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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君德!负责"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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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中国地理部分的修订&

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其中各学
科的词都请有关学科的专家审
过!因而出错较少"

#辞海$ 是大型综合性辞
典! 根据学科发展和读者类型
来编纂%修订词条!分科主编基
本上都是各个学科的权威 !具
有鲜明的原创色彩和时代属
性 ! 所以取得了读者的信任 "

&辞海$ 能不能被复制' 很难(

!""#

年!曾有人想打造一本比
&辞海 $大得多的 &辞天 $!号称
)&辞海$之外有&辞天$*( 但当
这位投资者去上海辞书出版社
参观!听了巢峰+徐庆凯等先生
的介绍% 看到了辞海编辑部的
工作情况后十分感慨! 说,)我
在这里看到了一片净土- *此事
就此告吹"

&辞海$是一部融入了几千
位学者心血% 历经多次修订的
宏大文化工程! 是我国唯一的
大型综合性辞典" 她能历经八
十多年的风风雨雨! 而始终保
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现在又在
此基础上编纂了规模更大的
&大辞海$! 并正在进行数字化
的努力" 这两项宏伟的文化工
程! 以及辞海人在实践中创造
的 .辞海精神 *!必将在我国文
化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个世界上没

有绝对真理 ! 旧的

要淘汰 ! 新的要创

造 ! 通过增删和修

改 ! 使得新一版的

"辞海 #越来越科学

和准确

李世愉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0,我和&辞海$的感情很
深!这个就说来话长了-在北大
读完研究生毕业后! 我到了社
科院历史所!被分在&中国历史
大辞典$编纂处!前期从事一些
组织工作- &中国历史大辞典$

是我国第一部大型历史专科辞

典!由社科院主持!国内一流的
历史学家都参与进来- 比如历
史地理的谭其骧+ 史学史的吴
泽+宋史的程应鏐!还有北京的
李学勤 +天津的郑天挺 !等等 !

现在好多人已经不在了-

当时刚打倒 )四人帮*!大
家的学习和工作热情空前高
涨!但苦于没有经验!不知道怎
么编辞书-很多学者是某个领域
的权威!但让他们写词条就犯难
了- 上海辞书社听说了这个选
题!很快派人来北京商谈出版事
宜!帮助一起完善)大辞典*的体
例!并结合 &辞海 $的编纂方法
和工作经验开展培训- 从最简
单的讲起, 一个词条的基本要
素有哪些!怎么写!哪个在前哪
个在后1词条的体例要求统一!

不似写文章可以有每个人不同
的风格22培训完以后! 我们
就学着写! 然后给辞书社的人
看!提意见!回去再修改( 时间
一长!慢慢就琢磨出来了(

&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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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0着手编
纂的那段时间!我正好在上海!

做&中国历史大辞典 $的修订 !

就住在辞书社里头( 虽然没有
作为正式作者参与 !但 &辞海 $

那边碰到什么古代史方面的难
题 ! 也会过来问问 ( 大概是
$%%&

年的时候!辞书社邀请我
承担)

$%%"

年版*的编纂工作!

主要是负责古代史部分的典章
制度!包括官制+兵制+教育+科
举+年号等!古代史的另外两个
分科主编是上海的( 于是我找
了

"

个人! 每个人研究不同的
断代!并且他们都参加过)大辞
典*的工作!积累了一些辞书经
验( 当然!除了基本的要素/哪
年出生 +哪里人等 0!两部辞书
的写法和要求并不一样( &中国
历史大辞典$属于专科辞典!释
文更长! 要把人物经历或者事
件背景交代得很清楚(

今年年初我去了趟上海 !

把)

$%'"

年版*的稿子交了( 一
共是六七百页! 前前后后看了
四五个月( 相比这次!)

$%%"

年
版*的工作量更大!因为旧版的
&辞海 $ 在选目方面有些缺

憾333收了一部分很偏的书
目+人名和地名!而一些人们比
较熟悉的内容却没有(我听说!

原来的古代史部分选词主要依
据翦伯赞的 &中国史纲要$!那
本书当年是高校指定的历史教
材 !很重要 !但 &辞海 $以此为
主!显然不够(因此我们在典章
制度部分花了很多工夫! 补充
了大量内容! 约占旧版的四分
之一左右(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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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的
.大刀阔斧*! 这一次我们的工
作就轻松多了(

&辞海$的每一次修订都是
与时俱进( 有一段时期的研究
重视阶级斗争+农民起义!所以
在选目上就有偏重! 与农民起
义有关的人物选得比较多( 一
版版改下来! 史学家的个人情
感逐渐淡了! 作为辞书的性质
和要求而言!也就更客观了(我
举个例子! 国家有个 .清史工
程*!原来人物传的对象从皇帝
到大臣!从文学家到艺术家(后
来通过采风发现了一个很小的
官!叫王鼎铭 !山东人 !在湖南
新田做知县!为官清正!多次变
卖家产为老百姓办实事! 还提
出了.天理+国法+人情*的施政
理念( 面对瑶民起义!他完全不
顾个人安危!.尔果与我新田为
仇!当杀我!勿伤我百姓*!最后
英勇就义( 彼时今日!新田当地
一直在纪念王鼎铭!所以修清史
时将其收入&循吏传$(我跟辞书
社说!&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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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0 应该
为这个历史人物加一个词条(

此外我还建议过! 称谓类
的词条要适当增加! 为社会服
务( 现在中国人对于称谓不太
熟悉! 经常用错( 我给学生上
课!问他们什么是.外子*!什么
是.姑舅*!都不知道( .外子*是
旧时妻子用来称呼丈夫 ! .姑
舅*指公婆!单独用.姑*就是婆
婆的意思(过去讲百工称谓+科
场称谓+官场称谓!称谓制度反
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反映
了社会结构的变化( 我还记得
$%

多年前去广西!那会儿人们
喜欢管女服务员叫 .小姐*!喊
服务员的话就没人理你 1

$%%$

年!我去考察清代边界!在中越

边境的饭馆吃饭! 这时的称谓
又从.小姐*变回了服务员(

在综合性的工具书当中 !

&辞海$ 无疑是最受欢迎的!使
用频率也最高! 一般的单位都
会摆上一本(辞书社提出.十年
一修*的理念非常好!因为这个
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 旧的要
淘汰!新的要创造!通过增删和
修改 !使得新一版的 &辞海 $越
来越科学和准确( 有些研究结
论放在过去也许是对的! 但过
了

!%

年就不一定成立!或者表
述方面还有改进的余地( 历史
不如现实活跃! 不过历史研究
也会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掌握
新的材料!形成新的观点(比如
我搞的土司制度 !从 .

$%%"

年
版 *到 .

$%!"

年版 *!改动的内
容就比较多!因为

$%!(

年土司
遗址申遗!影响非常大(

编辞书不容易( 做&中国历
史大辞典 $的时候 !国家给钱 !

老先生们学问好!也愿意奉献!

很认真地对待这份工作( 比如
杨志玖先生!一条条看!一条条
查! 几十万字的稿子要看一年
两年(假设现在重做一本!我觉
得不可能完成( 为什么' 一来!

从先秦到清代! 历史领域的研
究跨度之大! 需要组织全国的
学术力量(不管你是北大+复旦
还是社科院! 都没办法凭借一
己之力担当此任(二来!学界的
浮躁之风盛行! 好多学者都奔
着各种荣誉去了! 还有多少人
肯牺牲自己! 不计名利地编辞
书' 这次修订&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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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版0!我带着两个年轻学者一起
做(

(%

多岁!一个研究隋唐+一
个研究魏晋( 我让他们坚持做
下去 !虽说吃苦 !也不算成果 !

但既然是为了社会文化教育事
业!总得有人做(

上次碰到辞书社前社长李
伟国!他说&辞海$要数字化!做
网络版!树立权威(现在网上的
信息真真假假!谁信呢' 哪怕抄
&辞海$!也可能是抄错的( 不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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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是一种什么样的出
版形态!能够保持.十年一修*的
传统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辞海$

能取得这样成绩!在于拥有一批

热心辞书事业的人!他们深谙辞
书理论又有丰富的编纂经验 (

但愿现在这批辞海人能在出版
界和学界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

把老一辈的.辞海精神*继承发
扬!做好&辞海$!这对整个国家
的文化发展而言! 是非常大的
贡献(

我今年
'"

岁

了 ! 不知道下一版

"辞海 $的修订还能

不能参加 % 如果我

退了 ! 后面谁来接

替我的工作%

刘君德 /华东师范大学教

授0,我在华师大地理系读书的
时候 !系里有胡焕庸 +李春芬 +

陈吉余等一大批名师! 他们在
中国地理教育的地位举足轻
重! 对我后来的治学和教学也
产生了积极影响( 地理学科涵
盖面广!要学的东西很多!从地
质+水文+气象到生物+植物+动
物!从中国地理到世界地理!从
自然地理到人文经济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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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开始关注行政
区划的研究! 这个领域自新中
国成立后一直没什么进展( 在
世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 行政
区划是关于国家政治+ 行政体
制与地域空间相互耦合的重要
文化成果之一( 我当时给胡耀
邦写了一封信! 告诉他安徽某
地的行政区划出了问题( 一个
星期左右! 华师大就收到了安
徽省委转来的公函! 他们的省
长和书记均批示要解决( 这件
事启发了我! 中央层面如此重
视!行政区划的研究大有可为(

在成为 &辞海$ 分科主编
前! 我其实已经积累了一些辞
书编纂的工作经验( 上世纪

*+

年代! 李春芬教授主编过商务
印书馆出版的 &中华人民共和
国地名词典$之&上海市$!这是
我们国家很重要的一个文化工
程(我那时是地理系的副主任!

李教授年纪大了! 想要培养年
轻人!就带着我一起做!还让我
担任这本书的副主编( 后来就
是&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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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0!中国地
理部分由褚绍唐教授负责编
写!他也是我的老师!中国地理
与历史地理的功底都很深厚 (

由于行政事务较多! 我只参与
了一部分的词条整理(

至于什么时候收到&辞海$

编委会的聘书!说实话!我记不
清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我投入
了更多的精力去认真对待 &辞
海$的编纂和修订(无论过去还
是现在! 有些学者不愿意编工
具书!枯燥+繁琐!稿费也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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