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语音的层次——现代语音学笔记 

    石锋    (南开大学) 

    提要  音位、音素和音子是语音的三个认识层次，也是语音的三个结构层次。人类对于

语音的认识不断深化。音子是人们通过实验所认识的语音成分。音子只有作为音位或音素的

成员才有自身的价值。本文说明了音子的提出、音子的表现和音子的分析方法，论述了音位、

音素与音子之间的相互区别和联系。 

    如果说传统语音学的研究对象是音位或音素，那么现代语音学的逻辑起点就应该是音子。 

     

    武义方言数量词的变调 

    傅国通    (杭州大学) 

    提要  武义话数量词的变调和一般的变调不同，数词和量词的变调也不同，各成系统。

文章第一二部分，说明数词和量词的变调规律；第三部分，列举若干声调组合方式相同的数

词、量词、一般名词，进行变调比较，证验数词和量词的语义语法功能。 

   

    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区分及其再分类 

    范晓    (复旦大学) 

    提要  本文分三节。第一节，简要地评述了汉语动词区分及物不及物的种种主张，指出

各种主张虽有高下之别，但都还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第二节，提出一种新观点，即根据

典型句式(意义自足的主事主语句)里谓语动词能否带宾语来区分汉语的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

词：主事主语句中谓语动词如果没有特定的条件必须带宾语的是及物的，谓语动词不带宾语

就可构成意义自足的主事主语句的是不及物的。第三节，根据一定的标准替汉语的及物动词

和不及物动词进行了比较细密的再分类。 

    

    施事的分化与理解 

    史有为    (中央民族学院) 

    提要  通常所称的“施事”是由发出命令者(施令)、发出动作者(施行)以及二者的同一

关系这三要素构成。要素的不同配置造成两个大类：直接施事和间接施事。在具有“施事—

动作—受事”语义结构的句子中可能因出现不同施事而造成歧义，条件是：①具有制作义的

自主动词；②无法确定施事技能／职权同事件规格之间的对比关系。歧义的理解受到关系元

配置因素、心理—频度因素、语境—社会因素的制约，并因此造成优势理解和非优势理解。 

     

    论转折句 

    王维贤    (杭州大学) 

    提要  本文认为转折句“虽然 A，但是 B”表示 A、B 之间具有 A→M1→B 这样的蕴涵关系。

在许多转折句中，这种关系要在语用平面上才能得到解释。从形式上看，转折句有三种：“虽

然 A，但是 B”，“A，但是 B”，“A，B”。前两种关联词语有各种形式，后一种是所谓意合句。

意合句在书面形式上是并列的，结合语音条件，有时有并列偏正之分。结合不同语境，“A，B”

可以表示各种逻辑语义关系，在现代汉语的断代平面上，可以把“A，B”看作省略了某种表

示逻辑语义关系的关联词语的省略式。 

   

    顺序义对体词语法功能的影响 

    马庆株    (南开大学) 

    提要  本文讨论现代汉语体词的顺序范畴，分析有顺序义的体词性成分的意义，给有顺

序义的体词性成分分类并分析其语法功能，发现它们同不含顺序义的体词的语法差异。前者



能后加“了”，可以充当谓语，能前加时间副词、范围副词；后者一般不能充任谓语，不受时

间副词、范围副词的修饰。各类有顺序义的体词连用或与无顺序义的体词连用时所处位置不

同，所表达关系的种类不同。本文还讨论某些顺序义不确定的情形及顺序义的上下文制约。 

    

    成都话的动态助词“倒”和“起” 

    张清源    (四川大学) 

    提要  成都话动词后面常带“倒”或“起”，有的是动态助词(倒 1、起 1，都相当于北京

话的“着”)，有的是补语(倒 2、起 2)，二者的交错致使：(一)“V+倒”、“V+起”成为不易

分解的多义结构；(二)倒 1和起 1的功能区别不清晰。研究者多如实描写用例而难以剥离不同

性质的语素。本文先从理论上排开倒 2起 2，直接讨论倒 1起 1，就倒 1起 1与动词次类结合的

情况和它们在某些句型中活动的情况两方面进行分析，认为：“V+倒 1”主要表示动作进行态，

“V+起 1”主要表示静止持续态。最后也讨论了“V+倒 1／起 1”和“V+倒 2／起 2”的区别。 

     

    《广韵》反切的来源——《切韵》到《广韵》反切的改易 

    古德夫    (徐州师范学院) 

    提要  《广韵》反切的来源，目前还有不同的看法，这影响对《切韵》、《广韵》的理解。

本文通过去声部分《切韵》残卷、《王韵》、《唐韵》、《广韵》反切的比较，可以看出《广韵》

除采用陆法言反切以外，还大量采用了《唐韵》及其他韵书的反切，其中不少已改变了字音，

《广韵》已非《切韵》之旧了。 

     

    近代汉语全浊音声母的演变 

    李新魁    (中山大学中文系) 

    提要  本文分唐宋、元代、明代、清代四个历史时期论述汉语全浊音声母在近代演变的

历史过程。指出唐宋时代，全浊音声母已有发生演变的萌芽，声调方面受声母清浊的影响分

化为阴阳两类，而全浊音声母则在宋代分化为送气浊音与不送气浊音。南宋时代，阳平调的

送气浊音字逐渐变为送气清音。在变化的起始阶段，这些字还保持全浊音与清音两读，《中原

音韵》“墨本”中除分“阴”、“阳”之外还有“阴阳”之一类，笔者认为这“阴阳”一类的字

就是可以清、浊两读的字。元代中叶以后，这种两读的情况渐趋消失。明朝时，平声字基本

上变为送气清音了，但仄声字仍读为全浊音。就共同语读书音来说，虽至清初尚犹如此。到

了清代中叶以后北方地区多数方言，不论是平声字和仄声字，全浊音都已变为清音了。 

     

    论宋词韵及其与金元词韵的比较 

    鲁国尧    (南京大学) 

    提要  本文作者对两万首宋词的用韵作了穷尽式的研究，又下探至金元词韵，旁及部分

宋金元诗韵和元曲韵。本文首先指出宋人填词并无词韵书可循，清人编的多种词韵书均有不

同程度的错误，也批评了毛奇龄、纪昀等的宋人词韵漫无定纪，不足推求的观点。继而对宋

词用韵的一般规律和纷繁复杂的通叶现象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总结，指出宋词韵十八部类植根

于宋代通语。进而研究元好问、白朴等金元词人的用韵，并与元好问的近体诗韵、白朴曲韵

相比照，说明金元词韵不循两宋旧轨，建立了新的用韵模式。本文旨在对自北宋初至元末的

三百多年的词韵作历时的研究，以揭示词韵随语音之变而变的客观规律。 

    从元好问，白朴词韵与其前的宋代词韵、金代前期词韵比较可以推测，十三世纪初乃是

北方汉语发生重大变化之时，元白师弟的词韵及时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性的语音变化，因而早

于周德清的《中原音韵》约百年之久，其在北音史以至汉语语音史上的价值弥足珍贵。 

     



    金文中的同义并列复合词 

    廖序东    (徐州师范学院) 

    提要  金文中有不少同义并列复合词。这类词的辨认与金文的正确通读有密切的关系。

本文列这类词 83 例，动词最多，名词次之，形容词又次之，代词也有二例。各例均有简要的

考证。从金文中这类词的使用，可以清楚地看出汉语词汇由单音节向双音节发展的总趋势。 

     

    禅宗著作词语释义 

    袁宾    (华东师范大学) 

    提要  本文选释禅宗著作里的十条(组)词语：(一)先陀，仙陀；(二)捞笼，牢笼，罗笼，

笼罗，笼牢，捞龙打凤，罗龙打凤；(三)定，定当，定取，定当取；(四)拟议，拟心，拟，

拟不拟；(五)垛跟，垛跟，跺跟，跺根， 根，堕根；(六)斫额，斫手；(七)缁素；(八)平

地起骨堆，平地骨堆；(九)闹篮；(十)生缘。这些词语多带有明显的唐宋口语色彩。 

     

    甲骨文动词探索(二)——关于被动式 

    赵诚    (中华书局) 

    提要  甲骨文时代的汉语已经形成了真正的被动式，共有两个类型：第一类是见字句；

第二类是隹字句。但是，这两种句式却用得很少。当时表示被动的意思，大多是用变换词序

即变换动词的地位来完成，就是用动宾表示主动，用宾动表示被动。这在使用行为动词的情

况下基本如此。而在使用祭祀动词和用牲动词的情况下却又并不这样，即动宾和宾动这两类

形式并无主动被动之别，所表示的都是主动态。可见，甲骨文时代是上古汉语语法结构的一

个过渡时期，被动式已经形成，但主动被动之别尚未全部完成。 

     

    “古汉语定语后置”献疑 

    张桁    (郑州大学) 

    提要  当前许多语法著作均确认古汉语有定语后置，最典型的例句是两类句式：一类是

后附“者”字，如“求人可使报秦者”、“信至国，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等；一类

是中间用“之”连接，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

蛇”等。这两类句子各有其特点，但都不能视为定语后置。结论是不接受定语后置的说法。 

     

    汉字起源的探索 

    曾宪通    (中山大学) 

    提要  汉字起源是中国文明史的重要课题。本世纪曾一度流行过汉字西来的说法，认为

中国文字是从近东两河流域成熟了的文明传播过来的。本文扼要概述文献学、民俗学、考古

学和语言学各个领域探索文字起源的基本途径和主要成果，发现四个方面的材料不但可以相

互印证，而且可以互为补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各个领域所揭示的汉字发生史的进程是

大体相同或相近的，它们从多角度、多层次证明了一个事实，作为中国文明重要标志的汉字，

是在中国本土上土生土长的。 

     

    语言间的区域特征 

    陈其光  田联刚    (中央民族学院) 

    提要  中国语言众多。在一些地区的不同语言(包括非亲属语言)之间可以看到一些区域

性的特征。区域特征表现在语音、语义、词汇、语法诸方面，它是语言之间深刻影响的结果。

它通过双语制把一种语言的特征推广到另一种语言，从而改变了某些语言的固有成分和演变

趋势。从区域特征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语言可以变得相同，语言系属可以变化。 



     

    藏缅语声母对韵母演变的影响 

    黄布凡    （中央民族学院  民族语言研究所  民族语言第三系） 

    提要  文章通过亲属语言比较，列举实例，说明部分藏缅语声母对韵母演变(如元音的紧

化、卷舌化、鼻化，单元音复元音化等)的影响。指出藏缅语元音在历史演变中因受首尾两头

辅音影响，往往变异很大，韵尾对元音的影响以往研究较多，声母对韵母的影响尚需加强，

这将有助于寻找和发现语音对应规律，识别同源词，有助于藏缅语历史比较的深入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