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 
 

参考文献 
一、 专著类： 

曹顺庆、刘颖.语言学概论（第 2 版）[M].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  

郭熙.华语研究录[M].商务印书馆，2012.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高等教育出版社，1979. 

万艺玲.汉语词汇教程[M].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0. 

现代汉语词典（第 6版）[M].商务印书馆，2012.  

现代汉语词典（第 7版）[M].商务印书馆，2016. 

应用汉语词典[M].商务印书馆，2000. 

周静、杨海.华语语法[M].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 年. 

二、 学位论文类： 

蔡燕.基于语料库的现代汉语补位“一下”的语法化研究[D].山东：山东大

学,2013. 

黄立诗.马来西亚华语口语部分特殊语法现象研究[D].北京：北京师范大

学,2014. 

路崴崴.“V一下”结构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13. 

唐根基.印尼语中的汉语借词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毕业论,2016. 

王泽.印尼留学生习得汉语专用动量词的偏误分析[D].辽宁：辽宁师范大

学,2014. 

王丽思.分类使用动量词在教材书中文系，语言和艺学院，三宝垄国立大学

[D].印尼：三宝垄国立大学, 2019. 

吴默.“V 一下”的句法、语义、语用分析及对外汉语教学策略[D].苏州：

苏州大学，2017. 

杨娟.动量短语在句法结构中的位置及意义[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4. 

祝晓宏.新加坡华语语法变异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08. 

 

三、 期刊类： 

甘智林.“V+一下_2”格式的语法意义[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4. 

https://book.jd.com/writer/%E6%9B%B9%E9%A1%BA%E5%BA%86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5%88%98%E9%A2%96_1.html


33 
 

高频.“一下”的语法化研究[J].甘肃社会科学,2008. 

胡亭亭.词汇学研究浅谈[J]，2019. 

蒋湘平.对“V一下_2”格式的语用考察[J].汉语学习,2012. 

路崴崴.“V一下”结构中的体词性宾语[J].新闻爱好者,2011. 

路崴崴.“V一下”结构语义分析[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0. 

田惠刚.海外华语与现代汉语的异同 [J].湖北大学学报,1994. 

吴默.“V一下”基于对外汉语教学的语义考察[J].三峡大学报,2017.  

姚玉莹.“V一下”中“一下”的语法化现象[J].汉字文化,2019. 

张从兴.华人、华语的定义问题[J].语文建设通讯，2003. 

周清海、李临定.华语、普通话词汇比较[J].玲子传媒，2002. 

四、 网络： 

Instruksi Presiden Nomor 4 Tahun 1999. www.Bphn.go.id. 

Jumlah Populasi Etnis Tionghoa di Indonesia，2016.  

Keputusan Presiden No.6 Tahun 1967. www.Bphn.go.id. 

 

 

 

  

http://www.bphn.go.id/
http://www.bphn.go.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