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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浅析开罗方言与标准阿拉伯语的差异
李明玉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方言与标准语共存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

方言通行于特定区域或特定人群，是标准语的分支语言。开罗作

为埃及的首都，由于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强大的政治、经济

影响力，从而使得开罗方言成为埃及使用率最高、接受度最广的

方言。开罗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及句子结构等方面与标准阿

拉伯语存在诸多差异，对比二者的不同，不仅有利于了解开罗方

言的语言特征，进而掌握它的语言规律，还有助于深入了解当地

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这对于外语学习者而言是非常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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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是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阿拉伯国家，它的通用语言

和官方语言是标准阿拉伯语，但方言却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

的口头语，埃及方言课甚至成为了每一个留学埃及的、母语为非

阿拉伯语的阿语学习者的必修课。并且，埃及在近现代阿拉伯国

家的国际事务中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此外，埃及的电视剧、

电影及歌曲等影视娱乐节目在阿拉伯世界广泛传播，而这些文艺

作品全部使用埃及方言。以上原因促使埃及方言的输出度很高，

成为阿拉伯世界使用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方言。而埃及方言中

的开罗方言最具代表性，因为埃及方言是建立在开罗方言基础上

的，正如中华民族共同语基于北方方言一样，所以开罗方言体现

出的埃及方言的共性更多。 

开罗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而作为首都，亦有

千年以上的历史。在公元 639 年阿拉伯大将阿慕尔征服埃及之前，

埃及人的官方语言是希腊语，日常用语是科普特语。公元 642 年，

阿拉伯军队正式入驻开罗，由于当时的统治者允许阿拉伯人与开

罗人混居，并且实行宽容的语言政策，开罗人对阿拉伯语的抵触

性逐渐降低，认可度逐渐提高。公元 706 年，埃及总督颁布法令，

规定阿拉伯语为埃及的官方语言，这一法令提升了阿拉伯语的地

位、削弱了希腊语与科普特语在埃及的影响力，对阿拉伯语成为

埃及的主流语言产生了巨大影响，一部分埃及人开始学习阿拉伯

语，加上经济活动与日常生活的现实需求，已经被阿拉伯化的开

罗人便在标准阿拉伯语的基础上，加入当地的语言词汇和表达习

惯，便逐渐形成了开罗方言。

但对非阿拉伯人来说，学着阿拉伯人的腔调讲阿拉伯语并不

容易，一些字母发音比较拗口，并且铿锵有力的阿拉伯语发音习

惯也是发音柔和的埃及人所不习惯的。此外，在学习阿拉伯语过

程中，开罗人仍会或多或少地受到母语的语音、语调、词汇及发

音习惯等的影响，他们所习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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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似于第二外语的语言习得偏差。

另外，方言是为了便于日常交际而产生，人们往往会为了发音简

便省力、避免繁杂而简化标准语，因此就出现了一些不符合标准

阿拉伯语规则的语言现象。因此可以说，开罗方言的产生，一方

面是由于当地人学习阿拉伯语过程中的听觉错误和发音不准，另

一方面是出于语言简便省力规律的需要。

相较于标准阿拉伯语，开罗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和句子

构造等方面发生了一些改变和偏差，这种差异性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语音差异

开罗方言虽然与标准语在语音方面已产生不小的差异，但变

化规律却是有迹可循的，两者的不同具体表现在：

（一）发音部位相近字母的替换

开罗方言中，经常会发生发音部位相近字母相互替换的现象。

第一，齿音发音部位后移。例如，用“塔乌”替换“撒乌”，“西

努”替换“撒乌”，“达鲁”替换“扎鲁”，或用“扎予”替换“扎

鲁”，这些都是将齿音发音部位后移，用不需要咬舌的相近音来

代替；第二，深喉音等发音困难字母的简化。例如，“高夫”“扎乌”

和“哈姆宰”等字母发音比较吃力，出于日常交际简便省力的需要，

开罗方言中会将这些发音简化成发音相似且音位相近的字母，或

是用“哈姆宰”替换“高夫”，“巴乌”替换“米母”，或是用“巴

乌”替换“法乌”，将深喉音替换成唇音或进行简化。

（二）发音相近但发音部位不同字母间的替换

相较于生活在沙漠里的纯正阿拉伯人，埃及人发音较轻，因

此一些阿拉伯语字母的发音对开罗人来说确实是比较困难的，为

了便于发音，因此就出现了用发音相近但发音部位不同的字母替

换掉发音困难字母的现象，用清音字母替换浊音字母，例如用“扎

乌”或“达鲁”替换“达都”，“西努”替换“撒都”，“卡夫”

替换“吉目”，“哈乌”替换“阿依努”或“哈姆宰”替换“高夫”。

（三）改变动符的发音

开罗方言中会改变标准语中一些单词的动符发音，例如不规

范的形容词和工具名词词型的出现，但现在已经被标准语所接受。

另外，开罗方言中还会出现改变词首动符读音的现象，将词首的

开口符读作合口符或将合口符读作齐齿符。

（四）相邻字母的换位

相较于标准阿拉伯语，开罗方言中会将一些词汇的相邻字母

改换顺序，使发音更顺口、更简便，读音虽发生改变但意思不变。

这就好比汉语拼音中改换声母和韵母（韵头、韵腹、韵尾）的位置。

（五）尾符或长音的略读，即尾音的动符读作静符以及长音

读作短音

与标准语相比，开罗方言倾向于将单词的尾音省读和弱读，

将尾符一律读作静符，这会造成词汇语法地位的模糊，人们只能

通过上下文来理解句意；并且由于词中的长音读作短音，会导致

单词的重音发生变化和偏差。这两种读音变化虽然是不规范的，

但出于日常交际简便省力的需要，在方言中还是会去繁就简，将

长音读作短音、尾符的动符读作静符。

综上，开罗方言在语音方面所做的改变，诸如：将发音吃力

的字母及音符转换成发音柔和便利的同类、将咬舌音后移、将浊

音转换成清音以及字母换位等，这一切都是出于人的语言天性，

是为了发音简便省力、表达顺畅。

二、词汇差异

相较于标准阿拉伯语，开罗方言的词汇量要少得多。因为方

言的词汇量只需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交际之用，常用词汇使用频率

高且所需词汇量不多。

开罗方言中的词汇与标准语词汇之所以会产生差异，除了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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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部分希腊语和科普特语词汇外，还吸收了大量曾经统治或占领

过埃及的其他民族的语言词汇，因此出现了许多标准语中所没有

的词汇。在开罗方言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土耳其语、法语和英

语词汇，这些词要么是通过阿拉伯语造词法被阿拉伯化的，要么

是对应外语词汇的音译，但词义保持不变。

此外，由于词义的发展，使得开罗方言的词义与标准语词义

也产生了差异。一些方言词汇的词义变化，要么是在标准语原意

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使词义的表达范围更广泛，泛指与此相关

的扩大或引申含义；要么是对词义加以限定或缩小表达范围，仅

限于其中某方面的特定含义。

三、语法差异

开罗方言不追求语法的正确性和规范性，语句的排列组合比

较随意，主要以达意为主，因此表达更加简洁、通俗。此外，开

罗方言中还存在着一些标准阿拉伯语中所没有的语法规则，这可

以看作是对标准语语法的创新，比如造新词、非常规词型的派生

和特殊语缀等。

（一）开罗方言中存在着一些标准语所没有的新词，它们是

将两个或多个词素合并起来造出一个全新的词，并且新词与原本

的词组的意义是对等的。

（二）阿拉伯语有着非常强的造词规律，但开罗方言中却存

在一些非常规形容词词型，但严格地说，这些词型被阿拉伯语法

学家认为是不规范的，不过由于已被大众所广泛使用，因此标准

阿拉伯语便接受了这些非常规词型。

（三）另外，开罗方言有在词尾增加词缀的特殊用法，通常

会在人称代词后面附加字母“哈乌”，有时还习惯在词尾附加字

母“希努”。方言中在词尾附加字母的习惯，不会使词义发生改变，

类似于口头禅。

（四）借鉴英语表时态的语法规则

无论是标准阿拉伯语还是开罗方言，现在式动词无法体现出

正在进行时和一般将来时的时态，须加上专门表时态的词才能体

现时间概念。因此，开罗方言借鉴了英语中表示时态的语法规则，

在现在式动词前加“巴乌”来表示正在进行时，或在现在式动词

前加上单词“拉哈”表示将来时（纯粹表示时态，无语法作用，

不会使现在式动词尾符发生变化）。

（五）借鉴土耳其语的语法规则，主要体现在两点：1. 借鉴

从属名词的构词法，在表示属性、类别、职业等词的后面附加字

母“吉目”和“亚乌”，来表示类属名词的后缀，表示“xx 工人”

或“xx 夫”的意思；或是在普通名词后面增加后缀“哈奈”，表

示“xx 店”；2. 习惯于在正偏组合的正次与偏次之间附加表示所

属关系的词，相当于介词“俩目”。

（六）不再遵循严格的动词变位。标准阿拉伯语中，每一个

动词对应 14 个动词变位，每个动词变位分别内含相应的性别、数

量和人称，但在开罗方言中，为了口语交际的便利性，人们往往

不会遵循严格的动词变位，动词变位只遵循阴性、阳性，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的变化，而不再有单数、双数或复数的变化。

四、句子结构差异

开罗方言在句子结构方面与标准阿拉伯语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两点：

（一）大多数情况下，开罗方言更倾向于使用名词句，即把

主语放在动词前面。在标准语中，则没有偏好动词句或名词句的

习惯。

（二）否定句

开罗方言习惯于在否定句的最后一个单词词尾附加字母“希

努”作为后缀来强调否定，而在标准语中则没有这种用法。

基于以上开罗方言与标准语的对比，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

论：开罗方言作为埃及方言之一，是自公元 7 世纪以来阿拉伯人

与当地人混居、相互交往，多种语种交杂、融合的语言产物。它

以阿拉伯语为核心，并融合了当地居民语言特色，同时吸收了少

部分其他民族的词汇及句子结构，因此它的本质并未改变，仍是

阿拉伯语的一个分支语言。虽然开罗方言与标准语之间存在着一

定的差异，但它并未跳脱出标准阿拉伯语的语言规律，它是开罗

人为了沟通便利，按照当地讲话习惯对标准语做了部分调整后的

结果，并没有损害到阿拉伯语的实质，并且也正是这种差异丰富

了阿拉伯语，体现出了阿拉伯语的包容性和生命力。

五、结语

埃及的民谣当中有大量用开罗方言写作的诗歌，还有许多描

写现实生活的方言谚语，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民间文学研究者进行

广泛深入研究的，因为一个地区的方言汇集了当地独有的、特色

的文化，是该地区的自然地理、风土人情和社会心理的集中体现。

并且开罗地处古埃及文明的发源地，开罗方言的变化是历史变迁

的见证。研究开罗方言的语言特征以及开罗方言与标准阿拉伯语

的差异，不仅有助于掌握开罗方言，还有利于了解历史变迁对语

言发展的影响。另外，语言和文化是相辅相成的，保护方言就相

当于保护该地区的文化根基，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传

承工具，是值得政府立项进行定期整理并归档保存的，将成为后

人研究开罗社会各阶层居民生活状况的一幅鲜活画卷。

中埃建交已有近七十年的历史，两国一直保持着友好合作伙

伴关系，埃及作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下非洲地区颇为关键的

一个合作国家，相关人才掌握包括开罗方言在内的埃及方言就成

了当前的迫切需要，这不仅有助于增进对埃及的了解、更好地了

解埃及文化、增进双方互信友好，还有利于拉近同埃及友人的距离、

顺利地开展日常工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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