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型补语的非可控句位义 

    张国宪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提要  句法位置是语言线性特性的表现，是语言的句法形式表征。它除了凝结着句法信

息之外，还集结着丰富的语义信息和语用信息，本文把这种话语信息称之为句法位置义。句

法位置义影响说话人和听话人对事件的认知组织或解读模式，从句法位置义中不仅可以解读

出纯粹的客观语义，而且还透析着说话人对事件的主观认识信息，是客观意义和主观识解

(construal)的综合产物。本文探讨结果补语的基本句位义，将其概括为：非可控、客观和已

然的交集。本文重点讨论了非可控义的语义行为，具体表现为：1)善于表述句子主语的非主

观意图；2)善于表述非规约性语义；3)善于表述句子／言说主语的负向期待。 

    关键词  补语  句法位置义  非可控 

    

    “被”字结构中状语的序位规律及其制约机制 

    陈昌来    (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提要  本文以“被”字为分界，在大量语料支持下描写和说明现代汉语“被”字结构中

状语的序位规律，发现一些状语只能位于“被”字前面，一些状语只能位于“被”字后面，

另一些状语虽然可以在“被”字前后移动，但位于“被”字前的状语有被强调的意味。现代

汉语“被”字结构中状语的序位规律，跟一般状语有一致的地方，也有“被”字结构的特殊

性，这种特殊性就是状语跟主语、“被”字的宾语、谓语动词之间的语义关联性。 

    关键词  “被”字结构  序位  语义指向  语义接近原则 

     

    汉语介词结构与位移事件 

    崔希亮    (北京语言大学) 

    提要  本文主要探讨汉语介词在位移事件表达中的作用以及其他一些影响语言编码和解

码的认知因素：现实和虚拟位移、内动力和外动力位移、过程取景和目标取景、现场报道和

事后报道、方向和目标、意志性高低、事件与状态、容器和路径图式等，并用这些因素来解

释语言结构中的许多不对称现象。 

    关键词  介词  位移事件  不对称 

     

    “太”的语义内涵和语用规约——兼论副词的语法义和语用义的区别与联系 

    张谊生    (上海师范大学语言所) 

    提要  现代汉语中只有一个程度副词“太”，所谓表过量义的“太
1
”和表加深义的“太

2
”是两个同音同形词的观点，与汉语事实不符。“太”在不同句法环境中所呈现的表超量和

表增量的差异，其实是“太”在具体使用中的两种不同的表义方式，前者是客观性的语法义，

后者是主观性的语用义。“太 Ap”究竟是表超量还是表增量，取决于一定的表义倾向和语用

规约，涉及被饰词语的语义基础、说话人的主观认同倾向、特定的表达目的、相关的语言环

境等各个方面，同“太”本身的基本语法义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关键词  超量  增量  内涵  规约  语法义  语用义 

     

    有生形容词初论 

    王珏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提要  形容词分为有生形容词与无生形容词。本文主要从语义结构及其模式、主义素与

类义素、语义范畴分类、配价分类和句法表现诸方面对有生形容词展开讨论。 

    关键词  有生形容词  生命范畴  语义分类  配价  句法表现 

     



    “对于”句的语义和语用分析 

    张豫峰    (复旦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 

    提要  “对于”句是指介词“对于”引进某一对象组成介宾短语修饰谓词性词语的句子。

本文从“对于”句中谓语动词和其他词语之间的语义搭配关系以及“对于”句和语体关系等

方面全面分析了“对于”句的语义和语用特征，同时分析了“对于”句偏误运用的原因。 

    关键词  “对于”句  语义  语用 

     

    关于疑问语气词“呢”的句法论证 

    马道山    (天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提要  语气词“呢”是否具有疑问性是有很大争议的。我们研究发现，从词汇语义学的

角度来看，“呢”确实不负载疑问信息；但从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来看，“呢”作为语法标记应

该有语义值，从句式语法和词语的句法、语义多功能性和语法的动态性来看，带语气词“呢”

的疑问句是一种特别的句式，具有疑问特征；从生成语法理论来看，“呢”在疑问句中具有弱

疑问特征，不足以引起疑问词的移动，可以通过特征吸引来得到核查。 

    关键词  疑问  语气词  生成语法  句式语法  认知 

   

    现代汉语单用“越”的条件倚变句 

    陈淑梅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湖北黄冈师范学院) 

    提要  “越”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副词，它常常是两个“越”字连用，构成“越 X，越 Y”

的句式，这似乎形成一个固定的结构模式。但是也有单用的现象，本文讨论由单“越”构成

的条件倚变句。讨论分三个部分：1．单“越”的结构类型；2．单“越”的倚变关系；3．单

“越”与双“越”的差异。 

    关键词  倚变关系  结构类型  注意焦点  双重成分 

     

    唐宋时期的平比句 

    张赪    (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 

    提要  唐宋时期有三种平比句式，东汉时期产生的“比较主体+比较词+基准+结果项”式

在这一时期有很大发展，有逐步取代“比较主体+结果项+比较词+基准”式的趋势，同时现代

汉语常用的框式平比句式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在“比较主体+比较词+基准+结果项”式的发

展和框式平比句式的产生过程中体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关键词  平比句  语序  唐宋时期 

     

    一量对多名和名词对量词的选择问题 

    张万起    (商务印书馆) 

    提要  本文对汉语量词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量对多名现象进行了调查研究，对一量

对多名产生的机制、类型和一量对多名格式中名词对量词的选择条件等问题进行描写、分析，

探讨其中的发展规律。 

    关键词  量词  一量对多名  产生机制和类型  选择关系和条件  延续和发展 

     

    从“也”到“啊” 

    戴昭铭    (黑龙江大学汉语研究中心) 

    提要  本文探讨古代汉语语气助词“也”与现代汉语语气助词“啊”的关系，主要观点

为：1．古代汉语表示判断语气和句中停顿语气的助词“也”，就是现代汉语的语气助词“啊”

的“前身”；2．从“也”到“啊”的演变过程，伴随着语音形式、语法功能、书写形式的变



化，不是单纯的书写形式的替换；3．判断动词“是”形成后，逐渐承担了古代汉语“也”的

判断功能，这是近代汉语中“也”的使用频率减少的原因；4．现代汉语部分方言中还存留着

古代汉语“也”的形式和功能；5．从“也”到“啊”的变化过程是一个渐进的现代化过程，

其中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口语。 

    关键词  也  啊  a 元音  助词  判断  语气  功能 

     

    动词“问”的语法功能的历史演变 

    殷国光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 

    提要  本文以春秋至南北朝时期的 17 部文献为依据，以配价语法为理论框架，描写了动

词“问(‘询问’义)”由二价二向动词演变为三价二向动词，又进而演变为三价三向动词的

轨迹；并指出“问”的语法功能的历史演变是交际的需要，是类化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问  价  向  语义角色 

     

    论今文《尚书》介词格的层级性 

    钱宗武  汤莉莉    (扬州大学文学院) 

    提要  汉语缺乏严格的形态变化，表现语法意义和句法结构关系主要靠语序和虚词这两

种手段。从语义的角度看，汉语深层结构的某一个名词或名词性结构一般总是与某一个介词

相联系。介词在汉语语法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对今文《尚书》中的介词进行穷尽性

的语例统计和功能分析，全面考察介词在《尚书》中作为显性格标的深层语义特点，及其在

表层结构上线性排列的层级性，探讨汉语介词产生的语义理据，揭示介宾结构发展演变的趋

势。 

    关键词  今文《尚书》  介词  格  层级性  语义理据  表层结构 

     

    “登轼而望之”的训诂与考古考察 

    汪少华    (杭州师范学院语言研究所) 

    提要  《左传》“登轼而望之”的“登轼”，今人或以为“轼”不可登而将“登”与“轼”

点断，释“轼”为凭轼；或以为“登”当释为“凭”，“登轼”即凭轼。较为普遍的意见则是

根据《考工记》以及清儒考据结果予以反驳，认为轼可登，是述宾结构(登上车轼)。本文考

察近年出土先秦车舆的形制，吸收考古学的相关成果，对轼可登的理据有所补正，并且针对

释“登”为“凭”的证据予以商榷。 

    关键词  轼  登轼  凭轼  輢  车舆  乘石  青铜剑  立乘  登陴  登徒  登木 

    

    “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探诂 

    东炎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提要  本文分别从速度比、行文规律、故训用例、文体风格等方面，对“虽乘奔御风，

不以疾也”中的“奔”训为“奔马”，“以”训为“似、为、以之、以之为”等通行说法提出

不同看法。认为“奔”应训为“流星”，“以”应训为“此”。如此，则文理和谐，亦无曲通或

增字解经之嫌。 

    关键词  奔  流星  以  此 

     

    “去、盍”考辨 

    曾宪通    (中山大学中文系) 

    提要  现代汉字的“去”字，在古代汉字中有着多种写法。由于它们的来源不同，音义

各别，在后代文字中容易引起误解和混淆。本文根据出土的文字材料，按照不同来源和音读，



分别对其形义加以疏释和考辨，并论及衍符、省声和讹混诸问题。 

    关键词  去  盍  考辨 

    

    陕北晋语沿河方言假设类虚拟范畴的表达手段及其语法化过程 

    邢向东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提要  陕北晋语黄河沿岸方言具有丰富的表达假设类虚拟语气的语气词，其中有的是叠

加形式。该类语气词绝大多数用在假设分句(包括紧缩句)末尾，虚拟未然的情状，在对话的

单句中也可构成表反诘和争辩的虚拟句，有的语气词可以充当话题标记。强调假设语气或假

设分句或主语时，可在句首加上前置词“投”或“逢”。假设语气词具有不同的来源和复杂的

语法化过程。 

    关键词  陕北  晋语  虚拟  假设  语气词  语法化 

     

    冀鲁官话清入归派的内部差异及其历史层次——兼论北京官话的清入散归四声和冀鲁官

话的特点 

    张树铮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提要  冀鲁官话中除去清入归阴平的石济片和沧惠片之外，保唐片清入散归四声，章利

片清入独立成调，还有少数地区清入主要归上声或归阳平。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这种歧异的

现象主要不是北京官话影响的结果，而是由内部原有特点演变而来。冀鲁官话清入归调的分

歧可以用原读近上声来统一解释，后来由于受到中原官话的影响而发生了不同的变化：最古

老的层次是章利片，其次是读上声的部分地区和读阳平的少数点，再次是散归四声的保唐片，

而石济片和沧惠片大部分地区受中原官话影响最大，清入改读了阴平。冀鲁官话应当是在中

原官话影响下形成的。冀鲁官话清入字的演变可以为北京官话及东北官话清入散归四声的历

史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冀鲁官话  清入  内部差异  历史层次  北京官话  中原官话 

    

    岐山话正反问句时、体与情态意义的表达 

    韩宝育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提要  岐山话中的正反问句由 V+助词+否定词、V+否定词+V 两种方式构成。与之配合的

有“来[
．læ]”、“呀[.ia]”、“哩[.li]”和“唡[.lia]”等助词和“没”“不”两个否定副词。这

些助词、否定词与动词相配合，可以表示现在、过去、将来时的语法意义，完成、起始、持

续体的语法意义和意愿、激愤等情态意义。 

    

    谈淄川方言平声的演变 

    董绍克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提要  淄川方言的平声在聊斋俚曲中分成阴平和阳平两个独立的声调。现在淄川方言的

阳平并入上声，并入上声的上限应在公元 17 世纪末期(清康熙年间)，下限应在 20 世纪初期。 

    关键词  淄川方言  平分阴阳  阳上合并 

    

    市民话：城市方言的一项个案研究 

    王立    (江汉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 

    提要  本文是运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所进行的一项以市民话为对象的城市方言研究。受

访者对本人及该语言社团其他成员语言行为的评价明显地反映出现代市民脱俗求雅的心理倾

向。这种受传统语言意识影响而形成的矛盾心态，是导致与语言事实、语言行为间出现不平

衡状态的潜在因素，也使该语言社团成员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紧张感。这种压力将迫使该语言



社团选择一个或者改变态度、或者改变行为的方式来保持城市语言的稳定状态。 

    关键词  城市方言研究  市民话  武汉方言俚语  语言态度  语言行为  语言事实  语

言调查 

     

    关于语言运用中的代沟问题 

    郑锦全    (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 

    提要  在老少两代或者老中青生理世代之间，随时可以观察到词汇的改变。语音方面，

从父母出生到子女衰老，生理年代之间都维持着近似的系统，语音的两个世代，可以长达一

百年左右。而维系世代之间的语言沟通，限制语言代沟的宽度的机制是人类的语言认知能力。

一个人在语言对话时的短暂记忆处理能力有限，只能操控七八项谈话对方跟自己之间的语音

对应规则来理解对方，因此语音的代沟不会很宽。还有，人类所能运用的语言符号数目有限，

上限是八千，因此世代之间的符号数目不会任意扩大，语言代沟的宽度也就不会大到使语言

无法传承。 

    关键词  语言代沟  语音世代  短暂记忆  语言终身学习  语言符号数量  语音对应规

则 

     

    论“语境”的三个层面——“语境”理论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 

    苏宝荣    (河北师范大学) 

    提要  我国古代训诂学中很早就注意到“语境”的作用，但主要是在“上下文”的语义

关系中考求词义。近现代语言研究注意到语境的两个方面，即由语言因素构成的“上下文”(狭

义语境)与由非语言因素构成的“情景的上下文”(广义语境)。事实上语言因素构成的“上下

文”是包括语义、语法两个层面的，而“情景的上下文”则属于语用(或交际)层面。所以“语

境”研究应当包括语义、语法、语用三个层面。 

    关键词  语境  语义层面  语法层面  语用层面 

     

    基于数据库的现代汉语新词语语法特点研究 

    亢世勇  鲍明凌  许小星    (鲁东大学(烟台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院) 

    提要  本文以《现代汉语新词语信息电子词典》为基础，对新词语的语法特点进行分类

统计分析，并与《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中所描述的五万多基本词语的语法特点进行比较，

从而说明新词语语法特点的发展变化。 

    关键词  新词语  语法特点  分类统计研究 

    

    编写《香港社区词词典》的几点思考 

    田小琳    (香港岭南大学) 

    提要  本人由收集、积累和分析有香港社会特征的词语，并将香港社区词和中国内地流

通的社区词加以比较，提出了社区词的概念。在语料不断丰富的过程中，感到编写一部《香

港社区词词典》是十分必要的。在编写过程中，体会到选定词目需要丰富的语料和敏锐的语

感，词目的释义需要周密的思考和严谨的定义。对香港社区词从 1998 年至 2004 年出现在香

港媒体的资料统计，可以看出香港社区词和香港社会的密切关系；这些资料从另一个方面反

映了香港社区词的存在和流通。 

    关键词  社区词  香港社区词  香港社区词词典  粤方言词  语感  语料  释义 

    

    中亚东干语的词汇特点 

    林涛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中文系) 



    提要  东干语是我国移居中亚境内的回族人群所使用的语言，它来源于我国晚清时期汉

语西北方言。中亚东干语词汇在 120 多年的发展变化中，经历了与汉语及其环境的隔断、与

多种民族语言的接触、融合以及自我创新的过程，形成了自己的许多鲜明特点，这主要有：

汉语固有词汇的保留，新词语的创造，外来词的借用，与现代汉语词汇的差别等。 

    关键词  东干语  词汇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