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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学报》2018 年第 3 期论文摘要 

 

中国境内甘肃青海一带的语言区域  
 

徐  丹                     贝罗贝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东亚语言所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东亚语言所         法国高等社会学院 

 

 

提  要  语言区域的概念随着语言接触的研究而进入人们的视野。世界上许多语

言区域都很著名。中国境内甘肃青海一带的语言区域较少得到关注，原因之一是

这一带历史悠久，人群来源复杂，语言涉及多个语族、语系。本文力图介绍分析

甘肃青海一带语言区域共享的句法特征及形成的历史层次。通过语言事实我们看

到，甘肃青海一带的语言区域业已形成，区域内汉语方言和汉语变体均向非汉语

的句法表现形式靠拢。汉语在词汇上对区域内其他非汉语有影响，但非汉语在句

法上对当地汉语及汉语变体的影响却更深刻而不可逆转。  

 

关键词  语言区域  语言接触  句法特征  历史层次 

 

 

 

 

方言接触与闽北建瓯方言入声调字的变异 
——清代中西两种闽北建瓯方言文献入声调字研究  

 

马睿颖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提  要  本文主要对清代中西两种闽北建瓯方言文献所记载的入声调字的变异

进行研究。全文分为五个部分：一、本文所采用的方言文献材料；二、中古入声

韵字在清代建瓯方言入声调字里的变异；三、中古阴声韵字在清代建瓯方言入声

调字里的变异；四、中古阳声韵字在清代建瓯方言入声调字里的变异；五、小结。

造成建瓯方言入声字变异的原因是内部演变和外部语言接触。 

关键词  十九世纪  西文闽南方言文献  历史比较  语言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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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方言中的“着”“了”交替现象 
 

王  健 

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 

 

 

提  要  皖南江淮方言、吴语、赣语和徽语中都可以发现“着”“了”交替现象，

这可以称为皖南方言的一个区域特征。本文在提出判断“着”“了”交替现象标

准的基础上重点描写了皖南各地“着”“了”交替现象的具体表现，并提出，皖

南吴语、赣语、徽语中“着”“了”交替现象的产生是方言接触的结果，接触源

是以安庆话为代表的江淮方言。本文还分析了这个方言区域特征形成的过程和机

制。  

关键词  皖南方言  “着”“了”交替  完成体  持续体 

 

 

 

 

 

从品尝动词到经历体标记的语法化 
 

王统尚                石毓智 

武汉大学文学院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提  要  语言类型学的研究表明，品尝行为动词在不同语言里都发展成为经历体

标记，说明这种演化具有跨语言的规律性。先秦汉语的“尝”是这一语法化路径

的典型例证之一，它由“品尝食物”自然引申出一般意义的“尝试”，其后可以

带上其他动词做宾语，为其被重新分析为副词的经历体语法化创造了合适的句法

环境。促使这一语法化的核心语义特征仍然是品尝食物，它由最常见的饮食行为

通过隐喻投射到抽象的语法领域。更重要的是，现代汉语仍然还在使用的“曾（经）”

就是先秦经历体“尝”的语音变体，文章还从产生时间、语音特征等角度详细论

证了其间的关系，并详细调查了它们之间的取代过程。此外，还探讨了汉语史上

先后出现的两个经历体标记“尝”与“过”的不同发展机制，也分析了“过”的

产生对后来的经历体“曾”的语法地位的影响。 

关键词  品尝动词  经历体  语法化  隐喻  语言类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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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气副词“可”的核心语义  
 

苏俊波                              余  乐 

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 

 

提  要  一般认为语气副词“可”在不同句类中表达不同的功能、语气。也有学

者提出应该揭示“可”的核心语义，认为“可”的核心语义分别是做“话题焦点

敏感算子”、表强调、突显听者/说者的预期等。我们认为，“可”的核心语义应

该从它自身的演变发展中寻找，不仅要与“可”的其他用法联系起来，而且能够

合理地解释所有的功能表现。语气副词“可”的核心语义是表示确认语气，它是

由“可能”义的助动词“可”虚化而来的。结合助动词“敢”“会”“须”等可以

看出，“助动词—确认语气”是汉语确认语气的一个演变路径。 

关键词  语气副词  可  确认语气  助动词 

 

 

 

 

 

再论疑问范畴与否定范畴间的关系 

 

诸允孟                                洪波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提  要  传统研究认为，反问句形式上是疑问，实际上却表示否定，因此，疑问

跟否定是相通的。但从命题条件、命题方式以及施事意图来看，反问句的本质属

性是否定问句。否定问句的命题方式中必须包含否定疑问词语。否定问句的命题

内容具有“互明”及“交互主观性”等特征。在交际中，当说话人想要实现“建

议”“劝说”以及“忠告”等施事意图时，否定问句则成为最恰当的命题方式。 

关键词  疑问范畴  否定范畴  否定疑问词语  交互主观性  施事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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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与“嚇”探源  
 

徐时仪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古籍研究所 

 

提 要  汉语词义的发展可追溯到先秦的原始语言，词义最初形成时总是处于原

始的混沌状态。“畏”最初为记录人们看到可怕事物时不由自主地发出的声音，

后用来表示“害怕、恐惧”和“使害怕、恐惧”义，而“喂”为“畏”的分化字，

后用以表示“打招呼”义。“嚇”最初可能也是人们驱除怪物时发出的恐吓怪物

之声,本为象声词，既可象怒斥声，又有“大怒”义，还有“吓唬、恐吓而使害

怕”义，引申又有“害怕”义。 

关键词  畏  喂  嚇  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词汇化 
 

吴汉江 

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提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词汇化历经了一个过程，即：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

念化是词汇化的直接动因，而语言经济原则是根本动因。其词汇化机制本质上是

一种紧缩机制，即将原式“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的形式标记“有……的……”

逐步隐去，并最终变为一个无标记项。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词汇化  概念化  动因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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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量词“合”与“合（盒）”的历时考察 

 

冯  赫 

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提  要  秦简“容二合”的“合”不是容器量词“盒”，而是基于“容（镕）”使

用时“两半相合”的概念特征而转指钱模（镕）形成的个体量词。基于同样的认

知机制，动词“合”也转指其他成对（成套）或者两部分相合为用的事物单位。

中国古代交战短兵相接、交合厮杀，因此由动词“合”的典型特征转指事件（交

战）本身，然后又由表示交战的“合”转指交战的量而形成动量词“合”。以上

两种量词“合”在汉语里始终都不写作“盒”。表示“盒子”的容器名词在南北

朝时期写作“合”，大约宋代以后才写作“盒”。“合（盒）”是底、盖儿相合为用

的盛物器具，其来源是表示“闭合、对拢”的动词“合”。量词“合（盒）”来源

于名词“合（盒）”，这是以容器的有界特征转喻内容物的度量单位。汉语量词的

历时研究应重视对“同形异词”现象的考察。 

关键词  量词  历时来源  形成机制  合  合／盒 
 

 

 

 

 

 

马来西亚华语“者”缀词语的变异性考察 

 

赵  敏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提  要  本文以“者”缀为例比较马来西亚华语与普通话词缀派生构词的差异，

主要在于马来西亚华语有“业者、有者”等特色鲜明的“者”缀词语。以华语为

视角，重视语料库统计和比较研究方法是当今华语比较研究向纵深发展的有效途

径。 

关键词  马来西亚华语  普通话  者  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