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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去”:双音趋向动词语法系统的一个成员 

 
邢福义 

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提  要  有学者认为“起来”走完了语法化全程,以此作为推理大前提,断定“起

去”未完成语法化。本文指出:充当了动词的后置成分,形成了体系性方阵,这是

双音趋向动词语法化的充足条件,对系统中的每个成员一视同仁,不分强弱。文言

文里,双音趋向动词充当动词后置成分现象极为罕见,未形成语法系统;在近古白

话阶段,双音趋向动词系统方阵已然形成,跟现代汉语的情况基本相同,只存在若

干差异。从近古到现当代,“起去”的存在是客观事实。不仅如此,“起去”还在

往前走,这有新的用例可以证明。通过“归谬”,可以突出显示,以“起来”作为

基准的大前提,不能推导出可靠的结论。 

关键词  趋向动词  双音  语法化  起来  起去  大前提  归谬 

 

 

 
 

汉语空间形容词的空间量 
 

徐  今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提  要  空间形容词是对物体的空间量进行说明的形容词,包括“大/小、高/低/

矮、长/短、宽/窄、厚/薄、粗/细、深/浅”15个成员。本文从维度、距离、方

向等三个方面系统考察分析汉语空间形容词的空间量。空间形容词在维度突显上

有强弱差别,在空间距离上有连续距离和间隔距离之分,在方向属性上呈现出有

无之别和类型之别。 

关键词  空间形容词  空间量  维度  距离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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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是”看联系项的作用 
 

黄理兵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 

 

提  要  本文对语法上的“联系”给出了自己的定义,讨论了联系项的特征和范

围,并以系词“是”为例说明了联系项的五种语法作用:标示、显示、选示、转化、

强化。“是”主要有前四种作用。 

关键词  “是”  联系  联系项  联系对象  语法作用 

 

 

 

 

 

 

常用词“巢”“窠”“窝”的历时演变 
 

周国祥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提  要  表“动物巢穴”义的常用词“巢”“窠”“窝”的历时演变轨迹是:上古,

“巢”产生;中古,“巢”“窠”二者并存,“巢”占主导;近代,“巢”“窠”“窝”

三者并存,唐宋时“巢”“窠”为代表,元明清时“巢”“窝”居上风;现代,“巢”

“窝”二者并存,竞争持续。“巢”作为“古词”,没有被“今词”“窠”“窝”替

换,一直处于优势地位。这种相对特殊的现象与规律值得观察与研究。 

关键词  常用词  巢  窠  窝  历时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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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鹊薄”及相关异写形式考辨 
 

曹海东  李玉晶 

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文学院 

 

提  要  文章对《西游记》中的“鹊薄”及后世文献资料中的“却薄”、“雀薄”

等进行了考辨,认为它们实为一词,其正体词形应作“确薄”(而非“刻薄”之类),

“鹊”、“却”、“雀”等均为“确”的音借字。“确薄”的本义是“土地瘠薄”,

引申指为人不宽厚,说话、行事尖酸刻薄。 

关键词  《西游记》  鹊薄  确薄  却薄  雀薄  词形 

 

 

 

 

 

 

 

古文献三字格中象声成分考察 
 

赵爱武 

湖北师范学院文学院 

 

提  要  双音重叠象声词经常与单音动词或形容词组合成 ABB 短语,随着句子结

构的变化和语义指向的转移,一部分象声词的拟声色彩逐渐淡化,最终其独立性

丧失,变成黏附成分。与此同时,进入三字格中的一部分典型的象声词,如果其模

拟的是常见的声响,这种声响又容易引起人们对相关事物或状态的联想,那么这

个象声词就可能产生语义的转移。 

关键词  象声词  语义虚化  语义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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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高频词的词类及其语义和语用 
 

李英哲 

美国夏威夷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 

 

提  要  论文试从检查 1000 个高频词来进一步发掘某些词类特有的现象,包括

虚化、隐喻,并从中举例分析:有代表性的一般动词“吃”,知觉动词“看/见,听,

闻,触/摸,尝”,形容词“明,暗”,副词“就”,量词“朵”等。主要揭示高频词

里有大量标示时空观念的词汇,不仅表明它们在日常语言使用中有频繁出现的实

际需要,并且显示空间移位的观念反映在不同动词和形容词隐喻化的内外向移位

现象里。 

关键词  高频词  词类  虚化  隐喻  内向移位  外向移位  事物移位  自身

移位 

 

 

 

 

从“动词核心”看隐性使动句 
 

刘培玉                    刘人宁 

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提  要  使动句有两个显性语义构件和一个隐性语义构件,其语义构件的组构框

架是“致事＋使＋役事＋补事”,其句法映射框架是“主语＋谓语中心＋宾语＋

补语”。使动句是在“使”字结构的基础上通过作格动词提升和致使动词插入等

操作手段生成的。使动句构造的制约机制是:淡化致使方式、凸显役事、V 是兼

类词——既是表性状的作格动词又是致使动词、隐含致使义。使动句的致使义从

根本上说来自于底层结构的单纯致使动词“使”。 

关键词  使动句  构造  制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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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词“还”的歧义及相关语音问题 
 

    徐以中                     孟  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      吕梁学院外语系 

 

提  要  本文基于语用视角,利用语义指向分析法解析“还”字句可能存在的语

用歧义,并运用现代语音学手段论证“还”字句歧义的语音表现。研究进一步证

实,汉语重音的声学表现首先是扩大音域,音域是判断轻重读的较稳定因素；同一

成分在不同条件下语音比较是确定轻重读的稳定途径；轻重音的判断需考虑到音

域、时长、音强等综合因素。 

关键词  副词  “还”  歧义  语音 

 

 

 

 

 

武汉话中的“他你家” 
 

周筱娟 

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提  要  武汉人将日常礼貌敬语“你家”拉入“他”中,融合生成武汉话中的“他

你家”等敬语,“他你家”“他你家们”“他您家(们)”和“他驾(们)”等动态地

展示了武汉话第三人称敬语的表一里一值、普一方一古之方方面面。灵活的对象

指向使“他你家”等体现了武汉礼貌话语的广博和适度。运用中,“他你家”基

本居于自然活脱的最佳语境,偶尔处于异常不佳情形。调研发现,武汉话中的“他

你家”存在退出青少年语库的可能性,需要社会、学界给予关注,积极引导，从而

使武汉礼貌传统发扬光大。 

关键词  武汉话  他你家  两个三角  话语特征  礼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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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平定方言“起”“去”的趋向动词化 

 

延俊荣 

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 

 

提  要  平定方言属晋方言大包片。该方言既有独用的“起”“去 kh”,也有“起

去 及“V＋起去 k”,甚至有“起去去”并置的现象。从“起”“去”的句

法分布入手,文章通过“起去去”“起去”和“去”之间的语音间隔、成分插入及

“去”省略的条件等证明“起去”是趋向动词。另一方面,文章从“起”和“去”

间仍可有成分插入,“起”“起来”“起去”并存但使用环境和表意指向有别,试图

说明曾存在过由“起”“去”到“起去”的趋向动词化过程,旨在加深“起去”研

究和对“起去”语法化的认识。 

关键词  平定方言  起  去  起去  趋向动词化 

 

 

 

 

 

语气词“才是”的情态义 
 

左双菊 

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提  要  文章首先分析了语气词“オ是”的句法特点,然后着重分析了语气词“才

是”的情态义。文章认为语气词“才是”主要具有强调确认、辩驳建言、责怪埋

怨等三种情态义。 

关键词  语气词  才是  情态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