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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学报》2016 年第 2 期论文摘要 

 

临高人被称“贝、翁贝”探源 

 

张惠英 

海南师范大学 

 

提 要 临高人被一些海外学者称为“Be”或“Ong-be”，译写作“贝”“翁贝”。

有人就将其理解为“Ong”指人，“be”指村，“Ong-be”就是村人的意思。文

章提出“ ong-be”就是“翁伯”，“Be”就是“伯”。临高话“翁伯、伯”都

是对长者、对男子的尊称，犹如各地方言口语“老、大”之称长者、尊者。这是

中华文明“礼仪之邦”的一种体现。 

关键词 临高 贝(伯) 翁 尊称 词头 
 

 

冀南方言助词“也”“啊”的共存与对立 

 

吴继章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提 要 语言学界通常认为汉语中的“也”和“啊”是具有历时联系的；相关的

方言调查研究成果也将二者看作是同一个成分在不同方言点上的不同读音形式

或变体。冀南方言中“也”“啊”同时共存且在语法、语用方面形成了对立。文

章描写了“也”“啊”在河北最南端的魏县方言中的分布情况，分析了二者共存

及对立的相关特点；讨论了“也”“啊”共存及对立形成的原因、“也”“啊”

的性质等问题。 

关键词 冀南方言 助词 也 啊 共存与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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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林话的是非问句 

 

苏丽红 

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提 要 是非问句是玉林话最常用的一种问句形式，其构成也是陈述句形式加疑

问语气词或疑问语调。玉林话中常出现在是非问句末尾的语气词主要有 8个，而

真正算得上疑问语气词的只有 5个；疑问语调主要有高升语调和低平语调两种。

它与广州话是非问句相比有同有异。文中拟从疑问功能的角度来分类描写和分析

玉林话的是非问句，并同广州话的是非问句进行比较，以揭示玉林话是非问句的

特点。 

关键词 玉林话 是非问句 疑问功能 比较 特点 
 

 

论太原城区方言不能作为晋语的核心方言 

 

王晓婷 

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 

 

提 要 学界大多认为太原城区方言是晋语的核心方言，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

我们发现太原城区方言已经不能作为晋语的核心方言，晋语的许多重要特征在太

原城区方言中已经消失。通过对语中心地带的 29个方言点方言进行检测，我们

可以看出太原的郊区以及周边的文水、太谷、交城、孝义等 15个方言点方言保

留着晋语的重要特征，应当看作晋语的核心方言。同时，太原城区方言始终未能

成为晋语的权威方言，未能对周边方言施以影响。 

关键词 晋语 核心方言 太原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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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域、功能投射与插入语的句法结构 

 

张和友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提 要 本文将以往所说的插入语看作一种情态表达手段，并将其称为情态结构，

与语气助词、助动词及情态副词等而视之。文章根据其句法分布，将情态结构分

成不同的大类与次类，不同的(次)类在线性次序上呈现差异，这种差异是倾向性

的。借鉴功能投射的基本理论，本文揭示了不同情态结构共现时的功能结构，认

为情态成分的不同投射与各自的概念域有关。不同概念域以及同一概念域内的不

同次类的情态结构，其句法位置有所不同。在与助动词、情态副词共现时，情态

结构在线性次序上多居前，这与它们跟命题关系的硫密相关。 

关键词 插人语 情态结构 句法结构 概念域 功能投射 
 

 

现代汉语“的”的多层缀化分析 

 

      郭 安         邢 欣 

北京华文学院培训部 中国传媒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提 要 有关结构助词“的”讨论是汉语语法学界的热点，近年来主要集中在“的”

的名词性标记功能上。本文通过英语、维吾尔语和汉语的对比，发现汉语“的”

主要的功能在于标记“的”前边的成分是名词性的，“的”有后附名词标记的缀

化功能。文中通过“的”字结构可以替代名词的特点进一步说明“的”具有后附

词特点。 

关键词 “的”字结构 后附词 多层缀化 名词后附标记 DP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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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级义副词“起码”与“至少” 

 

贾泽林 

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院 

 

提 要 “起码”和“至少”都能用来表示最低限度，但二者的语义并不完全相

同，“起码”只用于表达说话人对最低限度的判断，而“至少”主要是用来陈述

现实中存在的最低限度，“至少”所表达的最低限度往往是有依据的。受语义差

异的制约，二者在形式和功能上呈现出一系列的区别，具体表现是与其共现的词

语、所构成句子的表达功能和语体分布等方面不同。 

关键词 量级义副词 “起码” “至少” 主观性 客观性 
 

 

名词“光景”向概数助词和情态副词的演化 

 

张爱玲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提 要 名词“光景”在汉语史上经历了向“上下,左右”义概数助词和“大概，

可能”义认识情态副词的语法化。“光景”在语法化为概数助词的过程中经历了

如下语义演变：“情形，情况”义→“模样，样子”义→“上下，左右”义。名

词“光景”在受时量短语修饰的结构中被重新分析为“上下，左右”义概数助词。

名词“光景”在语法化为情态副词的过程中经历了如下语义演变：“情形,情况”

义→“模样,样子"义→“大概,可能”义。情态副词“光景”来源于“看/见光景”

的截略。 

关键词 光景 语法化 概数助词 认识情态副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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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口语非流利性词内重复研究 

 

刘楚群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与语言生活研究中心 

 

提 要 非流利性词内重复指词语内部某个构成成分的非语用性重复，在结构上

表现出四个明显倾向性特征：一是重复位置的左边界倾向，二是重复形式的趋简

性倾向，三是重复结构的自足性倾向，四是重复词语的实词性倾向。其生成原因

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大脑记忆衰退导致词汇提取困难，二是老年人自控能力降

低导致的口吃式表达习惯。调查数据显示，非非流利性词内重复的出现频率与老

龄化具有正相关性，据此判断，衰老会导致口语流利表述能力下降，其中 70-74

岁是老年人口语流利度下降的一个重要拐点。 

关键词 老年人语言 口语非流利现象 词内重复 语言能力 
 

 

从逗号、句号的使用看标点规范的篇章动因 

 

          郭昭军    关英妹 

南开大学文学院 天津新华中学 

 

提 要 从篇章角度看，标点使用正确与否反映了篇章内部是否连贯的问题。本

文从篇章角度考察制约逗号、句号使用的各种因素，以找出标点规范的篇章动因。

文章探讨了常见的篇章机制对逗号、句号使用的影响，如话题链、篇章距离、篇

章连接词和篇章非连续因素等，发现了篇章连贯与标点使用的互动关系。本文运

用统计方法，以印证不同篇章因素起作用的倾向性。 

关键词 逗号 句号 标点 规范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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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华语口语中的疑问成分“做么” 

 

王晓梅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提 要 本文以表示疑问的“做么”为例谈马来西亚华语口语语法结构的形成及

其规范问题。文章结合“做么”在马来西亚华语口语小型语料库中的有关用例，

讨论了它的用法和语法意义，并进一步探讨其来源；基于普遍性和系统性的原则,

提出应该将“做么”纳入马来西亚华语语法体系。 

关键词 “做么” 马来西亚华语 语法规范 
 

 

《阿毗达磨俱舍论》之玄应“音义”校勘举例 

 

      张 义         黄仁瑄 

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语言研究所 

 

提 要 《阿眦达磨俱舍论》之玄应“音义”存在文字讹失问题。勘正这些讹失,

对玄应音义的校勘及相关研究工作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阿毗达磨俱舍论》 玄应《大唐众经音义》 校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