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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语言大学张维佳教授参加东亚语言比较国际研讨会

[ 作者 ] 北京语言大学科研处 

[ 单位 ] 北京语言大学科研处 

[ 摘要 ] 东亚语言比较国际研讨会于2006年12月25日至27日在上海教育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会议由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上海复旦

大学、广东技术学院民族研究所、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联合主办，研讨议题是：东亚语言的音系比较、词汇比

较、语序比较、形态比较及与此有关的语言接触、语法化、地理语言学、实验音系学、基于现代技术的语言调查与描写、历史文献释读

等。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荷兰、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越南和中国大陆及台湾、香港地区的著名高校、科研院所的80余名学者参

加的本次研讨会。北京语言大学张维佳教授应邀参本次会议。 

[ 关键词 ] 北京语言大学;比较语言学;音系比较;语法化;地理语言学

       东亚语言比较国际研讨会于2006年12月25日至27日在上海教育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会议由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上海复旦大

学、广东技术学院民族研究所、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联合主办，研讨议题是：东亚语言的音系比较、词汇比

较、语序比较、形态比较及与此有关的语言接触、语法化、地理语言学、实验音系学、基于现代技术的语言调查与描写、历史文献释读

等。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荷兰、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越南和中国大陆及台湾、香港地区的著名高校、科研院所的80余名学者参

加的本次研讨会。北京语言大学张维佳教授应邀参本次会议。在大会发言中，沈家煊、李壬癸、罗仁地、孙宏开、衫村博文、金力等著名

学者，就汉语的名词和动词、建构东亚几个语系的类缘关系、从语言、方言的比较看语言的历史演变、汉藏语系语言里的代词化现象、汉

日语叙述基点转换情况比较、东亚人群源流的遗传学研究等问题发表的新的研究成果。随后，大会分为语法、语音、词汇及其他三个小

组，对东亚语言的相关问题展开了充分而深入的讨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张维佳《西北方言远指代词与突厥语族代词*ol》，得到了与会

同仁的关注。在大会闭幕式上，主办单位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向该院学术委员和特聘研究员颁发了聘书，北京语言大学张维佳教

授在特聘研究员之列。这次大会对推动语言比较研究、探索东亚语言的起源、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论 文 提 要：汉语歌部字在泰

语里的形式及其历史层次分析（薄文泽，北京大学） A Corpus-based Study of Syllables in Southern Min with comparison with Mandarin  

（蔡素娟，台湾中正大学）谈古汉语和台湾南岛语中的并列衰减现象（蔡维天，台湾清华大学）  汉语指示词语音象似性的跨方言考察

（陈玉洁，中国社科院语言所）音变研究的历史回顾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陈忠敏，浙江大学）韩汉体标记的对比研究（崔圭钵 曹京

焕 郑池秀，韩国高丽大学）北京话人称代词的虚化（方 梅，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藏文的sdod“止，住，停留”与汉语的“辍”（冯 蒸，

首都师范大学）村语动词的虚化和体标记（符昌宗，广东技职学院）汉语对白语句法上的影响（傅京起，美

国 St. Mary"s College of Maryland）汉语对中国手语词汇的影响（龚群虎，复旦大学）纳西东、西部方言的音节音节演化模式（何 丹，浙

江大学）汉藏系语言类别词研究（洪 波，南开大学）题元、论元和GF-格效应与语言差异（胡建华，中国社科院语言所）从运动动词看汉

语、日语、英语在类型学特征上的异同（黄锦章，上海财经大学）试论比较词义学—核心词研究之二（黄树先，华中科技大学）  东亚语

言声调形成与对应现象的讨论（黄 行，中国社科院民族学所与人类学研究所）基于经验的汉藏语词语历史关系追寻（江 荻，中国社科院

民族学所与人类学研究所/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异常音变与汉藏同源词（金理新，温州大学）对我国民族语言名词短语语序情

况的一些考察（蒋仁萍）  关于动词的时间特征（金立鑫，上海外国语大学）汉语动名兼类与日语动名转化现象之比较研究（兰佳睿，复

旦大学）语言接触中的壮语颜色词（蓝庆元，中国社科院民族学所与人类学研究所）论汉语的台源词（李锦芳，中央民族大学）论不对应

词及其比较研究（李龙，上海师范大学）从同源性到亲缘度：历史比较语言学（李葆嘉，南京大学）滇中方言中舌后音k, k’ 声母的脱变现

象（李 强，上海师范大学）  建构东亚几个语系的类缘关系（李壬癸，台湾中央研究院）  论“不对应词”及其比较研究（李如龙，厦门

大学）  中国南方民族语言差比句的语序类型特征（李云兵，中国社科院民族学所与人类学研究所）潮安畲语中的潮汕方言借词（林伦

伦 洪 英，广东技职学院）语法术语的象似性及其利弊（刘丹青，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论拉祜语与载瓦语的语音结构及词的构成（刘劲



荣，云南民族大学）事件计量成分的语序调查和语义研究（刘 辉）现代汉语 “双音节趋向补语和宾语”的语序问题（刘小川，南昌大

学）闽语主体文读层形成的年代（刘泽民，上海师范大学）  论东南方言的合口三等与[y]韵（刘镇发，厦门大学）语言比较的“大同小

异”原则（陆丙甫，上海师范大学/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从语言、方言的比较看语言的历史演变（罗仁地，澳大利亚LaTrobe大

学）上古漢語的韻尾*-l與*-r：侗台语的佐证（罗永现，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SOV语言的宾格标记问题（罗天华，南昌大学）从史实看

汉越语（麦耘，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胡明光，越南）动词的方向性（倪兰，复旦大学）田野调查的新思路（潘悟云，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李龙，上海师范大学）湘语侯韵的语音层次（彭建国，湖南大学）在重音与声调的连续体上：史兴语的声调与

重音（齐卡佳，荷兰莱顿大学）闽北区方言的词汇特点（秋谷裕幸，日本爱媛大学）嘉戎语的上寨话（瞿霭堂劲松，中国人民大学）从整

体-部分关系在分句衔接中的表现看汉日语话题的语法功能（杉村博文，日本大坂外国语大学）一种较罕见的变韵现象（孙天心，台湾中

央研究院）汉语里的名词和动词（沈家煊，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汉藏比较中的历史层次问题（施向东，南开大学）谈上海话“不要太……

噢！”句式的新用法（史佩信，上海师范大学）古汉语顺向重叠中的响音变体（孙景涛，香港科技大学）关于汉藏语系语言里的代词化现

象（孙宏开，中国社科院民族学所与人类学研究所） “啄木鸟”一词的特殊音变(太田斋，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 等量确认与过量确认

（唐正大，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廿八都方言研究（陶寰，复旦大学）论白语大理方言中的儿化元音（王锋，中国社科院民族学所与人类学

研究所）上古汉语词汇中的*K-、*P-交替现象（王弘治，上海师范大学）从苏皖方言体助词“著”的表现看方言接触的后果和机制（王

健，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汉语的类词和语言类型学（王连清，美国DefenceLanguageInstitute）试释“囝”（韦树关韦茂繁，广西民族大

学）汉语使动形式的演变（吴安其，中国社科院民族学所与人类学研究所）海口长流方言的特征及其归属（辛世彪，海南大学/上海高校

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维吾尔语词汇演变中的综合音变与词干结构探讨（邢欣，中国传媒大学）從《戰國縱橫家書》看古漢語第一人稱代

詞（徐丹，法国高级社会科学院） “ze”和“都”的异同（徐烈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土家语构词方式同汉语的联系（徐世璇，中国社

科院民族学所与人类学研究所）动词的强式与弱式（徐阳春，南昌大学）从无为方言的“吱”和苏州方言的“仔”看江淮官话和吴语的关

系（薛才德朱定峰，上海大学）结构所引起的辅音音变（严修鸿黄良喜，汕头大学）方言字的比较研究和写法统一问题（游汝杰，复旦大

学）时间词状语的可别度大小与标记使用的蕴涵关系考察（余东涛，湖北语言研究所） 

Revisiting the Nature of Obstruent Codas in Archaic Chinese and Proto-Sino-Tibetan（张洪明 宋晨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西北方言远指代

词“兀”与突厥语族代词*ol（张维佳，北京语言大学/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张洪燕，北京语言大学）试论汉语非典型持续体标

记“中”与“间”（张谊生，上海师范大学/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  土汉接触和土家语高调的分化（张 军，暨南大学）甲骨文和

汉藏语里的“来”（郑 伟，复旦大学）  论汉语、苗瑶语声母中流音 r、l的重建及古音构拟偏向（郑张尚芳，中国社科院语言所） “戎”

“夏”同源说（周及徐，四川师范大学）语言演变和语言接触中的借用机制（周 磊，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语言规划中出现的两种语言变

体: 语言学理论上的区别意义（周明朗，美国迪金森学院）鼻音（朱晓农，香港科技大学）  粤北土话、湘南土话和桂北平话中古全浊唇

音、舌音今读的特殊表现（庄初升，中山大学）论英、日、汉语中体标记聚焦特性的差别（左思民，上海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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