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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建立一个近现代汉语电子文献库 

兼作林穗芳《关于编纂历时性汉语新词典的设想》一文的回音 

黄河清 

摘 要: 编纂历时性汉语新词典很有必要，前提是要有一个包容从古到今各个时期文献

的电子文献库。从我国目前电子文献库的实际情况出发，古词语较好考证，近现代词语较

难溯源。因此，建立一个收集比较齐全的近现代汉语电子文献库，具有重要意义。尽管这

项工作会遇到种种困难，我们仍要为此作出努力。 

关键词: 历时性汉语新词典 汉语语源数据库 电子文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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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科学》2004年1—3期连续发表了林穗芳的《关于编纂历时性汉语新词典的设

想》一文（以下简称《林文》）。我与作者很有同感：编纂这类词典确实很有必要。 

    我目前正在参与一部《现代汉语词源词典》（以下简称《词源词典》）的编写工 

作（主要负责近现代汉语新词的条目撰写）。在这之前，我还在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的资助

下，建立了一个《近现代汉语语源数据库》（以下简称《数据库》）。此项工作也已快10

年了。从我们的实际工作情况来看，《林文》所提出的编纂历时性汉语新词典的设想基本

上是可行的。现结合自己历年来的工作情况，就《林文》的设想谈一些看法。我觉得，要

编好一部历时性汉语新词典，或者要对《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汉大》）进行修订，

首先要有一个电子文献库。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只有有了这样的一个电子文献库，

《林文》的设想才能更好地实现。 

    那么这个电子文献库应该是怎样的呢？说得理想一点，这个电子文献库应该包容从古

到今各个时期的文献，是一个大容量的文献库。我国目前有不少电子文献库，有许多各种

各样的文献光盘，这些都是可以利用的资源。就目前的状况来看，有关古文献的光盘比较

多，即使像《四库全书》这样浩瀚的典籍也已有了光盘。这些光盘为考证古文献上产生的

词语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我们在编纂《词源词典》时，也感到了这一点，凡是一些古

词语，其始见书证的查寻都比较容易（电脑在光盘上寻找某个词语的最早例证几乎是弹指

一挥间），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理想。因此，历时性汉语新词典对这方面词语的

编写，估计问题不是很大。 

    但是，在编写近现代方面的词语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由于这方面的文献光盘比

较，要考证近现代词语，就没有像考证古词语来得方便了。所以，反而是越古的词语越好

考证，越近的词语越难溯源。因此，事情就变得很怪了。其实这也是我国汉语研究现状的

一种反映。因为我国对于古词古语的研究向来十分重视，从古到今，学者一代接着一代，

一批又是一批，著述宏富，硕果累累。而现在又有了各种各样的古文献光盘，研究者们更

是如虎添，这是古汉语研究的繁荣景象。可反观近现代汉语词语的研究，就要冷清得多

了：学者，成果少。其客观原因是，研究者面对的这一时期的语言材料数量十分庞大，近

现代汉语文献要比古汉语文献多得多，研究者有时真的感到无从下手。因此，学者只能选

择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研究，逐页寻找词语的用例。这其实是一个十分“原始”的方

法：它工作量大，效率也低，而且一不留神例证还会从眼皮底下溜走。即便是花了九牛二

虎之力把词语的例证查出来了，这个例证也不一定就是始见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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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现状下，在编纂历时性汉语新词典时，对于近现代词语怎么去编写？怎么去描

述它们的历史？比方说，像“电话”“汽车”“西装”“领带”“总统”“表决”“社

会”美学”“证券”“股票”“水泥”“拍卖”“吗啡”“钢琴”“提琴”“手枪”“导

弹”“高射炮”“巡洋舰”“救生艇”“显微镜”“化妆品”“动物园”“新闻纸”“修

道”，等等，对于这些词语产生的年代，产生后使用的情况，我们至今知道得很少，对于

它们的来龙去脉我们就更无从说起了。但这些词语在现代汉语中是十分重要的[1]，历时

性汉语词典不收吗？如果一部历时性汉语词典只是描写了古词语的源流，对于这类近现代

词语的始、演变避而不谈，或者没有将它们的历史描述清楚，那么这部词典的学术价值就

会大打折扣，其现实意义也会受到影响。 

    本来我们建立《数据库》的目的也是希望能揭开这部分词语的历史面纱。通过几年的

努力，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性的工作，《数据库》现收词已达28533条。2001年，在这个

《数据库》的基础上，我们还出版了《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

版），收词5275条。最近，又利用《数据库》中的材料，为《词源词典》编写了近现代方

面的词语条目（约4000多条，共计100多万字，这方面的条目撰稿主要是由我完成的）。 

    但是，在这几年的工作中，不管是参与《词源词典》的编写也好，还是为《数据库》

收集条目信息也好，我总感到存在的问题不少。如所收集到的条目的第一个例证虽然都要

比《汉大》早，但估计有不少仍不是始见例证。有的虽然找到了始见例证，但词语的传播

过程还不是很清楚。因为《数据库》中的条目主要还是通过人工翻检一些近现代文献，将

有关词语例证输入电脑的方式编写的。它没有对所有近现代汉语文献进行穷尽式的查寻，

因此《数据库》中的条目例证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也就是说，许多词条还不能真正反映出

词语产生、演变的过程，我们所收集的词目例证有的实在是一鳞半爪。 

    产生这些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现在还没有可以利用的收集比较齐全的《近现代汉语

电子文献库》（以下简称《文献库》）。如果有了这样一个《文献库》，词语始见例证的

寻找就会容易得多，而且电脑查寻，还能将词目在各文献中的所有用例全部列举出来，这

对于考察词语在历史上使用的实际情况，它们沿用的过程，都是极有帮助的。 

    因此，建立《文献库》，不论是对于《林文》设想中的历时性汉语词典的编纂，还是

对于《数据库》的进一步完善，都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那么，我们设想中的《文献库》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我以为，从时间范围上来讲，它

的上限是明末清初，下限是1949年[2]。在这段期间里，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明

末清初耶稣会教士带来了西方文化；鸦片战争前后至19世纪末，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播西方

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到了甲午战争后，大量日译著作的出现，等等。在这一时期里，

有着大量的传教士的汉语著作，还有他们创办的各类汉语刊物。他们除了向中国传播宗教

外，还传播了西方的文化、科学。同时，在这个期间，我们也有不少人士出洋游历，写下

了许多使西、使东游记。这些文献介绍了外国的新思想、新事物，而且还出现了大量新词

新语。这些词语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使用到了现在，成了现代日常语言中不可或缺的

部分。即使是昙花一现的那些词语，它们对现在仍在使用的这些词语当初的产生也曾经起

过一些作用。 

    当然，由于这段时期的文献数量十分庞大，要全部收集起来还比较困难，但无论如

何，我们仍要为此作出努力，如先是有选择性地将这段时间内的有代表性的文献收集起

来，建立一个《文献库》（关于这方面的具体做法，需要另文讨论）。如果这个《文献

库》真正建立起来了，相信从这个《文献库》中查出来的词语最早例证，不是始见例证，

至少也是早期例证。而且这要比现在我们用人工的方法翻阅史料、寻找词语不知强多少

倍。现在我们像是盲人摸象，摸到哪，算到哪，这一时期文献的总体情况始终没有把握起

来。因此，只有有了这样的《文献库》，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对近现代词

语进行高效率的普查，如查找词语的源头，考察它们的沿用过程，等等。只有这样，一个

词语从产生、演变，到定型，或者走向消亡，其过程才能明朗起来。只有这样，历时性汉

语词典编写这一时期的词目才有了可能。而《林文》中所设想的一些做法，所提出的一些

问题，都有了实施和解决的可能。下面再分两方面来谈。 (ID: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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