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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字学硕士点介绍  

  湘潭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硕士点于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 

本硕士点共有教授3人，博士副教授8人，讲师3人。学位点负责人为盛新华教授。 

  本硕士点的教师近年来主持或参与国内和省内等各类社科项目18项。共出版专著39部，在

《中国语文》《方言》《语言文字应用》《文献》《语言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汉语学

习》《辞书研究》《哲学译丛》《湘潭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00多篇，在学术界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 

  本硕士点设“词汇学”、“语法修辞学”、“方言学”、“社会语言学”4个方向。 

一、“词汇学”方向   

  本研究方向有着久远的历史和雄厚的力量，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在国际、国内汉语言学界有着重要的影响。以王勤、彭忠厚、彭辉球等教授为代表的第一代学者

在词汇学理论、现代汉语词汇和古汉语词汇的研究方面卓有建树。王勤教授长期致力于汉语词汇

学研究，出版了《现代汉语词汇》《谚语歇后语概论》《汉语词汇学通论》《汉语熟语概论》等

著作，被学术界称之为中国词汇研究社会功能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并得到俄罗斯、日本等国语言

学者的高度评价。马固钢教授长期致力于古代汉语词汇研究，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突出成绩。他

对《汉语大词典》词条、立项释义、书证、训释方法等进行了多方面的考释，丰富了词汇的考释

方法，补充了《汉语大词典》等辞书立项释义之不足。先后在《中国语文》《文献》《辞书研

究》《古汉语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视”“示”同辞论》《论语气与释词》等学术论文３０

多篇，出版专著１部，主编、合著３部。学术专著《词义的对立与统一—正反同类辞类释》（岳

麓书社，１９９８年版），历时１８年而成书。全书搜罗800余条正反同辞，以类相从而编次。

著名古典文学专家羊春秋教授称赞此书“集反训之大成”。潜心研究数载的“汉语大词典考释”

于2007年获得教育部的后期立项资助。谭松林副教授主持了高教古籍整理委员会项目《周敦颐

诗文整理》，参与《曾国藩全集》《白子全书》、《传世藏书》等古籍的整理，并任《帝王家

训》、《宰相家训》等丛书的副主编，共计整理古籍20多部。蒋金星副教授对词汇，尤其对清代

词汇语法的研究有较深的造诣，在《武汉大学学报》《求索》《船山学刊》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论

文。雷冬平博士读硕期间师从王锳先生研究近代汉语词汇，后又师从方一新先生攻读博士，主要

从事汉语史及认知语言学研究。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子项目、湖南省哲学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及湘潭大学CSSCI基金项目各一项，参与其他课题多项。已出版专著一部，

在《中国语文》《语言教学与研究》《古汉语研究》和《语言科学》等语言学专业刊物上发表学

术论文10多篇。胡丽珍博士主要从事汉语史及辞书学研究。在《中国语文》《辞书研究》《修辞

学习》和《语言科学》等语言学专业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0多篇。 

二、语法修辞学 

  本研究方向有三个研究重点： 

  一是汉语语法研究。其研究内容和基本特点是：既有对汉语句群、篇章、会话等语法结构规

律的研究，也有对个别字、词的语法特点的探讨，宏观与微观的结合，进一步丰富了语法研究理

论。盛新华教授在《逻辑应用原理》和《逻辑学教程》等书中辟专章研究议论文的篇章结构问

题；李伯超教授的《汉语语法修辞概论》《语法分析中的形式和意义问题》等著作和论文从不同

角度对汉语语法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朱军博士在《语言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等刊物上发

表了《“除了”式的语义研究》《配价、论元隐现与短语宾语的“必现性”》等多篇论文。 

  二是汉语修辞研究。这一领域的代表性成果有王勤教授的《汉语修辞通论》、刘业超教授的

《现代文心》等专著和李伯超教授的《关于建设语言美学的几点思考》、盛新华教授的《修辞的



  

语义本质初探》《论语境对话语意义的影响》、李军华教授的《同构提挈，异义纷呈—试论“嵌

异”修辞艺术》、刘晓丽博士在《求索》等刊物发表的论文，均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有的

被《人大复印资料》等刊物转载。其中《现代文心》一书曾荣获湖南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二等奖。 

  三是语言应用研究。其基本内容和研究特点是：紧密结合文学创作和社会生活实际，认真研

究不同领域、不同学科中的语言应用问题，努力提高全社会的语言应用能力和语言应用艺术。本

领域的重要成果有王勤教授主编的《论毛泽东语言艺术》，盛新华教授的《公关语言艺术》《逻

辑应用原理》，刘永凯副教授主编的《秘书语言学》等著作和50多篇学术论文。同时，这一研究

领域的教师还与计算机等学科的教师协作攻关，将汉语语言应用与计算机语言研究相结合，取得

了突出的研究成果，吴道勤教授先后承担和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科学信息数据库

研究与建设》、国家教委文科ＣＡＩ《文史哲类课程通用试题库管理系统》等，出版并通过省部

级鉴定的成果有《方言微机处理系统》《汉字——音标磁盘操作系统》等，这些成果被专家们认

定为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目前正与计算机专业的教师进行汉语自然语言语义形式化方面的研

究。 

  本方向学术研究视野开阔，涉及领域广泛，研究方法多样，既有对语法、修辞理论的宏观指

述，又有对语言在交际过程中出现的常规和变异情况进行深入的剖析和归纳。这些研究成果对提

高人们应用语言的能力和应用语言的艺术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方言研究方向 

  该方向的李永明教授长期从事方言研究，1958年就出版了《潮州方言》，上世纪80年代来

到湘潭大学后，先后出版《衡阳方言》《临武方言》《长沙方言》《常德方言》等多种方言研究

著作，《湘潭方言》《岳阳方言》也将于近期面世。他多次应邀出席在澳大利亚、新加坡和我国

港、澳、台地区召开的学术会议并讲学，在方言学界享有较高声誉，为该方向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陈立中教授在我校工作期间，出版了《湖南客家方言的源流与演变》《湘语与吴语音韵比较

研究》《黑龙江站话研究》等著作和在《方言》等杂志上发表的多篇论文，为该方向的发展作出

了较大贡献。雷冬平博士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江西安福方言表复数的“物”》等论文，唐

智燕博士等在方言研究尤其在湖南方言研究上均有所作为。 

  本方向在湘方言研究、客家方言研究、方言与民俗研究、方言词汇和语法研究等方面颇具特

色。 

  四、社会语言学研究方向 

  李伯超教授师从著名语言学家王勤教授，于1988年获硕士学位后一直在湘潭大学中文系从

事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已获得博士学位。专著《中国风格学源流》一书受到国

内有关专家高度评价，复旦大学宗廷虎教授认为是“第一部汉语风格学史的专门著作，其在体系

的完整性、科学性和论证的严密性方面都做得相当的好。”论文《语素融合的类型与途径》《中

国古典风格学中的语言风格论》等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主持了《法律语体研究》、《语

言与宗教》等科研项目的研究。李军华教授、盛新华教授均在语言规范化等方面有所研究。     

本方向在语言变体研究、语言与宗教研究、语言规划研究等方面很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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