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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和词典里有，或者没有，它都在那里

北京语言大学　施春宏

字典，是用来给汉字注明读音、解释字义、说明用法的工具书。词典（包括辞典），是用来给词语注明读音、解释词
义、说明用法的工具书。

一般通用字典里都会将常用字收入其中，而且往往会举出一些含有该字的词语作为例子，有时也附带解释一些特殊词
语，但一般数量很少。词典（尤其是像《现代汉语词典》这样的工具书）也往往列有字头，并对字音、字义和用法做出说
明，因此也具有字典的功用。

这样，一部通用字典里没有某些词语，这是很常见的事；但若是没有一些常用的字，肯定就不合适了。一部通用词典
里没有某些常用词语，肯定也不合适。然而，我们的交际中却常见到类似“我的字典里没有‘假’字”或“他们的词典里
没有‘失败’这个词”这样的说法。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  字典和词典里没有什么

我们先来看字典里没有的：

（1）相比较四年前的北京，伦敦奥运会开幕式没有恢弘的视觉奇观。同为电影导演，张艺谋是色彩鲜艳、气势磅礴的
“中国式大片”的始作俑者，而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导演丹尼·博伊尔以小成本独立电影见长，在他的字典里，本就没有华
美、秩序、严谨、大场面这些词。（熊崧策《丹尼·博伊尔：被招安的非主流》，《中华读书报》2012年9月12日16 版）

（2）美国波士顿大学中东问题专家奥古斯图·诺顿9日对路透社表示，在叙利亚政府的字典中没有妥协这个词，他们只
知道要么胜利要么死亡，因此叙利亚冲突还将继续，特别是在他们认为外部军事干预几率很低的情况下。（李逸达等《叙
停火日被指“和平已死”》，《环球时报》2012年4月11日16版）

按一般的理解，平常放在案头的字典里没有这些词，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是“字典”，主要功用就是解释、说明汉字
的，而不是词。而词典里也可能“没有”类似的词，例如：

（3）这方案如此修正，固然甚好。但即使不通过，或通过而官厅不肯采用，我们还是这样主张的！我们的词典中没有
“屈服”、“投降”、“妥协”、“调和”这些词儿。（钱玄同《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附志》，转引自曹述敬《钱
玄同年谱》60页，齐鲁书社，1986年）

（4）审计铁军的辞典里没有“娇气”这个词（标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官网“综合论坛”，2013年8月14日）

不用去找，可以想见《现代汉语词典》这样的词典是肯定会收有这些词的。但“我们的词典”和“审计铁军的辞典”
里，就查不到了。

然而，上面这些表达都没有问题，而且常常有特殊的修辞效果。只要扫一眼上面的例子就会发现，这里的“字典”
和“词典”并非书店里卖的《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之类的工具书，而是“他的字典、叙利亚政府的字典”和“我
们的词典、审计铁军的辞典”。显然，这些“字典”和“词典”是没有存在的实体的，而是存在于他的艺术追求和表现中
（“他的字典”）、叙利亚政府的国际交往中（“叙利亚政府的字典”）、我们的主张和态度中（“我们的词典”）、审
计人员的工作方式中（“审计铁军的辞典”）。

这些表达有个共同点，就是在“字典”和“词典”前面都带上了领有成分，如“他、叙利亚政府”和“我们、审计铁
军”，这就将“字典”和“词典”的领属关系具体化了，个体性就彰显了出来，于是“字典”或“词典”中有或没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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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便可以具有相当强的个性了。

显然，这里的“字典”和“词典”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已经变成书册的可置之案头的字典和词典了，而是已经做了比
喻（隐喻）的引申，指的是与为人处世相关联的世界、观念、信条、原则、领域、行为、生活、表现等方面了。一般意义
上的“字典”或“词典”是一定范围内字或词的总汇，由此衍生出的隐喻的“字典”或“词典”便指的是特定的个体或群
体的观念、行为方式等的总汇。它们可以像字典和词典一样，包含一条条、一项项内容，但都有个性化的标签。

下面再列举一些相关的表达方式。

字典里没有某些词，很正常；而基于个性化的字典，里面没有某些字，也是可能的：

（5）他就是土，骨子里的土！×，这么多年，他还是没有把情和义这两个搞明白，他的字典里根本就没有这两个字！
（盛琼《重逢》，《小说月报》2008年第11期77页）

由于词是由字组成的，因此字典和词典里没有某些词，也就可以说成没有某些字。例如：

（6）中国历代统治阶级的字典里，都找不到“民主”两个字。但它们谁也没说自己“专制”、“独裁”，是人民的敌
人。别说“正牌”的国民党，连一拨又一拨唿哨来去的“胡子”，不也打着“杀富济贫”、“保卫乡土”的旗号吗？（张
正隆《雪白血红》，录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现代汉语语料库）

（7）蔡丽娜自曝渴望结婚：我的辞典里没有离婚二字。（新浪娱乐2007年09月24日）

有时不说是字还是词。例如：

（8）丁丁告诉记者，运动能力不强的他总感自卑，妈妈就像一名心理咨询师，时时给他释放困惑和压力，“妈妈的字
典里没有‘我’，工作之外的所有空间，她都给了我这个儿子。”（邵娟《武汉脑瘫儿圆了“北大梦”——母亲21年坚持
治疗训练  爱心呵护终于创造奇迹》，《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2月14日第2版）

（9）这些美国人的身上何以蕴藏着如此丰厚的乐观向上的天性，我们很难一下子弄明白。互联网的字典里没有“犹
豫”和“后悔”。跋涉于蛮荒之地，坚强的神经和健康的心态显得尤为重要。（杨健《平心独钓一江潮》，《人民日报》
2000年11月23日第7版）

还有其他一些说法，都有同样的效果：

（10）有人会问，我们为了一个“暴徒”有必要花这么大的工夫吗？有！在法律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暴徒”这么一
说，法律眼里所有人都是公民，是公民就享有权利。（义夫《“当场击毙”应先经过专家评估》，《新京报》2004年10月2

日第A02版）

（11）我要每天都不一样，“安于现状”从未在我的字典里出现过，天下之大，我哪里都可以去，没有人做过的，才
值得我做。（奇胜电器广告语）

（12）比如，1987年，深圳敲响了拍卖经营性土地使用权的第一锤。当时，且不说拍卖市场及敲这种锤子在社会主义
的词典上从来没有，政府公开将国家不是商品的土地出让卖掉，既无章可循，又无法可依。（曹宏亮等《改革中的创新与
探索——深圳政府体制改革纪事》，《人民日报》2000年9月19日第3版）

上面所有的“字典”和“词典”，都可以互换。可见，它们的重心并不在字典和词典本身，而是字典和词典所能发挥
的隐喻功能。

上面各种说法，在本质上与下面的说法是相通的：

（13）成年人的生活里，没有容易两字。（黄集伟博客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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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没有用“字典”或“词典”，但其语义内涵没有本质的区别。将这句换成“成年人的字典（或词典）里，没有容
易两字”，并无什么根本差别。这还可以从下面例子中正文和标题采用不同表达方式更能见出：

（14）我告诉年轻的学生们，任何一个成功者的心中，是没有挫折这个词汇的，有的只是百折不挠的一往无前。（鲁
先圣《我的人生词典里没有挫折》，《杂文报》2013年8月30日）

这里，“成功者的人生词典≈成功者的词典≈成功者的人生”。也就是说，实际上，这种表达有三种形式，具体选择看
凸显的内容。当然，表达视角不同，语义上会有一些调整。

上面这种表达手段可以看作一种新兴的修辞手法，如果要给一个名称的话，可以叫做“设无”。它的基本结构形式就
是：某某∕什么的字典（词典） + 没有 + 某字∕词”，其中“字典（词典）”的语义内容就是“某某的世界、观念、信
条、原则、领域、行为、生活、表现”等等，通过排除某些方面来凸显想要侧重的方面。

二  字典和词典里有什么

上面说的是字典和词典中没有的字或词。作为特殊的“字典”和“词典”，自然应该收了一些词：

（15）第二次相见，宋刚开始了猛烈的爱情攻势，他对林梅说：“在我的爱情字典里只有四个字：一见钟情。这么多
年来，我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感觉，可是今天，我终于找到了。……”林梅哪里知道，宋刚的这些“爱情台词”早就说过多
遍了。（晓华《下一个被杀的款姐是谁》，《婚姻与家庭》2001年第1期42页）

（16）河的词典里只有两个字：远方。不一定富庶，不一定安适，不一定雄阔。它只是你要去的地方，是明日到达之
处，是下一站，是下一站的远方。（鲍吉尔·原野《河在河的远方》，《青年文摘》2003年11期绿版）

（17）不知吃不知穿，在他的人生辞典里只有“铁路运输”这四个字，其他一概与他无关。（杨洪军《举棋》，《新
华文摘》2010年第18期82页）

这些字典和词典中“只有”某些字或某些词。“只有”，意味着目标的唯一，意味着坚持，意味着奋进。这些词典都
是“专词词典”了。

同样也有一些相关的表达方式：

（18）这就是海宁，永远与平和、豁达这些词汇绝缘的海宁，她的字典中只有网球、只有胜负。你可以不认同她的偏
执，但决不要怀疑她的坚定。（《海宁的词典里只有网球  辛酸经历造就铁血女皇》，《竞报》2005年6月6日）

（19）李锦记词典里惟有创业（标题，《北京商报》2013年1月7日）

（20）在许多人的字典里，成功就是有名、有利、有声望。而我一直不以为然。所以，作为你们的师长、院长，我想
谈一下我对成功的一些看法，供你们参考。（孙祁祥《做一个快乐的成功者》，《博览群书》2015年第9期116页）

它们在本质上也与下面的表达相通：

（21）不是所有女生的生活里只有卡地亚和爱马仕……（豆瓣网2013年10月26日）

（22）“我把排球当事业，我的生命里只有排球！”回望自己的成长历程，于大伟表示，若想成为一名优秀运动员不
仅要热爱这项运动，更重要的是把自己从事的运动当做一项事业来完成才行，为了工作而工作的人永远难成大器。（《男
排第一帅哥生命里只有排球  透露比赛生涯最大遗憾》，《聊城晚报》2010年12月23日）

从表达方式着眼，这些例子中的“生活、生命”同样都可以换成“字典、词典”。

2011年有一首歌《念你》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里指反面的响动）。它由刘家昌作词，翁清溪作曲，刘家昌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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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刘子千演唱。暂不考虑其特殊的唱腔和MV引来的众多恶评，只看其歌词的主体部分：    

（23）我的字典里没有放弃

因为已锁定你

我从不写空白的日记

日记里全是你

眼见着月亮悄悄溜走

又见那太阳缓缓升起

多少个昼夜变换

多少次一年四季

爱不偷懒始终如一

在痛批之时，有网友说：“拜托，快把放弃加在你的字典里。”由此也可见出某些字词在字典和词典中进进出出的
“随意”性。表达者的“意”是表达方式相“随”的根本驱动力。

三  删除、禁止的是本来就不该有的

没有的可以添加，有了的，也可以删除。删除了，也就没有了。主动删除的目的，就是本来就不该有、不会有、不能
有。跟抠掉、删除相近的是取消、禁止之类。例如：

（24）在律师的词典中应该取消犹疑、恐慌、怯懦等等。（王小鹰《你为谁辩护》62页，作家出版社，1988年）

（25）“辞职”一词在我的词汇中已被禁。”巴西圣保罗市市长苏普利西在元旦宣誓就职时说。（《参考消息》2001

年1月12日第12版“双语图片”）

上例中的“词汇”换成“词典”或“字典”，没有区别。下面的质疑也是如此：

（26）我们国家的词汇里还有“羞耻”这个词吗？——印尼《观察家报》发表社论，指责政府官员把日本捐献给印尼
民众的大米拿去售卖，导致国家蒙羞。（《中国青年》1999年8月第1页“一语惊人”栏）

质疑，就意味着本不该有，但现在却有了，这本身就是“羞耻”。

四  有，还是没有？

既然上面的“字典”和“词典”都做了引申理解，那么就有可能与实际的字典、词典存在交叠。有时说话人和听话人
的心跳不在一个节奏上，自然就有可能出现误读。下面是一则网上幽默《字典里没有失败》：

（27）课堂上，老师说：“在我的人生字典上没有‘失败’这两个字！”刚说完，底下传来30多本字典，数不清的声
音喊道：“老师，我的借你！” 

这是知识增长和语境变换中经常出现的情况。

甚至有的人不满足于把某个词从观念的字典和词典中删去，进而诉求从实际的字典和词典中删去。据报道，荷兰有个
瘦人团体致信词典出版商，要求将“瘦”字从词典中删除，因为该词伤害了瘦人一族的自尊。（杨涛《万国近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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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读书报》2004年9月28日）这显然是实际的字典和观念的字典、词典的另一种交叠了。

字典和词典里有的和没有的，都在那里，关键就在于你从哪里去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