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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後記

近年來，香港語盲學界很活躍，海內外的著名學者，來訪問作客席的，來出任教職領

導院務系務的，人數極多;學衛會議也經常舉辦，香港儼然成為中國語吉學界的一個重鎮。
但和上述發展不相稱的是，香港迄今還投有一份定期的高水准的語育學刊物，以便發表本

地學者的學術成果，并與海內外的同行作交流。很多朋友關心十多年前曾經發過點光的《中

國語文研究品，常常問起她的現況及未來。其實，她的處于冬眠，主要是人手不足，只要
解決這個難題，她是很有可能再萌新芽，并且開花結果的。

去年年底，志耘兄來訪，我們談起《中國語文研究》重新出版的問題。他提出北京語
吉文化大學的《語吉教學與研究》編輯部同人可以作為本刊的後勤基地及聯絡站，稿件在

北京處理好了，拿到香港印刷出版，內地發行銷售又可以回到北京做。有這樣的精兵做後

盾，我們還有什么好擔心的呢?

我們希望重新出版的《中國語文研究》能移辦成嚴鐘高水准的語吉學刊物，為保證質

量，所有稿件都會由兩位專家匿名審核。但為了早日和讀者見面，頭兩期以約稿為主。徵

稿消息及約稿信發出之後，海內外學界反應十分熱烈。在短短的四五個月裹，我們已經陸

續收到香港、內地、臺灣以及美國、法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地漢語語吉學者惠賜的稿件

多篇。作者中既有德高望重的老前輩，也有近年來十分活躍的少壯派，還有剛步入語盲學
界不久的新生力量。論文內容則涉及語法、文字、方吉、音筒、歷史語盲學、地理語吉學、

社會語吉學等方面。來稿刊登的先後，第一期我們有多方面的考膺，如篇幅長短;要盡暈

照顧稿件來源，希望各地都有一兩篇;再就是內容，希望做到多樣化，不使研究的範圍過

于狹窄單一。出于上述理由，許多來稿未能在本期上刊出，在此謹向作者致歉。

在編輯和排版方面，北京語吉文化大學《語言教學與研究》編輯部的趙曰:新博士和王

正剛先生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校對方面，得到北京語盲文化大學的高曉虹博士、張世方同

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的吳永煥博士的大力協助;北京語育文化大學的方立教授則熱情地幫助

我們翻譯英文目錄;在此謹致萬分謝意。由于各人來稿所使用的軟件、宇體不盡相同，編

輯時往往需要進行轉換。對于由此引起的混亂和錯誤，我們在校對時雖然已倍加小心，但

失校之處肯定也在所難免，還望讀者多多指正。

《中國語文研究》再度舉步了，盡管照說她應是二十多歲的青年了，但我們寧願把她

看成是再度萌芽的一棵新苗，需要大家的照顧扶持。為了表示刊物的歷史延續性，我們把

以前出版的十一期也算在內，本期計為“總第十二期"。

再一吹感謝各位朋友的支持。

張雙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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