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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中心讯】6月13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暨庆祝戴庆厦先生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会在
中央民族大学隆重召开。 

  此次学术研讨会由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主办，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和中
国少数民族语言与古籍研究所承办。中央民族大学校领导、特邀主旨发言嘉宾、中国少数民族语
言文学学院各系所师生，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戴庆厦先生弟子共近百人参加了这次学术研讨会。 

  开幕式由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主任木乃热哈主持，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曲木铁西教授、中国
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院长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教授、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语教学》主编兼
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张博教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兼云南师范大学汉藏语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罗骥教授分别致辞。曲木铁西教授回顾了戴先生带领他调查记录彝语各方言和其他少数民族语
言及指导他研究彝语义诺话的经历，满怀深情地表达了对戴先生作为他学术和人生导师的无尽感
激之情。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教授高度评价了戴庆厦先生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研究和人才
培养做出的重要贡献，肯定了戴先生作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第一任院长在
学院学科建设和发展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张博教授回顾了戴庆厦先生对学生严格教导和无微不
至的关怀，总结了戴先生一生所取得的巨大学术成就，声情并茂地表达了弟子们对戴先生身体健
康、快乐长寿和永葆学术青春的祝愿。罗骥教授风趣幽默地谈了自己与戴庆厦先生共事三年来的
感受，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心地善良、孜孜不倦工作的戴先生形象，并宣读了云南师范大学校长
蒋永文教授专门为戴庆厦先生八十华诞发来的祝贺信。此外，张鑫博士播放了“戴庆厦先生学术
生涯掠影”幻灯片。在观看幻灯片的过程中，大家看到了戴庆厦先生往事点点滴滴，让一些弟子
回想起当年和先生一起调查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经历，无比敬仰的目光投向了眼前这位精神矍
铄、容光焕发的长者。一些单位和个人还向戴庆厦先生敬献上了最美的鲜花和哈达，整个会场充
满了喜乐祥和的气氛。 



  研讨会主旨发言分为两场，分别由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教授和李锦芳教授主持。在第一场
中，中国社会科学院黄行研究员做了题为《汉藏语系语言区域性语音特征》的报告；黄行研究员
根据诸多汉藏语言的语音研究成果，比较印欧语系、阿尔泰语系等的语音，总结出汉藏语系语音
方面的特点，并探讨了汉藏语系塞擦音、送气音、辅音韵尾和声调以及其他一些重要语音现象的
形成和演变机制。北京语言大学崔健教授做了题为《朝鲜语汉源虚词——以汉字词的语法化为
例》的报告；崔健教授以朝鲜语汉源连接词、比较标记、对象标记、时体标记、形式名词为例，
考察了汉语对朝鲜语的影响。首都师范大学洪波教授做了题为《领主属宾结构的句法来源及构式
语义嬗变》的报告；洪波教授指出，在先秦时期，汉语领主属宾构式中的动词如果有自动与使动
配对的，皆用使动形式而不是自动形式；洪波教授认为，领主属宾构式原属于使动构式，其句法
形式直接导源于使动句法结构。第二场主旨发言是由南开大学的曾晓渝教授做题为《侗台语“稻
秧”的地理分布》的报告；曾晓渝教授通过观察侗傣语言“稻秧”一词的地理分布，分析侗台民族语
言的历史痕迹，得出广西中部地区很可能是侗台族群土著的发源地、泰族最早可能亦源自该区域
的结论。 

  下午的学术报告在两个分会场同时进行，分别有十二位专家学者做了学术报告。此外，还有
近三十位专家学者或硕博研究生提交了学术报告论文摘要或全文，内容涉及语言本体研究、语言
使用、语言系属分类、语言接触、比较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双语教学、少数民族学生汉语习
得、少数民族文献研究等方面，既有探讨整个汉藏语系或藏缅语族语言的类型特征，也有分析具
体语言的特点。戴庆厦先生亲临第一分会场学术报告现场并提出宝贵的建议。整个学术报告体现
了弟子们在继承和发扬戴庆厦先生学术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
新局面。 

  闭幕式由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古籍研究所所长胡素华教授主持。张鑫博士宣读了由北京师范
大学珠海分校副校长傅爱兰教授和香港大公报中国新闻部主任赵汝庆博士提出的关于设立“戴庆
厦徐悉艰伉俪民族语教学与研究基金”的倡议。最后，戴庆厦先生发表了自己的真挚感言，慷慨
激昂地表达了自己对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与教学事业的热爱，坚定地表示要把八十岁作为一个新的
人生起点，保证不离开少数民族地区，不离开少数民族同胞，不离开少数民族语言，为中国少数
民族语言研究教学事业而奋斗终生。戴先生还对终生支持自己事业的爱人徐悉艰研究员表达了谢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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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庆厦教授，生于1935年6月，福建仙游人，汉族，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国家民族事务委员
会（部级）系统突出贡献专家。现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学科组成员、中国语言学会
副会长、国际双语学学会会长等职，戴先生也是美国语言学会终身荣誉会员。戴先生自1956年北
京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审组成员、中央民族大
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院长等职，终生兢兢业业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
作，多年以来带领学生深入西南山区少数民族村村寨寨，走遍山山水水，调查记录过几十种少数
民族语言，会讲一口流利的景颇语，是国际著名的景颇语研究专家，熟悉大多数彝缅语支语言，
曾为哈尼族、景颇族载瓦支系等民族或民族支系创制文字，撰写或主持编辑过几十部很有影响力
的专著，发表了上百篇高质量的论文，培养出几百位高端人才，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和教学
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 周廷升/文 内蒙古大学张鑫，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系王保锋、周廷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