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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学报》2015 年第 4 期论文摘要 
 

新知:语言学思想家段玉裁及《六书音均表》书谱 
 

鲁国尧 

杭州师范大学 

 

提  要  此文的亮点有三：第一,创“书谱”形式以表段玉裁《六书音均表》撰

作的历时过程。人之编年纪事谓之“年谱”,仿此,书之编年纪事则可谓之“书谱”。

人之“年谱”创自宋代,自古迄今,在中华大地上生存过和正生存的人累计当逾百

亿,而自著或他人为之著年谱者仅约万人。同理,应为之撰书谱的著作只能是凤毛

麟角,《六书音均表》即是。第二,首创之举：尊段玉裁为中国语言学思想家。立

论基于其《六书音均表》,这本专著富含独创的思想,而且自成一完整而严密的体

系,表明中国学者具有高度的“抽象”“分类”、创建理论的能力,《六书音均表》

应定性为中国语言学思想史上的前无古人后乏来者的大制作。而时人和后人对此

缺乏认识,虽近代文化名人梁启超、王国维亦不能免。“中国语言学思想史”“语

言学思想家段玉裁”,此二者学界多年来未之或省,今一旦刔发,“岂非稽古大快

事欤”?戴震《六书音均表序》有“增以新知”语,兹借用后二字作为文题,因系

我之新知,亦中国语言学之新知也。第三,提倡以“全球史观”观照、评骘中国语

言学史：十八世纪,中国语言学在理论思维、思想建设、形成体系等方面处于世

界语言学的前列。 

关键词  语言学思想史  语言学思想家  书谱  段玉裁  《六书音均表》  全球

史观 

 

 

 

《同音字类标韵》所记清中后期的绍兴话及其变化 
 

周赛华 

湖北大学文学院 

 

提  要  文章对《同音字类标韵》的音系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写,并对其中的音

韵特点作了重点介绍。 

关键词  《同音字类标韵》  音系  语音特点 

 

 

 



 

 3 

 

“后来”的词汇化及其词义演变 
 

张言军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提  要  时间词“后来”的形成经历了两个阶段,先由句法层面的同形短语固化

为一个普通名词,进而在隐喻引申和句法功能扩张等因素的驱动下由普通名词发

展为时间词。在历时发展中,时间词“后来”的词义也经历了一次大的转变,即由

指示未来时间转向指示过去时间。 

关键词  后来  词汇化  词义演变  视角转换  重新理解 

 

 

 

 

 

 

 

 

 

构式语法的论元熔合观 
——以“在＋L＋VP着”构式为例 

 

陈昌来     雍  茜 

上海师范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语言学系 

 

提  要  构式语法倡导下的论元熔合观认为动词与构式分别具有两套独立的论

元结构。构式的论元结构来源于构式的整体意义,而动词的论元结构来源于动词

的框架意义。句式意义最终来源于动词与构式的论元熔合,依据不同的熔合情况,

句式意义也具有多变性。 

关键词  构式  论元熔合  互动  在＋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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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与存在句动后名词性成分的信息状态 
 

刘街生 

中山大学中文系 

 

提  要  一些存在句动后出现前面已提及过的旧实体,其原因就在于因视点变化,

把这些旧实体处理成了新实体、新信息。视点因素也可能导致把新实体处理得像

旧实体,并使相应存在句在使用当中受限制,必须符合特定要求。本文以此为例,

考察小说文本中影响名词性成分信息状态处理的视点变化类型、方式。 

关键词  视点  存在句  旧信息  新信息  编码形式 

 

 

 

 

 

 

 

汉语否定词移动的句法语义效应及其解释 
 

尹洪波 

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所 

 

提  要  现代汉语否定词移动所带来的句法、语义后果主要有三：a.句法合格,

语义不变；b.句法合格,语义改变；c.句法不合格。通过对上述三种情况的细致

考查,本文得出以下结论：a.否定词的移动大都会导致句法、语义的变化,能够自

由移动(句法合格、语义不变)的情况十分有限；b.“质否定”结构(即 NegVP)通

常不会引起辖域歧义,而“量否定”结构(即 NegXVP)则反之；c.否定词内嵌越深,

移动阻力越大。按照否定词移动阻力的大小,我们可以建立如下几个等级(“>”

号表示大于)：A.成分>子句>母句；B.量否定>质否定；C.孤岛>非孤岛。 

关键词  否定词  移动  句法  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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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词与量词的区分 

——以台湾地区华语为例 

      何万顺              林昆翰 

中国台湾政治大学语言学研究所             中国台湾政治大学语言学研究所 

暨心智大脑与学习研究中心                      
 

提  要  文献中对于分类词(也称个体量词)与其他量词的区分缺少明确的标准,

许多学者甚至不加以区分。本文的目的有二：一是以数学中乘法的概念将分类词

与量词精准地区分开来；二是将区分分类词的标准实际应用于中国台湾华语(也

就是中国台湾的普通话,也叫作国语),将实际区分出的分类词表列出来。在分类

词与量词的区分上,我们论证两者在句法上同属一个词类,但在语义上分属两个

次类,并且重申 Greenberg(1972)首先提出的分类词是“乘 1”的数学概念,以及

何万顺(Her2012)所延伸出的完整解释：在[数词 X名词]的短语中,数词与 X形成

乘法的关系,即[数词×X]；若 X=1,则 X为分类词；否则 X为量词。在此基础上,

我们仔细检视了前人所列举出中国台湾华语中的分类词,并且提出我们修正后的

详细列表。我们希望本文可以作为区分其他语言分类词的模板。 

关键词  分类词  量词  乘法  次分类 

 

 

 

 

 

马来西亚华语口语里的代词“酱” 
 

               赵  敏                             方清明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华文教育研究院/海外华语研究中心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 

 

提  要  马来西亚华语是全球华语的一部分,具有华语的共性也具有自身的特性。

马来西亚华语口语里的“酱”用法复杂,具有指代事物、事情、性质、状态、方

式、程度等实指功能；“酱”的虚指功能表现在其前置用法、后置用法、语篇中

间都不充当句法成分,既有近指标记功能,也有部分的远指推断标记功能；既有前

指的事件指代功能,又有后指的推论功能。在语言演变当中,指示代词合音现象颇

为常见,“酱”也应该属于合音虚化。 

关键词  华语  马来西亚华语  酱  口语  代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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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汉语动补结构的衍化看离合词的成因 
 

王  俊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外事处 
 

提  要  离合词是一类具有句法属性的词的单位,它的产生是汉语发展史上多种

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其背后与一系列的语法现象有着内在的联系。离合词萌芽

发展于宋元时期,这一时期动补结构系统的建立给汉语句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本文试图从古代汉语动补结构的衍化来考察动宾结构离合词形成的历史轨迹,并

在株洲方言中寻找其留下的历史佐证。我们认为,动补结构的迅速发展为动宾结

构离合词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类推力量为离合词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离合词  成因  古代汉语  动补结构  株洲方言 
 

 

 

《搜神记》异文词汇考辨 

 

张  佳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提  要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表达形式,同时它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从

文化的角度研究《搜神记》语言中的异文,通过考察当时社会生活和语言使用的

文化,可以为异文词汇的取舍提供一些判断的依据。 

关键词  语言  文化  《搜神记》  异文 

 

 

 

“冷静”和“冷清” 
 

崔  婷 

东京外国语大学 
 

提  要  目前通行的现代汉语辞书对“冷静”和“冷清”两个词语的释义还不够

严谨,本文通过历时共时的考察,并结合汉语方言的使用情况,对这两个词语的释

义和用法进行了重新梳理。 

关键词  冷静  冷清  释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