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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 改革创新 

——《辞海》的四次修订 

巢 峰 

摘 要: 《辞海》初版于1936年。解放前未曾修订。1958年上海成立专门机构，对《辞

海》进行了第一次修订，于1965年出版了《辞海》（未定稿），以后又陆续进行了三次修

订，出版了《辞海》1979年版、1989年版和1999年版。由于与时俱进，改革创新，《辞

海》的四次修订，每次都给《辞海》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使它不断增强了对读者的吸引

力。 

关键词: 《辞海》 修订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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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版《辞海》出版后，为了不断提高质量，与时俱进，编委会决定《辞海》每十

年修订一次。《辞海》1989年版的编纂工作是从1984年起始的。第一步化整为零，先出26

本分册；第二步化零为整，即在分册的基础上汇编成合订本。所以说，这次修订是比较过

细的修订。 

    1989年版共收单字1.6万个，一般语词和专科词语10.3万条，合计近12万条，比1979

年版增加1.3万条；全书1 600多万字， 比1979年版增加250万字，所增篇幅相当于一部大

型专科辞典。 

    1979年版《辞海》是以1965年版为基础的，而1965年版成稿于20世纪60年代初，除了

资料陈旧，书稿反映的科学技术水平滞后外，由于“左”的影响，把哲学社会科学中的诸

多学科视为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而予以排斥，从而全书的学科体系还存在缺漏不全和不平

衡的情况。第三次修订的一大特点，就是进一步健全学科体系。 

    社会学在1965年版中仅收一条，第二次修订时，深觉不妥，编辑部曾派人专程去京，

请费孝通担任该学科分科主编，费先生欣然应聘。由于时间紧迫，作者赶出18个条目，聊

备一格。1989年版该学科仍在费老主持下，收词增至367条；同样，美学1979年版仅收35

条，1989年版增加到270条；伦理学1979年版仅收20条，1989年版增至124条（不包括伦理

学），都各具规模，形成体系，分别从哲学中分出，成为独立学科。政治学在1979年版中

未脱离法学单独置类，1989年版条目增至702条，单独置类。 

    即使是我党历来所重视的哲学，由于政治原因，当代哲学条目所收甚少，1989年版增

收395条，使本学科自身比例趋于平衡。 

    在1979年版中，经济法、国际法未予收列，行政法和民法条目所收甚少，十分单薄。

1989年版增列了经济法、国际法分支学科，增补了行政法和民法的条目。从而使法学的收

词体系趋于合理。 

    在自然科学方面，1979年版没有把固体物理学作为物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只设了

“半导体”一类，而半导体物理学不过是固体物理学的一个分支。1989年版增设固体物理

学二级学科，除半导体物理学词目外，另增设了一批词目。又如电子技术学科中，增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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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技术、微电子技术、微波技术、电路与系统等二级学科。数学中增设概率论和数理统

计等二级学科。科学技术部分还增加了环境保护等一级学科。 

    《辞海》的学科体系，经过第三次修订，基本趋于合理。1999年版的学科体系，之所

以沿用1989年版，未作大的调整，就是得力于第三次修订的积极成果。 

    进一步肃清“左”的影响，是1989年版的另一个特点。1979年版在拨乱反正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但由于历史原因，“左”的残余影响还不可能彻底清除。例如[文化大革命]

条，1979年版只作了简单的说明，在观点上还没有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而1989年版中这一条全部重写，增为1 200字，定性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

严重灾难的内乱”，而予以全盘否定。对于因“文革”而遗留下来的条目，如“革命委员

会”除作历史条目解释外，省、市、县、区等条目中提到的“革命委员会”一律改为人民

政府。在人物的概括语中尽量删去贬称的“帽子”，如[胡汉民]，1979年版为“国民党右

派”，1989年版则改为“国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柏拉图]原为“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

家”，则改为“古希腊哲学家”。过去对有些名词术语往往限定为旧中国或资本主义国家

用语，如货币信用一般类，296条中就有50条如[保付支票]、[金融市场]、[贴现]、[通知

存款]、[银根]、[头寸]等有“资本主义国家”或“旧中国”用语等帽子。1989年版除纯

属资本主义国家或旧中国使用的名词，都作了“中性”介绍，摘去了原来的帽子。 

    又如中国现代史学科的收词，1965年和1979年版都偏重于中共党史。以抗日战争为

例，只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战争，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争多有忽略，某些重大战役如

太原会战、 忻口战役、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等都未列目，1989年版则一一

予以增    补。 

    [帝国主义]条，1979年版根据列宁主义原理释义，即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

义等等。1989年版则一改以往的阐述方法，采用分别介绍霍布森、希法亭、列宁的论述，

即比较客观地介绍他们关于帝国主义的论点，并不意味编纂者对此持肯定或否定的态度。

应该说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 

    [水浒传]一条，一般认为不会有什么问题，孰知1979年版释文中竟有“作品歌颂和美

化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等语，“文革”中批判《水浒传》的语言跃然于纸上，

1979年版自应删去。 

    此外，1989年版还增加了四角号码检字索引，连同笔画查字表、音序索引、外文索引

以及部首查字法，就有五种检索方法。 

    1989年版基本上健全了全书的学科体系，进一步纠正了1979年版中存在的“左”的思

想残余，从而使这部煌煌巨著在框架和内容上更加趋于合理，这是《辞海》走向成熟的标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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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纂1999年版就是《辞海》的第四次修订。1999年版大体有以下“六新”： 一是新

的词目。新增词目6 000条，大部分是近十年来新出现的词语。二是新的解释。由于国际

形势的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体制改革的发展，依法治国的成就，行政区划的更动等原

因，大量政治、科技、经济、法律、地名等条目，都作了新的解释。三是新的规范。以法

律来说，新的法律不断产生或修订；以科技来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陆续公布

的学科名词就有四十余本之多；国家技术监督局还公布了新的《量和单位》。1999年版依

据各种新的规范对有关条目进行了订正。四是新的数据。数以千计的国家、地区、城市的

人口数和各项经济值、动植物数、卫星数以及一切涉及到数据的条目，凡有新资料者均予

更新。五是新的图注。六是新的设计。 

    1999年版最大的特点，是在内容修订的同时，在书籍的形式上进行了革命性的创新。

    1979年版和1989年版的版本仅有两种：三卷本和缩印本。1999年版则有下列版本： 

    1． 彩图本 

    2．彩图本缩印本（按音序编排） 

    3．普及本（三卷本，按部首编排） 

    4．普及本（三卷本，按音序编排，未出） 

    5．普及本缩印本（按部首编排） 



    6．普及本缩印本（按音序编排） 

    7．豪华本 

    版本之多，创本书历史纪录。 

    中国20世纪大型辞典，截至90年代都是白纸黑字线条图。《辞海》、《辞源》、《汉

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英汉大词典》等都不例外。图书外观不仅大大落后于先

进国家，而且与台湾、香港相比，也有很大差距。 

    随着读者文化需求的提高和购买力的增长，随着配置彩图的物质条件的成熟，1999年

版在保留配置单线白描图的普及本及其缩印本以适应一般读者需要的同时，推出彩图本作

为主体版本，就我国大型辞典来说是最早的一部。 

    普及本配黑白线条图三千余幅，而彩图本配图一万六千余幅，插图在书中所占比例有

了很大提高，真正达到了图文并茂的要求。 

    大量彩图补充了释文的不足，大大增加了工具书的知识含量。如国名条目配置该国国

旗照片及地图，一目了然，是文字所不能完全表述的。[清明上河图]、[蒙娜丽莎]等名

画，唯有看到彩照，才有如见斯物、如见斯人的感觉。线条图虽然也能勾画人物和动植物

等等，但彩图更具有真实感，因而更能帮助读者加深理解，加强记忆。 

    彩图已使版面琳琅满目，再加上利用印制彩图的条件，将字头改为彩色，地脚印彩

条，更显得五彩缤纷。广大读者反映，“看彩图本与看黑白本就是不一样”，其中当然也

包括审美的乐趣。 

    可以说，彩图本既是《辞海》换代性产品，也是我国大型辞典的换代性产品。 

    1999年版还有一大改革，就是在先出按部首编排的版本后，接着增出按音序编排的版

本，包括彩图本缩印本和普及本及其缩印本的音序本。两种编排法的版本一起发行，这在

辞典界尚属首创。 

    目前，广大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熟悉汉语拼音，他们如果使用按音序编排的版本，只

要知道单字或词目首字的读音，就可以不借助任何索引而直接到正文中查到所需要的条

目，从而大大提高查检的效率。如果不知道单字或词目首字的读音，则可借助另附的笔画

和四角号码等索引查检。 

    按音序编排后，不仅单字按音序编排，而且词目也按音序编排。同一个单字开头的词

目按第二字的音序排列，第二字相同的按第三字音序排列，余类推。这样将给读者带来以

下两个方便： 

    1．按部首编排时，同一个单字开头的词目按词目的字数从少到多排列。这样，开头

几个单节相同且有某种关联的词目就会因为字数多少不同而被分散排列，有时相隔很远。

如在按部首编排的1999年版缩印本中，[中国共产党]排在第1 706页， [中国共产党章程] 

排在第1 712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排在第1 719页，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排在第1 723页，如此等等。而按音序编排的版本中，“中国共产党”开头的词目

全部排在一起，查检比较方便。 

    2．按部首编排时，同一个单字开头的词目，如果字数也相同，则按第二个字的笔画

数从少到多排列，第二字相同的按第三个字的笔画数排列，余类推。由于同一单字开头且

字数相同的词目可能很多（如“中”字开头的四字词目有144个），而每个字的笔画数不

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要一笔一笔地数，各人所数的结果还可能不同，所以查起来比较

麻烦。按音序编排后，读者对要查的词目在正文中的次序可以一望而知，查检比较方便。

    由于与时俱进，改革创新，《辞海》的四次修订，每次都给《辞海》注入新的生机和

活力，使它不断增强了对读者的吸引力和图书市场上的竞争力。除1965年版为内部发行的

“未定稿”只印行1.6万部外，从1979年版起，一直大量印行，畅销不衰，至今累计印数

已达544.9万部，另外1979年版和1989年版还印行分册1 127.3万册。1999年版问世至2001

年不到两年，印数已达41.7万部，与1989年版同期的24.7万部比较，呈上升势头。其中以

缩印本在此期间印数比较，1989年版因出版时间晚一年，印14万部，少于1999年版23.2万

部，有其客观原因；但以三卷本在此期间的印数比较，1989年版印10.7万部，少于1999年

版所印的16万部，则显然说明1999年版更受读者欢迎。何况，1999年版在此期间还印了

1989年版所没有 

的彩图本2.5万部。这两年来新版《辞海》取得的业绩，对今后进一步做好《辞海》修订



© 2001-2003 出版科学杂志 版权所有  
报刊转载必须征得同意并支付稿酬，网络转载必须注明作者及本刊网址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4楼403室 邮政编码430072 电 话：027 68753799 传 真： 68753799 E-mail: cbkx@163.com 
技术支持：cgz@163.com  

工作是有力的鼓舞和鞭策！ 

 

（作者单位：上海辞书出版社）    

 (ID:280) 

【您是第位访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