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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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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五学人
!

如何进一步提高质量! 如何解
决交叉 "通读 "发稿 "附录以及
插图等具体问题# 为了充实辞
海编委会的力量! 陈望道将外
地一批参与$辞海%修订的权威
专家和学者增聘为编委! 建立
主编负责制&&&总主编对全书
负总责! 副总主编对分工主管
的学科负责! 各分科主编对本
学科的各项工作负责'

!"#!

年!$辞海%(试行本)

陆续出了
!$

本分册!辞海编辑
所派出工作组赴各地征求学术
界的意见'次年

%

月!*试行本+

进入修改阶段!编印了
$&

册内
部使用的试排本! 每个条目前
都注有主稿和会稿的学科代
号!以便处理交叉问题'据初步
统计 !这是在 $辞海 %(

'"%"

年
版)面世前收词最多,内容最为
丰富的一个稿本 '

!"$(

年夏
天!试排本基本改定!等待少数
政治性条目的审查! 在严峻形
势下 !有关方面决定 $辞海 %先
以*未定稿+名义出版' 后来编
委会又召开定稿复查会议 !被
迫站在*左+的立场进行大量删
改'

)"$*

年
+

月!历时
%

年编
纂的 *未定稿 +上下卷出版 !全
书收词

"%,&&

条! 样书在第一
时间被送往上海和中央各部
门'杭苇从北京带回的反馈是!

*反应很好!评价很高+!但仅仅
几个月后!$辞海% 就被定性为
*毒草+&&&*字字都是黑的+'

客观上承担了

改革开放初期的思

想解放动员任务

!!!

!"#"

年版

$辞海%(未定稿)的编纂修
订不可避免地受到*文革+阴影
的笼罩! 直到周恩来总理下达
了再次修订的指示'

)"-.

年!

在$关于修订-辞海.的报告%通
过后! 上海人民出版社组建了
辞海编辑室! 成员主要来自中
华书局辞海编辑所, 上海人民

出版社辞典编辑室等! 同时工
宣队与军宣队也一并进驻' 除
了出版一册不涉及政治内容的
$辞海/生物分册 % (

)"-*

年 )

外!辞海编辑室在 *文革 +结束
前的主要工作是批判和再批
判! 也就谈不上什么有价值的
出版成果'

)"-%

年
)

月!中华书局辞
海编辑所改名上海辞书出版社
(下称辞书社)! 社长束纫秋邀
请夏征农担任 $辞海 %新主编 !

理由是这位老领导思想解放 ,

放得开手脚!也压得住台'在准
备编纂$辞海%(

)"-"

年版)时!

大家碰到了一个现实问题 !选
择以哪个版本为基础&&&

)"$*

年的*未定稿+还是*文革+中的
*修订稿+0 夏征农的态度很明
确1*修订稿+ 是极左路线的产
物!应该采用*未定稿+'但是如
何处理*阶级斗争+,*文化大革
命+以及与国民党,台湾有关的
词条0 *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
观事实' +夏征农带头对辞书社
副总编辑巢峰起草的 $-辞海.

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 %表
了态1*如果有错误! 我这个主
编负责' +

重新打造的编纂团队可谓
群星闪耀 !郭绍虞 ,朱东润 ,钱
仲联,冯契,周予同,周谷城,谭
其骧,李春芬,夏鼐,顾廷龙,费
孝通,钱伟长,苏步青,李国豪,

谈家桢 ,谢希德 ,俞振飞 ,裘沛
然22几乎所有学科门类的顶
尖专家都被邀来参与工作 !贡
献自己的劳动与智慧! 如此强
大的资源调配放在今日来看是
不可想象的# 为了顺利完成中
央和上海交给的任务! 也为了
满足人民压抑已久的知识需
求!辞书社向人民社 ,科技社 ,

文艺社等兄弟单位借调编辑和
校对人员! 夜以继日, 埋头苦
干!终于赶在国庆

(,

周年前夕
出版了 $辞海%(

)"-"

年版)三
卷本 !总条目

),$*-%

个 !共计
)(,,

余万字# 激动之余!有人
填词一阙1*引名言!文章立3天
下事!皆罗列3知识库!海中觅#

赖中央领导!四方同力#祖国专
家齐献宝!友邦名士争先阅#看

洛阳纸贵!乘风行!飞南北# +

$辞海%(

)"-"

年版)的历史
意义在于! 客观上承担了改革
开放初期所需要的思想解放动
员任务! 同时为今后的编纂积
累了宝贵经验!比如既收单字,

语词又收百科词条! 培养比较
稳定的作者和编辑队伍等 #

)"%)

年
)

月!在一次主编会议
上! 夏征农与编委会达成了一
项历史性共识! 即未来的 $辞
海%确定*十年一修+!这是中国
大型辞书的首创# *$辞海%是一
部综合性的工具书! 在编纂过
程中有个吐故纳新的问题# 什
么词汇已经过时了!不适用了!

大家不会去用!就可以去掉3有
些新出现的词汇要收进去# 吐
故纳新!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

对于夏征农的这些观点! 巢峰
后来在$巢峰辞书学论稿%一书
中作了进一步阐释1*大型辞书
如果不加修订! 就会逐渐丧失
生命力#为什么

)"($

年出版的
旧$辞海%在解放后会失去使用
价值!就是因为中国和世界,科
学与文化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
化# 22为什么

)"-"

年版$辞
海 % 也要修订 ! 一来它是以
)"$*

年的4未定稿5为基础!而
4未定稿5成稿于

.,

世纪
$,

年
代初 ! 到

%,

年代已有二十余
年!有些学科不成体系!一部分
百科内容! 大大落后于时代现
状3 二是定稿时刚开始拨乱反
正 !虽然纠正了许多 4左 5的东
西! 但终因没有关于历史问题
的决议! 而许多冤假错案尚未
平反 !必然留下 4左 5的时代烙
印!只有隔一定时间修订一次!

保证它的科学性,知识性!才能
不断适应读者的需要# +

汇集中外古今

知识 ! 借此提高我

们的文化素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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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一切学问,文化都是有继
承性的! 同时它又受到历史局
限性的限制! 所以它一定会有
缺点# 因此$辞海%要在原有的
基础上不断修正提高! 丰富充
实# +在

)"%-

年
)

月召开的工
作汇报会上! 夏征农谈了他对
$辞海 %(

)"%"

年版 ) 的建议 1

*既不要乱戴帽子!乱贴阶级标
签!也不要避而不谈!而是要讲
得恰当22根据我们的情况 !

我认为可以不收在世人物# 主
要是考虑利弊问题 , 考虑影
响# +时任上海市政府顾问的汪
道涵将上一版$辞海%的修订比
作一次新的胜利! 他同时也指
出!新版 $辞海 %要把定义搞得
更准确一些 1*我们需要文化 !

我们的文化还不够22我们大
多数人还谈不上一知半解 !而

是模模糊糊的22我们的国家
尚在发展之中! 中外古今的各
方面的知识都要汇集起来 !借
此提高我们的文化素质# +

相比以往!$辞海%(

)"%"

年
版)起点高,起步早!

)"%+

年就
启动了编纂工作# *第一步化整
为零 !先出

.$

本分册 3第二部
化零为整! 即在分册的基础上
汇编成合订本# +那个时期主持
工作的是巢峰!在他看来!修订
过程中的一大特点就是注重学
科体系的进一步健全# 以社会
学的词条为例!*未定稿+ 只有
),

多条!*

)"-"

年版+由于时间
紧迫! 担任分科主编的费孝通
只能对原有条目进行修改 !留
下不少遗憾#这一次!依然是费
老参与! 社会学的收词数量增
加到了

($-

条# 同样的情况也
出现在美学 ,伦理学 ,政治学 ,

法学等人文社科领域# 自然科
学则细化完善了不少分支学
科! 像电子技术学科下面增设
了光纤技术,微电子技术,微波
技术,电路与系统等!而数学的
二级学科包括了概率论, 数理
统计等#

词目的设置逐渐趋于合
理化 ! 注重知识性和科学性 !

释文质量也在不断地提高 !讲
求第一手材料 # 徐庆凯 ,秦振
庭合著的 $辞海论 %中提到了
中国司法史上的一部名著 $棠
阴比事%!过去的版本是这样解
释的1*法医学著作# 宋代桂万
荣编#计一册!

-.

韵!

)++

条#系
根据$疑狱集%和$折狱龟鉴%两
书内的事例写成# 内容包括案
情分析和实验方法! 叙述简明
扼要 !用四字韵语 !便于记诵 #

曾传至日本!被译成日文# +在
编纂 *

)"%"

年版 + 时 !编辑们
找来原书一看! 发现错误太多
了# 这本书其实是中国古代的
一部案例汇编! 涉及法医的内
容很少 !而 *

-.

韵 +与 *四字韵
语+的说法也不对!并且只字未
提明代吴讷对此书的修改# 这
些问题在 *

)"%"

年版 +中得以
解决! 经过修订的释文一直沿
用至今#

继现有的笔画查字表 ,音
序索引, 外文索引和部首查字

法!$辞海%(

)"%"

年版)增加了
四角号码检字索引 (由商务印

书馆的王云五先生发明)!这是
为了适应一部分读者的需要 #

*但是即使在当时!要用这个索
引的读者也并不多#时至今日!

为数就更少了#因此!第七版是
否还要保留这个索引! 很值得
研究# +$辞海论%认为!这个索
引的篇幅太大!像*

.,,"

年版+

缩印本就占用了
*$

页 !*用这
么大的篇幅! 用来为很小一部
分读者提供并非不可缺少的查
检方便 (他们不用这个索引也
可以用其他索引来查检)!显然
不如用来为全体读者提供更多
必需的知识+#

为我国辞书事

业树立起一座新的

里程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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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距离国庆
*,

周年还有
(

年半!$辞海% 的又一场战役打
响了#

)""$

年
+

月!分科主编
会议在沪召开!群贤毕至#巢峰
在报告中明确了 $辞海%(

)"""

年版 )的目标 1相比 *

)"%"

年
版+!要实现从内容到形式的全
面更新!要有脱胎换骨的变化!

成为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换代
性的重点文化产品! 从而为我
国辞书事业树立起一个新的里
程碑#

如何让世纪之交的 *

)"""

版+实现一次大的跨越0辞海编
委会研究后决定! 在保留配置
线描图的普及本及其缩印本
外! 首次推出彩图本作为主体
版本# 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旗+,*清明上河图+这样的重要
条目! 只有附上彩色配图才能
让读者更直观, 也更准确地理
解释文# 为了征集新版必需的
素材 (总数为

)$,,,

幅 )!辞书
社成立了图片组! 要求

(

年内
完成收集,整理和编辑工作!用
精美的彩图来颠覆过去 *白纸
黑字线条图+的传统样式#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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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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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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