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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维吾尔语体助动词“tur-”是一个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在语法功能方面，“tur-”可作体助动词，既能

够与“p型副动词”搭配表示重复体，展现动作的持续或重复进行，又能强调动作的持续性以表示持续体。

同时，“tur-”还辅助构成其他语法形式，在维吾尔语语法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语义角度看，“tur-”
原义为“站、住”，随着语言的发展逐渐产生引申义及虚化义，可表示存在的状态、强调事物的某种属

性或特征等。通过对“tur-”的多方面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维吾尔语的语法结构和语义表达，为维

吾尔语的学习、教学及跨语言交流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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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yghur stylistic auxiliary verb “tur-” is a frequently used word. In terms of grammatical function, 
“tur-” can be used as an aspectual auxiliary verb, which can not only be collocated with “p type adverb” 
to express the repetition aspect, showing the continuity or repetition of the action, but also empha-
size the continuity of the action to express the continuous aspect. At the same time, “tur-” also forms 
other grammatical form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Uyghur grammar system.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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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antic point of view,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ur-” is “standing, living”, an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it gradually produces extended meaning and virtual meaning, which can express the 
state of existence and emphasize certain attributes or characteristics of things. Through the study 
of “tur-” in many aspects, it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and semantic expres-
sion of Uyghur, and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Uyghur learning, teaching and cross-language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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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语言的演变，原本具有实义的动词逐渐语法化具有了体助动词的功能，而维吾尔语体助动词是

出现在一定的副动词之后，为所指的动作增添继续、开始、完成、增强、尝试等情感色彩和相关意义的

一种辅助动词，其不表示一个独立的动作，同时也或多或少保留着一些原有的语法意义。 
高莉琴在《试论维语动词的体》一文中提到：动词的体被定义为表示动词所反映的行为、动作进行

的状态，因此体助动词无实际意义[1]。 
体助动词和副动词结合之后，其是整个词的词形变化的负载者，具有肯定–否定、疑问、语态、语

气等动词的变化形式。也就是说，体助动词除了意义上、支配能力上失去原本特征外，在词形变化上仍

保留着动词的特征。本文所使用的语料均来自巴金先生的汉语版《秋》[2]及阿布拉江等翻译的维吾尔语

版《秋》[3]。 

2. 维吾尔语体助动词概述 

2.1. 定义 

维吾尔语中的体助动词是一类具有特殊语法功能的动词。体助动词自身一般没有完整的词汇意义，

不能单独作谓语，需与其他实义动词一起构成谓语，表示各种语法意义和语气等。维吾尔语里有一部分

动词，它们可与 p 副动词等结合，全部或部分失去原来的词汇意义，为该副动词所指动作增添种种附加

意义[4]。 

2.2. 体助动词在维吾尔语体系中的地位 

2.2.1. 语法功能方面 
体助动词是构成维吾尔语动词体范畴的关键要素。不同的 p 型副动词与不同的体助动词结合，表示

的体的意义也不一样。 

2.2.2. 句子结构方面 
体助动词在句子中与实义动词共同构成谓语，是句子谓语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如“yʧinʧi keʧik ɑpɑm 

pɑt-pɑt ʃujiŋniŋ ɛɦwɑlini sorɑp turidu.”(三婶不时向我打听二妹消息。)，“sorɑp turidu”作为谓语，其中

的体助动词“turidu”和“sorɑp”对表达句子的完整意义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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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语用交际方面 
体助动词有助于更准确地传达说话者的意图和情感态度。比如在描述过去发生的动作时，使用不同

的体助动词可以体现出说话者对该动作的不同看法或强调重点。例如： 

a. ɦɛmɛjlɛn kylyxypkɛtti. (众人都笑了。) 

b. ɑpɑmniŋ deɡini toʁrɑ, -dədi-ʤɸʃin kylyp turup. (“妈说的是”觉新陪笑道。) 

两个句子虽然表达的意义都是笑，但由于助动词的不同，表达者的意图也不同。a句的体助动词 kɛtmɛk
与 kylmɛk 结合表示笑的程度，有可能是笑得前仰后翻，或者是笑得很厉害。而 b 句的体助动词 turmɑq 与

kylmɛk 结合表示表达者处于笑的持续状态，这个动作不是瞬时的。 
因此，维吾尔语中的体助动词在整个语法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是维吾尔语表达精确时态和丰富

语义的关键要素。作为黏着语的典型特征，体助动词通过其独特的语法功能和灵活的搭配方式，不仅构

成了维吾尔语时体系统的骨架，更为语言表达赋予了细腻的层次感和生动的表现力。从社会语言学的视

角来看，体助动词系统在维吾尔语各方言区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也使其成为维护语言统一性的重要纽带。

可以说，体助动词既是维吾尔语语法精密性的集中体现，也是该语言保持旺盛表现力的核心要素，其重

要性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语法范畴，而成为维吾尔民族语言思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3. 维吾尔语“tur-”的语法功能及语义分析 

3.1. “tur-”的义项 

维吾尔语动词“tur-”有多种含义，既可作实义动词，又可作体助动词，常见的义项如下： 

(1) 站立，立；u beʃini kɸtyrdi, χuj uniŋ ɑldidɑ turɑtti. (他抬起头，看见慧站在他面前。)； 

(2) 起来，起立：ʤɸʃin uni tɛklip qilip turuwɑldi wɛ ɸzimu ornidin turdi. (觉新坚持地邀请道，就站了起来。)； 

(3) 停，待，停留，停顿，停滞：u bu jɛrdɛ bir minut uʃup turuʃni χɑlimɑjtti (他不愿意在这里多留一分钟，连忙告

辞走了)； 

(4) 住，居住：bu jɛrdɛ qɑ ʧɑndin beri turuwɑtidilɑ? (您是从什么时候住在这个地方的)； 

(5) 处于，有，在，放，放住，存放：bu tilχɛt momɑmdɑ turup tursun. (这个字条就交给外婆收起来)；qum ʧɸɡyn 

orunduqniŋ tywidɛ turatti. (药罐静悄悄地立在板凳脚边)； 

(6) 等：wɑŋ juŋ, ɑwwɑl iʃiŋni qil, χɛtni birdɛm turup kɸrsɛŋmu bolidiʁu. (汪雍，先做事罢，等一会儿看信也来得及

)，sɛl turɑjli. (等一会儿罢)； 

(7) 在目的副动词后表示行为动作的开始：biz iʃliɡili turʁili nɛwɑq. (我们已经做了很久了。)；ɑŋlidiŋlɑrmu, 

keliniŋlɑr jɛnɛ syjfiŋni tilliʁili turdi. (你们听，孙少奶又在骂翠凤了)； 

(8) 作助动词表示行为动作的持续性：χuj ʤɑwɑb bɛrmɛj, uniŋʁɑ ʤimʤit qɑrɑp turɑtti. (蕙不回答，默默地望着他)。 

(9) 表示行为动作的短暂：ʧylɛn, toχtɑp turuŋ. (春兰，你等一下。)； 

(10) 表示行为动作的重复：bu dɑim bolup turidiʁɑn iʃ idi. (这是很平常的事。)； 

(11) 附加在形容词后表示推测：qɑrisɑm, ɦɑmmɑʧɑm kejinʧɛ ʧyʃinip qɑlʁɑndɛkmu turidu, bolmisɑu meni qojup 

berɛttimu? (我看，姑妈后来也好像明白了，不然她怎么可能放我走呢？)。 

3.2. 作体助动词 

在维吾尔语中，“动词-p + 助动词”结构是广泛用来表示“体”的意义的一种形式。该结构中以

p 收尾的副动词是实义动词，表示整个结构的词汇意义，而助动词无实际意义，表示句子的语法意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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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tur”作体助动词时，有表重复体和持续体等用法，具体分析如下： 

3.2.1. 表重复体的用法及实例分析 
当“tur”表示重复体时，强调动作的反复进行。它常与一些具有可重复性的动词搭配使用，突出动

作多次、频繁地发生。 

a. ʧoŋ ɦɑmmɑmniŋkiɡimu pɑt-pɑt kelip turɑlmidim. (大舅母这我也不常来。) 

这句话中“kelip turɑlmidim”表示“我不常来”，“kelip”是主体发出的动作“来”，“turɑlmidim”

则强调了“来”这个动作的重复性，即不是只来了一次，而是多次重复进行，频繁发生。 

b. bu dɑim bolup turidiʁɑn iʃ idi. (这是很平常的事。) 

这里的“bolup”表示“发生”，为了准确地表达该句的意思，“turidiʁɑn”强调这件事是频繁发生的，

表示了动作的重复性。 

3.2.2. 表持续体的用法及实例分析 
当“tur”表持续体时，着重说明动作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不间断地进行。它可以与不同语义的动词结

合，使句子表达出动作的持续状态。 

a. ɡyllyktiki eʧiliʃ ɑldidɑ turʁɑn ʧoʁluq bɑrɑqsɑn jeʃil jopurmɑqlɑrʁɑ zinnɛt berip turɑtti. (花圃里那些含苞待放的芍

药花点缀在繁茂的绿叶中间。) 

这里的“zinnɛt berip”表示“点缀”，通过“turɑtti”强调了“点缀”这个动作的持续性，表明该动

作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是持续进行的，而不是瞬间完成或偶尔发生的。 

b. ulɑrniŋ ɑʤɑjip ɡyzɛl pɛjliri ɦɛmɛjlɛɲi ɸziɡɛ ʤɛlp qilip turɑtti. (它们的美丽的羽毛带走了众人的眼光。) 

这里的“ʤɛlp qilip”表示“吸引”，为了更准确地表达小说的文学色彩，“turɑtti”为句子增添了涵

义，表达出这一动作的持续状态。 

c. ɸjdɛ ʤɸʃiŋniŋ jiʁisilɑ ɑŋlinip turɑtti. (房里只有觉新的哭声。) 

这里的“ɑŋlinip”表示“听”，体助动词“turɑtti”表示这一动作处于一个持续的状态，不是瞬时的。 

d. qeni silɛr ejtip turuŋlɑr, biz ɑŋlɑjli. (你们唱罢，我们听就是了。) 

这里的“ejtip”是动态动词“唱”，“turuŋlɑr”在这里为动作增添了持续的的意义。 

3.2.3. 表行为动作暂时性的用法及实例分析 
体助动词“tur-”与“p 型副动词”的肯定式或否定式结合，表示该副动词所指肯定或否定的动作是

暂时发生的。 

a. ʧylɛn, toχtɑp turuŋ. (春兰，你等一下。) 

“tur-”本身具有“等待”的含义，而这里“tur-”作为体助动词无实际意义，为“toχtɑp”这一动作

增添了暂时的意义，表达让某人暂时保持某种状态的意思。 

b. ɑldirimɑj tur, ɡepimɡɛ qolɑq sɑl. (你不要慌，听我说。) 

这里体助动词“tur-”与 p 型副动词的否定形式结合，修饰“ɑldirɑ-”，意为“你先别慌”，表示该

动作的暂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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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mɛndɛ bɑr, silɛrɡɛ ɑrijɛtkɛ berip turɑj. (我有，可以借给你们。) 

此时体助动词“  turɑj”修饰“ɑrijɛtkɛ berip”，意为只是暂且借给你们，表示行为动作只是暂时的，

需要归还。 

d. siŋlim, li jɛŋɡɛ ʤozini jiʁiʃturuwɛtsun, biz ɑwu jɑqqɑ berip olturup turɑjli. (五弟妹，我们到那边坐，让李嫂收拾桌子。) 

这里“turɑjli”修饰的动词“olturup”表示先到那边坐一会儿，说明这个行为动作的暂时性，等李嫂

收拾完桌子再过去。 

3.2.4. 表行为动作的开始并持续 
“tur-”与目的副动词结合表示行为动作的开始并将其持续下去。 

a. biz iʃliɡili turʁili nɛwɑq. (我们已经做了很久了。) 

这里的“tur-”无实际意义，与目的副动词结合后表示“iʃliɡili”这一动作的开始并持续下去，使句子

表达的意义更加准确。 

b. ɑŋlidiŋlɑrmu, keliniŋlɑr jɛnɛ syjfiŋni tilliʁili turdi. (你们听，孙少奶又在骂翠凤了。) 

“tilliʁili”意为“骂”，“turdi”与目的副动词结合后，表示“骂”这一动作的开始并持续的意义。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原本具有实际意义的动词“tur-”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成无实际意义的体

助动词。虽然“tur-”作体助动词时已经部分或完全丧失了其原本的具体动作含义，但它却为所连接的副

动词所指的动作赋予了新的语法色彩和情态意义。这种语法化过程使得“tur-”从表示具体空间概念的动

词，转变为表达时间持续和动作状态的语法标记，体现了语言从具体到抽象的认知发展规律。 

4. “tur-”的语用分析 

体助动词的主要作用给副动词形式的动词增添某些附加意义或情态色彩，所以去掉体助动词也就是

去掉了附加意义，并不损伤句子的完整性和句子表达的基本意义。但是体助动词能表达多种情态，能增

强语言的表达功能和情感色彩，使语言更丰富、更生动是不可或缺的[6]。不同场合下使用体助动词表达

的意义也不同。 

4.1. 口语和书面语中的使用差异 

口语和书面语是表达常用的手段，口语常用于日常对话、演讲、访谈等即时交流场景，而书面语常

用于公文、学术论文、新闻报道、文学作品等正式表达场景。根据场景灵活切换口语书面语的使用，共

同服务于准确传递信息的目标。 

4.1.1. 口语中常见的语法和特点 
在口语中，“tur-”的使用更加灵活和广泛，更偏向于日常生活，简单、方便且易理解其表达的意义。

譬如： 

a. kɸŋlym bɛk buzulup turidu. (我心里难过得很。) 

b. u biʧɑrɛ jɑlʁuz qɑldi, ɦɑlidin χɛwɛr elip turuŋ. (他一个人很可怜，请你照料照料他。) 

c. tɑqiti tɑqildɑp keliwɑtqɑn ʤɸjiŋ uniŋ qeʃiʁɑ kelip dewɛjlɛp turɑtti. (觉英等得不耐烦走到大方桌跟前去了。) 

“tur-”在口语中是一个多功能的体助动词，核心意义是“持续”或“反复”，但具体含义需结合语

境。其用法灵活，常见于描述习惯、状态或暂时性动作，是维吾尔语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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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书面语中运用情况及规范 
在书面语中，其语法结构很严谨，符合书面语规范。书面语使用“tur-”时，会尽量避免口语化的省

略和随意添加语气词的情况。譬如： 

a. uniŋ χunyk-zɛip kɸzliridin ʧoŋqur miɲɛtdɑɼiq ipɑdilinip turɑtti. (她的微弱无力地眼光表示着深的感激。) 

b. jɑʃliq ɦɸsniɡɛ tolʁɑn dyɡilɛk jyzidin bir χil ɡyzɛllik ʧiqip turɑtti. (整个年轻的瓜子脸现出了一种谦逊的纯洁。) 

c. mej bɛɡzɑdɛ ɡojɑ dɑdisiniŋ ʁɛzɛptin jɑnʁɑn kɸzliriniŋ ɸziɡɛ ɛjiblɛʃ nɛziri bilɛn qɑrɑwɑtqɑnliqini kɸrɡɛndɛk ornidin 

ʧɑʧrɑp turup kɛtti. (枚少爷着急起来，他仿佛看见父亲的发怒的眼睛责备地望着他。) 

d. uniŋ kɸziɡɛ ɡyl-ɡijɑɦ, dɛl-dɛrɛχ, su, tɑʁ-tɑʃ, uʧɑr-quʃ wɛ kepinɛklɛr...ɡɛ oχʃiʁɑn jeqimliq mɛnzirilɛr ʧeliqip turuwɑtɑtti. 

(进入她的眼帘的全是悦目的景物：花，草，树，水，山石，小鸟，蝴蝶......) 

因此，体助动词“tur-”在维吾尔语口语和书面语中的使用差异主要体现在表达持续状态和动作发生频

率上，口语中使用更加灵活，而书面语中可能使用其他形式表达相似的概念，使其更符合书面语的规范。 

4.2. 不同文体中的功能体现异 

4.2.1. 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在文学作品中，体助动词“tur-”有助于塑造人物形象和描绘场景。它可以细腻地展现人物的状态。

例如： 

a. ʧinniŋ ʧirɑjidɑ jɛnɛ mɛmnunluq tɛbɛssumi ʤilwilinip turatti. (琴又抬头看他，她的脸上还带着满意的微笑。) 

b. uniŋ ɑwɑzidin sɛl-pɛl biɑrɑm boluwɑtqɑnliqi bilinip turatti. (她的声音里泄露出一点点烦恼来。) 

体助动词“tur-”与 p 型副动词结合，表现出人物的情态状态，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立体。 
同时，体助动词“tur-”也可以用于营造氛围。例如： 

a. pɛqɛt ɦojlɑ tɑmliridin sɑŋɡilɑp turʁɑn uzun jilliq qeri dɛrɛχ ʃɑχlirilɑ qɑrɑŋʁudɑ qɑrɑ sɑjɛ tɑʃlɑp turɑtti. (只有一些年

代久远的老树从垣墙里伸出它们的枝叶，在阴暗里变成了一簇簇的黑影。) 

b. bu kɸlɛŋɡilɛr ɑrisidɑ pilildɑp turʁɑn ʧirɑʁlɑr ɑsmɑndiki ʃɑlɑŋ jultuzlɑrni ɛslitɛtti. (一点一点的灯光像稀少的星子似

地嵌在它们中间。) 

这种带有悬念的表达，利用体助动词“tur-”加以修饰，使场景带有一种神秘的氛围。 
因此，在语言表达效果方面，体助动词“tur-”的运用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它不仅能够增强语言的

动态表现力和形象性，更能通过其特有的持续体意义，为文学作品塑造的艺术形象注入鲜活的生命力。

当作者运用“tur-”来修饰动作时，读者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动作的延续状态，仿佛亲眼目睹事件的发展

过程。这种表达方式打破了静态描述的局限，使叙事节奏更具流动感，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丰满。 
从语法功能的角度深入分析，“tur-”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对动作时间维度的精确刻画。首先，在表达

动作持续方面，“tur-”能够清晰地勾勒出一个动作在时间轴上的延展状态，使读者对事件进程产生身临

其境的感受。其次，在表示动作重复时，“tur-”通过其特有的语法意义，能够生动再现周期性或习惯性

行为的特征。再者，当用来表达行为动作的短暂性时，“tur-”又能够精准捕捉那些转瞬即逝的动态瞬间，

为描写增添细腻的层次感，这有助于营造氛围和深化情感表达。 

4.2.2. 新闻报道文体中的体现 
在新闻报道中，“tur-”通常用于准确传达信息。比如： 

a. tɛbiɛt-insɑnlɑrniŋ mɛwʤut bolup turuʃ wɛ tɛrɛqqij qiliʃiniŋ ɑsɑsij ʃɛrti.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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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ʃɛjilɛrni omumjyzlyk bɑʁliniʃliq, ɛtrɑpliq-sistemiliq bolʁɑn, tɛrɛqqij qilidiʁɑn, ɸzɡirip turidiʁɑn nuqtiinɛzɛr bilɛn 

kɸzɛtkɛndilɑ, ʃɛjilɛrniŋ tɛrɛqqijɑt qɑnunijitini iɡiliɡili bolidu. (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

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 

在新闻报道这一特殊语体中，体助动词“tur-”的使用往往受到明显限制，记者和编辑更倾向于选择

其他体助动词来确保报道的客观性和信息传递的效率。这种选择性使用体现了不同语体对语言形式的特

定要求，也反映了助动词系统内部的语体分工。 
综上所述，体助动词“tur-”在不同文体中所体现的功能也不一样，在文学作品中的使用频率高于新

闻报道的使用频率。在氛围营造方面，“tur-”通过其对动作状态的持续刻画，能够有效构建特定的情境

氛围，或紧张激烈，或舒缓绵长。在情感表达层面，“tur-”所携带的持续意味常常能够深化作品的情感

内涵，使喜怒哀乐等情绪体验得到更充分的展现。特别是在诗歌等抒情文体中，“tur-”的恰当使用往往

能够增强语言的韵律感和意境美，让抽象的情感通过具体的动作状态得到外化呈现。 

5. 结论 

经过上述分析，该研究总结出以下几点： 
第一，维吾尔语动词“tur-”具有多种语法功能，既可作实义动词，在句子中出现又可表示动作的持

续、状态的保持等。 
第二，语义上，根据语境不同，其内涵丰富且与维吾尔语的表达习惯紧密相关。与其他词汇搭配使

用时，体助动词“tur-”能丰富句子的含义，传达出更复杂的语义关系，体助动词“tur-”与副动词结合有

三种语义。其一，强调行为动作多次重复进行；其二，表示行为动作的持续状态；其三，表示行为动作的

短暂性，其四，与目的副动词结合表示行为动作的开始并持续下去。 
第三，在语用上，体助动词“tur-”常用来强调动作的持续状态或某种稳定的情况。在文学作品中更

注重增强语言的表现力和情感色彩，而在新闻报道中则更注重信息的准确性和实时性。同时，随着语言

接触的增加，汉语借词在维吾尔语中的使用也在文学作品和新闻报道中体现出来。 
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来看，“tur-”的语法化过程反映了人类认知从具体空间概念向抽象时间概念的

映射。这种映射不是简单的意义转移，而是一个复杂的认知重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tur-”既保留了

部分原始词义的特征，又发展出了新的语法功能，形成了独特的语义网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tur-”能

够在保持语法功能的同时，仍然对语言表达产生积极的修辞效果。因此，体助动词“tur-”在维吾尔语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语言的丰富性和准确性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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