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届语言类型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方言语音与语法论坛在常熟理工

  首届语言类型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方言语音与语法论坛于2013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在常熟理工学院举行。本次会

编辑部、常熟理工学院和南昌大学语言类型学研究所联合主办，常熟理工学院承办。  

  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刘丹青和常熟理工学院校长朱士中分别代表主办方和承办方致辞。本次会议的主

语言研究。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和日本、韩国、法国、德国、斯洛伐克等国家和地区的80余位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曹茜蕾（

端（RedouaneDjamouri）、WalterBisang、沈阳、朴正九、刘丹青等8位学者作了大会报告。  

  参加第二届方言语音与语法论坛的20余位学者也就汉语及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及语法问题展开了讨论。  

  下届语言类型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定于2015年由南昌大学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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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秀菊 从指示代词到结构助词——山西方言结构助词语法化历程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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