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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大字典》全套八卷出版综述

方 夏

为了改变我国中外语文词典太少,不适皮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需要的状况,经 国务 院批

准,1975年 5月 23日 至 6月 】z日 ,在广州召开了中外浯文词典绸写出版规划座谈会,制定了

规划,明确了任务,十年内完成各种语文词典160邯。新垆 《汊语大字典 》是其中之一,由

川、鄂两省共同承缟。经过十年辛劲努力,胜:利 完戍初稿绸写任务,再经逐卷审订,分卷出

版,于 1θθ0年底全套八卷出齐。现将有关情况作一简要综述。

一、成就与影响

《汊语大字典 》共收楷书汉字5压 sz8个,超过历来所有的字书,比著名的《康熙字典 》

还多7643字 。整个编写工作分三个阶段:‘资料制卡:初稿缡写;终审定.稿。

资料制卡分四类形式:剪贴式一
ˉ剪玷历代字典词书,辑录式-—辑录古今注疏;选择

式-—选择古今典籍申典范用例3引得式-¨将嚣要经熙著作逐字制卡。总计各类资料制卡

数达六百余万张,编写中有针对住的补卡尚昧计入。

初稿编写是整个字典质量的关键, “初稿当成定稿缡”
就成了大家的口号。一个字稿,

编者反复打磨,小组、大纽反复审读,几经掺改,卜然后油印成册,广 泛交流,征求意见。16

开油印稿本迭置起来,高达二米有余。都分邯首经再次审订修改后铅印成册,更为广泛地征

求意见,以期更臻完善。

终审定稿工作,由副主痴亲自参加,组织邯分专家教授逐卷审阅,专顷通读,并直接与

编者见
.面

,切磋修改,然后定稿付印。全书八卷,总字数达2500余万。

在整个编写过程中,常遇不少学术难题,经过理论上的探索,实践申的总结,同志们撰

写了不少论文。各编写组,川、鄂两省绢真处、铩辑.部兴办了内部的和公开的、定期的和不

定期的刊物,提供了发表的囝地。《缡写琐记 》、《编写通讯 》、《词典研究丛刊》、 《辞

书论丛 》、 《字词天地 》等就是在编写过程中相继创办的。全国著名的语文研究、辞书研究

刊物以及各大专院校的学报也常有我们缟者的专文发表。八卷出齐后,还专门汇编了《〈汉

语大字典 〉论文集 》一册,汇集新著论文六十余篇,总字数近80万。

出版印刷工作由四川新华印刷厂承担。《汉语大宇典 》字 形复 杂:甲、金、篆、隶俱

全,繁体、简体交用,新、旧竿形交错。加之文中尚夹排拼音字母和其它语种文字,这就大



大增加了排印的难渡9校勘的烦难。辞书社和新华广高度重视,密切配合9从宇表的制定 ,

铜模的制作,到排、校人员的培训等都作了充分的准备。每批字稿必须经过排版、校对、看
样、烤版等-般环节,还高标准、严要求校、改六次以上才能成型,以保证高质量。

扒1986年 10月 第一卷出版发行到1990年底八卷金套出齐,《 汉语太字典 》早 已蜚声 世
界,享誉中外,为世所瞩目。迄今为止,已先后两次获得中国图书奖荣誉奖,两次获得金国

图书 “金钥匙
”
奖,并获得全国优秀畅销书奖,西南西北地区版式设计一等奖,四川省优秀

图书荣誉奖。同时,还被编入 《吉尼斯世界大全 》,列为当今世界汉语字典的
“
世邳之最

”
。

国内外许多报刊纷纷发表专文,报导编撰情况,发布出版新闻、发行盛况,给予很高的

评价。 “
《汉语大字典 》是一部集海内外中国字书之大成之作。

″(《 欧洲时报》1985年 4月 :6日 )

“规模空前的《汉语大字典 》编纂完成。
” (《 人民日报》1θ86年 8月 9日 )“全书在科学性、实

用性方面大大超过了现有各种汉语字典口它将是-笔巨大的文化财富。
” (《 书讯》1986年 3月

】0日 )“凡古今文献、图书中出现的汉字均可查到。” (香港《文汇报》1986年 4月 25日 )囚此,

《汉语大字典 》一出版就受到各方面的重视。根据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十月份统计,该书被

列为销售前十名之首。 (《 中国青年报》1986年 1!月 5日 )被 《出版工作 》编辑部和《中国 出版

年鉴 》编辑部联合推选为1986年 中国出版界十件大事之一。 (《光明日报》1987年 1月 11日 )全

套八卷出齐后,被誉为
“历史上最大的字典,文化史上的巍巍丰碑。

” (《 光明日报》1990年

lz月 4日 )其成就之大,影响之广,可谓空前矣!

二、性质与特J点

《汉语大字典 》是∵部以解释汉字的形、音、义为主要任务的大型语文工具书。它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历史地,正确地全面反映汉字形、音、义的发展。它偏

重于提高,以具有申等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为其主要对象。

《汉语大∴字典 》是汉字楷书单字的大汇编;古今兼收,源流并重。这就确定了它本身的

特点:∴除根据存字、存音.存源的原则在单字头下酌收少量复词外,以收楷书单字为主。汉

字属于表意文字范畴,形、音、义俱备,正确解释和反映汉字形、音、.义的源流演变,就使

其区别于其它的字典词书。它既不同于主要解释语词的《汉语大词典 》、只收古 代语 词 的

《辞源 》、百科性的《辞海 》,又不同于只收常用字、常用义的《古汉语常用 字字典 》、

《新华字典 》、只收现代语词的《现代汉语词典 》、收一般语词为主|兼收社会科学、自然

科学语词的《新华词典 》。

在宇形方面,于楷书单字条目下收列了能够反映形体演变关系的、有代表性的甲骨文、

金文、小篆和隶书,并简要说明其结构演变 ,Ⅱ 交代其异体关系。例如 :

貌 《说文》作 f兔?。 “
颂仪也。从入,白象人面形。貊,兑或从页D豹省声。貌,籀文

兔,从豹省。
’
 (l)

这就把
“
貔

”
的形体结构,或体关系交代得明明白白。所谓

“
颂仪”,段 玉裁 注 曰: “

颂

者,今之
‘
容

’
字。必言

‘
仪

’
者,谓颂之仪度可鬼象也。”

颂仪,即容仪,也就是今之容

貌。貌,同兜,白 ,象人面形,故貌不得书写为从 “兄”之 “
貌”或 “翻L’

’。

∴  在字音方面,采用 “三段注音渚
”,有熏点的反映汉字宇音的古今概况。对每一个汉宇

6z



尽可能地用汶谙拼音字每洼出它的普通话读音。见于古籍耐现代未用之孛,则粮据萁来源和

有关的语音资料,按照古今音变的规律,推求其普通话渎音,以便今之读者。收列中古宵,

以《广韵 》、《集韵 》等切韵音系的韵书为主,反映中古读音,标出英声、韵、调,即四十

-声类,二百零六韵,平廴上、去、入四个声调。上古音较为麻烦,历代学者作 了不少 研

讨,我们采用近人的研究成果,分古韵为主十部,对 《说文 》所收的字或《说文 》未收但确

有周秦用例、音义明确的字,均标注上古韵部。例如:·

辰 ch。n 《广韵》植掩阝切,平真禅 谆部

在字义方面,尽可能全面地反映每一个字的最早意义及其引申发展,不仅注重收列常用

字的常用义,也注意,考释常用字的非常用义和生僻字的义项。在收诃存字、存音、存源的原

则下收录少量复音词的意义,还收录复音词中不同于单词义的词素义。因篇幅所限,不能详

举其例〔2),此举-复词义,以示其特殊性。例如 :

逶 〈逶迤)也作
“
委蛇

’
、 °

委蛇
”
、 J逶迤

”
等。①弯曲连绵貌。⋯¨

可见,以楷书单字为主体,历史地、全面地、准确地反映形、音、义的演变源流,正是

这部字典所独具的特色。至于其它特点:吸取最新研究成果,引证的丰富,材料的翔实等,

就不再赘述。

三、关注与奉献

1949年 10月 1日 ,中 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

1θ 71年

10月 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得以恢复。中国的地位日盎提高,对世界的影响举足轻重。汉语作

为五种工作言语之一,汉字列为五种工作文字之-,用以讨论联合国的大事,记载联合国的

决议。然而我们的字典词书编纂工作却与此极不相应,十亿人口仅有-本小 小 的《新 华字

典 》, “
大国家小字典

”的状况亟待改变。党和国家有鉴于此,毅然决定大规模加强中外语

文词典的编撰出版工作,周恩{总理在病榻上签署了他生前的最后一个出版字典词书的文件

--国务院 (1θ 75冫 137号文税。新编《汉语大字典 》臼I工作得以展开。编 写工作 上 马 以

来,最初虽曾受到行将覆灭的
“四人帮

”极左路线的干扰,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拔乱反正,正本清源,使编写工作得以迅速走上正轨,顺利地沿着正确方向进行,各级党和

政府对此项工作都给以无限的关注和大力的支持,从人力、财力、物力各个方面提供充分的

保证。1978年国务院把这部大型字典列为国家文化建设中的一项重点科研项目;1983年 ,这
部字典又被:正 式列为哲学社会科学

“六五”规划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为了保障此项工作的

完成,稳定编写队伍,发文件,下指示,从诸多方面落实政策,采取具体的措施。对于参与

此项工作的广大编写人员的福利待遇,职称评定,工资提升,住房分配等都作了原则的规定

和细致的考虑,同志们感受}到 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些内容,后来都汇集成册,定名为《〈汉

语大字典 〉纪念册 》,公开发行。

川、鄂两省以八大高等院校为中心建立了十-个编写组,广集兄弟院校及各地区的专家

学者四百余人投入了此项工作,老、中、青三结合,同心协力,共同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

业添砖加瓦。许多同志放弃了自己原有的专业,丢下了自己原拟进行的科研课题,夜以继日

地忘我工作。他们从青年编到了中年,从中年编到了老年,脸上增加了多少皱纹,头上凭添



了几多白,茇。正如副主缃冉友侨救授在】θ83年初漓竞成时斌诗所说那样:

/  句酌字斟定去留,下终现世上殷用,

风窗斗室陈编在,`℃年埋头有白头。

也正in,编委杜道生教授在 1θ86年苜吼式瘵会上饿诗所说那徉 :

中华历史五千年,一脉相承文字传 ,

篆籀甲金繁简隶,包罗都在此新编,

鄂川院校擢贤英,教学科研两进行 ,

酷暑严寒长日夜,十年坚苦众成城。

正当天际乱乌云,罔惜衰躯日夜勤,

今日缅怀周总理,弥留关照是入文。

十五年时间过去了,一代巨著《汉语大字典 》金套八卷出版问世了,这在我国文化史上树起

了一座不可磨灭的巍巍丰碑,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翻开了-页新的篇章。然而那些为此

辛勤耕耘的编纂同志们,他们忠心耿耿,-心扑在字典上。他们没有为自己留后 路,经 营
“自留地”,也没有按收私人聘请,增加额外收入。他们没有计较稿酬的多少,也没有考虑

是否影响自己职称的提升,哪怕退休时还是-个讲师,副教授多次上报终未能转正,他们始

终如一,不怨不悔。他们以自己能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奉献微薄之力而引以骄傲,他们

以能为子孙后代造福,为国争光而引以为自豪:

当}我们总结表彰,庆功祝贺《汉语大字典 》大功告成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探切怀念曾同

我们一起甘苦与共的几位逝去的同志。仅就四川而言就有: 《汉语大宇典 》领导小组成员崔

之富同志,西南师范大学徐德庵、杨欣安、林昭德教授,四川师范大学李维宸同志,四川师

范学院郭昭穆同志。他们一身为党的出版事业和教育事业贡献了青春和智慧,而在他们生命

的最后时刻,将余力奉献给了字典,倒在了编写的案桌上。现在 《汉语大字典 》已胜 利 完

卷,全套出版问世,他们若有知,当可告慰。愿他们安息于地下,含笑于九泉 !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文献典籍浩如烟海,在短期内缡此巨著,难免顾此 失 彼,照 应 不

周。加之事成众手,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太读者给子批评指正,望海内外专家学者不

吝赐教,以期再版时订正完善。

注释 :

(1)因限于印刷条件, J貌
”
的形体演变,古籀象隶字形未能印出。请参看《汉语大字典》第六

卷3913页 。

〔2〕 单宇义项甚多,限于篇幅故未能举例。谛参看 《汉语大字典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