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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现汉》修订本
　　对原本词条的删节及其他

施春宏

提　要:本文通过分析《现汉》修订本对原本词条的删节情况 ,指出它在词条

与释义之间 、词条与举例之间 、词条与词条之间存在失去照应和均衡的情

况 ,并就其删节的几类词语讨论词典收词的时间性和专门性问题 ,认为这

两者都是分层次的 ,都要处理好过渡状态和交叠成分 。最后就收词的封闭

性 、实用性等问题说明编写现代汉语语词词典时要思考的一些问题 , 要辩

证对待语词词典与百科词典 、专科词典的关系。

关键词:现代汉语词典　词条　删节　照应　语词性　实用性

　　《现代汉语词典》(以下作《现汉》)修订本与原本相比 ,改动幅

度不小。其中词语的增删就是一项较大的调整。其“修订说明”中

说:“增 ,是增加一些新的词语;删 ,是删去一些过于陈旧的词语及

一些过于专门的百科词条。”在近四年的使用中 ,笔者发现有些删

节在处理上有欠缺 ,影响了对《现汉》的使用 ,有些还牵涉到词典编

纂的一些问题。笔者曾从删节方面作了一些调查 ,主要是查看删

节的“过于陈旧的词语”和“过于专门的百科词条” 。相对而言 , 《现

汉》对百科词语的删节远远多于过时词语 ,本文举例便以百科词条

为主。由于删节有时也与新增词条有关 ,因而也随文涉及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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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全面探讨删节问题 ,而只是笔者使用《现汉》时的一点随想 ,不

当之处诚请编者和方家教正。

一
由于是在原本的基础上作增删 ,因此要做好与原有条目立

条 、释义 、举例的协调工作 ,殊为不易 。修订本在相关条目

的照应方面有时做得还不是那么周密 ,有的与原本存留的条目失

去照应 ,有的与新增的内容失去照应。而从收词整体上看 ,不同类

别的条目之间也存在不均衡的情况 。

　　(一)词条与释义用词失去照应

　　1.以现有释义中关键词作词头的词条被删 。有的词条被删

去了 ,但修订本的某些词条的释义中还有这个词 ,而且这个词对理

解词语的释义很关键 。这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是现有释义中作为核心概念的词语条目被删去了。如:
　　　　焦距　曲面镜的顶点或薄透镜的中心到主焦点的距离。

　　无穷大　一个变量在变化过程中 ,绝对值永远大于任意大的已定正数 , 这个

变量叫做无穷大 ,用符号∞表示。

“主焦点 、绝对值”条均被删去 ,影响了词语的理解 。这在专业词语

的删节中表现得比较突出 。又如“车轴 、吊线 、反光灯 、弧度 、互质

数 、内心 、外心 、无理式(有理式)”条中的关键词语“车轱辘 、垂

线 、反光镜 、圆心角 、公约数 、内切圆 、外接圆 、被开方数”条均被删

去。下面是新增条目的释义:
　　　　互补　 互为补角。  互相补充。

　　相反数　绝对值相等 ,正负号相反的两个数互为相反数。

由于“补角 、绝对值”条被删(与“相反数”释义相关的“正号 、负号”

条也被删去),使它们的释义变得不好理解。[ 1]

　　二是在用等义概念的词语释义时 ,或用异称词释义时 ,用来释

义的词语条目被删去了。如:
　　　　华里　市里的旧称。

　　　　月台票　站台票。

“市里 、站台票”条均被删 ,以致释犹未释 。修订本中的异称词被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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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 ,释文中常有“也叫××” ,但未立××条 。如“合欢 、千克 、鸦

片 、质数”的释文后均有“也叫××” ,但其异称词“马缨花 、公斤 、阿

芙蓉 、素数”分别被删去。异体词中这种情况也很多。新增的词语

也有这样的情况 ,如:
　　　　王 　古书上指地肤 ,就是扫帚菜。

但植物名条目“地肤 、扫帚菜”均删了 。[ 2]其实 ,从现代性 、语词性

来考察 ,这条不必增立 ,可由《古汉语词典》 、《辞源》 、《汉语大词典》

收录 。

　　2.以现有释义中表达相关概念的词作词头的词条被删 。这

也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是描写 、说明 、解释性词语条被删 。如:
　　　　漂白　使本色或带颜色的纤维 、织品等变成白色 ,通常使用过氧化氢 、次氯酸

钠 、漂白粉和二氧化硫等。

“过氧化氢 、二氧化硫”条删去了 , “次氯酸钠”是修订本释义时新增

的 ,但未立条(“漂白粉”仍保留),这样后半句的说明也就少了价值。

　　二是表达上下位概念的词语中上位词条语被删。如:
　　　　葡萄糖　……是一种最普通的单糖。

但“葡萄糖”的上位概念“单糖”条被删去了;其实这句释文可以不

要。如何使专业词语的释义既简洁周密又便于理解 ,现有的辞书

大多做得不是特别理想。

　　(二)词条与举例或释例 、类别名称失去照应

　　1.举例或释例(释义中的举例说明)中的词语条被删。如“阿

司匹林”条已删 ,而“复方”举例是“复方阿司匹林” 。这种情况比较

普遍 。又如“临界”的举例“临界点 、临界角”这两个词条均被删 ,而

读者不容易从“临界”与“点” 、“角”的组合中自然地推断其义 ,即不

能见字明义。新增的词条释文中也有这种情况。如新增的“须鲸”

释义中有释例“如长须鲸 、蓝鲸等” ,而“长须鲸 、蓝鲸”条已删 。

　　2.释文中的类别名称条被删 。如:
　　　　花序　花在花轴上排列的方式 ,分有限花序和无限花序两大类 ,前者如聚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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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序 ,后者如总状花序 、穗状花序 、伞形花序。

其中的六种“ ××花序”类名条均被删去 。这种形式的删节在专科

词条中比较普遍 。也许修订本提及其分类只是为了通过增加知识

而帮助读者了解 。

　　3.释文与例图偶尔失去照应 。原本“曲率”附了插图 ,而这个

插图是根据原本举例说明而设计的 ,修订本径将释例删去而留下

插图 ,以致此图无从依附 。

　　(三)词条与词条失去照应

　　1.对应的 、平行的概念词条 ,删节原则不一致 。如删“补角” ,

保留“余角 、周角” ;删“冬麦” ,保留“春麦” ;删“开架式” ,保留“闭架

式” ,并新增“开架”却未立“闭架” ;删“控制论” ,保留“信息论” ,并

新增“系统工程” ;删“平方根” ,保留“立方根” ;删“优弧” ,保留“劣

弧” ;删“圆心角” ,保留“圆周角” ;删“重水” ,新增“轻水” 。

　　有时一个上位概念可分成几个平行的下位概念或由几个部分

构成 ,修订本只收释其中的一些而删去其他。如“滚动轴承”可以

分为“滚珠轴承 、滚柱轴承 、滚针轴承” ,但后两者被删 ,只保留“滚

珠轴承” 。

　　有时 ,某个词既是专业词语又有一般的用法 ,不同义项各有其

关联的词语 ,处理时不容易顾及全面。如上文分析的新增词条“互

补” ,由于增立其第二个义项“互相补充”的需要 ,便同时将其第一

个义项“互为补角”也增立了 。然而若增立“互为补角”这一义项 ,

则必须增立“互余”(互为余角)这个词条 ,并且不能删去“补角”条 。

　　2.有语义关联的词条被删。如新增词条“泸州大曲” ,但是上

位概念“大曲”这一普通词语条目删去了 。又如等义概念“电视 、

电视接收机 、电视机” ,修订本删去了“电视机”条 ,而在其他两个词

语的释文中都出现了“电视机” 。删去“站台票”保留“月台票” ,而

前者更常用;删去“车轱辘” ,使“车轱辘话”的释义“指重复 、絮叨的

话”理解起来有难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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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词条之间失去均衡

　　1.由于在对原本的删节过程中没有很好地把握原则的一致

性 ,以致修订本中词条系统的内部构成有些失衡 。有时笔者感到

不同字母下所含条目的删节也不一致。词条之间失去照应是失去

局部的均衡。另外 ,从整体上看 ,部分与部分之间也有失去均衡的

情况 。修订本对专科条目删得比较多 ,但这是如何操作的 ,还未见

到特别明确的说明。所删的专科词语中 ,自然科学专科条目名称

删得相当多 ,尤其是化学 、物理学 、生物学方面的 ,生理学 、医学等

方面的删得也不少;社会科学专科条目的删除比例相对较小 ,政治

经济学词语 、历史名词 、政治性词语等多有保留 ,如“卡特尔 、托拉

斯 、康平纳 、康采恩 、生产过剩”及“国际联盟 、国际纵队 、西安事变”

等 ,还有诸多起义名称 、帝王年号等 。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语言学的词语只有个别删节而且还增加

了不少 。有的语言学术语相当生僻 ,非语言学专业人员很少会见

到 ,语言学专业的人一般不会在《现汉》中查找 。以语音学(音韵

学)为例 ,原本有而修订本保留的术语仅 B部就有“半音 、半元音 、

爆发音 、鼻化元音 、鼻音 、鼻韵母 、闭口韵 、边音 、变调 、不带音 、不送

气 、不吐气” ,另如“擦音 、颤音 、反切 、复辅音 、复合元音 、辅音 、国际

音标 、喉擦音 、喉塞音 、尖音 、尖团音 、零声母 、摩擦音 、入声 、舌根

音 、舌尖音 、声母 、团音 、响音 、阳韵 、音节 、音素 、音韵学 、音值 、语

音 、语音学”等 。新增的语言学术语如“词根语 、发端词 、切音 、谓

词 、文字改革 、吴语 、楔形文字 、音位 、语法学 、语库 、语料 、语料库 、

语素 、语系 、语意 、语种 、韵母 、韵书”等。直如一部比较完备的语言

学词典。

　　2.成语 、惯用语与一般词语之间的删立欠均衡。修订本将原

本没有的某些定形短语列出了很多 ,如原本有“错综 、安分 、安家” ,

修订本又增收“错综复杂 、安分守己 、安家立业 、安家落户” 。有时

却保留词语而删去定形短语 ,如保留“老调 、牵强 、有数 、无数” ,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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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老调重弹 、牵强附会 、心中有数 、心中无数” 。有时新增词语而

删去定形短语 ,如增收“沾亲” ,删去“沾亲带故”;有时增收定形短

语而删去词语 ,如新增“装腔作势”而删去“装腔” 。读者一般不易

发现其删立的原则。像“八面光 、八面威风 、百依百顺 、非驴非马 、

各式各样 、身强力壮 、挑三拣四 、养精蓄锐 、遗世独立 、自生自灭”之

类似乎也有保留的必要 。有一些俗语的删节情况也与此类似 ,如

保留“按下葫芦浮起瓢”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删去“树欲静而风

不止” 、“三个臭皮匠 ,赛过诸葛亮” 。

二
从大的原则方面来看 ,过于陈旧和过于专门是可以判断的 ,

然而具体到某个词语或某类词语 ,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陈

旧”和“专门”都是一个有程度差异的概念 ,而且两者还有交叠的情

况。修订本在这两方面的处理都有可以商榷的地方 ,下面各举几

类说明。

　　(一)关于时间性

　　如何从时间性上判定“陈旧的词语”的使用价值 ,应该以现实

语用为准 ,要看现时是否还在使用 ,如何使用的 ,在人们接触的语

料中是否有一定的使用面。有的词语哪怕现在不怎么用 ,但只要

接触一些稍前一些的书面语时就能碰到而且并不陌生 。很多词语

在使用中有一个过渡 ,在理解上也有一个过渡 ,在过渡期中还有了

解的必要和查考的可能。

　　1.关于一些具有特定历史涵义 、时代涵义的词语 。如“捕快

(捕房 、捕头)、公署 、酒保 、浪人 、骠骑 、虔婆 、使女 、水师 、下书 、小

厮 、肃反” ,这些词语的所指现在虽然没有或很少见到或别有名称

了 ,但它们不时在书面作品中出现 。“骑士 、清教徒”虽是历史名

词 ,但都有引申的现实意义 ,如“骑士风度 、骑士精神” 、“过着清教

徒般的生活”等 。这些词语都应该在《现汉》中有立足之地而不能

一删了之 。[ 3]如何处理词语能指和所指的时间关系 ,可以通过一

些典型词条的分析得到一些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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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关于计量单位词语 。市制计量单位虽然已不是法定计量

单位 ,但有的仍在使用 ,而修订本删去了 。[ 4]一些公制单位的旧称

“公升 、公厘 、公尺 、公担 、公吨 、公分”等也删去了。“公里 、公斤 、公

顷”现在仍作为计量单位在使用 ,但修订本也删去了 ,然而“国际公

制”释文中说“质量的主单位是公斤” ,并立有“千克”条;“光速”释

文中有“光波传播的速度 ,在真空中每秒约 30万公里” ,并删去“千

米”条 。修订本保留了英制单位“英尺 、英寸 、英里 、英两 、英亩 、英

寻” ,仅删“英吨” ,新增“英制” 。这样厚彼薄此的处理方式值得商

榷。辞书规范指的是词形 、读音 、释义 、举例等的规范 ,那些废止不

用的计量单位作为词语本身是规范的 ,在一定时期(如过渡阶段)

还是有一定的查考价值的 。这与字形的整理与调整对使用时间的

制约是有差异的 。

　　3.关于某些书面词语。有些古词语 、旧词语作为书面语还有

一定的使用和查考价值;有的书面语词的文言色彩并不浓。像“奉

祀 、高论 、公意 、功过 、核销 、积久 、剪径 、娇憨 、绝域 、空阔 、空廓 、连

类 、论列 、气运 、气绝 、弃取 、弃世 、强悍” ,这样的词语似乎仍有一定

的存在价值 ,而且有的还比较常见 。不同语体 、语境中词语存在的

时间性是有差异的。

　　(二)关于专门性

　　对专门性的理解 ,不同专业的人有差异 ,不同文化层次的人有

差异 ,平时接触语料不同的人其差异性就更大 。而且 ,不同时期 ,

同一工具书对专门性的理解和处理也有不同 。因此 ,对哪些词语

是专业词语 ,哪些术语已经进入到日常语言中 ,哪些专业词语的语

义有了引申 ,不同的人处理起来会有差异。如何确立区分标准和

使用标准便值得探讨 。

　　1.关于表达文艺意象的词语。动植物名称有的只在专门学

科中出现 ,有的则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 ,它们不仅是专科词语 ,同

时也是日常交际的常用词语 ,有的还被赋予了特定的涵义 。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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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植物名称方面收词很多 ,修订本作了大量删节。根据笔者的

调查 ,在所删词语中 ,动植物名称的绝对数量最多 ,相对比例也最

大。如“海”字下删去的动物名称有“海百合 、海豹 、海胆 、海龟 、海

葵 、海狸 、海狸鼠 、海龙 、海马 、海鸥 、海燕”等;保留的词条有“海狗 、

海螺 、海参 、海獭 、海豚 、海象 、海蜇”等。然而像“海鸥 、海燕”这样

的词条 ,常用于特定的文艺意象 ,是常用喻体 ,似乎应该存留 。又

如“凤尾竹 、凤仙花 、菩提树 、睡莲 、万年青 、无花果”等是否要删去

也可讨论 。

　　2.关于有扩散义或扩散用法的词语。新时期词语使用的一

大显著特点就是旧词生新义 ,通过比喻 、引申使一些专用词语扩展

到日常用语中;相反的方向也很多 ,即赋予日常语词以特定含义而

使其专门化。这种语言运动方式既便捷又有脉可循。像“生长点”

这样的词除了具有原本中所释的专门意义外 ,还有了扩散义 ,似应

补上;“绝对值 、几何级数 、算术级数 、新名词”等除了作为专业词

语 ,也有了扩散用法 。“结穴 、内战 、贫下中农 、清道夫”有转义 , “三

岔路口 、囚笼”有比喻义。这些词修订本都删去了 。

　　3.关于与日常交际有关的专业词语。有的词语虽是专业词

语或准专业词语 ,但与日常生活关系比较密切 ,人们能够理解和使

用。修订本在法律术语 、经济术语 、计算机术语 、体育术语方面增

词较多 ,就是从这方面考虑的。这些领域的术语已经渗透到日常

交际中。这样 ,修订本对原本的删节有些就值得商榷 ,如“打禅 、修

道” , “安眠药 、风湿病 、湿疹 、痔疮 、发炎 、破伤风”等 。

三
立什么词条 ,删什么词语 ,与辞书的性质有关 ,涉及辞书的

定位问题 。作为现代汉语的语词词典 ,《现汉》以规范性 、科

学性和实用性为其突出特点 ,正因如此 ,人们才会要求其精益求

精。

　　(一)关于收词的封闭性

　　由于《现汉》在我国辞书系统中的标尺性的特殊地位 ,人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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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要求它在收词上具有封闭性。这也是衡量这类辞书是否科

学 、严谨的一个标准 。徐祖友先生在批评王同亿《语言大典》时指

出:“每部辞典针对不同的读者对象 、应用范围 ,在收词 、释义 、书例

方面都会体现全书的系统性和整体性 ,看似孤立的一个个条目间

存在着种种或明或暗的有机联系” , “词典的收词要求具有封闭

性” 。[ 5]一部词典就是一个动态的网络系统 ,其词条间通过或隐或

显的语用 、语义 、语法 、语音 、语形信息相关联 。《现汉》在这方面作

出了典范 。修订本由于是在原本的基础上作删 、增 、改 ,容易在词

条照应上出现疏漏。专业词语之间的照应与平衡处理起来比一般

语词之间的照应与平衡更复杂 ,难度更大。

　　(二)关于收词的实用性

　　《现汉》前言中指出:“《现代汉语词典》是以记录普通话语汇为

主的中型词典 ,供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使用。”这就表明了《现

汉》的性质和定位。过于陈旧的词语在一般语言交际中已经不用 ,

过于专门的词语在一般语言交际中不出现 ,自然可以不收。然而 ,

对于哪些是过于陈旧的 、过于专门的 ,似乎没有作很好的调查分

析 ,有时凭编写者个人的语感。这是当前我国辞书编纂中普遍存

在的问题 。对什么是语词性 、什么是现代性 、什么是实用性 ,都有

重新认知和分析的必要。有些词语 ,似乎属于专门用语 ,实际上在

日常语言交际中是很普通的词语 ,即它们虽有专门性 ,仍有语词

性。从实用性来分析 ,不能过于拘泥于学科分类。而要考虑具体

词语的日常语用价值 。要分析哪些词是中等以上文化程度(什么

程度才是中等文化程度 ?)的人可能遇到的 、需要了解的 。《现汉》

原本的定位有市场上的工具书不多 、一般人的文化素质总体不高 、

语言生活变动不大等多种参考因素 。现在社会语用状况和辞书出

版状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如何在提高中型语词词典的实用性方面

做些工作 ,恐怕还得重新分析它的定位 。要考虑如何处理《现汉》

与《辞海》 、《辞源》 、《汉语大字典》 、《汉语大词典》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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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涉及中型词典的收词量问题。修订本对专业词语和古语

词 、文言词作了大量删节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受中型词典的篇幅

制约不得已而为之。现代汉语的词语仍在不断增加 ,如何处理中

型词典的收词与篇幅关系的问题需要探讨。实际语用中的词语总

量也许有一个大体的限度 。能否通过实际语料调查一下现代汉语

的用词用字情况 ,而不是沿用现有辞书 。现在应该统筹兼顾 、未雨

绸缪了。要在收词原则和方式上有新的认识 。

　　(三)关于语词词典与百科词典 、专科词典的关系

　　这实际是讨论专业词语在语词词典中的地位问题 。它们之间

的关系是动态的 ,随着语用者和语用生活的状况的变化而变化 。

它们在语言交际中呈动态分布。专业词语在日常语言中不等价 ,

如何认识专业词语的分层问题对编写一般语词词典有很大影响 。

如化学名词日常接触少 ,即便通过药物等接触了也不大深究 ,地学

名词也如此 ,但生物名词 、疾病名词人们接触多 ,且要了解的也多 。

体育 、经济 、法律 、科技 、信息等方面的专业词语也是如此。它们各

自的内部系统还有差异 。可见 ,日常语言中的专业词语也是分不

同层次的。这涉及对语词性词典收词的再认识。如何与百科(专

科)词典既分工又交叠 ,必须考虑当前一般语用者如何使用百科

(专科)词典和语词词典 ,当前百科(专科)词典的出版状况和读者

可利用的状况。笔者认为 ,就现在而言 ,《现汉》还是要收入相当数

量的不太专门的专业词条 。如何体现《现汉》与百科词典 、专科词

典的分工 ,以及将来如何增收专业词语 ,还需进一步分析。

　　《现汉》初编时由于特定的社会 、历史 、政治背景 ,以及社会对

词典收词在方方面面要“全”的期待 ,收录了较多的政治 、历史方面

的词语(如各个农民起义名称 ,各个阶级 、团体的名称),收录了较

多的与工农业生产有关的词语(如耕种方式 、工业品类别),较多的

疾病名称 、材料学名称 、辩证唯物论术语 、初等程度的数理化与生

物生理术语等。任何词典的编纂都有一个大的背景支撑着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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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典编纂的社会背景与日常交际背景都发生了大变化 ,对专业词

语的认识和选择有一个观念 、方法 、视角的重新调整问题。

　　由于《现汉》修订本对原本词条删节方面的的当佳妙之处他人

多有论述 ,本文便从略 ,只从删节中存在的问题这一角度来探讨它

给我们的启示 ,并非以偏概全以致对其诸多优点和重要贡献视而

不见 。如果再结合存留 、增立 、改动诸方面以及《现汉》当收未收的

词语(如“艾滋病 、词条 、防伪 、美轮美奂 、双刃剑 、芯片 、爪洼国”)来

分析 ,一定会给我们更多的启示。如果编者能以适当的方式将修

订时所增与所删的词条 、义项 ,所改动的地方列一个清单似的东西

告诉使用者 ,相信对词汇学 、语义学研究 ,对辞书编纂都大有裨益 。

　　附　注:

　　[ 1] 新增的词条也有这种情况 ,即新增词条释义中的关键词没有立目而使词条与

释义失去照应。如新增的“逆反应”释为“通常指向反应物方向进行的化学反应” ,其中

的“反应物”没有立条。有时新改动的释文中的关键词没有立条 ,如“单质”修订本释为

“由同种元素组成的纯净物” ,其中的“纯净物”未立条 , 原本释义中没有这个词(词条

“化合物”的处理也是如此)。

　　[ 2] 新增的词条也有释义中的等义概念没有立条的情况。如新增“阳离子” ,释文

是“正离子” ,而“正离子”没有立条。

　　[ 3] 与“骑士”相关的是“绅士” ,它的释义与原本一样:“指旧时地方上有势力 、有

功名的人 ,一般是地主或退职官僚。”没有列出现在的引申义。 而这都是人们曾长期争

论过的。

　　[ 4] 市制单位的使用不是简单的规范与否的问题 ,也不是简单的与国际接轨的问

题 ,英美计量单位就没有完全与国际接轨。这也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 5] 参见陈晓梅.辞书抄袭如何界定 ,专家解释其中难点.中华读书报 , 1997.11.

12.

(北京大学中文系 2000级博士生　100871)

(责任编辑　徐祖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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