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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学报》2017 年第 1 期论文摘要 

 

构式语法的理论路径和应用空间 

施春宏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 

 

提 要 本文主要讨论构式语法的理论研究路径和应用及应用研究空间。文章首

先简要概括了国内外构式语法研究的基本态势，接着讨论了基于使用的语言观和

构式语法互动观的基本理念。在此基础上，文章从基本观念和分析方法、构式系

统及其运作机制、构式特征和用法三个方面概括了构式语法理论研究的基本路径，

并从二语习得、二语教学及其他应用领域三个方面探讨了构式语法应用研究的主

要空间，借此提出构建应用构式学的设想。 

关键词 构式语法 互动观 基于使用 理论研究 应用研究 构式数据库               

    应用构式学 

 

 

“探询”现象的表达策略与功能 

郑贵友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 

 

提 要 “探询”现象具有一系列的结构、语义和表达上的基本特征；“探询”

现象运用的语言表达策略主要有：使用某些具有“推测”类语义的词语，结合省

略手段表达“探询”意义；借助关联成分的关联强制性，结合省略手段表达“探

询”意义；全部或部分省略问句中的谓语，表达“探询”意义。在具体的交际情

境中，“探询”言语行为是发话人积极、主动实施的言语行为，发话人可以在不

同的交际情境中借助“探询”言语行为的具体操用，实施“求解”“征询”“协

商”“测度”“提醒”“避讳”“婉拒”等不同类型的言语行为。 

关键词 “探询”现象 表达策略 表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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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中性“方单十动单”组配的结构与功能 

张金圈 

曲阜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提 要 状中性“单音方位词+单音动词”结构是现代汉语中的一种低频语法现

象，较少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它对全面认识方位词的语法功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广泛调查语料的基础上，本文对这种结构进行了全面的描写分析，发现单音方

位词与单音动词在组配选择上具有明显的不平街性。 该结构虽然形式简单，却

有很强的语义包容性，单音方位词和单音动词之间可以表达多种复杂的语义关系。

该结构具有指称化和属性化倾向，对特定的语体和文本内容有较强的依赖性。 

关键词 单音方位词 单音动词 组配 语义 

 

 

高程度副词的语义磨蚀及其补偿机制 

杨 勇 

曲阜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提 要 语义磨蚀指的是语言在长期的使用中，其意义在原有的质和量方面的损

耗。本文以传统高程度副词的语义磨蚀为抓手，在大量语言事实的基础上，详述

新生代高程度副词“暴、超、巨、狂、奇”的用法，管窥语言使用中的语义磨蚀

现象，并对两种最常见的语义补偿机制：强化与叠加，进行了初步探讨，指出正

是磨蚀－叠加－强化－更新－磨蚀这个生生不息的循环，推动语言不断新陈代谢，

更新换代，走向完美。 

关键词 语义磨蚀 高程度副词 语义补偿 “暴、超、巨、狂、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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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方音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乔全生         常 乐 

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 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 

                晋中学院文学院 

 

提 要 汉语方言近百年的调查和研究成果为汉语方音史研究莫定了牢固的基

础,使汉语方音史的研究成为可能。利用各种历史文献进行方音史研究，是方音

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 20世纪方音史研究的主要特点。历史文献是汉语方音

史研究的坚实基石。“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相结合是汉语方音史

研究的最佳方法。开展历史方音的构拟工作是汉语方音史研究的任务之一。目前，

既需要对汉语方言进行更加细致的平面调查和研究，也需要以已有的历史文献和

平面调查结果为基础积极开展汉语方音史的研究。 

关键词 汉语方音史 历史文献 历史比较法 共时研究 历时研究 

 

南宋闽北方言韵变现象考论 

——以《性理群书句解》音注为例 

 

王 曦 

安徽大学文学院 

 

提 要 南宋福建闽北建阳人熊刚大《性理群书句解》“为训课童蒙而设”，语

多浅近。其所作音注颇能反映时音。通过运用反切比较法、历时考察法等方法对

其音注进行研究，归纳出其语音在韵母方面不同于当时通语的三个特点：①臻梗

曾深四摄混并；②宕咸二摄阳声韵混注；③阳声韵牙喉音开合口混注。这些特点

与宋代福建籍作家诗词文用韵、明清时期闽北方言韵书以及现代闽北方言相符，

当是南宋闽北方言韵母特征的真实反映。 

关键词 南宋 闽北方言 韵母 熊刚大 《性理群书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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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对立关系及其价值 

 

胡安顺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提 要 字形相互对立是汉字最重要的特点，汉字的核心价值是由其字形对立去

实现的。汉字之所以具有信号、强化古今汉语联系、增加信息存储量、保存古代

文化、维系汉语方言以及在汉字史的研究中发挥作用等功用，均取决于字形对立

这一特点的存在。 

关键词 汉字 字形 对立关系 价值 

 

 

“以卒待之”“卒”义辨 

 

吴春生          武振玉 

吉林大学文学院            吉林大学文学院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文传学院 

 

提 要 在“仓猝”义项上，“卒”可通过与“猝”音同、“猝”与“乍”义同

以及“年”与“诈”音同等关系辗转与“诈”建立了联系；在其他义项上，比如

“诈”的“欺诈”义上，“卒”和“诈”毫无关联。因此《孙子兵法·势篇)“以

利动之，以卒待之”句中的“卒”不当为“欺诈”之“诈”，而当为“仓猝”之

“猝”。俞樾正“卒”为“诈”，似是而非。 

关键词 卒 乍 诈 以卒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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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评价构式“NP 一个” 

 

胡清国 

东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提 要 "NP一个”作为标记性构式，主要表达的是对人的负向评价。其构式义

对进入构式的词项的语义形成压制：“NP"须具有[＋述人］［＋负向评价]的语

义特征，中性或褒义词项一般应增添负向评价的形容词或形容词性语素，以便与

构式语义相谐．“NP 一个”构式是语法化的结果，语法化的动因是认知心理因

素以及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 

关键词 NP一个 负向评价 构式压制 语法化 

 

 

“与其说 p,不如说 q”句式辨察 

 

沈 威 

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提 要 “与其说 P,不如说 q”是一个特殊的择优推断句式，这个句式和典型的

择优推断句式“与其 x,不如 y”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本文试图从“语表一语里

一语值”小三角的角度对“与其说 p,不如说 q”句式进行全面考察。 

关键词 与其说 不如说 与其 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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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位压制与汉语形容词的副词化 

杨 静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提 要 汉语词类的多功能性以及标记功能的弱势使句法位置在汉语中具有构

式地位，句位对与其语义不兼容的单位有压制作用。指元状语句中的指元形容词

由于受到句位(具体指状位)压制而凸显了动作属性义，长期使用可能出现副词化

现象。 

关键词 指元状语句 句位压制 形容词副词化 

 

 

 

网络新熟语与舆情监测 

刘静静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提 要 大数据时代，网络催生的大批新熟语形式活泼，颇具时代气息，不但有

重要的语言学价值，而且负载了一定的舆情信息。充分利用数据挖掘软件等现代

技术手段对这部分网络新熟语进行搜集和整理，分析其类型及所负载的舆情信息，

不仅为熟语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对决策者了解民情、民意也或有裨益。 

关键词 大数据时代 网络新熟语 舆情新熟语 舆情监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