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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学报》2017 年第 4 期论文摘要 

 

主观性的类别与主观化的途径 

 

邵敬敏 

暨南大学文学院 

 

提 要 本文讨论四个问题:一、汉语主观性的类型:显示特定的视角、表示特别的

认知、流露特的情感;二、汉语主观化的词语途径:特别注重关键词语的选择、特别

注意近义词语的差别、特别依赖特定词语的添加;三、汉语主观化的句法途径:句法

结构的变化、特殊句法的选择;四、汉语主观性的演变。 

关键词 主观性类型 主观化途径 主观性程度 主观性的演变 

 

“动词＋X＋时量成分”结构中 X 的类别和功能 

 

匡鹏飞 

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提 要 “动词＋时量成分”结构中常可以插入其他成分，形成“动词＋X＋时量

成分”结构。X的形式特征、功能类型、成分性质较为复杂。能进入结构中的 X，主

要是副词，但也可以是少数连词及意义虚化的动词、代词、量词。X 既可以是一个

成分，也可以是多个成分连用。X 在结构中的功能类型包括关联标记、否定标记、

主观量标记、焦点标记、非现实范畴标记和语体标记等。X 既可能是句法成分，也

可能是语用成分。“动词＋X＋时量成分”相对于“动词＋时量成分”而言，具有更

丰富的语法意义。 

关键词 时量成分 常量 变量 语用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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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小句标记“之所以”的多功能性 

高再兰 

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 

提 要 “之所以”是现代汉语书面语中使用非常频繁的一个功能词。在现代汉语

传统语法研究中，“之所以”所引导的小句被看作“结果分句”，“之所以”被看

成是与“因为”“所以”一样的“连词”。文章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之所

以 s”其实充当主语、话题和定语等句内成分，而不是具有句法独立性的分句，与

此相应，“之所以”是一个溯因名词小句标记，具有篇章回指功能，而非连接分句

的“连词”。现代汉语中“之所以”的功能是对古代汉语“之所以”功能的继承与

发展。 

关键词 之所以 连词 名词小句标记 回指 溯因 

 

“出版”的词类问题与向心结构之争 

——一项基于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的研究 

         王仁强         杨 旭 

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   复旦大学中文系 

提 要 在汉语语法学界，词类多功能观取得普遍认同，但“这本书的出版”这个

经典例证所引发的有关向心结构是非之争却此起彼伏。以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为指

导，基于国家语委语料库对“出版”进行使用模式调查，同时对汉语词类与句法成

分之间的关系以及向心结构的理论地位进行探讨。研究发现，鉴于“出版”表指称

的用法已有较高的个例频率和类型频率，概括词“出版”在现代汉语社群语言层面

词库中兼属动词和名词，而非仅为动词;向心结构理论解释的是言语层面句法中的现

象，“这本书的出版”整体是名词词组，其中的“出版”在言语层面句法中也是名

词；所谓汉语“词类多功能观”之所以应该摒弃，是因为它存在偷换概念和以偏概

全的逻辑错误。研究表明，兼顾的经典逻辑和模糊逻辑的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有助

于解决现代汉语等分析语的词类难题。 

关键词 汉语词类 兼类 “出版” 向心结构 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 模糊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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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汉语的话题标记及其演变 

 

李宗江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外训系 

 

提 要 “话题”本是个语用概念，但自结构主义语言学以来，人们较多地将其作

为结构成分来讨论。我们侧重于在篇章意义上来理解话题，将标记话题的语言成分

称为“话题标记”。本文所指的话题标记包括两类：一类是用来引入话题的语言成

分，如现代汉语中的“要说”，称为“话题引入标记”；另一类是用来转换话题的

语言成分，如现代汉语中的“再说”，称为“话题转换标记”。文章将按以上两类

来描写近代汉语的话题标记，希望能较全面地展现近代汉语话题标记的大致面貌，

并讨论其向现代的演变问题。 

关键词 近代汉语 话题标记 历史演变 

 

 

19 世纪以来广州方言“量＋名”结构的发展 

 

金桂桃 

武汉理工大学汉语言学系 

 

提 要 广州方言中的“量＋名”结构首先出现于动词之后宾语的句法位置，用于

指称无定的个体事物，大概于 19世纪 40年代发展出定指的语义功能。主语位置上

的“量＋名”结构始见于 19世纪 50年代。“量十名”结构定指义的产生，既与汉

语“句法结构赋义”规律有关，也是同音同形“个＋名”结构类推的结果。 

关键词 广州方言 “量十名”结构 定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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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屹立:中国语言学的愿景 

 

鲁国尧 

南京大学中文系 

 

提 要 当代中国文化学术(含语言学)的严重问题是，存在多种崇洋现象：崇洋媚

外，甚至挟洋自重；食洋不化；洋教条主义有蔓延之势。凡此，皆有害于我中华民

族的复兴大业，亟需荡涤。无论往史的、当前的社会实践，都呼唤我们作理论概括，

笔者曾于 2005年从中国古史的研究结合现实提出“国力学术相应律”，如今从美国

早期历史的研究中获“悟”，新提出“文化学术后发论”。当今我国国力大增之际，

正是文化学术大“发”之时，中国语言学人应该自励自勉，坚持“不崇洋，不排外”

的“双不方针”，用对祖国的激情把崇洋的激情驱逐出去，自强，自立；崛起，强

盛；进而实现中国语言学像珠峰一般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愿景。 

关键词 不崇洋不排外 “双不方针” 国力学术相应律 文化学术后发论 

 

 

西北地区汉语方言地图集的绘制 

 

邢向东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提 要 本文简要阐述《西北地区汉语方言地图集》的绘制理念及相关思考与实践，

包括如下要点：地图集调查点的选择；调查表及确定调查条目的原则；调查系统与

地图绘制。 

关键词 地理语言学 西北 汉语方言 特征地图 绘制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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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词“一时”的句法语义选择限制与偏好 

 

强星娜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 

 

提 要 副词“一时”高频出现的句法环境有：否定形式的主句谓语，肯定形式的

主句谓语，表原因、伴随义的状语性从属句。“一时”用于否定式的主句谓语时，

句子均为动力情态和认识情态的否定表达；且“一时”表现出对动力情态否定式的

偏好，这是主观化介入的后果。“一时”所在的肯定式主句谓语不能表达事件，而

是描摹状态，且有夸张色彩；所描摹的状态在说话时已结東。“一时”出现在状语

从句中，其后的谓词具有非恒久性的语义特征，且要求主句具有反预期的语义特征。

本研究指出，“一时”在句法语义方面的选择偏好和选择限制都与“一时”的“短

时语义特征”相关，由于主观性和主观化的介入，产生了临时义、夸张义、反预期

等浮现义。 

关键词 动力/认识情态 情态过滤效应 选择偏好 主观化介入 乐观原则 

 

基于动词语义特征分析的现代汉语 

动宾施受关系探究 

 

翁义明 

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 

 

提 要 动词的语义特征决定了动词所处的句法结构，现代汉语里动词与宾语的施

受关系问题不仅是一个句法问题，更重要的是核心动词的语义问题。基于动词的语

义特征分析，本文认为现代汉语里所谓的“施事宾语句”中的核心动词在不同的语

言环境中呈现出不同的语义特征，现代汉语中所谓施事宾语句事实上都是动词特殊

语义特征基础上的施事主语句。 

关键词 动词 现代汉语 语义特征 施事宾语句 施事主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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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修补标记“我是说” 

 

苏小妹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 

 

提 要 文章主要考察了话语修补标记“我是说”，认为其基本功能是重述修补，

此外还有接续修补、纠正修补,解释修补和指同修补等话语修补功能。除了“修补”

功能,“我是说”还有强调、调节人际关系等功能，它们体现了说话人的元语用意识，

是说话人在不同意识程度下不断做出语言选择的表现。“我的意思是”也是一个修

补标记，但是和“我是说”在修补类型上有差异。 

关键词 重述 修补标记 “我是说” 交互主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