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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本期刊載了三篇論文，兩篇屬於“語文研究”類，一篇屬於“語文教學”類。

溫欣瑜君“試論粵語中的‘區別詞’”原本改編自本科畢業論文，並作了大量的

刪改。目前所見，文章雖短，但極具創見，無減本文價值。過往談論粵語詞類的文獻

不少，但從來沒有提及過區別詞在粵語的地位。此文明確認為粵語有需要把區別詞作

為獨立的詞類處理，在語法理論上具有重要的意義。本人之前曾採納她的觀點，在拙

著《粵語語法講義》把區別詞列為一類。如今此文在本期刊行，方便同行引用參考，

也希望能引起學界對粵語詞類的關注和討論。

徐秋茹、黃雨萌、黃興濱三位先生“淺議‘凱旋’和‘凱旋歸來’”一文，重點

討論“凱旋”的語法問題，並探討“凱旋歸來、凱旋而歸”這些說法跟所謂“語義重

複”的關係。雖然好像只是個別詞匯的問題，但文章說明詞類通過語法化而改變，不

僅對語文教學有一定的啟發，也對詞類劃分和語法化理論，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習慣說”是一篇本地中文科常用的課文，為普羅大眾所熟悉。林和駒先生“教

科書選文〈習慣說〉源流考略”一文通過不同版本的比較，考證該文的源流，非常

難得。

本刊在 1989年創刊，創刊宗旨是著重討論語文問題的最新信息，因此定名為“通

訊”。經過多年的努力，本刊已漸受學界的注意。本人接任為本刊主編後，在 2012年
第 91.1期的“後記”曾說過：“我們還要積極思索如何更好地發揮本刊的作用，提升

本刊的地位”。這幾年的時間，我一直不斷思考怎樣“發揮本刊作用、提升本刊地

位”，希望尋求突破，尤其是在云云中文學術期刊中，綻放異彩。終於在去年年底，

召開會議，改組本刊編委會，除本中心的同仁外，還邀請了來自香港科技大學、香港

城市大學、香港教育學院的同行，擔任編委會委員。新的編委會，不僅在本地學界有

代表性，而且都是活躍於語言學界的學者，為本刊注入新的動力。

為準確反映本刊“通訊”二字的原意，編委會決定把英文名稱正名為“Current 
Research in Chinese Linguistics”，簡稱為“CrCL”。“Current Research”正好反映本

刊的特點，那就是刊登最前沿的研究、最新的成果。至於文章的性質，編委會決定今

後應集中於語言學方面的研究，因此英文名稱定為“Chinese Linguistics”，彰顯語言
學在本刊的地位。除英文名稱的更動外，編委會更為本刊定下明確的宗旨：旨在提供

一個研究中國語言學的平台，主要刊載有關漢語語言學及相關研究的最新成果。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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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本刊不光是中心的期刊，而且是一本屬於本地同行的期刊、一本優質的漢語語言

學期刊，立足香港，放眼世界，作為本地同行與境內外學者學術交流的平台，為漢語

語言學學界作出貢獻。

本期封面的照片是藍天白雲襯托下的中國文化研究所。當天天朗氣清，陽光普

照，校園充滿朝氣，心境豁然開朗。我深信，只要定位清晰，受讀者的歡迎，得到同

行的支持，本刊今後的發展，肯定一片光明。

鄧思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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