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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阿拉伯语语法学研究的起源及巴士拉语法学派的
历史贡献

马菊香

（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1100）

摘要：阿拉伯语语法学（简称阿语语法学）的形成过程与整体阿拉伯语的发展紧密相连，语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阿拉伯文化的

兴盛推动了语法学的兴起。阿语语法研究从最初的服务于经训释析的附庸研究逐步完善，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本文通过搜集、归纳、

分析文献资料，研究阿语语法产生的原因、语法的创建者及之后巴士拉语法学派在语法形成过程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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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拉伯语语法学研究的出现

一门学科的产生是在历史的酝酿、诸多因素的促使下逐步形

成，渐趋完善。阿拉伯语语法学的出现既有社会原因，也有历史、

文化、语言本身的因素。阿语语法出现于公元 7 世纪的伊拉克巴

士拉城，当时社会繁荣、政治稳定、文化昌盛、语言发达。巴士

拉城由于连接不同国家的商道，成为汇集了不同民族语言的中心。

各种语言的交融，凸显了阿拉伯语语言学习、研究的迫切性。一

方面新纳入阿拉伯帝国版图的异域民族亟须学习阿拉伯语，以融

入其社会。另一方面，阿拉伯语吸收了大量的外语词汇，不同语

言的混杂，导致纯正的阿语被破坏，阿语中出现了各类语病。为此，

操持纯正阿语阿拉伯人开始借助学习班或“马尔巴德”市场给这

些外族人教授阿语。学习阿语及保护阿语的纯正性的动因促生了

语法的研究和学习。

（一）阿拉伯语语法学出现的背景

蒙昧时期的阿拉伯人文盲众多，能读写的人寥寥无几，各部

落之间的斗争，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使得阿语口耳相传，出现了

很多擅长演讲诗赋的文人，语言的发展、研究在这些口头作品中

进行。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出现及其版图的扩张，大量波斯人、叙

利亚人、埃及人加入阿拉伯人的行列中，他们与阿拉伯人混居，

出现了文化、语言的交融。为了提高他们与阿拉伯人的融合，获

取一官半职，他们迫切需要学习执政者的语言。外族人学习阿语

就加剧了制定一套阿拉伯语遣词、造句规则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公元 7 世纪，阿拉伯语地区通用语言除了麦加、麦地那地区

的古莱氏语外，还有各部落通用的不同方言及生活在阿拉伯地区

的外国人所使用的波斯语、希腊语等外语。标准阿语即古莱氏语

本身是一门词型变化多种多样，有阴阳性，单双复数，确指、泛

指及词尾格位变化的语言。在阿语语法学诞生前，阿语是一门只

有辅音字母，没有元音符号的语言，加大了阿语学习的难度，也

增加了认读经典的难度。阿拉伯帝国的建立，阿拉伯人同各地居

民广泛接触、交流，受到外族语言的影响，阿拉伯语出现了不少

的语病、外来词汇。这一现象引起了当时的哈里发、学者们的担

忧和重视，成了推动语法研究起步的重要因素。据史料记载：穆

罕默德在世时，曾听到一个阿拉伯人在说话时犯了语法错误，他

当即说：“当你的兄弟犯语法错误时，请正确引导他。”这就促

使当时的哈里发们仿效穆罕默德的作为，鼓励阿拉伯人正确使用

阿拉伯语。

以上背景的综合因素下，阿语语法研究的出现有两个任务：一、

语法研究将有助于诵读、理解《古兰经》，为《古兰经》的学习、

教授提供语言规则和依据。二、规范阿语，使阿语免受外族语言

的影响；便于阿语的学习、传播和发展。

（二）阿拉伯语语法学的创建者

在诸多因素的促使下，阿语语法于公元 7 世纪出现在巴士拉，

并慢慢发展趋于完善成为一门涵盖各类语法知识的学科。学者们

一致认为，阿语语法学的产生及发展是出自阿语自身的需求及阿

拉伯学者的努力，而非受其他语言的因素。语法学最初涉及两方

面的内容：一、阿语中出现的语病现象；二，通过思维演绎出人

们口头常用的，针对语病的语言规则，如：主语、宾语、起语和

述语等。

关于阿语语法学创建者的问题，有三种主张：第一、语法学

家安巴里所持的伊玛目阿里为语法学创建者的主张。他说：“第

一个创建语法、制订其基础和范围的人是阿里·本·艾比·塔利

卜。”对于安巴里的观点有学者反驳说，他所提到有关阿里使用

的术语不符合其历史环境，而且如果这些文献记载正确的话，相

较于阿里引导开展语法研究的启发意义，艾布·艾斯瓦德·杜欧

里（以下简称杜欧里）在语法研究过程中工作更为重要，为此，

杜欧里是实际的创建者。第二、将语法的创建归于其他学者，如

纳绥尔·本·阿萨姆·莱瑟耶、阿卜杜·拉哈曼·本·荷尔姆兹，

甚至著名学者艾哈迈德·艾敏主张语法的创建者是哈利勒·本·艾

哈迈德，他认为杜欧里只是给《古兰经》标了符号，他对语法的

宏观理解引导了语法学的出现，但哈利勒在语法研究方面更全面、

更具权威，所以哈利勒是语法创建者。第三是学术界一直认同的

主张，说杜欧里是语法学的创建者。

（三）艾布·艾斯瓦德·杜欧里及其贡献

对于杜欧里的出生，历史学家至今也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

部分学者提出他出生于蒙昧时期的也门地区，曾在阿里和巴士拉

长官齐雅德·伊本·艾比手下任职，曾因他的地道而标准的阿语

著称，他说：“我确实能找到语言中的错误，就如同肉中找刺一样。”

促使杜欧里创建语法学的动机有不同的记载。据说，他曾听到有

人读错《古兰经》经文中的符号，导致产生歧义。也曾听到他女

儿语言表达中的错误，他认为，此类的错误是在阿拉伯人于非阿

拉伯人混居，语言表达混乱的情况下因为不懂语法规则而导致的。

为此，他请求当时的巴士拉长官齐雅德允许他为阿语制订语言规

范和评判标准。此后，杜欧里曾在伊拉克面见阿里，向他诉说了

伊拉克地区语法错误泛滥，自己想编写一本有关阿语语法的书，

阿里便指导他展开了语法研究的工作。大部分的阿语文献记载都

肯定了杜欧里为阿语语法创建者的说法；伊本·赛俩姆在《诗人

的等级》中提道：“第一位为阿语制订规则、设立章节、开展研

究并制订标准的人是艾布·艾斯瓦德·杜欧里。”伊本·古太白

在《知识大全》中说：“第一位研究阿语的人是艾布·艾斯瓦德·杜

欧里。”综上所述，杜欧里的语法研究被视为是阿拉伯人语法学

研究的开端，从他这里开始阿语语法学以“纳哈吾”命名一直沿

用至今。

（四）杜欧里的学术贡献

第一，制定了第一套阿拉伯语词尾尾符，为经文标上点式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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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符号。据文献的记载，杜欧里得到齐雅德长官的许可后，开始

为阿语创制第一套尾符，制定过程中，他告诉他的书记官：“如

果你看到我张开嘴唇，你就在所读的字母上面标一个点；如果你

看到我合拢嘴唇，你就在相应的字母旁标一个点；如果你看到我

咧开嘴唇，你就在相应的字母下面标两个点。”就这样他和他的

书记官完成了这项为经文单词标注尾符的工作。此后，杜欧里的

学生们也仿效老师继续进行此类的工作。

第二，杜欧里给形状相同的字母在不同位置加了点，以便于

在字母之间做出区别，如：巴温、塔温、撒温这三个字母原来形

状都是一样的，没有点，杜欧里分别在上面加一点成了“巴温，”

在上面加了两点成了“塔温，”加了三个点成了“撒温”，类似

的字母阿语中较多。这项工作一改当时存在的字母无点，无法辨

识的情况，有利于阿语字母之间的辨认。

第三，语法学中开口符、合口符、齐齿符、起语、主语、宾

语等最初、基本语法术语都是有杜欧里创建，并在此基础上得以

发展、完善。

二、巴士拉语法学派的历史贡献

巴士拉语法学派（以下简称巴士拉派）从杜欧里开始到哈利

勒和西伯威再到后期艾赫法西和穆巴里德经历了萌芽、成熟、发

展完善的阶段，语法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内容框架基本完善。巴士

拉学派在历史上有很高的地位，主要是因为巴士拉派是阿语语法

学的奠基者及建设者，曾涌现大量著名的语法家和名垂青史的语

法著作。

（一）巴士拉语法学派的研究方法

第一，语料的筛选及确认例证纯正性方面，巴士拉派制定了

严格的标准，分有时间性和区域性标准：从时间上说，沙漠贝都

因人操持纯正阿语的时间截至伊历四世纪，而城市人截至伊历二

世纪，超过上述时间段的语料则不被引证。区域性的标准方面，

只承认六个语言最为纯正的部落，即泰米姆、盖斯、艾赛德、塔

伊部落及部分胡宰利和凯纳奈部落的语料。巴士拉派在语法例证

引用上是非常严谨的，甚至不以圣训为语法依据。艾布·哈亚尼说：

“巴士拉派早期的语法制定者如赫里利·本·艾哈迈德、西伯威

及库法派的凯撒依、艾里·凡扎都不以圣训为例证。”

第二，在语法规则的制定上，巴士拉派重视理性类推、科学

分析。坚持对所有的语法规则都要引经据典，逻辑演绎，反复论

证，不得有丝毫的牵强。他们所制订的语法规则严谨，适用面广，

可以类推、演绎构建新的表达方式，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岑麒祥

认为巴士拉派是正统派。

第三，不以生僻的用法为例证，巴士拉派主张语法规则的制

定必须以众多的例证为据，不能以一个或两个生僻例证为依据建

立新的语法规则。例如，如果某个部落有特殊的表达习惯，不能

把它作为一个普遍原则，也不以此推导新语法规则，而是将之视

为特殊情况下的特殊运用，称之为“沙兹”（生僻）。

第四，巴士拉派对语法现象做了精细的观察，对形式、内容

作了细致的归纳总结，可以说流传至今的语法学规则基本上是巴

士拉派所遗留的。东方学家约翰·菲克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他

们坚忍不拔的奉献精神，对标准阿语的所有语言现象作了细致入

微全面系统的描写语总结，致使他们所制定的语言规则达到了无

以复加的完善程度”。

第五，巴士拉派用类比的方式扩大语法研究范围；收集与语

法问题相关的资料，并将其搜集成册，出现了《语法大全》《语

法补遗》等最初的语法文献。

（二）巴士拉派著名语法家及语法著作

巴士拉派的语法研究起从杜欧里开始到西伯威编写第一部完

整的语法著作，经历了百余年的时间，涌现出了很多著名语法大家，

根据时间前后顺序总结为六代。第一代为巴士拉派的奠基者们，

他们持续推广、补充杜欧里给经文标符号的工作，未产生类推的

思想或是著作。著名的有绥尔·本·阿萨姆·莱瑟耶、阿卜杜·拉

哈曼·本·荷尔姆兹、叶哈雅·本·叶阿姆尔·阿德瓦尼等。

第二代著名语法家有被称为巴士拉派第一位真正意义语法家

的伊本·艾比·伊斯哈格·哈德拉米，是第一位剖析词句、分析原因、

总结规律、制定规则、进行类推、形成文字并编辑成书稿的语法家。

尔萨·本·欧麦尔·赛格非和艾布·阿慕尔都是伊斯哈格的学生，

他俩发展了语法类推的规则，提出了褒贬动词中宾格名词为区分

语的主张，著有《语法大全》《补遗》。有学者认为《西伯威书》

是以《语法大全》为蓝本，加上哈利勒的注释撰写而成的。云尼

斯师是西伯威的老师，曾深入沙漠腹地，搜集部落语料，进行鉴别、

筛选，编辑成册的工作。这一时期的语法家为后期语法学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

第三代著名的语法家哈利勒·本·艾哈迈德是语法资料搜集

方面贡献最大的一位，首创了阿拉伯诗歌韵律学和阿拉伯音律学，

编写了第一部阿语大词典 --《艾因书》，成为阿语词典编纂的鼻祖。

他在前人语法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比较系统的句法与词法规律，

确定了相关的语法术语，巩固发展了前人提出的尾符变因理论，

创制了新的元音读音符，并增设了一套非元音读音符，使阿语语

音的符号系统臻于完善。由于上述的功绩，哈利勒被许多学者奉

为阿语语法的集大成者。据文献的考证，哈利勒的所有语法研究

成果，在他的弟子西伯威的语法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第四代著名语法家西伯威根据哈利勒所教授的语法内容并结

合其他语法家的观点，系统地总结了百余年间前人研究语法的成

果，在整理、补充完善后，编写出了第一部完整的阿拉伯语语法

巨著——《西伯威书》，全书共两卷，1000 余页，分为句法和词法，

内容包括了今天尚能看到的基本语法规律和语法术语。《西伯威书》

的诞生使得阿语语法的研究摆脱了为释析宗教经典服务的附庸地

位，变零散位系统，使阿语语法学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第五代著名的语法家有艾赫法西留传下来的语法著作有《反

义词》《古兰经语法分析》《语法解释》。还有库塔罗卜及其《圣

训中的偏僻词汇》《反义词》等书籍。

第六代、第七代较为著名的语法家有马齐尼及其著作《词法》

《大众语病》，还有被认为是巴士拉派最后一名著名语法家的穆

巴拉德，著作有《语法大全》。

三、结语

先辈语法家对阿语语法现象的精细观察、认真研究和科学总

结，为阿语的健康而纯正的发展提供了保障，促进了标准阿语的

推广与普及。随着阿语现代化步伐的开始，阿语语法也在面临发展、

改革的挑战，只有深入了解阿语语法发展史，才可以推动阿语语

法的研究、改革，使之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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