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屆漢語形式語義研究國際研討會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 

 

2023 年 6 月 20-21 日，第二屆漢語形式語義研究國際研討會在香港中文大

學召開。本次會議由香港中文大學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主辦，來自中國內地、香

港、澳門、台灣以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專家學者共發表學術報告 23 場，其中包

括六場主旨演講及六場特邀演講。研討會報告內容涵蓋了漢語形式語義學的重要

研究課題，內容豐富多樣，涉及類指名詞語義、疑問代詞語義、內涵性與索引性、

信息結構（主題和焦點表達）、漢語否定語義表達、名詞與副詞量化、焦點語義、

語義-語用界面等語義學研究的經典議題，亦同當下漢語語義學研究的前沿熱點

緊密相關。 

    會議於 6 月 20 日下午在香港中文大學馮景禧樓第二演講廳開幕，香港中文

大學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系主任潘海華教授主持會議並致開幕辭。 

 
潘海華教授為大會致開幕詞（線上） 



 

與會專家學者（線下）會場合影 

其後，華中科技大學程邦雄教授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深圳大學劉丹青教授為會議

作了兩場精彩的主旨演講。程邦雄教授的演講以《安大簡〈曹沫之陳〉裡的「 」》

為題，列舉了安大簡中該字形與郭店簡、上博簡及其他傳世文獻中的「免」字在

組合分佈及使用語境兩個方面的一致性，進而說明該字形亦應釋讀為「免」，並

指出該字形更符合文字本義、郭店簡及上博簡中異文的「免」可能源於傳抄轉寫

中的訛誤。 

 
程邦雄教授為大會作主旨演講 

劉丹青教授的演講以《漢語類指成分的庫藏地位及其句法後果》為題，考察了漢

語光桿名詞的句法和語義，論證了漢語光桿名詞是在語義上凸顯內涵、抑制外延

的類指成分，且漢語是以類指為元指稱、允准「類指成分表個體」現象的類指優

先語言。這一分析質疑了「定指現象和數範疇在人類語言中普遍顯赫」的論斷，

進而在句法層面對 DP 理論「所有語言均以多層名詞結構表個體指稱」的假設構

成了挑戰。 



 
劉丹青教授為大會作主旨演講 

另外四場主旨演講在會議第二日舉行。北京語言大學李宇明教授的《關於語

義形式化的問題》指出，語義形式化的程度體現了語義研究的水平，而使用恰當

的形式化的手段、對不同範疇和不同深度的語義進行形式化，則是推進形式語義

研究的關鍵。 

 
李宇明教授為大會作主旨演講（線上） 

澳門大學袁毓林教授的主旨演講《多聲性標記「並」的反向並列意義及其歷史來

源》充分描寫了現代漢語副詞「並」的語法功能、話語結構分佈和信息地位，明

確其「表述預期與實際結果相反的並列與轉折」的語義功能以及「在前景中充分

強調、在背景中削弱強調」的使用動因，並據此進一步推測出副詞「並」的多來

源演變路徑。 



 
袁毓林教授為大會作主旨演講（線上）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蔣嚴教授的主旨演講《作為顯義的本義》以從邏輯語義到

字面語義之間的認知推理過程為研究對象，區分了從邏輯語義擴展而出的「顯義」

和表述字面意義「本義」，並為「顯義」的形式刻畫提出了兩種不同層面的定義：

語義層面的「衍推」和形式-詞彙層面的「包含」。 

 
蔣嚴教授為大會作主旨演講（線上） 

中國社會科學院/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胡建華教授的主旨演講《量化中的焦點敏感

和排他性》（Focus Sensitivity and Exhaustivity in Quantification）則將漢語的全稱

量化副詞「都」定義為除了一般焦點敏感副詞（如「總是」）和排他性副詞（如

「只」）之外的「第三類量化副詞」，因為其指向焦點成分時具有排他性、不指

向焦點成分時卻允准非排他的全稱量化解讀，但其又無法通過焦點敏感副詞和排

他性副詞的分佈測試，例如不能如「總是」一樣在並列句中與副詞「也」共現，

以及不能如「只」一樣在與體標記「了」、「過」共現時呈現排他性解讀。 



 
胡建華教授為大會作主旨演講 

除六場主旨演講外，專家學者們也在特邀演講和一系列學術報告中對當下漢

語語義學研究的前沿問題進行了討論。在本次會議的報告中，與漢語量化語義相

關的議題受到較多關注：清華大學劉明明教授和澳門大學蔡承佑（Chengyu Tsai）

教授的報告均對量化副詞「都」提出了新的分析；香港中文大學潘海華教授與中

國社會科學院博士生朱馨宇合作的研究關注副詞「常常」和「往往」在量化語義

上的差別；湖南大學王瑩瑩教授基於真實語料刻畫了語氣副詞「實在」的量級語

義；香港都會大學李寶倫（Peppina Po-lun Lee）教授的報告則比較了粵語中表「迫

近」義的句末詞「乜滯」（mat1zai3）和「咁滯」（gam3zai3）同普通話類似表

述「差一點（沒）」和「差不多」的語義異同。另外，復旦大學陳振宇教授的報

告討論了漢語中否定算子與其他算子共現時的兩種量化途徑；浙江大學李旭平教

授則從壯語的「雙量詞結構」入手，對漢語「數量名」結構的語義組構提出了新

的假設。此外，各位專家學者還圍繞漢語的時態呈現、事件語義、命題態度、形

容詞等級、複數表達、代詞回指以及反問句的語義實現等議題展開了熱烈討論。 

 

 
劉明明教授、王瑩瑩教授、陳振宇教授、李旭平教授受大會邀請作學術報告 

大會閉幕式於 6 月 21 日下午五時舉行，會議主席、香港中文大學潘海華教



授為大會作了簡短總結，並宣佈會議順利結束。 

 
與會專家、學者及會議工作人員合影（線下） 

在本次研討會上，漢語學界強調使用一階邏輯（first-order logic）、布爾代數

（Boolean algebra）、格理論（lattice theory）等邏輯工具來分析漢語的各種語義現

象，為漢語語義研究學者提供了一個分享漢語形式語義學最新研究成果的平台。

各位專家學者在本次研討會上批判性地評估了當前的形式語義學理論假設和現

有分析框架、對現有文獻關於漢語語言學理論分析的局限和不足有了新的認識，

這對提出新的語義分析方法和理論、從而進一步推動形式語義學在中國的發展有

重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