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32022 年第 5 卷第 07 期 高等教育前沿

探索与创新

现代阿拉伯方言及其成因分析
李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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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方言与标准语共存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

阿拉伯方言是标准阿拉伯语的分支语言，每种方言通行于特定区

域或特定人群，是地域文化的符号，因此阿拉伯各方言之间必然

会有差异。造成阿拉伯各方言之间差异的原因除了内部因素：历

史、政治和语言发展规律之外，还有外部因素：外来语言的影响。

分析阿拉伯各方言及成因，有助于我们了解方言的特征并总结出

方言的一般规律进而掌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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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拉伯方言

自从有了阿拉伯人，阿拉伯方言便随之产生了。由于各地自

然条件、生活习惯和风土人情的不同，人们的语言风格和用词习

惯便由此产生差异，因此就形成了阿拉伯各方言。语言学家对于“方

言”的定义是：一种语言中与标准语有区别的、只通行于一个地

区的语言。我们可以通过方言的特点和表达方式，来分辨出一个

区域区别于其他区域的一系列特征和属性。由此可见，方言是一

个地区自然、地理、文化和风俗的集中反映。

虽然阿拉伯方言的历史由来已久，但在 19 世纪以前却鲜有关

于它的文字记载，而正是自 19 世纪开始，学者们才开始搜集整理

阿拉伯方言，并专门对其进行研究，在一些阿拉伯语语法书和文

学书中才有了关于阿拉伯方言的专门著述。它或是以民歌的形式

出现在伊本·赫尔顿的《历史绪论》中，或是出现在《一千零一夜》

等民间文学作品中。

阿拉伯方言是一种以口头表达为主的语言，不受标准阿拉伯

语的句法和词法限制，不具备独立语言特征，有随意性和简化性。

同时，它也有变尾等标准阿拉伯语的部分特征，借用了 80% 的标

准语词汇，起源于标准语发展史上的语言特例。阿拉伯方言主要

应用于阿拉伯各国民众的日常交流、非正式场合演讲和媒体娱乐

节目中。

根据各方言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的亲属关系，语言学家

将现代阿拉伯方言分成五大方言区：1. 希贾兹 - 纳季德方言区（包

括也门方言）；2. 叙利亚方言区（包括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

东部方言）；3. 伊拉克方言区；4. 埃及方言区（包括苏丹方言）；

5. 马格里布方言区（包括北非地区使用的所有方言）。其中，希

贾兹 - 纳季德方言与标准阿拉伯语最为接近，其次是埃及方言，

然后是叙利亚方言和伊拉克方言，马格里布方言则与标准阿拉伯

语相差最大。纵观阿拉伯各国的历史和国情之后，我们不难发现：

距离阿拉伯半岛南部这一标准阿拉伯语的发源地越远，方言与标

准语的差异越大；与纯正阿拉伯人之间的人种差异越大，方言与

标准语的差异越大；对阿拉伯人这一共同身份认同感越低，方言

与标准阿拉伯语差异越大。

各方言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方面。

其中，语音的差异体现在发音部位的不同、发音器官的不同、软

音读法的不同、声调的不同以及相邻两个字母相互影响规律的不

同，导致发音不同的原因在于阿拉伯国家内部人种的差异、原有

发音习惯的不同和方言内部嬗变规律的不同；词汇的差异则指的

是各方言用词的不同，具体体现在近义词、反义词和一词多义的

不同，例如一个部落称小麦为“布伦”，另一个部落把小麦叫作

“高木哈”；同一个字，各部落却赋予它不同的含义，如“沃塞白”

一词，汉志人当作“起立”的意思用，而也门人的用法正好相反，

意思是“坐下”。词汇的不同与当地独特的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

关系莫大，近现代各方言词汇的差异还与民族交融密切相关；而

语法的差异则源自于语法借鉴，其他民族在学习阿拉伯语过程中，

将本民族原本语言的语法带入阿拉伯语，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构

词法（词尾的后缀）、正偏组合正次和偏次位置颠倒、修饰语和

被修饰语顺序颠倒、动词时态的表达方式和否定意义的表达等方

面，但这种语法影响只出现在阿拉伯方言中。

语言是不断发展的，并在一定时期内呈现出既分化又统一的

特征，而阿拉伯方言就是标准阿拉伯语分化的产物，这既是语言

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是阿拉伯国家的历史、政治、社会和文教发

展的客观反映。因此，研究阿拉伯方言的形成原因既有助于加深

对方言的认识，也有助于了解语言与历史发展和社会风俗变迁的

关系。

二、现代阿拉伯方言的形成原因

阿拉伯方言是多种语言融合的产物。它的核心是阿拉伯语，

同时融合了外族语言的部分特征，其产生的历史原因主要在于人

种的不同、自然环境的差异、人文地理的差异、族群间贸易往来

引起的语言混杂和迁徙等。而阿拉伯各国的官方语言——标准阿

拉伯语虽然是阿拉伯各民族的统一语言，但是标准语和方言双语

并存的现象却始终存在，并且各地方言在语音、语法、语言风格

和词汇方面差异很大，这种差异性在近现代变得越来越大。尽管

同属阿拉伯人，但一个埃及人要想听懂伊拉克方言或者摩洛哥方

言，也会感到很困难。造成现代阿拉伯各方言之间差异的原因很多，

主要如下：

（一）阿拉伯语在母语为非阿拉伯语的地区传播

在历史上，由于阿拉伯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势力强盛，

阿拉伯语先后在也门地区战胜了古也门语，在伊拉克和沙姆地区

战胜了阿拉米语，在埃及和北非地区战胜了科普特语和柏柏尔语，

成为当地的官方语言。但这些在语言上被战胜的民族在学说阿拉

伯语的过程中，仍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原本语言的语音、语调、词

汇以及发音习惯等的影响，他们所讲的阿拉伯语已经偏离了标准

阿拉伯语，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甚至从阿拉伯半岛移居到这些

地区的阿拉伯人，受到当地居民的影响，他们纯正的标准语也产

生了变化，因此就形成了各地方言。

（二）社会原因

自公元 7 世纪上半叶开始，在阿拉伯半岛实现统一的背景下，

阿拉伯人开始由阿拉伯半岛向外征服扩张，到伍麦叶王朝末期，

阿拉伯人已建立起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统一阿拉伯帝国，

但阿拉伯人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仅仅维持了将近一百年（公元 7 世

纪中叶至 8 世纪中叶），此后阿拉伯人再也没能成为实际掌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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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地区纷纷独立成小王国，国家统一的破坏直接导致了文化和

通用语言的衰落，标准阿拉伯语的使用范围和受重视程度因此大

大降低，各地方言再次兴起。此外，阿拉伯人的式微也导致阿拉

伯人和非阿拉伯人的融合并不彻底，原住民的一些语言特征得以

保留，这使得语言的阿拉伯化并不彻底，各地的方言中都保留了

一些固有民族语言的成分，加大了各地方言之间的差异。

（三）语音的简便省力规律的影响

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交际者总是力图去繁就简，以便发出的

语音简便省力、清晰达意。阿拉伯各方言的发展正是遵循了这一

原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浊音转化成清音。例如，古

音“高夫”“扎乌”和“哈姆宰”本是浊音，发声时声带要振动，

标准发音很困难，因此在现代标准阿拉伯语中均发成清音，而在

各地方言中则简化成发音相似且音位相近的字母。第二，齿音发

音部位后移。齿音发音时舌尖要处于上下齿之间，发音比较费事，

因此一些方言中会将发音部位后移，以简化成与其相近字母的发

音。第三，发音部位相近字母和元音符号的替换。各地方言中发

音部位相近字母和元音符号（短音的开口符、齐齿符和合口符）

相互替换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使得方言完全打乱了标准语的词型，

变得不再有矩可循，语法影响减弱。例如，三母简式现在式动词

首字母本应一律读作开口符，但在方言中却发成齐齿符或合口符。

第四，字母改换顺序或字母移位。阿拉伯各方言为了发音简便省力，

时常还会发生改换字母顺序的现象，例如将相邻两个字母的顺序

调换。

（四）单词的重音发生变化和偏差

标准阿拉伯语中的重音主要是通过长音、软音和叠音等来实

现，然而在阿拉伯各方言中，由于语音的省读和弱读，会导致单

词的重音发生变化和偏差，具体表现为尾音读作静符、长音读作

短音、动词变位中五个动词中的“努农”和字母“哈乌”的省读、

软音的弱化以及字母“哈姆宰”的读音变化。首先，标准语中用

词尾的标符来表示单词在句中的语法地位。但在埃及、伊拉克、

沙姆地区、巴勒斯坦、希贾兹地区、也门和摩洛哥的方言中，不

管词语的尾符原本读什么音符，一律都读成静音符，方言中已完

全看不出单词在句中的语法地位，只能通过联系上下文来理解。

其次，标准阿拉伯语是通过字母后面跟“艾里夫”“瓦乌”和“亚

乌”来表示长音，但在方言中则将长音统统读作短音。再次，标

准语中的软音在方言中会弱读成长音（开口长音、齐齿长音或合

口长音）。最后，关于“哈姆宰”的读音变化，则分为其位于词首、

词中和词尾三种情况，当它位于词首时，埃及方言、伊拉克方言

和希贾兹地区的方言中会将“哈姆宰”替换成“法乌”或“瓦乌”；

当标静符的“哈姆宰”位于单词中间时，方言中往往将“哈姆宰”

弱读成“艾里夫”；当“哈姆宰”位于词尾时，同样会将“哈姆宰”

弱读成“艾里夫”，而动词变位也相应遵循尾柔动词的变位方法，

即“开软齐长”。

（五）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

蒙古人占领巴格达之后，统一的哈里发政权被颠覆，此后各

个小诸侯国林立，这些小国的掌权者均为非阿拉伯人，他们不再

重视标准阿拉伯语，因此阿拉伯语的语言地位受到严重削弱，越

来越受到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体现在：1. 引入新

音节；2. 吸收外来语词汇，主要是土耳其语和波斯语词汇；3. 借

鉴外来语法规则，例如借鉴土耳其语从属名词的构词法等。并且

自近代以来，各个阿拉伯国家均受到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语

言和文化的强势冲击，致使各地区母语和外来语语言混杂，这种

影响主要体现在：1. 出现新音节，近似于国际音标 /v/ 和 /p/；2. 吸

收外来词汇。希贾兹—纳季德方言和伊拉克方言中出现了大量英

语借词并频繁地进行语码转换；埃及方言和马格里布方言中吸收

了大量法语和意大利语词汇；叙利亚方言中吸收了很多法语词汇；

3. 借鉴英语的语法规则。在现在时动词前加“巴乌”“卡夫”或“阿

姆”来进一步凸显正在进行时和一般将来时的时态。

纵观阿拉伯各方言的成因及特点，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各地

方言不同，但它们之间却有着很强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体现在

它们都未跳脱出标准阿拉伯语的范畴，只是与标准语在局部上产

生差异，或是在语音方面，或是用词不同，或是出现个别外来语

的语法现象。因此，方言可理解为标准语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的语

言偏差，并且这种偏差是源自于人的语言天性，是为了发音简便、

表达顺畅、用词地道，或是刻意地保留本地语言特征，或是借鉴

吸收外来语的结果。

三、结语

方言作为日常口头语，赋予了本地人身份认同的心理特征以

及本地文化的认同感，其特殊的音调、特有词汇和构词法，是当

地人独特的情感、性格和生活方式的直接反映。因此，研究阿拉

伯各方言的成因，不仅便于研究方言的发展历史，还能通过方言

了解到全方位的地域文化和普通百姓的心理特征。

近些年来，阿拉伯各国学者提倡普通民众减少使用方言、增

加使用标准语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是为了应对欧美强势语言的冲

击，维护自身语言统一和文化统一的必要举措，但这并不意味着

标准阿拉伯语与方言的对立，在任何一个国家，双语并存或多语

并存的现象都是存在的，这是无法违背的语言发展规律。在当前

形势下，阿拉伯国家可以通过阿盟领导下的阿拉伯语最高委员会

这一统一机制，定期整理、规范和更新标准阿拉伯语，并且吸纳

方言中比较普遍的语言现象，在确立标准语权威的同时使其跟上

时代潮流，永葆阿拉伯语的生机和活力。

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阿拉伯语学子纷纷走出

国门，加入到中阿双边建设中，作为一名外语学习者，有必要了

解阿拉伯方言的成因和特点，进而掌握阿拉伯方言。这不仅有利

于工作和生活的开展，还有助于拉近同阿拉伯友人的关系，增进

中阿互信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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