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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本期刊載了 11篇論文，7篇屬於“第七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專題，4篇屬於“語
文研究”類。

第七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由本校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主辦，

於 2021年 9月 18至 19日以綫上形式舉行。這個論壇首先由本校和中山大學在 2015
年發起，自 2017年開始加入復旦大學，並由這三所學府輪流主辦，作為促進方言語法
比較研究的平台，著重推動跨地區研究，並加强學術交流和對話。

第七屆論壇採用公開徵稿形式，彙集了來自（按漢語拼音序）北京語言大學、東

京都立大學、復旦大學、廣州大學、江漢大學、南洋理工大學、寧波市鎮海口海防歷

史紀念館、寧夏大學、上海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西北師範大學、香港教育大學、香

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湘潭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山大學的學者，在兩天的

論壇上發表最新研究成果。

這次論壇所報告的內容，覆蓋了粵、客、閩、吳、贛、官話等方言，圍繞漢語方

言對應普通話句末“呢”成分的句法 -語義、句法 -語音研究展開討論。正如中山大
學林華勇教授在閉幕禮上指出，依據語言材料，閩語、吳語都存在多個形式與普通話

“呢”對應的成分，而粵語也呈現出較大差異，客家話則與普通話的情況較為接近，

各地方言與普通話在“呢”功能的分合上，呈現了一個連續統的狀態。復旦大學盛益

民教授認為，這次論壇繼承了以往普通話語法和方言語法相結合、現代漢語語法與漢

語歷史語法相結合、語言事實和語言理論相結合的研究路徑，同時在方言語法比較的

方法論上給予了一定啓示。

為保存這次論壇豐碩的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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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篇論文，包括陳振寧、陳振宇的〈從“呢”系語氣詞話題問功能的演化
進程探討其本質〉、洪妍、林華勇的〈潮州方言“佇”的功能及其演化〉、肖陽的〈閩

語潮陽方言的語氣助詞“在 [to0]”——兼與普通話“呢”的比較〉、柯淑玲的〈潮安方
言的“佇”“□ [ne21]”和“哩”〉、徐鳳翎的〈粵東海豐話的“□ [tsu22]”及相關句末
助詞〉、鄧秋玲的〈早期客家方言文獻與今梅縣話中的句末助詞“哪”和“呢”〉、飯

田真紀的〈廣州話的話語標記“唔知呢”的詞彙化現象〉。本期所收錄的論文，專門

討論閩語（潮州、潮陽、潮安、海豐）、客家話（梅縣）、粵語（廣州）等方言，還

有從跨方言比較的角度討論“呢”的問題。期望本期的專號，能引起學界對“呢”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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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研究的興趣和重視，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語料探索漢語語法學的“老問題”，

從而有新啟發，有新靈感，發現更多有趣的研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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