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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7年，“第二十二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The 2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Yue Dialects）於香港教育大學舉行，主辦單位為香港教育大學語言學及現代語言
系（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nd Modern Language Studies）和語言學及語文研究中心 
（Centre for Research on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Studies）。

大會主題為“全球化下的粵語研究”（Globalization），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1）粵語研究遍佈全球，今次會議匯聚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專家，來自中國內地、 
香港、澳門、台灣、東南亞、美國、歐洲等地；（2）研究課題不只是粵語語言系統的
分析，也涉獵其他範疇，如數位科技、文學及文化等課題，這都顯示出粵語研究的跨

學科特點。大會組織了三個專題小組：“文學與文化”、“數位人文研究”及“粵語

教學資源”，邀請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到來切磋交流。

會議於 2017年 12月 8–9日在香港教育大學舉行。議程包括三篇專題演講及 70多
篇論文報告。三位主題報告也體現全球化下的粵語研究：俄亥俄州立大學陳潔雯教授

通過孫中山先生 1924年的錄音檔案，從語言接觸的角度考察孫中山先生的語音特色。
香港城市大學程美寶教授從歷史的角度，綜合人文、地理和經濟等因素討論“西關音”

的由來。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鄒嘉彥教授比較粵語和雲南白語四音節慣用

語，進一步探討粵語的發展歷程及其跟百越語之間的關係。

大會同時舉行“香港語言學學會粵語語言學傑出學生論文獎”，獎項在於鼓勵學

生從事粵語研究。入圍文章有四篇，四位學生在大會首天作口頭報告，並由專家評審

團作出評選，獲獎同學為香港中文大學黎奕葆，論文題目為《香港粵語“等待”義動

詞“等”的多重功能及其發展》。此外，大會於會議期間在香港教育大學蒙民偉圖書

館舉行“粵語時空隧道”展覽，介紹粵語過去約兩百年以來在語音、句法、詞匯等方

面的特色和變化。

會後，籌委會向大會報告者徵稿出版論文集，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

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的《中國語文通訊》負責統籌出版論文集事宜。論文集於 2020
年在《中國語文通訊》以專刊出版。我們十分感謝中心主任鄧思穎教授和編輯助理湛

綺婷小姐的協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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