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海华教授团队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开题报告会顺利召开 
 

 

6 月 20 日上午，由潘海华教授团队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形式语义学的汉语

研究与形式语义学理论创新研究”开题报告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冯景禧楼 220 室举行。这是海

外语言学研究团队的研究课题首次入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除项目课题组成员外，本次

会议亦邀请到汉语语言学领域多位知名学者出席：北京语言大学李宇明教授、澳门大学袁毓

林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程邦雄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胡建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

及深圳大学刘丹青教授、陕西师范大学邢向东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李行德教授、香港中文大

学潘俊楠教授等多位学者参与研讨，并从各个角度为项目的推进提出了宝贵建议。 

 
多位专家及学者出席开题报告会 

 

上午九时，项目总负责人、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及现代语言系系主任潘海华教授宣布项

目开题并致辞；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系研究生部主任潘俊楠教授向各位特邀专家学者赠送了

纪念品。 

 
潘俊楠教授向特邀嘉宾赠送纪念品 

 

在项目介绍环节，潘海华教授从选题意义、总体框架、项目目标及创新点、研究方法与

分析手段等方面向专家组做了详细汇报。潘教授指出，作为语义学领域最重要的理论分支，



形式语义学在汉语研究中的应用尚有很大空间；该项目致力于在汉语研究中推广形式语义学

的研究方法、建立一个完整的形式语义学及汉语研究资料库，并基于汉语事实对现有形式语

义学理论的解释力和局限性作出梳理和评价，以期构建更完善、更具解释力的形式语义学理

论框架。随后，子课题负责人代表浙江大学李旭平教授、湖南大学王莹莹教授、伦敦大学亚

非学院蒋严教授、复旦大学沈园教授和复旦大学陈振宇教授分别向与会专家介绍了该项目的

五个子课题：“名词域和事件域的语义组构”、“汉语情态与指示系统研究”、“汉语中的量化

与条件关系研究”、“话题焦点与汉语信息结构研究”，以及“汉语否定和极性现象研究”。 

 
潘海华教授向专家组作概述汇报 

 
子课题代表向专家组作子课题汇报 

 

在特邀专家发言环节，李宇明教授指出，语义的形式化在语言学研究中有重大意义、标

志着语言学研究的深度；对形式语义学在汉语研究中的应用作出全面、详细的综述，以及使

用形式语义学与心理语言学结合的研究方法关注汉语特有的语言现象均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此外，信息时代对形式语义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除了对命题语义的关注之外，词汇语义

和篇章语义的形式化将会为 ChatGPT 等新技术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李宇明教授发言 

 

程邦雄教授建议，在对每个子课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还应该注重各个子课题之间的

逻辑联系，以期形式语义学理论能够系统地应用在汉语研究当中。程教授还建议将各类汉语

方言纳入形式语义的描写范围。 

 

程邦雄教授发言 

 

邢向东教授肯定该项目“以汉语语法界熟悉的话语体系和叙事风格介绍形式语义学的主

要观点和理论假设”的计划，指出其对国内汉语研究者了解和运用形式语义学理论、促进形

式语义学理论在汉语研究中的应用有重大推进作用。鉴于国内汉语学界不熟悉西方话语体系

下的形式语义学理论，邢教授建议在综述中增添形式语义学名词术语解释部分，为国内汉语

研究者理解形式语义学理论扫除障碍。另外，邢教授赞同将部分方言语法现象纳入为课题的

观察对象，并以山西方言和西北方言中的时态与话题标记为例，说明形式语义学的研究方法

将在理论上为阐明语法化机制提供重要的检验和支持。最后，考虑到重大项目往往涉及很多

内容与目标，邢教授建议在项目实施阶段评估问题的轻重缓急：在保证系统性的前提下，部

分问题可以留待日后解决。 



 
邢向东教授发言 

 

刘丹青教授认为，项目团队的构建集中了香港与内地的优秀形式语义学研究者，有利于

打破境内与境外汉语研究的隔阂，也代表了目前中国形式语义学研究的最高水准。刘教授指

出，形式语义学理论与汉语研究之间的隔膜有文化传统、学术传统的原因，也有汉语本身个

性的原因；然而，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拥有共同的逻辑，将直接关联人类逻辑的形式语义学理

论应用于汉语研究，对展示人类语言在语义范畴、语义表述方面的多样性，以及挖掘人类语

言在认知方面的共性有重要意义。最后，刘教授以汉语量化概念系统以“多”、“少”两分而

非“全”、“有”、“无”三分为例，从类型学视角提出了“逻辑手段是否适用于刻画全部语言

中的任何语义现象”这一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刘丹青教授发言 

 

袁毓林教授为项目的推进提出了“三部曲”的建议：首先，在介绍国外形式语义学研究

进展时，要重点介绍汉语研究者不熟悉的、过往研究较少涉猎的形式语义学理论，尤其要关

注理论的最新进展；其次，项目应包括对形式语义学理论在汉语和方言研究中应用的综述，

尤其是对从前成果与得失的评价；最后，创新性研究可以不求多而求精，五个子课题各产出

三篇创造性的论文，项目成果就会十分可观。袁教授还指出，形式语义学研究有必要引入非

单调逻辑作为新的描写工具，因为经典形式语义学理论以一阶逻辑为基础、信仰组合性特征，



但语义推理往往超越以经典逻辑为基础的组合性建构。 

 

袁毓林教授发言 

 

在与会专家自由发言环节，胡建华教授建议进一步梳理五个子课题之间的内部逻辑关系，

以及在研究内容上要有所取舍，集中力量完成那些可以为其他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的主要课

题。李行德教授则再次以汉语逻辑量词和数词结构的特殊性为例，指出对语言的多样与变异

的研究，应该以揭示人类的认知结构为最终目的。另外，在正确认识汉语事实的基础上，如

何让普通语言学界接受这些汉语学界公认的、与其他语言有显著差异的汉语事实，也是一个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胡建华教授发言 



 
李行德教授发言 

 

刘丹青教授为本次开题报告会作了总结发言，肯定了项目的课题设计和团队水平，并对

该项目未来的推进和影响提出了期望。形式语义学及其背后的数理逻辑代表了人类普遍的认

知特点，是极为重要的语言学分支学科；目前，中国的形式语义学研究还比较薄弱，研究者

较少、学科影响力较小，该项目的推进无疑将改善这一状况、促进中国语言学界与世界语言

学界的学术交流；项目计划中提出的“以形式语义学框架处理汉语事实、并以之为基础完善

形式语义学理论”的目标也符合学界对该项目的期待。限于时间与人力，该项目无法一次性

解决所有汉语形式语义学相关问题，希望潘海华教授所带领的项目团队进一步制定精准、合

理、可操作的推进计划，结合具体的课题目标采纳各位专家学者的建议。 

 
与会专家合影 



 

全体与会成员合影 

 

学界期待该项目能够提高形式语义学在中国的能见度，吸引更多青年学者从事汉语形式

语义学研究、提高汉语和汉语方言研究在世界语言学研究中的话语权。学界也希望汉语形式

语义学研究能够作为一个向世界语言学界介绍汉语研究的窗口，让世界更了解我们的学术成

果和研究体系，为汉语研究搭建一座通向普遍语言学理论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