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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本期刊載了七篇論文，六篇屬於“第十一屆海峽兩岸現代漢語問題學術研討會”

專號，一篇屬於“語文研究”類。

第十一屆海峽兩岸現代漢語問題學術研討會”在 2018年 12月 7–8日於本校舉行，
由香港中文大學、南開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聯合主辦；本校中國語言及

文學系、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聯合承辦；本校語言學及現代語言

系、雅禮中國語文研習所、香港中文大學—北京語言大學漢語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聯

合研究中心、全球中國研究計劃，還有校外的商務印書館協辦；本校文學院、崇基學

院、聯合書院贊助，特此致謝。

本屆研討會主題為“‘一帶一路’視角下的漢語研究”。“一帶一路”倡議為語

言學研究與應用注入新的內容，不僅加深對全球華語的認識，也有利於語言比較研究，

促進文化交流，達到“民心相通”之效。香港是一個重視“兩文三語”的國際大都會，

位處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樞紐，擔當中西溝通的橋樑。本屆研討會在香港召開，
饒有意義。本校自創校以來，一直以“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為使命，

為本屆研討會提供良好的學術環境， 集思廣益，交流切磋，探索漢語研究的未來。

本屆研討會彙聚了各地專家學者，在“一帶一路”的宏觀視角下，為語言學研究尋

找新領域。超過九十位專家學者發表論文，分享漢語語言學各領域的研究心得，尤其是

關注海峽兩岸的漢語問題。在此特別鳴謝（按姓名的漢語拼音序）董琨、李宇明、田小

琳、鍾榮富、周荐、竺家寧六位學者作大會發言。除大會發言外，研討會一共有五場分

組報告，不少報告都跟“一帶一路”相關，還有涉及“粵港澳大灣區”的語言問題，所

討論的範疇多元化，包括詞彙研究、詞典研究、句法分析、語音和音韻研究、方言語

法、語言比較、語文教學、對外漢語教學、語言與社會等，內容豐富，題材廣泛，涵蓋

了現代漢語值得研究的現象，反映了學界當前所關心的重要課題，具前瞻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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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了六篇論文，包括田小琳的〈三論香港地區的語言文字規範問題〉、吳東英、林敏

奮的〈名人在社交媒體平臺上的關係言語行為和特徵：內地與香港的比較分析〉、張

凌的〈香港人學習普通話的聲調偏誤之聲學分析〉、史紅麗的〈漢語非疑問用法疑問

詞的句法位置及語義分析〉、黎奕葆的〈粵語等比句類型的歷時考察〉、邱一勤、張

小倩、胡笑適的〈漢語動詞後時量短語和動量短語的再分析〉。本期所收錄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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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材廣泛，內容豐富，包括語言文字規範、社交媒體言語、學習普通話的問題、漢語

句法語義、方言語法歷時研究等。期望本期的專號，能引起學界對當前漢語研究課題

的興趣，注重比較研究，並結合本體研究和理論應用，探索語言學研究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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