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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和河南大学共同主办，河南大学文学院承办的“丁

声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暨第五届官话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10月24日至26日在河南开封举行。来

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包括中国语言学会会长、社科院语言所研究员侯精一，全国方言学会会长、社科院

语言所研究员熊正辉，前国家语委副主任陈章太，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刘丹青，商务印书馆副总编周

洪波，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关爱和，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李伟昉，社科院语言所研究员、《方言》主编麦

耘，社科院语言所研究员、方言研究室主任周磊等共90余人出席了本次会议。刘丹青、韩敬体、张振兴、

郭熙、徐杰、陈章太、张双庆、邢向东、汪国胜、太田斋、辛永芬先后作了大会论文报告，其余论文在各

分会场宣读。侯精一作了大会总结。  

  本次会议内容广泛，包括丁声树先生的学术思想研究、汉语官话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研究、官话

方言的共时和历时比较、官话方言的接触与影响等问题。  

第六届官话方言学术研讨会将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举行。  

本次会议论文题目如下（按作者姓名的音序排列）：  

陈东刚 浙江财经学院 固原话第三人称指称形式分析  

陈媛婧 河南大学   确山方言里的几个助动词  

陈章太 教育部语用所 博学严谨与学以致用  

程敏敏 焦作师专   焦作城区话变韵初探  

崔晓飞 河南大学   河南叶县话程度范畴的表达方式  

邓 楠 北京语言大学 文登、荣成方言中见晓组字文白异读现象分析  

董秀英 河南大学   汉语方言处置标记的类型考察  

豆 会 河南大学   河南商丘话里的一个有特点的方言词“敢说”  

段亚广 河南大学   中古精庄知章在中原官话中今读类型及演变  

傅书灵 河南大学   河南叶县话“叫”字句“叫”后置变式  

高 峰 陕西师范大学 陕北榆林方言“转”的语法化  

谷向伟 广东金融学院 “赤”和“赫”  

郭 辉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皖北濉溪方言的“可”字应答句  

郭 熙 暨南大学   再谈河南境内中原官话中的“哩”  

海 峰 新疆大学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同类型文体东干书面语与普通话书面语差异分析比较  

韩敬体 社科院语言所 治学为人，人师世范  



黑维强 陕西师范大学 绥德方言时制助词“来、也、叻”的用法  

侯精一 社科院语言所 丁声树先生在汉语方言研究上的贡献  

贾齐华 信阳师范学院 “被发”之再商榷  

李 平 浙江财经学院 苍溪方言形容词生动形式  

李秀红 周口师范学院 河南周口方言音系  

林 涛 北方民族大学 兰银官话中的“给予句”  

刘 颖 浙江财经学院 宣城方言中的“V得得”  

刘春卉 四川大学   河南确山方言中工具格介词“使唤[suan33]”与“掌”  

刘丹青 社科院语言所 构式再探——一种基于北京口语特点的流行构式  

刘祥柏 社科院语言所 唇内音与塞擦音声母唇化、前化演变  

鲁 冰 河南大学   开封话里的“回”  

陆尊梧 社科院语言所 怀念丁声树先生  

罗自群 中央民族大学 从方言词汇的地理分布看并列式合成词的构成  

麦 耘 社科院语言所 联系近代语音史与方言看知照组  

莫 超 兰州城市学院 二声调红古话的连读变调  

桑宇红 河北师范大学 从知庄章声母的读音类型看官话方言间关系  

石定栩、赵春利 香港中文大学 “NP1＋在NP2＋V＋NP3”歧义解析  

史秀菊 山西大学   山西晋语区与官话区人称代词之比较  

史艳锋 陕西师范大学 河南孟州方言中的连读变调和轻声  

苏锡育 阜阳师范学院 凤台方言古入声字今读考  

孙红举 西南大学   河南方言中的“很2+VP/AP”结构  

孙立新 陕西省社科院 关中方言“人家”的合音及其用法  

太田 斋 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 常用词特殊音变的类型：“顺同化”及其他  

唐健雄 河北师范大学 定州方言儿化韵的韵类合并  

陶伏平 长沙教育学院 湖南慈利通津铺话复句连词  

万 波、杨建芬 香港中文大学 河北方言知庄章精组声母的今读类型与历史层次     

汪国胜 华中师范大学 大冶方言的有定成分“a”  

汪化云 浙江财经学院 汉语东南方言的包括式  

王 琴 阜阳师范学院 安徽阜阳方言的“个妻子”  

王 森 兰州大学   东干话的动态助词系统  

王 燕 四川大学   涪陵话中表示假设义的“是”及相关问题  

王春玲 西南大学   四川西充方言量词“歇”及相关结构  

王衍军 暨南大学   泗水方言的“来”  

王一涛 陕西师范大学 山西昔阳方言的儿化现象分析  

吴 松 长江大学   荆州话中动词和形容词的三种复用格式——兼论副词“都”的意义  

吴 媛 陕西师范大学 西安话动宾/偏正结构“V/A+人”和自感结构“V/A+人”的对立  

吴继章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魏县方言的平比句和差比句  

吴子慧 浙江教育学院 官话方言对绍兴方言的影响  

夏俐萍 河南师范大学 官话方言古全浊声母的清化  

谢奇勇 湖南科技大学 西南官话湘南片双方言格局及其影响  

辛永芬 河南大学   豫北浚县方言的代词复指型处置式——兼与其他方言比较  

邢向东 陕西师范大学 陕北神木话趋向动词及其语法化的类型  

徐 杰 华中师大/河南大学 句子语法功能的性质与范围  

许卫东 河南大学   山东招远话中的“不来”  



杨德堂 邓州市    家学渊源丁声树  

余跃龙 山西大学   汾河片方言的过渡性特征  

张 辉 商丘师范学院 南阳方言中的副词“可”  

张安生、王亚男 河北大学 河北元氏方言的儿化音变  

张和友、邓思颖 香港中文大学 “X是”双音词的结构以及“是”的性质问题  

张惠英 海南师范大学 连词“和”读“汉”音来源试探  

张其昀 扬州大学   江淮方言的四个动词性格式  

张邱林 华中师范大学 陕县方言亲属称谓的“分称”模式与“合称”模式  

张生汉 河南大学   论“嚼谷”和“浇裹”是一个词  

张盛裕 社科院语言所 兰州方言的重叠式  

张双庆 香港中文大学、张建军兰州城市学院 河州方言的轻重音    

张雪平 河南大学   从“了”的多功能看时体和情态范畴的关联——以河南舞阳方言为例  

张一舟 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方言音系中的几种连读音变现象  

张振兴 社科院语言所 再读《昌黎方言志》  

赵 敏 暨南大学   山东沂水方言中的“V+了+NL”结构  

赵丹丹 河南大学   河南开封方言中“那谁”  

赵日新 北京语言大学 合流之后的错位再分化——汉语方言语音演变的一种模式  

赵先旗 河南大学   河南周口李埠口乡（西半乡）语音系统  

郑张尚芳 社科院语言所 雅言、官话的传承及官话的分化  

周 磊 社科院语言所 从语言接触看西北汉语方言中的双宾语  

周 政 安康学院   安康汉滨县河话音系  

朱晓农 香港科技大学、杨建芬 香港中文大学  嘎裂声作为低调特征：河北省方言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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