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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语法论丛》

内容概要

本书共包含27篇论文，系由编委会从70多篇研讨会论文中选出，并经过作者的精心修改。根据论文主
旨分为五个板块：研究历史与现状回顾；方言语法的类型及语法化研究；词类和虚词研究；时体标记
研究；句法结构和句式研究。论文中有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对方言语法事实的描写，运用功能语言学、
语言类型学乃至形式语法理论方法对方言语法面貌、结构规律的分析与揭示，运用语法化理论、普方
古大三角理论所作的横向比较、纵向比较乃至语法历时演变规律的探究，无不体现了方言语法研究的
最新进展。论文集的开篇之作——李小凡教授的《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三十年》，是对这位人品高尚、
学风严谨、学问精深的著名方言学家的最好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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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丹青，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语文》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主要研
究兴趣为语言类型学、语法学和方言学。刘丹青致力于将具体语法现象置于人类语言共性和类型差异
的大背景下考察，注重理论探讨和新领域的开拓，注重将现代语言学观念引入国内语言的调查研究。
他是较早开拓汉语方言语法领域和较早关注语音节律对汉语语法影响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语法研
究的语音平面”、“语用优先”、“唯补词”、“无标化”、“语言库藏类型学”、“显赫范畴”、
“原生重叠和次生重叠”、“（去） 叹词化”等新概念，也是在国内较早研究框式介词、语法化中的
更新强化和叠加、关系化、标句词、附缀（化）等学术问题的学者。刘丹青是语言类型学在中国普及
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还主持编制了多种新型方言语法调查问卷，主持创建了两个方言语法语料库
，编著了《语法调查研究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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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吴语后缀“动”、句末助词“的“；晋语时制—语气助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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