黄道十二宫和许多星辰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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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词典中还讲到突厥各部落人民喜爱的食品饮料及其制作加工方法，提到乐器、居室、城郭的
形制等等。
这些对于了解当时突厥人的日常生活，都是不可少的材料。

   至于《突厥语大词典》的引言，可以看作一篇卓越的语言学论文，它概括了突厥语的主要规则，并
用比较语言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了突厥语诸方言和哈卡尼耶中央地区的标准语，论述了它们的差别和
对应关系。
引言还专门记述了突厥人和突厥诸部落的分布情况，表明它们的相对位置，所以它对于研究中古时期
突厥各部的历史也是一篇可利用的重要资料。

   词典中的圆形地图，是为了形象地说明突厥诸部和突厥语言的分布而绘制的，但它的价值却大大高
于一般的方言分布图。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批判地继承了中亚穆斯林地理学的遗产，运用自己多年积累的关于中亚地区的丰
富知识，创造性地描绘出了作者所认识的世界。
这幅圆形地图，被中外学者公认为中世纪历史地理学的重大成就。
关于《突厥语大词典》作者的生平，过去知道得很少。
在词典中，作者只提到了这样几点：
   一、他的名字是麻赫穆德，父名侯赛因，祖父名叫穆罕默德。
他的父亲家族隶属于喀喇汗国的王室。

   二、父亲侯赛因曾任巴儿思罕的汗。

   三、今喀什疏附县乌帕尔乡的阿孜克村是作者的故乡。

   四、他的老师是当时生活在喀什噶尔的著名学者侯赛因·伊本·海莱弗·喀什噶里。

   历史文物和文书证明，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确实出身于喀喇汗国的王室，他出生在祖父穆罕默德的
宫邸，这座宫邸位于乌帕尔附近。
伟大的学者降生时，他的祖父给他起名叫“麻赫穆德”，这名字包含有“益民”、“赞善”、“昭文
”、“博识”等意义。

   回历450年（公元1058年）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离开了喀什噶尔，在中亚广大的腹地做长期旅行。
他遍历了突厥各部落人民生息的城镇和乡村，对“突厥、土库曼、乌古斯、奇吉尔、样磨、黠戛斯等
语言的词汇和音韵”进行了调查。
《突厥语大词典》所依据的语言材料大部分是通过认真扎实的科学调查搜集来的，因而词典在突厥历
史语言学研究方面的价值特别高。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于回历464年（公元1072年）前后到达巴格达。
那个时期的巴格达是塞尔柱苏丹国的都城，而苏丹国的权力实际上操纵在王后托尔坎哈敦的手中。
这位出身喀喇汗王族的王后鼓励喀什噶尔的学者在巴格达从事政治和学术活动，为他们提供一切机会
，创造良好的条件。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也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着手编写这部语言学巨著的。
词典于1074年2月10日完成，后来又经过反复修改，呈献给哈里发奥布尔卡西姆·阿布杜拉陛下。

   《突厥语大词典》写成后，经过辗转传抄，不少阿拉伯学者都读过并利用过这部著作。
一直到14世纪，还有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这部词典，并引述了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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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4年，在伊斯坦布尔，有一位出身于奧斯曼帝国大臣纳吉甫·贝伊家族的妇女，迫于穷困，把一
部《突厥语大词典》的抄本通过书商卖给了一个名阿里·埃米里的人。
这个抄本是现今世界上仅存的唯一抄本，现珍藏于伊斯坦布尔图书馆，它是在词典纂成190年之后，根
据作者的手稿缮就的。
土耳其学者克里斯利·里弗埃特把词典再度转抄，交付铅印。

   《突厥语大词典》铅印出版后，立即引起国际上许多著名突厥学家的重视。
1928年，德国学者卡尔·布罗克尔曼第一个用德文发表了这部词典的索引，后来又把词典中的诗歌和
谚语单独汇集成册发表。

   1939年至1941年，土耳其学者伯西姆·阿塔拉伊连续发表了《突厥语大词典》的土耳其文译本（三卷
）和一部索引，同时正式影印出版了词典的阿拉伯文抄本。

   1960年，苏联出版了《突厥语大词典》的乌孜别克文译文。

   在英国、日本、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里，也有不少学者正在从事《突厥语大词典》的研究。
例如：杰拉尔德·克劳逊在他的《十三世纪以前的突厥语语源学词典》中，就引述了《突厥语大词典
》中许多词条的阿拉伯文释义。

   在《突厥语大词典》的研究方面，各国学者也取得了不少的进展，发表了许多专著和论文。

   在我国，解放以后，党和政府一贯关心各民族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
1978年，《突厥语大词典》的翻译出版被正式纳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
经过几年来的努力，词典的现代维吾尔文本三卷已经出齐。
如今词典汉译本的第一卷即将与读者见面，这无疑是一件大喜事，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汉文译本的缺点以至错误在所难免，希望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突厥语大词典”课题组
                1985年元月
                修订于2000年10月
              后  记
   《突厥语大词典》的现代维吾尔文本和汉文本的翻译出版工作，于1977年由新疆民族研究所着手进
行前期准备工作。
1978年初，《突厥语大词典》的翻译出版被正式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
当年下半年，在新疆民族研究所所长陈华同志和自治区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阿不都萨拉木·阿巴斯
同志主持下，成立了有关专家学者参加的《突厥语大词典》翻译组——维吾尔文组和汉文组，并同时
开展工作。

   1981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突厥语大词典》的汉文本翻译等工作由副院
长陈华同志主持。
以后，此项工作在新疆社会科学院阿不都秀库尔·吐尔迪副院长、杨发仁院长、热扎克·铁木尔副院
长主持下继续进行。
具体工作由新疆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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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厥语大词典》汉文本（三卷）是以现代维吾尔文本（三卷本，1980年、1983年和1984年由新疆人
民出版社先后出版发行）为蓝本，并参考了国外其他文本和资料翻译的。
其中，汉文本第一卷由何锐（组长）、丁一，校仲彝和刘静嘉四位同志翻译，校仲彝同志统稿；第二
卷由校仲彝、刘静嘉同志翻译；第三卷由校仲彝同志翻译。

   第一卷汉译本由陈华，米尔苏里唐·奧斯满等同志审阅，米尔苏里唐·奧斯满、牛小莉同志进行校
对，哈里木·萨里赫和金炳喆同志也参予了部分工作。
第二卷，第三卷汉译本分别由郝关中、李经纬同志审阅。
二、三卷汉译本的校对工作由齐清顾、塔伊尔江·穆罕默德同志负责完成。

   在此书的翻译和编纂过程中，对于书名我们也参考了我国现行出版的各种词典和图书，注意到有《
突厥语大词典》和《突厥语词典》不同汉文译名的状况。
这两种译法本质上没有区别。
考虑到该书维吾尔文版版权页中已确定的汉译名和我国学术界大多数专家学者已认同的习惯用法，所
以我们把此书的汉译名仍沿用为《突厥语大词典》。

   经过多年的集体努力，现在《突厥语大词典》汉译本（三卷本）出版与读者见面，这无疑是一件具
有重大意义的喜事。
谨此，我向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过这部译著出版的有关领导和各族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2000年10月于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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