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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辞书社大楼 资料图片

担任图片组组长的杨宝林
后来在!十上北京觅彩图"一文
中回忆#为了等米下锅#只能采
取多管齐下的策略$$$请各学
科作者提供图片% 发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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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信函#约请全国各地的行政区
单位提供反映各地特色风光的
彩照%刊登启事#面向全国的摄
影工作者征集&但从实际情况来
看#征集来的图片绝大部分都不
符合要求# 图片组坐不住了#将
目光转向了文化与信息资源最
为集中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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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冬天#组
员们顶着严寒天气在北京拜访
了穆青# 得到了这位新华社老
领导的支持#还从民族画报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军事
科学院等单位拿到了一批图片
资料& 三载光阴#十次北上#不
负众望 # 终于完成了 !辞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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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版)的配图任务&

图文并茂'赏心悦目#这是
新版!辞海"带给读者的直接感
受#但*

%&&&

年版+的*新+不仅
仅在于彩图的出现# 而是一次
全面的 *与时俱进+(巢峰语)&

本次编纂新增
'$$$

个词条#大
部分是过去

%$

年出现的新词%

因国际形势变化' 科学技术进
步'体制改革发展'行政区划调
整等原因 #大量政治 '经济 '法
律'地名等条目更新了释文%依
照新的规范行文# 比如全国科
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新公布
的学科名词' 国家技术监督局
新公布的 !量和单位 "%涉及数
据的国家 '地区 '人口 '产值等
条目均采用最新统计资料&

!南方日报 "第一任社长 '

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曾彦修在
谈*对新版!辞海"的印象+时曾
说道,*现在的这部!辞海"(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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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不仅在提供知识方
面作了较大贡献# 而且在实事
求是地' 认真负责地做学问以
至做其他工作方面# 也提供了
一个有益的参照物& --中国
古语云#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
巧#而 !辞海 "在一定意义上可
以说#它不但与人以知识#同时

也在某种程度上给了人们一点
应有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态度& +

新中国
'"

年

的发展变化在 !辞

海"中得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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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十年一修#亦是十年磨剑&

!$$#

年
%%

月#!辞海"(

%$$"

年
版)的编纂出版动员大会召开#

而前期工作准备了将近一年 &

制订编纂计划# 修订
()*

万字
的 !辞海编纂手册 "#联系和组
织作者#培训编辑人员等& *辞
书修订是个累人活# 通常每次
差不多要花上四到五年% 知识
还有个经受时间考验沉淀的过
程#十年看起来#恰如其分& +巢
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 !辞
海"的生命力就在于十年一修#

每一版都具有历史价值&

在 !.辞海 /(第六版 )编纂
出版工作总结 "中 #巢峰就 !辞
海" 基本固定的工作流程做了
介绍& 首先是收词#确定各个学
科的词目单# 包括增删的内容%

其次是各学科作者对文稿和图
片进行修订%然后由出版社对修
订后的初稿进行初审'复审和决
审%接着进入审读环节#以及校
对初校样'二校样'三校样'四校
样'五校样和对红样%之后按规
定将应送中央有关部门审定的
条目分批送审% 最后要进行

%+

种专项检查$$$中国古今地名'

外国国名和地名'外文'组织机
构名' 现代汉语异形词规范'科
技名词规范' 数字及量和单位'

统一用语'中国历史纪年'引书
格式'书证查核 '图片 '义项编
排'明交叉条目核对'参见落实
及暗交叉' 改名词目的相应处
理'字形'繁异体字及注音&

!辞海" 版本不断推陈出
新# 工作方法和程序也越来越
完善# 但随之而来的一个趋势
就是作者队伍的老龄化& 不知
不觉# 苍苍白发已是许多分科
主编的群体特征&老而不休#这

些老先生用各自的方式升华了
*辞海精神+& 中国唯一古龟鳖
学专家叶祥奎在医院发出病危
通知后仍惦记着!辞海"的收词
工作% 华师大历史系教授孙道
天在动完癌症手术后坚持在病
床上修订 !辞海 "%电子技术分
科主编沈志广突发心脏病猝
死# 当时他的办公桌上还放着
!辞海"的样稿&

背负着向社会和公众传播
知识的伟大使命# 分科主编们
努力在提高 !辞海 "的含金量 #

辞海编纂处和辞书社的编辑们
则想方设法降低错误率& 为了
保证 !辞海 "里的书证 '出处与
古籍文献整理出版同步#

!$

多
名编辑用了两个多月时间 #检
查了

'(((%

条书证# 查找并核
对了

%"'

种以古籍为主的图
书#最后修改的书证接近

!$$$

处#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值
得一提的是# 这次编纂的手段
也有了一定的技术革新$$$充
分利用了计算机和数字化 #还
建立了全文检索数据库以及质
量技术保障系统&

*如果说时间是历史和时
代的步伐#那么#!辞海"就是历
史和时代的脚印& +巢峰表示#

社会和自然比较重要的发展和
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

'$

年
来的发展和变化# 基本上都在
!辞海"中得到反映$$$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重要思想的 *依
法治国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到航天科学的*0神舟号1

宇宙飞船+'*嫦娥工程+# 从生
物学

,

医学的 *人类基因组 +'

*组织工程 + 到我国标志性工
程
,

建筑的 *苏通大桥+'*青藏
铁路+#这些百科词语几乎构成
了一个时代最重要的缩影& 与
旧的版本相比 # !辞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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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的求变和突破也是有目
共睹&普通词语部分#原来的规
矩是只收古代汉语# 这次却增
收了

#$$$

条常用的近现代汉
语 (比如 *机制+'*极限+'*僵
局+'*解决+等)和网络用语(比
如*博客+'*网民+'*上传+'*下
载 +等 )%首次收录了一批新中
国成立之后的文学作品# 包括
!暴风骤雨"!白鹿原"!红旗谱"

!于无声处"等&

在数字化时代

与时俱进 # !辞海 "

会继续出版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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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 !大辞
海 "出版暨 !辞海 "第一版面世
+$

周年的贺信中指出#!辞海"

和!大辞海 "*全面反映了人类
文明优秀成果 #系统展现了中
华文明丰硕成就 #为丰富人民
精神世界 '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作出了积极贡献 +& 同时也提
出了殷切希望 , *希望大家坚
定文化自信#坚持改革创新#打
造传世精品# 通过不断实施高
质量的重大文化工程# 为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2 +

辞海编委会认真学习贯彻
落实习总书记的指示精神 #决
心坚持发扬 *辞海精神 +#打造
传世精品& !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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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主编陈至立就此提出了明确要
求#新一版 !辞海 "不仅要充分
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
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 以及理论和实践的最
新成果#更要与时俱进#适应时
代潮流#推出网络版#更好地满
足读者的新需求&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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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准备阶段算
起 (历时一年多# 逾

!$$

人参
与#就*

!$$&

年版+的问题完成
+$

篇约
!#

万字学科分析报
告)#!辞海"(

!$%&

年版) 的整
体进度迄今推进了一大半& 总
体篇幅与 *

!$$&

年版 +大致相
当#计划收单字约

%)+

万个#条
目约

%!)*

万条#彩图
%)+

万幅#

总字数约
!!$$

万字&为了打造
百年以来质量最高' 使用最方
便的一版 !辞海 "#辞书社按照
陈至立主编的要求#确立了*守
正出新+的定位$$$*守正+#严
格遵循辞书编纂规律# 确保编
纂质量 %*出新 +# 紧跟时代步
伐# 吸收最新知识成果和最新
发现# 用富于时代气息的语言
形式和技术手段大胆创新&

*很多人会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网络速
度快'资讯又发达#!辞海"继续
出版的价值还有多少3我们的看
法是#!辞海" 存在的意义在于
知识的沉淀与传承# 如果只是
把它当成一种查询工具# 在数
字化时代或许很容易被其他互
联网产品所取代& +辞书社有关
领导表示#!辞海" 虽然定下了
*十年一修 +的原则 #但因为编
纂和修订周期较长# 又受到成
书篇幅的局限#纸质版未必能集

纳最新'最全的知识#但!辞海"

的生命力在于它为每个时代提
供了最权威的知识表述# 帮助
读者获得准确而有效的信息 #

这也是!辞海"与市面上那些在
线搜索引擎的本质区别&

*守正+不易#*出新+更难#

这意味着!辞海"迎来的是一次
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 除了纸
质版#!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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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届时
还将发布互联网时代的新版本#

包括网络版'微信版'

-..

版#通
过大量的音频'视频'动画'三维
模型等多媒体资源 (计划是
%$$$$

个音频'

!$$$

段视频)#构
建一个生动而立体的辞书网络
世界&对于辞书社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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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版+之后#!辞海"的编纂修订乃
至出版方式必然会面临一场革
新,*!辞海"肯定还会继续出版#

但是传统编纂方式要和数字化
平台相结合#为了适应!辞海"的
数字化发展#编辑的思维和技能
也要随之转型& +

!$%#

年出版的!辞海论"就
!辞海"(

!$%&

年版) 编纂工作
的创新和升级提出了具体的设
想& 利用自身积累的数字化经
验以及外部专家的协助# 建立
集辅助'编辑'发布于一体的数
字化平台&将包括!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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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历版!辞海"!大辞海"等
在内的辞书社优秀工具书资源
数字化'结构化#建立一个参考
数据库&与此同时#开发一个协
同编纂平台# 实现辞书内容的
格式化编纂$$$专家在平台上
制定条目的体例# 作者按照既
定的体例在平台上撰写条目内
容'建立参考链接等#编辑在平
台上进行审核校对工作&

*国外在十几年前就有了
这种编纂系统#作者'编辑和外
审专家通过平台进行沟通和协
作#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 +辞
书社负责推进!辞海"网络版的
有关人士透露#!辞海" 协同编
纂系统已经开发完毕# 这次先
让编辑在平台上尝试# 作者那
边则暂时保留传统的编纂方
式#*因为现在的分科主编面临
一个适应的过程 #等到下一个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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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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