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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刊載了 10篇論文，8篇屬於“海上絲綢之路的漢語研究國際論壇”專號，2篇
屬於“語文研究”類。

本校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和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於 2017年 3月
27日至 4月 30日聯合舉辦“海上絲綢之路組曲”學術活動，通過一系列講座、書展
及國際論壇，探討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國家和地區華語和漢語方言的語言特點。這次
系列活動還得到全球中國研究計劃、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

公司的支持，作為協辦單位，也獲得文學院、聯合書院、新亞書院、香港中華廠商聯

合會的鼎力贊助。

三場專題講座作為整個組曲活動的先聲，與師生及公眾分享海上絲路國家的文化

和非華語人士學習華語的歷程。其後在 4月 7日至 8日召開“海上絲綢之路的漢語研
究國際論壇”，作為慶祝中國文化研究所成立五十週年及聯合書院成立六十週年的學

術活動，也是首個在“一帶一路”的視角下研究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國際語言學活
動，為學術界的創舉。論壇匯聚超過一百位中外專家學者，分享海外華語和漢語語言

學各領域的研究心得，也有工作坊探討香港非華語學童的中文教學問題。

為保存論壇豐碩的成果，本刊以專號形式出版，收錄部分發表的論文，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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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篇論文，包括周清海的〈從全球華語的發展趨勢看華語區的語言問題〉、李如
龍的〈海上絲綢之路與閩方言〉、Daryoosh Akbarzadeh的〈薩珊王朝時期及期後文獻
中“辛那斯坦”及“中國”作為地名或王國名稱的用法〉、章宜華的〈漢語模因仿造

詞在英文跨文化交際中的運用──基於語料庫的語言接觸研究〉、陳麗君的〈漢語中

不表數量本義的數量表達的主觀性語法形式與二語習得者的理解情況及偏誤分析〉、

羅葦、王珊、劉銳的〈遊戲教學法中的教師話語分析〉、胡笑適的〈副詞“分別”的

分佈解讀與兩類局部性條件〉、曾靜涵、袁毓林的〈漢語的隱性否定副詞及其語義特

徵──以“乾”為例〉。本期所收錄的論文，題材廣泛，內容豐富，包括全球華語研

究、方言研究、語言的歷時研究、語言習得、語文教學、漢語語法語義研究等。期望

本期的專號，能引起學界對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趣和重視，從一個新的視角，探
索語言學研究的新方向，發掘新的研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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