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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杨荣祥，男，1959年10月出生，笔名邹小杨、郑义，汉族，湖南长沙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

导师。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北京大学中文系；100871 

论文 

专著与论集 

《近代汉语副词研究》（约38万字），商务印书馆，2005年4月。 

《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专著，（蒋绍愚、曹广顺主编，本人执笔第四章、第五章共计约9万字），商务印书

馆，2005年12月。 

《方苞姚鼐文选译》，巴蜀书社，编著1991年10月第1版。 

编著 

《文言文要览》（与田瑞娟等合作），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杨树达》，编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语言卷》，编著，林焘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 

论文 

《“必”是动词吗》，论文，《荆州师专学报》，1985年第4期。 

《普通话（- u）韵母在石首地区的发音》，论文，《荆州师专学报》1986年第4期。 

《“反训”研究综述》，论文，《中国语文天地》1988年第5期。 

《读〈中国古代语言学史〉》，论文，《语文研究》1988年第3期。 

《荆州方言词语考释札记》，论文，《荆州师专学报》1988年第3期。 

《语境·歧义·误解》，论文，《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学刊》（北京）1989年第3期。 

《从顾炎武对入声的认识看其古音研究的得失》，论文，《荆州师专学报》1992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

学》1992年第4期全文转载。 

《代词“自”与副词“自”》，论文，《荆州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 

《反切、四声与韵书的产生》，论文，《荆州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 

《〈说文解字〉的内容、体例、及其重要价值》，论文，《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专辑。 

《〈说文〉中的“否定训释法”》，论文，《古汉语研究》1994年第3期。 

《评〈近代汉语研究概况〉》，论文，《语文研究》1995年第3期。 

《论“反训字”和“反训词”》，论文，《原学》第5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7月。 

《汉语音韵学》，论文，《中国教育报》199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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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读后》，论文，《东方文化》（香港）第33期，1995年；  

《试论〈马氏文通〉状字部分存在的问题》，论文，《语言研究》1996年第2期。 

《中古音和现代音对应中的变例现象》，论文，《语言学论丛》第19辑，商务印书馆，1997年5月。 

《〈朱子语类〉》中程度副词组合功能试析》，论文，《语苑撷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北京），1998年1

月。 

《蒋绍愚自选集》读后，论文，《东方文化》（香港）第36期，1998年1-2期合刊。 

《一部抄袭篡改他人学术成果的“专著”》，论文，《语文研究》（太原）1998年1期。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

学》1998年4 期全文转载。 

《总括副词“都”的历史演变》，论文，《北大中文研究》创刊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杨树达先生学术成就述略》，论文，《荆州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 

《近代汉语否定副词及相关语法问题略论》，论文，《语言研究》1999年第1期。 

《现代汉语副词次类及其特征描写》，论文，《湛江师院学报》1999年第1期。 

《近代汉语副词简论》，论文，《北京大学学报》（北京）1999年第3期。 

《近代汉语中类同副词“亦”的衰落与“也”的兴起》，论文，《中国语文》2000年第1期。 

《“范围副词”中的功能差异——兼论副词次类的划分问题》，论文，《湖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二十世纪近代汉语语音研究述评》，论文，《韩国中语中文学春季联合学术发表大会论文集》（韩国·光州），

2000年4月。 

《从同义、反义关系的变化看汉语词汇的发展演变》，论文，《第20次中国学国际学术大会论文集》（韩国·汉

城），2000年8月。 

《略论汉语同义词聚合的发展演变》，论文，《中国语文论丛》第19辑，韩国·汉城·高丽大学出版发行，2000年

12月。 

《论“范围副词”》，论文，《面临新世纪挑战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1998年现代汉语语法学国际学术会议——

ICCG’98论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济南），2000年。 

《汉语副词形成刍议》，论文，《语言学论丛》第23辑，商务印书馆（北京），2001年。 

《〈世说新语〉中的反义词聚合及其历史演变》，论文，《语言学论丛》第24辑，2001年。 

近代汉语语气副词及其发展演变论略，论文，载《汉语史论文集》，武汉出版社，2002年。 

从《世说新语》看汉语同义词聚合的历史演变，论文，《国学研究》第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具”“俱”之别及其源流演变，论文，载《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年。 

古汉语中“杀”的语义特征和功能特征，论文，《汉语史学报》第二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又中国人民大

学《语言文字学》2002年12期全文转载。 

汉语副词词尾源流考察，论文，《语言研究》2002年第3期。 

 “大叔完聚”考释——兼论上古汉语动词“聚”的语义句法特征及其演变，论文，《语言学论丛》第28辑，商务印

书馆，2003年。 

试论几个常见副词词尾的来源及其发展演变，论文，《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一）》，商务印书馆，2003年。 

从历史演变看“VP+甚/极”的句法语义结构关系及“甚/极”的词性，论文，《语言科学》2004年第2期。又见《语

法化与语法研究（二）》，商务印书馆，2005年。 

论汉语史上的“副词并用”，论文，《中国语文》2004年第4期。 

近代汉语中副词连用的调查分析，论文，《语言学论丛》第29辑，商务印书馆，2004年。 

二十世纪近代汉语研究，论文，（与蒋绍愚合作），载《中国语言学百年丛论》（北京市语言学会编），北京语言

大学出版社，2004年。 

语义特征分析在语法史研究中的作用——“V1+V2+O”向“V+C+O”演变再探讨，论文，《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2

期。 

健身气功六字诀六字语音的历史演变，论文，《健身气功》2005年第3期。 

论上古汉语的连动共宾结构，论文，《中文学刊》（香港）第四期，2005年。又载《汉语新探》，湖北长江出版集

团/崇文书局，2007年。 

近代汉语副词“白”的释义与来源，论文，《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三）》，商务印书馆，2007年。又载《语苑撷英

（二）——庆祝唐作藩先生教授八十华诞学术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 

现代汉语“不如”句，论文，《中国语中国文化》（日本）第5号。2008年3月。 

论“名而动”结构的来源及其语法性质，论文，《中国语文》2008年第3期。 

专业领域  

汉语言文字学—汉语史 

担任过的课程 

1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生主干基础课《古代汉语》（上、下） 

2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专业必修课《汉语史》（下：汉语语法史、词汇史） 

3北京大学全校通选课《大学语文》 

4北京大学全校通选课《中国古代文史哲名著比较阅读》 

5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必修课《汉语语法史研究专题》 

6北京大学全校通选课《古代汉语》（元培学院文科生必修） 

7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必修课《近代汉语研究专题》（即将授课） 



 

科研项目 

1汉语常用副词源流考察，2000年国家社科规划项目，个人独立完成，项目号：00BYY016。 

2上古汉语“综合性动词”的语义句法特征及其演变研究，2003年国家社科规划项目，主持，项目号：03BYY020；进

行中。 

3《韩非子》词义系统研究，1998年国家社科规划青年项目，主要承担者。 

4近代汉语语法与汉语方言语法对比研究，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项目，项目管理及组织实施者。已于2003年2月结

项。 

5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教育部国家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参加者，已于2003年结项。 

6从《世说新语》看汉语同义词聚合、反义词聚合的历史演变，北京大学“中流文教基金”项目，1998年10月立项，

1999年7月结项。 

7朝鲜时代《语录解》与近代汉语白话词汇研究，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基金项目，2002年1月立项，2002年12月结

项。 

获奖 

2001年获北京大学青年教师教学比武优秀奖； 

《近代汉语副词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出版）获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近代汉语副词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出版）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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