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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语言学核心期刊主编与青年学者对话论坛暨第七届上海青

年语言学论坛”述评  

百家争鸣·学科繁荣：当代中国语言学的新面向  

发布时间:2016-07-03  

  6月19日，“第二届中国语言学核心期刊主编与青年学者对话论坛暨第七届上海青年语言学论坛”在上海

召开。此次大会由上海市语文学会、上海市语文学会青年学者专业委员会、《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上海师范大学等联合主办。来自《中国语文》《世界汉语教学》《语言科学》

《方言》《语言教学与研究》《语言研究》《古汉语研究》《语文研究》《语言文字学》（中国人民大学复

印报刊资料）《汉语学报》《当代语言学》《语言文字应用》《当代修辞学》《汉语学习》《古汉语研究》

《华文教学与研究》等近二十家核心期刊的主编以及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同济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华侨大学、山东大学等全国各大高校的青年学者纷纷参加了本次论坛。与会人数总计超出了九十人

次，在一个原本仅可容纳五十人次的会场里，加座者布满了会场的各个角落，并一直延伸至走廊。此前根据

计划印制的会议手册及其他书刊等会议材料在会议正式开始前便被一抢而空。作为语言学会议，如此壮观、

备受热捧的场面可谓十分罕见。 

 

  上午八点半，论坛开幕式于国际汉语教师研修基地举行。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社版）》原主编、《当代修辞学》编委会主任胡范铸教授主持本次论坛。胡范铸教授首先对与会的核心

期刊主编和青年学者代表致以最诚挚的欢迎，并宣读了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发来的贺辞，继而

国际汉语教师研修基地执行副主任、对外汉语学院副院长(兼)张建民教授代为宣读了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汪荣

明教授的嘉宾致辞。湖南师范大学原党委常务副书记、《古汉语研究》主编蒋冀骋教授在嘉宾致辞中指出，

此学术论坛的举办旨在搭建跨学科深入交流的平台，促进青年与专家面对面交流，希望通过研讨共同提升跨

学科的研究水平，扩展国际化的学术视野，并预祝此次学术论坛圆满成功。 

  开幕式结束后，上海市语文学会副会长、对外汉语学院院长吴勇毅教授主持论坛的上半场“问题与方

法：全国语言学C刊主编与青年学者对话（一）”，复旦大学陈振宇、华东师大刘承峰、上海外国语邵洪亮、

上海大学杨文波、上师大刘辉、同济大学黄立鹤等六位青年学者先后作了学术报告。之后主编们纷纷作了征

对性点评，指出具体研究的长处及不足，并分别给予了宝贵而中肯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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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暂茶歇后，上海语文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青年语言学者专业委员会主任、上海师范大学人事处处长

陈昌来教授主持了论坛的下半场“未来与设想：全国语言学C刊主编与青年学者对话（二）”，先是主编们各

自谈论对于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以及本刊的设想，继而在此基础上开展自由对话。 

  下午，青年学者们各自围绕不同专题展开分组讨论，会议现场共呈现为五大专题工作坊。在各大分会场

内，与会代表们各自投入到了热烈的学术探讨中。 

  第一专题工作坊“意外、主观性及感叹范畴”主要讨论了汉语中的意外、主观性及感叹问题。复旦大学

陈振宇首先作了报告，他从中西方对语气的不同看法出发，对汉语感叹语气系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建立

了一个双轮驱动下的汉语语气系统。上海师范大学刘红妮对“就算”的词汇化和主观化进行了探讨。她从历

时的角度出发，对“就算”的句法位置的变化，主观化性的增强和语用推理等因素出发，解释“就算”词汇

化的过程以及最后演变为相当于“即使”、表示假设让步的新连词“就算”。复旦大学王蕾作了关于“看我

（不）vp”的主观情态特征及行程机制的报告，并详细阐述了该构式羡余否定能够行程的机制，以及冗余否

定来源于双重否定句式后逐渐演变成一个“不VP”这一构式；尚来彬从语义关系的角度来分析“V得X”结

构，对V是否述谓与V是核心，还是X为核心进行了探讨；中国人民大学唐冠宇对重庆方言“两个”的一种特殊

用法予以了分析，他认为重庆方言中的“两个”在这里已经由数量结构虚化为助词，起强化语气的作用并表

达了负面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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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专题工作坊“汉外语言对比”主要讨论了基于汉西对比的语言学问题探讨。复旦大学鹿秀川首先作

了报告，他以汉语指示词“这”“那”为例，从句法结构的角度出发，主要探讨了汉语指示词语法化和冠词

化的过程，并与西班牙语定冠词的用法进行了对比。而罗莹以西班牙移位动词salir(出)与entrar（进）为例，

研究探讨与动词搭配的名词轮元的语义信息对动词词义变换产生的影响，试图揭示动词语义延伸的过程与机

制。山东大学邹晓则以几组汉语和西班牙语中对应的体标记为例，分别分析和对比了它们各自的意义和用

法，并在文章的最后列举和分析了西班牙语专业的学生在“西译汉”练习中由于对这些体标记的混淆而产生

的错误。 

  第三专题工作坊“语用及交叉学科研究”主要对汉语中的语用研究探讨。同济大学黄立鹤关于多模态修

辞现象作了发言，具体阐述了多模态语篇，包括文本语篇以及音视频语篇究竟如何分析及操作性如何，最后

再介绍多模态语篇修辞学的一些构想。上海政法学院赵微从科学修辞的角度来探讨雾霾报道中的数字修辞问

题，介绍了数字如何从客观科学属性变到被控制的话语修辞工具。复旦大学辛勤英以新闻报道语篇为研究对

象，采用Danes的主位推进模式理论来操作语篇内部的逻辑结构形式，根据这一逻辑结构形式在语篇表层面形

式上再分析有哪些标记成分，最后阐述了这些成分在新闻报道语篇中的功能与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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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专题工作坊“汉语常用构式的语法化和词汇化”主要讨论了汉语常用构式的语法化和词汇化问题。

总体而言，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网络新兴结构的探讨，主要是王刚、曹春静以及陆方喆三位青年学者为代

表。另一类是对汉语传统文献中的三种结构进行了研究，以雷东平、刘承峰、陈建萍等为代表。上海外国语

大学曹春静对当代新兴极性义构式“X到哭”的演变与成因进行了分析，在语义上，“X到哭”从实义的“哭

泣”演变为虚化的表示程度高的程度义，并存在实意—两可—虚化的语义演变连续统；在功能上，由结果义

逐渐转化为程度义，并最终定型为表示极性义的“X到哭”。华东师范大学刘承峰主要是对现代汉语主观量的

研究，以“V+上+数量结构”为例来研究，认为主观量与主观预期有关系，而不是简单的表示数量。并且认为

这样一个数量结构是表示主观大量的数量，是由于“上”的原因。 

  第五专题工作坊“汉语句型句法研究”主要讨论了汉语句型句法研究问题。上海交通大学郭曙纶主要对

现代汉语基本句型进行了统计，根据动词承担的功能分为了四类基本句型，包括动宾、状动、动补、合动这

样四类，重点讨论了连动句和把字句等特殊的句式。此外他还讨论了语料库中一些句子切分的原则。华东师

范大学祁峰从普通话和方言中的正反问句出发，来探讨疑问和焦点的互动，并通过丰富的例子来证明疑问手

段对焦点的强化作用。上海大学倪兰对手语的句法进行了研究，她简要介绍了中国手语目前开展的一些初步

的句法研究，包括语序等问题。 

  论坛闭幕式由对外汉语学院副院长叶军教授主持。各小组主持人陆续对本组报告及讨论情况予以了一一

总结。之后叶军教授致闭幕辞，对前来与会的学者们表示衷心感谢，进而指出此次会议顺应了新时期汉语语

言学研究学术发展的强烈需求，既为青年学者与核心期刊主编的对话提供一个极佳的沟通、交流的平台，同

时在互动研讨的基础上深入推进了国内语言学理论的研究与发展。 

 

 

图文｜刘承峰 张虹倩 来源｜对外汉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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