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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本期刊載了六篇論文，五篇屬於“第六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專號，一篇屬於“語

文研究”類。

“第六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在 2020年 10月 24至 25日以線上方式舉行，由復
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主辦，本校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和中山大

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協辦。

“方言語法博學論壇”致力提供一個促進方言語法比較研究的平台，著重東南方

言的比較研究，推動跨地區研究，並加強學術交流和對話，至今已成功舉辦六屆，備

受師生關注。有賴各方積極響應，歷年來與會學者踴躍參加。至於第六屆的論壇，來

自各地的學者、研究生聚首一堂，除主辦協辦方所在的上海、香港和廣州外，與會者

也有來自北京、江西、山東、山西、浙江和國外的新加坡等地的專家學者。值得一提

的是，本屆論壇改以線上方式舉行，更能廣泛匯聚各地的研究者參加，切磋學問，分

享心得，大大增進了學術交流的深度和廣度。

本屆論壇主題為“漢語方言對應普通話句末‘了 2’成分的句法 -語義、句法 -

語音研究”，“了 2”是漢語語言學一個熱門課題。通過跟“了 2”在方言對應成分的
研究，有助加深我們對“了 2”的認識，也開闊我們對方言語法研究的視野。本屆論
壇討論範圍非常廣闊，學者的報告範疇涵蓋了粵、客、閩、吳、贛、晉、官話等方言，

有以歷時或共時的方法分析的，也有從理論或應用層面開展論述的，對於發掘新課題、

開拓新理論，饒有意義。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作為論壇的發起單位之一，期望通過出版本期《中國語

文通訊》專號，與讀者分享本屆論壇的豐碩收穫，既貫徹本刊刊載有關漢語語言學及

相關研究最新成果的宗旨，也藉此為方言語法研究的發展作出一點貢獻。本期所收錄

的論文，按照本刊嚴格的評審方式，每篇論文都至少由兩位評審人作糊名評審，並經

過反覆修改，得到評審人和本刊編委會通過後，始能刊登。最終接納並收錄了五篇專

號的論文，包括阮氏紅貴的〈香港粵語“喇”和“啦”的三域研究〉、徐毅發的〈廣

東肇慶粵方言句末助詞“咯 [lɔk3]”的時體意義和語氣功能〉、顏鈮婷、林華勇的〈閩
南方言中“了”的功能及演變──以永春方言為例〉、張沐舒的〈潮陽（金灶）方言

的句尾“了”──從與“去了”等義互換的角度考察〉、沈冰、林華勇的〈海口方言

的句末助詞“嘍”與“咯”〉。至於“語文研究”類，則收錄了片岡新的〈建立《早

期粵語聖經資料庫》：粵語聖經的數碼人文學研究〉，該文介紹一項新建的網上資源，

為早期粵語研究提供了十分寶貴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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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人謹代表本刊衷心感謝本屆論壇與會者、論文作者、評審人等對本刊的

支持和協助，也希望廣大讀者繼續關注，踴躍投稿，推動本刊進步，讓本刊邁向成為

學界具影響力期刊的目標，為學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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