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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学报》2016 年第 4 期论文摘要 

 

东汉译经动词的动宾关系 

 

 方一新                         张 静 

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汉语史研究中心  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汉语史              

研究中心 /济宁学院中文系 

 
提 要 本文以东汉 17部译经中的10个动词为例，考察东汉译经动词的动宾关系，

并与先秦同类动词的动宾关系进行对比。结果表明，6个动作动词的动宾关系与

先秦文献相比,变化不大；译经中也出现了一些新兴成分，体现了其口语性的特

点，如“打”的出现比同期中土文献要早，还出现了“食饭”的组合等。译经中

恐惧义心理动词与先秦文献相比，语义与语法环境都发生了变化，与同期中土文

献相比,语言发展更迅速。 

关键词 东汉译经 动作动词 心理动词 动宾关系 口语性 

 

 

明清汉语的反复体及其来源 

 

石 锓 杨 红 

湖北大学文学院 

 

提 要 反复体是表达一个或几个相关动作反复进行的一种体貌范畴。从语法形

式上说，明清汉语的反复体由动词的重叠式、反复式、V趋 V趋式、数 V数 V式、

方 V方 V式、副 V副 V式、助 V助 V式和 V 助 V助式等格式表达。从语法意义上

说，汉语反复体除表反复外，还兼表动作状态、动作方向、动作交替、动作频次、

动作连续和动作范围等。从来源上说，汉语反复体主要来源于动词的重叠和重复。 

关键词 明清汉语 反复体 来源 类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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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言近体诗对句中的 AA 式叠字 

 

     冯广艺                      王赛珈 

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教育研究中心 

 
提 要 七言近体诗对句中常见配套使用 AA 式叠字。这种 AA式叠字位置灵活，音

律和谐，语义丰富，功能多变，是一种实用有效的表达手段。本文运用“小三角”

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七言近体诗对句中 AA 式叠字的语表形式、语里意义和语用

价值。 

关键词 七言近体诗 AA式叠字 语表 语里 语值 
 

 

 

中国大学生反事实思维及其表达的乐观主义倾向 

 

袁毓林                         张 驰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语言学研究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中心/计算语言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提 要 本文首先介绍反事实思维及其表达(反事实条件句)的有关研究和争论，然

后对从大学生的半结构化访谈中整理出的 114 个反事实条件句，从产出方式(引

导与否)、前提性质(加法、减法、替换)、结论性质(上行、下行、持正)和归因

偏向(外部、内部)4 个维度进行考察，探讨了前提与结论、归因与前提等不同维

度之间的关系。文章发现：在自然话语中，学生们主动进行反事实假设的情况较

少，也比较困难；并且，在反事实推理的表达中，常常伴有表达低可能性的词语，

来谨慎地表达自己对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通过对前提性质与结论性质之相关性

的考察，发现大学生反事实思维与表达的乐观主义倾向；通过归因偏向与前提性

质之相关性的考察，发现学生们更容易对不作为(没有做某事)进行反事实思维。

最后，文章从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对反事实思维及其表达的效用和局限进行了

讨论。 

关键词 反事实思维 反事实条件句 前提 结论 归因 乐观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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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是构式及其构式成分的表达功能 

 

曾常红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提 要 现代汉语有标构式往往具有鲜明特征,假是构式就是一例。省隐了评判内

容的“真是(的)”“也是(的)”可进一步扩展为“(可)真是(的)”和“(可)也真

是(的)”。这些“是”类词语聚合成假是构式“(可)也&真是(的)”——言者表

委婉批评态的连续统。相关构式还有“不是我说你”“可不(是)”。文章首先在

先行研究的基础上揭示假是构式的语音句法属性和批评度等级,然后论述构式成

分“真”“也”的表态功能和”可”“的”的辅助表达功能,并归纳出构式的集

约化和精细化特征。 

关键词 假是构式 构式成分 表达功能 集约化 精细化 

 

 

“反、倒、反倒、反而”辨察 

 

     颜 明         肖奚强 

扬州大学文学院 南京师范大学国际/汉语国际教育研究所 

 

提 要 “反而”组同义词在 ABCD四段出现与否的表达中，BD两段式基本不被

接受，ABCD 四段式的用例很少，语义互补的 B段与 C段相较而言，B段更多地被

隐而不现，说明 B段与 C段缺乏同时出现的必要性。“反”的语用环境偏于精练，

故两段式和一段式的表达较多，且常用于被动句；“倒”的表现形式较为简单，

主要集中在两段式和一段式中；“反倒”表现形式丰富而用例不多。“反而”的

使用频率比另三个词的总和还多，“反而”用于 ACD式、AD式、D式呈递降趋势，

而另三个词则都是 AD式、D式的使用频率高于 ACD式，可能是很正式的“反”

和口语化的“倒”“反倒”更加倾向于简约化的表达。 

关键词 反 倒 反倒 反而 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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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域文化看武汉方言 

 

      汪国胜            赵爱武 

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中心 湖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学中心 

 

提 要 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和商业文化给武汉方言蒙上了浓重的商业色彩；码头

文化是汉口商业文明的早期形态，它留给武汉方言的是浓厚而强烈的江湖气息；

而商业文化的发展又是形成移民潮的关键，无论是早期的大码头时代，还是在后

期的商业化格局当中，来自武汉周边乃至全国各地的移民都为这座城市的建设做

出了贡献，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成长。移民文化给武汉方言带来了开放与融合的文

化意蕴。正是上述三种文化的相互促进和融合，塑造了武汉这座城市,促成了武

汉人独特的性格特征,形成了武汉方言的特质。 

关键词 码头文化 移民文化 商业文化 武汉方言 
 

 

 

闽语莆仙方言“乞”的后期演化 

 

蔡国妹 

闽江学院方言研究所 

 

提 要 前仙话的“乞”在体现闽语共性发展的“给予→使役→被动”之外,又

经历了“被动义→遭受义→意外义→强调义”之后期演化。意外义和强调义是莆

仙方言“乞”的最大特色。“乞”语义演化应是被动标记后期语法化的一种可能

趋势。论文还探讨了莆仙话中与“乞”相关的给予义范畴和与事范畴标记的弱化

同音现象。 

关键词 莆仙话 遭受义 意外义 强调义 语音弱化 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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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语永新方言的体标记“在＋指示代词” 

 

龙安隆 

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 

 

提 要 水新方言“在＋指示代词”结构可以表达进行意义和持续意义。表达进

行意义时，置于动词之前。表达持续意义时，置于动词或形容词之后。用作体标

记时有语音要求。文章对“在＋指示代词”的句式进行了归纳。作为体标记，“在

＋指示代词”还能与其他进行体标记比如“添了”,或持续体标记比如“住、到、

哩”在同一句中同现。“在＋指示代词”是一个半虚化状态的体标记，与其他汉

语方言相比，有自己的特点。永新方言中的体标记形式反映了赣语同样具有完整

丰高的“在结构”体标记形式，它可能发展为一类语气词。文章对(汉语方言地

图集》关于永新方言进行体标记作了详细的解释，并对持续体标记做了补充。 

关键词 赣语 永新方言 进行体标记 持续体标记 在＋指示代词 

 

 

说“美哭”类流行语 

 

陈宁阳 

复旦大学外国语 

 

提 要 “美哭”类流行语是位于动结型致使合成词“V哭”和“形容词＋程度

补语”之间的独特新生结构，其内部组合在语义构造、组合机制、修辞功能、产

生理据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特殊性。本文通过分析“美哭”类结构的语义解读路径

和产生动因，进一步探讨由“美哭”衍生出的系列程度补语的夸张修辞机制。研

究发现此类新兴补语表达的核心概念为极致义，主要修辞功能为程度夸张，同时

带有基于言说者主观审美经验的情感宣泄，探讨流行语创生过程中语言经济性原

则和元语言认知驱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现代汉语“乖戾”构词背后的认

知动因，为新词构成机制和发展趋势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些思考。 

关键词 “美哭” 致使合成词 程度补语 认知动因 夸张修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