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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打开方言研究的视野，拓宽方言研究的路子，加强不同领域学者之间的交流，已经在广大学者中取得
共识。也许这就是汉语方言语法国际研讨会能获得延续的重要原因。本届汉语方言语法国际研讨会共
收到论文55篇,论题涉及方言演变、方言语义、体标记研究、方言与普通话比较、虚词研究、语言结构
与句式研究等多个方面。本论文集选取其中23篇已经正式发表过的文章，结集出版，以方便更多的读
者阅读和交流。我们相信，汉语方言语法国际研讨会将会继续开下去，越开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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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泉州方言名词、动词及形容词的重叠式昆明方言量词的组配西安方言特殊的“A+人”式感觉形容
词古田方言动词的否定音变泉州方言的程度副词闽南南安话的助词“着”、“了”、“去上海话的句
末“快绍兴柯桥话疑问代词的非疑问用法再论泉州话完成体和持续体助词[1a。]的来源　尊称“您”
的来源福建光泽话的状态形容词从《祖堂集》看唐末闽南方言“仔”缀语词的发展镇坪八仙方言的“
哒扬州方言表微标记“一头陕县方言表“当然”的语气助词“丐汝城方言的人称代词惠安方言“随x
，随Y”句式谈约量结构的“x把”与“x来赣方言中给予句的结构及其类型考察上海方言疑问句近百
年的历史演变及其特点河北魏县方言中的三种结构授予动词“把”来自对“把O直与O间”的重新分
析闽北地区五个方言的词法特点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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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句末“快”的句法地位　　从第一节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上海话句末“快”在句子里的作用和
一般的状语不同，并不具有一般状语的基本句法特征。将句末“快”分析为状语显然会形成特例，对
上海话的实际情况没有太强的解释能力。另一方面，汉语各方言中修饰语的基本位置都是在中心语的
前面，所以通常用偏正关系来描述带有修饰成分的复杂结构。这种基本结构形式的一致性，符合类型
学的一般规律（KeenanandCoreriel977，Comfiel989）。如果主张汉语中可以出现后置状语，就会形成
类型学上的例外，因而需要有有力的证据，进行充分的证明。　　当然，文献中出现过不少相反的论
述，主张汉语方言中存在着中心语在前、修饰语在后的正偏结构。比如南方方言里的“鸡公”和“菜
干”等，就经常被分析为定语在后的正偏复合词（如岑其祥1953，桥本万太郎1985，刘继磊2008）；
而粤语中出现在动词后面的“先”、“住”等，则常常被认为是后置状语（刘丹青2000，张景霓2002
，张振兴2003）。　　这些特殊分析的基础其实还是类比。“鸡公”等于北方方言的复合词“公鸡”
，“菜干”等于“干菜”“公”和“干”在北方方言中都是形容词，在这些复合词里充当定语，那么
南方方言复合词中的“公”和“干”也必然都是形容词，充当定语，只不过位置在中心语的后面。不
过，早就有人指出（如项梦冰1988，丁邦新2000），这种类比的逻辑不一定成立，“干菜”和“菜干
”具有相同的所指，并不等于两者是由相同的语素构成的。“菜干”里的“干”是名词性成分，即干
燥处理过的、易于保存的食物，“葡萄干”、“杏干”、“牛肉干”里的“干”都是这个语素。严格
地说，“葡萄干”并不是“干葡萄”，“牛肉干”更不是“干牛肉”。“菜干”和“干菜”基本同指
只是一种巧合。同样地，粤语里的“公”是名词性语素，意思是雄性动物，与表示雌性动物的“乸”
，以及表示没有生过蛋的雌性家禽的“项”都是常见的复合词部件。“鸡公”、“鸡乸”以及“鸡项
”都是由“鸡”充当定语的定中复合词，分别表示“鸡”类的雄性动物，“鸡”类的雌性动物，以及
“鸡”类的没有下过蛋的家禽（麦耘、谭步云1997，石定栩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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