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题】

“穷则变, 变则通: 新的中国话语与中语中文学”

▣ 日 期 ▣

2021年11月5日(周五) 13:10-17:00(韩国时间)
       11月6日(周六) 09:20-18:30(韩国时间)

▣ 会议方式 ▣

视频会议: Zoom (ID: 920 2946 7001)
                  https://ewha.zoom.us/j/92029467001

 
主办: 岭南中国语文学会、中国文化研究学会、中国语文论译学会、中国语文

研究会、中国语文学会、中韩研究学会、韩国中国小说学会、韩国中国

语教育学会、韩国中国语文学会、韩国中国言语学会、韩国中国现代文

学学会、韩国中文学会、韩国中语中文学会

承办:  韩国中语中文学会

赞助:  驻韩中国大使馆教育处、庆熙大学孔子学院、韩国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

2021年度 韩国中语中文学会 

秋季联合国际学术大会

https://ewha.zoom.us/j/92029467001


□ 大会日程概览(请注意，大会所有日程均为韩国时间)

11月6日(周六)

09:20-09:40
         欢迎辞: 罗敏球(韩国中语中文学会会长, 韩国外国语大学)
         致  辞: 艾宏歌(中国驻韩国大使馆 公使)  
                 Alain Peyraube 贝罗贝(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魏幸復(韩国人文社会总联合会会长, 汉阳大学)

09:40-09:50 休息

09:50-11:20
[分会场] 

现代文学领域主题演讲: 
陈平原(北京大学)
戴锦华(北京大学)

[分会场] 
现代语言学领域主题演讲: 

陶红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张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

11:20-12:10 各学会会长团圆桌会议

12:10-13:00 午餐时间

13:00-13:40 大会主题演讲(2): 严翼相 (汉阳大学) 
13:40-13:45 休息

13:45-15:05 [分会场] 分组会议第三场

15:05-15:10 休息

15:10-16:30 [分会场] 分组会议第四场

16:30-16:40 休息

16:40-18:00
[分会场] 

古典文学领域主题演讲

陈文新(武汉大学)
谭帆(华东师范大学) 

[分会场] 
历史语言学领域主题演讲 

蔡哲茂(中央研究院)
Alain Peyraube 贝罗贝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18:00-18:10 研究伦理教育

18:10-18:30
优秀论文颁奖仪式

闭幕式及各学会内部会议

（各学会内部会议在分会场举行)

11月5日(周五)
13:10-13:50 大会主题演讲(1)：吴台锡 (东国大学)
13:50-15:20 [分会场] 分组会议第一场

15:20-15:30 休息

15:30-17:00 [分会场] 分组会议第二场



□ 大会具体日程(请注意，大会所有日程均为韩国时间)
11月5日(周五) 内容 主持人

大会主题演讲(1) 李炫抒(敬仁女大)
13:10
13:50

吴台锡

(东国大学) “超越框架”的人文学 

Ⅰ. 古典文学(1) 中国古代诗文领域的统摄性研究视野 金镐(成均馆大学)

13:50
15:20

柳江夏

(江原大学) 从《梦占逸旨》看梦与其解释

王成志

(韩国外大) 论辛弃疾词的辞格与风格

金宜贞

(圣洁大学) 张岱之失去的家园 - 以五言律诗为主

Ⅱ. 现代文学(1)  当代华语地区的社会与文化 朴敏镐(尚志大学)

13:50
15:20

庞建春

(汉阳大学)
公共危机中民间文艺的传播与二次传播

——以抗疫喊话为中心

孙占芳

(广东财经大学) 东亚语言产业发展前瞻

卢家银

(中山大学) 法古循旧：人工智能时代合理隐私期待的法律适用

潘碧丝

(马来亚大学) 新冠肺炎疫情下马来西亚中小学的线上教学

Ⅲ. 汉语教学(1) 新时代的汉语教学 李美京(大邱大学)

13:50
15:20

李继征, 隋雨竹

(水原大学) 针对韩国汉语学习者的汉字教学法试论

孙贞

(圣洁大学) Untact时代TBL教学法在汉语写作课上的应用研究

郑仁贞

(韩国陆军

军官学校)
基于语料库的汉语教学语法研究：以语义-篇章语法为例

Ⅳ. 语言学(1)- 
应用语言学(1) 语言学研究的探索与扩展 杜艳冰(首尔大学)

13:50
15:20

林克勤

(四川外大) 作为一种语言现象的“颜值”：生成路径、意义延展与体认理据

岳菲菲

(韩国外大) 长春市九台区人名用字的社会语言学分析-以00后、10后为例



安云晖

(韩国外大) 中韩社会性别方言对照考察

Ⅴ. 语言学(2)-文字(1) 语言学研究的探索与扩展
金俊秀

(韩国教员大学)

13:50
15:20

王钰涵

(岭南大学) 汉字构件“口”构意溯源考察

楼泽园

(岭南大学) 韩国朝鲜时代刻本异体字探微——以《鹤峰集》为例

Ⅵ. 语言学(3)-现代语法 语言学研究的探索与扩展 林素廷(韩巴大学)

13:50
15:20

刘探宙

(中国社会科学院) 汉语有主谓主语句吗？
徐鋕銀

(韩国外大) 现代汉语助动词“会”和“要”的惯常体用法对比

15:20
15:30 休息

Ⅶ. 古典文学(2)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新探索 金惠经(韩巴大学)

15:30
17:00

王安琪

(岭南大学) 韩国古典小说《九云梦》中儒家思想探析

吴晓丽

(高丽大学) 论明代恶僧公案的叙事意义

崔炳圭

(安东大学) 关于今古奇观辑者的问题

陈庆

(武汉大学) 小心思与大格局——论纪昀的个人关切与社会关怀

Ⅷ. 现代文学(2) 东亚地区大众文化的传播与接受 金正秀(全北大学)

15:30
17:00

姜雪今

(首尔市立大学) 中国电影《少年的你》(2019)里的“反结构”(anti-structure)研究

平瑶

(重庆文理学院)
我们如何叙述底层？

——合论东亚底层电影三部曲《小偷家族》《寄生虫》《无名之辈》
胡倩茹

(台湾铭传大学) “欧爸”一词在台湾

金贞恩

(韩国外大) 韩国香港明星粉丝群体的层面及其文化内涵

Ⅸ. 汉语教学(2) 新时代的汉语教学 张恩荣(韩国外大)



15:30
17:00

独海峰

(东明大学) 韩中慕课平台汉语教学评议——以K-MOOC和中国大学MOOC为例

阮氏玉华

(国立越南大学) 《登攀——中级汉语教程》中的四字格及其教学——针对越南大学生

李浩彬

(北师大)
韩汉“异形同义”成语比较研究——以新HSK6级真题为中心

Ⅺ. 语言学(5)-文字(2) 语言学研究的探索与扩展 许仙瑛(安山大学)

15:30
17:00

张玉金

(华南师大) 殷墟甲骨文中“其”的意义及其流变

申世利

(朝鲜大学) 古代中国物质的意义变化研究：以稷为中心

11月6日(周六) 内容 主持人

开幕式
郑素英(光云大学)
王贝贝(首尔大学)

09:20
09:40

欢迎辞    罗敏球(韩国中语中文学会会长 / 韩国外国语大学)

致辞(1)    艾宏歌(中国驻韩国大使馆 公使)

致辞(2)    Alain Peyraube 贝罗贝(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致辞(3)    魏幸復(韩国人文社会总联合会会长 / 汉阳大学)
09:40
09:50 休息

现代文学领域主题演讲 韩知延(中央大学)

09:50
11:20

陈平原

(北京大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技术及可能性

戴锦华

(北京大学) 今日电影：想象中国与自我的方式

现代语言学领域主题演讲 李知恩(梨花女大)

09:50
11:20

陶红印

(美国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
语言学本体研究与二语教学的有机结合：以话题、语体现象为例

张伯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 现代新诗如何反映汉语实质——《女神》诗体的语言学分析



11:20~12:10

各学会会长团圆桌会议

“穷则变, 变则通: 
新的中国话语与中语中文学”

    边滢雨(韩国中文学会, 成均馆大学) 
    裵宰奭(韩国中国言语学会, 庆熙大学)
    宋真荣(韩国中国小说学会, 水原大学)
    沈小喜(中国语文学会, 梨花女大)
    禹在镐(岭南中国语文学会, 岭南大学)
    张贞海(中国文化研究学会, 韩神大学)
    郑润哲(韩国中国语教育学会, 釜山外大)
    郑殿辉(中韩研究学会, 圣洁大学)
    赵得昌(中国语文研究会, 协成大学)
    崔日义(韩国中国语文学会, 江陵原州大学)

罗敏球(韩国外大)

12:10~13:00 午餐时间

大会主题演讲(2) 郑周永(韩巴大学)
13:00
13:40

严翼相

(汉阳大学) 古代韩中语言的互相影响

13:40
13:45 休息

Ⅻ. 古典文学(3) 中国古代表演艺术与叙事文学的外延 宋真荣(水原大学)

13:45
15:05

尹智杨

(仁川大学) 民国时期《西厢记》接受情况硏究

徐芃
(夏威夷大学

马诺阿分校)
“貓儿戏”：1890-1910年代上海女扮男装表演中的“男性气概”

刘畅

(高丽大学) 高丽、朝鲜文人对杭州西湖的空间想象

何智慧

(北京大学)
18世纪后半期《西游记》插图在朝传播初探

——以《中国小说绘模本》为中心

ⅩⅢ. 现代文学(3)  翻译与文化政治 徐维辰(延世大学)
13:45
15:05

窦新光

(重庆文理学院) 中热韩冷：论明治政治小说《佳人之奇遇》在近代东亚的传播



张伟雄

(日本札幌大学) 《自助论》重译考

钱达昊

(首尔大学) 茶花女的前生：林译《茶花女遗事》与中国传统伶妓的描述

孙荣

(首尔大学) 日常叙事的另一种解读 — 以新写实小说作家的小说为中心

ⅩⅣ. 汉语教学(3) 新时代的汉语教学
李善熙

(Cyber韩国外大)

13:45
15:05

申杬哲

(安养大学) 关于十九世纪西方人对汉字思维方式的研究-以字典和教材为中心

宋伟秀

(韩国外大) 韩国汉语修辞教学情况考察

李云

(神户市外国语大学) 清代满汉合璧教材中的叹词考察

ⅩⅤ. 语言学(6)-
应用语言学(2) 语言学研究的探索与扩展 宋之贤(安养大学)

13:45
15:05

张梁

(韩国外大) 中国第三代表情包刍议

白海燕

(韩国江南大学)
声音语言和视觉语言的内外空间认知对照

——以日·中·韩语和日·中·韩手语为例

河斗振

(世宗大学) 改进机械翻译和融合型大学教育——语文学角度为主

ⅩⅥ. 语言学(7)-
语用·修辞

语言学研究的探索与扩展 朴赞旭(庆熙大学)

13:45
15:05

于鹏

(成均馆大学)
从语义和语用层面谈网络谐音流行语

——以“耗子尾汁”、“蓝瘦香菇”、“玉女无瓜”为例

陈娟

(韩国外大) 新媒体演讲《后浪》与《看见》的修辞分析与比较

张雪姣

(韩国外大) 浅析汉语佛源熟语的辞格运用

李亚铭

(陕西科技大学) 回到言说：汉语口语传播思想史研究的价值、现状与进路

15:05
15:10 休息

ⅩⅦ. 语言学(8)-音韵学 语言学研究的探索与扩展 韩瑞英(韩巴大学)
15:10
16:30

卢慧静

(高丽大学) 中国境内诸语言内爆音的语音类型与区域特征



曲晓云

(光云大学) 《四声通解》所引资料再考察

卞志源

(放送通信大学) 系统声调：韩语的情况

韩炅澔

(成均馆大学)
16世纪朝·日《诗经》翻译的比较研究 ——《诗经谚解》(1583～1593)

和清原宣贤《毛诗郑笺》训点本所见声母相异引申的反映(2)

ⅩⅧ. 语言学(9)-词汇 语言学研究的探索与扩展 金玧廷(昌原大学)

15:10
16:30

焦毓梅

(德成女大) 近代汉语中动词结构的“程度性”研究

崔香兰

(韩国外大) 对外汉语近义词教学方案研究— 以“帮”, “帮助”和 “帮忙”为中心

金鐘讚

(安东大学) “不满”词性、词义新探

ⅩⅨ.语言学(10)-汉语史 语言学研究的探索与扩展
林永泽

(首尔神学大学)

15:10
16:30

韩丞

(檀国大学) 对“摘下”类动词历时演变的再考察 

尹淳一

(庆尙大学) 从语义地图模型看古汉语助动词“能”、“得”

ⅩⅩ. 古典文学(4) 中国的历史、文化、形象
金光一

(首尔市立大学)

15:10
16:30

高濑奈津子

(日本札幌大学) 唐代宦官家属及其墓地

范宜如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一座城市的身世：

《帝京景物略》的辑录编写、民俗叙述与文化记忆

金秀玹

(高丽大学)
中国小说插图中的物质文化与知识的记录 – 

以《金瓶梅》插图为中心

苏航

(岭南大学) 综合性日用类书在韩国的传播及本土化尝试

ⅩⅪ. 现代文学(4) 中国文化中的传统与现代 高點福(高丽大学)

15:10
16:30

司开国

(绍兴大学) 朱子学视野下朝鲜时代（1392-1910）绘画精神研究

秦美珊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1880年代末新加坡的瘟疫之患与应对策略——以《叻报》为考察中心

陆潭晟 社会疏离下的父慈子孝——中国农村地区孝道观念的实证研究



(南京邮电大学)
金秀姸

(忠北大学) 国歌与记忆政治——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主

16:30
16:40 休息

古典文学领域主题演讲 安性栽(仁川大学)

16:40
18:00

陈文新

(武汉大学) 清初文坛的“破体”风尚与传奇小说的生存样态

谭帆

(华东师范大学) “叙事”语义源流考-兼论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传统

历史语言学领域主题演讲 郑周永(韩巴大学)

16:40
18:00

蔡哲茂

(中央研究院) 甲骨文的构形与诠释

Alain Peyraube 
贝罗贝

(法国社会科学高

等研究院)

The treatment of empty words in Western Chinese treatises and textbooks for 
foreigners(早期西方汉语论著和外国人教科书中虚词的处理方式) 

18:00-18:10 研究伦理教育 崔宰荣(韩国外大)

18:10-18:30

优秀论文颁奖仪式 许仙瑛(安山大学)
闭幕式

李炫抒(敬仁女大)闭幕致辞

郑殿辉

(中韩研究学会会长, 圣洁大学)
李炫政

(韩国中语中文学会副会长,
首尔市立大学）

各学会内部会议(在分会场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