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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学报》2016 年第 1 期论文摘要 

 

关注华语词句的文化藴含 
 

邢福义 

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提 要 本文分四个部分，从大词的使用、名句的移用、水诀的叮咛、推理的趣

说四个方面，各列举几种现象，讨论华语词句的文化蕴含。需要讨论的问题，覆

盖面甚广，包括词句的来源演化、原本涵意、引申联想、语境规约、社会习俗、

汉字形义等等，情况极为复杂。写作本文，是想通过若干实例的分析，说明语言

与文化犹如水乳交融，应该关注。 

关键词 华语 词句 文化蕴含 

 

 

“大华语”的研究和发展趋势 
 

周清海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提 要 文章对“大华语”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提出一些看法。分为三部分：第一

部分谈及“大华语”的现状，说明造成这种现状的特殊原因；第二部分谈及“大

华语”的发展趋势以及应采取的对策；第三部分谈及目前应该做些什么。 

关键词 华语 大华语 语言的社区变体 汉语的分裂 汉语的大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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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对峙时期南方文献中官话方言词考察 
 

张海媚 

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提 要 宋金对峙时期南北词语差异明显、南北方言互相交融和渗透，这是近代

汉语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前修时贤对宋室南迁导致南北方言发生接触这一事实多

有闸述，然而对南北语言接触的具体情形却鲜有人及。本研究从南宋时期带有吴

语色彩的《张协状元》入手，掘发其中的北方官话方言词语，来论证北方官话方

言对吴语方言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为今天的杭州话带有北音特点做出解释和说

明。 

关键词 南方文献 《张协状元》 官话方言 代表词 

 

 

 

汉语方言古入声的韵尾分调 
 

王莉宁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 

 

提 要 在影响声调分化的诸种因素中,因辅音韵尾的音值差异或有无而导致的

声调分化现象只见于古入声的分化演变。本文根据“汉语方言地图集”课题的材

料,介绍现代汉语方言古入声韵尾分调的主要类型及其地理分布,并讨论形成这

些类型的音变条件和原因。 

关键词 声调 入声 韵尾分调 音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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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类“假设一反问”型有标复句 
 

罗进军 

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提 要 “假设—反问”型有标复句是指后应句用反问的方式对前呼型假设句做

出某种判断的句子。本文拟从语境视角考察四类较为典型的“假设—反问”型有

标复句——证伪式、强致使式、强条件式、劝谏式“假设一反问”型有标复句的

语用意旨所在。之所以从语境视角切入,是因为要想知道某个句子属于哪一类型

的“假设—反问”型有标复句,往往要结合具体的语境才有可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更重要的是,这四类较典型的“假设一反问”型有标复句在语用推理、意旨表达

以及语用焦点方面的异同,照样需要依靠特定语境才能准确鉴别。 

关键词 证伪式 强致使式 强条件式 劝谏式 

 

 

动宾目的式的构造及相关问题 
 

丁 健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提 要 汉语中的动宾目的式是由连动式构造而来的,而不是以往所认为的由

“为 NP(而)V”结构构造而来。连动式构造为动宾目的式的机制是概念整合,动

因是语言运用的经济性需求。语言运用的明晰性需求和特定连动式的使用频率是

制约连动整合的两个重要条件。作为截搭型整合的一种,连动整合也具有转喻的

性质。此外,连动式所表达事件的不同类型也会导致动词词义增值和转喻模式上

的不同表现。 

关键词 目的宾语 连动式 整合 非现实 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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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及其相关结构的演化 
 

王擎擎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提 要 现代汉语中存在“视 A为 B”与“A视为 B”两种结构，通过分析发现，

“视为”这一结构在中古汉语时期就已经出现并逐步演变。“视为”先是由“视

A为 B”结构中的 A 前移，“视”与“为”在形式上组合在一起;之后，“A视为

B”结构频繁使用，形成一个固定搭配，意思相当于“当作、看做”。现代汉语

中，“把/将/被……视为……”结构使用频率较高，“视”与“为”最终固化为

一个双音词。 

关键词 视为 演化过程 形成机制 固化 

 

 

 

词汇转类及类推 

——以台湾地区华语为例 
 

陈菘霖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华文系 

 

提 要 本文主要讨论台湾地区华语实词的转类及类推。其中包含了动词及物性

的转换、虚化，名词活用为形容词、动词、量词等。这些用法大多出现在网络媒

体、日常口语，借此呼应学者“词类活用”是在某个时空下临时借用，增添语言

的生动及活泼性。 

关键词 台湾湾地区华语 词类活用 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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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台湾口语词“这样子” 

——兼论两岸语言差异下的互动 
 

杨海明 鲁小龙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提 要 “这样子”一词在港台腔特别是台湾口语中的使用较为普遍,相比之下,

它的意义和部分用法与“这样”或“这个样子”基本相同,不同的是“这样子”

在具体用法上还存在一些差异,通过调查可以说明两岸词汇变化的动因与机制,

而从网络上的合音词“酱紫(这样子)”可以预见这一点。 

关键词 这样子 差异 机制 酱紫 

 

 

 

河南唐河方言的“X 讫” 
 

张 辉 

河南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 

 

 

提 要 唐河县地处河南省西南部,唐河方言属中原官话南鲁片。唐河方言的“X

讫”格式是一种程度表示法,强调说话时事态的发展、变化已经达到了极点。“X

讫”不能受程度副词修饰,入句后做谓语,通常与助词“了”共现。“X”包括动

词和动态化的形容词,“讫”是完成动词做“X”的补语,已虚化成唯补词。唐河

及其周边十几个县(市)的方言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有“X讫”。该格式应是近代

汉语“X 讫”在这些方言中的遗留与发展。 

关键词 唐河方言 “X讫” 唯补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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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人物区别特征的序数性命名结构“X 二代” 
 

王 霞 

怀化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提 要 指称人的“X二代”具有命名功能,其中 X凸显了人物的区别特征,“二

代”表示序数,体现了指称对象的基本身份信息,“X二代”可称为凸显人物区别

特征的序数性命名结构。“X 二代”表示时间次序和主观评价性的地位次序,包

括“传承血缘关系和区别特征的第二代”“传承血缘关系但不传承区别特征的第

二代”“不传承血缘关系但传承区别特征的第二代”“与 X相似的其他人”等四

种语义类型。 

关键词 “X二代” 区别特征 序数 命名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