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讲教师 
 

汉语方言学课目前有李小凡教授和项梦冰副教授两位主讲教师。 
 

一、李小凡教授简况 
简历 
1954.10.14      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 
1970.3－1975.8  江苏盐城地区大丰县金墩人民公社时丰大队第四生产队插队知青 
1977.8－1979.8  江苏盐城地区化肥厂职工子弟学校教师 
1979.9－1983.7  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攻读学士学位  
1983.8－1988.7  北京大学中文系助教 
1985.9－1989.1  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职攻读硕士学位 
1988.8－1992.7  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 
1992.8－1999.7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1995.11 起         兼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 
1993.3－1994.2  韩国国立顺天大学客座教授 
1999.8 起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2000.1—2000.6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 
2000.6 起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 
主讲课程 
1、汉语方言学，2、汉语方言调查，3、方言学专题，4、苏州方言研究，5、汉语方言与地域文化， 
6、汉语写作，7、语法修辞，8、方言研究 
科研项目 
1、国家教委“八五”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苏州方言语法系统研究（93JA740） 
2、教育部“十五”哲学社会科学博士点项目：汉语方言连读变调和轻声综合比较研究(01JB740004) 
3、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汉语方言历史层次研究（03BYY028） 
4、北京大学“十五”“211”工程子项目：中国语言文学教学和基础理论及应用研究平台 
主要论著 
苏州话的指示代词，《语言学论丛》第十三辑，商务印书馆，1984 
也谈反复问句,《语言学与汉语教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 

现代汉语情貌助词“着”与“了”的纠缠，(韩)《中国人文科学》第十二辑，1993 
与助词“了”相关的几种多义句式，《计算机时代的汉语和汉字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 
新派苏州方言声母系统的演变，《方言》1997 年第 3 期 
苏州方言的体貌系统，《方言》1998 年第 3 期 
《苏州方言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现代汉语词尾“了”的语法意义再探讨，《语法研究和探索(10)》，商务印书馆,2000.9 

从“港”的词义演变和地域分布看古吴语的北界，《方言》2002 年第 3 期 

也谈吴语变调与北京话轻声的关系，《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1 
《现代汉语专题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 
当前的汉语方言语法研究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框架？，《语文研究》2003 年 2 期 
汉语方言连读变调的层级和类型，《方言》2004 年 1 期 
现代汉语体貌系统新探，《21 世纪的中国语言学(一)》，商务印书馆，2004 

23 释厦门、苏州、庆元（竹口）方言的声调变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 年 5 期 

《明清吴语词典》，上海词书出版社，2005 年 1 月 



二、项梦冰副教授简况 
简历： 
1964 年 4 月 12 日出生于福建省清流县的一个客家山村 
1970.9-1976.6 就读于连城县新泉小学和清流县长校乡新江坊小学 
1976.9-1981.7 就读于连城县新泉中学（现改名连城第三中学） 
1981.9-1985.7 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 
1985.9-1987.6 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研究生班 
1987.7-1987.12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推广普通话办公室工作人员 
1988.1-1992.11 语文出版社编辑 
1992.12-1996.3 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 
1996.4-1996.12 韩国忠南韩瑞大学中国语学科讲师 
1997.1-1997.7 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 
1997.8-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讲课程 
1、现代汉语（语音、词汇），2、现代汉语（语法），3、写作，4、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5、汉语方

言调查实习，6、方言专题，7、汉语方言语料分析，8、连城方言研究 
科研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连城客家话语法研究 
主要论著 
《连城客家话语法研究》，语文出版社，1997  
连词“就是”的另一种用法（署名向明），《中国语文天地》1987 年第 1 期 
试论汉语方言复合词的异序现象，《语言研究》1988 年第 2 期 
连城（新泉）话相当于北京话“的”字的语法成分，《方言》1989 年第 1 期 
新泉话时间名词的冗余二次叠加现象，《语言学通讯》 1989 年 3-4 合刊 
连城（新泉）话的反复问句，《方言》1990 年第 2 期 
论“这本书的出版”中“出版”的词性：对汉语动词、形容词“名物化”问题的再认识，《天津师大学报》

1991 年第 4 期 
连城（新泉）话语法三题，《语言研究》1992 年第 2 期 
连城（新泉）方言的人称代词，《方言》1992 年第 3 期 
连城（新泉）方言的指示代词，《方言》1992 年第 4 期 
连城（新泉）方言的疑问代词，《方言》1993 年第 3 期 
新泉方言的“时” 《韶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 1 期 
是“Ｖ/Ａ 儿”还是“Ｎ 儿”，《语文建设》，1994 年第 8 期 
《红楼梦》 中的状态词，《〈红楼梦〉的语言》，语言学院出版 社 1996 年 
连城（新泉）方言的体，《中国东南部方言比较研究丛书·动词的体》，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1996 
连城（新泉） 方言的动词谓语句，《中国东南部方言比较研究丛书·动词谓语句》，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7 
连城方言的话题句 《语言研究》1998 年第 1 期 
连城方言语素说略 《韶关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 年第 1 期 76-83 页 
连城方言的动词重叠 《语言学论丛》第二十一辑，商务印书馆 1998 年 
清流方言的代词 收入张双庆先生主编《中国东南部方言比较研究丛书·代词》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