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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中的连词居尾与非完整复句  
 

姚双云 

华中师范大学 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提  要 本文在位置敏感语法的视角下考察连词居尾与非完整复句这一新兴用法，

探求口语中语法结构的“趋简性”。文章基于大规模口语语料库，调查了 68个常

见连词在话轮尾的分布情况。数据表明，有 8 个连词能较为自由地居于话轮之尾

形成非完整复句。连词居尾有基式与变式两种格式，其在话语中的互动功能主要

有话轮转换、他启纠偏、询问信息三种。句法位置、使用频率、语体倾向是制约

连词居尾的三个重要因素。文章还从认识地位、话轮组织、纠偏机制三个方面讨

论了连词居尾互动用法的成因。语言事实表明，汉语口语中的连词居尾是对位置

敏感的互动策略。 

 

关键词：位置敏感语法  连词居尾  非完整复句  认识地位  话轮组织   

纠偏机制 
 

 

 

 

汉语跨类量词的历史成因与哲学逻辑 
 

高亚楠                     郑氏永幸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越南河内大学中文系 

 

 

提 要  汉语跨类量词有四种类型：名动量交融型、集个量交互融型、度量交融

型和多重交融型。事件的关联作用是名动量跨类的历史成因，数量特征的允准和

认知视角的转换是集个量跨类的历史成因，度量因子的激活和量价的等值传递则

是度量跨类的历史成因。中国古代辨证融通思想是汉语量词子类交融模式产生的

哲学基础，汉民族内涵孳乳的衍生模式是跨类量词形成的逻辑动因。 

关键词  量词跨类性  分布类型   历史成因   哲学逻辑 

 

 

 



 

“说 X”的形成：语法化、词汇化和语用化的互动  
 

孔  蕾  秦洪武 

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提  要  本研究通过分析汉语言说态度标记“说 X”的形成过程，探讨语法化、

词汇化、语用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大部分“说 X”类态度标记是由句

内动宾短语演变而来；在向话语标记演变过程中，这类短语在句法表现、语义属

性和语用功能上均发生变化，是语法化、词汇化和语用化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

表明，对认知突显度和表达经济的需要是话语标记语法化和词汇化的内在驱动力，

语法化是词汇化和语用化的必要条件，语法化和词汇化分别在句法独立性和表达

经济性两个层面推动语用化进程。 

关键词  “说 X”标记  语法化  词汇化  语用化 

 

 

 

 

逐指范畴形式“逐 X”的语法化 
 

刘  君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社科部 

 

 

提  要  逐指是以群指为基本功能，以个体量化义为核心意义的语法范畴。“逐”

“每”“XX/一 X（一）X 重叠式”构成了在语素层、词汇层、结构层表达逐指范

畴的主要外延。其中，“逐 X”经历了“跟随伴随指称方式”的范畴化历

程，与其他形式存在竞争关系，导致逐指各成员间存在语言性质的独特性和语言

功能上的互补性。  

关键词  副词  指称  语法化  量化限定  遍指 

 

 

 

 

 



“很是”的词汇化 
 

朱俊玄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中心 

 

 

提  要  本文通过分析“很是”在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的种种表现，指出“很

是”是在“很”搭配范围扩大与“是”虚化这二者合力的作用下形成的，具体有

“很是 1”“很是 2”两种形式：“很是 1”为“限制性副词+是形容词”式跨层结构；

“很是 2”的词汇化程度较高，常修饰后接成分。在“很是 2+X”格式中，X有三

大类别，它们进入格式的自由度有所不同，相应地“很是”的词汇化程度也不一

样。词汇化后的“很是 2”在句法与功能上呈现出诸多新特点。 

关键词  很是  词汇化  程度  语气 

 

 

 

 

古楚方言词“粔籹”和“沈沈”  
 

邵则遂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提  要  《楚辞•招魂》中的“粔籹”是古代楚地食品的记音词，与“寒具”“环

饼”“膏环”和“馓子”等环状点心非同类食品，将“粔籹”释为“由蜜和米面

干煎而成的圆饼”更加贴切。“粔籹”与藏语、苗瑶语、壮侗语等南方少数民族

语言中的“青稞、糌粑”及“糯米、糍粑”同源。《史记•陈涉世家》：“涉之为王

沈沈者！”中的“沈沈”是“潭潭”的假借字，指“宫室深邃之貌”。“沈沈（沉

沉）”与“眈眈”“㽎㽎”“谈谈”“谭谭”“湛湛”和“覃覃”相通，都表“深邃”

义。“潭”与部分南方少数民族语言中表“深”义的词同源。 

关键词  粔籹  圆饼  潭潭  宫室深邃  楚语 

 

 

 

 

 

 



亲属词“阿 X”和“X 子”的使用分布 

 

刘海平                  孙尊章 

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西农业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 

 

 

提  要  现代方言中“阿 X”和“X子”一般不共存，北方话中说“X子”，南方

以及西南、西北地区多说“阿 X”，但南方也可以说“X 子”。汉语史中“阿 X”

和“X 子”是可以共存的，到明清时期“阿 X”和“X 子”的使用已反映出一定

的地域差异。“阿 X”和“X子”语体性质不同是现代汉语中两者不共存的根本原

因；语言环境的改变是促使“阿 X”和“X 子”不共存的重要原因；另外，20世

纪初发起的白话文运动对于“阿 X”和“X 子”的不共存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阿 X”  “X子”  使用分布  不共存  语言环境  语体 

 

 

 

 

琉球官话课本的“把”字句和“将”字句  
 

范培培 

中山大学中文系/岭南师范学院通识教育中心 

 

 

提 要  对 18 世纪中期琉球官话课本的“把”字句和“将”字句进行全面考察，

发现：（1）琉球官话课本中处置式的使用频率整体上略高于同时代的北京官话语

料《红楼梦》，这与福州方言的特点不相吻合，证明琉球官话不是“福州官话”；

（2）在处置式的使用类型上呈现出与北方官话相对立的现象，这种对立应该是

由它们分别属于南北官话的性质决定的；（3）琉球官话课本中的“把”是主要的

处置介词和工具介词，我们认为这一用法是当时吴、粤、闽、客等典型的南方方

言持拿义动词用法在官话层面的投射，进一步证明了琉球官话的南方官话性质。 

关键词  琉球官话  “把/将”字句   处置式   工具式   南方官话 

 

 

 

 

 

 

 

 

 

 

 



 

“取类”双宾式宾语的数量特征 

 

朴珍玉 

延边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 

 

 

提 要  与典型的“给类”双宾构式相比，“取类”对数量成分的依赖度更高。随

着双宾构式的发展，构式对动词的准入条件限制放宽,“取类双宾构式”在双事

件整合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仅在于动词的次范畴特征，更重要的是直接宾语

必须是数量式。文章结合信息结构理论对间接宾语的焦点身份提出质疑，认为间

接宾语更具话题性，属于话题范畴,并进一步对直接宾语必须是数量式进行解释。

文章指出，在构式中句末宾语位置上的数量成分述谓功能得到突显，从而使 N1+N2

在信息流向上形成了“话题-述题”的关系，数量成分不仅对 N2起到有界化作用，

而且对 N1 起到改变语义属性的作用，同时在小句中是名词述谓化手段之一，至

于 N1+N2能否进一步语法化为主谓关系还需要更多的条件和观察。 

关键词  述谓性  信息结构  双宾构式  数量成分 

 

 

 

 

“你呀”类责怪义标记语 

 

汪敏锋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福建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提  要  汉语口语中“你呀”“你呀你”“你呀你呀”构成一个“你呀”类表达式，

具有相近的人际语用功能，其轻重音模式是前重后轻，代词“你”要重读。“你

呀”类表达式传递的不仅仅是对听者的称谓，更多的是对听者的责备，具有程序

性意义，是一个不影响命题真假的回应式责备义标记语，用于熟悉度高的交际主

体间。在语篇中，“触发因素”是其语义模型的必要构件，“你呀”类标记语的交

互主观化有三个重要过程：第二人称“你”的语用化；“你呀”的固化；重新分

析和语境吸收。 

关键词  “你呀”  责怪义  标记语  （交互）主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