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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语义学传入中国的路径 

 
 李葆嘉                     刘  慧 

   南京师范大学语言科技研究所  南京师范大学发展改革委员会 

 

提  要  与中国传统语义学源远流长不同,西方语义学学科直到 1825 年才建立。

1930 年，西方语义学通过三条路径传入中国:“师辟伯(bedeutungslehre)→章

士钊(语学)”的德国本土路径；“安藤正次(semantics)→王古鲁(意义学)”的日

本中介路径；“理查兹(significs)→李安宅(意义学)”的英人来华路径。直到

1947 年,高名凯引进语义学理论方法研究汉语,西方语义学才真正传入中国语言

学界,这就是“布雷阿尔(sémantique)→高名凯(语义学)”的法国本土路径。 

关键词  语义学史  西方语义学  传入中国  四条路径 

 

 

 

 

 

汉语熟语研究的正轨与要务 

 
周  荐 

澳门理工学院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提  要  汉语熟语研究在汉语史上有优秀的传统。古人和先贤奠定的研究基业,

后之来者踵武而继承之,并进一步发扬光大,是责无旁贷的责任。前人留下的宝贵

的熟语遗产,后人认真研究其规律,发掘其内涵,是严肃的学人的责任和使命。而

出于标新立异的目的将原本完整统一的学科任性割裂,对学术的良性发展有害无

益,也与中国传统上的朴学求真的优秀学风大相乖违。 

关键词  字  词  熟语  词汇学  词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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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藏语系的数量名结构 

 
惠红军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提  要  文章对汉藏语系的数量名结构进行了系统分析,共发现了“数＋量＋名”

“名＋数＋量”“名＋量＋数”“量＋名＋数”四种语序类型。其中“量＋名＋数”

是一种数量分裂型结构,也是国外类型学研究中认为不可能存在的一种结构类型,

其余三种是数量一致型结构,其内部具有共同的层次性,而且“量＋名＋数”和“数

＋量＋名”之间还具有蕴含关系。在句法结构上,量词倾向于与数词(而不是名词)

的位置移动保持一致,但在语义关系上,量词与名词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  数量一致型  数量分裂型  蕴涵关系  距离象似 

 

 

 

 

 

 

从时间推进看时间词语的篇章功能 

 
饶宏泉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提  要  文章以篇章的重要组织机制“时间推进”为视角,基于篇章语料,从宏观

和微观两个层面,系统探讨了时间词语对时间推进的影响机制,呈现时间词语的

篇章功能。宏观层面,时间词语能界定时间区间,发挥定位和指量的双向功能,时

间推进模式可以区分出单线推进模式和主辅并进模式;微观层面,时间词语是为

篇章引入新的参照时间的触发器,但引入机制因构成类型而异。研究显示,时间词

语在篇章时间推进系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时间推进  时间词语  参照时间  篇章功能  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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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汉语“X 得慌”的演化趋势与性质转化 

 
张谊生 

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 

 

提  要  当代汉语“得慌”表义功用的变化体现在表达方式、表义侧重、语义色

彩三个方面；“X 得慌”句法功能的转化表现在结构特点、音节模式、句法分布

三个方面;“得慌”的附缀化特征与“X得慌”的构式化趋势,可以通过构造特征、

类推格式、附加功能三个方面加以揭示与证明。 

关键词  得慌  发展  转化  附缀  构式 
 

 

 

 

 

 

 

括入式插说的元话语功能 

 
    唐贤清                            姜礼立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南方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湖南师范大学南方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提  要  文章先对括入式插说进行界定,然后从插入项 Y 的类型、插入项的位置

以及 X1＋X2:Y 项插入位置的语法分布三个方面对括入式插说各关联项的形式表

示进行了考察。最后运用元话语功能理论把插入项(Y)的元话语功能分为交际元

话语功能和互动元话语功能两大类,并采用数据形式,分析了插入项(Y)的元话语

功能在不同语体中的使用情况。 

关键词  括入式插说  类型  位置  元话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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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话处置标记“给”的来源与历时演变 

 
刘云 

对外经贸大学中文学院 

 

提  要  在早期北京话新材料的支持下,本文对处置标记“给”的历时演变进行

了系统考察,认为广义处置和致使义处置用法是其狭义处置用法扩展的产物,而

狭义处置用法则来源于介引与事的两种特殊用法。本文还对《当代北京口语语料

库》中的处置用法进行了定量分析,探明了“给”字处置式在当代北京话的地位

和基本面貌。 

关键词  北京话  给  处置  与事 
 

 

 

 

 

 

自然口语中的名词化标记“这一” 
 

邓云华                          蒋知洋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湘南学院外国语学院 

  

提  要  文章通过对当代口语资料的广泛调査,对“这一”的名词化功能和产生

的动因进行了系统分析。“这一”不仅仅是一个词类转换的标记,它还有重要的语

篇组织作用和独特的语义表达功能。动词在向名词转换过程中,必须压制其连续

特征而凸现其离散特征,“这一”结构中的动词具有“完成性”的特征,一个完成

的动作行为就是一个有始有终的离散单位。此现象代表着汉语语法发展的一个新

特点。 

关键词  这一  名词化  有定  离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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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瓯话的“馌” 
 

谢建娘 

福建省武夷学院人文学院 

 

提  要  汉语义位“吃”在不同方言的汉语中有不同的说法,建瓯话说“吃”为

“馌”,既不同于闽语大多数地区,也不同于汉语其他方言区。本文通过比较汉语

方言词汇之间的地理分布差异,探讨建瓯话的特别词语“馌”的历史发展及成因。 

关键词  建瓯话  馌 
 

 

“整整”考察 
 

王  泉 

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 
 

提  要  文章通过历时考察,认为“整整”一词源于“整＋数量”之“整”,并继

承了其部分语法功能和语义特点;然后分析“整整＋数量”的分布,认为“整整”

是一个既能做状语又能做定语的范围副词;接着对“整整＋数量”进行语义分析,

认为“整整”后加概数或零数并不是语病;作为一种表示主观大量的手段,“整整”

曾一度有转变为情态副词的趋势。 

关键词  整整  整  副词  语义指向  主观量 

 

 

 

表价差的“于”字比较句 
 

周利萍 

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提  要  “于”字比较句用于表达价格差时,“高/低于”比“贵/贱于”更为常

用。这与人们的认知思维习惯有关,人们更倾向于使用他们经常使用的、直接的

表达方式。基于这种情况,留学生在学习汉语时会产生一定的困扰,教学过程中需

要引起注意。 

关键词  “于”字比较句  比较主体  比较基准  比较结果  价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