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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词类的特点到底是什么? 
 

陆俭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 

 

提  要  文章扼要评述了汉语学界高名凯、吕叔湘、朱德熙、沈家煊等四位学者

有代表性的关于汉语词类特点的观点,在此基础上以汉语事实分析说明了汉语词

类的真正特点,明确指出:汉语词类与句法成分一对多对应,动词、形容词能做主

宾语,这都不是汉语词类的特点,而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汉语词类的特点不表现在

动词、形容词能做主宾语这一点上,而是表现在:(一)大量的零派生；(二)由于可

以大量省略,造成动词、形容词可以在主宾语位置上落单。 

关键词  汉语词类  零派生  省略 

 

 

 

 

 

从语言看显性思维与隐性思维的相互关系 
 

丁  力 

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 

 

提  要  显性思维是能够意识到的思维,隐性思维是不能够意识到的思维。这两

种思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人类思维的对立统一体。从语言视角来观察,

隐性思维对显性思维具有概括性和支撑性,而显性思维对隐性思维则具有支配性。 

关键词  显性思维  隐性思维  概括性  支撑性  支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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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就 X”句的语义特性与表达功能 
 

郑贵友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科学部 

 

提  要  “X 就 X”句表达“肯定、认可”的格式含义;“X 就 X”句与前后配句

的语义组配模式有两种:“前配句＋‘X就 X’句”比较长于表达某些前后顺接的

语义关系,尤以表达前因后果的语义关系为常;“‘X就 X’句＋后配句”也比较长

于表达某些前后顺接的语义关系,尤以表达由果溯因的语义关系为常。在表达上,

“X就 X”句分别承载“同意、接受”“确认、强调”“无所谓”“勉强、容忍”“劝

阻、建议”“不满、愤怒”六项表达功能;“X 就 X”句“肯定、认可”的格式含

义是其六项表达功能共有的语义源点;六项表达功能类型的数据统计序列,构成

体现说话人现场情绪的变化程度的连续统。 

关键词  “X就 X”句  语义特性  表达功能 

 

 

 

 

 

 

 

形声字声旁家族的一致性与对外汉语教学 
 

金善娥                          辛承姬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外国语教育特殊大学院 

 

提  要  本文基于汉语水平提高、对声旁家族的认知就会增强的前提,探讨利用

声旁家族之间的一致性(具有同一声旁的“声旁家族”的读音的类似程度)来进行

对外汉语形声字教学的具体步骤和原则。本文以《新 HSK词汇大纲》中所出现的

形声字与其声旁字为考察对象,分析声旁家族及其一致性,参照考察分析所得结

果,提出适用于对外汉语形声字教学的建议。 

关键词  《新 HSK 词汇大纲》  形声字  声旁家族  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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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内黄方言双音节动词的变韵 
 

李学军 

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提  要  本文尝试对内黄方言双音节动词的变韵情况做一个全面的考察。从搜集

到的 204 个常用双音节动词看,静态动词一般不能变韵,绝大多数动态动词可以

变韵。变韵借助不同的句法形式分别表示“完成”“终点”“持续”义,且能表示

这三类意义的动词之间大致存在二重包含关系。除动词类别、句法形式外,变韵

还受到时制因素的制约。一个动词能否变韵以及变韵能表示几种语法意义,归根

结底决定于动词本身的特征。 

关键词  内黄方言  双音节动词  变韵功能  制约因素 

 

 

 

 

成都泰兴客家方言古浊去字的今读及相关问题 
 

庄初升                曾为志 

中山大学中文系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文化艺术学院 

 

提  要  泰兴客家方言分布在四川省成都市东北郊的新都区泰兴镇,属于西南官

话包围中的濒危方言。泰兴客家方言有六个单字调,古浊去字的今读有三种类型,

一是上声,二是去声,三是上声、去声两读。除了“骂、墓、露、艾、妹、面(脸～)、

院、问”等少数几个次浊去声字之外,泰兴客家方言古浊去字今读上声属于白读

层,今读去声属于文读层。本文从语言接触的角度讨论了泰兴客家方言古浊去字

白读层的类型特点和文读层的外来性质,并以广西来宾和广东乐昌、东莞的客家

方言为旁证,论述了“韶五型”边缘客家方言的声调演变方向。 

关键词  客家方言  四川客家方言  古浊去字  西南官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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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词名用 
——以“天下第一+谓词”为例 

 

华玉明 

邵阳学院中文系 

 

提  要  “天下第一＋谓词”指称与谓词相关的人、物、处所和事情或现象,具

有名词的句法功能。这种格式主要出现在近年的报纸、期刊和图书中,具有语形

经济、彰显特色的语用效果,格式类推、认知联想是其流行的语用理据。 

关键词  “天下第一＋谓词”  指称和句法功能  语用环境  效果和理据 

 

 

 

 

 

 

 

 

词汇词和语法词:汉语词类划分问题症结之所在 
 

戚晓杰 

青岛大学文学院 

 

提  要  本文以词汇词、语法词为切入点,重新审视汉语词类划分这一“老大难

问题”。词汇词、语法词的提出可以澄清人们在词类划分对象、词的语法功能、

词的兼类、词的活用、名物化等问题上的模糊认识,从而化解争端,从根本上解决

目前汉语词类划分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词类  词汇词  语法词  同一性  语法功能  兼类  活用  名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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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概念框架视域下汉语名转动机制探究 
 

廖光蓉  陈  靖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提  要  文章以名词的分类为主线,以词概念框架为视角,从转换的条件、动因和

途经,凸显的结果以及语义内涵五个方面考察了汉语名转动的机制,并分别着眼

于对词概念框架的依赖程度和对动化后的形式单位的理解难度,比较、分析了各

种类型的名转动。 

关键词  词概念框架  名转动  机制  依赖程度  理解难度 

 

 

 

 

 

 

 

洞口山门话非唇音字读声母 m-的音变分析 

 

尹喜清 

邵阳学院中文系 

 

提  要  洞口山门话非唇音声母的古合口字,其声母 m-读音经历了以下演变过

程:首先,中古喻、疑、日诸母和部分匣母脱落声母,变成零声母(含本来是零声母

的影母);其次,在零声母条件下,合口呼-u-介音演变成唇齿音 v-这样一个过渡

阶段;最后,如果 v-后接舌位靠前的 i、ε、iε、e等韵母元音,双唇作用会加强

而发展成声母 m-。简言之,声母 m-的出现是后高元音-u-的发音部位前移的结果。

这种音变反映了汉语音节内部声韵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音变也促使音系内部前

后元音发生了平行、对称的变化。 

关键词  洞口山门话  非唇音声母  古合口字  音变  平行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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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诗歌中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现象 
 

刘  颖  高  瑒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提  要  现当代汉语诗歌作品中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的现象有两种:甲组是常规宾

语通过比拟、比喻的修辞手法被替换掉时,潜及物动词在诗歌中临时以带宾语的

基础形式出现;乙组是真正不及物动词在诗歌中临时被添加了域内论元。究其原

因,甲组主要是焦点驱动;乙组主要是因为古代汉语为动用法的类推、“介词＋名

词＋不及物动词”句式结构省略及轻动词移位的影响。这两种现象在诗歌中出现

的共同动因都是组合关系、聚合关系与陌生化。诗歌语言在“语言特区”中允许

突破一般语法(PG),但必须有度,不能逾越普遍语法(UG)。 

关键词  不及物动词  宾语  语言特区  诗歌 

 

 

 

 

 

迟疑功能话语标记“怎么说呢” 
 

吕为光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 

 

提  要  “怎么说呢”是一个具有迟疑功能的话语标记,它是元认知在调节、监

控言说过程中的语言形式体现。它是从疑问小句“怎么说呢”语法化而来,其语

法化机制有三个方面:句法上它是一个独立的语调单位,语义上它是一个认证义

语言形式,语用上它是一个冗余的表达成分。在具体语境中说话人会在解释原因、

换言表达、避免尴尬和具体说明等情况下使用这一话语标记。汉语中具有迟疑功

能的语言形式很多,该话语标记与其他形式相比具有保持听说双方同步交际状态、

保持语篇连贯、主观调节和弱断言等特殊语用价值。 

关键词  怎么说呢  话语标记  迟疑功能  弱断言  元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