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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目前語言學界對方言語法的研究越來越重視，而方言語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也成

為一個重要的議題。根據我任教粵語研究的經驗，不少同學曾向我反映，他們對搜集

粵語語料感到非常苦惱，往往無從入手。試問沒有可靠的語料，我們又怎樣能開展語

法研究？“內省法”對語法學研究非常重要，而且相當有效，不光可以憑母語者的語

感創造出大量新例子，還可以找到不合語法的“*”號例子，用以驗證語法學理論。然

而，能純熟、適當地運用內省法自造例子，卻非易事，需要考慮很多因素。因此，方

言語料庫的建構是個刻不容緩的工作，既可以準確忠實地保存一時一地的語言面貌，

又可以通過方便的檢索，找出語言規律。馮淑儀博士和羅心寶博士合寫的“香港成人

粵語口語語料庫”和錢志安博士的“粵語研究新資源：《香港二十世紀中期粵語語料

庫》”是本刊特邀的文章，以專題形式刊登，希望能引起讀者對方言語料庫的關注和

興趣。雖然“香港成人粵語口語語料庫”目前因技術問題而暫停公開，但文中所提出

的研究方法值得同行借鑒。“香港二十世紀中期粵語語料庫”是一個意念新穎的語料

庫，保存了上個世紀中期香港粵語的語料，跟當前的香港粵語已有明顯差異。語料庫

所記載的語料距今才幾十年，我們發現語言變化速度之快，不禁感到驚訝。

張小衡、張煥淇兩位先生合寫的“兩岸漢字規範筆順比較”一文是語文應用研究，

文中仔細探討一個客觀存在但往往容易被人忽略的語言現象──漢字筆順，並涉及字

形、地域差異等問題。陳雲根博士、羅偉安博士的文章分別討論文學創作、詞典應用

教學問題，都是中文教學重要一環，值得讀者注意。

黃正謙博士的研討會紀要，詳細記述和總結了 2012 年 12 月 17-18 日舉行的“承繼

與拓新──漢語語言文字學國際研討會”。這個研討會是為了慶祝本校中國語言及文學

系五十周年系慶，也作為迎接金禧校慶的大型學術活動。海內外學者藉這個難得的機會

聚首一堂，共發表論文九十多篇，涵蓋文字、音韻、訓詁、語法四大範疇，回顧前人成

果，開拓新方向，大有繼往開來的意義，正好點出了大會的主題──“承繼與拓新”。

本校創立於 1963 年，可謂是一所承載文化重任的學府。在校方的支持下，三年之

後，本中心的前身“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成立了，是大學最早成立的一個研究中心。

為了進一步加強人文學科的研究，中心成立之後的一年，即 1967 年，校方正式組成中

國文化研究所，突顯了弘揚中國文化的使命。先賢前輩走了一條崎嶇不平的路，為的是

傳承和開創我們的文化，這片重視人文研究的土壤實在得來不易。在慶祝校慶、緬懷歷

史之際，我更感到本刊的珍貴，一本土生土長的語言學期刊，在獨特的人文學風薰陶下

慢慢長大，走過接近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歲月，有它獨特的過去，也應有它獨特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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