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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方言特征词的特征
——

以 闽 方言 为 例

李 如 龙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中文系

提要 本文以闽方言为例 阐述了方言特征词的基本特征 、频度特征 、结构特征 、语义特征 、语法特征和

用字特征等本体特征 。

关键词 特征词 本体特征 闽方言

方言特征词是从方言区片的 比较研究 中提取出来的 、对内一致 、对外排他的有特征意义的

方言词 ，其特征意义主要是体现方言区片之间的异同 ，这是
一

种相对的特征 。 这些词在方言的

词汇系统中是些什么样的词 ，它们又有什么样的本体特征呢 ？ 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因为

我们不能逐点地做详尽调查 ，而后从海量语料中做比较和筛选 ； 即使已经有 了多点的词汇材料

也很难完全对齐 ；如果先做个别点的抽样调查 ，也必须在大量的词汇材料中预选可能成为特征

词的条 目
，再做面上的调查和比较。 这其中的筛选和预选靠的就是对词汇本体特征的理解 。

特征词理论巳经提出十几年了 ， 由于材料不足 、工程太大 也由 于对特征词的本体特征理

解不够 有些想做特征词研究的学者觉得无从下手 ， 因而相关的研究成果还不太多 。 本文试以

研究得较多的闽方言特征词为例 对特征词的本体特征做
一

番初步的分析 。

壹 特征词的基本特征

好 ，闽语都说好 那是古今南北的汉语的通用词 ； 坏 ， 闽东福州 说
“

呆
”

， 闽南厦门说
“

否
”

， 闽北建瓯说
“

狞
”

，潮州说
“

唔好 ，都是各个闽语区的特征词。

骹 ，指脚 又是脚和腿的合称 是闽语的重要特征词
；
脚 ，在闽南话也单说 ，指

“

脚夫
”

或
“

脚色
”

，
也是方言词 。 方言词是提取特征词的基础 但不

一

定都是特征词
“

脚
”

因为不太常

用 ，构词能力和组合能力也不强 ，不必选为闽南话的特征词 。

闽方言的
“

桎
”

，
通行于闽台沿海和 闽北 ，福州 、厦门音 ， 闽北音 把

， 相当于普通话
“

要
”

的一个义项
“

希望得到
”

是方言与普通话的
“

不对应词
”

，很常用 ，组合力也强 是闽台闽

语的特征词 。 《集韵 》直质切 ，
引 《尔雅》 ：

“

获也
”

可能是其本字 。 这种
“

不对应词
”

不论是否

已经考出 了本字 ，都是很重要的特征词 。 闽南话的
“

有影 ⋯ 沾 、无影 加 毡
”

表示对事态的有

无的确认 相当于普通话的
“

有这回事儿
”

、

“

没这 回事儿
”

，福州话说的
“

有影 、毛影
”

指
“

服用的药物有效和无效 ，都是这类不对应词。

方言词汇中往往有些
“

有音无字
”

的单音词 ，如果是常用的 ，又是
“

内 同外异
”

的 不论是古

语的保存而未经考定的 或是古代民族语言的
“

底层
”

，或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方言的创新 ，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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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是重要的特征词 。 例如闽东的
“

乇东西
”

闽东 、闽南的
“

戆傻
“

找
”

闽北说搜 、

闽南说
‘

‘

交合
”

福州说 、莆 田说 ％ 、雷州说 就是此类特征词 。

方言中的合音词把双音词压缩为单音词 ，常用 组合力强 ’也可 以成为特征词 。 例如 闽方

言的
“

飧不会 不能 、勿爱别
”

。 其他方言中也有这类特征词 ，例如
“

甭 、别 、孬 、咋 、嬷
”

。

有些字在方言里读为 白读音 虽然地方上另造了俗字 ，并非方言词 不能遴选为特征词 。

例如福州话
“

树
”

读 写为
“

模
”

；
客家话的

“

我
”

读为 ， 写为
“

但
”

，都是白读音 。 有人

把读音特殊的常用词也视为特征词 把语音差异视为词汇差异 ，怕是不合适的 。

借用 同义字用作训读音 从语言的角度说并非词 ， 因而不宜录为特征词 。 例如海南 闽语 ，

单音节词
“

书
”

训读为
“

册
”

但
“

字
”

借用了
“

书
”

的音 （

“

字号 、字纸 、字帖 中的
“

字
”

，本

地人还是理解为
“

字
”

；

“

书案 、书册、书包
”

也读 ，
理解的却是

“

书
”

。

现代方言还有不少从普通话转借的通用词 虽然读的是方言音 ，也很常用 ， 因为没有词汇

差异 ，并非方言词 也不能列为特征词 。 例如
“

巴结
”

， 闽南漳浦话原指
“

小儿可爱
”

， 台湾闽南

话可指
“

小儿坚强不示弱
”

，都是方言词 ，但因并不常用 ， 不宜录为特征词 ，后来也引进 了通语

的
“

巴结
”

表示
“

奉迎拍马
”

，应该说还是通用词 。

现代方言越来越抵挡不了共同语的垂直影响 ，哪些通用词进入哪些方言 ， 固然也有
一些差

异 ，对于方言 自身所固有的特征词来说 只能是次要的 。 应该说 方言特征词
”

的概念首先要

坚持它必须具备
“

方言
”

的性质 。

贰 特征词应是常用基本词 而不是一般词 、生僻词或语素

提取特征词时 ，应当先取常用的基本词 。 基本词表达的都是重要概念 不但使用频度高 ，

语义稳定 ，义域也较广
一

般词则义域较窄 使用度不高 ，作为特征词就分量不足 。 例如闽东方

言 人和动物瘦都说
“

衰
”

， 肉瘦则说
“

瘦
”

，前者义域广 是基本词 ，后者义域窄 是一般词 ； 闽南

话人 、动物 、田地都说
“

痏
”

，
则应列为特征词。 又如 闽南话的

“

悬
”

，义域广 ，泛指一切髙 ，是特

征词
“

朥
”

单指人的个子高 ，只是
一般词 。

闽语
“

翼翅膀 爪鸟 卵蛋 丨 饗味淡
”

， 闽东
“

犬狗 琿路
”

， 闽南
“

芳香 糜粥
”

，都是词义单

纯 、义域广的基本词 应该认定为特征词 ；而像
“

篦梭子蟹 鲑腌制的鱼 健鸡健 ：未下蛋的小母鸡
”

等

等 ，虽然都有古时韵书的反切和义注可作本字论证 对说明闽语和不同时代的古汉语的关系是

极好的材料 但毕竟不是基本词 并不常用 义域也较窄 有的还是生僻词 ，不宜认定为特征词 ，

如下列各词 ：前杂乱
二

昏乱 扣 ，

“

人诸切 ，草根相牵引貌
”

；巡漫步 即
“

兪伦切 ，行也
”

；
捐题捐 ：募捐

細
“

余专切 《说支 》弃也
”

；
汰汰沙 ： 米中淘沙

“

唐何切 ， 淅也
”

；椴 木伽 ，

“

何加切 ， 囚械

也
”

；
盪洗涤 涮

“

大浪切 ，涤器
”

；覜躲藏
“

莫结切 ，不相见貌
”

；断接生时断脐 旬 ，

“

都管切 ，

断绝
”

；竭资源匮乏 ，

“

渠列切 ，尽也
”

。

这类不单说的语素 中 有些在区片之内有
一

定的通行度和常用度 ，在古汉语还能找到准确

的根据 是反映方言史的重要事实 ；但因历史上几经变迁 ，在现代 口语中已经不单说 作为特征

词 ，有点
“

不够资格
”

。 例如
“

夥
”

，《广韵 》胡火切
“

楚人云多也
”

。 今福州话问
“

几多
”

说
“

若夥
”

，闽南话
“

为数不多
”

说
“

无夥 其中的
“

夥
”

都有
“

多
”

义 。 《史记》 曾记录陈

胜的老乡去拜访
“

大王
”

时说
“

夥颐 ， 涉之为王沉沉者 ！

“

，就是见到陈胜盛大繁多的排场而发

出 的赞叹 。 其中 的
“

夥
”

就有
“

盛大
”

之意
“

沉沉
”

在闽南话也用为语素 ：

“

大沉有劲 ￡

相当于广州话的
“

够威够力
”

；

“

沉实内容丰厚 、打造坚实 ； 秦末楚人的 口语竟然能找到

今 日 闽语的例证 实在有几分稀奇 ，但是把它提拔成特征词还是不合适。 类似这样的存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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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在闽语中还有 ：

“

菅
”

古颜切 《集韵》 ：

“

《说文》 茅也
”

今福州 、厦门都称芦苇为
“

菅蓁
”

或
“

菅芒
”

；

“

贿
”

《广韵 》呼罪切 ，

“

财也
”

，今福州 、漳州都称家产 、家财为
“

家贿
”

；

“

普
”

《广韵 》滂

古切
“

博也 ，大业 遍也
”

，今福州 、厦门说
“

普普
”

，都表示
“

大概 、大略
”

的意思 显然是
“

普
”

的

引 申 。 这些都是研究方言词汇史的好材料 但都不宜认定为特征词 。

方言特征词主要是共时比较的概念 即不 同方言区片之间的共时差异 。 诚然 ，方言的共时

差异往往是通语和方言历史演变的投影 ，但这只是对方言特征词的共时表现所作的历时解释 ，

是一种伴随性特征 。 从共时的观点出发 ，提取方言特征词应该坚持
“

常用基本词
”

的要求 。

畚 特征词的结构特征

汉语的词汇系统是以单音词为核心 、 以双音词为基础的 ，
由核心词 、基本词 以及他们生成

的一般词 、行业词所构成的同心 圆 。 核心词 （有人称为根词 ） 就是有构词能力 、能生成多音词

语的基本词 。 这些核心词因为是基本词 ， 因而构词能力强 ；又因 为生成词语多而提高了常用

度 所以应该是抽取特征词的首选 。
，

已为学者认同的闽语特征词许多都是单音的核心词 。 例如上文提到 的
“

骹
”

，本义指脚和

腿 ，通行于各地闽语 ，构成了大量多音方言词 骹骨腿 、腿骨 、骹皮 、骹趾 、骹步 、骹布裹脚布 、骹爪 、

骸川屁股 、骹手手脚 、人手 、骹 目 碟骨 、骹底 、骹肚小腿肚 、骹腿 、骹球足球 骹弯 、骹腹头膝盖 ；
还用作方

位词 ：
山骹 、桌骹 、骹兜地上 、顶骹上面 、下骹下面等等 。 《汉语方言大词典》骹字头收了 条 ，加 、

上异体字
“

跤
”

字头 个 ，
共有 条

，
还不包括用作后字的

“

缠骹 、缚骹缠小脚 、瘸骹 、歆骹文明

脚 、灶骹厨房 、塗骹地板 、地上 、树骹树下 、桌骹桌子的腿
”

等等 。 许多人体部位的名称 如
“

喙 、 目 、 面 、

鼻 、腹
”

等都是很有构词能力 的单音核心词 也是闽语的特征词 。

依人 、 囝儿 、 房屋 、鼎 铁锅 、塗泥土 、粟稻谷 、筹叶子 、箸筷子 、薫烟 、 ； 灰 、饮米汤 、饮蒸 、曙晒 、缚捆绑 、

着对 、赚错 、掩边缘 、滇水满 、燋枯干等等 ，都是通行于多数闽语区片的特征词 。

如上所述 ，

“

骹 、侬 、厝 、鼎 、塗 、粟
”

等列为特征词 ，

“

骹骨 、骹皮 大侬 、侬 囝 ，厝盖 、厝主 ，大

鼎 、鼎盖 塗墙 、粟种
”

等等合成词乃至更长的词组就不必再列为特征词了 。

可见 抽取特征词应该多选单音的基本词 ，多音词除非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又是很常用的 ，

可以个别地收些 。 例如福州话的八传知 晓 闽南话的査某女人 ，莆仙话的物壬东西 闽南的
“

物
”

和闽

东的
“

乇
”

的
“

合璧词
”

，汝辈你们 ，闽北话的囝子孩子
“

囝
”

闽语
“

子 客家话 阿娘女人 。

强调提取特征词应该首选单音的核心词 是从方言特征词的共时性质和共时结构出发的

考虑 。 单音核心词是词汇系统的
“

纲
”

纲举 目张 、 目织成网 ，离开了纲 ，
难免不得要领 。

肆 特征词的语义特征

从语义的角度看 方言词之所以提高使用频度 、成为常用词 、基本词
，
和这些词的语义泛

化 、语义分化 、语义延伸和不同历史层次词义的叠加都有很深的联系 。 以下分别举例说明 。

所谓语义泛化就是方言词扩大了义域 所指称的事物 、所表达的概念多样了 在语法结构

上往往表现为词性的兼类 。 例如
“

鼻
”

在闽 台两岸的闽语普遍都泛化表示名词
“

鼻子 、鼻涕
”

和动词
“

闻 、嗅
”

（ 在闽南 ，
三者同音

‘

或 在闽东 ，用作名词读
‘

’

用作动词读 。

“

箬
”

， 《说文》

“

楚谓竹皮曰箬
”

。 《广韵》而灼切 ，

“

竹箬
”

，可见在古汉语指的是竹叶 。 到了闽

方言 ，无论是闽 、台 、粤 、琼 ，各地闽语都用来泛指
一

切植物的叶子 ，
如说

“

竹箬 、粽箬 、菜箬 、茶

箬 、芋箬 、树箬
”

。 福州话说
“

箬箬
”

，建瓯话说
“

箬子
”

都表示
“

叶子
”

，闽南话则说

单音词 。 从读音说 都合于药韵 、 日母 （ 闽东 、闽北读 ， 闽 中为 闽南为 。

“

箬 是

闽语从古楚语继承并将词义扩大的特征词 ，这是可以确认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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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 ， 同一个方言区片 古时候一个常用词在不 同地方可 以分化为不 同 的方言词 。 如
“

晡
”

， 《广韵 》博孤切
“

申时
”

，原指
“

傍晚
”

。 各地闽语大多可 以用作量词 但所指的时间段不

同 闽东可指
“

半晡午后
‘

”

，
也可指

“

冥晡夜晚
”

； 闽南话的
“

暗晡
”

在泉州指下午 ，在厦门指傍晚 在漳州兼指下午和傍晚 ；海 口
“

昨晡
”

指的是
“

昨天
”

。

莆 田地区善于用软木片编制蒸笼 ，成为本地的特产行业 炊
”

拓
‘

除了用作动词
“

蒸
”

，还

用作名词
“

蒸笼
”

这是词性兼类的延伸 。 各地闽语的
“

趁
”

都兼指
“

挣钱
”

和
“

赚钱
”

， 《广韵 》丑

刃切 趁逐
”

，

“

趁钱 、趁食谋生
”

是各地闽语的常用词 。 闽南话 ，
还延伸为 驱赶

”

（如说
“

趁鸡
”

）或
“

赶赴
”

（如
“

趁墟
”

） ；
建瓯话则延伸为

“

私通
”

（ 趁人偷汉子
‘

啪 这是语义

的多 向引 申 。

汉语的方言大多经历过千年的演变 从古代汉语继承下来的基本词 往往积累了不同历史

时代的词义 成为多义词 。 例如
“

着
”

，福州话 ，用作动词
“

对 、燃烧 、中
”

的讲 着了 火着

了 拍着了
”

，
也用作动词兼介词的

“

在
”

（ 着厝咧在家里 ，着外兜食饭在外边 吃饭 ） ，这是同音异义

的多义词 ；
泉州话的

“

下
”

，音 是方位词 （下面 ） ，音 是动词 （下愿许愿 ，下毒手 ） ，音 或

是动词
“

放置
”

（ 下桌顶 ） ，音 ⋯ 是量词 拍一下 ） ，这是异读别义的多义词 。

词汇是语言的意义单位 词汇系统是语义系统构成的 ，考察特征词必须注意语义的分析 ，

基本词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必定拓宽义域 、扩展义项 ，从而提高语用能力和使用频度 ， 常用的核

心词往往是义域宽泛的多义词 ， 因而也是方言特征词的首选。

伍 特征词的语法特征

方言特征词是核心词 、基本词 ，还常是多义词 ’构成词语能力较强 。 例如 ’打和拍 ，

“

打
”

是

通语和北方话的核心词 、特征词 《现代汉语词典 》列了 个义项
，
构成词语 条

“

拍
”

则只

有 个义项 构成词语 条 。 而在厦门话
“

打
”

除了用作量词表示
“

个
”

之外 只有
“

承包 、

委托办理
”

的义项 ；

“

拍
”

带头的词语 《 闽南话漳腔词典》收了 条 如
“

拍侬打人 、拍铁 、拍死 、

拍破 、拍空打洞 、拍唔见丟了 、拍风打气 、拍损浪费 、拍环 、拍战打仗 、拍摒打拼 、拍瞭鼓 天
”

； 《现代

汉语方言大辞典》收了 多条 《汉语方言大辞典》收了 条
，大多是各地闽方言的说法 。

‘

汉语的各类封闭性词类大多兼有不同的词性 其中 的虚词 则多兼用为实词 这些词中如

有方言特征词 ，也就是兼类和多义的常用词 组成短语和句子的频度也很高 。 例如闽语的指代

词
“

只 这 、许那 、底哪
”

，方位词
“

悬顶上面 、下底下面 、中央当 中
”

就都是组合力很强的特征词 。 福州

话
“

只
”

可以说
“

只隻这个 况 只 爿这边 如 只好这么好 。 和普通话一样 介

词和动词兼用 ，福 丨话
“

乞
”

，可 以说
“

乞伊给他
”

，也可 以说
“

乞伊搦去被他抓走
”

。 厦 门话
“

共
”

呵以用作连词 ，说
“

唔知好共歹不知好歹 ，也可 以用作介词说
“

共伊赶出去把他赶走
”

。

除此以外 ，常用的特征词中 ，名动形之间互相兼类的也很多 。 例如厦门话
“

数
”

嗛用为动

词
“

计算
”

和名词 账目
”

，

“

批
”

‘

兼用做动词
“

批准 、击打
”

和名词
“

信件
”

。 福州话
“

过
”

，音

用作形容词 表示
“

瓜果过时
”

；
音 是动词

“

经过停脚
”

，合于《广韵 》古禾切
“

过所也
”

；

音
’

用为动词 行过去 ）和表示体态的助词 （ 食过了 ） 。 在沿海的闽语 ，

“

囝
”

不但是表示
“

儿

子 、孩子
”

的常用词 还广泛地用作名词 、形容词 、数量词的后缀 （ 椅仔 、 山仔 、猪仔囝 、慢慢仔 、

一

下仔 ） ，并在习惯上用
“

囝
”

和
“

仔
”

来区分这两个实义和虚义有别的语素 。 不论作为实词或

虚词 都是各地闽语的最重要的特征词 。

即使不兼类 ，有些特征词也因为多义项 构成了大量的常用词 例如福州话
“

平
”

可表

示
“

路平
”

，也表示
“

东西便宜 、朋友间和谐相处
”

；

“

平直
”

指
“

直爽 、和善
”

；

“

平正
”

■ 方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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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 r ) 嚷示

“

质量差
”

；

“

嫉平
”

表示
“

不和
”

；

“

平平大
”

则是
“
一

样大小
”

。 又如 ，厦门话的
“

着
”

读

为 ，义为
“

燃烧
”

； 音 表示
“

正确 、 中 的
”

，

“

着去
”

义为
“

应该去
”

； 读为轻声的
“

拍
”

是
“

打中了
”

；读为文读音 ，

“

有着 是有趣
“

无着
”

是
“

没意思
”

。 至于这类特征词组

成的常用词 在句中 的组合就更加多样了 。

汉语的构词法和造句法是
一

脉相承的 ，词汇系统是用语法关系编织起来的 。 构词能力 、造

句能力是核心词 、基本词的 内在的潜力 也是它们能够高频使用的基本原因 ， 因而也应该是提

取方言特征词 的重要依据 。

陆 方言特征词的用字特征

从已经找出来的方言特征词看 ，各方言普遍通行的常用字不太多 ，
因为古今南北都很常用

的字多已被通语所用 ，例如
一二三 大 中小 ，来去 ，多少 ，红 白青蓝 厚薄轻重 ，天地山水 风云雨

露 ，花草树木 牛羊鸡鸭 皮毛肉血 ，等等 。 相对而言 方言特征词 尤其是其中 的单音词 倒是

用了不少生僻字 ，包括从古代汉语直接传承下来的古字 ，方言音义发生变异或创新的僻字 借

用原住民语言的底层词或外来语而造的俗字 。 以下分别举例说明 。

闽语形成较早 ，
中古 以后分布于东南沿海 ，人们向海洋进发 ，少与中原故地往来 ，保留 了不

少古词语 。 除了上文所列举的
“

鼎 、骹 、盾、箬 、粟 、爆 、晡 、箸 、卵 、饮 、伊
”

还有 嗡嘴 、秫糯米 、沃浇

灌 、 园 隐藏 、描沾湿 、褪脱 、拄顶住 、埔平地 、晏迟 晚、腹肚子 、倩雇佣 、枋厚木板 、杪枝条细 、汝你 。 各地方言
、

特征词都有古语词 只是数量不同 。 只要考订正确 能够说明方言与古代通语或古方言的关

系 ，
都是很重要的特征词 。 许多学者提取方言特征词从

“

考本字
”

开始 是有道理的 。

俗字之中 像
“

囝
”

是唐宋时期就造出来的方言字
“

冇
”

是后起的俗字 湘粤语用来表示
“

没有
”

， 闽语用来表示
“

空虚
”

（ 本字可能是
“

泛
”

，福州音 、厦门音
‘

在闽语 ，

“

墘
”

用来标记
“

边沿
”

，

“

釗
”

用来表示
“

宰杀
”

，

“

硒
”

用来表示
“

瓷器
”

。 在闽南话 ， 黑
‘

佣来表

示
“

带弓 丨

”

，

“

查
”

化用来表示 木桩
”

（ 本字是
“

檀
”

） ， 啉 用来表示
“

喝
”

。 在潮州话 ，

“

咀
”

用来表示
“

说
”

。

“

睏
”

在许多方言用来表示
“

睡
”

（粤语区写作
“

瞓
”

） 。

俗字是为方言词而造的
，
而且这些方言词还是在区片之内普遍通行的 、也是常用 的 ， 因而

才能在民间通行和定型 。 经过音义的论证 ，俗字所记录的方言词常常是重要的特征词 。

此外 ， 闽语和其他方言都还有不少
“

有音无字
”

的特征词 ，或写成同音宇 ，或用
“

口
”

来代

替 。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 、考核方言特征词 ，对所确认的特征词的用字 最好做到分类明确 。 不

论是古本字 、同音字 、俗字或是训读字 ，都应该加注必要的记号 ，
以便读者和后人理解和査对 。

以上所讨论的各点
，
强调方言特征词必须是方言词 ，这是特征词在词汇系统中的基本特

征 ；强调特征词必须是常用的核心词 、基本词 ，这是特征词的频度特征 ；指出方言特征词往往是

多义项的单音词 并且可以组成许多多音词 这是特征词的结构特征 ；说明特征词在词义上的

泛化 、分化或引 申 、转移 这是特征词的语义特征 ；至于特征词的组合能力 、构句能力强 ，则是它

的语法特征 ；而特征词 中常见的的古字 、俗字和有音无字 是它的用字特征 。

从闽方言所认定的特征词中归纳出来的这些特征 可 以作为考察方言特征词的词汇本体

特征的参考 也可以作为选择 、选取方言特征词的提示 。 在闽语分布的地方 ，还有一些区片需

要进
一步深入比较研究 提取各 自的特征词 。 例如闽北 、闽 中 、台湾闽南话 、粤东 、 雷琼以及各

省的 闽方言岛 、海外闽南话。 闽语特征词的研究已经有 良好的基础 ，进一步的研究必将为汉语

方言特征词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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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
”

在商务印书馆召开

年 月 日
， 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北京语言大学 、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的

“

中青年

语言学者沙龙
”

在商务印书馆礼堂召开 此次沙龙的议题为
“

双语双言问题与当代中国
”

。 来 自 中国社会科学

院 、北京大学 、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语言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 中央民族大学 、澳门理工学院 、南开大学 、厦门大

学、武汉大学、广州大学等单位的 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沙龙 。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出席会议并致辞 。

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李宇明 、校长崔希亮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副院长程工 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

院长赵蓉晖先后做了题为 《双言双语生活与双言双语人 》 《关于语言教育 的若干思考》 《周边语言与 国家安

全》 《 中外双语之路 政策与现实》的主题发言 。 苏金智 、石锋 、李红印 、李泉 、朱小健 、张维佳、周庆生 、汪磊 、魏

晖 、李兵 、姚小平 、周荐 、陆俭明等学者分别从国防安全 、民族团结 、社会发展 、方言的应用价值及保护 、社会文

化多元化发展等方面阐述了双语双言建设之于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 ，并就我国语言政策规划 、双语双言人才

培养等具体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刘丹青所长做总结性发言 。 他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强调双语双言问题对

国家安全稳定 、经济发展 、文化繁荣 、开放战略的重要意义 呼吁语言学者关注语言生活 关注文化生态 。

“

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 年始办 已成功举办了九届 ， 在语言学界的影响不断扩大 。
（ 商务印 书馆 ）

商务印书馆 年度语言学出版基金评选揭晓

年 月 日
，
商务印书馆举行 年度语言学出版基金评议会 。 经评议委员会专家评议并投票 ，

董建交 《近代官话音韵演变研究 》人选基金资助项 目 。

该基金设立于 年 由商务印书馆斥资 万元 用于资助国内语言学著作的出版 。 每年年底评选一

次 今年为第 届 。 凡获基金资助的著作 均列人商务印书馆
“

中 国语言学文库
”

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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