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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语言学季刊》为纪念李方桂先生中国语言学研究学会和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共同选编，内容丰富多彩，语言优美。
主要有古汉语顺向重叠、石山寺本《大般若经音义》（中卷）俗字研究严州方言比较音系、粤语框式
结构“咪⋯⋯啰”的句法特点等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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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这四种语言／方言中的实例以为旁证，可知（1）中诸例出现固定声母不会成为重叠假设的障碍。
以上讨论着眼于语音形式，初步认定（1）中诸例可能来自重叠。
语义语法方面的考虑同样支持这一假设。
侧重于所指事物，可以看到这些形式皆有小的特点。
蜉蝣、螳娘、螟蛉、蒲卢、蜾蠃都是昆虫，形体很小。
果羸又称栝楼、瓜萋，结小圆果。
茹芦是一种草，不会大。
圣丽指小网⑨。
鸠鹑是一种削开苇茎啄食其中小虫的鸟⑩，完成这样的觅食动作需要落在苇茎苇叶上，形体肯定很小
。
薜荔属于木本植物，但是柔软蔓生，跟其它木本植物相比形体较小。
这些实例全部指小表明有可能源自重叠，因为指小是重叠常见的语义语法功能。
除了这种经验上的证据之外，理论上也可以找到证据。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语言中的形式结构应是相应的意义结构的仿真。
准此，客观世界数量的增多正好可用语言形式的增多进行表达，而重叠正是增加语言形式的便捷方式
。
这就是重叠常常用来表示数量增多的认知理据。
同样根据认知原理，处在同类事物中的个体总是要比该个体独处时显得渺小。
比如一棵大树，生长在草原与森林会给人以不同的印象：独处于草原高大显眼，处于森林就变得平常
无奇。
由此可知，在认知过程中，从数量多到维量小不遇一步之遥，其间发生过渡是非常自然的。
这种认知构型中的情况同样适用于与之对应的类同元素在线性语言序列上复现的重叠；简而言之，既
然重叠形式可以表示数量多，那么它同样就可以表示指小。
重叠表示指小既有实例为证，又有理论基础。
因此，（1）中诸例指小的语义特点可以作为假定它们与重叠有关的根据。
现在继续讨论与这一假设相关的细节。
重叠意味着一个形式的重复。
因此，要确认重叠，就要找出它的基式。
具体来说，要进一步证实（1）中诸例源自重叠，孰为基式就成了不可回避的问题。
但是，这些例子皆为联绵词，其构成成分照传统说法是不能分开的，这给探索基式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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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语言学集刊》由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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