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华语词典编纂问题的几点思考
———读《全球华语词典》札记

刁晏斌

摘 要 《全球华语词典》是一部特点突出的新型工具书，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文章从收

词与立目、字母词的处理以及词语的解释与说明等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与说明。在

此基础上，给出了几条思考建议: 一是编纂此类词典时语言观( 主要是规范观与发展观)

的调整与更新; 二是关于此类词典的定位问题，认为应该是规范词典与新词语词典的糅

合; 三是加强沟通协调以及语料库的建设和利用; 四是对“全球华语大词典”以及相关工

具书的期许，即“全球”与“大”名副其实、内容更加完备、有更多的衍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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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全球华语词典》( 以下简称《词典》) 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陆俭明( 2011 )

评价该词典“忠实记录当代各地区华语词语的时态，为汉语史研究提供宝贵资料，从内容到

体例都具开创性，在传统词典模式上又往前跨越了一步。它将大大促进各地华人交流与沟

通，更有利于汉语走向世界，有助于世界各地的人们学习汉语，有助于各华人社区的话语相

互吸收，进而丰富华人的共同语”。我们认为，陆先生的评价是非常恰当的。
然而，作为一部创新程度极高的新型词典，不仅需要在很多方面发凡起例，就是在一些

具体问题上，也要考虑周全、处理得当，因此其难度可想而知。比如，《词典》仅涉及的华人

社区就包括中国大陆、港澳、台湾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地区，

此外还有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地区，各地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以及风土人

情，社会生活也是千差万别，所以情况相当复杂，再加上编纂时间较长、参与者众多，所以难

免会出现一些问题。
近一段时间，由于研究工作的需要，笔者比较仔细地通读了《词典》，对发现的一些不足

之处随时记录，同时还从宏观的角度，结合某些不足，围绕华语词典编纂问题进行了一些思

考，本文即是这一思考的部分记录。
以下主要讨论三个问题，一是收词与立目问题，二是字母词的处理问题，三是词语的解

释与说明问题。

一、关于收词与立目问题

关于收词与立目的宗旨，《词典》在前言中说，“本词典尽可能记录各地有特色的词语

和词义”; 凡例中说，“主要收录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各华人社区的特有词语……还酌收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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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共有词语，如‘层面、促销’”。
到目前为止，人们对《词典》收词与立目问题的关注和评论，似乎主要集中在考察地区

不全，以及漏收词语方面。比如在前一方面，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理事会主席姚德怀认为，应

该增加其他华人地区的用语，越南部分只收少数用语是一个遗憾; ( 陆俭明 2011 ) 王世凯、
方磊( 2012) 则指出，《词典》所收词主要集中在亚、美、澳三洲，欧洲、非洲华语社区词还未

整理收录，可以考虑收录这些地区华语社区词，以副“全球华语”之实。后一方面，比如刘晓

梅( 2013) 指出部分有明显区域差异的常用词语未收，如与大陆“师姐、师妹、师兄、师弟”等

相对的台湾异名词语“学姐、学妹、学长、学弟”等; 而汪惠迪( 2010 ) 也说，“( 《词典》) 遗漏

了一些大马本土使用的特有词语，如‘拿督公’等，这的确是令人遗憾的事，或者说是词典的

一个缺陷，这些唯有留待修订时补充了”。
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既然以“全球华语”为名，那么自然就应当而且必须具有全

球视野，照顾到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使用的华语，这可以作为一个远期的理想目标; 而比较

切近一些的目标，应该是争取对世界各地大的或较大的华人社区的全覆盖。
不过，就已经编成、公开出版的《词典》来说，收词与立目方面引发我们思考的，却是有

些词语该不该收入、该不该立目的问题，以下仅就这一方面，选择几个点来展开讨论。
1． 关于“政治”类词语问题

上引《词典》前言和凡例的两段话中强调收录“有特色的词语和词义”以及“特有词

语”，就前者来说，什么叫“有特色”，它应该如何界定? 就后者来说，是不是所有的特有词

语都在收录范围之内，并且都应该收录?

比如，有强烈意识形态和制度色彩的“政治”类词语如何处理? 《词典》总的趋向似乎

是避免收录，所以仅就大陆地区而言，就有大量的此类“特有词语”被排除在外，如“中国共

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文化大革命( 文革) 、毛泽东思想、三讲、保先教育”等。但是，

即使如此，还是收了“邓小平理论、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四项基本原则”，此外还有“八荣

八耻、五个一工程、五讲四美”，如果再扩大一点范围，还有“臭老九、大跃进、插队落户、地方

粮票”等少数“历史词语”。
对这类词语的处理，恐怕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 如果一律不收，显然有违上述收词原

则，且在技术上也有问题 ; 如果“放开口子”，恐怕拿捏的标准和范围又成了一个很大

的问题。
就前一方面来说，这类词语大都是比较典型的“特有词语”，并且在某一时间范围内有

比较高的使用频率，就是作为“历史词语”，往往也是了解某地社会生活及其发展变化的

“关键词”。就技术层面来说，比如《词典》的释义中几次提到“文化大革命”，但是却未立

目，这显然不符合词典的一般释词原则，极有可能造成读者使用的不便。
就后一方面来说，比如既然收了“邓小平理论”，那似乎就没有理由不收“毛泽东思

想”，因为它们都曾经是一个时代的“主体思想”，并且似乎后者影响更大、持续时间更长;

收了“臭老九”，似乎也就没有理由不收在“文革”期间同样被打入另册，甚至“性质”更为严

重的“黑五类”“走资派”以及“牛鬼蛇神”等; 收了“五讲四美”，那么也应该收当时同样广

为流传的“五讲四美三热爱”以及“三要三不要”等。再推而广之，收了大陆的此类词语，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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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其他华人社区的同类词语( 各地自然都有一些此类词语，如党派、团体名称，重要的社会

思潮及政治事件等) ，是不是也应“一视同仁”?

我们的意见是，这类词语如果一个都不收，恐怕不现实。比较切合实际的选择可能是

适当多收一些，并且一定要充分考虑到客观性、必要性和均衡性。
2． 关于立目的必要性问题

如果说上一个问题是比较宏观的，那么以下将要讨论的则是比较微观的问题。
《词典》收“通宿生”一词，释义为“义同‘走读生’”，使用地区为大陆。对笔者而言，

“通宿生”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语言片断，我们也曾就它的使用情况进行过调查，结果显示在

1946 年至今的《人民日报》中没有用例; 在近 10 年的人民网( 共有包括《人民日报》《人民

日报海外版》《健康时报》《京华时报》《人民论坛》《时代潮》等 21 家报刊的全部数据) 中仅

有 1 例，在包括海量信息、“雅”“俗”兼收的百度新闻中也只有 11 例( 而含“走读生”的相关

新闻约 10． 5 万篇) 。
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是: 《词典》收词立目的依据是什么，是否经过词频调查? 仅就

“通宿生”来说，这一点显然是不明确的。
《词典》中还收了少量的网络词语，如“白骨精、斑竹、蛋白质、大虾、东东、骨灰级”等，

它们的必要性体现在哪里? 如果有必要性，那么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同类词语被收录?

此外，《词典》还收了“火柴、水果、手表、失恋、示爱”等常用词，如果连这样的词语都在

收录范围内，那么“酌收”的共有词语恐怕就不会是“少量”的了。
以下再从“词义”角度讨论收词立目的问题。
《词典》立“攻击”一条，释义为“〔动〕指击打”，使用地区标为大陆与新马。按，像“击

打”这样的意思，到底是“词典义”还是“语境义”? 我们趋向于后者( 《现代汉语词典》第 5、
6 版以及《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 1、2 版等均不收此义) 。

3． 关于收词的均衡性问题

前边讨论政治词语时，已经涉及这个问题。所谓均衡性，也可以理解为对应性，即收录

了某一个词语，与之相对应的另一个或多个词语一般也应收入。
这种对应性大致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某一言语社区内部的对应性，二是不同言

语社区之间的对应性。就我们所见，由于头绪繁多，《词典》在这方面确实有一些没有照顾

到的地方。
比如，《词典》立“三栖”一条，但是却未收与之同类且似乎更常用的“两栖”( 其实，就产

生过程来说，也是先有“两栖”而后有“三栖”的，后者是前者的仿词) 。《人民日报》有“三

栖”72 例，而“两栖”则有 1034 例，虽然其中多为“可水可陆”的本义，但是用于“比喻工作

或活动在两种领域”( 见《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 的也不在少数( 最起码要远多于 72 例) ，

比如下面一例:

而裴艳玲乃当今河北梆子和京剧两栖的戏曲表演艺术大家，素有活钟馗、活武松、活林冲之称。
( 2010—04—02)

另外，《词典》收了大陆作为构词成分的“嫂”，却未收相对应的“哥”，以及使用更多的

“姐、妺”等; 收“二把手”，未收“一把手”; 收“二线”，未收“一线”; 收“花冰( 花样滑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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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他大量的体育简缩词语却未收录。
再比如，《词典》收“带鱼”一词，使用地区标为大陆，另收“白带鱼”，标为前者的

异名词语，使用地区仅为台湾。这里很显然就有问题 : 如果其他地区也用这两个词或

其中的一个，那么就应该在使用地区中反映出来 ; 而使用地区没有反映，只能说明其他

地区另有别的词( 除非其他地区都没有这种鱼，而这是不太可能的 ) ，但是词典中却又

未能列出。还有“因特网”一词也是如此 : 使用地区仅标为大陆、新马泰，也未列一个

异名词语，更未立其他的词目，这样，一般的读者也就不知道如台港澳等地用的是什么

指称形式了。
其他的再如收“简体字”，却未收“繁体字”和“正体字”; 收“两文三语( 香港) ”，却未收

“三文四语( 澳门) ”。

二、关于字母词的问题

对于各种当代语文工具书来说，字母词都是无法绕开的一类词语，对于《词典》而言，自

然也是如此，并且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这个问题就显得益发重要和突出。然而，我们看

到，《词典》对字母词的处理似乎并不尽如人意，因而有必要进行一些讨论与分析。
1． 字母词进入规范词典的一般情况

对于当代汉语中日益增多的字母词，学术界许多人的态度有一个明显的转变，即由最

初的排拒，到后来的接受或基本接受，现在许多人都认可了字母词作为汉语词的资格。( 刁

晏斌 2011)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现有的规范词典开始较多地收录一些常用的字母词。以现

在最为通行的两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为例，《现代汉语词典》从 1996 年第 3 版开始后附“西

文字母开头的词语”，并且数量持续增加，由第 3 版的 39 条，到第 4 版的 142 条、第 5 版的

182 条、第 6 版的 239 条。《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沿用《现代汉语词典》的做法，也以“西文字

母开头的词语”为名，附在正文之后，第 1 版收 132 条，第 2 版收 150 条。
2． 华语中字母词的特殊性

与大陆的普通话社区相比，其他华语社区中字母词及其使用又有自己的特点，或者说

有其特殊性，概括言之，大致有以下几点: ［1］

第一，有些言语社区的字母词数量更多，比如香港和新加坡; 数量多往往也意味着种类

更多，其中有的还有明显的地方特色，比如《词典》中收录的“阿 head、阿 sir、低 B、开 O． T”
等，以及被邵敬敏( 2000) 称为“香港洋泾浜英语”的某些形式。

第二，在语言交际和表达中的重要程度有所不同，这一点，一方面由数量显示，另一方

面则主要由使用频率体现，比如在新加坡和香港，无论书面语还是口语( 特别是后者) 中，字

母词的使用频率都远高于其他社区。
第三，总体上差异较大、较明显，比如有同形异义( 如 CCTV 既指中国中央电视台，又指

闭路电视) 、同义异形( 如 IP—IP 地址) ，此外还有字母词与汉字词的差异、英文字母词与汉

语拼音字母词的差异，等等。
第四，有些字母词在各地的发展变化不平衡，由此而形成某些新的差异。比如，我们曾

经讨论过“OK、卡拉 OK、DIY”等的使用情况及其表义( 刁晏斌 2006a: 278—280) ，结果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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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已经与源语言中的意义和用法有了相当的距离，而同样的变化，在其他一些华语社区

中却并未发生，或者是没有那么明显。
因此，字母词是全球华语词汇中非常有特色的部分，因此理应引起《词典》编纂者们更

高程度的重视。
3． 华语词典的特殊性

我们理解，与一般的汉语语文工具书相比，华语词典有其特殊性，就与此处讨论内容相

关的方面而言，大致有以下两点:

一是收词范围的特殊性，即超越了单一言语社区的限制，而以整个“全球华语”词语为

对比、考察和收录的对象，因此要求有“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眼光、气度和魄力;

二是目标读者的特殊性，它以对全球范围内以华语为工具进行交际，或者是以华语为

目标语言进行学习的人提供帮助为目标，因此必须最大限度地考虑到读者所在区域的语言

实际和交际需求，以求有更强的针对性、更大的实用价值。
正因为有上述特点，所以余桂林( 2012) 指出，编纂华语词典的主要目的是方便华人社

区对华语的使用，促进沟通，增强了解。
如前所述，既然学者们已经承认字母词的汉语词语身份，那么它们就应该在华语

词典中有自己的地位，否则，如果不收或少收的话，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上述目的有所

影响。
4． 《词典》中存在的相关问题
《词典》比照上述两部规范词典，也以附录的形式收录“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一共收

录了 161 个。结合以上 2、3 两个方面的讨论，我们认为《词典》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名实不副。即如连晓霞( 2012 ) 所说，所谓“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应该指西文

字母与汉字相结合的词语，否则“开头”一词即没有意义，而实际上，这 161 个词语中有相当

部分都是全字母词。名实不副的另一种表现是“张冠李戴”: 《词典》所收 161 个字母词语

中还包括 6 个以阿拉伯数字打头的词语，即“360 度电影、3D、3G、3T、916 金、985 工程”，把

阿拉伯数字混同于“西文字母”，系明显失误。
其二，数量太少。《词典》不会定位为规范词典，所以自然也就不应该比照规范词典如

《现代汉语词典》( 即使比照《现代汉语词典》，所收条目也仅多于第 3 版和第 4 版，而少于

第 5 版和第 6 版) 。收词数量太少，对字母词的反映就不充分，具体地说，就是漏掉了一些

应该收录的字母词( 部分用例详下) 。比如，《词典》收了少数汉字打头的字母词，这或许还

是受了《现代汉语词典》“传统”( 收“阿 Q、三 K 党”) 的影响，所收的有“阿 head、阿 sir、低
B、卡拉 OK、开 O． T、开 band、开 p、考 G、落 D、夹 band、去 p、实 Q”等。其实，还有一些比较

常用且在不同言语社区有一定差异的此类字母词，比如仅“维生素”系列的就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维生素 E”，简缩式的“维 A、维 C、维 E”，以及全字母形式的“VA、VC、VE”等。

其三，自乱体例及给读者带来不便。主要表现有二: 一是未能立目，二是未能作为异名

词语列出。这主要是由于《词典》因仍上述两部规范词典的做法，把“西文开头的字母词

语”打入另册，不纳入词典正文所致。
比如，《词典》收“彩超”一词，释义为“‘彩色 B 超’的简称”，但是下边却未按惯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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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彩色 B 超’( × × × 页) ”，而是直接给出进一步的解释。因为后边的“彩色 B 超”未立

目，所以只能这样处理，由此就造成了自乱其例。
再如:“创可贴”的使用地区列为大陆，下边未列异名词语( “创可贴”在台湾称为“OK

绷”，《词典》“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中收此词，释义即为“创可贴”) 。“海盗版”下的异名

词语列“盗版”，未列“D 版”。“汉考”“汉语水平考试”分别立目，但是使用频率更高的

“HSK”却未列为异名词语。
另外，在《词典》的释义中，分别出现了“参 CD、参 DVD、参 DNA、参 SIM 卡”等，但是也

都未立目，或者是在异名词语中列出。
其四，不能准确反映语言运用实际。我们指的主要是，某些字母词本来在某地比同义

的汉字词语更为常用，但只是因为前者“长得不像”汉字词语，所以就或者根本不立目，或者

“打入另册”，而不在正文中作为异名词语收录，从而造成《词典》对语言运用实际反映的

“失真”。
比如，“闪存盘”下边列异名词语“闪盘 ( 大陆 ) 、大拇哥 ( 台湾 ) 、手指 ( 港澳 ) 、优盘

( 大陆) ”，未列“U 盘”。其实在大陆的实际使用中，以“U 盘”最为常用，《人民日报》中，

含此词的文章有 58 篇，人民网有 4469 篇，百度新闻的相关新闻约 176 万篇; 而“闪存盘”
分别是 14、380、15． 4 万 篇; “闪 盘”分 别 是 2、227、15． 7 万 篇; “优 盘”则 是 15、653 和

28． 3 万篇。
再如“重症监护病房”的使用地区标为大陆，另收异名词语“加护病房”( 港澳、台

湾、新马泰) ，此义大陆经常使用字母词语“ICU”或“ICU 病房”，二者与“重症监护病

房”在以上三种媒体中的使用情况分别是: 《人民日报》87 ∶ 64，人民网 2189 ∶ 1154，百

度新闻 66 ． 4 万 ∶ 32 ． 2 万。
《词典》编者应该也意识到了上述 3、4 这两个问题，所采取的补救措施是对在正文释词

中出现的字母词加星号标注。但是这也仅仅是补救措施，在正文中出现与在附录中出现，

其效果显然不会完全相同。

三、关于词语的解释与说明问题

我们把一个词条下边的所有内容统称为该词条的解释与说明。在这一部分中，准备讨

论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释义，二是使用地区，三是异名词语。
1． 释义
《词典》的释义有一些不够完善，似可进一步斟酌或补充。究其原因，可能比较复杂多

样，以下仅就与历时发展因素相关的问题举例说明。比如:

赤脚医生 〔名〕指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基层的医务人员，因亦农亦医，经常下田劳动，

故称。

按，这一释义基本来自《现代汉语词典》( 《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的释义是“20 世纪六

七十年代指农村里又务农又行医的医务工作人员”) ，然而两个释义中“指”的位置不同，意

思也有所不同。按《词典》的释义，“赤脚医生”只指那个时代的农村基层医务人员，因此应

该是一个“历史词语”，但实际上它直到今天仍在使用，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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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青县，好人扎堆。为了让身体不好的母亲不孤单，“大孝儿子”张强 9 年来坚持带母亲谈生

意; 为了让乡亲们看得起病，“大仁村医”周桂祥放弃外地优厚待遇甘当赤脚医生。( 《人民日报》
2012—08—06)

之前，全县不少大药房和赤脚医生私自开设诊所，边卖药边治病。( 同上 2004—08—30)

按，《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虽然仍不完备，但起码明确了此词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的所指，这一点是没有错的。
再比如“快递”一词，《词典》列两个义项，义项一是名词，为“特快专递”的简称( “特快

专递”条下释义为“专门递送时间性特别强的邮件的快速寄递业务”) ，义项二为动词，即通

过“特快专递”服务递送。
按，在当今的使用中，“快递”经常用于邮政业务以外，此时并非“特快专递”的简称，表

示的是“快速递送”义，例如:

前者大多采用自营的方式，自己建仓库，直接卖东西，当当书店、卓越网等都是如此，由于缺乏一

个成熟的覆盖全国范围的物流体系，主要委托形形色色的快递公司或邮局承送商品，很难避免交货

延迟的现象。( 《人民日报》2003—06—20)

如果用作名词，大致就是指由快递公司提供的服务了，例如:

此外，洗衣、彩扩、快递、报刊、快餐、家政以及网上或电话购物等多种便民服务也是便利店的增

值服务项目。( 《人民日报》2003—05—09)

以上两例中，前一例“快递”与“邮局”并列，而后一例中“快递”则是便利店提供的服

务，显然用的都不是《词典》的释义。
其实不仅在大陆，其他地区也有此用法，以下是台湾的用例:

为了展现玉荷苞的新鲜快送服务，杨县长当场将集合九十九颗玉荷苞的“爱荔九九”花束，交给

直排轮族，快递送至高雄。( 《自立晚报》2004—05—04)

按，此例前用“快送”，后用“快递”，二者表义相同。
此外，“快递”还经常用于抽象事物或动作，这也体现了此词使用范围的扩大，例如:

人民网短信平台( sms． people． com． cn) ……针对年轻用户，推出影视娱乐、幽默笑话、图片、铃声、

言语传情; 此外，还设有气象信息、新书快递等生活实用信息。( 《人民日报》2003—01—28)

仅在《人民日报》中，就有“文化快递、背景快递、北京快递、新作快递、时讯快递、文博

快递、心语快递、法制快递、警务快递、信息快递、时尚快递”等栏目，用的显然也不是《词

典》的释义。
以上意义及用法，有必要补入《词典》中。
2． 使用地区

余桂林( 2012) 曾经列举了《词典》的三个创新之处:

一是通过设置“使用地区”栏，注出每个词语的使用地区，方便读者了解词语的主要使

用地区;

二是通过设置“异名词语”栏，显示华人社区有差异的词语，指出同一事物或现象在不

同社区的不同说法或写法;

三是通过设置“知识窗”栏，反映华人社区之间用词用语的相互影响和吸收，体现出汉

语的影响力和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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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个方面中，最切合全球华语及其使用的是前两个方面，因此它们的设置意义重

大，当然难度也很大，并且涉及的头绪太过繁杂，所以出现各种问题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一些。
我们曾对《词典》中使用地区未标大陆的所有词语进行过较为细致的考察，发现有

近 200 个词语漏标大陆，如“齿科、冲凉、处方单、传译、船程、打工皇帝、到案、盗刷、豆

奶、钢管舞、高官、楼花、家私、流行榜、容积率、饲料鸡、投资移民、现金卡、消费税、营养午

餐、泳客”等。为了使我们的考察与叙述尽可能地客观、准确，我们选择《词典》开编的

2005 年前后的语料，以《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为主要语料，辅以人民网近 10 年来的全

部资源，以及百度新闻的部分资源，我们的基本标准是，确定一个词语在大陆也有使用，

一是《人民日报》2005 年前后有不止一个用例，二是同期或大致同期的人民网中有较多

的用例，三是百度新闻中有更多的用例。我们认为，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应该是比较可靠

的。
比如“嗜好”一词，《词典》释义为:“〔名〕爱好。不含贬义。”下边使用地区仅标为新马

泰。但仅就大陆而言，“嗜好”应属于常用词( 仅《人民日报》就有 713 个用例) ，并且也多不

含贬义，在台港澳以及其他海外华人社区也都比较常用。［2］

我们对《人民日报》含“嗜好”的前 20 篇文章进行抽样调查，共有 22 例，用于“不好”方

面( 即含贬义) 的仅 3 例，其他均不含贬义。另有 4 条以“不良嗜好”形式出现( 全部 713 篇

含“嗜好”的文章中一共有 94 篇含这一形式) ，这是非常能说明问题的: 如果是贬义的话，

那就不应该再与“不良”共现了，而能与之共现，正表明“嗜好”本身是中性的。
以下是《人民日报》的中性用例，我们名词、动词各举一例:

1911 年，商标设计者为了迎合亨利·福特喜爱动物的嗜好，就将英文“Ford”设计成为形似奔跑

的白兔形象。( 2005—10—31)

俄罗斯人喜食鱼子酱，日本人嗜好生鱼片，法国人爱吃蜗牛。( 2007—12—19)

台湾的情况与大陆基本相同，比如下面一例:

当然可以投入正当的兴趣及休闲，培养个人的嗜好，这不是不务正业，更不是罪过。( 《自立晚

报》2006—03—12)

不仅《词典》在不少词语的使用地区项下漏收大陆，也有一些漏收台湾及港澳地区的情

况( 以上“嗜好”就是一例) ，只是因为我们对上述地区的语言使用情况不是特别了解和熟

悉，因此没有做更深入细致的调查。
此外，由于漏收使用地区，也使《词典》的编纂者有可能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关于

这一点，我们下边再讨论。
3． 异名词语

与上一小节讨论的漏收一些词语的使用地区相仿，异名词语方面存在的一个比较严重

的问题，即漏收一些较为常用的异名词语。王世凯、方磊( 2012) 提到，有一些比较常用的异

名词语没有收录进来，包括异说和异写两种情形，例如“出风头( 大陆) —出锋头( 台湾) ”
“海归派( 大陆) —海龟派( 台湾) ”“公元( 大陆) —西元( 台湾) ”等。我们也发现不少异名

词语当收而未收的情况。
比如，《词典》收“消防栓”一词，释义为: “〔名〕消防用水管道上的一种可以开关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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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供救火时接水龙带用。”使用地区标为大陆、台湾，异名词语列“灭火喉( 港澳) 、消防喉

( 港澳) ”。
按，这里大致有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大陆另有“消火栓”一词，《词典》漏收。查《现代汉语词典》，收“消火栓”而未收

“消防栓”。前者的释义是“消防用水的管道上的一种装置，有出水口和水门，供救火时接

水龙使用”，可见正与“消防栓”同义。
《人民日报》中，含“消火栓”的文章有 101 篇，而含“消防栓”的 83 篇，前者多于后者，

这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现代汉语词典》收前者而不收后者的部分理由; 扩大考察范

围，人民网中含“消火栓”的文章 1055 篇，“消防栓”1031 篇，也是前者略多于后者; 再进一

步扩大范围，在百度新闻中，含“消火栓”的相关新闻 29． 6 万篇，含“消防栓”的 30． 1 万篇，

后者略多于前者。以上数字说明，不收异名词语“消火栓”，是不妥当的。
其二，“消防栓”的异名词语只列出两个，使用地区均标为港澳，由此人们可能会问: 其

他地区( 如新马泰) 有无异名词语? 如果没有，那么上述三个同义词语所标注的使用地区就

不应仅仅为大陆、台湾和港澳; 现在所有的异名词语下均未标明上述四地以外的其他地区，

则说明其他地区一定另有别的异名词语( 除非其他地区没有这种东西) ，但是《词典》中却

并未列出，前边提到的“带鱼”和“白带鱼”也是如此。
仅就大陆地区而言，当收而未收的异名词语确实有不少，再比如“银屏”，下边未列“荧

屏”和“荧幕”，而《现代汉语词典》三词并收。
如果再加上一些技术性的失误，这种情况可能就更多了。例如: “入座率”，释义为

“〔名〕上座率”，但却未在异名词语中列出后者( 通常情况下都是列出的) 。

四、相关的几点思考

1． 关于语言观问题

语言观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不是本篇文章所能谈清楚的，这里只就其中与《词典》编

纂密切相关的两个方面，来做一些讨论和分析。
一是规范观的问题。近年来，人们对语言规范观的认识有了巨大的进步，刁晏斌

( 2006b: 114 ) 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由刚性观到柔性观，由静态观到动态观，由一元规范

( 语言规范) 到二元规范( 语言规范与言语规范) ，建立了语言规范的层次观和服务观。此

外，针对华语及其规范问题，人们也有一些认识和表述，如陆俭明( 2005 ) 的“大华语”，徐

杰、王惠( 2004) 的“宽式国际华语”等。
我们认为，上述规范观的发展与进步，理应在语文工具书，特别是华语工具书中有所反

映和体现，我们在编纂这些工具书的时候，可能首先要面对一个观念转变的问题。
《现代汉语词典》在第 6 版修订时，不收有歧视性的“剩女”等，或许有它的道理，但是

如果把这一观念沿袭到《词典》中，可能就并不一定合适了。比如，《词典》中“妈咪”的释义

有二，其一为“妈妈”，使用地区标为港澳、台湾、新马泰; 其二为“夜总会、舞厅或酒吧的女

领班或女老板，也指鸨母”，使用地区标为港澳、新马泰。按，此二义在大陆地区均有使用，

《词典》漏收，以下各举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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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幼儿画报》从月刊改为半月刊，并确立了“情商提高，智商培养，幼儿综合素质全面提

高”的新办刊理念;《幼儿画报》随刊赠送《时尚好妈咪》和《多元智能游戏书》。( 《人民日报》2002—
12—03)

对设立陪侍女客厅( 房) 或者有“公关经理”“妈咪”组织介绍陪侍女的，将视为情节严重的违法

违规行为，要加以重处同时吊销营业执照。( 同上 2001—10—15)

上文提到，《词典》中有将近 200 个词语在使用地区项下漏收大陆，有一些就与此有关，

除“妈咪”外，再如“性工作者、性侵、性侵犯、买春、卖春、基、色诱”等。
二是发展观的问题。
早在 20 世纪末，就有人提出“语言的各个历时都是在一定的共时里的，各个共时又都

是在一定的历时里的”( 于根元 1999: 359 ) 的观点，而张普( 2001 ) 也明确说道，“就语言的

发展而言，历时中包含有共时，共时中包含有历时”。我们认为，这就是当今人们在语言发

展观方面取得的重要认识之一，并且这一点与一般的语文工具书，特别是华语工具书编纂

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郭熙( 2006) 指出:“我们过去更多的是静态地观察汉语，忽略了变化中的汉语。”这一

点在《词典》中恐怕也有一定程度的体现，比如上文所举“赤脚医生”与“快递”在释义上的

不足，大致就是如此。
2． 关于《词典》的定位问题

关于《词典》的定位，它的“前言”中说: “《全球华语词典》是一部描写性的词典。本词

典尽可能记录各地有特色的词语和词义，尽量将某些词语在各地的不同说法加以对照，以

便于华语使用者的沟通。”从这段话中，可以提取以下三个关键词: 描写、对照、沟通，前两个

大致是手段，而后一个则是目的。
针对以上表述，冯学锋( 2011) 进一步补充道: “《全球华语词典》既是一部描写性的词

典，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规范性词典。强调实录的‘描写性’是词典的编撰手段，而‘规

范性’则反映了词典须客观反映语言事实这一编撰要求。”这句话进一步突出和强调了客观

反映语言事实，另外还指出了描写的“实录”性质。
以上定位首先应该在《词典》的收词上反映出来，梁冬青( 2006) 说:“编纂华语词典，决

不能只把国内现代汉语词典与华语特有条目简单相加。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具有华语特点

的词语和例句，是华语词典编纂的基础。”笔者非常赞同这一观点。我们认为，《词典》既不

同于现代汉语的规范词典，又不同于一般的当代汉语新词语词典，大致应该是介于二者之

间，更多地糅合二者因素的一种新型工具书。基于这一认识，在收词立目方面就有以下两

个要点:

第一，与规范词典相比，可以适当( 甚至较大幅度地) 放宽收词标准，比如“政治”标准

( 如前述的“政治”类词语) 、“道德”标准( 如上举的“妈咪”之类) ，以及时间标准( 酌收一些

新词语) 、类型标准( 如字母词语) 等。
第二，不必( 实际上也不可能) 像某些新词语词典那样几乎逢词必录。比如周清海

( 2002) 认为，新加坡华语词汇中约有几千条词语和大陆普通话的有差异，这些显然不可能

一一收录，一是词典的篇幅不允许，二是也没有必要。那么，收哪些不收哪些，就是一个非

常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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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两个亟待加强的方面

上述词语解释与说明方面存在的几个问题，基本都与以下两个方面的不足有直接的关

系: 一是各方面的沟通与协调，二是语料方面的基础和条件。所以，我们认为这两个方面亟

待加强。
先看第一个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华语社区众多，由此决定了全球华语词典的编者

不可能是某一个人或几个人，而必然是一个地区覆盖面尽可能大、人数较多甚至很多的群

体，这样，在编纂的过程中，有效的沟通和协调就变得非常重要，并且应该贯穿在每一个环

节中。比如字母词，各地应根据事先定好的标准提供一个最低限度的词表，然后去掉各地

相同的部分，再进一步斟酌损益、综合平衡，方可编纂词条。如果有了并且严格按这样的操

作规程进行操作，上述问题基本就可以避免。由此推而广之，用于整个词典的编纂，我们相

信上述各方面的很多问题也都可以避免。如前边所说“两难”的存在，很大程度也是因为参

编各方沟通协调不够，而这涉及另外的工作思路和流程: 比如就“互联网”来说，可以而且应

该先确立一个“参照词”，然后大家分头考察并确定各地与之相对应的不同指称形式，汇总

后再去同存异，上述的问题自然也就不会出现了。
再看第二个方面。就笔者所知，《词典》的编纂，并非是在大规模语料库的基础上进

行的，正因为如此，某些问题的出现( 如漏收使用地区和异名词语等) 就几乎是不可避免

的了。当今，语料库语言学方兴未艾，语料库方法在现代语言研究中已经越来越显示出

其重要性，其应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对词项的搜集、比较、注释和分类，进行辞

书的编辑”( 黄昌宁，李涓子 2002 : 167 ) 。近年来，已经不断有人提出利用计算机辅助辞

书编纂和修订的问题，并且也已经有了比较成功的实践。( 刁晏斌 2008 ) 进行全球华语

词典的编纂，一是应该建立和全面使用大规模实时更新的动态语料库，二是可以利用各

种媒体的数据库，就后一方面来说，如本文所用的《人民日报》、人民网以及百度新闻，就

基本可以作为大陆地区共时与历时语料库使用，而世界各地大致也都有自己的华文媒

体，因此也都可以充分利用。
4． 对“全球华语大词典”以及相关工具书的期许

目前，在《词典》基础上的“全球华语大词典”的编纂工作已经启动，我们期待着这样一

部规模更大、水平更高、质量更好的工具书早日面世，在此表达我们的几点期许:

第一，“全球”名副其实，考察及取材范围更广，及于每一个华语社区，真正实现对全球

华语的全覆盖。
第二，“大”名副其实。从宏观角度来说，能够真正体现大的视野、大的气魄; 在微观层

面，希望能在《词典》的基础上有一个新的飞跃: 比如收词更多、释义更全、使用地区和异名

词语更加详尽。
第三，内容更加完备。比如对字母词进行合理的处置，注音及释义等更加准确地反映

各地的语言运用实际，“知识窗”的内容更加丰富，等等。
第四，有更多的衍生产品。在这方面，大致可以有两个角度和思路: 一是着眼于全球

范围，可以开发一些不同品种的全球华语词典，比如全球华语学习词典、全球华语专科术

语词典、全球华语外来语词典等; 二是着眼于某一华语社区，由此可以开发一些立足于某

地的全球华语词典，比如适合中国大陆读者使用的全球华语词典，适合新加坡读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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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球华语词典，等等。前者用缩小范围来换取描写颗粒度的进一步细化，同时在保证

词典实用性的前提下提高它的研究性; 后者在内容的取舍、词条的确定( 如主条、副条的

确定) ，乃至释义的体例、所用语言以及风格等方面，应更多地考虑当地读者的阅读和接

受习惯，以及当地的社会及政治、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特殊性，从而获取更强的针对

性和更佳的实用性。

附 注

［1］ 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此处只是约略言之。
［2］《词典》“嗜好”的释义应当是受了《现代汉语词典》的影响，其第 5 版释为“特殊的爱好( 多指不

良的) ”，第 6 版未做改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未加感情色彩的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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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n Definitions in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Fu Huaiqing

Abstract: Discussions on definitions in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definition of this dictionary． However，several articles that question the definition of this dictionary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show the authors' one-sided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and application of definition in general-purpose dictionaries． This article is a specific
discussion in this aspect．
Key words: general-purpose dictionary，definition，semantic feature

Ｒeflections on the Making of Dictionaries of Chinese:
Ｒeading Notes on The Global Chinese Dictionary

Diao Yanbin

Abstract: The Global Chinese Dictionary is a new reference book with prominent features，but it
also has some weaknesses．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se weaknesses from three aspects，i． e． entry
inclusion and institution，treatment of letter words，and entry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ons． On this
basis，it also puts forwards some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First，the linguistic views，mainly
views on dictionary norm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should be adjusted and updated; second，such
a dictionary should incorporate the features of both standard and neologism dictionaries; third，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enh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and construct and use corpora;
fourth，great expectations should be given to the production of more reference books based on The
Global Chinese Dictionary，which are“large”in size，and more comprehensive in content．
Key words: The Global Chinese Dictionary，Chinese，dictionary，dictionary making

Comprehensive，Cutting-edge，Detailed，Practical:
A Ｒeview of A Study of English Learners' Dictionaries

Hu Huili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A Study of English Learners' Dictionaries，an important book in
learners' dictionary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which demonstrates the comprehensive academic
visions，the cutting-edge ideas in lexicography，the detailed textual analysis and the practical
attitude of the three authors． It also points out that，while focusing on definitions in learners'
dictionaries，the book also covers examples，collocations，semantic prosody，grammatical infor-
mation，pragmatic information，illustrations，users' perspective，corpus application，etc． ，which
are of use to dictionary researchers and users．
Key words: A Study of English Learners' Dictionaries，review，English learners' dic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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