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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議程（研討會名稱、會議主協辦單位等資訊同上） 

第一天議程 2022 年 10 ⽉ 21 ⽇ Friday, Oct. 21 

09:00 – 09:30 Registration 

09:30 – 09:40 Opening 

09:40 – 11:20 Session 1         Chair: 吳俊雄 

09:40 – 10:05 張 寧 Unifying Coordination and Adjunction  

10:05 – 10:30 蔡慧瑾 Ordinal Expressions and the Projection of DP  

10:55 – 11:20 Coffee Break (25 mins) 

11:20 – 12:10 Session 2          Chair: 劉承賢 

11:20 – 11:45 張永利 
Predicative Weak Quantifiers and the Small Clause Hypothesis in 
Formosan Languages 

11:45 – 12:10 劉啟明 Truncated short-ne ques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12:10 – 13:30 Lunch Break (80 mins) 

13:30 – 15:45 Session 3         Chair: 張寧 

13:30 – 13:55 謝妙玲 
Analyzing Kám Questions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13:55 – 14:20 徐淑瑛 Shi: Assertion and Modality 

14:20 – 14:45 楊中玉 
Force Shift and Subjectivity: Incorporating Attitude and 
Intention into Syntax 

14:45 – 15:10 王昱勻 Implicit arguments in the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15:10 – 15:35 Coffee Break (25mins) 

15:35 – 17:00 Session 4         Chair: 魏廷冀 

15:35 – 16:00 陳奕勳 Degrees as kinds, container classifiers, and the individuating-
measure ambiguity 

16:00 – 16:25 陳思瑋 
Bias in Mandarin polar questions: An acceptability judgment 
study 

16:25 – 16:50 周昭廷 From NLP to NLU: The case of Chinese wh-expressions 

18:00 – 20:00 Banquet (for invited speakers and student presenters) 

 
 

第二天議程 2022 年 10 ⽉ 22 ⽇ Saturday, Oct. 22. 

09:00 – 09:30 Registration & Breakfast  

09:30 – 11:10 Session 5      Chair: 李寶倫 

09:30 – 09:55 林若望 量化詞的單調性，對稱性與「都」的允准環境限制 

09:55 – 10:20 郭進屘 
The Meaning of Chufei'unless': a Decompositional and Elliptical 
Analysis 

10:20 – 10:45 吳俊雄 How do We Response to Questions in Chinese? 

10:45 – 11:10 Coffee Break (25 mins) 

11:10 – 12:00 Session 6 Chair: 徐淑瑛 

11:10 – 11:35 舒志翔  The low-pitch sentence-final a as a mirative marker 

11:35 – 12:00 劉承賢 Sentence-final Outliers and Inter-sentential Syntax 

12:00 – 13:30 Lunch Break (90 mins) 

13:30 – 15:10 Session 7 Chair: 王昱勻 

13:30 – 13:55 魏廷冀 
The Syntax of Adverbial Clauses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Prepositional Phrases and Complex Noun Phrases 



13:55 – 14:20 廖偉聞 Imperatives as modalized sentences: evidence from Chinese 

14:20 – 14:45 邱力璟 Predicational Multiple Sluicing: A New Approach 

14:45 – 15:10 Coffee Break (25 mins) 

15:10 – 16:25 Session 8 Chair: 吳俊雄 

15:10 – 15:35 楊罄瑜 On Nominal Emphasization: Chinese hao yi CL Construction 

15:35 – 16:00 李寶倫 
Proximity and scalarity: A study of approximative adverbs in 
Chinese（online） 

16:00 – 16:20 Closing 

 

二、 經費執行率 

 
請填妥以下欄位，如經費執行率未達百分之九十，請另以文字詳述原因 
國科會人社中心核定金額【43000】元 

會議實際使用金額【31000】元 

經費執行率【72】%（會議實際使用金額 ÷ 核定金額 ＝ 經費執行率） 

未達執行率百分之九十原因： 

1. 國科會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於演講者車馬費部分，因為多位發表者表示自

行以國科會計畫核銷，因此不在本次大會進行報支。 

2. 同案補助主持費部分，有一場次原來排定主持人缺席，改由任職台大的教授支應，

無法報支主持人費用。 

3. 本案申請及核定較晚，籌備期間之宣傳經費以及工讀經費均無法納入。 

 

三、 預期效益達成狀況 

 
請勾選以下欄位，並另以文字詳述達成狀況及其原因 
Ｖ全部達成□部分達成□全部未達成 

※預期效益請依原送審之申請件所述內容進行評估 
形式句法學暨形式語義學(FOSS)沿襲至今年(2022 年)邁入第十四屆，前面十三屆所產

生的學術成效有目共睹，第十四屆會議首次由國立臺灣大學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主

辦，除了有基礎的句法、語意論文發表，並有方言語法、南島語語法跨語言比較、句

法-語意-語用介面議題等。送審時擬定本研討會預計匯集形式語法與邏輯語意學相關

領域學者的意見，並促成新一代的學者與上一代的學者交替。期望藉由舉辦此次會議，

能聚集並提升形式語法學領域的學術研究能量，鼓勵介面研究，及增進華語教學領域



師生對於語言學研究之認識。  
 
如上所述以下分別討論本次會議所達到之預期效益：預期效益一、「促進新舊學者交流」

項目，本次研討會特別邀請了近三年獲教職之幾位優秀學人：政大華語教學碩士學位

學程陳奕勳老師、中興大學外文系楊謦瑜老師、國立清華大學藝術設計系蔡慧瑾老師

發表演說。非常感謝三位老師允諾發表，場場均獲得聽眾好評，席間熱烈的參與以及

討論不斷。預期效益之二、「鼓勵介面研究」一事，本次會議幸得周昭廷教授發表「從

自然語言處理到自然語言理解」，深入淺出之演說讓我們了解生硬的句法知識(以 wh-
詞的理解為例)，在當前科技公司的應用，本演講引起現場廣大的迴響。至於上述預期

效益之三、「增進華語教學領域師生了解」一事，本次發表者：王昱勻教授（銘傳）、

陳奕勳教授（政大）、邱力璟老師（台大），以及席間蕭佩宜老師（暨南）均分別任職

於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或系所，相信對現場華語教學系所的師生理解形式語言學有

許多正面影響。最後，預期效益之四、「匯集形式句法語意學者共識」一項目，本次研

討會席間多有討論，各理論議題均提供對話的空間以及平台，許多原於文獻互相引用

之學者，得於會議當中相見歡。另外，會後也聽聞同席學者之間多有交流。 

 
 

四、 辦理情形及參與狀況（須含參與人數） 

 
會議源起 

形式句法學暨形式語意學研討會 The Workshop on Formal Syntax and Semantics(簡
稱 FOSS)旨為提供台灣和香港兩地從事形式句法學、形式語意學相關研究之學者

一個學術分享與交流的平台，並且提升形式語法學之研究水準，所有講者皆為邀

請發表。本研討會的主題如其名，針對所有以形式句法或語意的角度進行分析的

語言學研究，不限任何語言，包含閩南語以及南島語研究，也包含所有與形式語

言學理論互動的介面研究，例如:本土語言(方言及南島語言)語法語意、心理語言

學之句法語意研究、句法與語意習得研究等等。 

 
籌備歷程 

 

本研討會籌備過程中每一步都感覺無法繼續，但最後都勉強順利過關往前邁進，

以下說明大致過程：2021 年底確定由本學程與中央研究院籌辦之後，首先敬邀組

成籌備委員會，本屆籌備委員共計八名：宋麗梅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林若望特

聘教授（中央研究院）、邱力璟 （國立臺灣大學）、張寧特聘教授（國立中正大學）、

陳思瑋研究員（中央研究院）、劉辰生教授（國立交通大學）、蔡維天特聘教授（國

立清華大學）、以及魏廷冀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其次必須在台大華語教學

碩士學位學程之學術委員會提案並通過；接下來便擬定與會者名單，大致從前幾



屆之名單確定人選後，經籌備委員同意即發出邀請信，分別詢問名單上人選是否

有意願參與本次會議，有意願則在 2022 年二月二十三日前將演講題目摘要繳回，

並於同年四月間將國科會 C301 及 C302 表 回覆給本會。最後，總計有 22 篇論
文將在本屆會議中進行發表，其中包含了 FOSS 研討會創辦人之一的林若望特聘

研究員、蔡維天教授(後因其他行程無法與會)，還有因為疫情僅能線上參與的李

寶倫教授一同前來發表。發表諸君來自於中研院以及台灣從北到南各個學校，本

次會議共計 77 人參與，發表講者 22 人(含合作的作者)，實際發表文章 21 篇、
與會聽眾 26 人，工作人員 12 人，可謂相當熱鬧。 
 
現場工作紀要 

 

會議於 2022 年九月八日獲得國科會人文與社會研究中心補助以後，隨即在台大

校內成立學生籌備小組，編制有學生總籌一名（汪霜同學）、文書組長一名（陳亭

臻同學）、以及餐飲組（鄭心怡、張熙成同學），並展開了一連串的宣傳活動。包

括製作電子海報發送到全台各大專院校與語言學及華語教學相關系所及電子報

網絡，於台大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網站發布會議資訊，讓全台灣對於語言學領

域有興趣的學者、學生廣為周知。接著進行報名活動，本次會議因為疫情緣故，

場地僅限 60 人聚集，因此籌備小組雖在開放報名之後僅一天即達到現場容納人

數，仍於三天內停止網路報名，總計本次會議吸引了現場五十多位學者及學生參

與。本次會議沿襲上一屆（FOSS-13）縮短每位發表人演講時間，增加發表人數的

方式，現場需要的計時、司儀以及場控人員則由台大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一年

級學生自願擔綱，學生工作人員由籌備小組幹部培訓。 

 
研究議題概述 

 
本次研討會討論的議題可以明顯看見形式句法的趨勢圍繞在 Universal Spine 
Hypothesis (Wiltschko 2021)，但又可粗略區分六個小群組：[a]問句[b]語用[c]量化

詞組[d]指示詞組內部[e]焦點與強調[f] IP刪略。以下分別簡述： 
 
[a] 問句：謝妙玲老師延續閩南語 kam問句的研究，討論有負向偏見(bias)的 kám
問句加上句末附加語 sī—bô情況，並以討論主觀性階層。陳思瑋研究員以量化研

究切入四種形式的極性問句，發現其解讀來自語用層面，句法上沒有偏見，因此

以 Verum運符(或算子)來解釋。吳俊雄教授則處理對不同是非問句的回應方式，

特別處理對否定問句的回答。 
 
[b]語用：楊中玉教授觀察言談助詞、非典疑問詞、主句現象、以及空主語，大規

模的呈現命題更高的 CP 層級各種成分以及語意。 劉承賢老師整理閩南語句末

助詞 honnh 和 hannh 的語序以及句法分佈，解析內外兩層的句末助詞。 
 
[c] 量化詞組：量化詞的研究有兩篇，林若望特聘研究員觀察向下蘊含的名詞組



不容易擔任「都」的關聯對象出發，提出可允可「都」出現在限制性成分的量化

詞都是對稱性或是交集性量化詞。張永利研究員基於長期大規模對南島語的調查

以及研究，歸結謂詞限制理論，主張「弱量詞通常必須充當台灣語言中主題/主
語的謂詞。 
 
[d]指示詞組內部張寧教授主張應該有一個抽象的功能詞組節點，來統括對等連

結以及加接。蔡慧瑾教授則討論指示詞組內部「第」的順序語意以及累計語意，

並提出結構以及衍生方式的分析。 
 
[e]焦點與強調：徐淑瑛教授觀察是…的句中「是」的出現以及其與模態助動詞的

互動關係，區分對命題/命題事實的斷言兩者，進而主張一個模態語意的分析。

楊罄瑜老師則討論明詞組內部「好一個」為強調功能時的句法。 
 
[f] 疑問刪略句：疑問詞刪略略句(或稱截省句)有兩篇，王昱勻教授處理雙賓句為

前行句，且有一個論元沒有出現的時候，後句為疑問刪略句的狀況，可探討

sprouting 類疑問刪略的生成條件。邱力璟教授討論多重疑問詞出現在疑問刪略

句的分佈以及對分析的建言。 
 
現場學生回饋 
 
我覺得我從這次的研討會中學到很多新知，也擴展了我的眼界。舉例而言，楊老

師的題目 On Nominal Emphasization: Chinese hao yi CL Construction就是探討「好

一個」在句中的功能(如:好一個大帥哥，好一個能幹的女兒)，如同英文 pure hard 
work 和 a complete bloody Nazi 都是為凸顯後面的名詞組，而非由 pure 去形容

hard，或是 complete 去形容 bloody。據此，老師將「好一個」也視作 nominal 
emphasizer，表達說話者的主觀態度 (subjective evaluation/ speaker attitude)，而
此詞組的位置是在 base-generate DP periphery，換句話說，好修飾整個 DP (scopes 
over the whole DP)，因此無須移位(movement)。在討論時，有學者提出「好個美

猴王」為一專有名詞 proper name (定指 definite)，似乎不符合講者說明好一個後

接不定指 indefinite NP 的要求，對此講者說明這的確是個值得深究的議題。同時，

他也區分 focus和 emphasis 的界定，但我其實也還不是很清楚它們差在哪裡。此

外，雖然講者提及由於「女兒」本身不具有特定的語意色彩(異於大帥哥)，因此

要用一個特殊的形容詞形容(如 a.)，但我認為 b.句本身似乎隱含諷刺或是挖苦的

涵義，並不限於老師說明需要一個特定的語境。總而言之，我從這次的活動獲益

良多，我也希望學程可以多舉辦相關會議，鼓勵同學汲取課本之外的語言學知識。 
 
a. 好一個能幹的女兒 
b. ?好一個女兒 

國立臺灣大學 R10146029 文譯瑱 
 



 
歷年 FOSS 紀錄 
 
FOSS-1 ，2001年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FOSS-2 ，2003年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FOSS-3 ，2005年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FOSS-4 ，2006年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FOSS-5 ，2007年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台灣語言及教學研究所 
FOSS-6 ，2009年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FOSS-7 ，2010年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FOSS-8 ，2012年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FOSS-9 ，2013年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FOSS-10，2014年  國立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 
FOSS-11，2016年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FOSS-12，2018年  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FOSS-13，2020年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FOSS-14，2022年  國立臺灣大學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檢討項目 
 
1. 邀請講者問題：本次會議因為前期規劃時間較久，幾位邀請學者雖然應允但因

疫情變動或是行程問題無法參與，也有極少數老師臨時有事無法到台大。往後

籌備會議應當注意是否與其他大型活動撞期，或儘量勿安排於週五。 
2. 場地預約問題：籌備之初原勘察場地為台灣大學博雅教學館二樓階梯教室

(201)，但會議三個月前得知校內舉辦英檢考試博雅教學館無法借用，於是改

訂文學院會議室(文學院)以及外文系會議室(校史館)兩址。後考量疫情聚集人

數不可過多，且本會議重視講者間實質交流，確定於人數容納較少但古色古香

之文學院會議室舉辦。 
3. 會議網站：本次會議網站（https://foss14.mystrikingly.com）建置得比較晚，並

沒有發揮太大效果，所幸報名連結 QR-code 透過台灣語言學學會的信件群組

發出，報名仍然十分踴躍。 
4. 會議室網路：本次會議場地於文學院二樓，並沒有為與會者申請專門網路。除

校內人士可使用 ntu /ntu peep 無線網路以外，只能建議與會者使用 Eduroam跨
校無線網路帳號上網。 

 
 
  



 

五、 活動照片（須含各論文發表場次現場照片） 

開幕式致詞（一）台大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劉政忠教授 

 

開幕式致詞（二）中研院語言所所長 林若望特聘研究員 

 
  



 

開幕大合照（一） 

 
 

開幕大合照（二） 

 
 



第一天 第一場  張寧教授 

 

第一天 第二場 蔡慧瑾教授 

 
第一天第三場 張永利研究員 

 
 



第一天第五場 謝妙玲教授 

 

第一天第六場 徐淑瑛教授 

 

第一天第七場 楊中玉教授 

 
 



第一天第八場 王昱勻教授 

 

第一天第九場 陳奕勳教授 

 

第一天第十場 陳思瑋研究員 

 
 



第一天第十一場 周昭廷教授 

 
 

第一天  發言討論以及其他場域 

 

 



第二天照片 

第二天 第一場 林若望特聘研究員 

 
 

第二天 第二場 郭進屘教授

 

 

第二天 第三場 吳俊雄教授 

 



 

第二天 第四場 舒志翔教授 

 
 

第二天 第五場 劉承賢教授 

 
 

第二天 第六場 魏廷冀教授 

 



 

第二天 第七場 廖偉聞研究員 

 

第二天 第八場 邱力璟教授 

 

第二天 第九場 楊謦瑜教授 

 
 
 
 



第二天 第十場 李寶倫教授 

 

第二天發言及其他場域 

 
 
  



閉幕式照片(林若望特聘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