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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年专家申报表

姓 名：

工作单位：

推荐部门：

填表日期：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印制

二○一九年五月

2022年09月07日

浙江大学

庄初升



姓  名 庄初升 性  别 男

身份证件 [居民身份证]3****************6

民  族 汉族

出生年月 1968-01 政治面貌 中共

文化程度 研究生 学  位 博士

出生地 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党政职务 浙江大学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执行主任

最高学历所学专业 汉语 现从事专业 汉语研究

最高学历毕业学校 暨南大学 最高学历毕业时间 2000-06

工作单位 浙江大学

参加工作时间 1994-08 工作单位邮编 310058

家庭住址 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联创街1号海兴雅苑5-1-1201

家庭住址邮编 311121 联系电话 0571-88273103

手 机 136****3635 E-mail zhchsh@zju.edu.cn

国外留学情况 无

一、担任职务、荣誉称号

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浙江大学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执行主任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语言学会历史语言学分会常务理事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核心专家组专家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广东项目首席专家

浙江省语言学会副会长

浙江省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副会长

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

广东省高校珠江学者特聘教授

广东省高校“百千十”计划省级培养对象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奖”先进个人

韶关市“十大杰出青年”

中山大学优秀共产党员

二、工作简历



1994年8月-2005年7月  韶关学院中文系，2002年1月起任中文系副主任，2004年12月晋升教授

2000年11月-2001年9月  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副研究员

2003年2月-2003年9月  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副研究员

2005年8月-2006年12月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2007年1月-2019年8月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7年4-12月  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副研究员

2010年1-6月  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副研究员

2019年9月至今  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人文学院/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20年起任浙江大学国家

语言文字推广基地执行主任

三、获奖情况
（★表示主要奖项。）

序号 奖励级别 获奖名称 项目名称 等级排名 获奖时间

1 省部级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科研成果奖

客家方言名词后缀“子”“崽

”的类型及其演变 ★

二等奖

，1/1
2021-12

2 省部级

其它（广东省第七届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

19世纪香港新界的客家方言 ★
三等奖

，1/2
2017-10

3 省部级
其它（中国语言资源

保护奖）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广东首

席专家

其它（先进

个人

），1/1

2020-03

四、参与过的主要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起止时间 项目性质和来源
经费总额

（万元）

本人排名、参与人数

和任务

1

吴、闽、徽语音像资

源语料库建设与综合

比较研究

2020-11

至

2023-10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

学领军人才培育专

项课题

30.00 1/4，主持

2

贵州南部布依族居住

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使用情况调查及推广

对策研究

2020-11

至

2021-10

国家语委首批国家

语言文字推广基地

建设项目

10.00 1/2，主持

3

明清民国珍稀时音韵

书韵图整理集成与研

究

2019-12

至

2024-11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子课题
80.00 2/6，子课题负责人

4
中国语言资源集·港

澳台

2019-09

至

2022-12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

工程专项课题
3.50 1/1，主持

5
台湾汉语方言调查

·彰化

2018-04

至

2019-12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

工程专项课题
13.50 1/3，主持

6 2018-04



台湾汉语方言调查

·新竹

至

2019-12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

工程专项课题
13.50 1/3，主持

7
大浪客家方言采集及

大浪方言志编写

2017-07

至

2019-12

深圳市大浪街道办

委托项目
35.00 1/3，主持

8
建立东莞市南城方言

档案

2017-07

至

2019-12

东莞市南城档案馆

委托项目
40.00 1/4，主持

9
早期客家方言文献搜

集整理编辑

2017-07

至

2017-12

深圳市大浪街道办

委托项目
10.00 1/3，主持

10
台湾汉语方言调查

·台北

2017-05

至

2018-03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

工程专项课题
15.00 1/3，主持

11

环南海国家语言生态

研究及语言资源库建

设

2016-11

至

2021-10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子课题
80.00 2/6，子课题负责人

12
港澳台疆汉语方言调

查·苗栗

2016-06

至

2018-05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

工程专项课题
13.50 1/3，主持

13
濒危汉语方言调查

·广东连南土话

2015-09

至

2018-05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

工程专项课题
15.00 1/2，主持

14

海内外客家方言的语

料库建设和综合比较

研究

2014-11

至

2022-12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
80.00 1/5，主持

15 建立东莞方言档案

2014-03

至

2017-12

东莞市档案局委托

项目
65.00 1/8，主持

16

明末以来西方人创制

的汉语罗马字拼音方

案研究

2013-06

至

2019-09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

项目
18.00 1/5，主持

五、代表论文
（★表示主要代表论文。）

序号 论文题目 刊物名称 索引 论文类别 时间 排名
引

用

1

客家方言名词后缀

“子”“崽”的类型

及其演变 ★

《中国语文》 其它 国内期刊 2020-01 1/1 6

2
南方方言古晓组合口

字唇化的动因再探 ★
《中国语文》 其它 国内期刊 2017-05 1/1 8

3
论闽、粤、客方言的

保护传承问题
《语言战略研究》 其它 国内期刊 2022-08 1/1 0

4
李如龙先生对汉语方

言分区的贡献

《汉语史与汉藏语研究

》
其它 其它 2021-12 1/1 0



5

早期天主教客家方言

文献的方言归属地问

题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其它 国外期刊 2021-12 1/2 0

6
湘、赣方言与“儿子

”义名词相关的后缀
《方言》 其它 国内期刊 2021-02 1/1 2

7

一些边界方言名词后

缀“子”“崽”“儿

”的来源

《汉语史学报》 其它 其它 2020-12 1/1 0

8

西北方言中古精庄知

章组声母的今读类型

与发展演变

《东方语言学》 其它 其它 2020-01 1/2 0

9
客家方言舌尖元音的

来源及相关问题
《北斗语言学》 其它 其它 2019-12 1/1 0

10
客家方言中没有u韵母

的类型及相关问题
《南开语言学刊》 其它 其它 2019-01 1/2 1

11

对罗杰瑞教授汉语方

言分区标准的几点补

充

《语言研究集刊》 其它 其它 2018-01 1/2 2

12

东南方言几个古知组

二等字特殊今读的性

质

《语言研究集刊》 其它 其它 2017-12 1/2 1

13

19世纪上半叶新教传

教士的官话罗马字拼

音方案

《汉语史与汉藏语研究

》
其它 其它 2017-12 1/2 0

14
19世纪以来客家方言

的罗马字拼音方案
《中国方言学报》 其它 其它 2017-09 1/2 0

15
濒危汉语方言与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方言》 其它 国内期刊 2017-05 1/1 24

六、代表著作

序号 著作题目 出版社 类别 出版时间 排名

1 广东连南石蛤塘土话 商务印书馆 专著 2019-06 1/2

七、专利情况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别 批准时间 排名 授权 投产

1 无



八、突出贡献事迹
（简述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及取得显著经济、社会效益等情况）

（一）事迹简介

在客粤闽方言与粤北土话调查研究、汉语濒危方言及方言民俗文化调查研究、域外汉语方言文献搜集整理

研究等领域做出较大的学术贡献，是我国汉语方言学界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学者。服务社会，为地方政

府的语言保护和文化建设以及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做出较大贡献。近三年共组织3批浙大学生志愿者和

校内外专家对口贵州省望谟县、锦屏县和港澳地区进行国家语言文字能力提升培训，为国家脱贫攻坚和语

言文化推广做出应有贡献。

（二）详细事迹

立德树人方面，候选人主讲音韵学、现代语言学、劳动与中国语言文化等本科生课程，主讲历史语言学、

汉语音韵学、汉语方言田野调查法等研究生课程，教学工作量饱满，为人师表，言传身教，善待学生，教

学有方，深受广大学生的爱戴，教学评价均为优良，每年都吸引一批学生走上语言学研究的学术道路。此

外，候选人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每年都多次带领研究生（包括少数本科生）赴各地进行艰苦的

田野调查实践。

科研方面，候选人主要从事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和域外汉语方言文献的整理研究等冷门绝学，先后主持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内外客家方言的语料库建设和综合比较研究”、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培

育专项项目“吴、闽、徽语音像资源语料库建设与综合比较研究”等课题二十几项，其中2项已经结项的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评“优秀”等级，已出版《粤北土话音韵研究》《19世纪香港新界的客家方言》《广

州方言民俗图典》《广东连南石蛤塘土话》《东莞方言调查报告》等著作多部，在《中国语文》《语言研

究》《方言》《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等海内外高

水平刊物上发表论文约80篇。在《中国语文》发表的《湘西乡话中古知组读如端组的类型和性质》《客家

方言名词后缀“子”“崽”的类型及其演变》分别获得“广东省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

一等奖、“浙江省第二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在客家方言与粤北土话的调查研究、汉

语濒危方言及方言民俗文化的调查研究、域外珍藏汉语方言文献的整理研究等领域做出了较大的学术贡献

，是我国汉语方言学界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学者，在国外汉语语言学界也具有良好的学术声誉。主要学

术兼职有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语言学会历史语言学分会常务理事、浙江省语言学会

副会长、浙江省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商务印书馆中国濒危语言志编委会委员、《汉语史学报》《

汉语史与汉藏语研究》《汉语语言学》编委。

候选人历来非常重视将其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服务于社会，为地方政府的语言保护和文化建设以及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创新贡献力量。除了为地方政府的多个档案、方志部门建设方言数据库和出版方言志，为广东

汉剧院编写《广东汉剧传统戏的舞台音韵》，还担任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核心专家组专家和广东项目首

席专家，先后承担和完成了6个调查类课题和4个管理类课题，主持编写《中国语言资源集·广东卷》《中

国语言资源集·港澳台卷》，为国家语保工程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020年3月受到了教育部、国家

语委的表彰，被授予“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奖”先进个人光荣称号。作为浙江大学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的

执行主任和骨干成员，两年来共组织3批本校的学生志愿者和校内外专家分别对口贵州省望谟县、锦屏县

和港、澳特别行政区共400名幼儿园、中小学教师进行国家语言文字能力提升的培训，为国家脱贫攻坚和

语言文化推广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人承诺以上所填信息均属实。                           申报人签名：

                                                                              年   月   日



九、所在单位意见



十、同行专家评议意见



十一、市或省厅局意见



十二、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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