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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语义镜像法”看“而且”的并列用法 

姚双云 

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提 要 黄宣范( Huang 2013)指出，语言中最普通的并列连接词的功能仅仅是

标志连续或者序列关系，以及标志前面的观点将在后续语调单位中得以表达。因

此，其最自然的位置是出现在停顿语调之后。依据这一标准， Huang 认为汉语

尚未完全语法化出类似英语中 and的并列连词，不过，现代汉语自然口语中的“然

后”是最接近的。本文通过调查大量的语言事实发现，“而且”似乎比“然后”

更符合普通并列连词的各项特征。自然会话材料中“而且”正在向并列连词虚化，

这一用法有向书面语扩散的趋势。因此，现代汉语中的“而且”已具备递进与并

列两个义项。本文运用 Dyvik2002)的“语义镜像法”论证“而且”的并列用法,

并顺带简要讨论了该方法在词汇多义研究中的运用。 

关键词 “而且” 递进 并列 语法化 多义 “语义镜像法” 

 

现代汉语物色词和色物词的词法模式及相关问题 

倪志佳 

北京大学中文系 

 

提 要 本文研究现代汉语中由“表物语素＋表色语素”构成的两类复合词——

物色词和色物词。文章的主要结论有：物色词和色物词的结构类型在本质上都是

名名定中复合，二者的语义模式可以分别概括为“提示特征＋颜色”和“提示特

征＋有色物”。物色词的词法模式在现代能产性很强，但在历史上很晚才被大量

应用；色物词的词法模式在现代能产性较弱，但在历史上很早就出现并被长期应

用。两种词法模式背后存在着不同的认知机制，这使它们既相区别，又相联系。

在少数情况下，二者会同时施用于一个语素组合，从而造成词法上的歧义现象。 

关键词 物色词 色物词 词法模式 认知机制 词法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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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式识别的四句式复句句法语义关系判定 

吴锋文 

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提 要 复句句法语义关系判定对汉语复句信息工程和自然语言理解具有重要

意义。在注重挖掘关系标记序列的基础上提出基于模式识别复句句法语义关系的

思想，运用复句三分理论和“分而治之”的策略，充分观察，充分描写，致用为

宗，总结出 50种含标记连用的四句式复句标记序列模式；分析序列中关系标记

间的特征信息，寻求复句标记序列与关联模式间的对应关系，划分出 38种标记

充盈态模式和 12种标记非充盈态模式。揭示了 12种四句式标记非充盈态复句的

生成机制，制订了 38条有关四句式标记充盈态复句的句法语义判定规则。语例

验证表明，该研究能有效解决含标记连用的四句式复句的层次关系判定问题。 

关键词 模式识别 复句 标记序列模式 标记充盈态 

 

 

形式对应与词汇兴替 

——“未＋动词性结构＋前”的演变机制 

张福通 

南京大学文学院 

 

提 要 先秦时期出现“未＋VP＋时”，进而形成“未＋VP＋时间标志词”构式，

形式—意义的组配是[[未+VP+时间标志词]←→[尚未达成 VP(的某个时点)]]，属

于构式化阶段。受到正反两式平衡机制等影响,为与“既/已＋动词性结构＋后”

对应，“未＋动词性结构＋时”发生词汇兴替，衍生出“未＋动词性结构＋前”。

后者属于构式化后的构式演变阶段，只是构式部分成分的改变，没有产生新的构

式。 

关键词 未+VP+前 未+VP+时 构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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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潮州方言的两种正音及其层次意义 

徐宇航 

中山大学珠海校区中文系 

 

提 要 同时关注方言口语和正音的传教士罗马字语料《潮正两音字集》记录了

19世纪潮州方言的两种正音。本文整理这两种正音音系，考察其特点及性质，

论证了第一种正音是 19世纪中后期北京官话，第二种正音是经本方言改造的“闽

官话”，同时具有北京、南京和西南官话特征，并有不同时代音类叠加特点，代

表当时文人模仿通语的形式，属历史上的文读层读音，是潮州方言音韵层次历时

研究的重要材料。 

关键词 19世纪潮州方言 传教士罗马字语料 方言正音 音韵层次 

 

 

河南辉县方言的比较句 

穆亚伟            汪国胜 

重庆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  

               研究中心 

                       

提 要 根据语义，辉县方言的比较句可分为差比句、极比句、递比句和等比句，

具体格式有“胜＋A＋X”“"B＋A＋最＋X”“一＋量＋X＋似＋一＋量”“A＋跟

＋B＋样似＋X”等 19种。这些格式或在句法条件上有所不同，或在表义功能上

有所区别，或在语用倾向和价值上不太一样。从来源上讲，有些格式是辉县方言

的固有形式，有的则是从普通话或其他方言中借入的说法。 

关键词 辉县方言 比较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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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语的“主述结构”和“主述句” 

范 晓 

复旦大学中文系 

 

提 要 “主题＋述题”构成“主述结构”，它是汉语句干中重要的语用结构，

由“主述结构”构成的句子称为“主述句”。主述结构的常规语序是主题在述题

之前，动态语境句里有时主题可以在述题之后。主题和述题的选择与语用表达有

密切的关系，会影响主观的表达意图。确定“主述结构”可采用意义和形式互相

参证的方法。主题与主语、主事有本质区别：主题是语用概念，主语是句法概念，

主事是语义概念；但它们也有联系。根据不同的标准，主题和述题都可分为若干

类型。汉语的单句和复句都存在着单主题句和多主题句。主述句可以分为五类：

叙述句、描述句、记述句、释述句、评述句。 

关键词 主题 述题 主述结构 主述句 

 

 

 

从海南岛黎语量词“老、爸、郎”说起 

张惠英 

海南师范大学 

 

提 要 本文从海南岛黎语量词“老、爸、郎”说起，比较壮侗语族的量词“父、母、

翁、奶”，说明这是一组以亲属称谓、以对人的尊称而来的量词，从中可以观察到汉藏

语系语言量词来源和发展演变的一个方面。同时指出，亲属称谓词“祖妣父母翁伯”等

可作性别词，也可做不辨性别的词头词尾。文章分三部分：一、黎语量词”老、爸、郎”；

二、壮侗语族的量词“翁、父、母、奶”；三、亲属称谓词“祖妣父母翁伯”可表示性

别，也可做不辨性别的词头词尾。 

关键词 黎语 量词 老 爸 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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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范畴到让步范畴 

——以“正”“每”的演变为例 

徐朝红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提 要 本文以“正”和“每”为例探讨时间范畴向让步范畴的演变。输入端语义的不

同，导致输出端语法功能也存在差异，“正”在“正在”义的基础上演变为让步条件连

词，“每”在“常常”义的基础上语法化为让步连词，这种演变是基于 R 原则语用推理

导致信息扩展而产生的。 

关键词 时间范畴 让步范畴 语义演变 语用推理 正 每 

 

 

前加特定形式词的“当 X 时,Y”句式 

 王 耿          曾 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武汉理工大学汉语言学系 

 

提 要 介词框架“当 X时”常常作为状语与后续 Y句构成一个蕴含时间或条件关系的

单句，但由于具体语境千差万别，“当 X时”与 Y之间的关系除了可往下细分外，还跨

越了原来的语义类。前附于“当”的特定形式词可将不同的语义类区分并凸显出来，从

而与 Y构成多种语义格局。言者的主观视点在语义格局的最终成型中起主导作用。 

关键词 特定形式词 “当 X 时,Y” 主观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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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们”结构中“们”的“激活剂”功能 

吴胜伟 

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提 要 “们”除了具有表数、表类和修辞功能外，还具有充当名词弱势[有定]

特征激活剂的作用。非物质名词和非抽象名词本身具有[有定]特征，但该特征在

强度上是有强弱差别的。强势特征在句法系统中直接显现，弱势特征处于休眠状

态，需要激活才能显现。在“N+们”结构中，N的[有定]特征若为弱势特征，则

“们”起激活作用，若为强势特征,起强化作用，即“N+们”结构具有[有定]特

征。这就是“N十们”结构为何鲜能出现在宾语位置，却能出现在句首话题位置

的原因。 

关键词 “N+们” 弱势特征 有定 激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