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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突厥语言学基础（修订本）》包括有绪论；突厥语和突厥语民族；突厥语族语言历史文献的分
期及其分类；突厥语族语言的文字系统；突厥语族的现代语言；突厥语族语言的分类；突厥语族语言
的语音系统；突厥语族语言之历史比较研究；突厥语族语言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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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增祥，汉族。
民盟盟员。
教授。
1933年生，天津市人。
1953年天津市耀华中学高中毕业后同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哈萨克语言文学专业，1957年毕业留
校任教。
1956、1959年期间曾参加全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为哈萨克语言分队成员，并协助编写哈萨克语言调
查报告。
1978年参加编写《哈汉辞典》，系《哈汉辞典》三位主要编写人之一。
多年来主要从事哈萨克语言文学和突厥语族语言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曾为本科生先后编写和讲授《基础哈萨克语》、《哈萨克语文选》、《哈萨克语口语》、《哈译汉翻
译理论与实践》等教材和课程。
1981年编写和讲授《突厥语概论》课。
1985年与耿世民教授合作编写《哈萨克语简志》一书。
书中首次提出哈萨克语中存在“宾语补足语”这一句子成分，该新观点受到哈萨克语言研究者的注意
。
书中在划分哈萨克语的方言问题上，分出东北和西南两个方言，并“提出前此未被其他学者注意过的
两个方言在民族学方面（服饰、饮食等生活习惯）的特点”（德国葛玛丽语）。
1996年和新疆教育学院阿吾里汗·哈里教授、美国西南密苏里州立大学卡尔·W.路卡特（Luckert）教
授共同撰写了《中国哈萨克族传承（Kazakh Traditions of China）》一书，1997年该书由美国大学出版
社（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出版。
1997年一2000年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题为《突厥语族语言比较研究》的研究工作，为课题组
负责人。
所撰写的主要论著有5部30余篇。
 历任教研室主任，系职称评定委员会学科评审组成员，中国突厥语研究会理事兼该会杂志《通讯》的
编辑委员，北京市文艺学会民族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2001年受聘任中央民族大学阿尔泰研究中心兼
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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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本教材使用的音标与符号I　绪论1.1　和突厥相关的古代北方民族1.2　突厥的兴衰和突厥的同族1.3　
中亚地区的几个地方政权1.4　阿尔泰理论问题Ⅱ　突厥语和突厥语民族2.1　突厥语的科学概念2.2　
突厥语民族2.2.1　俄罗斯联邦及其附近地区操突厥语族语言的人2.2.2　高加索和达革斯坦地区操突厥
语族语言的人2.2.3　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地区操突厥语族语言的人2.2.4　西伯利亚地区操突厥语族语言
的人2.2.5　巴尔干地区操突厥语族语言的人2.2.6　亚洲地区操突厥语族语言的人Ⅲ　突厥语族语言历
史文献的分期及其分类3.1　8-10世纪的突厥语及其主要文献3.1.1　突厥汗国时期的碑铭文献3.1.2　黠
戛斯汗国时期的碑铭文献3.1.3　骨利干部落联盟的碑铭文献3.1.4　西突厥汗国的碑铭文献3.1.5　漠北
回纥汗国的碑铭文献3.1.6　高昌回鹘汗国的书面文献3.1.7　哈扎尔汗国佩切涅克部落的铭文3.2　10-15
世纪的突厥语及其主要文献3.2.1　喀喇汗王朝时期的语言与文献3.2.2　金帐汗国时期的语言与文
献3.2.3　察合台汗国时期的语言与文献Ⅳ　突厥语族语言的文字系统4.1　古代突厥文4.2　粟特文4.3　
回鹘文4.4　摩尼文4.5　八思巴文4.6　亚美尼亚文4.7　阿拉伯文4.8　察合台文4.9　现代语言使用的阿
拉伯字母系统的文字4.10　希伯来文4.11　拉丁文字4.12　基拉尔文字CYRILLIC SCRIPTV　突厥语族的
现代语言5.1　西南语支又称乌古斯语支的语言5.1.1　土耳其语5.1.2　尕尕乌孜语5.1.3　阿塞拜疆
语5.1.4　土库曼语5.1.5　撒拉语5.2　西北语支又称克普恰克语支的语言5.2.1　塔塔尔语5.2.2　巴什基
尔语5.2.3　库慕克语、哈拉恰依一巴勒卡尔语、克里米亚塔塔尔语和哈拉伊姆语5.2.4　哈萨克语5.2.5
　卡拉卡尔帕克语5.2.6　诺盖语5.2.7　吉尔吉斯语（柯尔克孜语）5.3　东南语支又称葛逻禄语支5.3.1
　乌兹别克语5.3.2　维吾尔语5.3.3　西部裕固语5.4　东北语支又称西伯利亚地区的突厥语族语言5.4.1
　西伯利亚地区北部次语支的语言5.4.2　西伯利亚地区南部次语支的语言5.5　乌古尔语支又称布尔加
尔语支5.6　阿尔古语支Ⅵ　突厥语族语言的分类6.1　W.W拉德洛夫（W.WRADLOFF）的突厥语分类
法6.2　F.柯什（F.KORg）的突厥语分类法6.3　A.N.萨莫伊洛维奇（A.N.SAMOJLOVICH）的突厥语分
类法6.4　S.JE.马洛夫（S.JE.MALOV）的突厥语分类法6.5　J.本青（BENZING）的突厥语分类法6.6
　K.H.门格斯（K.H.MENGES）的突厥语分类法6.7　《突厥语文学基础》一书中的集体分类法6.8　T.
铁肯的突厥语分类法6.9　N.A.巴斯卡阔夫的突厥语分类法6.10　拉尔斯·约翰逊（L.JOHANSON）的
分类法Ⅶ　突厥语族语言的语音系统7.1　突厥语族语言的元音系统7.1.1　突厥语族语言元音概述7.1.2
　突厥语族语言的元音和谐7.1.3　突厥语族语言的长元音7.1.4　突厥语族语言中的复合元音7.1.5　维
吾尔语中元音的特点7.1.6　西部裕固语的带擦元音7.1.7　元音e的问题7.1.8　克普恰克语支的语言中位
于词首的元音的增音7.1.9　首音节中元音a的圆唇化7.2　突厥语族语言元音之比较7.3　突厥语族语言
的辅音系统7.4　突厥语族语言辅音之比较7.4.1　双唇塞音p和b7.4.2　舌尖塞音t和d7.4.3　舌尖前擦音s
和z7.4.4　混合舌叶清擦音s7.4.5　齿间浊擦音6[6]7.4.6　混合舌叶清的送气塞擦音芒7.4.7　边音17.4.8　
颤音r7.4.9　鼻音m n7.4.10　舌根塞音k和g7.4.11　小舌清塞音q和小舌浊擦音Y7.4.12　半元音yⅧ　突厥
语族语言之历史比较研究8.1　突厥语族语言历史比较研究之回顾8.2　突厥语族语言历史比较研究举要
Ⅸ　突厥语族语言的研究9.1　国内突厥语族语言的研究9.2　国外突厥语族语言的研究9.3　前苏联突
厥语族语言的研究9.3.1　为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9.3.2　突厥语族语言语音的研
究9.3.3　突厥语族语言形态学的研究9.3.4　突厥语族语言句法学的研究9.3.5　词典编纂和词汇学的研
究9.3.6　突厥语族语言方言学的研究9.3.7　古代突厥碑铭和文献的研究9.3.8　突厥语族语言历史比较
语言学的研究X　国外突厥学家介绍参考书目再版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突厥语言学基础>>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