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学人
!

专题

陕西北路
!"#

号是一栋老

建筑! 历史剪影里不只有引人

驻足的古藤香樟! 还有让人敬

仰的书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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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毛主

席来上海视察! 已经退休的中

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舒新城向他

提议修订 #辞海 $%两年后的春

天! 新成立的中华书局辞海编

辑所从绍兴路搬了过来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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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辞海(精神

渐至丰满!于此安放!不同版本

的编纂与修订都在努力呼应初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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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的编辑大纲---

*为辞书者!自当体察用者之需

要!恰如其所需以予之(&

*.辞海 $经过一版又一版

的编纂修订!记录历史!传承文

明!传播知识!显示了长久的生

命力和特有的影响力/ (在去年

底的.大辞海$出版暨.辞海$出

版
*%

周年座谈会上!.大辞海$

.辞海 $主编 )第十一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指

出!打造与维护 .辞海 $品牌的

最基本要求是坚持正确的政治

方向)坚持*辞海(精神)坚持尊

重人才)坚持服务读者&

!现在通行的

字典或词典中最完

善的一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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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第一版!辞海"的编纂设想
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
的

!"!#

年# 而从
!"$%

年起主
持编纂工作的舒新城是其中最
关键的人物$ 已故的周颂棣先
生是 !辞海 "元老 #他曾在文章
中回忆#%

&"'(

年版&是这样编
纂的'((%在决定编纂以后的

最初阶段# 并没有做很多的工
作#不过是把已经出版的!中华
大字典"等书的词条加以剪贴#

并从一些旧的字书)类书*例如
!佩文韵府"+中选译一些词目#

抄录下来#编成资料卡,这样的
条目和资料卡大约有许多万
条$至于工作开始走上正规#正
式进行编写# 是在舒新城先生
接任主编以后$ --舒新城分
配给我做的工作很简单$ 他把
当时美国出版的一部中型辞书
*!林肯百科辞典"+ 交给我#要
我把其中收入的外国人名 *日
本人名除外+逐条翻译出来#由
他亲自审阅并经过选定后 #就
交给练习生把这些条目抄录下
来#作为!辞海"的部分初稿*其
中有些条目也同时收入 !中华
百科辞典"+$ 每天工作

%

小时
*后来进中华书局编辑所#每天
工作时间为

(

小时+#大约翻译
)***

字至
$+**

字 $ 按条数计
算#平均每天翻译十余条#每条
$**

字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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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辞海编辑室撤销#

并入上海的中华书局编辑所 #

舒新城任所长$日常事务繁杂)

无法全力投入# 他便邀请中国
大辞典编纂处的沈朵山来沪负
责!辞海"的后续编纂$ 除了增
强编审力量)充实参考资料#沈
朵山要求全体编辑人员阅读
宋)元 )明 )清时期的小说和戏
曲# 同时指定专人坚持阅读最
新出版的报刊图书# 搜集流行
词汇#做成资料卡片$据说沈朵
山还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 .逐
条审阅 !辞海" 收入的所有词
条/ 后来几年# 他都在忙着审
稿#每天完成七八十个的词条$

在周颂棣看来# 当时的一些经
验是非常可取的$ 一是包干制
度#可以加强编辑的责任心#提

高他们的业务水平, 二是各个
有交叉关系的词目# 凡是能够
想到的#尽可能同时加以解决#

以避免内容的互相矛盾或重
复, 三是让练习生查阅核对资
料#减轻编辑人员的负担#加快
编纂进度, 四是辞书主编逐条
审阅定稿# 保证了体例与文字
比较统一, 五是与图书馆密切
配合$

在%一0二八事变&爆发后#

中华书局实行停工与减薪#!辞
海"的编纂进程受到影响#全部
稿件直到

&"',

年才最终敲定#

比原先的计划晚了许多$ 鉴于
当时的中日形势# 有人提出将
!辞海 "拆分 #例如 !国语大辞
典"!自然科学大辞典"等#并删
去一些人名和地名# 以免引起
不必要的麻烦$ 舒新城明确反
对.%即使中国亡了# 关于历史
上之名词也应存在# 社会科学
条目决不能取消$ &后来又有人

表示#类似于 %塘沽协定 &)%一
二八之役& 这样的敏感内容不
能收$ %!辞海"出版于今日#应
是今日的东西$ 绝不能单提往
事而不说今日之事# 尤不能不
提人人伤心之事$ --我们与
日人之观点不同# 绝不能将日
人的污蔑之词一一抄录# 绝不
能为本国增加罪名# 替敌人造
反证$ 措词虽可能为敌人所曲
解# 但中国之立场和观点却不
可动摇$ &舒新城的坚定与果敢
让!辞海"留住了关乎民族气节
的词条# 也保全了一本优秀辞
书的品格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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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辞海"的
编纂工作陆续完成# 是年出版
上册#

&"'-

年推出下册$尽管在
时间上晚于 !辞源 "#但 !辞海 "

*

&"'(

年版+借鉴吸收了前者的
优点#收词)释义和体例均有精
进#所以上市后备受认可$ 同在
上海的!中国公论"评价道.%这
部参考书从好几个方面来看 #

都说得上是后来居上$ --要
是给一般人通俗的参考而论 #

!辞海 " 的确可以说是现在通
行的字典或词典中最完善的
一部$ &

从北京带回的

反 馈 是 # !反 应 很

好#评价很高"

---*未定稿(

!辞海 "一出版就 %后来居
上&# 但舒新城清楚地意识到#

这项工作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
沟#就是要和!辞源 "竞争 #%其
他都可以由主编和编辑人员按
照自己的意见行事&$

&"+-

年#

毛主席将修订!辞海"的任务交
给上海# 舒新城的设想是在上
一版的基础上进行%剃)梳)篦)

增&#使得 !辞海 "成为 %一部单
字)语词)百科术语兼备而又以
百科为主的综合性辞书&#并强
调在修订过程中 %时时以读者
的利益为中心&$

独立运作的辞海编辑所面
临人手不够的难题# 远远达不
到%百名干部 &的要求 $ !重编
1辞海2计划"提出%依靠全国学
术界的合作&#除了发动上海本
地的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 #辞
海编辑所还在南京) 杭州等地
挑选具备相关领域专业知识的
作者3不过#在%大跃进&浪潮的
裹挟下 #按部就班的 !辞海 "修
订转向了 %多快好省 &#而人人
参与) 盲目求快的冒进做法最
终导致了稿件质量的严重下
滑# 甚至有的学科条目被写成
了批判文章$

&"(*

年#舒新城身患肠癌
在华东医院去世# 辞海编辑所
的领导工作由杭苇和罗竹风牵
头$ %很快地纠正了把4大跃进5

的一套办法搬用到!辞海"修订
工作中来的错误# 从而初步摸
索到辞书编写的规律# 明确了
!辞海 "的性质和任务 #及时地
提出了 4政治性 )科学性 )通俗
性 5,在初稿审查会议上 #又提
出 4正面性 )知识性 )稳定性 5#

作为编写的指导方针$ &罗竹风
在!1辞海2是怎样修订的6 "一
文中称当时 %走过一段弯曲的
道路&.%由于清规戒律很多#有
的禁区甚至是万万碰不得的 #

因而等于带上脚镣跳舞# 不能
旋转自如3 有时不可能从实际
出发#戴帽子 7贴标签 )含糊其
辞) 不敢画龙点睛的事情还不
算少$特别是人物评价问题#李
秀成 )陈独秀 )瞿秋白等 #都成
了难题$ &

人事方面# 经编委们的商
议和推荐# 复旦大学校长陈望
道被上海市委聘为主任委员 #

自
&"(&

年起继任 !辞海 "总主
编$ %我们的编法是新的#是前
无古人的# 因此各项工作都得
学习起来$ &他主持制定了辞海
编委会的规章制度 #研究辞书

!辞海"编修的传统与革新
本报记者 黄春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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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海"走过的每一步#都代表了一个时代#代表了这个时代的人们所能达到的认知水平$ 经过一版
又一版的编纂修订#记录历史#传承文明#传播知识#显示了长久的生命力和特有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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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辞海$

.辞海$早期的几位主编!从左到右为0舒新城)陈望道)夏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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