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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國際粵方言研討會”是漢語語言學學界的重要學術活動，一直以來主要在香

港、澳門、廣東、廣西等地輪流舉行。第二十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在香港中文大學（以

下簡稱“中大”）舉行，有重要的歷史意義。首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在 1987年於中大
校園舉行，第十屆在 2005年由中大主辦，為了突顯第二十屆的重要性，特意“重臨”

中大。

第二十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在 2015年 12月 11-12日於中大校園舉行，由中大中
國語言及文學系主辦，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協辦，中大文學院、

新亞書院、聯合書院、香港語言學學會贊助。這一屆研討會的主題，明確定為“比較

語法”。通過比較的方法，尋找粵語的特點。通過鮮明的主題，匯聚各方專家學者，

從歷時研究、形式研究、跨範疇的接口研究等不同角度，探索粵語語法的特點。（按

當天發言次序）加州大學柏克萊／香港中文大學的張洪年教授、萊頓大學的鄭禮珊教

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麥耘教授三位在會上作主題演講，分別從歷時發展、句法、語

音三方面探討粵語語法問題。此外，其它的分組報告論文，所涉及的領域包括句法學、

詞法學、實驗語音學、歷史音韻學、方言學、社會語言學、語料庫語言學等，較為顯

著的專題主要有助詞的語法、後綴的語法、體詞結構、句式比較、元音的音韻研究等，

反映了當前粵語語言學的前沿課題，值得關注，而國際粵方言研討會正好為世界各地

從事粵語研究的同行同學，提供一個學術交流的平台，推動粵語語言學的發展。

第二十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是個難得的盛會，為保存研討會豐碩的成果，也為粵

語研究的發展留下一點印記，本刊以專號形式出版，收錄部分發表的論文，以饗讀者。

詹伯慧先生在研討會的開幕詞，收錄作為本期的代序。麥耘、張洪年兩位先生惠賜主

題演講文章，深表謝意。這一屆研討會共有超過八十篇論文在各小組報告，每篇發表

的論文都經過至少兩位評審人作糊名評審，通過評審後始能報告。會後徵集論文，一

共收到 28篇分組報告論文投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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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篇分組報告論文。在研討會進行期間，香港語言學學會還舉行了第
六屆“香港語言學學會粵語語言學傑出學生論文獎”比賽，評審專家一致推薦中大中

國語言及文學系本科生黃誠傑先生的論文〈粵語詞尾“定”的語法特點〉獲選論文獎。

這篇文章，也收錄在本期專號。本期的順利出版，得到中大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的資助，

特此鳴謝。

自提出申辦第二十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至本期完成，前後歷時逾四載。身兼研討

會召集人和本刊主編，自感責任重大，幸得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同仁曾綺雲、研究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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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協助統籌、本科生黃誠傑負責設計、會議期間蔡瑋、賴秋萍、羅惠丹、周以雅等同

仁、黃卓琳、鄭兆邦等校友、蔡寳裕、陳冠健、陳建銘、陳特、陳欣茹、黃若舜、黃

新駿蓉、黃永順、黃韻瑜、李豐宸、劉祉靈、駱倩鳴、王遲、吳略、吳文中、伍亭因、

鄒靈璞等研究生幫忙會務、本中心同仁湛綺婷負責論文提要集和本期的編輯工作、王

琤協助本期的出版。全賴各人積極幫忙，熱心支持，籌備過程一切妥當，非常感恩。

本期的順利出版，也標誌著第二十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的所有工作正式完成。能

為國際粵方言研討會和粵語研究盡點力，與有榮焉。在此也衷心祈望粵語研究的發

展，“粵”研“粵”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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