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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

对于这个平台的潜力 #各
方面都寄予了很高的期待! 按
照辞书社的设想

!

$辞海% 网络
版将实现词条的实时更新 #

&比方说今天出现了一个热点#

我们就找相关领域的权威学者
来编写词条# 然后在线提交给
编辑审核#通过以后立即发布#

响应速度与生产周期近似于新
闻媒体! " 既然是随时随地可
查'实时动态更新的网络版$辞

海%# 用户的参与和反馈也很
重要 ! 一方面 #需要他们提供
及时而有效的纠错信息 (另一
方面#$辞海 %网络版会考虑开
放一些词条的编纂权限 #采用
与否 #取决于后台编辑与专家
的审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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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是怎么发展的#知识是
怎么进步的#人类的历程可以从
$辞海%的版本更替中找到清晰
的线索! "接受采访的几位辞书

人不约而同地对前几代辞海人
表示了敬意#&既然把这么重要
的历史遗产交到了我们手里#我
们就一定要把工作做好#把$辞
海 %的品牌和 )辞海精神 *传承
下去"! !本专题得到上海辞书

出版社的支持"谨此致谢#

!

要想编一本合

格的词典 ! 就需要

编纂者既具备必要

的专业知识和文字

水平 ! 还要懂得辞

书学理论

周明鉴 +中国辞书学会顾

问" 原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

任,- 我
"#$%

年进入北京地质
学院 +中国地质大学前身,#毕
业后分在煤炭工业部!

"#&'

年
调到北京煤矿机械厂 &七二一
工人大学"任教!

"#&(

年进入
科学出版社! 先做了九年图书
编辑 #

"#(&

年调词典室后在辞
书学基本理论方面补了课! 但
不久就调任副总编辑# 负责抓
全社图书质量!作为调研#我决
定全部新版书的三校样都审读
一百页! 由于涉及的学科内容
从基础科学的&数理化天地生"

到工程技术# 以及某些社会科
学#这就 &逼 "着我广泛补充各
学科的知识! 这一学习过程为
我后来进入的辞书编纂工作打
下了一个有利的基础!

"##)

年 #第一届 &国家图
书奖"评委会开会期间#我有幸
与时任$辞海%编委会常务副主
编巢峰老共事!

"##$

年第二届
评委会时# 他盛情邀请我作为
特约编审参加$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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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版,的修订!一个既难得又光荣
的任务#我当然欣然从命!

"##&

年
"

月# 我住进了陕西北路的
上海辞书出版社# 这一住便是
两年!每天傍晚#其他人下班回
家了#我一个人接着工作#经常
会熬到凌晨! 以前在科学出版
社时# 我跟自己约法三章...

当天送到我桌上的校样# 一定
要全部看完# 次日早晨送回总
编室#当天事一定当天完!习惯
一旦养成#就很难改掉了! $辞
海% 的科技词条大约有六七万

条#工作量非常大#我不分昼夜
地审读# 尽力提出一些修改意
见!那段时间#无论编纂还是审
读#都有这样的默契 #即 &一切
资料都要查对# 一切书证都要
复核#一切数据都要核实"!

上海辞书出版社对修订工
作是全力以赴的! 全社几十位
在职编辑以及还能工作的退休
编辑都参与了工作# 还从社外
聘请了

%*

位特约编审#一起来
完成这项宏伟的工程!

首先是一起分学科审读编
者提供的修订稿# 发现问题或
存疑时就把意见写在纸条 +行
话叫&浮签 ",上 #贴在原文旁 !

第一轮审读结束# 大约有六千
多张浮签# 交由编辑和编者处
理! 排版后以组成审读组的形
式审读二校样# 每个审读组都
由四人组成-语文一位'科技一
位'社科两位#但审读时不限专
业#要求全看!这样做的好处是
语文专家在科技条和社科条中
发现了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 #

社科专家在语文条和科技条中
发现了社科方面的问题# 而科
技专家也在语文条和社科条中
发现了科技方面的问题! 这次
通读下来# 发现的问题大约有
两万多条!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
因是# 分学科审读时只能发现
本学科中的问题! 而在全部学
科统一编排#放在一起审读时#

不同学科词条之间的重复 '矛
盾'缺漏'不平衡等问题就显露
出来了! 随后又通读三校样#提
出的意见大约还有五六千条 !

巢峰老的要求非常严格- 通读
时必须做到政治性内容无差
错# 学术性内容尽量反映最新
进展并符合规范及各项国家标
准#收词及释文符合 $辞海 %凡
例的要求#文字上做到&多一字
则长'少一字则短"! 全书通读
了三遍#并校对了十一遍#反复
交叉进行# 力求将存在的问题
消灭得比较彻底! 例如#$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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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里有一个词条叫
&泻湖"+注$ 英文是

$%&''(

"意

思是被沙坝或珊瑚礁分割而与

大海分离因而盐度较高的水

域,#而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
订委员会+

"##&

年改为&全国科
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于
"#((

年公布的 $地理学名词%

上#正确的写法应该是&潟湖"!

所以#&

"###

年版"就改正了!

说起来# 我只有幸参与过
&

"###

年版"的审读工作! 由于
年过七旬 # 就未再参加 &

%++#

年版"的修订工作!

$辞海 %的传统是
"+

年修
订一次# 这也是它的生命力之
所在!首先#任何一本辞典都只
能反映一定历史阶段人们的认
识#无论语言文字#还是社会科
学' 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各

个学科都是不断发展的# 这就
使得辞典的内容永远会落后于
实际#需要适时更新 (其次 #就
像&电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一
样#辞典因其涉及面广'参与人
数众多且水平经验并不一致 #

虽然在严格的编纂体例下力求
形成一个完整'严密'准确的系
统#但总还会留下少量瑕疵#也
是一项&遗憾的工程"! 只有不
断修订才能逐渐完善(第三#辞
书出版后还要经受读者的检
验! 编纂者和出版者要随时根
据读者的反馈来核查词典在收
词'释义'编排'检索 '插图 '附
录等方面是否符合读者的需
要# 不断推出新版本以满足读
者不断深化的要求! 以$辞海%

+

"###

年版,为例#修订的内容
主要包括-增收了

*+++

多个与
新形势'新成果有关的词条#比
如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
代表大会"'&邓小平理论"'&知
识经济"'&可持续发展"'&因特
网"( 删去了

*+++

多个查检率
低或已经陈旧的词条# 以保证
全书篇幅不致膨胀( 对保留的
内容进行了广泛的修改# 按照
最新的国家标准以及全国科学
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名
词复核了全书的量' 单位和科
技名词+如$%概率&条去掉了%亦

称 '或然率()*几率(&"%岩溶亦

称*喀斯特(&改为%喀斯特亦称

*岩溶(&等,! 按照 $中国植物
志%$中国动物志% 等权威资料
复核了全书生物的拉丁学名 #

并增加了动植物保护方面的国
家法规知识! 而对外文'地名'

人名'年份'插图等所作的专项
检查也都发现了数以千计的问
题#确保了全书的质量!

&词典工作大有可为#夸大
一点说#是不朽的事业! "吕叔湘
先生这番话#我深有体会! 编辞
典是整个国家文化建设事业的
基础性工程#正因如此#辞典编
纂是绝对不能含糊的# 这也是
$辞海%历来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的原因! 编辞典的工作很严格#

当年吕先生为了编好$现代汉语
词典%# 给所有参与的人准备了
一份包含了多达

"(+

条的$编写
细则%!写得极为深入细致!例如
对于避免用未知概念去解释词
目而出现不封闭的毛病#吕先生
就规定了三种处理法+首选方案

是把未知概念换成别的词"换不

了就把它也作为词目收录进来"

如该词很少出现没有必要收录"

则可在该词的后面加一个括注"

说明其含义,!

要想编一本合格的词典 #

就需要编纂者既具备必要的专
业知识和文字水平# 还要懂得
辞书学理论!当年开始编$现代
汉语词典 %时 #其中的数学 '物
理' 化学等百科词是请中国科
学院有关研究所的专家编写
的# 这些专家的学术水平当然
毫无问题# 但写完以后发现无
法使用!因为都写得太专#一般
读者会看不懂! 所以后来就在
词典室专门成立了科技组 #对
科技词条进行 &语文化 "#就是
改得通俗一些# 使中等水平的
读者能看懂! 但如果只是由学
中文的人来编写百科词 +包括
科技词和社科词,#则情况会更
糟! 我从评奖和质检工作中接
触到的大量语文词典发现 #其
中的百科词条几乎都是差错高
发区! 问题就在于编者的专业
知识有缺陷# 按照国家标准#自
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一级学科
有

'%

个#二级学科有
''$

个(社
会科学的一级学科有

%+

个#二
级学科有

%'#

个! 俗话说&隔行
如隔山"!只在大学中文系毕业#

或获得硕士'博士学位#也只是
具有一定的中文功底#但是缺乏
浩如烟海的百科知识#不可能为
读者提供全方位的'最新的'准
确的知识! $辞海%$现代汉语词
典%$新华字典% 的质量之所以
较好 #是因为编者和出版者都

专题

编外!辞海人"谈#辞海$

本报记者 黄春宇

!辞海"史上的每一版编修#都是一次集体性的知识生产与思想碰撞$ 在统一%标准的辞书体例下#个
性化也许不再是必需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独立思考$ 近日#!文汇学人"约访了京沪两地的四位
学者#听这些编外&辞海人'谈!辞海"$

周明鉴"参

与+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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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的审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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