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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 书 出 版 十 年 回 顾

詹德忧 陶 晖 贺剑锋

辞书是人们读书治学
、

工作生活最常用的工具书
。

英国朗曼公司曾对辞书市场进行过调

查
,

惊奇地发现辞书打入人们家庭的程度不亚于电视机
,

90 % 以上的家庭至少备有 一 本 词

典
。

这个百分率高于其它任何图书
,

而且平均每年有 10 %的人重新购买词典
。

我们武汉大学图

书情报学院也曾对读者使用工具书的情况进行过调查
,

对象是各种年龄
、

各种职业的读者
,

包

括从 20 岁以下到 70 岁以上的教师
、

科研人员
、

千部
、

学生和工人
。

从回收的 7 00 份答卷中发

现有6 15 份
“

经常使用
”

字典词典
,

占9 7
.

9%
。

如果加上 18 份
“

不常用
”

(但用过 ), 则高达 90 %
。

这个百分率明显高于其它类型工具书
,

而且与朗曼公司的调查结果有惊人的相 似 之 处
。

同

时
,

我们还调查了图书情报单位收藏工具书的情况
,

结果是
:

有答案的62 个大小不同的图书

情报单位
,

收藏 1 00 册以上字典词典 (外文字典词典除外 ) 的达到 44 个单位
,

占调查单位的71 %
。

这个百分率也高于对其它类型工具书的收藏
。

辞书如此受到人们的青睐
,

主要由于辞书荟萃 了人类社会的知识
,

是高密度
、

大容量的

知识库
,

具有很强的解疑释惑的功用
。

少年儿童用它启蒙知识
,

青年一代 以它为入门进阶的

梯级
,

工人靠它解决生活生产中的难题
,

学者使用它以节省时 间和精力
。

当然
,

辞书的普及
,

还应归功于辞书编纂与研究事业的发展
。

1 97 9年至 1 9 8 8年十年
,

是辞书理论研究深入发展的十年
,

也是辞书编纂硕果累累的十年
。

辞书对发展教育和科学文化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
,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辞书的编 纂 和 出

版
。

早在 1 9 7 5年
,

在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关怀下
,

全国学者
、

专家在广州召开了辞书

编纂规划会议
。

会上决定组织人力编纂出版 16 0种中外文语文词典
,

其中包括《汉语大 字 典 》

和《
,

汉语大词典 》
。

1 9 7 8年国务院又决定编纂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
。

连同在毛泽东主席
、

周恩

来总理
、

邓小平同志关怀下
,

早 已着手的《辞海 》
、

《辞源》和《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 编 纂 工

作
,

整个辞书出版业呈现出生机盎然的景象
。

除久负盛名的商务印书馆继续出版各种中外文

语文辞书和人名
、

地名等专科辞书外
,

专门的辞书出版社相继诞生
。

1 9 7 8年
,

上海辞书出版社

在原来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的基础上宣告成立
。

几乎同时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也破夭荒

宣告成立
。 、

1 9 8 5年
,

又出现 了四川辞书出版社
。

1 9 8 6年
,

成立 了湖北辞书出版社和汉语大词

典出版社等
。

其他一些综合性和专科性出版社
,

也普遍出版辞书
,

如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

版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 ,

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藏汉大辞典 》 ,

等等
。

辞书出版事业的活跃
,

促进了辞书编纂队伍的组成和辞书理论研究的深入开 展
。

以《汉 语

大字典》
、

《汉语大词典 》 、 《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队伍和《辞海 》 、 《辞源》
、

《现代汉语词典》

的修订编纂队伍为骨干
,

辞书编纂队伍迅速组成和扩大
。

仅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工作

的学者
、

专家
、

教授
、

研究人员就不少于 1 5。。人
,

全部撰写工作参加者将近 2 万人
。

探讨辞

书编纂理论和方法的论著象雨后春笋般涌现
。

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辞书 研 究》和
“

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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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研究丛书
” ,

为我国辞书学的建构作出了重大贡献
。

黄建华的《词典论》 、

陈原的《辞书和信

息》等书
,

对辞书学的理论和实践
、

宏观和微观
,

都作了较深入的论述
。

胡明扬等的《词典学

概论》 、

陈炳迢的《辞书概要》是具有一定理论价值的专业教材
。

四川人民出版社词典编辑 室

编辑出版的《词典研究丛刊 》 、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词典学论文选译 》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词书论丛》 、

湖北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汉字的源和流 》
、

上海辞书出版社
“

辞书研究丛书
”

之一

的《词典和词典编纂的学间》 、

上海市辞书学会编的《辞书论集》等
,

发表了一系列有见地的论

文
。

赵振铎的《古代辞书史话》
、

钱剑夫的《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
、

刘叶秋的《 中国字 典 史

略》
、

赵诚的《 中国古代韵书》
、

陆宗达的《说文解字通论》 ,

对古代辞书的研究作出了 贡 献
。

〔捷〕拉迪斯拉夫
·

兹古斯塔主编的《词典学概论》翻译 出版
,

进一步丰富了我国辞书论坛
。

其

他论述语文词典
、

双语词典
、

专科词典
、

百科全书
、

古代辞书
、

汉语工具书排检法的文章数

以千计
,

盛况空前
。

辞书研究室在一些高等学校相继出现
,

四川大学
、

复旦大 学
、

湖 北 大

学
、

上海师范大学
、

武汉大学和黑龙江大学等先后招收了辞书学方向的研究生
。

辞书编纂队伍的组成和辞书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
,

又反过来促进了辞书的编纂和出版
,

各类型各语种的辞书纷纷间世
。

根据我们的普查
, 1 9 7 9年至 1 9 8 8年 (至 1 9 8 8年 6月 )

,

我国共

出版中外文辞书 3 2 2 6种
。

而据估计
,

我国自古至今 (止于 1 9 8。年 ) 所出词典约计只有两千种
。

如果把这个数字减去我们统计的 1 , 79 年 149 种
, 1 9 8 0年 1 83 种

,

那么就只有约 1 7。。 种 了
。

可

见
,

近十年出版的辞书
,

几乎等于历史上所出辞书的 2 倍
,

成绩斐然
,

而且呈逐年增长的势

头 (见表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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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1 9 7 9~ 1 9 8 8 年辞书出版年度统计比较表 )

十年来
,

由于经济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

以及对外联系的加强
,

各种专科性辞书

和语文性辞书有较大的发展 (见表 2 、

表 3)

专科性辞书涉及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

哲学
、

社会科学总论
、

政治
、

法律
、

军事
、

经济
、

文化教育
、

语言文字
、

文学
、

艺术
、

历史
、

地理
、

自然科学总论
、

数理科 学
、

化 学
、

天 文

学
、

地球科学
、

生理科学
、

医药卫生
、

农业科学
、

工业技术
、

交通运输
、

航空航天
、

环境科

学等各个学科门类和多种语种
。

其中社科方面的经济
、

人物等学科门类的辞书
,

数量特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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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 9 7 9~ 1 9 8 8 年语文性辞书 (单语
、

多语 )出版年度统计比较表 )

而且出版了崭新的文艺鉴赏辞典
,

如《唐诗鉴赏辞典》 、 《宋诗鉴赏辞典从 《中国历代诗 歌 鉴

赏辞典》
、

《宋词鉴赏辞典 》 、 《唐宋词鉴赏辞典》 、 《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 、 《元曲鉴赏辞典 .))

《古文鉴赏辞典》 、 《红楼梦鉴赏辞典》
、

《外国文学名著赏析词典》 、 《中国书画鉴赏辞典》等
。

还出版了诸如《中国象棋词典 》 、 《国际象棋词典 》 、 《中国名胜词典 》 、 《世界名胜 词 典 》
、

《集

邮图鉴》 、 《音乐欣赏手册》 、 《外国通俗名曲欣赏辞典》 、 《婚姻家庭大辞典》等面向生活 的 词

典
。

科技方面的自动化技术
、

计算技术
、

新技术
、

环境科学等学科门类的辞书
,

填 补 了 空

缺
。

语文性辞书中
,

在汉语解释性词典大量出版的同时
,

汉语辨析性
、

资料性词典也纷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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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

有辨析字
、

词形音义的《常用形似字辨析》 、 《多音多义字汇释 》
、

《常用同音 异 义 词》 、

《现代汉语词义辨析》 、 《常用词用法例解》 、 《简明同义词典 》
、
《同义词辨析》 、 《常用同 义 词

辨析》 、 《现代汉语 同义词辨析》 、 《简明类语词典》 、 《反义词例释》 、 《成语辨析》等 ;有 提供

名言佳句
、

诗歌韵脚的《名言大观》 、 《世界名句辞典》 、 《写作辞林》 、 《文学描写 辞 典》 、 《古

典诗词百科描写辞典》
、
《同义词词林 》 、 《现代诗韵》 、 《诗韵新编》

、

《新诗韵》等
。

少数民族语

及少数民族语
、

外语与汉语对照语文词典
,

在语种和数量上有很大增长
。

除蒙古语
、

藏语
、

维吾尔语
、

哈萨克语
、

朝鲜语
、

苗语等语文词典外
,

还出版 了较少见的少数民族语种语文词

典
,

如《东乡语词汇》 、 《鄂温克语词汇》 、 《景颇成语 ))( 景汉对照 )
、

《傣语成语》
、

《彝族格言》 、

《达汉小词典》
、
《低汉简明词典》

、

《汉
、

傣
、

景颇 日常用语对照手册 》等
。

中外文对照语文词

典
,

除英语
、

俄语
、

日语
、

德语
、

法语
、

西班牙语等语种外
,

还出版了《波斯语汉语词典》 、

《简明汉朝词典》 、 《世界语中文大辞典》 、 《汉世小词典》等各语种语文词典
。

这十年
,

百科性辞书成绩卓著
。

其中百科全书的编纂出版
,

填补了空白
,

如编 纂 了《 中

国大百科全书》 、 《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 、 《 中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 、 《中国农业百科 全 书》 ,

编译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 《科学技术百科全书》 、 《苏联哲学百科全书》
、

《苏联军 事 百

科全书》
、

《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
《少年百科全书》等

。

此外
, 《辞海》 、 《哲学大辞典》

、

《经

济大辞典》 、 《 中国历史大辞典》 、 《中华人 民共和国地名词典》 、 《中国名胜词典》 、 《物理学辞

典》 、 《地质辞典》 、 《中医大辞典》 、 《医学小百科》 、 《 中药大辞典》 、 《船舶名词术语 》 、 《水运

技术词典》 、 《航空工业技术词典》及翻译的《苏联百科辞典》 、 《少年科技百科词典》等实 为 小

型百科全书的大型辞典相继间世
,

遐迩闻名
。

十年的辞书出版业造就了一批著名的辞书出版单位
,

如商务印书馆
、

科学出版社
、

上海

辞书出版社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等出版的辞书分别在一百种以上
。

五十种 (卷 ) 上下至近百

种的有四川人民出版社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吉林人民出版社
、

陕

西人民出版社
、

湖南人民出版社
、

中华书局
、

辽宁人民出版社等
。

此外
,

人民卫生出版社出

版医药卫生类辞典
,

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航空航天类词典
,

都很有成绩
。

其中上海辞书出版社从 1 9 8 4年
“

月出一典
”

到 1 9 8 7年
“

月出两典
” ,

十年出版辞书近 2 00 种
、

3 7 0 0多万部
,

与海外合作出版的项 目有 40 多项
。

《辞海》 ( 1 9 7 9年修订本 )早已饮誉海内外
,

三

卷本
、

缩印本印行了 3 50 万部
,

各学科分册印行了 1 0 0 0多万册
。

其 1 9 8 9年新版本内容更全面
、

资料更完备
,

将更受世人瞩目
。

该社还出版了《经济大辞典 》 、 《哲学大辞典 》 、 《中国历 史 大

辞典》
、

《 中国名胜词典》及《 中国成语大辞典 》 、 《中国古代名句辞典》等著名大型辞 典
,

并 正

加速《世界历史大辞典》 、 《中国文学大辞典》 、 《外国文学大辞典》 、 《法学大辞典》等大型辞书

的编纂出版工作
。

这些大型辞书具有知识密集
、

信息量大的特点
,

在文化积累和学术上有特

殊的价值
。

上海辞书社还开了出版鉴赏辞典的先例
,

如《唐诗鉴赏辞典》 、 《宋诗鉴赏辞典》 、

《唐宋词鉴赏辞典》 、 《元 曲鉴赏辞典》等都很有特色
。

此外
,

出版了一批面向生 活
、

读 者 面

广
,

知识性
、

实用性
、

科学性兼备的专科词典
。

该社还编辑出版了全国唯一的辞书学专业刊

物《辞书研究 》和
“

辞书研究丛书
” ,

对辞书学理论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

不可否认
,

十年来在辞书出版的成绩后面
,

还隐藏着某些缺点和问题
。

其一
,

重复出版

的现象比较严重
,

不少多余的辞书充斥书店
,

泛滥成灾
。

据我们不完全的统计
,

仅汉语成语

词典就出版了 86 种
,

中小学语文词语手册更高达 14 9种之多
。

谁也无法统计
,

这些知识 载 体里

究竟夹杂着多少重复的信息和辗转相抄的条文
,

浪费了多少人力
、

物力和财力
。

又如
, 《吉尼斯

世界纪录大全》一书
,

就有四川人民出版社和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吉尼斯世界之最大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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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教育出版社和煤炭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

如此重复出版
,

究竟是不

谋而合
、 “

选题保密
”

出现
“

撞车
” ,

还是有意
“

竞争
” ,

很值得研究
。

其二
,

粗制滥造的现象也非常严重
,

不少辞书是
“

效肇之作
” ,

谬误百出
。

例如
,

某本历

史人物辞典
,

约有三分之一的条文抄自《辞海》 ,

有些地方甚至抄得一字不漏
,
某本新法编排

的词典
,

其内容也抄 自《现代汉语词典》
、

《新华词典》和《辞海 》等辞书
;
某本 1 9 8 4年 出 版 的

《图书馆学辞典》与 1 9 8 2年出版的《英汉图书馆学词典》 ,

几乎一模一样
。

又例如
,

某本外语新

难词词典
,

不仅校对草率
,

使人读来有一种难以忍受的感觉
,

而且翻译也经不起推敲
。

凡此

种种
,

读者反映非常强烈
,

或嗤之以鼻
,

或投诉于报刊
,

应引起出版部门的注意
,

以改进组

稿和审稿工作
。

附录
: “

1 9了9~ 1 9 8 8 年辞书 出版统计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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