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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期至第50期)

發刊詞 3-5 
開卷語 23 
編後話 張雙慶 3 38 

語言研究綜述

語言的規範問題 6-8 
語吉、思想與表達 劉殷爵 13 8-12 
對香港語文規範的一點感想 張雙慶 14 22-25 
粵語研究中幾個問題的思考 詹伯慧 15 24-29 
論大陸漢語人文研究興起的歷史背景 蘇新春 16 3-6 

佛教與漢語 梁曉虹 19 15-22 
漢語口語研究四十年 陳建民 21 3-8 

《大千語吉世界叢書》序 申小龍 22 31-33 

《琉球官話課本研究》序 李新魁 26 46-48 
《戴震全集(語言專著n序言 許威漢 29 61-62 

漢語等性與中文傳意 李家樹謝耀基 31 44-55 
漢語方吉研究的回顧與前膽一一

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講話 詹伯慧 36 9-12 

恃強凌弱，以眾暴寡一一從最新版

《現代漢語詞典》說到語言發展的規律 黃國彬 46 7-14 
語言對比及其相關理論的拓展空間 凌德祥 49 44-53 

2. 漢字

兩個香港常見的簡體宇 n~J 及「行」 張雙慶 2 15-16 

談甲骨文(一) 饒宗頤 2 17-20 

唐蘭和他的文字構成的新體系一一一書說 常宗豪 2 23-28 

《說文解字》裹的粵語字 羅忱烈 3 8 

談甲骨文(二) 饒宗頤 4 10-12 

* 作者索引下期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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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甲骨文(一)一一數字卦象問題 饒宗頤 6 16-18 

甲骨文(四) 饒宗頤 8 22-24 

俗字瑣譚 羅忱烈 9 17-28 

附:更正 10 9 

從「座」的寫法說起 張雙慶 11 36-37 
談談錯別宇 陳雄根 13 20-26 

所得者少﹒所失者多一一

大陸推行簡體字四十年的檢討 陳新雄 15 20-23 

《說文》借形為事解 陳新雄 16 19-21 

漢字優越諸說獻疑 王開揚 18 3-9 
本刊顧問呂叔湘教授來函 日叔湘 19 6 

《甲骨文與書法藝術》序 饒宗頤 19 9-10 

論漢字拉丁化 世家寧 22 11-14 
也談簡體字 宗靜航 23 32-35 

漢字在日語形象造詞中的作用 顧江萍 24 19-22 
《自司樸齋金文跋》編輯後記 陳治文 26 45 

轉注與民借 吳琪 27 13-16 

論漢字簡化的極限與局限 林萬菁 27 17-20 
談「厲」 劉殿爵 33 56 

漢宇的表義性與漢語語法的彈性特徵 林華東 34 50-53 
漢宇:何去何從? 讀《漢字語吉功能論》 李亞明 37 54-55 

《說文》與俗宇 馮瑞生 38 37-40 

「茍」與「苟」 陳雄根 41 31-36 

釋「監」、「鑑(鑒) J 、「鏡」 向光忠 43 32-37 

象形字的「聲化」及孽乳能力淺析 史建偉 45 35-39 

加緊整理異體詞 高更生 46 15-19 

文宇規範的三個層面一一由分、份引起的事論 周國正 50 1-7 

規範型漢語詞典的異影詞處理問題 程榮 50 8-16 

象聲﹒諧聾﹒形聲異同說 舒志武 50 36-39 

3. 語音

「創始」和「創傷」 劉殿爵 9-10 

「刺」字音義淺釋 黃坤堯 10-11 
談粵語「忠告」一祠的讀音 黃坤堯 2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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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復」字的讀音和意義 黃坤堯 2 10-11 

談「傍晚」 劉毆爵 2 11-12 

從「派」字的粵語讀音談起 朱國藩 2 12 
曹操和白居易 張高秋 2 13-14 

「廣」、「膺」讀音辨析 陳雄根 3 14-15 

「礁」和「嚼」字的粵音 恕齋 4 15-16 

談「參與」的讀音 朱國藩 4 22 

漢字怎樣記音 黃坤堯 5 10-14 

誤讀的盲點 劉毆爵 5 15-16 

談「佐」和「鑽」兩字的讀音 劉殿爵 6 22-24 

談談「綜」宇的異讀 朱國藩 6 27-28 

再談「礁H嚼」兩宇的粵語音讀 陳永豐 6 30-32 

從「援」宇粵音正讀談起 何文匯 7 19-20 

從「操」的讀音談到讀音的避諱 李如龍 7 21-22 

也談「誤讀的盲點」 朱國藩 8 28 

「重」字音義辨析 黃坤堯 8 29-33 

陳寅'陷的「恰」 趙益 9 25 
關於廣州話審音問題的思考 詹伯慧 11 8-13 

「質」字的音義 黃坤堯 12 29-30 

粵語教學辨音訓練 黃坤堯 14 26-30 

「蛛」字的讀音 劉殿爵 14 34-36 
廣州話語音的內部差異 李新魁 16 22-28 

《潮州方吉詞匯》序 張雙慶 17 7-12 

《經典釋文音系》的幾個觀點 邵榮芬 17 28-32 

再論「復」字的讀音 劉殿爵 17 33-34 

《唐五代韻書集存》跋 陳新雄 22 28-30 

從海峽兩岸辭典看字音的差異 林以通 23 3-13 

關於《集韻》的校理 趙振鐸 23 22-25 

陸游《釵頭鳳》詞「錯錯錯」的讀音 黃坤堯 24 34-35 

普通話的輕聲問題 胡百華 25 11-18 

粵語拼音系統的一些考慮一一

兼評「粵語拼音系統講談會」 鄧思穎 25 28-31 

廣州話的審音工作 附錄《廣州話審音方案》 張雙慶 27 8-12 

關於正音的二個問題一一《漢語正音辭典》序 伍鐵平 27 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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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粵音之規範及其量化 周國正 30 1-12 

廣州話審音工作近況 張雙慶 30 15 

《齊梁陳情詩文韻部演變研究》緒吉 周祖護 30 63-64 

粵音基本知識教學紀事 何文匯 31 卜29

從「各」、「里」、「余」得聲字的粵音 劉殿爵 31 30-32 
粵音兩題 黃坤堯 31 33-36 

上古漢語複輔音聲母的證據 楊劍橋 32 20-23 

廣州話審音工作的進展 詹伯慧 32 49-51 

語音訓練高級課程紀事 何文匯 32 52-62 

《粵音拼音方案h 、 c 、 s的標寫問題 江影儀 33 53-55 

「鑫」字的讀音 黃坤堯 33 57 

《切韻》研究的分期及其特點 龍莊偉 34 35-39 

《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考》序 陳新雄 34 54-55 

求索﹒有助中文推廣的粵拼 胡百華 37 35-40 

差強人意 黃坤堯 37 56 

《辭源〉音韻學條目訂誤 趙美貞 39 69-71 

《齊東野語》中《數奇》篇淺議 夏曉東 39 72-73 

大腸桿菌的「桿」字怎樣讀? 何文匯 42 53 

從《粵音韻彙內的粵語拼音字表》一一

評《粵語拼音字表》 蔣英豪 44 18-21 

「桿」和「桿」的音義 常宗豪 45 43-44 

「桿」宇的粵音正讀 何文匯 45 45 

輕聲別義詞 劉藝 48 43-46 

從黃國彬先生〈恃強凌弱，以軍暴寡〉一文說起胡蔭亭 48 51-53 

4. 語法

語法二題 周法高 3 3-7 

有關「兒」的兩個矛盾 林倫倫 5 19 

最早出現繫詞「是」的地下資料 殷莉芬 6 19-21 

「都」和「也」 陳雄根 6 29-30 

論「也J I都」的語法意義 杜家祁 7 22-26 

說語序 楊劍橋 17 21 

漢語的一類「助詞」沒有共同語法特點 張靜 19 3個6

反身代祠的無定用法一一談《孟子﹒離糞上》



1999 年 9月第 51 期 47 

「天下大悅而將歸己」 鄧思、穎 22 39-42 

也談反身代詞的無定用法 何元建 26 22-28 

說格式「動 1+賓+動2+賓」 秦禮君 26 35旬36

論主語殘缺 周國正 27 21-31 

從「宇」到「詞意」、「語素」一一

漢語語法術語的壇變 高更生 29 26-31 
外來祠的語素分析

「蘋果J '單純詞還是合成詞? 謝耀基 30 26-31 

朱自清和冰淇淋一一語素問題 王晉光 30 32-33 

「眼」宇介詞化的鑑定標準和出現年代 于江 30 37-38 
漢語稱謂詞泛諭 張龍虎 33 47-50 

香港中文的語法變異 湯志祥 34 1-12 

詞組的功能分類 高更生 34 40-46 

從主謂間加「之」說起 秦禮君 35 33-36 

漢語複合式同形詞初探 凌雲陳勵中 35 37-43 

「把」宇句究竟出現於何時 吉仕梅 36 37-39 

試析同京反序祠的產生 劉藝 39 60-64 

應當承認中間狀態的存在一一

語法規範的原則問題 高更生 40 69-74 
新加坡華語助動詞的語法特點 黃秀愛 41 23-26 

漢語述結結構的及物性 石定棚王玲玲 42 22明30

析 IVA就AJ 格式 秦禮君 42 31-38 

「是J ' I的」與動詞名物化 石定棚 43 13-18 
緊縮短語粗識 徐薦雲 44 25-33 

「進行」的濫用 老志鈞 44 45-48 

現代漢語的面稱系統 凌德祥 45 11-17 

副詞別議 徐耀民 46 20-22 

緊詞「是」起源的再討論 陳雙新 46 36-40 

論《世說新語》的「是」宇判斷句 梁光華 46 41-45 

二宇格結構分析 周薦 47 8-13 

淺論「不+名詞」的用法 孫琳 47 14-16 

也說《馬氏之通》的故 蔣文野 47 17-20 

句必有主?一一一淺談中文主語的使用 老志鈞 50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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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詞語辨析及訓詰

「什麼」二「甚麼」、「什」戶「甚」 張雙慶 11-12 

專業人「仕J ? 張雙慶 12-13 

「背景」和「背境」 張雙慶 13“ 14 

說「囉」 張雙慶 2 14-15 

說「分J I份」 朱承朴 3 15-16 

「孝」、「考」不可相混 陳建樑 3 16-17 

「說話」 張雙慶 3 17-19 

「撒但」與「魔鬼」 朱國藩 3 19-20 

「逃跑J一一字的義、音、形淺探 思果 4 13-14 

說「句J I與H予J 朱承朴 4 17間21

「而矣」和「與及」 張雙慶 4 23-24 

「託」與「托」 陳雄根 5 16-17 

從「青年」談到「年青」 朱國藩 5 17-18 

談「摘」與「攪」 朱承朴 5 19-21 

「中I上」和「終止」 陳雄根 5 21-22 

「胖」和「辟」 張雙慶 6 25-26 

盧元駿《新序今注今譯》標點、譯文商榷二則 何志華 7 15-18 

在語詞的密林襄 主兀 8 15-17 

東施效聾話語詞 王蒙 8 18-21 

「鐘」和「鍾」 張雙慶 8 25-27 

再話語詞 王蒙 9 29-31 

作家、作者、筆者 張雙慶 9 32-33 

室、復、覆和複 陳雄根 9 33-34 

《苟子﹒勸學篇> I施薪若一，火就燥也;

平地若一，水就溼也」解 劉毆爵 10 16-21 

「斷腸一一人在天涯」一一

論馬致遠《天淨沙﹒秋思、》末旬的節奏 鄧仕樑 10 22-29 

成語裹的古語詞 王小莘 12 26-28 

「沖涼」 蘇新春 12 31-33 

「符合J 與「合乎」 張雙慶 13 35-37 

「造」與「做」 陳雄根 14 37 

說「宴爾新婚」 馮瑞生 16 30' 35 

十年來訓話學的發展方向 丁忱 17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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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銀j ? r潔釀j ! 蘇新春 17 35-36 

通假研究述略 楊劍橋 18 15-18 

剎、殺、煞和霎 張雙慶 18 32-33 

《禮記﹒檀弓上} r晉獻公將殺其世于申生」

章試補 劉殿爵 20 39-41 

「百足之盎」與「僵」 馮瑞生 21 37-38 

畫、港口語中的「可以」和「不可以」 盧卓群 22 34-38 

說「未」宇 馮瑞生 23 41-42 

《爾雅} r連吉為商I[j 體例略說 李亞明 24 14-16 
專名的簡縮 詹伯慧 25 37-39 

釋「流光」、「空明」 童勉之 25 40-42 

談「間」、「閒」、「閑」 劉毆爵 26 49-50 

也談「廣場」 跳德，懷 26 51-52 

關於「廣場」及詞語的簡縮 劉宗武 26 53-57 

易混淆的法律術語 宋小莊 26 58-60 

閩南方吉的「燃」字 張光宇 27 54-56 

談「旅」字的新用法 劉殿爵 28 53 

楚「峰」字的形音問題 羅忱烈 29 18-20 

「布文」辨識本末及其他 魯國堯 29 21-25 

「缺陷」的詞彙 江紹康 29 32-39 

易混淆的法律術語(二) 宋小莊 29 40-42 

《釋文} r論」宇音義分析 黃坤堯 30 39-44 

《詩經} r深則厲，淺則揭」闡微 頭雍長 32 63-64 

關於反首1[的訓話原理 王寧 33 30-38 

巴鼻、深水步、要沖 王晉光 33 58-60 

「和」與「同」的歷史演變及規範趨勢 T 江 34 47-49 

易混淆的法律術語(二) 宋小莊 34 62-64 

普通話與廣州話成語用字的差異 鄭會欣 36 42-46 

易混淆的法律術語(四) 宋小莊 36 47-49 

「女婿」概念在語吉中的表達及

其所反映的文化觀念 吳世雄 37 14-19 

王夫人和薛姨媽誰長誰幼?

一一語吉和方言的證據 劉丹青 37 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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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俗語義縱橫談 王德春 38 41-48 

《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 1無于日孤」

義例商榷 何志華 39 65-68 
從語盲上判定《舊雜譬喻經》非康僧會所譯 梁曉虹 40 62-68 

「質」字的法律意義 宋小莊 40 75-77 

易混淆的法律術語(五) 宋小莊 41 49-51 

現代訓詰學的成功實踐 鍾明立 42 12-17 

《漢語大辭典》誤立條目拾零(外《辭輝、》一條) 系劍藝 42 18-21 

「座位」與「坐位」等 高更生 42 46-50 

林之辯 沈盧旭 42 51-52 

「問之」在《論語){左傳》兩書中用法試釋 袁燕萍 43 38-43 
《論語音義》句讀辨析 黃坤堯 43 44-53 

《漢語大辭典) 1陋室」條釋義小議 劉衛林 44 34-38 

從禪宗語錄看「漢」有「罵稱」 梁曉虹 44 39-42 

「鳳J 1凰」變性辨 沈盧旭 44 43-44 

詞的意義的分類和詞典的編塞 周薦 45 18-22 

名詞後敏「族」的新義和用法 李志明 45 23-28 

「二字成語」異議 徐耀民 45 29-34 

「厲」無「衣帶」、「交合」之義說 張民權 45 46-48 

《論語﹒八俏》一宇重讀二題 朱承平 45 49-51 

也談「被之偉(童」 鄒鳳禮 45 52-53 

新興短語 1""""" "之一」用法淺議 老志鈞 45 54-56 

「外人」之辨 沈盧旭 45 57-58 

教讀緝毒經》識小 尹君 46 23-30 
再論梵漢合璧造新詞 梁曉虹 46 46-55 

「瞞天過海」聽解 江藍生 46 56-58 

「瞞天過海」別解 黃坤堯 46 59-61 

《讀茍子札吉己》誌疑 季亞明 47 31-33 

「媳婦」考源 張民權 47 46-54 

由「身分」到「身份」的規律性 容若 48 20-26 

採用「身分」、「身份」的取捨 嚴元浩 48 27-30 

「成功」與「人士」背後的詞語錯配現象 譚柏山 48 31-33 

談流行用語(五則) 老志鈞 48 34-40 

談談樓「花」 陳重光 48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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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大字典》闕義字考 桃永銘 49 35-39 
中港臺成語習用形式的差異 袁燕萍 49 21-34 

俞描「以一字作兩讀例」補證 朱承平 49 40-43 
《漢書》古今注考辨略例 鄭賢章 50 40-41 

從「白色恐怖」想到「紅色恐怖」一一

也說「春蘭秋菊不同時」 周錫鞍 50 47-48 

6. 語義學及辭書編鑫

詞的理據 楊劍橋 16 29-30 

《漢語詞義學》序 申小龍 19 11-14 
語義模糊研究述評 于江 20 31-33 
國俗語義學略論 王德春 23 26-31 

反義祠的構成條件 楊劍橋 24 17-18 
李家樹《漢語詞匯講話》序 何文匯 27 49-50 
吉語的歧義及其破譯 俞志慧 35 29-32 
從能指通向所指 凌雲陳麗中 38 49-52 
試論語用中的同形異義 凌德祥 38 53-58 

從非規範到規範一一新加坡華語詞匯的

變異問題 林萬菁 41 20-22 

漢語表達中的「意域項偏舉」 李運富 41 27-30 

漢語借代造詞系統淺探 凌雲 42 39-45 
適應不同程度學生的漢語語義教學 凌德祥 43 19-25 

香港普通話水平測試詞匯探究 楊鼎夫 44 1-7 

論《說文》中詞義的系統性 黎千駒 45 40-42 
組合與創造:語吉模糊性闡釋 林華東 47 21-26 

慧琳《一切經音義》與漢語詞書的編鑫 跳永銘 47 27-30 
複音詞的產生主要是應詞彙內部調節需要 許威漢 48 47-50 

7. 修辭

一張競選海報的修辭 黃維樑 15 37-38 
句中聯珠 王晉光 18 25-27 
談歇後語 曾榮扮 19 23-27 

詞語鍾煉的藝術 黎千駒 25 19-26 
文學語吉的規範 杜永道 25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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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結晶體」一一關榮文學語富的斷想 劉京武 28 5苦耐57

共用釋例 讓雍長 30 34-36 

漫談對聯作法 蘇文播 32 24-32 

說話能力語11練一一論委婉會黨的說話模式 蘇耀安裝 33 39世46

中藥名作品交際用語的秒賠 張福勵享吾德籬 33 51-52 

人物語育和JL'理語育盯以突破語哀規範的

糙的及其他 流盧攜 35 25-27 

鄭子端來益; 鄭子瑜 35 28 

朦朧詩的笑話 釋說到 36 40-41 

量詣的修辭選擇與聶餵 體慧數 37 1-13 

李餓、謀春和趙擴娘一一試軒說話立場與技巧 蘇耀京 37 20-28 

大詩人的小繞鵲 羅抗烈 41 生6-48

8. 翻譯

說日用語到科學語…一說物理舉名祠的

衛生和觀譯 隸主正 27-30 

觀譯錯誤一一成語之忌 惡、 2 29-30 

譯文能tt蟬文高明嗎? 去實邦傑 2 3卜35

漫談中間近代史專有名詞的番事譯 陳善偉 2 36幽38

說 f二，思 J I五友j誤蠻譯在台代漢語理解上

的尾處 劉殿震等 3 26-28 

文學的翻譯 發國彬 3 29耐38

裝飾音名繭的畫著譯 響tl靖之 4 33-36 

吉普議與觀譯 戰最喜§ 生 37-38 

為珍﹒奠幸有了叫屈一一接改彈和抄譯 宋 5 29-37 

中外翻譯觀之 7位j 與 羅新璋 6 3幽9

有聽翱擇的大設與特接 令立權 6 10輛 13

翻譯與體學 黃邦傑 6 14-15 

彈琴手之局限一一邊說原話語言之難譯 和社文月 7 27-29 

香港常見的鸝譯罵題 ? 30翩38

不可課?不可譯 果 8 10-12 

翻譯小講一一也被成語之忌 戈寶權 8 13島;是

文學翻譯與音樂演賽一…

觀譯者應有詮釋慰著的權利 兮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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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悍的首相》的翻譯看文學翻譯 張南峰 10 10-15 

也談Traduttori ' traclitori的翻譯 黃河清 10 35-36 
錢鐘書的譯藝談 羅新璋 11 14-26 
古詩今譯四要 蘇文摧 11 27-33 

比較語法與翻譯 劉毆爵 12 3-16 
談翻譯 思果 12 17-18 
論對應 劉志慶 13 13-19 

中國現代翻譯理論再探 劉~慶 14 l 卜 16

由「使」宇想到翻譯 思果 15 16-19 

中詩英譯:等值與翻譯效果 方梓勳 16 7-18 

可惡的名詞 思果 17 13-16 

可喜的探索與突破一一評劉志慶著

《漢英對比研究與翻譯》 黃燕望 18 10翩 14

論書名的翻譯 思果 19 7-8 

香港有條件成為漢英語言對比研究的中心 劉志慶 20 14-18 

翻譯與政治一一有關嚴復的翻譯的幾個問題 王宏志 21 9-16 

從《蠅王》的譯本看譯者對小說中

「困惑成分J 的處理于法 張佩瑤 22 7-10 

「無庫頭」與翻譯一一從一首英詩談起 孔慧怡 23 14-21 

英譯工作與漢語修養一一從一篇譯文談起 張培基 24 6-10 

翻譯的可學與否 思果 24 11-13 
語盲慕少艾 黃國彬 25 7-10 

錯射戰激光一一談科技術語的翻譯 黃國彬 26 8-10 

英國隨筆翻譯管窺 劉炳善 26 11-14 

翻譯與文化 思果 27 35-36 

悍婦難馴 諭戲劇翻譯與角色塑造 張美瑜 27 37-45 
《各師各法談翻譯》前言 孔慧怡 27 46-48 

翻譯歐化結構探討 思果 29 43-47 

介紹澳洲國家筆譯及傳譯員資格檢審局

(NAATI) 孔慧怡撰黃薇譯的 48-51 

擬聲詞和擬態詞的日中對譯問題 瀨戶口律子 29 52-60 

譯介到中國的第一部西方現代派力作一一

趙蘿莊譯《荒原》 劉樹森 30 45-50 

論我國近期的翻譯理論研究 楊白儉 30 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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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楊德豫的一首譯詩 兼與劉重德商榷 蔣堅霞 31 65-72 
自討苦吃 《神曲》音員格的翻譯 黃國彬 31 73-75 
語吉的偶像與翻譯 何元建 32 33-43 

假使原作者是中國人 僅譯成中文還不夠 思果 33 22-25 

一家親主義?一一現代小說人名與

稱謂英譯的問題 孔慧怡 34 25司31

翻譯就是門事 魯迅與塵秋白

《關於翻譯的通信》的中心問題 王宏志 35 17-24 

接受理論與翻譯中文化差異的處理 穆雷 36 13-21 

〈如是我文》序 何文匯 37 53 

略論近代的翻譯小說 王繼權 38 28-36 

中國翻譯教學現狀初探 穆雷 39 53-59 

同文不同軌一一論英漢詞典中漢語譯

文規範化的「中港臺」因素 譚柏山 40 46-50 

雙語並重勢不可當一一論英漢詞典發展趨勢 譚柏山 44 22-24 

從英漢對比窺探漢語縮略語的特點 張麗萍 50 57趙63

9. 語言的社會現韋

學習外語和中文西化 喬志高 24-26 

香港和中國大陸的一曲語吉現豆豆 鄒嘉彥 4 3-9 

剪不斷，理還亂一一漢字、漢文裹的糊塗帳 呂叔湘 10 3-5 

語言「馬賽克」現豆豆一一港行所見所聞所思 陳原 10 6-8 

改革開放與語言規劃 陳原 11 34-35 

店名中的趨新與懷舊 顧江萍 17 37-38 

變異與應變一一談當前中國語文問題 陳原 20 3-13 

由訓讀說到「奧斗」的粵讀 張雙慶 21 33-36 

語盲的類推 楊鼎夫 21 26-29 

間方吉與香港 張雙慶 24 3-5 

語文雜議 詹伯慧 24 32-33 

氣候環境和地理條件對方吉詞匯的影響 周燕語 26 29-34 

粵語特區 黃坤堯 27 32-34 

廣州話研究的反思 鄭定歐 30 13-14 

香港商業廣告詞語的特色 黎楊蓮妮揚志祥 32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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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文體制的比較 于成鯉 34 19-24 
語文二題 郭德蔭 35 44-45 
語吉運用中的復舊現象 刁晏斌 36 34-36 
香港話:最洋化的方吉 莊澤義 37 41-45 
成績斐然，錯誤不少一一淺談電視連續劇

《二國演義》的語吉 李今 41 7-19 
現代應用文的基本特徵 于成鰻 42 7-11 

香港政府公函文體要求的改變 李志明 49 12-20 

10. 語文教學

香港的語吉環境和語文教學 鄧仕樑 2 3-8 
香港語文教育政策的回顧與前瞻 蕭炳基 7 3-7 

中文教學的承傳與創新 李家樹 9 3回8

中六學生作文卷裹的邏輯語病 王晉光 12 19-25 
香港中學中國語文科古文注釋商榷 何志華 13 27-31 

九十年代香港大專國文科教學展望 獎善標 14 3-9 

《九十年代香港大專國文科教學展望》座談會

開幕詞 鄧仕樑 14 10 
粵語音韻和國文教學 鄧景潰 18 19-24 

寫作八題 黃坤堯 21 17-25 

寫作教學與中文系課程設計 楊鍾基 22 15-20 

「課室只剩下老師在那襄」所引起的討論 王晉光 27 1-7 

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課程設計與

香港中文教學的發展方向 馮祿德 28 1-14 

中國語文及文化科文化問題

「反思與展望」教學探討 何添 28 15間24

中國語文及文化科教學計劃 布裕民 28 25-28 

實用文類的教學設計 陳銘坤 28 29-33 

「中國語文及文化科」中說話訓練的教學設計 陳月紅 28 34-35 

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答客問 聯合工作小組 28 46-50 

高級補充程度中國語文及文化科要事摘錄 聯合工作小組 28 51-52 

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研討會小記 鄭文亮 29 6國7

千瘡百孔與治瘡補孔一一「語文基金」怎麼用? 王晉光 29 8-11 

香港語文教育的思考 黃坤堯 29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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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語文課本語病舉隅 莊擇義 30 21-25 

寫作中的悟性思雄 淇反是當 31 56-61 

香港雄農普插話宜按部就班 主培光 招生4勾銷

藥;建推行國語教學的情況 擦著槍 33 26-29 

、番話藍、畫筆觸小學語文教科書的此較 董蓓菲 35 1-12 

推行小學語文科「閥標為本j諜報 (TOC) 的 王智光 35 13峭 16

怎樣指導兒議者醫說話 陸又新 多6 22-33 

轉通話教學赴青勢在菇、行 莊苓 37 46-48 

《中間語文教與學的現狀與發展〉穿 會伯慧 37 49世52

再說推行小學-語文科「音機為本J課程的街惑 喬木 38 21-22 

帶通話教師的數學能力及幫11鑼 萬被 38 23-27 

我對授大專中臨語文教學的一峙想告 吳三室一 39 1-5 

草草報與中文一一…香港站題語文教學觀念再舉 鄧仕擇 39 6-14 

把中圈語文數學放在開放的背景中 裘漢康 39 15-21 

大學語文是咱才教育的基纜 關第安 39 2乞27

香港大學中文增補課程的設計和寶藏 尋思家樹 39 28-32 

香港大專中國語文教學取向的思考 莘學銘 39 33-41 

大毒草寫作教學的「實接輪j 黃子程 39 42-生生

吉1-\;;漢語在大學韶文教學上的重要4註 曹志雄 39 45翩52

競香港大專中國語文教學的困局蝶起

語文自學中心的角 噶鍾墓 生。 1-8 

衛器與溝誦:醫療中文的教學 廖臼榮 40 兮-16

語感、語輯典語文教學 陳丹紅 40 17-26 

教:為了不用教 張海先 善。 27輛32

大學語文教學劉發揮教輝的主導作用 轉世華 40 33占3

中大成員臀院課外教育活動靜議 套設臣鴻 40 36-42 

目前香港大草草中國語文教學的接見 單)建堯 生。毛3-45

語文教科書與小學中文辛辛數學 莊 40 58-61 

專門語文教學的構思和前景 懿f士樑 生1 1-6 

中文車用寫作與語言時題 邵敬敏 42 1-6 

從小學教會看香港d兒童文學的錯作與出版 莊苓 43 9-12 

華文教育在紐百萬的發展與前景 林 43 57δ9 

大專中文自左手課程誨議 魯煥珍 44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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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教育政策與語文測試 吳忠強 44 13-14 

宇詞組句練習的陷阱 王晉光 44 15-17 

實用文教學的一點體會一一從魯迅的

《致開明書店〉到《致章錫深》 蘇耀宗 45 1-7 

另一類天空一一談公開大學語文科 吳忠強 45 59-60 

專業中文課程設計與教學實踐 黃瑞珍 46 1-6 
大專中文教的是甚麼 李家樹 47 3-7 

紐西蘭北島中小學的漢語教學 林寶玉 47 34-45 
香港中等教育裹的漢語教學 柳存仁 48 1-16 
香港需要怎樣的中文 顧爾言 48 17-19 

讓中國語文課生出興味來一一

從敢動學生J心靈開始 曹綺雯 48 54-60 
當前香港的漢語教學 鄧仕樑 49 1-11 
語文教學如何充分發揮訓詰學的應用性優勢 E系雍長 50 21-27 

竹. 中國文化及中國文化教學

未有文字以前表示「方位」與「數理關係」的玉版

一一合山出土玉版小論 饒宗頤 3 9-13 

從新的中國文學教科書談到中國文學的教學

一一「中國文學科教科書座談會j綜述 施淑娟余凱旋 8 3-9 

文學教育與語吉敏感-一一

關於引導學生欣賞文學的問題 鄧仕樑 13 3-7 

文學的教育功能及其教學要點 蘇文握 14 17-21 

蘇軾《念奴嬌》赤壁詞正格 何文匯 15 3-15 

中國文化研究所「先秦兩漢全部傳世文獻

電腦化資料庫」計劃簡介 何志華 17 3-6 

讀《蘇軾念奴嬌赤壁詞正格》書後 繆鐵 19 31 

樂句與文句 施蟄存 19 32-33 

關於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 鍾樹梁 19 34 

論東坡《念奴嬌》赤壁詞之破法 林玫儀 19 35-38 

蘇軾《念奴嬌〉赤壁詞格律與原文試考 周策縱 20 19-25 

也談蘇軾《念奴嬌》赤壁祠的格式 曾永義 20 26-30 

創自司馬遁的家諱法 虞萬且楊蓉蓉 20 42 

文學的音樂性 黃維樑 22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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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社會的文學教育 鄧{士標 26 1-7 
間始考 王清誰 27 57-58 

中餾傳統社會 金耀基 29 1-5 

聽藝在ι尸體文化之敢示 蘇文摧 30 16-20 

體文化 全羅基 33 1-2 

聽家的教與學 唐端正 33 3-5 

中欄文化的教與學:海外薪傳 業元生 33 谷7

「中國文化j課程的內容與街接問題轉敢彥 33 8刪9

中學與大學「中間文化J課程的內容與銜接閱攝 曾傑成 33 10斗 1

頭科文化科教學的困難與解決之增 胡志拱 33 12-18 

{彥讓中六文化科與大學過議教育後的感想 汪宏超 33 19 

是參與大學 f中醫文化』 鑼結 33 20-21 

關文化辛辛的教學實蹺華日韓議 許志接 34 13-18 
小學與中學 f中攝文化j教學研討會聽幕詞 謀特 38 1-2 

從中關文化的獨特性去肯定中轍文化教學的意義劉國強 38 3-5 

從中西文化的差異看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 黃嫣梨 38 6-9 

「中關文化j教學問題 得過飛 38 10-11 

中屬文化重建工程龍努力 陳漢森 38 12-15 

文化教學品生存空閑 呂子聽 38 16-20 

中關文化教學的理念書察 草草宗義 40 51-57 

、實歲的優完與選擇 變j丹驚 是i 37-生5

《荷塘月色》的時代感 馬鶴教 生5 8-10 

六親家書研究 揮家儷 49 5昏-62

論竹篇是春款以前漢語撥撥的重要書寫材料 50 28也35

嘉詩研疑自題 本紹韓 50 42-46 

大輯、港澳台泣及好饗讀人點名用字白色比較分析 50 4弘56

12. 觀當學家

漢語語育學之父一一定農元(王先生 19-22 

平方桂先生傳略 徐機機周、法高譯是 25-26 

'據李:甘桂先生 )前法商 4 26ω32 

釀造:王了一轉 7 8州 14

在年身tIí千年舉之j摔尹教授 體輯雄 8 34-38 

龍對良師一一一紀;主主力這是篩九十壽辰 9 36懈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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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董同麟光 罵法高 13 32-3生

許世瑛先住的生平與著作 戴E連瑋 16 31-35 

魯實先先三位與其文字學 吳現 17 22爛27

甲骨學大師……合祥桓先生 邱搏修 19 2日刪30

讓世接先生學述 申小龍 20 34-38 

章太瓷的語古學和佛學 汪敢項 21 30輛32

古之君子 3 今之古人一一黃縛先生傳略 '說 22 25-27 

我所了解的正力先生 陳振寰 23 36“ 38 

中關文化的薪傳“……追悼高師仲華先生 主熙元 24 23占5

一代京師……一深切，攘念朱種熙先生 項夢冰 24 26-29 

敬博張韓籲數授 胡楚生 26 37-38 

葬在給先生學建 張潰泉樂輯輒 26 39-41 

姜翠萱 26 42-4生

懷念般說鑰師 馮眷自 28 58-60 

悼念周于範老友 李自意 32 1-2 

做悼用法高教授一兼記他在東海校闊的最復生活楊承祖 32 3-4 

紀念周法高老師 張日昇 32 5-6 

承壤，恩師…一用于範法高教授 余迺永 32 7-8 

紀;豈容廣先生苔年護援暨中

舉辦研討會召罵 讓律武 33 61-6生

四十年教誨恩深一-f章為揖讓掰 魯齒堯 3是 56-60

懷~孫帥 陳振寰 34 61 

申骨是學和殷商史研究的兩位擺………

黨作賓先生和胡厚宣先生 黃建中 36 1-8 

權盤文章永存一一記鷺禮鴻先生 樂曉虹 38 59-62 

教僻的楷模一-'囂殷壤先鶴 的 74-76

人品風範堪鱷懷一一追;金李輯懿先生 麥 44 是9-54

目赦湘先生和《現代漢語規範繭典》

緬懷赦湘老師對辭書專業的設獻 李行鰱 47 55-57 

哲人其妻，泰山其頹一…糊懷的叔湘老人 獨瑞住 47 58也61

嗨，饗1r友喜許

《珠在三三角換!立于吉輯查〉……

《宇宙對照〉租《請聽艷艷〉攤旁 舉 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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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鷗少數昆主斐器官簡志叢書〉簡介 數聲廈 3 22-24 

〈漢語語言學輪著目錄》 甘于恩 3 24-25 

《常用字字形表》 李學銘 5 3-9 

許樓和他的文字學經典之作一一《說文解字》 何志講 5 23枷25

《讀寄雜志》資料便接 朱盟藩 5 26-28 

《爾雅》淺談 宗靜航 6 33剛38

評《普通諾古學基礎) 獎善標 10 30-34 

搏器軍長 大攤主客穎一一捍新攝〈現代漢語〉 甘于恩 11 3日-39

得麒祥和他的《漢語外來語詞典〉 鍊原 14 31-33 

語言摯的新希望一一許1r(中鷗語言學大辭典》 甘于思 15 30欄34

漢語詞類的新研究 數坤堯 15 35-36 

認議進詞規律 最坤脅 16 36-37 

一部「合作j 的方宮教輯 黃坤堯 18 28輛31

廣州方古語語尋根 23 39-生。

〈性是代漢語詢盤研究〉評介 欒曉虹 24 30-31 

讀史觀晉南北輯歷史語法〉 劉星星 25 32峰3生

琉球官話課本簡介 瀨戶口律手 25 35輛36

《現代漢語動詞句式詞典》簡升 王玲玲舔德金 26 15-21 

〈辭源續考》笛記 營實主孽 30 65幽67

〈粵音正讀字彙》蘭1r 朱閥、韓 31 37輛43

〈李氏中文字典〉的撿黨系統 蔣英豪 31 62“6尋

構韓《中原雅音》的另一倍資料一一一

個聾子字文》 管由憲幸 3生 32-34

言會華學辣三種為人建設志的文字舉著fF 林萬瞥 35 生6也50

《琉球宮話課本研究》詐分 青 35 51-53 

琉球官糙的研究 大角d扭廣 36 50-52 

《盤典釋文〉與金陵音系 黃坤善這 36 53-56 

《山西方言調查研究報告〉評述 嗎良珍 36 57輛61

《傭{仁宇學習套》 黨富榮 43 1-8 

百年漢語教學語法的增結一一

讓《漢語教學語法研究〉 尋3 26-28 

他真指出了建徑一一

升組簧翻彬鞭辟近裹的《翻譯途徑》 思果 43 29-31 

《爾雅話林》文化要義 甘 46 3卜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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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訊息、會議、動態

譯界訊息，一一翻譯研討會(香港) 26 

闆方盲學討論會(福州) 31 

第六屆聲韻學學術討論會(臺灣高雄) 31 

中國古文宇研究會成立十周年學術研討會(吉林) 31 

港深片語言問題研討會(深圳) 31 

吳語研究國際學術會議(香港) 31 

第四屆國際語文研討會(香港) 31 

第七屆全國聲韻學研討會(臺灣臺中) 2 16 

中國漢語方言學會第五屆學術討論會(湖南大庸市) 2 16 

國際漢字問題學術研討會(北京) 2 16 

世界華文教學研討會(新加坡) 2 16 

章太炎黃季剛學術研討會(香港) 黃坤堯 3 20 

譯界訊息一一翻譯研討會(香港) 3 28 

第七屆全國聲韻學研討會記實(臺灣臺中) 陳新雄 3 39 

全國漢語方吉學會在湖南舉行學術年會 葦 4 14 

第二屆閩方吉研討會明年在山頭舉行 B.H. 4 16 

第二屆國際粵方盲研討會在廣州舉行 白葦 4 38 

第二屆辭書學研討會在武漢舉行 徐祖友 5 37 

廣東省中國語言學會學術代表團訪問澳門 白葦 6 38 

臺北舉辦中國聲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陳新雄 8 39 

中國聲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香港) 岱 9 38-39 

省港澳學者將合作審定粵音讀音 韋恩 10 9 

第二屆閩方吉學術研討會在仙頭大學召開 林倫倫朱永錯

詹伯慧 10 37-38 

粵語正音座談會綜述(廣州) 高然鍾奇

楊建國 11 3-7 

廣東省中國語言學會1989-1990學術年會

在佛山舉行 詹伯慧 12 34-36 

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年會(江蘇太倉) 張光裕 12 37-38 

東吳大學主辦第九屆中國聲韻學研討會(臺灣) 14 38 

第一屆國際粵方吉研討會(澳門) 15 15 

《中國語文通訊》標題分類京引(第l期至第 18期) 18 34-40 

《中國語文通訊》作者索引(第 l期至第 18期) 18 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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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屆全獨語言典文化舉鑽研討會 19 39-41 
漢語言學關矇學備研討會挂評 練擬寰 21 39-41 
第三屆社會首語言學學爵討論會在臨安召閱 梁曉虹 21 生2

議灣各大學說校園文教學研討會紀要 察宗陽 22 3-6 
第一屆圈際漢語語言學會議 f可二本 2生 36-38

中關音韻學研究會第七;文學衛討論會 陳擬寰 24 39-42 
第三間國際憫芳育研討會 張光宇 25 3輛G

敢事 26 50 
議灣的兩次語裔學盛會 李如龍 26 61-6生

f中關訓話，學會j 成立 李海富 27 16 
廣東省中醫語言學會年會 詹f自慧 27 59-61 
武漢召開海峽爾岸叢位學術研討會 王慶兀 27 62 
首屆現代漢語調彙學掰討論會 劉宗武 27 63也6生

紀;念:林尹教授攝世十周年學f，質研討會 李添富 28 61-62 
攝f套話 黃土帶堯 28 63-64 
更正〈武漢召關海峽兩岸糞龍學備研討會〉 29 42 
路際漢語言文化學爵研討會在太原舉行 子L掉頭P 29 63帽64

《中國語文通訊》標題分類索引

(第 19期至第30期) 30 68-74 

《中鹽語文i通訊》作者蒙主 I (第 19期至第30期) 30 75棚坊。

第一屆中國謊話學學術研討會 王玉如 31 75輛76

第三屆變語雙方言研討會(閻際)述評 聽f自慧 31 77-80 
圈際中國先棄語法研討會在瑞士召閱 廚師。明 31 80-81 

廣東省中聞語吉譽會1994-1995學衛生字會 詹的支書 35 5午55

第四屆擂捧閱方言研討會紀要 董忠 35 56翩58

第一屆小學語文課程教材教法國彈擊術研討會 黨坤堯 35 59“ 62 

兩岸警港新中小學國語文教學閥際研討會 按奈踴 35 63-6生

首闊晉方古國跨學術研討會在太原舉行 喬全生 36 62-6生

全醫漢語方古學會第八屆學衛年會記要 高然王芳 37 57輛60

11997與香港中關語文j 研討會 37 61-62 
第二屆中聞單11詰學學衛研討會 37 63 

第…龍鐘商蘭語文教育率衛研討會，紀要 李敏罷 38 63-64 

大專中國語文教學研討會 39 77 

第五屈中盟語言學醫際研討會紀要 聽思穎 39 78削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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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宇學會首屆學術研討會在天津舉行 史建偉 40 78-80 
第六屆國外語言學研討會紀要 鄧思穎 41 52-53 

現代應用文國際研討會述要 于成餵 41 54-55 

奧克蘭市華文教師研討會實錄 林爽 41 56國57

第一屆中國訓話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42 54-55 

第十五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 42 56 

香港中國語文教學研討會一一從預科到大專 42 57-58 

《中國語文通訊》標題分類索引(第31-40期) 42 59-64 

廣東省中國語吉學會舉行學術年會 詹伯慧 43 60-62 
臺灣語言發展學術研討會 43 63-64 

第六屆國際粵方吉研討會在澳門舉行 詹伯慧 44 55-56 

中國語吉學會第九屆學術年會紀要 孫力平 44 57-60 

第一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 44 61-62 

記奧大亞語系首屆中文演講賽 林爽 44 63-64 

中國辭書學會第二屆年會 李亞明 45 61-63 

港澳暨海外漢語探新國際研討會 邵朝陽 45 64 

國立中山大學華語教學中心簡介 林慶勳 46 62-64 

跨世紀的方向 鄧仕樑 47 1-2 
香港大專中國語文教學研討會一一

因材施教與學以致用 47 62-64 
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第十吹學術討論會暨漢語

音韻學第五故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長春舉行 魯國堯 48 61-64 

語吉學家雲集鎮江研討《馬氏文通》 蔣文野 49 63-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