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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における『水滸伝』 
語彙・語法研究文献目録

今村 圭　 干野 真一　編

　本目録は、1949 年から 2015 年までに中国で公刊された『水滸伝』に関
する語彙・語法研究の文献を整理したものである。文献は内容によって、
Ⅰ 論文、Ⅱ 学位論文、Ⅲ 詞典、Ⅳ 専著 に分類し収録した。文献名およ
び著者名等の文字表記は、繁体字に統一した。文献中には、索引等でその
文献名を知るのみで実際に確認のとれなかったものもいくつかあり、その
ようなものは分かる範囲の情報を記載している。
　本目録は、今村圭編・鈴木誠監修「日本における『水滸伝』語彙・語法
研究文献目録」（『中国研究』第 18 号 2010 年）と対になる形で作成したも
のである。今回は 1949 年以降を対象にしたが、それ以前にも『水滸伝』
に関する研究はあると思われるので、これに関しても別の機会にまとめた
いと考えている。また、今回は中国に対象をしぼって調査を行ったが、台
湾や韓国、さらには欧州などにも『水滸伝』に関する研究は見られること
から、これらに関してもまとめたいと考えている。

Ⅰ　論文

001.	評新出《水滸》的註解　　許政揚

	 	 	《光明日報》6月 3日　　1953 年；《許政揚文存》175-182　中華書局　

1984 年

002.	關於水滸裏「本人」的解釋　　宋謀瑒

	 	 	《語文學習》第 11 期：72　　1953 年

003.	水滸傳中的土語諺語　　何心

	 	 	《水滸硏究》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195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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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滸傳中的方言俗語　　何心

	 	 	《水滸硏究（增訂再版）》285-366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004.	“決撒”解―“水滸”注解的一個擧例　　張友鸞

	 	 	《文學書刊介紹》第 3期　　1954 年；《水滸硏究論文集》：387-390　

作家出版社　1957 年

005.	試論水滸傳的著者及其創作時代　　陳中凡

	 	 	《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第 1期：24-34　　1955 年；沈伯俊

編《水滸硏究論文集》1-16　中華書局　1994 年

006.	對《水滸》運用語言的體會　　湛盧

	 	 	《語文學習》第 2期：15-22　　1955 年

007.	解釋《水滸》中難懂詞語的幾種方法　　王綸

	 	 	《語文學習》第 2期：22-28　　1955 年

008.		《水滸》詞語解釋的修正　　王綸

	 	 	《語文學習》第 9期：38　　1955 年

009.		《水滸》中“但”字的用法　　黃岳洲

	 	 	《語文學習》第 9期：37-38　　1955 年

	 《水滸》“但”字用法硏究　　黃岳洲

	 	 	《語言與語言敎學論集》312-316　學林出版社　1990 年

010.		《水滸全傳》中的一些同音代替字　　吳競

	 	 	《語文知識》10 月號：15　　1955 年

011.		《水滸》中的“被”字句　　許紹早

　　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科學學報》第 3期：21-34　　1956 年

012.	偏義對擧詞的使用―讀《水滸傳》札記　　祝鴻熹

	 	 	《語文知識》3月號：11-13　　1957 年

013.		《水滸》難解詞語注釋（一・二・三・四・五・續完）　　王綸

	 	 	《語文知識》3月號：41-44；4 月號：45-46；5 月號：46-48；6 月

號：42-44；8 月號：47-48；9 月號：44-47　　1957 年

014.		《林冲發配》中的“但”“將”“見”　　高鴻奎

	 	 	《語文知識》3月號：40-41　　1958 年

015.		《水滸》中的“把”字句、“將”字句和“被”字句　　向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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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學論叢》第 2輯：84-99　　1958 年

016.		《水滸傳》疑問句的特點　　黃伯榮

	 	 	《蘭州大學學報》第 2期：80-83　　1958 年

017.		《水滸傳》裡的助詞“地”　　胡竹安

	 	 	《中國語文》第 1期：33-34　　1958 年

018.		《水滸》裡幾個方言詞的意義　　張衛經

	 	 	《中國語文》第 10 期：500　　1958 年

019.	水滸事語所知錄　　陳登原

	 	 	《文學遺産增刊》第 9輯：130-136　　1962 年

020.		《水滸》的語言藝術　　公盾

	 	 	《解放軍文藝》第 12 期：69-73　　1962 年

021.	談《水滸》對民間語言的運用　　季工

	 	 	《文匯報》8月 19 日　　1963 年

022.		《水滸》詞語評釋（1・ 2）　　聊城分院中文系《現代漢語成語詞典》

編寫組

	 	 	《山東師院（社會科學版）》第5期：87-88；第6期：102-103　　1975 年

023.		《水滸》名詞解釋　　梅因

	 	 	《山西師院》第 3期：40-42　　1975 年

024.		《水滸》詞語解釋　　傅材

	 	 	《青海師院》第 3、4期合刊：43-44　　1975 年

025.		《水滸》部分詞語簡釋　　上海人民出版社辭海編輯室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通訊》第 8、9期　　1975 年；《語文戰線》第

6期：52-59　　1975 年

026.	水滸傳中的土話諺語　　河南大學

	 	 	《開封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S1 期：88-95　　1975 年

027.		《水滸》語詞例釋　　楊天戈

	 	 	《中國語文》第 6期：38-40　　1979 年

028.	讀《水滸傳》札記　　徐震堮

	 	 	《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期：46-53　　1979 年

029.	兩篇《水滸》課文詞語解釋　　胡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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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語文敎學》第 10 期　　1980 年

030.	從《水滸全傳》、《紅樓夢》、《家》看“與”字的發展　　李思明

	 	 	《安徽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期：110-114,87　　1981 年

031.		《水滸傳》“卻”的詞義初探　　李法白、劉鏡芙

	 	 	《中國語文》第 1期：66-70　　1981 年

032.	水滸傳中的一些“親切”詞語　　范國

	 	 	《語文雜誌》第 6期：41-46　　1981 年

033.		《水滸傳》中的“是”字句　　許紹早

	 	 	《語言硏究》第 1期：87-100　　1982 年

034.		《水滸》中“卻”字的用法　　王士毅

	 	 	《黃石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期：144-150　　1982 年

035.		《水滸傳》詞語彙釋選例　　李法白、劉鏡芙

	 	 	《水滸爭鳴》第 1輯：162-173　　1982 年

036.	釋《水滸傳》中的“須”　　李法白、劉鏡芙

	 	 	《中國語文通訊》第 5期：26-28　　1982 年

037.	談談《水滸》的語言藝術　　何士龍

	 	 	《水滸爭鳴》第 1輯：174-184　　1982 年

038.		《水滸全傳》中的選擇問句　　	李思明

	 	 	《中國語文通訊》第 5期：29-31　　1982 年

039.	“湯”義質疑　　祝注先

	 	 	《華東師範大學學報》第 5期：93　　1982 年

040.	刺配小考　　戴子聰

	 	 	《華東師範大學學報》第 5期：94　　1982 年

041.	平田虎、王慶部分與百回本《水滸》不一致　　雲告

	 	 	《求索》第 3期：93　　1982 年

042.	談談《水滸》語言的節奏感　　呂劍萍

	 	 	《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期：147-150　　1983

年

043.	論《水滸傳》的語言特色　　徐金城

	 	 	《廣西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期：82-91　　19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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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伯俊編《水滸硏究論文集》540-557　中華書局　1994 年

044.		《水滸傳》事物雜考六則　　胡竹安

	 	 	《淮北煤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期：70-73,125　　1983 年

045.		《水滸》中的明代用語　　竹安

	 	 	《語文園地》第 4期：21-22　　1983 年

046.		《水滸傳》的太平車、海鰍船、兜子　　胡竹安

	 	 	《徽州師專學報》第 1期　　1983 年

047.	元明戲曲用語與《水滸傳》用語互證釋例　　方齡貴

	 	 	《思想戰線》第 6期：48-52,47　　1983 年

048.	從變文、元雜劇、《水滸》、《紅樓夢》看選擇問句的發展　　李思明

	 	 	《語言硏究》第 2期：158-167　　1983 年

049.		《水滸》人物的個性化語言　　江蘇、王林書、王同書

	 	 	《水滸爭鳴》第 2輯：270-277　　1983 年

050.	論《水滸》韻文的藝術作用　　陳周昌

	 	 	《水滸爭鳴》第 2輯：278-290　　1983 年

051.		《水滸傳》作者施耐庵問題　　袁世碩

	 	 	《東岳論叢》第 3期：37-43,54　　1983 年

052.		“老種”與“小種”是父子 , 而非弟兄―兼說《水滸》中的“相公”　　

王愷

	 	 	《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期：89-90　　1984 年

053.	這個“卻”字怎講？　　夏業昌

	 	 	《四川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期：93　　1984 年

054.		《水滸傳》的語言―關於謂語的後置成分　　大內田三郎 ,佟金銘譯

	 	 	《徐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期：26-29,36　　1984

年

055.	試談《水滸傳》中民間諺語在刻畫人物上的作用　　何紅一

	 	 	《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期：119-123　　1984

年

056.	切象附意	聯類不常―漫說《水滸》裡的比喩　　汪遠平

	 	 	《杭州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期：71-76　　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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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		《智取生辰綱》詞語例釋　　袁賓

	 	 	《山東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期：95-97　　1984 年

058.	“老種經略相公”和“小種經略相公”小考　　竹安

	 	 	《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期：80　　1984 年

059.	論《水滸傳》的文學語言　　曲沐

	 	 	《貴州文史叢刊》第 3期：129-137　　1984 年

060.		《水滸》對民間語言的運用　　汪遠平

	 	 	《陝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期：60-64　　1984 年

061.		《水滸傳》中的“了”“著”和“將”　　楊占武

	 	 	《固原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期：69-73　　1984 年

062.		《水滸全傳》“得”的詞義初探　　陳浩

	 	 	《語文硏究》第 2期：38-42　　1984 年

063.		《水滸》一百單八將綽號考釋（上・下）　　曲家源

	 	 	《松遼學刊（社會科學版）》第 1期：63-70　　1984 年；第 2期：26-

31　　1984 年；沈伯俊編《水滸硏究論文集》509-531　中華書局　

1994 年；《水滸傳新論》110-137　中國和平出版社　1995 年

064.		《水滸傳》的語言―關於《水滸志傳評林》本的用語硏究　　大內田三

郎 ,佟金銘節譯

	 	 	《揚州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期：64-69　　1984 年

065.		《水滸傳》簡註　　許政揚、周汝昌

	 	《許政揚文存》83-130　中華書局　1984 年

066.		《水滸全傳》《紅樓夢》中人稱代詞複數表示法　　李思明

	 	 	《安慶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期：99-104　　1985 年

067.		《水滸》的人物語言　　林文山

	 	 	《河北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期：15-22,93　　1985 年

068.		《水滸傳》詞語彙釋選例之二　　李法白、劉鏡芙

	 	 	《水滸爭鳴》第 4輯：427-443　　1985 年

069.		《水滸傳》詞語釋―《水滸詞典》選例　　李法白、劉鏡芙

	 	 	《漢語論叢》第 1輯：222-239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070.	千錘百煉	溢采流光―談《水滸》詞語的選擇與運用　　李慶榮



－ 87 －

	 	 	《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期：16-25　　1985 年

071.	“團頭”小考　　熊飛

	 	 	《辭書硏究》第 3期：140-142　　1985 年

072.		張士誠―張榮―宋江	白駒施耐庵即《水滸》作者雛論　　姚恩榮、王

同書

	 	 	《社會科學》第 3期：46-49,45　　1985 年

073.	從《水滸傳》的語言看作者的籍貫問題　　張丙釗

	 	 	《明清小說硏究》第 2期：65-94　　1985 年

074.	通俗	粗獷	風趣―《水滸》語言的比喩特色　　李奇林

	 	 	《鹽城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期：36-39　　1985 年

075.		《水滸全傳》中“得”“的”“地”通用情況的考察　　李思明

	 	 	《安慶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期：100-105,64　　1985 年

076.		《水滸傳》裡“得”的意義和用法　　商振哲

	 	 	《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期：92-98　　1985 年

077.		《水滸傳》的語言―關於簡本（百十五回）的文章　　大內田三郎 , 王

齊洲譯

	 	 	《荆州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期：25-32　　1986 年

078.	與《水滸傳》中“動詞 +得 +賓語”相關的幾個問題　　楊占武

	 	 	《固原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期：48-56　　1986 年

079.		《水滸》人物語言特色舉隅　　周暉

	 	 	《黃岡師專學報》第 1期：47-51　　1986 年

080.	從敘事觀點來看《水滸傳》的描寫手法　　勝股高志

	 	 	《明清小說硏究》第 1期：120-131　　1986 年

081.		《水滸全傳》注釋選例　　李泉

	 	 	《明清小說硏究》第 1期：136-140　　1986 年

082.		《水滸全傳》的指示代詞　　李思明

	 	 	《語文硏究》第 1期：6-12　　1986 年

083.	水滸全傳注試筆　　王利器

	 	 	《徐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期：99-103　　1986 年

084.	水滸全傳注試筆　　王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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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期：42-47　　1986 年

085.		《水滸全傳注》試筆（第二十四回上篇）―與《金瓶梅詞話》有關部分　　

王利器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 4期：79-86　　1986 年

086.		《〈水滸全傳〉注》試筆　　王利器

	 	 	《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期：1-6　　1986 年

087.	水滸全傳注試筆（續）　　王利器

	 	 	《徐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期：66-75,	65　　1986

年

088.	說《智取生辰綱》中的幾個語詞　　王愷

	 	 	《語文園地》第 11 期：39-41　　1986 年

089.		《智取生辰綱》的多義詞語和方言詞語　　陳君安

	 	 	《語文知識》11 月號：20-21　　1986 年

090.	從近代白話談特殊的“了”　　植田均 ,王建譯

	 	 	《貴州敎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期：83-90　　1986 年

091.		《水滸傳》的語言―關於“容與堂本”的字句硏究　　大內田三郎 , 佟

金銘譯

	 	 	《揚州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期：131-138　　1986 年

092.		《水滸全傳》中的疑問代詞　　李思明

	 	 	《安慶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期：61-71　　1986 年

093.		《水滸全傳》句末的“在這（那）裡”考　　兪光中

	 	 	《中國語文》第 1期：63-69　　1986 年；蔣紹愚、江藍生編《近代漢

語硏究（二）》1-14　商務印書館　1999 年

094.		《水滸》裏的“草箒兒”是什麼　　胡竹安

	 	 	《中學生文史》第 7、8期　　1986 年

095.		《水滸傳》的動詞情貌　　郭齊

	 	 	《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期：57-63　　198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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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水滸傳》中的蒙事型“被”字句考察　　張潔

	 	 	《現代語文（語言硏究版）》第 3期：36-37　　2011 年

305.		《水滸全傳》“被”字句的介詞賓語考察　　曾丹

	 	 	《懷化學院學報》第 3期：83-85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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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淺析《水滸傳》動結式述補結構　　陸雨

	 	 	《文學敎育（上）》第 4期：133-135　　2011 年

307.		《水滸傳》中常用動量詞探析　　曲建華

	 	 	《語文學刊》第 9期：60-61,73　　2011 年

308.		《水滸傳》“喫”的語義考察　　隋文娟

	 	 	《劍南文學（經典敎苑）》第 5期：80-81　　2011 年

309.	簡論《水滸傳》的語言藝術　　鄧鵬

	 	 	《四川文理學院學報》第 4期：87-88　　2011 年

310.	“托地”和“抄手”辨正　　周贊旗

	 	 	《文學敎育（下）》第 10 期：30-31　　2011 年

311.		《水滸傳》小說和電視劇中的核心親屬稱謂詞對比硏究―以父、母、

夫、妻爲例

	 	 衣玉敏、欒芳　　《時代文學》第 11 期：202-205　　2011 年

312.	幾多《水滸傳》詞語遺落在客家話　　劉忠煥

	 	 	《北海日報》12 月 3 日　　2011 年

313.		“没脚蟹”、“没巴臂”、“葫蘆提”及其他―《水滸》中富有地方特色的

宋元杭州方言

	 	 楊子華　　《菏澤學院學報》第 6期：67-71　　2011 年

314.		《水滸傳》中否定性無定代詞構成的雙重否定句　　王紹玉

	 	 	《淮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6期：123-125　　2011

年

315.	“讓《水滸》自己來指認”―關於《水滸傳》的作者　　馬成生

	 	 	《〈三國〉〈水滸〉硏究與欣賞》第 8輯：48-61　　2011 年

316.		《水滸》與淳安人文地理及方言　　方鴻鼎

	 	 	《〈三國〉〈水滸〉硏究與欣賞》第 8輯：155-163　　2011 年

317.	從標記理論看《水滸傳》中女性歧視語的體現　　李娜

	 	 	《文學敎育（上）》第 7期：76-78　　2011 年

318.	破譯《水滸》裡的怪綽號　　錢國宏

	 	 	《新華毎日電訊》11 月 11 日　　2011 年；《齩文嚼字》第 3期：38-39　　

2012 年；《中學生閲讀（初中版・中考）》第 3期：18-19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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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從《水滸傳》看近代漢語的詞類活用　　師爲公

	 	 	《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期：74-77　　2012 年

320.		《水滸傳》中由否定副詞構成的雙重否定句　　王紹玉

	 	 	《湖北第二師範學院學報》第 1期：37-40　　2012 年

321.		《水滸傳》中由反詰句式構成的雙重否定句　　王紹玉、魏小紅

	 	 	《隴東學院學報》第 2期：7-9　　2012 年

322.		《水滸傳》中同義連用現象硏究　　宋積良

	 	 	《芒種》第 4期：117-118　　2012 年

323.		《水滸傳》中的“團魚”與“佛牙”　　劉洪強

	 	 	《菏澤學院學報》第 1期：77-79　　2012 年

324.		《水滸傳》“何”系和“怎”系特指疑問句計量硏究　　陸彦

	 	 	《蘇州敎育學院學報》第 2期：35-39　　2012 年

325.		《水滸傳》前綴系統計量硏究　　胡芳芳

	 	 	《蘇州敎育學院學報》第 6期：37-42　　2012 年

326.		《水滸傳》“VP 得 NP”結構考察　　馮雪冬

	 	 	《作家》第 12 期：179-180　　2012 年

327.		《水滸傳》詞語選釋　　余小葉

	 	 	《文學界（理論版）》第 10 期：191-192　　2012 年

328.		《水滸傳》流傳給後世的話語　　王學泰

	 	 	《〈水滸〉識小錄》56-82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2 年

329.		英漢第一人稱單數指示語對比分析―以英漢對照版《水滸傳》第三回

爲語料　　趙帆

	 	 	《牡丹江敎育學院學報》第 1期：20,33　　2013 年

330.	論《水滸傳》文學性與語言形式的同構性　　王小曼

	 	 	《明清小說硏究》第 1期：56-65　　2013 年

331.		《水滸傳》中並列式字序對換詞語　　宋積良

	 	 	《河池學院學報》第 1期：40-44　　2013 年

332.		《水滸傳》中字序對換的同義詞　　宋積良

	 	 	《安順學院學報》第 2期：50-52,79　　2013 年

333.		《水滸傳》中廣告語言的修辭藝術　　張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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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記者》第 15 期：75-76　　2013 年

334.		《水滸傳》裡的陝北方言　　狄馬

	 	 	《延安文學》第 3期：160-169　　2013 年

335.		《水滸全傳》中代詞“灑家”探析　　石曉博

	 	 	《西安財經學院學報》第 4期：125-128　　2013 年

336.	“大客”、“大家”與“火家”―讀《水滸傳》零札　　陳煕中

	 	 	《文史知識》第 10 期：66-67　　2013 年

337.		《水滸傳》動詞作定語語義語法結構分析　　胡翼

	 	 	《黔南民族師範學院學報》第 5期：13-18　　2013 年

338.		《水滸傳》第一人稱代詞硏究　　鄧艷平

	 	 	《學行堂文史集刊》第 2期：46-54　　2013 年

339.	清河坊武大郎賣“炊餅”？　　龔玉和

	 	 	《〈三國〉〈水滸〉硏究與欣賞》第 10 輯：152-154　　2013 年

340.		《水滸傳》裡的那些生冷綽號　　李恩憲

	 	 	《中學時代》第 13 期：46　　2013 年

341.		《儒林外史》《水滸傳》等著作中所見商州方言詞語彙釋　　張成材

	 	 	《咸陽師範學院學報》第 1期：62-64　　2014 年

342.	武大郎賣的到底是甚麽　　錢國宏

	 	 	《神州民俗》第 2期：19　　2014 年

343.“錠器”與“劣馬”―讀《水滸傳》零札　　陳煕中

	 	 	《文史知識》第 4期：125-127　　2014 年

344.	淺談《水滸傳》中的動量詞　　王若楠

	 	 	《課外語文》第 12 期：168　　2014 年

345.		《水滸傳》模式詞語硏究　　王明明

	 	 	《蘭州敎育學院學報》第 8期：40-41,55　　2014 年

346.	谷・穀・榖　　古橋

	 	 	《語文月刊》第 10 期：96　　2014 年

347.	被誤解的《水滸》人物綽號　　劉鍇

	 	 	《高中生》第 34 期：18　　2014 年

348.	標記理論下《水滸傳》中性別歧視語硏究　　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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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文學（中旬刊）》第 7期：119-120　　2014 年

349.	淺解杭州與《水滸》的若干問題　　王益庸

	 	 	《水滸争鳴》第 15 輯：474-486　　2014 年

350.		《水滸傳》中的“把”字句探究　　周富偉

	 	 	《鴨綠江（下半月版）》第 1期：11-12　　2015 年

351.		《水滸傳》中的綠林術語簡編　　晏青

	 	 	《現代語文（學術綜合版）》第 2期：139-141　　2015 年

352.	實證主義的困窘―《水滸傳》的版本、作者與成書　　張國風

	 	 	《文藝硏究》第 2期：48-55　　2015 年

353.	探析《水滸傳》中的“鳥”字　　隋宇

	 	 	《青年文學家》第 2期：47　　2015 年

354.	淺談《水滸傳》中是非疑問句　　王瑶瑶

	 	 	《青年文學家》第 9期：149　　2015 年

355.	誤傳千年的水滸綽號　　羅樹妹

	 	 	《書屋》第 1期：36　　2015 年

	 誤傳多年的《水滸傳》好漢綽號　　羅樹妹

	 	 	《當代廣西》第 7期：63　　2015 年

356.		《水滸》求疵錄（二則）　　錢廣英

	 	 	《中學語文》第 18 期：118-119　　2015 年

357.		試論《水滸傳》中“無（有）”“没（有）”用法之異同　　王紹玉、魏

小紅

	 	 	《宿州學院學報》第 7期：57-60　　2015 年

358.	“一丈青”新考　　朱國偉

	 	 	《菏澤學院學報》第 1期：11-14　　2015 年

Ⅱ　学位論文

碩士論文

359.		《〈水滸全傳〉的數量表達方式》　　張雪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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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2001 年

360.		《〈水滸傳〉中的四種述補句式》　　賀紅梅

	 	 西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2001 年

361.		《〈水滸傳〉語法現象簡論》　　劉碧濤

	 	 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2003 年

362.		《〈水滸全傳〉量詞硏究》　　崔爾勝

	 	 廣西大學碩士論文　　2003 年

363.		《〈水滸傳〉中的“被”字句、“把”字句和“得”字句》　　忻雪

	 	 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2003 年

364.		《〈水滸全傳〉被動句硏究》　　曾丹

	 	 武漢大學碩士論文　　2004 年

365.		《〈水滸全傳〉動量詞考察及近代漢語動量詞發展初探》　　朱彦

	 	 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2004 年

366.		《〈水滸傳〉和〈紅樓夢〉性別歧視語言硏究》　　周彬

	 	 復旦大學碩士論文　　2004 年

367.		《〈水滸傳原本〉副詞硏究》　　聶丹

	 	 貴州大學碩士論文　　2005 年

368.		《〈水滸傳〉量詞硏究》　　惠紅軍

	 	 貴州大學碩士論文　　2006 年

369.		《〈水滸傳〉方位詞硏究》　　馬小成

	 	 貴州大學碩士論文　　2007 年

370.		《〈水滸傳〉程度副詞計量硏究》　　卞于靖

	 	 蘇州大學碩士論文　　2007 年

371.		《〈水滸傳〉助詞計量硏究》　　王華

	 	 蘇州大學碩士論文　　2007 年

372.		《〈水滸傳〉代詞計量硏究》　　馮芳

	 	 蘇州大學碩士論文　　2007 年

373.		《〈水滸傳〉連詞計量硏究》　　征文平

	 	 蘇州大學碩士論文　　2007 年

374.		《〈水滸全傳〉“被”字句及“被”字結構硏究》　　呂思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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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2007 年

375.		《〈水滸傳〉動詞重疊硏究》　　周孟戰

	 	 湘潭大學碩士論文　　2007 年

376.		《〈水滸傳〉狂歡言語硏究》　　李洪偉

	 	 山東大學碩士論文　　2007 年

377.		《〈水滸傳〉山東方言詞硏究》　　常化濤

	 	 中央民族大學碩士論文　　2008 年

378.		《〈水滸傳〉數詞語法硏究》　　趙彬

	 	 西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2008 年

379.		《〈水滸傳〉中的“把”字句考察》　　趙念俊

	 	 吉林大學碩士論文　　2008 年

380.		《〈水滸傳〉方位詞硏究》　　何蘭

	 	 四川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2008 年

381.		《〈水滸傳〉中雙音節三價動詞硏究》　　蘇立靜

	 	 四川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2008 年

382.		《〈水滸傳〉男性描寫詞語硏究》　　幸亮

	 	 西南大學碩士論文　　2008 年

383.		《〈水滸傳〉民俗類俗語硏究》　　田霖

	 	 內蒙古大學碩士論文　　2008 年

384.		《〈水滸傳〉的敬謙詞語硏究》　　王烏蘭

	 	 內蒙古大學碩士論文　　2008 年

385.		《〈水滸全傳〉詞彙硏究》　　王靜

	 	 山東大學碩士論文　　2008 年

386.		《〈水滸傳〉疑問句硏究》　　王豐

	 	 山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2009 年

387.		《〈水滸傳〉處置式硏究》　　徐姍姍

	 	 福建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2009 年

388.		《〈水滸傳〉稱謂詞硏究》　　劉岩

	 	 山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2009 年

389.		《〈水滸傳〉稱呼語硏究》　　高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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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2009 年

390.		《〈水滸傳〉及英譯本語法啣接手段對比硏究》　　袁啓家

	 	 貴州大學碩士論文　　2009 年

391.		《〈水滸傳〉副詞硏究》　　侯曙芳

	 	 安徽大學碩士論文　　2009 年

392.		《〈水滸傳〉詈語硏究》　　牛世建

	 	 南開大學碩士論文　　2009 年

393.		《〈水滸傳〉漢英回指對比硏究》　　蘇敏娟

	 	 寧波大學碩士論文　　2009 年

394.		《〈水滸全傳〉人物綽號硏究》　　李靜

	 	 山東大學碩士論文　　2010 年

395.		《〈水滸傳〉親屬稱謂語硏究》　　李慧

	 	 河北大學碩士論文　　2010 年

396.		《〈水滸傳〉語氣詞硏究》　　黃新

	 	 黑龍江大學碩士論文　　2010 年

397.		《〈水滸傳〉否定詞硏究》　　王紹玉

	 	 淮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2010 年

398.		《水滸文化熟語硏究》　　劉灝

	 	 內蒙古大學碩士論文　　2010 年

399.		《〈水滸傳〉詞頻分析―以 1-30 回爲例》　　李春成

	 	 廣西民族大學碩士論文　　2010 年

400.		《淺析《水滸傳》中的駢體文》　　劉蕙

	 	 遼寧大學碩士論文　　2011 年

401.		《〈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紅樓夢〉語氣詞比較硏究》　　張

冬

	 	 黑龍江大學碩士論文　　2011 年

402.		《〈水滸傳〉非自主動詞硏究》　　龐佳

	 	 中南民族大學碩士論文　　2011 年

403.		《特殊的〈水滸〉續書―〈古本水滸〉硏究》　　王燦

	 	 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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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水滸傳〉〈紅樓夢〉處置式比較硏究》　　周小娟

	 	 福建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2011 年

405.		《〈水滸傳〉並列式複合詞計量硏究》　　李睢雲

	 	 蘇州大學碩士論文　　2012 年

406.		《〈水滸傳〉偏正式複合詞計量硏究》　　奚瀟凌

	 	 蘇州大學碩士論文　　2012 年

407.		《概念指稱轉喩的認知機制―以〈水滸傳〉中的綽號爲例》　　高龑

	 	 西安外國語大學碩士論文　　2013 年

408.		《近代漢語與現代漢語特指疑問句對比硏究―以〈水滸傳〉和〈四世同

堂〉爲例》

	 	 席曉帆　　貴州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2014 年

博士論文

409.		《〈水滸傳〉〈西游記〉〈金甁梅詞話〉副詞硏究》　　김경림

　　北京大學博士論文　　2003 年

410.		《〈水滸傳〉述補結構硏究》　　朴元基

　　復旦大學博士論文　　2007 年

Ⅲ　詞典

411.	水滸詞典　　胡竹安編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1989 年

412.	水滸語詞詞典　　李法白、劉鏡芙編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9 年

413.	水滸辭典　　沙先貴編

	 	 崇文書局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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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専著

414.		《水滸硏究》　　何心著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1954 年；增訂再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415.		《水滸文化新解》　　楊子華著

	 	 新世界出版社　　2007 年

416.		《〈水滸傳〉虛詞計量硏究》　　曹煒等著

	 	 曁南大學出版社　　2009 年

417.		《杭州與水滸》　　馬成生著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9 年

付記
　本目録は、竹越孝・遠藤光曉主編《元明漢語文獻目錄》（中西書局　
2016 年）において、今村・干野の両名が担当した語彙語法（小説）《水滸
傳》の部分をもとに、増補修正を加えたものである。本稿の編纂にあたっ
ては細心の注意を払ったものの、誤字・脱字があった場合には、もちろん
全て責任は筆者にある。諸賢のご叱正、ご助言を切に請う次第であ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