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

为了配合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保证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特制定外国语

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质量第一、贯彻理论联系实际

的原则，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富有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学习年限

学制为３年，学习年限最长不超过６年。

三、研究方向及指导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 主要研究内容（１００－１５０字） 导 师

０１ 社会语言学

该方向是融语言、历史、地理、文化、社会等诸方面的综合性交叉应用研究，致

力于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地名理论与地名事实探索，着重从汉语言文字学、方

言学、地名学、文化学、社会学等角度，主要开展地名用字、地名的语言文化、地

名数据库建设等三个方面的研究。

周文德

教授

四、颁发学位

文学博士

五、课程学习及学分要求

总学分：２０学分
其中：学位基础课（政治理论课程、外国语［或第二外国语］）６学分；专业必修课４学分；

专业选修课６学分；学术活动２学分；创新学分２学分。
创新学分要求：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以四川外国语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完成科研创新任

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获得２个创新学分。博士研究生论文答辩通过，且获得创新学
分后，方可授予学位。

１．论文类（期刊级别以《四川外国语大学优秀科研业绩奖励办法》的认定为准；书评篇幅
应在２０００词（外文）或４０００字（中文）以上）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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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以第一作者在Ａ类、Ｂ类期刊，或在外语类Ｃ类期刊发表学术论文１篇；
（２）以第一作者在非外语类Ｃ类期刊发表学术论文１篇，且在普通本科高校（不含民办、

专科、职业技术学院类高校）学报或外语类一般期刊发表学术论文１篇；
（３）以第一作者在普通本科高校（不含民办、专科、职业技术学院类高校）学报或外语类一

般期刊发表学术论文３篇。
２．学术著作类（出版社以《四川外国语大学优秀科研业绩奖励办法》规定奖励的范围为

准）：以第一作者出版１０万字（中文）或６万词（外文）以上专著或译著１部。
３．项目类：以主持人身份获批或结项省部级或以上科研项目１项，或以主持人身份获批

国家级课程１门。
４．获奖类：以主持人身份获得省部级或以上科研教研成果奖１项。
５．资政报告类：以第一署名撰写与本学科领域相关资政报告，被省部级或以上政府部门

采纳或批示１份。
博士研究生获得创新学分的方式还可采取下列方式多元化（在读期间，以四川外国语大

学为第一署名单位）：（１）以第一作者在国家主流媒体（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社
会科学报、法制日报、中国艺术报、中国教育报、中国电影报、文艺报等）发表１５００字以上本学
科领域理论文章，每篇视同发表１篇Ｂ２类学术论文。（２）以第一作者在省部级或以上政府部
门主办的报纸发表１５００字以上引领性文章或学科领域理论文章，每篇视同发表１篇Ｃ类学术
论文。（３）参加全国性专业竞赛，获得三等奖或以上奖励（排名第一），每项视同发表１篇普通
本科学报学术论文。（４）主持完成重庆市教委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每项视同发表１篇普通
本科学报学术论文。（５）主持获得发明专利或软件著作权（以《四川外国语大学优秀科研业绩
奖励办法》的认定为准），每项视同发表１篇普通本科学报学术论文。

六、课程设置

类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开课

学期
学分

任课教师

（职称）

考核

方式

必

修

课

学
位
基
础
课

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ｎｔｅｘｔ ２ ２ 钟谟智

教授
考试

２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１２ ４ 通识教育

学院教师
考试

专
业
必
修
课

１ 汉语地名学

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ｏｐｏｎｙｍｙ １ ２ 周文德

教授
考试

２ 社会语言学

Ｓｏｃｉ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２ ２ 周文德

教授
考试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１ 语料库语言学（与硕士同上）

Ｃｏｒｐｕｓ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１ ２

苏　杭
教授

王仁强

教授

考查

２ 社会认知语言学

Ｓｏｃｉｏｌ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１ ２ 赵永峰

教授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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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开课

学期
学分

任课教师

（职称）

考核

方式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３ 认知语言学（与硕士同上）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２ ２ 王　寅
教授

考查

４ 大数据与语言研究专题

ＡＳｅｍｉｎａｒｏｎＢｉｇＤａｔａａ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 ２ 导师组 考查

５ 地名研究专题

ＡＳｅｍｉｎａｒｏｎＴｏｐｏｎｙ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 ２ 导师组 考查

七、培养方式与方法

（一）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方式采取导师指导制。

（二）对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应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采取理论学习与科学实践相结

合、讲授与讨论相结合、统一要求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的方法。

（三）博士研究生的培养采取课堂教学和论文指导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课程教学实现课程

思政全覆盖。

八、学位论文及论文答辩

（一）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应在导师的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学位论文使用

外文或者中文撰写。论文语言选择须经过指导教师同意，并须在开题时说明原因。

（二）学位论文的格式由各学科参照学科标准自行制定。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撰写必

须遵循本学科的学术规范；同时应遵守《四川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申

请工作细则》中的其它关于学术纪律的相关规定。

（三）博士学位论文字数原则上不得少于６万词（外文）；或者１０万字（中文）。
（四）博士学位论文应在科学上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学术成果或应用成果，应能反

映出博士生已经掌握了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备了独立从事科研工

作或专门工作的能力。学位论文必须按照国际通用的学术论文规范与标准撰写，观点正确，条

理清晰，论据可靠，论证充分，推理严谨，逻辑性强，文字通顺，表明研究生已经达到培养目标的

要求。

（五）论文内必须附有“诚信申明”，申明论文为原创成果。学校研究生院将抽查学位论

文，一经发现剽窃行为，将按照学校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六）学位论文在正式答辩之前，应进行预答辩。预答辩与正式答辩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

１个月。学位论文预答辩委员会由５名同行专家组成。预答辩结果分“通过”“有条件通过”
“不通过”三种。同意“通过”票数达到五分之四以上（含五分之四）的学位论文方可进入评阅

阶段。“有条件通过”的学位论文由答辩委员会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博士研究生应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修改并提交相关学院，相关学院组织教研室对修改稿进行评阅，决定其是否通过。“不

通过”的学位论文作者可在半年内重新提请预答辩。通过预答辩的学位论文方可进入 学位论

文评审程序。

（七）学位论文应在答辩前两个月印送５名同行专家进行匿名评审，其中至少有２名校外
·９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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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阅人一致同意申请人参加学位论文答辩，培养单位方可组织答辩。评阅人中如有１
人不同意申请人参加学位论文答辩，应增聘１名评阅人，获得同意后方可组织答辩。如有两名
以上（含增聘）评阅人不同意申请人参加学位论文答辩，则论文评阅未获通过，不能组织答辩。

未获得通过者，可在半年后重新申请评阅一次。

（八）论文答辩委员会由５～７名专家组成，其中校外专家不少于２名。答辩结果分“通
过”“有条件通过“不通过”三种。同意“通过”票数达到五分之四以上（含五分之四）的学位论

文视为通过答辩。“有条件通过”的学位论文由答辩委员会提出具体修改意见，申请人应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修改并提交培养学院；培养学院再次组织３名专家进行评审，决定是否通过。学
位论文答辩不通过者，经论文答辩委员会同意，可在半年后申请重新答辩一次；如仍未通过，不

可再次提出申请。

九、毕业与学位授予

博士学位授予程序按照《四川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申请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执

行。

十、主要阅读书目和期刊杂志

（一）必读书目

［１］Ｃｒｏｆｔ，Ｗ．＆Ｃｒｕｓｅ，Ｄ．Ａ．２００４．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Ｃｒｏｆｔ，Ｗ．２０００．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Ｃｈａｎｇｅ［Ｍ］．Ｈａｒｌｏｗ：Ｌｏｎｇｍａｎ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Ｌｉｂｒａｒｙ．
［３］Ｃｒｏｆ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２０００．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ＬａｎｕｇａｇｅＣｈａｎｇｅ［Ｍ］．Ｈａｒｌｏｗ：Ｐｅａｒｓ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Ｌｉｍｉｔｅｄ．
［４］Ｇｅｅｒａｅｒｔｓ，Ｄｉｒｋ２０１０．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Ｌｅｘｉｃａｌ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５］Ｌａｋｏｆｆ，Ｇ．＆Ｊｏｈｎｓｏｎ，Ｍ．１９９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ｔｈｅＦｌｅｓｈ：ＴｈｅＥｍｂｏｄｉｅｄＭｉｎｄａｎｄｉｔｓ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ｔｏ
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ＢａｓｉｃＢｏｏｋｓ．

［６］Ｌａｋｏｆｆ，Ｇ．＆Ｍａｒｋ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８０．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ＷｅＬｉｖｅｂｙ［Ｍ］．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７］Ｌａｋｏｆｆ，Ｇｅｏｒｇｅ１９８７．Ｗｏｍｅｎ，Ｆｉｒｅ，ａｎｄ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Ｔｈｉｎｇｓ：Ｗｈａｔ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Ｒｅｖｅａｌａｂｏｕｔｔｈｅ
Ｍｉｎｄ［Ｍ］．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

［８］Ｌｙｏｎｓ，Ｊｏｈｎ１９９７．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Ｍ］．Ｉ＆ＩＩ，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９］ＭａｒｉｎａＲａｋｏｖａ．２００４．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ｌ：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Ｐｏｌｙｓｅｍｙ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Ｍ］．ＢｅｉＪｉｎｇ：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版．

［１０］Ｓｗｅｅｔｓｅｒ，Ｅｖｅ１９９０．ＦｒｏｍＥｔｙｍｏｌｏｇｙｔｏ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Ｓｅ
ｍａｎｔ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ｔ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

［１１］Ｔａｌｍｙ，Ｌｅｏｎａｒｄ．２０００．Ｔｏｗａｒｄａ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Ｍ］．ＶｏｌｕｍｅＩ：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ｙｓ
ｔｅｍｓ．２１ＶｏｌｕｍｅＩＩ：Ｔｙｐ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１２］（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
·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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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苏）茹奇克维奇（В．А．Жучкевич）著，崔志升译．《普通地名学：第一部分，地名学的基
本规律》［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３．

［１４］陈平．《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Ｍ］．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１．
［１５］陈原．《社会语言学》［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
［１６］郭锦桴．《汉语地名与多彩文》［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７］华林甫．《中国地名学史考论》［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８］华林甫．《中国地名史话》［Ｍ］．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０６．
［１９］李德清．《中国历史地名避讳考》［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０］李和山、陈贤齐．《中国古今疑难地名正音举要》［Ｍ］．武汉：武汉出版社，２０１６．
［２１］李如龙．《地名与语言学论集》［Ｍ］．福州：福建省地图出版社，１９９３．
［２２］李如龙．《汉语地名学论稿》［Ｍ］．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２３］刘保全等．《地名调查学概论》［Ｍ］．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４］刘美娟．《浙江地名疑难字研究》［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２．
［２５］梅耶．《社会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Ｍ］．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２００８．
［２６］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
［２７］商伟凡．《天地经纬地名纵横谈》［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
［２８］盛爱萍．《温州地名的语言文化研究》［Ｍ］．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９］孙冬虎、李汝雯．《中国地名学史》［Ｍ］．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３０］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
［３１］覃凤余、林亦．《壮语地名的语言与文化》［Ｍ］．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２］谭汝为．天津地名文化》［Ｍ］．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
［３３］王际桐．《王际桐地名论稿》［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
［３４］王宁．《汉字构形学导论》［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
［３５］吴郁芬等．《中国地名通名集解》［Ｍ］．北京：测绘出版社，１９９３．
［３６］游汝杰、邹嘉彦．《社会语言学教程》（第二版）［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３７］张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８］张清常．《胡同及其他———社会语言学的探索》［Ｍ］．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０．
［３９］张清常．《北京街巷名称史话———社会语言学的再探索》［Ｍ］．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出版社，１９９７．
［４０］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二）推荐书目

［１］Ｂéｊｏｉｎｔ，Ｈ．２０１０．ＴｈｅＬｅｘｉｃ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Ｅｎｇｌｉｓｈ［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Ｂｏｏｉｊ，Ｇ．２０１２．ＴｈｅＧｒａｍｍａｒＯｆＷｏｒｄｓ：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３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
［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３］Ｂｒｉｎｔｏｎ，Ｌ．Ｊ．＆Ｔｒａｕｇｏｔｔ，Ｅ．Ｃ．２００５．Ｌｅｘ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Ｃｈａｎｇｅ［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４］Ｂｙｂｅｅ，Ｊ．２０１０．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Ｕｓａｇｅａｎｄ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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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
［５］Ｃｏｗｉｅ，Ａ．Ｐ．２００９．ＴｈｅＯｘｆｏｒ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ｅｘｉｃｏｇｒａｐｈｙ：ＶｏｌｕｍｅＩ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ｕｒｐｏｓｅＤｉｃ
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Ｃ］．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

［６］Ｃｏｗｉｅ，Ａ．Ｐ．２００９．ＴｈｅＯｘｆｏｒ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ｅｘｉｃｏｇｒａｐｈｙ：ＶｏｌｕｍｅＩＩ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ａ
ｒｉｅｓ［Ｃ］．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

［７］Ｃｒｏｆｔ，Ｗ．２００１．Ｒａｄ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Ｇｒａｍｍａｒ：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ＵＰ．

［８］Ｃｒｏｆｔ，Ｗ．２００３．Ｔｙｐ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９］Ｅｎｆｉｅｌｄ，Ｎ．Ｊ．２０１５．ＴｈｅＵｔｉｌｉｔｙｏｆＭｅａｎｉｎｇ：ＷｈａｔＷｏｒｄｓＭｅａｎａｎｄＷｈｙ［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０］Ｅｖａｎｓ．Ｖ．＆Ｇｒｅｅｎ，Ｍ．２００６．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Ｅｄｉｎ
ｂｕｒｇ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１］Ｆａｒｍｅｒ，ＡｎｎＫ．＆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Ｄｅｍｅｒｓ．１９９６．Ａ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Ｗｏｒｋｂｏｏｋ［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Ｔｈｅ
ＭＩＴＰｒｅｓｓ．

［１２］Ｆａｕｃｏｎｎｉｅｒ，ＧｉｌｌｅｓａｎｄＥｖｅＳｗｅｅｔｓｅｒ（ｅｄｓ．）．１９９６．Ｓｐａｃｅ，ＷｏｒｌｄａｎｄＧｒａｍｍａｒ［Ｍ］．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

［１３］Ｆａｕｃｏｎｎｉｅｒ，ＧｉｌｌｅｓａｎｄＭ．Ｔｕｒｎｅｒ．２００２．ＴｈｅＷａｙＷｅＴｈｉｎｋ：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Ｂｌｅ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
Ｍｉｎｄ’ｓＨｉｄｄｅ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ｉｅｓ［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ＢａｓｉｃＢｏｏｋｓ．

［１４］Ｇａｔｔｉｓ，Ｍ．ｉｎｐｒｅｓｓ．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ｃｈｅｍａｓｉｎ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ｏｕｇｈｔ［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ＭＩＴＰｒｅｓｓ．
［１５］Ｈａｌｌｉｄａｙ，Ｍ．Ａ．Ｋ．２００４．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ａｍｍａｒ（３ｒｄｅｄ．）［Ｍ］．Ｌｏｎｄｏｎ＆

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ＵＰ．
［１６］Ｈｉｎｚｅｎ，Ｗ．＆Ｓｈｅｅｈａｎ，Ｍ．２０１３．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Ｇｒａｍｍａｒ［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

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７］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Ｒ．Ｗ．１９８７＆１９９１．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Ｇｒａｍｍａｒ［Ｍ］．Ｖｏｌ．１，．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ｓ．Ｖｏｌ．２，．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Ｃａｌ．：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８］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Ｒ．Ｗ．２０００．Ｇｒａｍｍａｒａｎｄ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Ｂｅｒｌｉ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ｏｕｔｏｎ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１９］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Ｒ．Ｗ．２００８．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Ｇｒａｍｍａｒ：ＡＢａｓｉｃ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ＲｏｎａｌｄＷ．１９９０．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Ｓｙｍｂｏｌ：ｔｈ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Ｇｒａｍｍａｒ

［Ｍ］．Ｂｅｒｌｉｎ：ＭｏｕｔｏｎｄｅＧｒｕｙｔｅｒ．
［２１］Ｌｉｅｂｅｒ，Ｒ．２００４．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Ｌｅｘｉｃａｌ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２］ＬｉｒａＲ．ＧｌｅｉｔｍａｎａｎｄＭａｒｋＬｉｂｅｒｍａｎ．１９９５．ＡｎＩｎ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ｔｏ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Ｖｏｌ．Ｉ：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ｈｅＭＩＴＰｒｅｓｓ．
［２３］Ｌｙｏｎｓ，Ｊｏｈｎ１９９５．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
［２４］Ｓｈｏｐｅｎ，Ｔｉｍｏｔｈｙｅｄ．１９８５．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ｙｐ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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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５］ＴａｙｌｏｒＪｏｈｎＲ．２００２．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Ｇｒａｍｍａｒ［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６］Ｗｉｅｒｚｂｉｃｋａ，Ａｎｎａ１９９６．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Ｐｒｉｍ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７］（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２００９，《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Ｍ］，北京：商务印

书馆。

［２８］（美）布龙菲尔德．《语言论》［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
［２９］（美）萨丕尔．《语言论》［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
［３０］陈保亚．《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１８９８—１９９８》［Ｍ］．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９．
［３１］褚亚平、尹钧科、孙冬虎．《地名学基础教程》［Ｍ］．北京：测绘出版社，２００９．
［３２］崔恒升．《中国古今地理通名汇释》［Ｍ］．合肥：黄山书社，２００３．
［３３］崔乃夫．《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
［３４］戴红亮．《西双版纳傣语地名研究》［Ｍ］．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３５］戴均良等．《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３６］高俊良、梅锋．《中国县级以上政区地名史考》［Ｍ］．北京：学习出版社，２０１３．
［３７］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地名和监视监测图集》［Ｍ］．北京：海洋

出版社，２０１８．
［３８］哈丹朝鲁．《少数民族语地名概论》［Ｍ］．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２０１７．
［３９］霍凯特．《现代语言学教程》［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
［４０］贾文毓、李引．《中国地名辞源》［Ｍ］．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０．
［４１］勒佗·督早坚．《中国景颇语地名探源》［Ｍ］．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７．
［４２］刘保全等．《地名文化遗产概论》［Ｍ］．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４３］刘连安等．《地名信息化概论》［Ｍ］．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４４］刘南威．《中国南海诸岛地名论稿》［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４１］牛汝辰．《中国地名文化》［Ｍ］．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１９９３．
［４６］牛汝辰．《名实新学：地名学理论思辨》［Ｍ］．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２０１５．
［４７］彭文峰．《唐代墓志中的地名资料整理与研究》［Ｍ］．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２０１５．
［４８］浦善新．《数字地名：地名信息系统的理论及其应用》［Ｍ］．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０．
［４９］王维屏．《中国地名语源》［Ｍ］．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６．
［５０］魏隽如．《中国地名文化》［Ｍ］．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２００５．
［５１］叶德书．向熙勤，《中国土家语地名考订》［Ｍ］．北京：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１．
［５２］臧励騄等．《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１５．
［５３］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Ｍ］．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５．
［５４］赵清慎．《聚落名地名新探》［Ｍ］．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２０１７．

（三）期刊杂志

［１］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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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３］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Ｉｎｑｕｉｒｙ
［５］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６］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ｒｐｕｓ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７］Ｎａｍｅｓ
［８］Ｗｏｒ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９］《当代语言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１０］《汉语史学报》，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
［１１］《汉字汉语研究》，郑州大学。
［１２］《汉语史研究集刊》，四川大学俗文化研究所。
［１３］《民族语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１４］《外国语文》，四川外国语大学。
［１５］《语文研究》，山西省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１６］《语言暨语言学》，台湾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
［１７］《语言教学与研究》，北京语言大学。
［１８］《语言科学》，徐州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
［１９］《语言文字应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２０］《语言学论丛》，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２１］《语言研究》，华中科技大学语言研究所（武汉）。
［２２］《中国地名》，《中国地名》杂志社。
［２３］《中国文字学报》，中国文字学会。
［２４］《中国语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２５］《中国语学》，日本中国语学会。
［２６］《中国语言学报》，中国语言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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