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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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等地輪流舉行。第二十五屆在 2021年 12月 18–19日以線上方式召開。本
屆研討會由粵港澳高校中文聯盟主辦、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

研究中心協辦。本屆首次由粵港澳高校中文聯盟主辦，並以純線上方式進行，饒有意

義。粵港澳高校中文聯盟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

系、澳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於 2019年 7月發起成立，作為高等教育交流平台，屬於
粵港澳高校聯盟的成員之一。粵港澳高校聯盟由中山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澳門大學

共同組建，2015年獲教育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正式批准，2016年正式成立，以期匯聚
三地精英高校優質教研資源，深化三地高校教育交流合作。

自2011年開始，國際粵方言研討會就按照詹伯慧教授的建議，採用“香港－粵 /澳－
香港”的模式。第二十四屆在 2020年由澳門大學舉辦，按照這個模式，第二十五屆本
應在香港舉行。可惜受疫情影響，種種計劃被打亂了。到了 2021年 9月，學界對籌辦
一事仍然沒有頭緒。本人非常焦急，馬上跟粵港澳高校中文聯盟商量，以聯盟的名義舉

辦第二十五屆，希望把粵語研究的傳統延續下去，接下粵語研究的火炬，繼續發光發

熱。在當時只剩下三個月的時間，立刻啟動籌備工作。最終能夠由粵港澳高校中文聯盟

以線上方式籌辦，算是粵港澳大灣區一個“超地域”的合作模式，不僅能延續粵語研究

的傳統，更能有新的突破，把學術研究發揚光大。

來自國內外的 106位學者在研討會上報告論文，與會者超過一百人，相聚雲端。
通過線上方式，與會者突破地域和時區的限制，積極討論，交流意見。研討會共進行

了八場分組報告，所報告的論文涉及語音學、音系學、粵語音韻、詞彙學、詞法學、

句法學、話語分析、第二語言習得、社會語言學、粵語使用、應用語言學等領域，對

粵語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交流與探討，成果甚豐。此外，研討會期間，特設粵語句末

助詞的專題討論環節，以工作坊的方式進行，聚焦於粵語句末助詞的句法、韻律等形

式特徵、語義功能、助詞分類、語言習得、歷史來源等問題，除廣州話／香港粵語外，

還討論到吳川、東莞、增城、信宜等地粵語的語法現象，內容豐富，有不少新發現。

粵語句末助詞工作坊由粵港澳高校中文聯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

國語文研究中心、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研究中心共同舉辦，並

獲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資助局優配研究金研究計劃（編號：14621719）和國家社科基
金重大項目（編號：18ZDA291）的部分資助，特此致謝。

本屆研討會的舉辦方式嶄新，既不受疫情干擾，又能克服地域阻隔，是個難得的

機會。為保存研討會討論的豐碩成果，為粵語研究的發展留下一點印記，本刊以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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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出版，收錄部分發表的論文，以饗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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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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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在本期刊登了 8篇分組報
告論文。

自提出承辦本屆研討會至本期完成，前後不到一年半，幸得本中心助理湛綺婷負責

管理網頁、聯絡通訊、本期編輯等重要工作，而研討會期間，中心助理譚家明、王琤；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助理林芃彬、祁美瑩；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本科生蔡浚希、梁咏薇、

林詠彥、張學霖、鍾汶霑；中山大學研究生柯淑玲、羅虞歡幫忙會務。全賴各人積極

幫忙，籌備過程順暢，不勝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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