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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全國語言與艾化學術研討會

由中國語言文化學會、廣州師範學院、廣州市語言文學學會主辦的第二屆全國語

言典文化學術研討會於 1991 年 12 月 10 日至 13 日在廣州國際科技會議中心舉行。討

論的主題是「語言結構的文化內涵」和「中國語言文化學的理論建構」。來自國內和香

港、日本的九十餘位學者出席了會議。會議期間宣讀了六十篇論文。此外因作者未到

會而向會議提交的論文有三十六篇。到會的出版單位有十四個，出版界對文化語言學

的研究成果表示了相當大的興趣，下面是在會議期間宣讀的論文題目:

文化語言學的過去和現在一一兼評〈中

國文化語言學〉

中國當代漢語人丈研究的興起、歷史原

因及其發展趨勢

文化語言學的對象、性質和任務

評中國文化語言學的語言觀

關於中國文化語言學的反思

文化認同:漢語語法學重建之道

歷史性反撥、學術新範型

一一評申小龍的〈中國文化語言學〉

試論申小龍文化語言學之理論意義

中國語言學意義研究思維餌議

論漢語的主體意識

語言的文化意義與色彩

語言的文化內涵

隱喻的理論內涵典文化意義

文化修辭學

漢語音韻學的文化內涵

語言文化研究的四個層面

宋代語言典文化管窺

方言和民族文化d心理

國俗語義和跨文化言語交際

跨文化傳播與廣告語言

漢語詞義的人文內涵

許威漠 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

張國揚廣州師範學院

蘇新春

戴昭銘黑龍江犬學中文系

姚亞平江西大學中文系

邵敬敏華東師範犬學中文系

楊啟光暨南大學中文系

孫力平江西大學中文系

陳東有江西大學中文系

崔奉春 吉林延邊大學〈漢語學習〉編輯部

陳才俊暨南大學出版社

韓寶育 險西師範大學中文系

劉景釗 山西省社科院思維科學研究所

趙虹雲南民族學院中文系

李蕉嘉 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

陳月明 寧波犬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徐時儀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

禹和平 雲南師範大學中文系

王德春上海外語學院

陳海洋 江西師範大學教育傳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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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諾諾源研究的文化祖角 讓建都湖南師範大學中艾系

漢語搞灑結構的真象與擠證 蘇新春景;tl師範學院中文系

古漢語飼養系輯與文化觀念轄權 鍋飯義 黑龍江大廣廣播當監視大學

〈說文〉懿醬缸i釋字鵬歸挂研究

聯想:詞義引申輿饗讀意識 厲先慶 華中師範大聲賽中文系

論漢語語義梅女化內攝 王玉鼎延安大舉中文系

品語色彰的鍾懷 黎于駒瀨商辦州師專中文系

<7}(滸傳〉揖合勾研究 命小龍 t寶玉主大學中文系

論獲字結構的艾化內弱 費三位金 遼毒草都範大舉中文系

漢寧在日語影象造詞中的作用 顧在持廣州翩範學說外語系

接設主黨寧深層的文住憲議 張維佳快吾教會學院中艾系

粵語雙蜜語語序的「底層」問題 攤懿明 中山大學中文系

龜由貴i星賤的原因新接 揚鴻章 山黨體台大學中文系

議客家見問多神信仰及其文龍勢聽 劉艷的漂:f:jll大學中女系

論客家女化的誼接源頭 張霸東深圳大學中女系

思諱語與文化淺析 劉愛榮 E扣留人員大學語當文字研究所

f吃J語言與「吃」文就 地島海杭州大學中文系

稱呼與情鏡中的文能內接 子吾吾n:: 賣婦女學中文系

〈左傳〉讀書聽起 那女和 內蒙古民族篩鏡中文系

』燈謎興興農文化論略 黨輯鳳廣東肇磨酒江大舉中女系

善黨族人的取名與讚民主長傳統體言文化 警官輝亮 梅爾師範是與駐中文系

通用體趕走器與異體成語 聶言言之 江摺師籠大舉舉報編輯都

寒壇的策略…一語言鱉略觀說 張轅北東語雷學位

論閉嘴文獻中的聯綿詞 夏富強黨中師範大學翻轉情報系

試析〈釋各〉聾訓所作的名物探源 劉興均由)11達縣師耳中女系

鄧州地名潛移民語言混 許位新蠟師範大學中文系

〈朱子語黨〉諮詢雜釋 繞擴武 中鷗社會科學院語言無〈中圈甜

文〉雜諒鞋

變語制與合數民族文化 才交賽弘 蠶南大學中文系

聾子當為宋人考 錢瓷 器講師範大學漢語言宮女獻研究斯

雖是與典文龍論綱 鐘堂舉湖北聽雙語奪中文系

畢生煌寫本〈正名要接〉殘卷通要及其文化 蔣宗蝸 莒南師範大學模語言文獻研究研

考察

糢寧與女性文化 蟻錫遠 、禪攜監罵脂師專中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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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茍于〉構詞法簡論 嚴志君 西南師範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

海峽兩岸正、異體之對此研究 甘于恩暨南大學中文系

論課堂教學的言語義系統 宋其挂 廣州師範學院中文系

詞匯發展與寫作風格 陳于典廣州師範學院

廣州、|主要商業街道的店名語言文化調查 梁韶罣 廣州師範學院中文系八九級學生

郭小燕

再延紅

女書的創制 宮哲兵 中南民族學院

從甲骨文看中文圖書收藏的起源、 鍾瑛華中師範大學圖書情報系

稿例

本刊主要登載有關中國語文應用及規範研究、翻譯研究及有關學科學術活動的文

章。來稿請以五千字為限，於稿末註明作者真實姓名、職業、通訊地址及電話，以便

聯絡。

請用單面有格稿紙，以繁體正楷橫寫。

古文字、罕用字、外文、音標等，務請膳錄清楚。

統一用公元紀年。帝王年號後，請附註公元。

引文務請自行核實﹒並註出處。譯文請附原文。

本刊編輯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者請註明。

恕不退稿，作者請自留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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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稿請寄: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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