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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本期刊載了五篇論文，兩篇屬於“語文教學”類，三篇屬於“語文研究”類。

關之英博士、王丹萍博士的文章屬於“語文教學”類，這兩篇文章都圍繞對外漢

語教學這個主題，前者討論香港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種種問題，後者探討媒介語的

問題。近年對外漢語教學不但是學術界重視的研究課題，也是在所謂“漢語熱”之下

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我們希望這兩篇文章能引起本刊讀者的興趣，歡迎日後加入討

論，利用本刊作為討論的平台，從語言學的角度探討對外漢語教學的問題。

朱楚宏、毛緒濤兩位先生的“‘淘糞’與‘掏糞’辨”利用互聯網的資料，從詞匯

學的角度，分析“淘糞”和“掏糞”的異同。賀福凌教授的文章主要採用方言語料，配

合歷時演變的考慮，詳細討論“廿、卅、卌”的讀音問題。這兩篇文章的發現，無論對

語文研究還是對語文教學都具有參考價值。張建軍教授“臨夏八坊回民話的語音特點”

一文早已被編輯部接受，但礙於上次 89、90兩期合刊的篇幅所限，只能延至本期刊登。

自從今年開始，本刊以一卷兩期的形式出版，而頁碼以每卷的第一頁順序算起。

這篇後記刊登在第 115頁，也就是 91卷的第 115頁。換句話說，這篇後記不光是本期
的後記，也可以視作本卷的後記。

去年八月我接手本刊的編輯工作，第一件要處理的事情就是要重新規劃編審制

度。除了特邀的專題文章外，所有來稿必須通過嚴格的評審。凡不符合本刊宗旨的來

稿，馬上退回作者。能進入評審程序的來稿，我們至少邀請兩位相關領域的專家作匿

名評審。能順利通過初審甚至是二審的來稿，始獲接納刊登。之後，編輯部在排版的

過程中，仔細校對每篇文章、核對格式，務求符合專業的要求，因而為此付出了大量

的精力，也換來不少壓力。不過，值得慶幸的是，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我們能順利

完成本卷兩期的編輯工作，準時出版。

為了加強本刊的編輯效率，我們邀請了本校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的黃正謙博士擔任

本刊的執行編輯，主要協助編輯部的核對工作。陳文君、鄧惠倩、黃韻瑜、溫欣瑜四

位同學幫忙本期的校對工作，在此一併致謝。

總結本卷的經驗，展望未來，我們有信心來年的編輯工作將會更加順暢。有了清

晰的定位，得到同行、朋友的支持，我深信本刊定能成為一本中國語文應用研究的重

要學術期刊，為學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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