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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心要闻  

1．我中心主办‚亚洲辞书学会第十一届国际大会‛ 

适逢亚洲辞书学会成立 20 周年，2017 年 6 月 10-12 日，我中心成功举办了

‚亚洲辞书学会第 11 届国际大会‛。来自亚洲、欧洲、非洲、澳洲、北美 24 个

国家与地区的近 160 位代表相聚我校，上演国际顶级学术盛会。我校副校长焦方

太、北美辞书学会会长 Luanne von Schneidemesser 及候任会长 Steve Kleinedler、

非洲辞书学会会长 M. V. Mojela、澳洲辞书学会会长 Julia Miller、欧洲辞书学会

会长 Andrea Abel 和亚洲辞书学会会长 Ilan Kernerman 分别在大会上致辞。 

焦方太在致辞中介绍，广外作为一所国际化特色鲜明的高校，在语言学、

应用语言学、辞书学等领域达到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水准。他特别指出，我校

辞书学研究在前校长、亚洲辞书学会首届会长黄建华的带领下，开创了国内辞书

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取得了包括《词典论》《汉法大词典》在内的一系列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成果。今年适逢亚洲辞书学会成立 20 周年，此次学术盛宴的举办无

疑是我校献上的一份厚礼。 

开幕式后，黄建华和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教授 Julia Miller 分别作精彩的

主旨报告。黄建华分享了《汉法大词典》的编纂经验，尤其是该词典在设计特征

上如何创新以满足用户的需求。Julia Miller 的报告则是关于词典学与短语学交汇

研究的重要问题。11 日，国际著名的麦克米伦词典主编 Michael Rundell 作了意

义扩展单位的语料库检索及其在词典中的表征的主旨演讲。12 日，博尔扎诺欧

洲学术院教授 Andrea Abel 的主旨演讲主题是关于数字化时代用户参与词典编纂

的前沿问题。大会还安排了 Sketch Engine 和 DPS 的两场工作坊以及七个时间段

共 108 场分组发言，为参会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密集、互动充分的学术平台。各国

代表盛赞此次大会档次高、规模大，组织紧凑、有序。 

此外，亚洲辞书学会还召开了年度全体代表大会，选举出新一届正副会长、

秘书长、期刊主编、执委等。我校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徐海

当选国际期刊 Lexicography: the Journal of ASIALEX (Springer)主编及学会执委。 

2．2017 年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国际博士生论坛召开 

 2017 年 5 月 6-7 日，2017 年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生论坛在我校北

校区七教顺利举行。我校副校长陈林汉致开幕辞。陈林汉教授在开幕式致辞时表

示，自 2004 年起，我校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多次举办博士生论坛，

为全国语言学专业博士生搭建了学术交流的示范平台，开阔学生学习视野，指明

科研方向，为科研工作进一步深化及建立合作关系创造了良好的契机，且自 2013

年起，博士生论坛已走向国际化，在国内外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较好的国

际影响力。此次论坛吸了引国内外众多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学科在研的博士生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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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投稿参与。最后陈林汉副校长预祝论坛圆满完成！ 

我中心主任刘建达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陆镜光教授、卡内基梅隆大

学 Brian MacWhinney 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吴芙芸教授进行了精彩的主旨发言，

来自海内外高校近 40名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在研博士生和校内 20 名

相关专业的专家进行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除主旨发言外，此次博士生论坛还进行了多场小组演讲和专家点评。前期

摘要审稿录取的博士生同学在二十分钟的时间内详细介绍了自己正在进行或者

即将进行的科研计划，点评专家们则从研究问题、研究方法、数据分析等多个方

面对博士生们的工作进行了耐心、细致、专业的点评，受到了学生们的一致好评。 

论坛尾声，表彰了一批优秀博士生论文。我校副校长刘建达、卡内基梅隆大学 

Brian MacWhinney 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吴芙芸教授分别为六位获奖学生颁奖。  

我中心副主任杨静教授致闭幕词，她表示此次博士生论坛取得成果丰硕，

并代表研究基地中心对主旨发言人、各位主持及邀请的专家老师、博士生代表们

及参与此次会务筹备的的教师与学生表达了衷心的感谢。  

3．沉痛悼念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桂诗春教授 

2017 年 4 月 5 日凌晨 2 时 27 分，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外语教育家、

原广州外国语学院院长桂诗春教授在广州逝世，享年 88 岁。 

桂诗春（1930-2017），陕西西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广州外国

语学院（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

组第二、三届委员，全国外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外语教学计算机辅助教学

委员会会长，广东外语学会会长。  

中国外语界泰斗许国璋教授曾表示，‚先知道老桂，而后知道广外‛，对

其成绩予以肯定。桂老是我国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的倡导者和主要创始

人，该项工作 1992 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高

考英语改革，他与李筱菊教授等一道引进国外语言测试理论和统计技术，在广东

率先开展标准化考试试验，为我国考试研究科学化作出历史性贡献。  

在中国语言学界，桂老囊括了众多第一。桂老是引进并开创我国心理语言

学研究的第一人，是把统计学方法引进中国语言学界的第一人，是倡导并组织创

建外语教学界内联网的第一人。著名语言学家宁春岩教授认为，桂诗春教授的第

一人不是机械的第一人，而是辩证的第一人：他一方面是为我国引进标准化考试

的第一人，因为它是一种社会进步；然而，另一方面桂诗春又是反对歪曲标准化

考试的中国第一人。他一方面是为我国引进语言实验室教学设备的第一人，因为

语言实验室的确是语言教学中的技术进步，然而桂老师另一方面又是坚决反对以

‚土老财‛的心态把语言实验室当成装潢摆设的第一人。  

桂老有一种精神，一种科学家应有的‚专注‛和‚广博‛精神。他曾说，

专注的精神就是‚发烧友‛的精神，就是对自己所选择的目标培养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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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上下而求索‛；所谓广博就是‚杂学‛。在学科研究领域，广博与专攻是

互补的，要在广博的基础上专攻。  

桂老是一身正气的学者。在把大学办成培养人、教育人的学术圣地还是‚创

收‛的福利单位的选择中，桂老始终选择前者。 

在《桂诗春英语教育未了集》一书中，他如此写道，‚以有限的生命去追

逐无穷的学问，永远是‘未了’的，也许生命的意义本身就在于追求，在于薪尽

火传。‛  

4．广外师生 社会各界送别桂诗春先生 

白烛垂泪，乌云含悲。4 月 9 日上午，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外语教育家、原

广州外国语学院院长桂诗春教授遗体告别仪式在广州市银河园白云厅举行。上海

外国语大学校长曹德明教授、原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院长李绍山教授、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徐建中总编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书记孙玉编审、上海交通大学杨

惠中教授以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党委书记隋广军、校长仲伟合等师生代表，桂诗

春先生的亲属、生前好友、同事和学生，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为桂诗春先生送

行。 

仲伟合教授在介绍桂诗春先生生平中，深情回望桂老德高品重、学养深厚、

贡献卓著的一生：桂老的一生，革故鼎新，先河首创。桂老一生致力于语言学和

应用语言学探索，被誉为‚语言学界的破冰船‛，创下了中国首创外国语言学与

应用语言学专业的第一人等众多‚第一‛，主持英语标准化考试试验并推广至全

国，成为我国‚高考英语改革先驱‛，在应用语言学学科的奠基和发展上作出了

卓越成就。桂老的一生，不忘初心，师者典范。桂老是心怀理想的教育大家，穷

尽一生，以身作则影响和引领学生后辈，他一生所秉持的‚专注‛和‚广博‛精

神令学生后辈印象深刻。他热爱教育、诲人不倦，为国家和外语学界培养了众多

专家和学者。他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出版专著近 20 部，发表论文百余篇，为

后世留下了极为丰厚的学术遗产。桂老的一生，德高品重，一身正气。桂老一生

潜心治学、不慕名利，别人不堪其忧，桂老不改其乐，恰恰因其对名利无欲无求，

方才成就了学问事业上的壁立千仞。 

学界同仁代表王初明教授深切追忆桂老的研究道路和治学精神，‚如果要

对桂老的卓越成就说出个原因来，应首推他对教师职业的酷爱和他的敬业精

神‛，桂老热爱本行、做好本行、持之以恒的精神永远激励同行后辈在本职岗

位上不断创新，积极进取。学生代表董燕萍教授沉痛追忆恩师，始终以国家的

需求为己任，视名利地位为过眼烟云，以书为媒提携天下有志者，纯净聪慧成

就现实中的侠义人生，‚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中西摆渡独领学界风骚诗心永驻，知行合一蕙育万千桃李春意长萦。‛

哀乐低回，鲜花含悲，参加告别仪式的亲属和来宾一一缓步走到桂老遗体前鞠

躬致哀，向桂老作最后的告别。大师远去，风范长存，我们将以桂老为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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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先生情怀，学习先生品格，继承先生事业，让桂老的精神薪火相传，永垂

不朽。 

桂诗春先生的逝世是我国外语学界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桂诗春先生逝世

后，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对桂诗春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家属表示深

切慰问。 

告别仪式上，刘建达教授介绍了社会各界缅怀桂诗春先生的情况。教育部

考试中心、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

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

试委员会，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日本神户女学院、英国莱斯特大学、美国纽约

城市大学皇后学院、中山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北京第

二外国语学院等国内外高校，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等有关高校外国语学院以及胡壮麟、修刚、薛冰等发

来唁电。 

广东省委组织部、广东省委老干部局、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社会科学界

联合会，中国心理语言学学会、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高等教育出版社、外

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外国语

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解放军外国语学

院、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黑龙江大学等高校及有关高校外国语学院，邹铭、

郭跃文、姜钢、姜峰、李宇明、毛思慧、黄国文、胡文仲、庄智象等各界人士

以及广外北京校友会等各地校友会和广外师生敬送花圈。 

新华网、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信息时报、新快

报、深圳特区报等中央及省市媒体纷纷报道，追忆桂诗春先生的生平故事，在

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 

5．‚语言障碍与言语治疗研究中心‛揭牌 

2017 年 4 月 20 日上午，我中心院级研究机构‚语言障碍与言语治疗研究

中心‛揭牌仪式在北校区第八教学楼一楼举行。出席揭牌仪式的领导和嘉宾有

广东省外语研究与语言服务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葛诗利教授、秘书何静老师，

香港理工大学言语治疗所负责人梁文德博士及其团队成员刘启欣博士、邓宝仪

老师，我中心副主任徐海教授，语言障碍与言语治疗研究中心负责人石定栩教

授及研究中心成员何晓炜教授、李颖卉博士。我中心部分博士生及硕士生也参

加了揭牌仪式。 

揭牌仪式开始之前，与会嘉宾举行了第一阶段会议。各方就语言障碍与言

语治疗研究中心与香港理工大学言语治疗所合作项目中的学生培养、经费管

理、知识产权等问题进行商讨。揭牌仪式后，与会嘉宾在上午和下午分别进行

了第二、第三阶段会议，主要向参与语言能力调查项目的研究生介绍项目背景、

计划、要求，解答研究生对项目的疑问，并布置相关文献调查等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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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1．欧阳护华教授主持的‚纠正性反馈与英语写作语言准确性的发展‛ 

该课题进展顺利：出版专著 2 部，发表论文 22 篇，正在准备结项。具体成

果如下： 

1） 姜琳，《英语反身代词和人称代词的二语习得研究》，科学出版社，

2012 年。 

2） 姜琳，《书面纠错与第二语言学习》，北京大学出版，2014 年。 

3）Niu, R.-Y. & R. Helms-Park. (2014). Interaction, Modality, and Word 

Engagement as Factors in Lexical Learning in a Chinese Context.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 18: 345-372. 

4）Niu, R.-Y. & S. Andrew. (2012). Commonalities and Discrepancies in L2 

Tteachers’Beliefs and Practices about Vocabulary Pedagogy: A  Small Culture 

Perspective. TESOL Journal, 6: 134-154. 

5）Ouyang, H. (2012). Dominant Pedagogical Approaches and Diverse 

Teaching Conditions: Integrating CLT in a Chinese University as a Danwei 

Community of Practices. Applied Linguistics Review , 3: 273-293. 

6)  Jiang, L. & H. Yi.（2014）. The Effect of Positive Evidence and Negative 

Feedback on EFL learners' Acquisition of the Third Person Singular For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lish Linguistics, 4(6): 124-133. 

7) Jiang, L.& H. Xiao.（2014）. The Efficacy of Written Corrective Feedback 

and Language Analytic Ability on Chinese Learners' Explicit and Implicit 

Knowledge of English Articles.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 7 (10): 22-34. 

8) Jiang, L. & K . Huang, (2015). The Efficacy of Structural Priming on the 

Acquisition of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by Chinese EFL Learners. Higher 

Education Studies , 5 (5): 38-49. 

9) Jiang, L. (2015).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ntinuation Task o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of English Articles.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8 (11):79-91. 

10)  Wang, T. & L. Jiang, (2015). The Eeffects of Written Corrective 

Feedback on Chinese EFL Learners’ Acquisition of English Collocations.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38 (3): 319-338. 

11) Wang, T. & L. Jiang. (2015). Studies on Written Corrective Feedback: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Future Directions.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8 (1): 110-120.  

12)  Qing Liu and Huhua Ouyang. The recontextualization of  

revolutionary symbolic capital in Chinese on-line grassroots discourse.

Discourse & Society, 2016, Vol. 27(5) : 500-515. 

13）姜琳，书面纠正性反馈研究的现状与未来，《英语教师》，2012 年第

11 期。 

14）姜琳、陈锦，书面纠正性反馈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山东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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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2014 年第 2 期。 

15）姜琳、陈锦，书面纠正性反馈与二语习得—针对英语类指名词短语用

法的实证研究，《当代外语研究》，2013 年第 11 期。 

16）姜琳、易慧文，正面证据、负面反馈与二语习得—英语动词第三人称

单数形式习得的实证研究，《英语教师》，2013 年第 12 期。 

17）牛瑞英，信息处理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在解释二语习得中的互补，《英

语教师》，2013 年第 8 期。 

18）张砥，G. 埃文斯专名论的语境视角，《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2

年第 6 期。 

19)  姜琳、陈锦，书面纠正性反馈对英语冠词显性和隐性知识发展的作用，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 年第 6 期。 

20)  郑超、常春娥，是传递意义还是炫耀形式？——外语写作过程中的形

-意缠结现象,《现代外语》，2014 年第 4 期。 

21) 姜琳、陈锦，读后续写对英语写作语言准确性、复杂性和流利性发展

的影响，《现代外语》，2015 年第 3 期。 

22）欧阳护华，班集体和教研室中的英语交际法：一项对比实践共同体的

民族志研究，《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15 年第 2 期。 

23) 金茹花、欧阳护华，弱势群体舆情智慧段子的互文应用策略研究，《福

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6 期。 

24) 林斌、毛浩然，英语专业优秀生语音自我概念与实际语音水平的相关

性研究，《中国外语教育》，2015 年 2 期。 

25）姜琳、涂孟玮，读后续写对二语词汇学习的作用研究，《现代外语》，

2016 年第 6 期。 

26) 欧阳护华，教学法改革中的组织文化与教师身份重构：人类学视野下

中国教师发展的本土路径探索，《民族教育研究》，2616 年第 6 期。 

2．杨静教授主持的‚多语学习者认知控制能力与语言能力的动态关系研究‛ 

该课题进展顺利，目前正在整理第二阶段的数据结果，并完成第一阶段的
研究撰写工作。目前阶段性成果具体如下： 

1）杨静，The Role of Phonological Working Memory in Chinese Reading 

Development: Behavioral and Fmri Evidence，人民出版社，2015 年 9 月。 

2）王瑞明、杨静、李利，第二语言学习，华东出版社，2016 年 1 月。 

3）杨静、王晓婵，《双语的心理语言学研究》简评，《现代外语》，2014

年第 2 期。 

4）王晓婵、杨静，《双语心理词库表征模型》述评，（已接收）。 

5）杨静，双语者语言控制的脑成像研究，《当代语言学》，2016 年第 4 期。 

6）郑小庆、杨静，双语词汇表征与加工的神经机制及其影响因素（修改

中）。 

7）李嘉华、郑莹、杨静，双语熟练水平对二语词汇加工中母语自动激活
程度的影响（三审）。 

8）张琦、杨静，第二语言学习的脑结构变化研究综述（修改中）。 

9）叶渐桥、杨静，汉语作为二语学习的脑机制研究进展（修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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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温宾利教授主持的‚现代汉语时间指称的句法研究‛ 

该课题进展顺利，已发表论文 6 篇： 

1）王和玉、温宾利，英语将来事态句的最简句法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5 年第 4 期。 

2）王和玉、温宾利，中动结构的句法语义研究综述，《现代外语》，2014

年第 4 期。 

3）张孝荣、何晓炜，英语疑问词不定式结构中的控制分析，《解放军外国

语学院学报》，2014 年第 4 期。 

4）陆志军、曾丹，汉语正反问句的生成句法研究，《外国语文》，2014 年

第 5 期。 

5）温宾利、王和玉，《一致关系与中心语移位》述评，《当代语言学》，2015

年第 1 期。 

6）陆志军，《俄语句法学》评介，《中国俄语教学》，2015 年第 1 期。 

7）王和玉、温宾利，评价性‘V-起来’句‛的句法推导，《外语学刊》，

2015 年第 5 期。 

8）温宾利、陆志军 , 汉语体动词的句法语义分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学报》，2017 年第 3 期。 

9）郝婷婷、温宾利参加了 2016 年 11 月 27-18 日在西安外国语大学召开的

‚第四届中国句法语义论坛‛，并作了发言。 

10）陆志军、温宾利参加了 2016 年 12 月 6-7 号在北京语言大学召开的‚制

图理论研讨会‛，并作了发言。 

11）温宾利、李俊参加了 2016 年 10 月 28-30 日在同济大学召开的‚第 16

届当代语言学国际研讨会（第五届中国句法语义论坛）‛，并宣读了论文。 

12）温宾利、郝婷婷，汉语完整体悖论成因分析，《现代外语》（已投稿）。 

13）陆志军、温宾利，基于动词语义学的汉语体动词分析《解放军外国语

学院学报》，（待刊)。 

 4．杨文慧教授主持的‚跨文化‘社会话语’的认知构建与实证研究‛ 

该课题研究进展顺利，目前课题研究已经完成以下三步： 

第一步: 社会话语的语料库建设正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完成部分语料的收

集，比如美国主流传媒中涉及‚中国‛的经济类新闻报道的语料收集；跨文化

视角下的中外对‚雾霾‛报道的话语语料收集；中外企业危机处理中的‚话语

立场‛的语料收集。 

第二步: 理清理论框架的运用和参考，涉及的理论框架有：认知框架构建、

语篇语步结构、话语立场认知分析框架模式等。 

第三步: 撰写论文和论文初稿。目前已发表论文 4 篇，待发 2 篇： 

1) YANG Wenhui & CHEN Linhan, (2015). Cultural Continuity in EFL 

Teaching in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From a Discours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Learners，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8(2): 1916-4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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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Yang, Wenhui; Liang, Qichao & Zhen, Kaiyue (2016). A Discourse Study 

of Cognitive Frame Construction of ‗China‘ in American Economic News.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5(4): 7-24. 

3) 贾云鹏，浅谈英语外来语在汉语言中的渗透和应用，《语文建设》，2016

年第 2 期。 

4）程林燕、杨文慧，中美雾霾报道的跨文语篇认知构架探析，《广东外语

外贸大学学报》，2017 年第 1 期。 

5) Learning English to Fly: A Research Report on Chinese Cargo Ailine Pilots

（待发)。 

6）Yang , Wenhui & Zhen, Kaiyue (forthcoming). ―Being Direct or Indirect?‖ 

--- Politeness, Facework and Rapport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Interpersonal 

Business Reques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待

发）  

另外，还有一部专著 A Cross-cultural Study on Business Media Discourse – 

From Cognitive Perspectives （基于认知视角下的跨文化商务传媒语篇研究）正

在撰写中。本书将于 2018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5．赵晨教授和马志刚教授主持的‚中英双语者事件结构表征及其加工机制研

究‛ 

该项目进展顺利，取得如下成果： 

1) 赵晨、葛邵玲，中国学生英语非宾格动词在线加工研究：基于用法理论
视角,《现代外语》，2017 年第 1 期。 

2) 赵晨，第二语言句法歧义句加工中的事件结构效应，（审稿中）。 

3）赵晨、钟素琳，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简单被动句理解中隐性施事的构
式来源，《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 年第 6 期。 

4）张晓鹏、董晓丽，中国学生对英语名词可数性习得研究，《外语教学与
研究》，2015 年第 2 期。 

5） 赵晨、洪艾纯，中国学生加工英语歧义性名+名组合的认知机制，《解
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5 年第 2 期。 

6） 赵晨，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名词性合成词表征及通达机制研究，《现代
外语》，2014 年第 6 期。 

7）马志刚，基于构式融合理论对汉语动结式的中介语习得研究，《汉语学
习》， 2014 年第 4 期。 

8）马志刚， 及物动词非宾格化与双宾语结构的题元更替研究，《外国语
言文学》，2014 年第 3 期。 

9）马志刚， 基于内部情态体理论对汉语动结式中复合体态义的中介语实
证研究，《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4 年第 3 期。 

10）马志刚，空主语参数特征簇的中介语变量集相关性研究，《外语教学

与研究》， 2014 年第 6 期。 

11）马志刚，论‚王冕被杀了父亲‛的合法性，《南开语言学刊》，2014 年
第 2 期。 

12）马志刚，汉语受事主语句的语法语义再分析，《华文教学与研究》，2014

年第 4 期。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10&CurRec=1&DbCode=CJFQ&dbname=CJFDTEMP&filename=FJWY201403004&urlid=&yx=
http://epub.cnki.net/KNS/old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q&TableName=cjfqbaseinfo&Field=BaseID&Value=FJWY
http://epub.cnki.net/KNS/old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q&TableName=cjfqbaseinfo&Field=BaseID&Value=FJWY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10&CurRec=2&DbCode=CJFQ&dbname=CJFDTEMP&filename=HJXY201403017&urlid=&yx=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10&CurRec=2&DbCode=CJFQ&dbname=CJFDTEMP&filename=HJXY201403017&urlid=&yx=
http://epub.cnki.net/KNS/old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q&TableName=cjfqbaseinfo&Field=BaseID&Value=HJ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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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任伟教授主持的‚英语国际化框架下的语用能力研究‛ 

该课题研究已顺利启动，课题组成员在梳理、归纳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就

各自子课题的研究问题，已完成数据采集，开始分析相关数据。同时，课题组

认真分析并相关研究并撰写论文，已有一些成果相继发表，具体如下： 

1)  Limeng Liang, Xuesong Gao. 2016. Pre-service and In-service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Knowledge about 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and Attitudes toward Students with ADH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bility,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Vol. 63, 3: 369–383. 

2）Yuying Liu, Tao Xiong, Situated 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in Chinese 

Colleges: Teacher Educatio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2016. 

3） Fang, F. 2016. Mind your local accent: Does accent training resonate to 

college students‘ English use?. Englishes in Practice, 3(1): 1-28. 

4） Fang, F. 2016. Investigating attitudes towards English accents from an 

ELF framework. The Asian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3(1): 68-80. 

5） Xiuli Ma, Xuesong Gao, 2016,Metaphors used by pre-service teachers of 

Chinese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Teaching, 1-13. 

( SSCI) 

6） Wei Ren, Helen Woodfield. 2016. Chinese females‘ date refusals in 

reality TV shows: Expressing involvement or independence? Discourse, Context & 

Media. 13: 89-97. (SSCI ) 

7） Wei Ren, Zhengrui Han. 2016. The representation of pragmatic 

knowledge in recent ELT textbooks. ELT Journal. 70(4): 424-434. (SSCI) 

8） 汪卫红、任伟，2016，英语通用语研究现状及展望，《中国外语教育》，

9(4)：27-34. CSSCI 

9） 高满满、任伟，2016，追述口头报告在二语语用研究中的应用，《山

东外语教学》，37(6): 35-42. 

10)  Jiajia Liu, Fan Fang, 2017, Perceptions, awareness and perceived effects 

of  home culture 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China. System. 67. 25-37. (SSCI) 

11) 李茨婷、任伟，第三空间理论下二语语用能力和语用选择研究（已投

稿）。 

12) Fan Fang, Wei Ren. Students’ Awareness and Reflection of Global 

Englishes. (已投稿) 

7．陈建平教授主持的‚跨文化语篇能力研究‛ 

该项目 2016 年 11 月立项，研究工作已经启动。目前已正式发表的阶段性

成果如下： 

1) 陈建平，‚中外大学机构身份话语建构比较研究‛，《中国外语》，2016

年第 4 期。 

2) 陈建平，中英美大学机构身份的话语建构策略比较，《现代外语》，201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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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韩艳梅，‚国际语言景观研究的新视野和新趋势——《语言景观中的冲

突、排他及异见》评介‛，《语言战略研究》, 2017 年第 2 卷第 3 期。  

4) 韩艳梅、陈建平，2017，‚语言景观之跨文化互文现象研究‛，《中国外

语》，稿件出版中。 

5) 陈建平、尤泽顺（专著）《社会、文化、身份与话语建构---中国社会语

言学新探索》2017，人民出版社，出版中。 

8．冉永平教授主持的‚人际语用能力研究‛ 

该项目 2016 年 11 月立项，研究工作已经启动，已取得如下成果： 

1） 冉永平、白晶，互动语境中异议标记语的人际语用取向，《山东外语

教学》，2017 年第 1 期。 

2） 杨青，多人反对的话语表现及关系管理探析，《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7 年第 1 期。 

3） 何静、薛媛，电视娱乐访谈中虚假不礼貌行为的语用研究，《浙江外

国语学院学报》，2017 年第 1 期。 

    4）冉永平、李欣芳，临床语用学视角下语用障碍的交叉研究，《外国语》，

2017 年第 2 期。 

5）冉永平、赵林森，基于人情原则的人际关系新模式：人际语用学本土

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已接受，待刊。 

6）宫丽丽，面子共建理论下潜在面子威胁行为的人际语用研究，《外语与

外语教学》，已接受，待刊。 

7）Yongping Ran & Qian Chen. 2017，Experts’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Rapport Management in the Chinese Context of the Ph.D. Oral Defenses, in 

Politeness Phenomena across Chinese Genres: A Variationist Approach. Equinox. 

出版中。 

8 ） Yongping Ran & Linsen Zhao, Building Affection-based Face: A 

Qingmian-Threat Regulation Model for Iinterpersonal Conflict Management， 国际

期刊投稿中。 

9） 冉永平，人际语用学视角下的人情原则及其关系建构，已投稿，评审

中。 

9．石定栩教授主持的‚外语能力的基础理论研究‛ 

该项目 2016 年 11 月立项，研究工作已经启动。近期成果包括： 

1） Luo Qiongpeng, Miao-Ling Hsieh and Dingxu Shi (2017)，Pre-classifier 

Adjectival Modific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a Measurement-based Analysis,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 26.1: 1–36.   

2）石定栩、孙嘉铭，客观副词与主观副词—再论‘常常’与‘往往’的区

别，《现代外语》，2017 年第 1 期。 

3) 蔡军、张庆文（通讯作者），汉语隐性事件性致使句的句法语义研究，

《现代外语》，2017 年第 3 期。 

4) 石定栩，上海话的领属标记与领属结构，邓思颖主编《汉语‚的‛的研

究》，第 188-200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http://link.springer.com/journal/10831
http://link.springer.com/journal/1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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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术讲座 

1．黄衍教授谈新格赖斯语用学与涉己信念归属 

2017 年 4 月 17 日下午，国际知名语用学家、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语言学教

授黄衍应我中心邀请，在我校 MBA 中心丝纺讲堂做了题为‚涉己态度/信念归

属问题与新格赖斯语用学：西非语言中的视点内指词语和东亚、南亚以及东南

亚语言中的长距离反身代词‛(Marking of De Se Attribution and Neo-Gricean 

Pragmatics: Logophoric Expressions in West African Languages and 

Long-DistanceRelexives in East,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的学术讲

座。我中心专职研究员石定栩教授、冉永平教授、徐海教授、任伟教授，兼职

研究员霍永寿教授、魏在江教授以及众多校内外师生和访问学者前来参加了此

次讲座。该讲座由我中心兼职研究员、英文学院副院长冯光武教授主持。       

讲座开始，黄教授举例说明了涉己(de se)与涉物(de re)这两个语言哲学概念

的区别。接下来，黄教授试图考察言语主体如何从第三人称角度来表达涉己信

念(de re belief)，并简述了 Castañeda 对自我知识的归属的研究成果。黄教授提

到，Castañeda 创造出一类他称之为类指示语 (quasi-indicator)的代词，即

he*/she*/it*，并表示这是唯一能从第三人称视角标记或表达涉己信念的指示

语。然而，黄教授指明，他还观察到埃维语(Ewe)等西非语言中的视点内指词

语(logophiric expression)和汉语等东亚、南亚以及东南亚语言中的长距离反身代

词，这些语言表现都属于 Castañeda 所定义的类指示语。最后，黄教授从新格

赖斯回指语用理论角度对这些语言现象进行了更进一步的阐释。       

报告结束后，多名师生积极参与讨论，黄衍教授细致地解答了在场师生们

的疑惑，并就涉己信念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本场讲座前后历时两个小时，黄教

授深刻的学术见解使得大家受益良多，幽默风趣的语言让现场师生笑声不断，

而其独特的性格魅力更是让大家印象深刻。 

2．钱冠连教授：量子力学将改造西方哲学 

2017 年 4 月 20 日 下午，著名语言学家、我中心资深研究员钱冠连教授

应邀在我中心演示厅做了题为‚量子力学将改造西方哲学‛的精彩讲座。讲座

由我中心副主任徐海教授主持，来自校内外的众多师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钱冠连教授结合著名科学家朱清时院士近期关于‚量子意识‛的思想，阐

述了量子力学理论对西方传统哲学根基的冲击与挑战。首先，他为大家梳理了

诸如 to be、to exist、entity 等西方哲学的一批关键词，指出西方哲学过于强调

世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从而忽视了在关于世界的理解中人的

主观意识的参与作用。接下来，他通过对‚态叠加原理和坍缩‛、‚薛定谔的猫‛、

‚量子纠缠‛三种诡异现象的分析，指出了量子力学对西方哲学传统观念的冲

击和颠覆。例如，量子理论的经典实验‚薛定谔的猫‛表明：既死又活的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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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只有当人有意识地观测时，才能得出猫是死的或者活的确定态。钱教授由

此认为，一个对象具有两种叠加状态的现象动摇了西方哲学中描述的个体、真

值和同一等基础概念。    

随后，钱教授以中国禅宗和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为例，发现中国哲学与量子

力学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在王阳明‚对境无心，看花不是花‛的基础上，他引

申出‚寂状态‛与‚明状态‛两个重要概念，前者类似于量子力学的‚叠加态‛，

后者可比之于‚坍缩态‛。此外，人对花的意识还可以坍缩到‚玫瑰花‛的概

念上，因此，语言使客观世界出场，形成‚人意识发动—测量—念头—概念—

客观世界‛这一连续体。最后，钱教授指出每一门科学体系的术语的价值在于

让我们观察的对象、事态或可能世界得以清晰和确定，被术语描述过的世界就

不再客观了。总之，他的讲座揭示了量子力学对西哲改造的两点重要启示：一

是人类的主观意识是客观世界的基础；二是从不确定到确定的转变一定需要人

的意识的参与。    

整场讲座持续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在座师生对钱教授的研究表现出极大的

兴趣,从多个角度踊跃提问,钱教授逐一耐心解答,使大家受益匪浅。 

 3．Brian MacWhinney 教授谈多维度的二语习得研究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心理、现代语言及语言技术研究所教授 Brian 

MacWhinney 受邀于 2017 年 5 月 5 日晚做关于多维度二语习得研究的讲座。

MacWhinney 教授是母语及二语习得、心理语言学及神经语言学领域的领军研

究者之一，在国际同行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讲座由双语认知与发展实验室的董

燕萍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MacWhinney 教授便高屋建瓴地指出二语习得研究同时需要理

论及方法论两个维度。理论上来说，他从涌现主义的观点来探索语言研究问题。

涌现主义发源于达尔文进化论中的涌现观、竞争观及选择观。就其本质而言，

语言呈现多维度结构，它包含具有分层机构的不同子系统，如听说、词汇、句

法、心理模型及语篇。从时间维度(time frame)上看，我们可以从加工、固化、

社会传播及基因传播几个角度研究语言。MacWhinney 教授通过水分子的化学

反应式及蛋白质折叠的四级结构生动地解释了‚涌现‛这一概念。在这些过程

中，结构从不同层次中生成，同时这些生成受到生物学上的限制。由于竞争，

不同的时间维度会同时影响实际的语言交流过程。MacWhinney 教授因而指出

研究者必须结合不同的时间维度以获取实时的语言信息。传统的基于课堂的研

究法及实验法缺乏稳定性及真实性，因而他通过融合语料库分析及网络实验的

优势，开发了一套基于网络的二语研究系统——TalkBank。在讲座的后半部分，

MacWhinney教授向我们演示了 TalkBank的几个主要组成部分，包括认知测试、

练习指导者、概念指导者、带文字视频、基于语料库的学习以及现实场景中的

语言学习。 

MacWhinney 教授的讲座逻辑严谨、语言生动幽默，既扩展了大家的理论

视野，同时简要介绍了二语习得研究的强大工具‚TalkBank‛。讲座后他与观

众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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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rian MacWhinney 教授做关于二语学习的限制因素的主旨发言 

5 月 6 日上午，著名认知心理学家 Brian MacWhinney 教授受邀在 2017 年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国际博士生论坛上做主旨发言，讲座题为‚成功的二

语学习中的（生物性？）限制因素‛。论坛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

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主办，双语认知与发展实验室主任董燕萍教授主持了讲

座。  

MacWhinney 教授首先指出语言习得关键期产生的机制是《科学》杂志所

评出的 125 个重大科学问题之一。同时，大部分研究者已经接受了关键期假说

这一理论，似乎语言习得关键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然而，MacWhinney

教授认为该研究话题未有定论，仍需要进一步探讨。具体说来，有以下五个方

面的原因：1）成人同样能完全地习得第二语言；2）在语言学习的曲线中，并

不存在突然的下降现象；3）儿童可能完全丢失母语技能；4）成人在长时间未

使用的情况下，仍然能保持母语技能；5）最为重要的是，研究者尚未发现关

键期假说的机制。迄今为止，研究者已经从不同的理论出发来探索这一话题，

包括 Chomsky 的普遍语法、Lennegerg 关于大脑偏侧化及髓鞘化的理论、Pinker

关于新陈代谢能力下降的观点、Ullman 的自动化散失观等。MacWhinney 教授

一一指出了这些理论在解释关键期假说时的不足之处，从而引入了他提出的关

于语言学习的统一竞争模型。该模型吸收了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是一个具有多

层结构及时间维度的动态系统理论。具体来说，统一竞争模型描述了母语及二

语习得过程中的风险及支持因素。这些风险包括凝固、迁移、过度分析及（社

会）隔离，相应的支持因素有共鸣、分离、程序化及参与。综合考虑所有这些

因素，他总结道：1）二语习得与母语习得的进程相似，但拥有不同的布局细

节；2）年龄效应在本质上是动态的、涌现的；3）有些语言层面对于年龄敏感

（如发音），有些不敏感（如句法、词汇）。  

MacWhinney 教授的主旨发言充满了洞见及幽默的语言，给听众很大的启

发。讲座后，他回答了听众的相关提问。 

5．陆镜光教授谈话语、思维与行事的统一 

2017 年 5 月 6 日上午，在 2017 年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生论坛上，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陆镜光教授在第七教学楼水上报告厅做了题为‚话语，思
维与行事：一种对语言和交流的统一研究方式‛（Talking, Thinking and Doing 

Things: A Unifie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的主旨
报告。讲座由我中心副主任徐海教授主持。 

报告概述了 Hayakawa, Sapir, Whorf, Austin,Wittgenstein, Wertsch, Sacks 

和 Schegloff 等人对话语、思维与行事之间紧密联系的种种认识。接下来，陆
教授提出三者作为统一体，可以在统一的框架，即话语研究，下进行研究。陆

教授强调，话语研究的语料收集需要在严格的准则下进行。他展示了一些在这
种要求下收集到的语料，并仔细分析了话语中语词的选择，句法结构、韵律、
音调、手势、眼神，身体动作及整体场景。通过这些分析，陆教授总结出，话
语体现思维，话语也起到形象管理（image-management）的作用。同时，他也
提到。语言复杂的本质使得语言使用者甚至缺乏一些最基础的共同假设；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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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细心的话，语言的种种细节会从我们的脚下滑走。最后，在问答环节，

陆教授对思维本质与话语研究的方法论做了更多的阐述。 

6．吴芙芸：汉语话题结构的加工研究 

2017 年 5 月 7 日上午，上海交通大学吴芙芸教授应邀在我中心主办的 2017

年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国际博士生论坛上做了题为‚汉语话题结构的加
工‛的主旨发言。 

讲座开始，吴教授用例子对比说明英语是主语显著性语言而汉语是话题显
著性语言，引出了话题结构研究中关于话题是基础生成还是移位生成的争议。
吴教授指出已有研究之所以存在不一致的结果，可能跟实验材料的结构复杂度
有关，并对话题结构在语言中所占的比例及相应的语法地位进行了说明。  

随后，吴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研究问题，包括句首的名词短语应该被解读为
主语还是话题，句首的名词短语是否会增加加工负担以及句法结构的复杂度是
否会影响话题结构的加工等。基于研究问题，吴教授阐释了研究的理论框架：
基于记忆（Memory-based approaches）和基于经验（Experience-based approaches）
的句子加工模型。进一步明确了研究的目的是对预测进行检验、对理论争议提
供实证结果支撑。吴教授采用了自控步阅读范式（self-paced reading paradigm）
和补全句子任务（sentence-completion task），并通过控制句型结构，在主句和
关系从句中研究话题结构和主谓宾结构。吴教授详细介绍了其研究方法、步骤、
结果分析及相应的启示。讲座结束后，多名师生积极参与提问互动，进一步就
实验操作及结果分析等展开了讨论。  

7．刘建达教授谈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 

2017 年 5 月 7 日，刘建达教授在博士生论坛上做了关于中国英语能力等级

量表的主旨发言，介绍了量表的研发背景、理论框架、研发过程和分级验证。  

2014 年 9 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

指出，加强外语能力测评体系建设。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将为英语学习、英

语教学和英语测试提供参照标准，实现车同轨、量同衡。量表将以交际语言能

力模型为基础，基于运用的方法（use-oriented）对语言能力进行科学的描述或

评价。量表将英语能力分为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并将笔译和口译能力纳入框

架中。量表采用‚能做‛描述来描述各级别的语言能力，收集描述语后录入专

门平台，通过专家判断、教师判断等对描述语进行分级、验证和改写。中国英

语能力等级量表的编制注重准确性、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预计 2017

年底公布。 

8．Marjolijn Verspoor 教授谈‚用动态系统研究方法追踪二语习得进程‛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英语系主任 Marjolijn Verspoor 教授应本中心及双语认

知与发展实验室邀请，于 2017 年 5 月 22 日下午在八教 306 教室做题为‚用动

态系统研究方法追踪二语习得进程‛的讲座。讲座由双语认知与发展实验室主

任董燕萍教授主持。 

  讲座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为 Verspoor 教授研究的理论基础及成

果；第二部分为关于动态系统理论技术操作的小型‚工作坊‛。讲座伊始，

Verspoor 教授通过一张图展示了动态系统的运行方式及其中几个重要概念，包

括复杂的适应性行为、涌现、正（负）反馈及自组织的局部关系。具体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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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系统可分为宏观、中型及微观三个子系统。接着，Verspoor 教授通过一段

TED 视频片段向我们展示了婴儿学会‚水‛（water）这个英文单词的发音的不

同阶段：从类似于‚嘎嘎‛的无意义发音，到几个月后终于能够较为正确地发

出‚水‛（water）这个读音。由此，Verspoor 教授指出了在二语能力发展中几

个动态性准则：1）初始条件，对应母语习得中的天分及年龄，语言器官在学

习语言最初阶段的缺陷必然对后面的语言发展产生重要影响；2）迭代，在语

言用法的重复中体现；3）多变性，显示于应用语言学中的‚U‛型行为；3）

自组织，具体体现在语言的变化中；4）涌现，在一段时间后，会自发地产生

新的形式/用法；5）阶段转换，语言学习中存在着不同阶段，如在母语习得中

有词汇暴增时期；6）变异，在语言学习路径中体现；7）协作，通过自动化体

现；8）吸引状态，一定时期后，学习者的句法及词汇趋于稳定。随后，Verspoor

教授具体通过她的几个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动态分析方法的具体步骤，并得出结

论：二语的发展过程是非线性的，具有多变性及变异；基于应用的动态系统认

为群体研究及个案研究之间的结论无法直接转换，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工作坊‛部分，Verspoor 教授通过 Excel 表格向观众具体演示了动态

分析方法中的蒙特卡洛（Monte Carlo）分析。在操作的同时，Verspoor 教授解

释了这背后的研究思路。很多听众首次接触这一分析方法，都表示了浓厚的兴

趣，Verspoor 教授也一一回答了他们的提问。讲座结束时，听众们对 Verspoor

的细心讲解及方法应用创新报以热烈的掌声。 

9．Istvan Kecskes 教授：交互文化交际是否改变我们对语言的理解？ 

2017 年 6 月 9 日（星期五）上午 10:00，来自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 Istvan 

Kecskes 教授在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中心做了题目为‚交叉文化交际是否
改变我们对语言的理解？‛的公开讲座。讲座由我中心专职研究员冉永平教授
主持，专职研究员陈建平、任伟，兼职研究员魏在江、霍永寿等教授参与了该
讲座和互动讨论。     

本次讲座是 6 月 8 日晚座谈的一个延续，Kecskes 教授对语用学研究的主
要问题，即语言的蓄意创造性，作出了更加详细的解释。通过语料呈现，他介
绍了以往语言学中很难解释、在交互文化中出现的交际问题，并从四个方面论
证了交互文化交际改变了我们对语言的理解。首先，Kecskes 教授对语言进行
了界定；然后，解释了语言的界定与英语在交互文化中使用的关系；随后，介
绍了语言创造性在交互文化交际中的体现，最后讨论了语境在交叉文化中的作
用。     

Kecskes 教授认为，交互文化交际中缺少核心共知（core common ground）
和集体突显（collective salience）。这些需要在动态的交际过程中共建，因此研
究的重点应体现自我中心性，这会改变我们对语言创造性的认知，改变我们对
语境角色的理解。对语言创造型的研究应该包含预制单元（prefabricated units）
的使用，不但要关注交际中体现的非预制的、非规约的语言使用，也要关注预
制的、规约的语言使用，因为语言的创造使用包括对程式语言（creating 

formulas）的创造运用。语境具有选择性，也具有建构性，而意义是前经验和
当前经验交互作用的结果。  

Kecskes 教授回答了听众的提问，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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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黄建华教授谈面向用户的《汉法大词典》编纂 

   2017 年 6 月 10 日上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黄建华教授应邀在我中心主办

的 2017 年亚洲辞书学会第十一届国际大会上做了题为‚《汉法大词典》用户友

好编纂‛的主旨发言。 

黄教授首先介绍了《汉法大词典》的编纂背景，指出依照传统词典学的理

论原则，词典必须归属于一种类型，以满足特定读者的需求。但具体到《汉法

大词典》的编纂，用户人数的局限使得出版商和编者不得不充分考虑市场需求，

放弃追求词典类型的纯粹性。因此，《汉法大词典》从一开始的编纂原则便是

追求功能的多样化。 

随后，黄教授分别从满足汉语使用者需求、法语使用者需求及汉语使用者

和法语使用者共同需求三个角度详细介绍了《汉法大词典》区别于其他词典的

独特面向用户的词典特征。为了更好地满足汉语使用者的需求，《汉法大词典》

做到了以下几点。第一，广泛收词，不仅收录常见的汉语词汇，还添加了精选

出的 3000 余条汉语新词汇。此外，还收录了涉及 40 几个学科的专门词汇，均

有相关专家把关，保证了其科学性和准确性。汉语习语、简略语等在词典中也

有大量收录。第二，提供常用的法语对等词。《汉法大词典》为汉语词汇提供

的法语对等词多为常见词，基本控制在《小拉鲁斯词典》和《现代法语词典》

的范围内，尽量避免生僻词、过时词。第三，为法语对等词提供有用的语法信

息，如名词的阴阳性、及物性等，有助于用户产出标准、地道的法语。第四，

提供法语对等词的语体信息，为中国法语学习者提供便利。在满足法语母语的

汉语学习者的需求方面，黄教授称，《汉法大词典》提供了大量有关汉字字形、

汉语区域变体、汉语量词、汉语灵活性方面的信息，有利于用户更为高效地掌

握汉语、了解汉语文化。 

黄教授指出，《汉法大词典》的设计特征同时考虑到汉语母语者和法语母

语者两大类用户。例如，在例证中进行词性标注，搭建动态的术语语义网络，

提供动态对等词等。 

黄教授总结道，《汉法大词典》与同类产品相比，有一些重要的独创之处。

但他同时称，与语言一样，词典本身也是不断进化的，是无限接近但永远不可

能达到完美的产品。《汉法大词典》也不例外，仍然有提高的空间，将在以后

的版本中进一步完善。 

黄教授的精彩发言在与会人员中引起了热烈反响。许多与会人员认为，《汉

法大词典》在满足用户需求方面的多种创新，如给对等词标注词类、语域、同

义词辨析等，不仅在之前汉法词典的编纂中没有出现过，也可以给汉英词典的

编纂提供一定的启示。 

发言结束后，来自多个国家的学者用法语、英语、汉语积极发问，黄教授

给予耐心回应，与会人员进一步就《汉法大词典》的设计特征和用户使用需求

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1．Julia Miller 教授展望词典学与短语学交汇研究 

2017 年 6 月 10 日上午，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 Julia Miller 教授应邀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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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主办的 2017 年亚洲辞书协会第十一届国际大会做了题为‚词典学与短语学

交汇点在哪？‛的主旨发言。复旦大学高永伟教授主持了演讲。  

Miller 教授首先用‚非诚勿扰‛、‚慷慨‛和‚融洽‛等英汉表达说明习语
在跨文化跨语言对比中的普遍性，并让在座师生思考六大英语学习词典中的例
证是否有助于识别习语，从而引出词典学与短语学交汇主题。  

随后，Miller 教授介绍了搭配和习语的定义，并从习语长度、惯用性、习
语频率与使用、习语词汇和句法结构的固定性以及习语结构空缺成分的开放性
等五个方面说明习语的特点。同时，就普遍认可的习语很少使用于学术口语和
学术书面语的观点，Miller 教授提出了质疑。通过 ring a bell, in the pipeline, sit on 

the fence 和 out of the blue 四个习语在英国学术英语口语语料库、美国密歇根学
术英语口语语料库和施普林格范例语料库的初步调查结果，Miller 教授说明习
语在学术英语口笔语中的重要性。  

Miller 教授还指出英语非本族语学习者在英语习语学习中存在着诸多问
题，包括 1) 不同程度上误解习语的核心意义； 2）不能理解习语的比喻义；3）

对习语的过度使用或使用不足；4）对非固定式习语的理解困难； 5）对习语
在句中具体位置的判断困难。Miller 教授从词典学的电子化和数字化革新、语
料库词典学、双语词典学、教学词典学、专科词典学、词典使用、词典与文化、
词典语篇、新词与词典学和术语学与词典学十个方面分别说明词典学如何促进
发展短语学，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Miller 教授最后耐心回答了听众关于习语语料来源、中介语中如何发现习
语、如何呈现习语给二语学习者等问题。 整场演讲为词典学与短语学的交叉
研究提供了多个视角，使听众受益良多。 

12．Michael Rundell 博士谈意义扩展单位的语料库检索及其在词典中的
表征 

2017 年 6 月 11 日上午，Michael Rundell 博士应邀在我中心主办的 2017 年

亚洲辞书学会第十一届国际大会上做了题为‚意义扩展单位的语料库检索及其
在词典中的表征‛的主旨发言。Rundell 博士是著名词典学家和语料库语言学
家，自 1980 年开始从事词典编纂，曾主持过朗文词典（1984-1997）、麦克米伦
词典（1997 年至今）等的编纂工作。  

Rundell 博士首先指出，近 30 年来语料库语言学研究发现：语义由语境建
构，语境决定语言单位的组合。这一发现有别于以往认为单个词汇是意义载体
的观点。语言的复现和规律性是语言系统的基本特征。以上发现不仅加深了我
们对语言运作机制的理解，而且对词典条目的内容编排有指导意义，比如改进
词义辨析和对短语和搭配的重视。Rundell 认为，相比语法和单词，短语更加
是英语学习中的障碍。随着大型语料库和检索工具的出现，语料库语言学能大
大促进词典描述的优化，为词典用户提供更好的信息，而短语就是其中的重要
内容。  

随后，Rundell 博士从语料库研究成果如何用于词典编纂进行了详细的讲
解。 Sinclair 和其他语料库语言学家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 Firth 等学者提出的
‚语词组合决定词义‛的观点。在介绍 Sinclair 等人语料库研究提出的习语原
则基础上，他认为语料库语言学的发现对词典意义是一种颠覆。接着以英语短
语‚sink in‛为例，向与会者展示了如何通过 sketch engine 语料库检索工具考
察目标词的类联接、主语类别、扩展过程等组合用法特征。他指出，对 sink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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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词或短语的考察发现符合 Sinclair 的习语原则。  

最后，Rundell 博士展望了语料库检索软件在词典编纂中的应用前景。针
对当前词典对语料库研究成果运用的情况，他建议将意义扩展单位放入主词
条，并在收录前详细考察其用法和分类。他总结道，虽然将意义扩展单位放入
词典势必会增加词典的容量，但随着电子词典相对纸质词典对词典空间的解
放，容量已经不是问题。  

Rundell 博士的精彩发言在与会人员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发言结束后，来
自不同国家的学者积极发问，Rundell 博士给予详细回答，与会人员进一步就
意义扩展单位的识别和意义扩展单位如何在词典中处理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3．Andrea Abel 教授谈数字化时代的词典学与用户参与 

2017 年 6 月 12 日上午，来自意大利博尔扎诺欧洲学院的 Andrea Abel 教授
应邀在我中心主办的 2017 年亚洲辞书学会第十一届国际大会上做了题为‚数
字化时代的词典学与用户参与‛的主旨发言。Abel 教授现任欧洲辞书学会会长。  

演讲开始， Abel 教授首先指出：用户参与词典编纂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可追溯到 19 世纪《牛津英语词典》(OED)第一版的编纂。现如今网络词典编纂
的每一步都越来越依赖用户和便于用户参与的方法，包括用户反馈、纠错、编

写新词条以及用户参与讨论词典中没有明确给出的但与某种语言或学科相关
的议题。词典出版商与用户之间交流与合作越来越便利，这不仅有助于词典与
时俱进并保持高质量，而且可促使词典内容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方便用户使
用。  

在综述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 Abel 教授指出，词典用户参与研究方
面的术语多样，尚未统一，用户参与尚缺乏全面系统的分类。因此，词典用户
参与研究是元词典学研究的新领域。在分析现有网络词典实例的基础之上，
Abel 教授提出了词典用户参与的分类框架，将词典用户参与分为三类：（1）用
户直接参与；（2）用户间接参与；（3）用户附带参与。用户直接参与指的是用

户以协作的方式完全或部分参与词条内容的编纂，可分为公开协作、机构性协
作和半协作三种形式，包括对词条内容的增补、修订、删除等。用户间接参与
主要指词典用户给出明示或暗示的反馈，包括建议、纠错、材料补充、评价等。
用户附带参与是指词典编者与用户之间以及用户与用户之间的相互交流，包括
博客、时事通讯、社交网络、语言游戏、专业语言服务以及单向和双向的交流
等。此外，Abel 教授详细阐述了这三种用户参与各自涉及的用户参与动机、出
版商动机、产品质量以及授权等问题。最后，她总结了这三种用户参与各自的
优势与不足，并特别强调用户参与研究应被看作是元词典学的新领域，本文所
提出的分类框架可用于系统描述词典和探索词典用户参与。  

Abel 教授给我们提出了词典学研究的新视角，她的精彩发言在与会人员中
引起了热烈反响。发言结束后，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积极发问，Abel 教授一一
给予了详细回答，与会人员进一步就网络词典与用户参与词典编纂这一话题展

开了激烈的讨论。 

14．云山学者李少锋博士谈元分析 

2017 年 6 月 13 日下午，我校‚云山学者‛、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李少锋博士
应邀在我中心演示厅举办了一场题为‚An Introduction toMeta-Analysis‛的学术
讲座。讲座由我中心专职研究员任伟教授主持，吸引了来自我中心和英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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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师生参加，反响热烈。      

李少锋博士立足于应用语言学研究领域，详细介绍了如何利用元分析对现
有实证研究文献再统计，从而揭示干预手段的累积效应或变量间的真实关系。
李少锋博士从元分析的定义入手，追述了元分析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介绍了元
分析研究的作用和基本步骤。李少峰博士接着重点阐释了应用语言学领域元分
析研究的 5 个步骤。第一个步骤，锁定研究范畴和研究问题，提出相关构念的
理论定义和操作化定义。第二个步骤，文献检索现有实证研究，主要方法包括
数据库检索、浏览书籍、咨询专家和文献追溯。第三个步骤，确定标准，筛选
实证研究，找出作为研究对象的相关实证研究，即源研究。这些标准具体涉及
受试类别、研究设计、测量手段、产出语言类型和文献来源。第四个步骤，对
源研究中的效应量进行编码和分析。最后，汇报研究结果并展开讨论，该部分
遵循实证研究写作范式，包括引言部分、方法介绍、结果呈现、分析讨论。最
后李少峰博士指出，元分析作为一种数据统计方法存在一定缺陷，研究者应尽
最大可能保证研究的严谨性和可靠性。 

讲座持续了两个小时，广大师生积极参与，踊跃提问，李少锋博士均一一
回答，进一步深化了大家对元分析研究的认识。 

15．云山学者李少锋博士举办元分析工作坊 

2017 年 6 月 14 日下午，我校‚云山学者‛、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李少锋博士
应邀在我中心演示厅举办了一场题为‚How to Do Meta-Analysis‛工作坊。工
作坊由我中心专职研究员任伟教授主持，吸引了来自我中心和英文学院的师生
参加，反响热烈。    

李少锋博士基于 6 月 13 日下午的元分析学术讲座，指导各位参与者下载
元分析软件 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CMA），体验了元分析研究的全过
程。李少锋博士首先介绍了元分析研究的准备工作，包括 5 个步骤：打开 CMA

启动空白电子表格、点击‚插入‛栏‚Column for‛输入所需项目、选择数据

类型、确定研究组别信息、命名各组名称。李少锋博士接着演示了元分析数据
编码过程，即输入源研究中的研究结果数据，利用 CMA 对效应量进行再统计。
李少锋博士以二语习得领域的纠正性反馈研究为例，阐释了具体编码的过程和
数据背后的意义。最后李少锋博士详细解释了元分析的数据分析方法，包括整
体效应分析，各分组间比较和协同变量分析三个方面。李少锋博士用这三种方
法分别对纠正性反馈源研究数据进行了分析，指出分析结果该如何阐释及具体
的意义。 

工作坊持续了两个小时，广大师生积极参与，均携带个人电脑，跟着李少
锋博士体验了一次元分析研究，就元分析的数据筛选和分析方法方面踊跃提
问，李少锋博士均一一回答，进一步深化了大家对元分析研究的认识。 

16．Lambert 博士谈友谊重定义、道德再思考 

2017 年 6 月 15 日上午，纽约城市大学 Andrew Lambert 博士应邀在我中心
演示厅举办了一场题为‚Reconceptualising Friendship, Rethinking Morality‛的
学术讲座。讲座由我中心副主任徐海教授主持。 

Lambert 博士首先指出有关友情的三个指导性研究问题：‚什么是友情？‛
‚友情和道德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友情和道德之间是否存在冲突？‛在
寻求答案的过程中，学者们发现公正性（impartial standpoint）与亲密友谊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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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存在矛盾的。 

为厘清这一情形并解决这一矛盾，Lambert 博士引用了儒学中道德与友情
的相关论述，认为‚和‛为道德行为之准则。基于此，Lambert 博士提出，人
们为实现‚和‛这一目标而做出某种行为，即使有失公允，也在友情范畴内，
称为‚事件友情‛（event friendship）。事件友情从情感经验出发，有其认知基
础，以‚乐‛（delight）为目标，作为某种道德行为存在。Lambert 博士认为这
一观点为友情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缓和了公正性与亲密友情两者之间的矛
盾。 

在随后的互动环节中，Lambert 博士与与会人员就友情的分类问题进行了
深入探讨，深化了大家对友情的哲学认识。 

17．郑东萍副教授谈从语言学习者到跨文化场所体验者 

2017 年 6 月 15 日上午，美国夏威夷大学郑东萍博士应邀在我中心演示厅
举办了一场题为‚Knowing as Coordination and Friending: From Language 

Learner’s Identity to Cross-cultural Becomings‛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我中心专
职研究员徐海教授主持。 

郑东萍博士首先回顾了主流语言学研究中所关注的对象，如输入与输出，

认知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等，同时在总结对话性（dialogicality）相关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提出生态心理学这一概念。郑东萍博士认为，语言学习源于体验，在
体验过程中，学习者身份与认知在不断变化。通过结合 Ames 和 Hall 的关联宇
宙论，以及 Ames 的儒家道德观，郑东萍博士将学习者身份由语言学习者转变
为跨文化场所体验者，认为行动、事件创造性地将所有人和所有形势特点在经
历中得到协调。为验证这一观点，郑东萍教授通过观察学习者完成一系列无限
游戏发现，学习者经历了探索－了解－自我分析－提出建议四个阶段。在体验
过程中，他们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在不断调整，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将自身融
于环境中（ecologically situated）。郑东萍博士进一步强调，人们在体验的过程

中不仅调整自身以适应环境，这种调整也同时改变着周围环境，这一观点与中
国儒家思想不谋而合。 

在与与会人员互动中，郑东萍博士用中国对‚气‛的感知进一步深化了大
家对生态心理学的相关认识，也为大家对语言学习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18．刘海涛教授谈语言定律与语言系统 

2017 年 6 月 22 日上午，我校‚云山领军学者‛刘海涛教授在我中心演示

厅举办了一场题为‚语言定律与语言系统‛的学术讲座。中心专兼职研究员王

初明教授、徐海教授、杨静教授、任伟教授，彭宣维教授、魏在江教授等参加

了讲座。讲座由我中心副主任徐海教授主持。讲座还吸引了来自广西师范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等其它一些本地和外地高校的师生前来交流。 

讲座开始，刘教授生动幽默地讲解了具体研究如何可以上升到定律。他以

‚苹果砸到了牛顿头上‛从而牛顿推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为例，分析了‚万

有引力定律‛的伟大和简洁。在万有引力定律中苹果不见了，而引入了‚量‛

的概念与测度，这是一个逐步抽象的过程。 

刘教授进而问到，如果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结构与演化规律的科学，我们能

否从语言材料中，发现类似万有引力定律这种形式的语言定律呢？答案是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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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刘教授首先介绍了 Behaghel 定律，这一定律描述了词和短语在句中的位置

分布原则。对这一定律的语言学解释就是这种成分位置分布规律可以保证重要

的信息最终能够停留在听者的脑海里，以达到有效交流信息的目的。接下来，

刘教授介绍了计量语言学中最重要的定律——Zipf 定律，这一定律描述了定量

文本中词频分布和词频序号之间的幂律关系，又被称为‚长尾定律‛。这一定

律在各个学科，包括语言学的很多分支中都有广泛的应用。对于语言类型研究

来说，这一幂律函数的指数 α值可以作为划分语言类别的一种有效参数。另

外，这一参数在儿童语言发展的不同阶段也表现出了不同的变化趋势，因此也

可以在语言习得研究中进行一些尝试。 

然而为什么 α可以划分语言类别呢？这又要引入 h 点这一指标概念，因

为α的数值大小跟这一点直接相关。h 点是指 zipf 曲线上 x 轴和 y 轴相等的那

个点，这个点的特殊性在于，在这个点上（前）面的词大部分是虚词，而在其

下（后）的词大部分是实词，而实虚词的比例又是判别语言类别尤其是区分屈

折语与孤立语的一种重要表现特征。但是，由于 α点会受到文本大小 N 的影

响，因此学界一般使用将文本大小 N 除以 h2 而获得的 a 指标来代替。除了分

布定律之外，刘教授又介绍了计量语言学中另外两个代表性定律：语言单位（长

度）层级定律Menzerath-Altmann定律和语言演化定律Piotrowski-Altamnn定律，

它们都是函数定律。 

定律的发现有助于更精确地理解语言的结构和语言的演化，有益于提升语

言研究的精确性和科学性，可以弥补传统方式的不足。但是，为对语言做一个

全面的描述、解释以及预测，就需要将这些定律结合在一起，概括成更高层面

的原则，形成一个基于普适定律的语言系统或理论架构。基于协同语言学模型，

尤其是词汇协同模型，刘教授以‚词长、词频、多义度、多文度‛以及‚价‛

之间的协同关系定律/假设为切入点介绍了如何将一些普适语言定律整合为系

统性的语言学理论或框架，尤其是对语言系统的序参数即‚词长、词频‛这些

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例如‚编码负担最小化‛‚解码负担最小化‛等进行

了较为详细的讲解，它们都是 Zipf‚省力原则‛的细化。接着，刘教授提出‚语

言是由人驱动的复杂适应系统‛的观点。 

期间，在介绍计量语言学指标 h 点时，刘教授讲解到这一指标其实来自计

量文献学，是用来对学者个人学术贡献和影响进行有效评价的指标。而对于期

刊，影响因子是评价现代期刊的一种重要指标。他以自己团队最近发表在

Physics of Life Reviews上的‚Dependency distance: a new perspective on syntactic 

patterns in natural languages‛的文章为例，介绍了影响因子的重要作用，这一

期刊的影响因子高达 13.84，可能是迄今为止我校所发表的影响因子最高的论

文。 

本场讲座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引起了在场师生的热烈反响，王初明教授、

魏在江教授、彭宣维教授等就语言研究的科学化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

论。最后，刘教授总结，用科学计量等实证方法研究语言是语言研究科学化的

一个必经之路，并建议对讲座方法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关注近期即将由商务印书

馆出版的语言学教材《计量语言学导论》，鼓励大家‚进来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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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研成果 

1．Li Xia & Liu Jianda，Automatic Essay Scoring Based on Coh-Metrix 

Feature Selection for Chinese English Learners. In Wu TT., Gennari R., Huang YM., 

Xie H., Cao Y. (eds.) Emerging Technologies for Education. SETE 2016.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vol. 10108，Springer, Cham. 

2．于浩鹏、何晓炜、王海燕, 普通话特殊型语言障碍儿童关系从句产出
研究，《现代外语》，2017 年第 4 期。 

3．陆志军、 何晓炜，Chomsky 标符理论及其原则解释力分析，《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7 年第 2 期。 

4．彭宣维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学理及发展走向，《中国外语》，2017 年
第 1 期。 

5．范劲松、 任伟，结构方程模型在我国外语界的应用，《现代外语》，

2017 年第 3 期。 

6．蔡军、张庆文，汉语隐性事件性致使句的句法语义研究 ，《现代外语》，
2017 年第 3 期。 

7．曾利沙， 论翻译学理论研究范畴体系的拓展——兼论传统译学理论
的继承与发展，《中国外语》， 2017 年第 1 期。 

8．刘建达、 彭川，构建科学的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外语界》，2017

年第 2 期。 

9．彭宣维、段成，国际本土化在中国——第十六届中国系统功能语言学
学术活动周特色综述，《外语学刊》， 2017 年第 3 期。 

10．王俊超、邓薇、曾利沙，语境参数视角下商务新奇隐喻汉译新探索—
—兼论隐喻解析过程的理据性及建构性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7 年第
1 期。 

11．马志刚、王家明，英语学习型单解词典中功能词项的配例择选和用法
辨析研究——以《剑桥高阶英语学习者词典》(第 4 版)中不定式标记 to 的词条
编纂为例，《外语与翻译》，2017 年第 1 期。 

12．徐鹰、曾用强，中国英语学习者朗读语音特征和分数预测模型研究，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7 年第 2 期。 

13．魏在江，汉语体词谓语句的语法转喻探索，《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17 年第 4 期。 

14．马志刚、王家明，汉语处置义‚把‛字句中的谓词形式及其宾语有定
性的句法语义分析，《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7 年第 2 期。 

15．欧阳护华、陈慕侨, 工夫茶‚礼‛及传承:实践共同体的视角，《广西
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年第 2 期。 

16．程林燕、杨文慧，中美雾霾报道的跨文化语篇认知构架探析，《广东

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7 年第 1 期。 

17．严修鸿、侯小英，梅州九种美味的粄，《客家文博》，2017 年第 1 期。 

18．严修鸿，新加坡的客家人及客家话，《客家文博》， 201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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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术交流 

1．我中心语言障碍研究团队参加‚言语-语言障碍评估与康复研讨会‛ 

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主办、天津师范大学协办的‚言语-语言障碍评估与康

复研讨会‛（Workshop on Speech-Language Assessment & Rehabilitation）于 3

月 29 日 至 31 日在天津师范大学召开，本次研讨会旨在讨论言语-语言障碍评

估与康复的理论问题与技术问题。    

我中心何晓炜教授、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暨广东外语

外贸大学云山学者宁春岩教授、天津语言学会副会长顾刚教授、美国言语-语言

听力协会认证言语-语言病理学家 Lucy Liu、加拿大言语-语言听力协会认证言

语-语言病理学家姚利群、美国交流健康联盟国际信息理事会联合主席及德州大

学教授 Wendy Lee、天津残联听障康复中心主任王秀珍、天津残联听障康复中

心教学主管李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大学句法研究团队以及天津师范大学语音

研究团队的硕博士研究生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在三天的研讨会期间，何晓炜教授就我校正在研发的‚语言障碍儿童语言

康复训练系统平台‛建设、宁春岩教授就检测与康复系统进行了介绍。天津师

范大学语音研究团队介绍并演示了听力障碍部分，重点介绍了辅音辨音速检及

声母 b\m\p\s 的检测与训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大学句法研究团队主要展示了

词汇速检及句法部分的检测训练，包括名词、量词、方位词、一价动词、二元

动词句、被动句等。美国 Bethel Hearing and Speaking Training Center 言语治疗

师 Lucy Liu 介绍了言语障碍儿童检测康复的一些标准及原理；美国 ASHA 语

言治疗师姚利群分享了关于儿童语言障碍检测与康复的一些经验；天津残联听

力康复中心言语治疗师李毅介绍了我国听障儿童康复训练状况及残联中心的

一些情况和经验。此外，与会人员就促进儿童言语-语言康复事业发展中的一些

问题展开讨论，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本次研讨会为促进儿童言语-语言康复事业的发展，加强国内外儿童言语康

复研究的学术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与会专家对我校‚语言障碍儿童语

言康复训练系统平台‛项目的前期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这对进一步

完善该平台建设、推动我中心开展语言障碍及言语治疗的相关工作具有重要意

义。 

2．陈建平教授出席中国社会语言学会首届高峰论坛 

2017 年 5 月 20 日，我中心陈建平教授应邀出席由中国社会语言学会主办、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外国语学院承办的中国社会语言学会首届高峰论坛并作题

为《跨文化语篇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主题学术报告。  

出席论坛的专家学者来自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

山大学、澳门大学、暨南大学、吉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天津外国语大

学等多所高校及社会语言学研究机构，近 20 位知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



 

26 

 

‚社会语言学不同研究传统的相互借鉴与协同创新‛主题展开专题研讨与学术

交流，旨在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社会语言学跨学科、跨领域、跨

研究传统的融合发展与学术创新。  

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陈建平教授，中国社会语言学会会

长、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话语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田海龙教授，

暨南大学博导、海外华语研究中心主任郭熙教授，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苏金智教授，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社

会语言学与媒体语言研究室主任郭龙生教授，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导、中山

大学语言研究所所长丁建新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汪磊教授，澳门

大学中文系邵朝阳教授，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徐大明教授，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

育学院院长潘海英教授，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外国语学院执行院长廖益清教授共

11 位专家做主题学术报告，分享其所在学术领域的研究成果。  

与会专家学者在学术研讨阶段积极发言，气氛热烈，发言主题涉及‚一带

一路‛倡议、‚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各类热点问题和学术前

沿，内容涵盖跨文化语篇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与创新发展，传媒、语言传播和语言生活，陈原先生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新时

期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新思考，作为社会符号的反语言：边缘话语与社会，当下

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三个意识，《中国社会语言学》杂志的电子化构想，言

语社区理论：互动与层化，10 年来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主要问题综述，全球本

土化语境中中国自我东方主义国家身份之话语构建等方面。首届高峰论坛意义

非凡，对推动新时期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繁荣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时代

意义。 

 3．Istvan Kecskes 教授就语用学研究趋势与大家座谈 

2017 年 6 月 8 日晚 20:00，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Istvan Kecskes 教授与本研究

中心语用学方向团队的老师、博士生、硕士生、访问学者等进行了座谈，并就

语用学研究的主要趋势、研究问题等进行了深入讨论。冉永平教授主持了该次

座谈。  

Kecskes 教授首先介绍了语用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包括语言哲学语用学、

社会文化互动语用学和交互文化语用学等的相关研究。然后，重点讨论了语用

学应该关注的几个主要问题，包括说话人产出、合作性和自我中心之间的交互

作用、默示知识、奇异结构（odd structure）、蓄意创造（deliberate creativity）

等问题。Kecskes 教授借助交互文化语境下交际的真实语料，对主要问题进行

了说明，比如交际参与者之间的共享知识---默示知识，及其实际情景语境对话

语理解的重要作用。最后，Istvan Kecskes 教授还提醒大家在语用学研究中应该

注意的几个问题。  

在随后的互动讨论中，Kecskes 教授逐一回答了大家在语用学研究与论文

选题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座谈持续了近 2 个小时，大家感觉收获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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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董燕萍、陈小聪参加双语国际研讨会 

我中心专职研究员、双语认知与发展实验室主任董燕萍教授和我中心 2014

级博士研究生陈小聪受邀参加了 6 月 11-15 日在爱尔兰利默里克大学举办的第

11 届双语国际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吸引了来自各国的 900 多名研究者，从社会学、心理学、教育

学等多个学科角度深入探讨了与双语有关的各项研究议题。董燕萍教授于 12

日下午在口译专题的小组讨论会上报告了双语认知与发展实验室关于口译优

势的最新研究成果，吸引了许多与会者的兴趣和讨论。同时，董燕萍教授与参

会的其它口译研究者就口译研究的现状、问题和未来方向进行了探讨。陈小聪

于 15 日下午报告了关于各种英语语料库词频对二语英语词汇加工预测力的比

较研究，并和现场的听众就二语的词频选择问题进行了讨论。 

5．张庆文参加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第二十五届年会 

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第 25 届年会于 2017 年 6 月 25 日—27 日在匈牙利首
都布达佩斯举行，会议由匈牙利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与布达佩斯罗兰大学人文
学院共同主办。大会共收到 449 篇论文提要，经评议最终录取 220 篇，来自中
国大陆、台湾、香港和美国、法国、英国、德国、荷兰、波兰、匈牙利、日本、
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 160 余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汉语
的历时与共时研究及其不同的数据来源和类型‛，会议内容涉及形式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历史语言学、句法语义、第一语言及第二语言习得、语篇与语用、
方言学、语言类型学、信息处理、语言教学、社会语言规划等各语言学分支学
科。 

我中心研究员张庆文教授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做了‚The Super Linking Verb: 

A Study of Shi‘be’in Nanchang Dialect‛的会议发言。系词‚是‛在南昌方言
中的用法非常复杂，除了作系动词联系主语和谓语部分之外，‚是‛在南昌方

言中还可以充当话题标记、焦点标记，可以出现在句末作为连接两个小句的连
词，表达不同的逻辑语义关系，另外，‚是‛还可以出现在特殊疑问句中表达
不同的语法意义。研究发现，虽然南昌方言的‚是‛用法多样，但其基本功能
都是起连接作用，它连接的成分既可以是句内成分，也可以是两个并列小句，
还可以是言内成份和言内成份。从句法上看，‚是‛的不同用法是系词经过历
时层面的句法向上移位，移至不同功能语位置的结果。从‚是‛的一系列用法
可以清晰地看到‚是‛语法化的路径。   

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国际学会，是目前全世界汉语语言
学及中国境内语言研究领域涵盖学科门类最全的一个主流国际学会，是中国语
言学工作者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同行交流学术的国际平台。在过去的二十多年
时间里，已先后在亚洲、美国和欧洲多个城市举办年会，吸引了众多研究汉语
语言学及中国境内语言的学者参加。   

根据学会章程，理事会宣布原副会长台湾清华大学连金发教授接任会长，

任期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刘丹青研究员当选副会长，明年按
例接任会长，任期一年。   

学会宣布下一届年会（即 IACL 26）将于 2018 年 5 月 4 日—6 日在美国威
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中文部召开，提交论文摘要的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30 日晚 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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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才培养 

1．陶君通过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答辩 

2017 年 6 月 19 日下午，我中心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论证会在第第八教学楼

306 室举行，2015 级博士生陶君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答辩，论文题目是‚A 

Genre-based Analysis of Ideologies in Legal News Discourse‛。 

2．缪海燕、余新兵通过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 

1）2017 年 6 月 1 日下午，我中心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会在第八教学楼 306

室举行，2014 级博士生缪海燕顺利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论文题目是‚重

铸与协同的关系：以中国英语学习者一般过去时的习得为例‖。 

2）2017 年 6 月 27 日上午，我中心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会在第八教学楼

306 室举行，2012 级博士生余新兵顺利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论文题目

是‚基于语篇信息分析的证人证言可信度评价‛。 

3．赵林森、火敬、张鲁平、陆志军、张砥、周晓、吕靖、刘喜琴通过博

士学位论文答辩 

1）2017 年 5 月 19 日下午，我中心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在第八教学楼 306

室举行，2011 级博士生赵林森顺利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论文题目是‚A 

Pragmatic Study of Qingmian-Oriented Mediation of Interpersonal Conflicts‛。 

2）2017 年 5 月 19 日下午，我中心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在第七教学楼 316

室举行，2011 级博士生火敬顺利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论文题目是‚汉英

双语者一语和二语书面语句输出过程视觉空间模板和语音回路的作用‛。 

3）2017 年 5 月 21 日下午，我中心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在第三教学楼 318

室举行，2010 级博士生张鲁平顺利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论文题目是‚语

篇信息理论视角下中国庭审案件事实建构研究‛。 

4）2017 年 5 月 25 下午，我中心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在第八教学楼 306

室举行，2013 级博士生陆志军顺利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论文题目是‚现

代汉语非完整体的句法语义研究‛。 

5）2017 年 5 月 26 上午，我中心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在第八教学楼 306

室举行，2011 级博士生张砥、2013 级博士生周晓顺利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

辩，张砥的论文题目是‚外语学习者的协同——有介质影响协同还是无介质影

响协同‛， 周晓的论文题目是‚互动协同对二语学习的影响：互动强度假说—

—以中国外语学习者词汇学习为例‛。 

6）2017 年 5 月 31 下午，我中心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在第四教学楼 418

室举行，2010 级博士生吕靖、2013 级博士生刘喜琴利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

辩，吕靖的论文题目是‚基于范畴的英语学习词典关联释异模式研究‛， 刘喜

琴的论文题目是‚英汉双解学习词典的动结式多维释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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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林森、火敬、张鲁平、陆志军、张砥、周晓、吕靖、刘喜琴获得博

士学位 

6 月 22 日，我校北校 2017 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云山会堂开幕。

我校党委书记、校长隋广军发表‚一步一个脚印走好未来路‛致辞，寄语毕业

生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弘扬广外‚求真务实、行胜于言‛的优良传

统，引起在场广大师生的热烈反响。我中心赵林森、火敬、张鲁平、陆志军、

张砥、周晓、吕靖、刘喜琴 等 8 名毕业生接受了校长颁发的博士学位证书。 

七、重点研究基地会议纪要 

1．2017 年 4 月 21 日上午，我中心在会议室召开会议，商讨 2017 级博士

研究生录取工作。博士生导师和办公室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我中心副

主任徐海教授主持。   

首先，徐海副主任介绍了今年的报考情况和录取原则，然后导师们综合考

生的总分、专业成绩、第二外语成绩和面试成绩等情况确定了拟录取的学生名

单，中心办公室按照研学校招生文件要求上报拟录取名单给研究生院。 

2．2017 年 4 月 21 日下午，我中心副主任杨静教授在演示厅召开会议，安

排布置并落实 2017 年‚全国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国际博士生论坛‛会务

的各项工作。中心办公室人员和全体会务组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3．2017 年 5 月 26 日下午，我中心副主任杨静教授在演示厅召开会议，商

讨博士生培养方案修订工作事宜，中心办公室人员、各年级班长和信息员参加

会议。 

4．2017 年 6 月 6 日下午，我中心副主任徐海教授在演示厅召开会议，安排

布置并落实‚亚洲辞书学会第十一届国际大会‛会务的各项工作。中心办公室

人员和全体会务组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30 

 

八、《现代外语》2017 年第 2 期目录 

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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