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0後學人風采：陳劍

陳劍，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代表性學術創

新貢獻主要有二。（1）古文字考釋。考釋出了一大批殷周甲骨金文及

戰國文字中的疑難字詞（包括不少重要的常見字），所得結論大多已獲

學界公認。考釋中重視對古文字發展全貌的認識，強調貫通殷墟甲骨

文、商周金文和戰國秦漢文字研究等各個領域；重視對已識古文字基礎

形體源流的清理與研究，將各類資料中的有效信息串聯在一起，綜合運

用多種古文字考釋手段；重視從語言的角度看問題，既注意將文字系統

與其所表示語言中的詞彙兩個層面區分清楚，又注意對其間關係的揭示。以上所述在方法論上亦對學界影響

頗深，推進提高了近二十年來古文字考釋工作的“精密化”。代表作是《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線裝書局，

2007），以及其後發表、現正準備結集為《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續編》的 20 餘篇論文。（2）簡帛文獻整理與

研究。解决了戰國竹書尤其是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在竹簡拼合、編聯、分篇和字詞考釋等方面的不少疑

難問題，並在一定意義上為之後新出大量楚地竹書如清華簡等的整理與研究，提供了不少範例及方法論上的

啟示。新綴馬王堆漢墓帛書一百餘片，糾正了秦漢簡帛舊有釋文與注釋中的不少錯誤。代表作是《戰國竹書

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以及正準備結集為《秦漢文字論集》的多篇論文。

代表作：

陳劍 2007 《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

陳劍 2008 《甲骨金文舊釋“䵼”之字及相關諸字新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 2 輯，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陳劍 2013a 《戰國竹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陳劍 2013b 《釋“疌”及相關諸字》，《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 5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陳劍 2015 《〈釋殷墟甲骨文裏的“遠”“ ”（邇）及有關諸字〉導讀》，《中西學術名篇精讀 •  裘錫圭卷》，

上海：中西書局。

陳劍 2017 《幾種漢代鏡銘補說》，《第十屆漢代文學與思想暨創系六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政大中文系。

陳劍 2018 《結合出土文獻校讀古書舉隅》，《新語文學與早期中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陳劍 2019 《婦好墓“盧方”玉戈刻銘的“聯”字與相關問題》，《中國文字》夏季號（總第一期），臺北：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陳劍 2020 《釋“瓜”》，《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 9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陳劍 2023 《銀雀山漢簡再整理新釋、新編舉要》，《文物》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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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後學人風采：董秀芳

董秀芳，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代表性學術創新貢獻主要有二：（1）搭建了

漢語詞彙化研究的理論框架，探討了漢語詞彙化的類型、機制與規律。詞彙化指

的是非詞形式在歷時演變中變為詞的現象。由實詞構成的短語、包含虛詞的句法

結構、不構成一個語法單位僅在線性順序上相鄰的詞語串都有可能發生詞彙化。

詞彙化是語言形式從理據清晰到理據模糊、從分立到融合的連續漸進的演變過

程，不同詞語可能具有不同的詞彙化程度。詞彙化的發生受到句法、語義和語用

因素的制約。詞彙化現象在語言中普遍存在。漢語中的詞彙化受漢語類型特點制

約。代表作是《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修訂本）》（商務印書館，

2011）以及《漢語詞彙化和語法化的現象與規律》（學林出版社，2017）。這些

觀點受到學界廣泛關注和引用，啟發了大量相關研究。（2）發掘了漢語詞法的特色與規律。從語言類型學

視角來看，漢語複合詞中存在一些能產的有特色的詞法模式。漢語的語素在自由語素和黏著語素之外，還存

在一類“半自由語素”，其特徵是句法自由、語音依附，在口語中不能作為詞來使用，但在書面語中當滿足

一定韻律條件後又表現出詞的特徵。漢語中的派生以“表達性派生”（也稱“評價性形態”）為主，體現了

漢語主觀性凸顯的特點。代表作是《漢語的詞庫與詞法（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這些觀點

有力推進了漢語詞法的研究。

代表作：

董秀芳 1998 《述補帶賓句式中的韻律制約》，《語言研究》第 1 期。

董秀芳 2002 《“都”的指向目標及相關問題》，《中國語文》第 6 期。

董秀芳 2007 《詞彙化與話語標記的形成》，《世界漢語教學》第 1 期。

董秀芳 2011 《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

董秀芳 2012 《上古漢語議論語篇的結構與特點：兼論聯系語篇結構分析虛詞的功能》，《中國語文》第4期。

董秀芳 2016a 《漢語的詞庫與詞法》（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董秀芳 2016b 《主觀性表達在漢語中的凸顯性及其表現特征》，《語言科學》第 6 期。

董秀芳 2017 《漢語詞彙化和語法化的現象與規律》，上海：學林出版社。

董秀芳 2018 《漢語動詞雙音化過程中的形式選擇和功能表現（Patterns and functions of verbal 

disyllabification）》，Language and Linguistics（《語言暨語言學》）19（3）：395-409。

董秀芳 2021 《漢藏語系語言的評價性形態》，《民族語文》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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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後學人風采：詹衛東

詹衛東，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代表性學術貢獻主要有兩方面：（1）面向

中文資訊處理的需求，從語言工程實踐出發，對漢語詞類、句法結構、語義結構、

構式形義對應模式等一系列語言學基礎理論問題進行了系統的分析，提出採用“類

型範疇 + 内容特徵”描述的複雜特徵集策略，以語言知識的消歧能力作為判別語

言知識表徵中不同策略的優劣取捨標準，語言知識表徵體系應兼具提煉語法範疇

的高概括度和覆蓋語言實例的細顆粒度。面向信息處理的漢語句法語義研究，應

以語言知識的形式化表徵為基礎，最終走向語言知識的數據化表徵的大規模語言

知識庫發展之路。代表作是《面向中文信息處理的現代漢語短語結構規則研究》（清

華大學出版社出版，2000 年），《構式的形式與意義錶征——語言數據資源建設

視野下的構式研究》（載《語言學論叢》第 64 輯。商務印書館 2022 年）；《基於大規模中文樹庫的漢語句

法知識獲取研究》（載《語言資訊與語言類型（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2013 年）等。（2）

構建了一系列語言學知識資源，包括中文配價語義詞典、漢語述補結構知識庫、漢語構式知識庫，漢語句法

樹庫、北大 973 謂詞語義角色標注語料庫、中文空間語義信息標注語料庫（面向機器語言能力評測）等。語

言資源的體系設計兼顧面向計算機和人類語言學習的需要，提供線上訪問（http://ccl.pku.edu.cn），配備相

應的檢索和標注工具，可支持學術研究和應用系統開發。

代表作：

詹衛東 2000 《面向中文信息處理的現代漢語短語結構規則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詹衛東 2005 《以“計算”的眼光看漢語語法研究的“本位”問題》，《漢語學報》第 1 期。

詹衛東 2012 《從語言工程的角度看“中心擴展條件”與“並列條件”》，《語言科學》第 5 期。

詹衛東 2013 《基於大規模中文樹庫的漢語句法知識獲取研究》，鄭秋豫主編《語言資訊與語言類型（中

研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詹衛東 2013 《計算機句法結構分析需要什麼樣的詞類知識——兼評近年來漢語詞類研究的新進展》，《中

國語文》第 2 期。

詹衛東、馬騰、田駿、砂岡和子 2015 《漢語述補結構資料庫的構建及其可視化研究》，《科技與

中文教學》第 1 期。

詹衛東、曹曉玉、崔巍、常寶寶 2019 《中文近義詞辨析實驗——機器學習程式與二語學習者的對比》，

《科技與中文教學》第 1 期。

詹衛東、郭銳、常寶寶、諶貽榮、陳龍 2019 《北京大學 CCL 語料庫的研製》，《語料庫語言學》第 1 期。

詹衛東、孫春暉、岳朋雪、唐乾桐、秦梓巍 2022 《空間語義理解能力評測任務設計的新思路——

SpaCE2021 數据集的研製》，《語言文字應用》第 2 期。。

詹衛東 2022 《構式的形式與意義表徵——語言數據資源建設視野下的構式研究》，《語言學論叢》

第 64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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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後學人風采：朱冠明

朱冠明，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創新性學術貢獻和影響主要在

兩個方面：（1）在漢語詞彙語法史研究領域，提出了充分結合語言諸要

素進行綜合研究的學術理念，相關案例研究成果或糾正學界多年的錯誤

認識、解決一些積疑問題，或提出新的研究領域和視角。以往研究均以

“臣被尚書召問”為例，將漢語長被動句產生的年代定于東漢；《漢語

語法史研究中的幾個例句辨析》（《中國語文》2013.6）證明此例斷句

有誤，可靠的例子見於《世說新語》。此外，他提出“這”即“是”在

口語中的音變形式，並從文字、音韻、語法、方言等多角度加以綜合論

證，解決了這一困擾學界二百餘年的難題；並由此提出應加強初唐至中唐這二百餘年時間漢語的研究，不能

像過去一樣把它當作過渡階段而忽視。主要成果體現在論文《再談近指代詞“這”的來源》（《中國語文》

2019.6）。（2）在佛教漢語研究領域，從語言接觸的角度，通過梵漢對勘找出了中古某些詞彙語法形式的來源，

並分析了其中可能存在的原典語對漢語的影響及其影響的機制，其中包括漢語“自己”的形成和漢語受事主

語句的發展。代表作有《從中古佛典看“自己”的形成》（《中國語文》2007.5）、《中古佛典與漢語受事

主語的發展》（《中國語文》2011.2）等。此外，他提出的佛經翻譯中的“移植論”在後來的研究中廣為引用。

主要成果體現為論文《移植：佛經翻譯影響漢語詞彙的一種方式》（《語言學論叢》第 37 輯，2008）。

代表作：

朱冠明 2007 《從中古佛典看“自己”的形成》，《中國語文》第 5 期。

朱冠明 2008 《〈摩訶僧衹律〉情態動詞研究》，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

朱冠明 2008 《移植：佛經翻譯影響漢語詞彙的一種方式》，《語言學論叢》第 37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

朱冠明 2011 《中古佛典與漢語受事主語句的發展－－兼談佛經翻譯影響漢語語法的模式》，《中國語文》

第 2 期。

朱冠明 2013 《漢譯佛典語法研究述要》，《漢譯佛典語法研究論集》（蔣紹愚、胡敕瑞主編），北京：

商務印書館。

朱冠明 2013 《漢語語法史研究中的幾個例句辨析》，《中國語文》第 6 期。

朱冠明 2015 《“之”的衰落及其對句法的影響》，《語言科學》第 3 期。

朱冠明 2019 《李賀〈秦宮〉詩“生色”考》，《語言學論叢》第 59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

朱冠明 2019 《再談近指代詞“這”的來源》，《中國語文》第 6 期。

Zhu, Guanming 2022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al Language, in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edited by Zhengdao Ye,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Pte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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