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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重大课题《现代汉语大词典》结项

2013-2-8 9:54:22  来源：2013年1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现代汉语大词典》在语言研究所顺利结项。评审鉴定小组一致认为，该词典编纂思想新，

设计合理，编写认真，释义准确，例句丰富，文风端正朴素，全书体例严密完整，已基本达到项目原定目标。评审鉴定小组一致

同意该项目通过结项鉴定，等级为“优秀”。 

  参加评审鉴定的专家有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李佐丰、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厉兵、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周洪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曹广顺、研究员张伯江等。院科研局（学部工作局）和语言研究所科研处的相关同志以及课题

组成员等20余人参加了结项会。结项会由曹广顺主持。 

  课题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哲学部主任江蓝生汇报了课题的有关情况。她说，《现代汉语大词典》2005年作为中国社会

科学院重大课题正式启动，她和韩敬体同志受语言所之托分别担任主编、副主编，这副担子很重。他们在分析了语文辞书的现状

之后确定了这部大词典的定位，设计了它的框架、规模、体例等内容。 

  编写历程 

  为了保证编写质量，课题组认真学习总结《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经验，针对《现代汉语词典》编写和修订中尚未全面系统

解决的若干问题，前后拟定了十多个研究专题，由课题组和所内研究人员逐一进行调查研究。这些专题包括：以《规范汉字表》

（征求意见稿）为参照的新增字头形、音、义的梳理；《现代汉语常用词表》与《现代汉语词典》的收词原则；同形同音词的确

定与立目；兼类词的标注与虚词释义的完善；释义提示词的使用；涉〈书〉条目释义的检视与修订；〈方〉〈口〉词语的标注与

注音、释义的改进；正词法的贯彻与轻声词、儿化词的标注；语言学名词术语与外来词的收词与释义；字母词的增删与释义；表

外异形词梳理及“做、作”之分。这些专题的研究成果都在所里的学术会议上报告过，其中比较成熟的部分被运用到该课题的编

写实践中，体现了研究导航的取向，也为词典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提供了保障。 

  课题第一阶段的工作历时三年多，基本完成从A母到Z母全部初稿的编写，共编写词条近14万条，字数近1000万，达到了原课

题申报书所提出的目标。具体内容包括：按照规范标准确定字形、字音，梳理繁简、正异关系，共收录单字字头13000多个；收

词超出《现代汉语词典》一倍，注意增收民国时期的旧词语和现代口语词、地区词、新词新义新用法等，新老兼顾，口书并收，

增加了词典的查考性；释义比《现代汉语词典》详细，配例丰富，注意反映用法；设立了“提示”、“辨析”栏目，信息量丰

富。 

  2008年《现代汉语大词典》初稿的撰写基本完成，因工作需要课题组插入《新华字典》（第10版）和《现代汉语词典》（第

5版）的修订工作，《现代汉语大词典》的研究成果和具体条目的编写为上述二典的修订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持，保证了二典能

在较短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修订。 

  四大创新点 



  江蓝生认为，该成果有四大创新点。一是在大型共时性语文词典的编纂理念上有所突破，把“五四”以来已有90多年历史的

现代汉语看作一个跟社会发展变迁息息相关的动态发展变化的历史时期。这90多年可二分为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中

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又可细分为1949—1976年、1977年至今两个阶段。该词典虽是一部现代汉语的共时性词典，但却着意全面动态

地记录共时中的历时变化，突破了共时性词典静态描写的范式，收词和释义贯彻了共时中有历时的编纂思想，着力于在共时中捕

捉历时变化，进行动态描写。 

  二是该词典是一部兼顾规范性和描写性而在收词上更突出描写性的大型语文词典。跟《现代汉语词典》相同之处在于，它在

字形、字音、正词法、异形词等方面坚持贯彻国家有关的规范标准，而在收词上更突出词典的描写记录功能，收录方言词、口语

词、文言词、地区词、外来词等标准较为宽泛，包括当下已经消亡但在现代汉语的某个时期曾经使用过的词语、词义和用法，力

求客观、全面地反映百年来现代汉语的真实面貌。 

  三是一改过去把辞书学作为单纯的经验型学科的思想，着力吸收、借鉴现代语言学理论的长处为我所用，在综合吸收、融会

贯通各种语言学理论上有所突破。例如，借鉴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注意释义、语用标注等微观结构方面的处理以及提供相应

的文化语境和语言语境；借鉴社会语言学关于地区变异和社会变异的成果，为方言词、地区词标注相关信息；借鉴认知语言学的

原型理论和图示理论，使释义结构更为科学合理等。 

  四是资料与方法创新。利用计算机语料库和互联网等现代化手段搜集语料，特别注重口语语料的搜集利用。借助语料库和计

算机网络进行词频统计、词义分析、词项搭配、例证提取等。另外，鉴于机器不能完全代替人的大脑和眼睛，课题组人员至今仍

然坚持用手眼广泛搜集报纸、书刊、电视、广播等媒体上的有关词语，制成卡片。两种手段结合，形成互补，最大限度地避免了

收词上的重要疏漏。 

  谈到该词典的学术价值，江蓝生介绍说，作为一部原创性的大型语文词典，该词典收词量大，释义更为详细准确，配例反映

典型用法和特殊用法，为使用者提供搭配信息。设立“提示”项，介绍相关知识内容和注意事项；增标方言词的主要通行地域；

设立同义词、近义词“辨析”项2000多条。该词典展示了百年来汉语词汇的动态发展面貌，也吸收了词汇学、辞书学研究的最新

成果，对于学习和研究现代汉语的词汇、语音和语法都有极为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后续工作将在3—4年内完成 

  江蓝生坦承课题还存在不少缺点和不足。她说，由于编写期间因工作需要插进《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工

作，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初稿编成后没有足够的时间打磨修改，初稿质量还比较粗糙，需要在下一阶段下大气力仔细打

磨修改。重点要解决的问题有：收词还有增补的余地，对于民国时期的资料下的功夫还不够深；各母收词、释义、配例等方面在

数量、内涵以及风格上还不够平衡；词语辨析部分要参考最新成果修订和增补。此外，还要对以下内容进一步研究落实：历次政

治运动包括“文革”时期的词语收录原则；方言词、地区词通行地域的标注；专科词语的精选与释义语文化；提示与辨析的增加

与完善；增选制作有关插图百幅左右；增加一些有特色的、实用性较强的附录。以上后续工作力争在3—4年里完成。 

  《现代汉语大词典》副主编韩敬体做了补充汇报。他说，《现代汉语大词典》在语言研究所曾经三次上马，前两次因故未能

完成。这次是第三次，我们艰苦奋斗，终于完成了初稿，为正式出版打下了基础。 

  评审鉴定小组一致认为，《现代汉语大词典》的编纂思想科学而有特色，整体设计也有创新点，它的编写填补了我国辞书界

目前还没有一部原创性的现代汉语大词典的空白，具有重要的文化建设价值，在我国辞书史上将占有一席地位。初稿已基本达到

项目申请书原定的目标，同时还有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之处，需要一段时间的打磨和深加工。希望课题组成员能再接再厉，利

用今后三四年工夫把词典初稿修改好，全面完成既定目标，使之达到出版水平。（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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