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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复旦大学和温州大学主办、温州大学承办的第六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11月12日至14日

在温州召开，收到论文或论文提要近70篇。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美国、法国、日本的50余位

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王福堂、王洪君、郑张尚芳、钱乃荣、汪平、方松熹、李小凡、薛才德等教授作了

大会报告。华东师范大学颜逸明教授发来贺信及自己创作的一幅山水画表示祝贺。复旦大学游汝杰教授作

了总结发言。本届会议内容丰富，包括地点方言描写、语音（实验语音、音系、音韵、感知、变调等）；

语法；方言比较（吴语与非吴语的比较、吴语内部的比较等）；词汇研究；吴语历史研究；传教士吴语著

作研究；吴语的社会语言学等。会后将编辑、出版会议论文集（《吴语研究》第六辑）。  

研讨会论文题目（按照作者姓名音序排列）：  

敖小平 环吴语地带语言现象  

董建交 北部吴语咸山摄一二等的历史演变  

蔡海燕 台州府城方言概况  

曹晓燕 以尖团分混考察方言变异的语言因素  

陈贵麟 自然村一地多名的成因探索——以吴语《缙云县地名志》为例  

陈夏青 嘉定北片第二人称“”  

陈忠敏 上海话元音气声发声的EGG信号统计分析  

褚半农 《醒梦骈言》的吴语和排印本的径改  

崔山佳 试说《明清吴语词典》的成就  

邓岩欣 上海话词缀“三”的语源及词汇义研究  

丁健  台州方言的否定词与相关格式  

范炎培 常州方言称谓语探析  

方松熹 岱山方言内部的共时比较  

高健行 新诗的方言实验语音实例——徐志摩硖石土白诗简论  

顾友友、Helene Musquar 吴语属于法国诸语？（Is Wu dialect a “language of France”?）  

胡文炜 《越谚》注释校正  

胡正武 台州方言词语溯源（之一）  

加纳巧 宁波方言中“V其（一）”形式的功能及其形成  

姜恩枝 新派上海话的社会地位研究  

焦磊  昆曲演唱的发声调音研究——文献与实验  

李申  《明清吴语词典》商补  

李小凡 杭州话的文白异读及其历史层次问题  



林素娥 百年前上海话的几个句法特征  

林晓晓 吴语路桥方言的连读变调  

凌锋  苏州话单元音的声学分析  

刘钢  靖江方言语助词  

刘泽民 吴方言覃谈寒桓四韵的今读及相关问题  

娄关炎 吴方言第一人称“阿”语音词源初考  

平悦铃 上海城市方言疑问句式使用情况的社会语言学调查  

钱乃荣 从语序类型来看上海方言  

荣耀祥、荣华源 荣巷原生态方言谚语的社会文化关照  

阮桂君 宁波 方言的“有”及其相关句式  

阮咏 梅温岭 泽国话中侯韵字的读音及其变化  

沈瑞清 《中西译语妙法》简介  

盛爱萍、王建华、朱赛萍 瓯语语汇中的声母清浊交替现象  

盛益民 绍兴柯桥话疑问代词研究  

施俊 义乌方言入声舒化探析  

石汝杰 清末明初苏州方言的音系  

孙锐欣 上海方言声调音高的感知实验研究  

唐七元 汉语方言“个”的意义、用法及来源  

陶寰  从上海方言看方言语音接触的类型  

童致和 吴语宜兴话里与动词“拨（给）”相关的句式  

汪平  关于语言有声资料数据库的若干问题  

王福堂、王洪君 绍兴方言考察二则  

王海莉、马贝加 温州话助动词“着”的意义和来源  

王弘治 论明代日汉琉汉对音材料中的汉语基础方言  

王洪钟 吴语已然体是非问句的类型  

王苹  宁波方言社交称谓的文化意蕴和语言表达  

王晓丽 江山话里的程度副词“样”和“恁”  

王一萍 《土话指南》中的老上海话  

维舟、张惠英 点心  

吴子慧 绍兴方言的拟声词  

肖萍 余姚方言的音韵特点  

许宝华 略说方言里的“太阳”词——《汉语方言地图集》学术价值管窥  

薛才德 吴语“龟”类字浅论  

叶晨 天台方言中的量词重叠式“A加A”  

游汝杰 老派杭州方言的两字组变调  

袁丹 常熟方言中“V开”的语法化——兼论汉语方言中“V开”的演变类型  

郑伟 从空间范畴到时间范畴——吴语及其他方言中的一类时间副词词尾  

朱音尔、张吉生 上海话与绍兴话阳声韵的比较研究  

郑张尚芳 温州话的瓯越语底层影响  

左思民 上海话的“VV看”和“VV补语”格式及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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