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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学研究中语料的隔行标注问题

黄成龙

提　要：本文介绍国内隔行标注语料的发展历程，隔行标注语料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隔行标注语料应该遵循的原则。

文中建议隔行标注语料中的语法标记的标注尽量不要用概括性、范畴类术语，缩略语要避免随意性。应该做到语法

术语的具体性、明晰性、层次性，语法标记的缩写应该具有统一性、明确性和规约性。

关键词：语法术语　语法标注　隔行对照　标注规则

〇　引言

田野调查是语言描写和分析的基础性工作和前提条件之一。语言学者研究任何一种语言首先赴目标语

言（要研究的语言）的田野点收集语音、词汇、语法、长篇故事等语料，无论用 word 文档记录语音、词汇、

语法或长篇语料进行国际音标或拉丁字母转写，还是用相关田野调查软件，如 Praat、Toobox、ElAN、FLEx
（FieldWorks Language Explorer）等录音后，都需要对所收集的语料中每个词的词义或者虚词的语法属性以

及词缀进行隔行逐一标注（黄成龙 2005、2024）。对虚词或词缀进行隔行逐一标注就会涉及用什么语法术语，

如何缩写语法术语等问题。本文先介绍田野调查所收集的语料的隔行标注历史及其发展过程，然后指出语料

的隔行标注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语料的隔行标注应该遵循的原则。

语料的隔行标注是明确表明语言成分之间的具体对应关系以及各个语言成分的意义，需要对每一句、每

个词或每个语素进行逐个标注，这种标注方法称为隔行（行间）（interlinear gloss）逐词标注（glossing）及

其意译（free translation），如例（1）蒲溪羌语第一行为国际音标转写，第二行为隔行逐词标注，第三行为

意译：

（1）tʰala               kue-ʐo              ɕin     a-fən              ze-χtsu-i.      国际音标转写

3sg         2sg: NTP-DAT        信     一-CL       DIR-寄-CSM:3           隔行逐词标注

他 / 她给你寄了一封信。                                意译

Lehmann（1982）提出 23 条语素对语素的隔行标注规则，在此基础上，2004 年他的“隔行语素标注规则”

对相关规则进行了扩充和调整，使得该标注规则趋于完善，共有 32 条规则，涉及基本注释原则、语素分界符号、

排版规则等三个方面。

科姆里等（Comrie et al. 2008）“莱比锡标注规则：隔行语素对语素标注规约”中认为通常有多种方法

分析一种语言的形态模式（the morphological patterns）。该规则只把语素作为标注对象，但考虑到规则的应

用性，个人可以添加更大的语法单位，如词或者短语的信息。标注规约（glossing conventions）仅仅提供语

法描写时术语缩写的标准方法，不是全面的形态描写。应该牢记制定标注规则的目的不是说明一种分析，而

是对一个例子或者语篇的结构提供一些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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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成龙（2005）主要介绍当前境外描写语法的主流倾向和分析语料的方法。为了读者方便起见，该文

还提供了形态学和句法学常用的一些术语和缩写形式。陈玉洁等（2014）主要介绍目前对语言标注所普遍采

用的莱比锡标注规则，并且结合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 Sinotype 项目组描写汉语方言语法时的处理方法来说

明莱比锡规则在标注汉语语法中的实际运用。罗天华（2023）主要结合莱曼标注规则，探讨标注实践中的标

注内容、标注符号、格式排版等问题，并提出中文文本的若干标注规则。

隔行标注一般由以下几部分组成：（1）使用所研究的语言本身所用的文字进行正确的拼写；（2）把所

研究的语言用拉丁字母拼写出来，一般情况下对所研究的语言已经有固定的拉丁化拼写方案；（3）语音转

写用国际音标标出所研究的语言的实际读音；（4）逐词或逐个语素进行标注；（5）运用所研究的语言进行

自由翻译，如例（2）藏语（Denwood 1999：157）第一行是藏文拉丁字母转写，第二行是藏语拉萨话实际读音，

第三行是隔行英文逐词标注，第四行为意译。

（2）nga. pha.gir. 　' gro. 　 nus.pa.mi.' dug. 　　　        藏文拉丁字母转写

_ŋa _phʌɡe: 　_drɔ 　_ny:bəmɪndu: 　　　　    藏语拉萨话

I there-loc.  　go 　dare-link.-neg-aux                    隔行英文逐词标注

I wouldn’t dare go there!                     意译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隔行标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论著中语法例句和长篇语料基本上都有隔行逐词对译，但没有语法标记的标

注，如《贡山怒语初探》（罗常培 1944 / 1999：91）：a

（3）ɡə55   aŋ55   bə42   sat55  sa42.  我打他。

我     他     上     打
（4）də55ɡi55   tsʻaŋ55   bə42   tʃiə55  狗咬人。

狗           人         上      咬
（5）ɲiŋ42     nɹa55  ka13tsi55  te55   wa42.  我们的饭是用面做的。

我们     饭     面          用      做
（6）na42aŋ42  pɹəŋ55  taŋ35  nə33 lən42ʃin42? 你叫什么名字？

你         名字    什么         叫
（7）na42   tʃiəm42 də42    taŋ35 tsʻaŋ55 al55? 你家里有什么人？

你       家      里   什么      人     有
以上例（3）和（4）中的 bə42 标记有生命的受事或对象（PAT），例（5）中的 te55 标记工具（INST），

例（7）中的 də42 标记处所（LOC）。

《龙州土语》记录了龙州壮语许多长篇语料，李方桂先生对每篇长篇语料进行了隔行逐词标注，如长

篇语料 1“tu33 pia33 只鱼”（李方桂 1947 / 2005：39）：

1. tu33 pia33
只鱼

（8）mi31 ˀo33 laːuˀ ke55 ŋ33(<nəŋ33),    mən31 hou24 kʻo24 ti33.  ˀan33van31 ne55 tɕau11
有     个  老    老   一，              他       好      穷   的。   每日     呢     就

a　原例句用调型，为了便于标注，我们把原调型改为调值，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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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t55   ˀi55 ɬiːu24 ɬeːŋ33ˀi55 pin31nai24 kwa55    van31.   tʻəŋ33 mən31 haːi33  ma31 ne55,
做     些    小    生意     如     此      过       日。    到       他     死       来    呢，

tɕau11 mi55  lɯ55 dai24  ɬak55   lo¹¹ ka33laŋ33 ku55kaːi55 a55.    tɕeːn31  ji11  mi55mi31 a55.
  就     不     剩   得     任何   样    什么        东西。            钱     也      没有了。

有一个老头子，他很穷。每天呢就做些小生意过日子。到他死了呢，就没剩下任何东西，钱也没有。

如果上面的例句我们用语法标记进行标注，则 ˀo33 是个类别词（CL），ti33 是名物化助词（NOM），

ne55 是句中助词（PART），mi55 是否定标记（NEG），是 a55 状态变化标记（CSM）。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隔行标注

2.1　20 世纪 50 年代的隔行标注

有些论著例句没有隔行标注，也没有语法标注，只有意译，如《布依语语法研究》（喻世长 1956：

18）：

（9）soŋ1 pu4 laːu4 ma1 pai5    两个老人来了。

（10）dan1 zaːn2 mo5 ni4 saːŋ1 xa4   这个新房子高呀！

（11）ɕuəi4 lɯk8 bɯk7 ni4 tan3 ku6 xaːi2 ȵɯ3 deu1  这个女孩子穿一双草鞋。

（12）mai4 te1 ɕɯ4 xa3 ɕik7 paŋ2 diŋ1   那女子买五尺红布。

有些著作中有逐词对译，没有语法标注，如马学良（1951）《撒尼彝语研究》、袁家骅（1953）《阿

细民歌及其语言》、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1959a）《布依语调查报告》、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

语言研究所（1959d）《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苗瑶语族部分）》等。

有些著作有隔行标注，有意译，有语法标注，如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1959c）《傈僳语语法

纲要》有主、谓、宾、修饰、助、连等语法标记。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1959b）《景颇语语法纲要》有前加、形、动、连词、副词、重叠、助词、

语尾助词、完成体、未完成体等语法标记。

金鹏（1958）《藏语拉萨日喀则昌都话的比较研究》不仅有逐词对译，有意译，而且有诸多语法标记，

但语法标记既有藏文传统文法术语，也有描写语法术语：

格标记： 作者声 / 加有作者声（作格）、属声 / 加有属声（属格）、于声 / 加有于声（位格）为声（受

益）、从声（由格）、业声、依声

助　词：用语气助词、疑问助词、表命令的语气助词

助动词：用助动词、表过去的助动词、表动作已经发生的助动词、次要成分

语法功能：主语、宾语、直接宾语、间接宾语、表语、谓语

疑问副词、原有的附加成分、表连动的成分

自动、使动

敬　语：用敬、敬语

2.2　1980—1999 年的隔行标注

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标注方式不一样，少数民族语言语法描写沿用以前几种隔行标注方法。

2.2.1　汉语方言

汉语方言调查一般用《方言调查字表》，语法一般没有标注，用汉字标音，但李小凡（1998：69）先

用汉字写出，然后用国际音标注音，再意译，如例（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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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新搬场花姑歇交通勿便，通仔地铁就好哉。(ɕin44 pø44 zᴀ�223~44 ho44 kou44 ɕiɪʔ55tɕiæ44tʻoŋ44fəʔ55 
biɪ231~52, tʻoŋ44 tsɿ52~44 di231~22 tʻiɪʔ55 zei231~23 hæ52 tsᴇ21.) 
新搬的地方现在交通不便，通了地铁就好了。

（14） 以前俚勿搿浪 ，姑歇变哉。(i223~44ziɪ223~44 li44fəʔ55 ɡəʔ23~55 lᴀ�231~44, kᴇ44kou44’ɕiɪʔ55 piɪ523~52 tsᴇ21.)
以前他不这样，现在变了。

2.2.2　少数民族语言

1980—1986 年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这套丛书的语法标注呈现几种情况。

2.2.2.1　隔行逐词标注

只有隔行逐词标注，无语法标记标注，如壮语、布依语、傣语、苗语、布朗语、德昂语、蒙古语、东

部裕固语、达斡尔语、东乡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西部裕固语、塔塔尔语、鄂伦春语、鄂

温克语等。

2.2.2.2　简略的语法标记

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里下列语言的描写有简略的语法标记，其中助或助词出现最多，其

次是连或连词。如：

阿媚斯语、布嫩语、排湾语、阿昌语：助词

白　语：助、连、代（领属）

仓洛门巴语：助、连、助动、结构、语气、叹

错那门巴语：助词、助动、构词成分、附加、后加间宾、直宾、语助、连词

彝　语：助、辅动、代、介词、发语词

独龙语：助词、连词、前加、词头、后加、主语、宾语、定语、状语

2.2.2.3　较详细的语法标记

以下语言的语法标记比较详细，如朝鲜语的 3 种“态”、土族语的 6 种副动词标记、塔吉克语的人称词

缀和词尾、藏语的 11 种格标记等。

朝鲜语：复数、态、主动态、被动态、使动态、对格、尊称、连体形、体词形、时制、终结形

土族语： 助动词、连接助动词、后置词、语气词、连词、叹词、主语、谓语、修饰语、补语、形动词、

领格、联结副动词、并列副动词、条件副动词、立刻副动词、限度副动词、目的副动词

塔吉克语 ：复数、宾格、领格、对格、特指、人名、部族名、单一词缀 -am、单二词缀 -at、单三词缀 -i、
复一词缀 -an、复三词缀 -af/-əv、单一词尾 -am/-m、单三词尾 -d/-t、复一词尾 -an、复二词尾 -it、
复三词尾 -in、单一人称 -am、单二人称 -at、单三人称 -i、后置词、语气、连词

藏　语： 助词、加助词、助词（表作者）、助词（表工具）、助词（表领属）、助词（表限制）、

助词（表受动宾语）、助词（表领有者）、助词（表地点状语）、助词（从）、助词（对

于）、助词（的）、助词（比）、表间接宾语的助词、加表作者的助词、加表领有的助词、

表完成的成分、表完成体的成分、表将行时成分、表现行时的成分、表已行时的成分、

表完成否定的成分、表现行时的否定成分、表将行时的否定成分

2.3　21 世纪以来的隔行标注

自 21 世纪以来，国内出版的语法描写越来越多，语法标注逐步向规范化、统一化方向迈进，不仅有中

文语法标注，还出现了英文缩略语语法标注。本文因篇幅关系，只选择《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参考语法研究系列丛书》《中国民族语言语法标注文本丛书》

为例，讨论隔行标注和语法标记的标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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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中文语法标注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共出版了 16 种专著，只有《蒲溪羌语研究》列了缩略语表。周毛

草（2003）例句中用了许多语法标记：

助　词：助、语助、时助、命令助、表命令、语气助、虚

格标记： 格助、领属格、领属助、具格、具格助、具格词、用、类义格、含类义格、表处所、处所助、

表方位、表地点、表朝向、从

时体标记：表未来、表过去、表时间、表现在、表正在、将要、将、已成、已存在、表完

疑问标记：表问、表疑问、疑问助

示证标记：表已见或已知、表推测、表趋势

名物化标记：名物化、名化

连接词：连、连助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共出版 47 种专著，只有阿侬语（孙宏开、刘光坤 2005）、白马语（孙宏

开等 2007）、拉坞戎语（黄布凡 2007）列出了中文语法标记缩略语。《阿侬语研究》是国内第一部列了缩

略语的语法描写专著，其缩略语如下（孙宏开、刘光坤 2005：5—6）：

领助 领属结构助词     1 领        第一人称领属前缀

2 领 第二人称领属前缀    3 领        第三人称领属前缀

连语 连接数词的语素     约助        表示约数的结构助词

定助 定指助词     连词        连接词、词组和句子的虚词

语气 指语气词     处助        表示处所的结构助词

施助 表示施动的结构助词    受助        表示受动的结构助词

体后缀 表示体语法范畴的词缀    祈求前缀        表示祈求式语法范畴的词缀

命令后缀 表示命令式语法范畴的词缀   人称前缀        表示人称语法范畴的词缀

人称后缀 表示人称语法范畴的词缀   式后缀        表示式语法范畴的词缀

互动前缀 表示互动态语法范畴的词缀   使动前缀        表示使动态语法范畴的词缀

自动后缀 表示自动态语法范畴的词缀   名物化后缀      表示名物化的词缀

陈述后缀 表示陈述式的词缀    发展后缀        表示状态的发展变化的词缀

方向后缀 表示方向语法范畴的词缀   状助        修饰谓语的结构助词

连助 表示连同动作的结构助词   工助        表示工具的结构助词

时助 表示时间的结构助词    从助        表示行为动作发出地点的结构助词

比助 表示比较的结构助词    随助        表示跟随一起动作的结构助词

复助 表示名词复数的助词

尽管有些专著没列出缩略语表，但在书中使用了缩略语，如茶堡嘉戎语（向柏霖 2008）文中出现的缩略语：

 亲验、非亲验、不及物、连词、名物化（行为 / 工具 / 方位 / 状态 / 程度 / 多次 / 静态）、主语、否

定 / 否、完成、过去、现在、进行、非完成 / 非完成体、作格、属格、与格、方位格、使动、双数、

复数、不定式、助词、语气助词、助动词、反向 / 反、自身、反身、未然、重叠

戴庆厦先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参考语法研究系列丛书》共出版 10 多种专著，其中《景颇语

参考语法》（戴庆厦 2012）、《元江苦聪话参考语法》（常俊之 2011）、《湘西矮寨苗语参考语法》（余

金枝 2011）、《遮放载瓦语参考语法》（朱艳华、勒排早扎 2013）、《邦朵拉祜语参考语法》（李春风 
2014）、《墨江碧约哈尼语参考语法》（经典 2015）有中文缩略语，如《景颇语参考语法》（戴庆厦 2012：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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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类称名词 （方）—方位词 （时）—时间词

（泛）—泛指动词 （貌）—貌词 （状）—状词

（关）—关系助词 （尾）—句尾词 （话）—话题助词

（宾）—宾语助词 （施）—施动助词 （配）—配音音节

（语）—语气词 （叠）—重叠 （前）—前缀

（后）—后缀 （中）—中缀

《墨江碧约哈尼语参考语法》（经典 2015：5）“绪论”中列出了书中出现的语法标记的缩写形式：

（缀）：词缀  （复）：复数标记 （体）：体助词  （貌）：貌词

（连）：连词  （语）：语气助词 （话）：话题助词 （工）：工具助词

（状）：情状助词 （方）：方位助词 （从）：从由助词 （施）：施事助词

（受）：受事助词 （合）：两个词合音 （使）：使动标记 （互）：互动标记

（叠）：重叠音节 （比）：比较标记 （人）：人称助词 （助）：未分类助词

2.3.2　英文语法标注

英、德、法语中缩略词都来自拉丁语 abbreviation，表示词的简便构成或缩略、缩写，是泛指一切缩略

形式的词（秦薮 1982）。韩光清、王法政（2000）认为英语的首字母缩写可追溯到 5 世纪的古罗马时期，

秦薮（1982）指出缩略词产生于 15 世纪，17 世纪在书面语言中出现。它最初是以口头语言形式出现，然后

才逐渐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

英文的缩略语主要是指常用词偶尔是词组的简缩，或取词的第一个字母或取词的前面、中间或后面的

几个字母，或取词的前两个音节或语素的第一个字母，或取词的首尾字母。英文语言学缩略语一般截取词的

前几个字母。

黄成龙（2007）《蒲溪羌语研究》中首先使用英文缩略语，时建（2009）《梁河阿昌语参考语法》、

力提甫·托乎提（2012）《现代维吾尔语参考语法》、潘武俊英（2015）《河内越语参考语法：基于系统功

能观》、江荻等（2013）《达让语研究》列了英文缩略语。江荻主编的《中国民族语言语法标注文本丛书》，

共出版 20 种专著，每本书都有英文缩略语。李锦芳（2011）主编的《仡佬语布央语语法标注话语材料集》

有标注说明和缩略语：

ABIL=ability  达成，能够  CL=classifi er   量词

CONT=continuous 持续体   CSM=change state marker 状态改变标记

DSP=disposal  处置式   DSR=descriptive  状态描摹（摹状词缀）

e.=elder  年长的   EXP= experimental marker 经验体

IT=iterative/repetitive 重叠，重复  MOD=modal particle  语气词

NEG=negative  否定   PASS=passive   被动式

PART=particle  助词   PN=place name   小地名

三　隔行标注存在的问题

我们从出版的专著中语法标记的标注来看，中文语法标注和英文语法标注都存在一些问题。

3.1　中文语法标注问题

3.1.1　只标记范畴，不标记具体语法意义

词缀：范畴概念，未细分前缀、中缀、后缀，这三种词缀还可以根据意义分得更细。

词头：范畴概念，要标明表示什么意义的词头，如 a- 词头在汉藏语中有诸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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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标记 / 体助词：范畴概念，未标明将行体、起始体、进行体、持续体、完成体、经验体等。

前缀：范畴概念，未细分趋向前缀、否定前缀、连续体前缀、完成体前缀等。

助 / 助词：词类范畴，未细分助词（表施事）、助词（表工具）、助词（表领属）、助词（表限制）、

助词（表受事）、助词（表领有者）、助词（表处所）、助词（从）、助词（对于）、助词（的）。

语气助词 / 语气词：范畴概念，未细分疑问语气、肯定语气、命令语气等。

连、连词：词类范畴，未细分并列连词、条件连词、假设连词、目的连词、因果连词等。

3.1.2　缩略语不统一

我们发现同一本著作同一语法现象使用不同缩写方式或缩略语，造成整本书语法术语标注不统一。如：

否定：用否定 / 否　　非完成体：用非完成 / 非完成体　　体标记：用体标记 / 体助词

敬语：用敬语 / 敬　　反向标记：用反向 / 反

3.2　英文语法标注问题

英文语法标注中大多数缩略语截取前几个字母，国内的英文缩略语随意性太强，缩写形式五花八门。

3.2.1　只标记语法范畴，不标记语法意义

MOD=modal particle  语气词（语气词有各种类型）

SP：Starting Particle  发语词（发语词也有各种类型）

SUF (suffi  x)    后缀（表达什么意义的后缀）

CON Conjunction  连词（表达什么意义的连词）

ASP Aspect Marker  体标记（表达什么意义的体标记）

3.2.2　缩略语不统一

CHA (change of state maker)/CSM          变化体标记

CON (conjunction)/CONJ           连词

COM (comparative marker)/COMP          比较标记

PRE (prefi x)/PREF            前缀

SUF (suffi  x)/SUFF            后缀

3.2.3　英文缩略语未按音序排列

INCL 包括式        EXCL 排除式   FEM          阴性

MAL 阳性        QUES- 疑问前缀  PROH-          禁止前缀

IMP  命令式        GEN 属格    LOC          位格

AGT 施事格        DAT 与格   ALL          向格

INSTR 工具格        COMP 比较格   ABL          从格

四　隔行标注应遵循的原则

缩略语的缩写方法和运用不是每个人随意编造的，应该遵循一定的原则，缩略语要简洁明了，不能有

含糊性，要指代明确。不管用中文缩略语还是英文缩略语要符合中英两种文字的习惯。

4.1　隔行标注的行数

分析型语言，语素对语素，一般用音标行、语法标注行、意译（翻译）行就可以明确分析其语法意义。

如果一种语言形态非常复杂，形态变化丰富，那么需要自然韵律行（实际读音）、原文行（把词断开）、分

析行（把语素分开）。自然韵律行是以韵律（prosody）的标准切分出语调单元（intonation unit），标注韵

律信息，例如《嘉戎语卓克基话语法标注文本》（林幼菁 2016：6）前言“təwamɲeɲe ʃikoj”即表示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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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长度的停顿：a

韵律行：161 təwamɲeɲe         ʃikoj
原文行：təwamɲeɲê          ʃikôj
分析行：tə-      wam      =ɲeɲê       ʃikô =j
标注行：N-      熊      =PL        树上 =LOC

韵律行：162...     təwi kəzɐɲti ptʂerə
原文行：təwi       kəzaɲti                  ptʂêrə
分析行：tə-      wi      kə-        za      -ɲ      =ti                ptʂêrə
标注行：N-      橡实      NMZL-   吃 1     -2/3PL  =TOP:OBL     然后

翻译行：161—162 老熊在树上吃橡实的时候

如果我们所调查的语言有传统文字，我们第一行用民族文字，第二行用拉丁转写或国际音标，第三行

为语素分析，第四行为语法标注，第五行为意译，如《藏语拉萨话语法标注文本》前言（江荻 2016：5）：

文字行：   ■■■·■■·■■·■■■■·■■■·། b

原文行：   khong　　　　lha sar　　　　 phyin　　　 song
分析行：   khong　　　　lha sa-la              vgro -ed          song
标注行：   3sg                    拉萨-ALA         去-PST            ASP-PEF
翻译行：   他去了拉萨。

4.2　语法标记的明确性

隔行标注应该标注语法范畴所表达的具体语法意义，做到语法标记缩略的明确性与唯一性，如《藏语

简志》（金鹏 1983）中助词分为 11 种，除了助词（比）是比较标记外，其他 10 个都是格标记：

助词（表作者）、助词（表工具）、助词（表领属）、助词（表限制）、助词（表受动宾语）、

助词（表领有者）、助词（表地点状语）、助词（从）、助词（对于）、助词（的）、助词（比）

格标记：应标注具体的作格、属格、与格、方位格

名物化：应标注行为 / 工具 / 方位 / 状态 / 程度 / 多次 / 静态等不同的名物化功能

4.3　缩略语的一致性

不 同 学 者 在 使 用 缩 略 语 时， 尽 量 统 一 缩 略 语。 如 comitative 一 般 缩 写 为 COMT， 而 不 是 COM；

conjunctive marker 一般缩写为 CONJ，而不是 CON；prefi x 一般缩写为 PREF，而不是 PRE。

4.4　附加符号

若需要符号说明，适当使用一些符号，常用的符号如下：

χ y   χ 与 y 的词边界

χ-y   χ 与 y 的语素边界

χ ＋ y  χ 和 y 构成一个合成词

χ=y   χ 和 y 构成一个派生词干

χ / y   χ 和 y 在某语言中具有两种意义

χ : y   χ 和 y 之间的语素边界在某语言中未区分

[  ]  词的国际音标

a　此处得到林幼菁教授的指点，在此深表感谢。

b　藏文由次林央珍博士输入，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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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嵌入句或降级短语标记

α, ß, γ  主从关系

1, 2, 3... 并列关系

五　结语

本文对田野调查收集的语料进行隔行标注的发展历程进行了介绍，并提出隔行标注语料中语法标记缩略

语存在的问题和隔行标注应该遵循的原则。文中建议隔行标注中的语法标记的标注和所用的缩略语尽量不

要用概括性、范畴类术语，缩略语要避免作者个人的偏好和随意性。应该做到语法术语的具体性、明晰性、

层次性，语法标记的标注和所用的缩略语应该具有统一性、明确性和规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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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ssues on Interlinear Morphemic Glossing Rul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HUANG Chenglo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outline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linear morphemic glosses in grammatical description 
in China, identifies the issues of abbreviations in interlinear morphemic glosses, and proposes principles should 
be followed in interlinear glosses. It is advisable to avoid using general or categorical terms, and that the use of 
abbreviations should not be arbitrary. Grammatical terms should instead be specifi c, clear, and hierarchical, while the 
abbreviations for grammatical labels should be standardized, clear, and regu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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