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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民国时期是我国现代汉语词典的初创时期ꎬ为新中国的词典编纂和词典学建设打下了坚实基

础ꎮ 民国时期的现代汉语词典编纂出版阶段共分为转型初创、缓慢发展和曲折前行三个阶段ꎬ所出版的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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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编纂是古今汉语词汇转型中的集中反映ꎬ推动了现代文化建设和语言建设ꎬ在与社会、读者进行有效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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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ꎬ新旧文化正值交替之际ꎬ辞书承担

了整理传统和吸收新知的职责ꎬ在我国辞书史上

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ꎬ被称作我国汉语语

文词典现代新兴时期[１—２]ꎬ这一时期词典的发展

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知识的传播ꎮ 截至目前ꎬ学
界对民国辞书史和民国时期现代新型词典编纂状

况的专题研究相对薄弱ꎮ 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ꎬ
我们通过工具书索引(如«中国工具书大辞典(正
续编)»«民国时期总书目(语言文字分册)» «八
千种中文辞书类编提要»等)、网络数据库(如“读

秀学术搜索”“民国文献大全数据库”“中国国家数

字图书馆”)、旧书网站(如“孔夫子旧书网”“中华

古玩网”)等不同渠道对民国时期现代汉语词典的

出版信息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采集、甄别与整理ꎬ最
终建成“民国时期现代汉语词典数据库”(以下简

称数据库)ꎮ 本数据库共搜集词典 ７３ 部ꎬ分为语文

百科兼收的综合词典、以语文性词语为主的普通词

典、专门描述词语某一侧面专项词典和专门描述

“某类语言现象和语言活动”的专用词典四种类

型[３]１１０ꎬ不同年份和类型的词典出版情况见图 １ꎮ

图 １　 民国时期现代汉语词典出版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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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民国时期现代汉语词典年度出版
概况

　 　 在古代传统小学学术环境下ꎬ我国辞书编纂

以解经读经和填词作赋为主要目的ꎮ 注音以字注

字、释义征引考源、例证罗列书证、部首或义类编

排ꎬ竖排加注ꎬ专注经典辞句ꎬ脱离语言实际ꎬ不尚

口俗等特点难以适应新旧文化转型期的语言实

际、国民教育和社会需求ꎮ 在现代语文运动的推

动下ꎬ现代汉语的词典编纂工作也开始寻求变革ꎬ
“以求适于社会之用” [４]ꎬ“适用于民国” [５]ꎮ

(一)现代汉语词典的转型初创阶段(１９１２—
１９２０)

自传教士入华和鸦片战争以来ꎬ中西学人新

型辞书编纂ꎬ尤其是汉外双语辞书和专科、百科辞

书的编纂一直在持续推进ꎬ欧美和日本代表性辞

书的成功经验也影响着进步国人对我国传统辞书

的反思和对新型辞书编纂的探索ꎮ 汪荣宝、叶澜

的«新尔雅»(１９０３ 年)、章太炎的«新方言»(１９０７
年) 均为留日期间所作[６]缘起ꎬ «新字典» ( １９１２
年) [６]缘起、«辞源»(１９１５ 年)的诸多编者也大都有

旅日访欧的经历ꎮ 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

高凤谦曾述其兄高而谦“为余言欧洲训蒙之书乃

依学生之年龄特别编辑ꎬ材料如何完具ꎬ程度如何

适合ꎬ其所谓字书者则合单字成语而成ꎬ种类如何

繁多ꎬ检查如何便利ꎬ余闻而私慕之” [６]缘起ꎮ 陆尔

奎亦言其“友人有久居欧美、周知四国者ꎬ尝与言

教育事ꎬ因纵论及于辞书ꎬ谓一国之文化常与其辞

书相比例充补知识者莫急于此” («辞源»说
略)ꎬ欧美和日本现代辞书的编纂活动推动了进

步国人对汉语语文辞书现代化思考ꎬ体现出新型

汉语辞书编纂的急迫性和必要性ꎮ
民国政府的成立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激

发了进步人士改良国运、参与变革、启蒙大众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ꎬ新型教科书和工具书不断涌现ꎬ新
型词典也在新思想新理念的指导下得以创制ꎮ 这

一期间共出版词典 ６ 部ꎬ始创维艰ꎬ数量不多ꎬ但
影响深广ꎬ如«南通方言疏证» (１９１３ 年)为民国

时期第一部方言词典ꎬ显示出民初学人对地域方

言俗语的重视ꎻ«辞源» (１９１５ 年)为古今文化转

型期汉语词典编纂的杰出代表ꎬ始创汉语词典基

本体例ꎬ为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提供了丰富经验ꎻ
«国文成语辞典»(１９１６ 年)为现代汉语普通语文

词典的首次尝试ꎬ体现了明确的读者意识ꎻ«新名

词训纂»(１９１８ 年)首次对近代日源新词进行分类

整理ꎬ对汉日同形词作对比汇编ꎬ为新词语专用词

典的编纂提供借鉴ꎻ«作文类典» (１９２０ 年)将 ２
万余条新旧词语按现代义类体例编排成册ꎬ逐步

向现代语义专项词典发展ꎮ
截至 １９２０ 年ꎬ虽因时代及学术条件的限制ꎬ

汉语词典编纂在检索、注音和释义、举例等方面仍

未完全脱离传统辞书的窠臼ꎬ但作为文化产品的

辞书ꎬ其创新过程本就充满了吐故纳新的不断尝

试ꎮ 这一期间现代汉语词典的基本体例和类型已

大致廓定ꎬ大型综合性词典、中型普通语文词典、
专门词典中的方言词典、新词语词典和义类词典

等不同词典类型都已陆续出版ꎬ为后期词典编纂

打下了坚实基础ꎮ
(二)现代汉语词典的缓慢发展阶段(１９２１—

１９３７)
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逐渐进

入到全盛时期ꎬ现代文学思想、语文政策、语言观

念和教育实践上的一系列改革ꎬ尤其是语文现代

化运动中所发生的语言共同化、文体口语化、文字

简便化和注音字母化变革[７]２ꎬ都推动着辞书编纂

理念和实践的发展ꎮ 对基本教学词汇的调查ꎬ民
族共同语词汇的整理ꎬ文学创作和语言表达的口

语化ꎬ汉字注音的符号化ꎬ汉字简化、横向排版与

新式标点的推广ꎬ以及汉语语法和词义研究的深

入都对本阶段的词典编纂产生了积极影响ꎮ
这一期间共出版词典 ４１ 部ꎬ在数量上有所突

破ꎬ类型也更加丰富ꎬ体例也更为成熟ꎬ代表性词

典如:«注音新辞林» (１９２１ 年)以民国教育部公

布的老国音方案为标准ꎬ是最早采用注音字母为

词典条目系统注音的现代语文词典ꎮ «(平音国

音对照)国语辞典»(１９２２ 年)专收北京话中的常

用词语ꎮ 国音京音对照注音ꎬ口语释义ꎬ推动了新

国音标准的制定和辞书收词释义的口语化ꎮ «国
语普通词典»(１９２３ 年)是我国第一部全书采用横

排编写和新式标点ꎬ国音注音、白话释义、体例完

善的普通语文词典ꎮ «虚助词典» (１９２３ 年)是民

国时期对双音节虚词加以释义举例的首部虚词语

法词典ꎮ «王云五大辞典»(１９３０ 年)是按新创检

字法编排ꎬ为部分字词标注词性的综合性中型词

典ꎮ «字辨»(１９３３ 年)将单字和词语辨析分类编

排ꎬ从形音义方面用不同角度对“习惯读讹写别

者ꎬ示以各个读音与写法” “为普通一般人之辅

导” [８]编辑大意ꎮ «学生小辞汇» (１９３７ 年)所收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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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育部颁布之«国音常用字汇»及«标准语大

词典»为蓝本” [９]邹懋序ꎬ单字标明词性ꎬ并按词性分

布义项ꎬ是较早按条目语法性质编排义项的词典ꎮ
«标准语大辞典»(１９３５ 年)是国语运动推广中汉

语规范词典的早期代表性成果ꎬ而«国语辞典»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则代表了国语运动在词汇整理、词
典编纂方面的最高成就ꎮ «辞海» (１９３６ 年)是继

«辞源»之后又一部代表性大型综合词典ꎬ«中山

大辞典»则是计划“仿«牛津大字典»之例”“十倍

于«辞源»” [１０] 的巨型综合词典ꎬ惜因战乱ꎬ只在

１９３８ 年出版了«中山大辞典“一”字长编»而已ꎮ
这一阶段的词典出版借鉴了前一时期的编纂

经验和新时期的语文建设工作继续开拓创新ꎬ后
出专精ꎮ 在大型辞书出版方面ꎬ中华书局克服重

重困难力推«辞海»ꎬ商务印书馆在总经理王云五

的带领下着手编纂规模更为宏富的«中山大辞

典»ꎮ 普通语文词典的编纂比前一阶段更为成

熟ꎬ在国语教育的推进下ꎬ国语类学生词典成为各

出版机构竞相为之的主要类型ꎬ同时也成为新式

辞书编纂理念和方法的试验场ꎬ从选词、注音到编

排检索均有所创新ꎬ标准语规范词典受到重视ꎮ
同时专门词典的类型和数量也得到不断丰富ꎬ虚
词词典和字词辨析词典也得以出版ꎬ进一步推动

了汉语词典编纂工作的发展ꎮ
(三)现代汉语词典的曲折前行阶段(１９３８—

１９４９)
因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ꎬ前一阶段词典编纂

的良好发展态势遭到严重破坏ꎬ出版机构被毁被

迁ꎬ纸张生产已无法满足印刷需求ꎬ辞书的编纂规

模和影响范围也受到严重制约ꎮ 在大型词典出版

方面ꎬ在初版 «辞源» 的基础上ꎬ商务印书馆继

１９３１ 年出版«辞源续编»之后ꎬ“专收新名”“融贯

新旧” [１１]说例ꎬ１９３９ 年又出版 «辞源正续编合订

本»ꎬ“依次合并ꎬ并放大版本ꎬ订成一册”“为阅者

检查便利” [１２]说明ꎬ反映出大型词典在编修增改中

的最新成就ꎮ 但即便如此ꎬ超大型«中山大辞典»
也因“八一三沪战突发ꎬ纸版铅字尽毁” “经费支

绌”“人事倥偬ꎬ不遑宁处” (编纂«中山大辞典»
之经过) 等缘故ꎬ 致使 “ 编 纂 处 中 途 停 办 ”ꎬ
“«“一”字长编»移港重排” [１０]ꎬ其他小型出版社

的境遇更是步履维艰ꎮ
这一阶段共出版词典 ２６ 部ꎬ不同类型的词典

均有出版ꎬ出版机构也更为多元ꎬ中华书局«中华

国语大辞典»(１９４０ 年)是一部“收集标准地日常

习用的辞语四万余条” [１３]编辑大意的普通语文词典ꎻ
世界书局«词典精华»(１９４７ 年)是一部收录各类

词语 ２.５ 万余条的综合词典ꎮ 此外ꎬ奔流书店«学
生(求解、作文、成语、辨字) 四用辞汇» ( １９４２
年)、亚东图书馆«学生白话大辞林» (１９４３ 年)、
中央书店«大众小辞林» (１９４５ 年)、新中国书局

«(写话求解)两用字典»(１９４９ 年)均为普通语文

词典ꎻ启明书局«启明辞林»(１９４０ 年)、青光书局

«辞渊» (１９４８ 年)为综合词典ꎻ重庆旅行指南社

«重庆方言»(１９４２ 年)、商务印书馆«王云五新词

典»(１９４３ 年)则是方言词典、新词语词典的代表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本阶段的部分出版机构、词典

编者在政治思想方面开始逐渐倾向以共产党为首

的民主进步力量ꎬ因而在词典编纂宗旨方面ꎬ他们

的服务对象也自然以工农大众和解放区群众为

主ꎮ 如桂林文化供应社是在周恩来的建议下ꎬ胡
愈之联合老同盟会员李任仁于 １９３９ 年创办的一

个文化出版机构ꎻ裕民印刷厂的前身为 １９４１ 年创

办的晋冀鲁豫边区印刷厂ꎻ河间冀中新华书店源

于 １９３７ 年在延安成立的新华书店ꎻ吉林新中国书

局即东北光华书店、大众辞书编译社等都是以共

产党为主力领导的出版机构ꎮ
早在 １９３３ 年生活书店出版顾雄藻«字辨»

时ꎬ就明确提出“为小学教师、中学生及曾经中小

学校毕业之农工商各界” [８]编辑大意而编ꎻ上海中央

书店 １９４５ 年出版的姚乃麟«大众小辞林»的出版

宗旨就是为了“完全适合于一般民众和中小学生

检查单字和词义之用” [１４]凡例ꎮ 及至本阶段出版

的新词语词典更体现了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目的ꎬ
共产党员王穆夫主编«国民辞典»(桂林文化供应

社 １９４１ 年)、胡济涛和陶萍天主编«新名词辞典»
(春明书店 １９４９ 年)、 «新辞典» (裕民印刷厂

１９４６ 年)的编者筱铮和(皇甫)束玉等也是共产党

员ꎮ 此外还有培之和刘坚«新编小辞典»(河间冀

中新华书店 １９４７ 年)、大众辞书编译社«新名词

学习辞典»(大众辞书编译社 １９４９ 年)、周如晖等

«新名词学习辞典» (上海星潮出版社 １９４９ 年)ꎬ
等等ꎮ 词典收词“以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一

般习见的名词为限”ꎬ“再还有解放区已流行的名

辞” [１５]序ꎬ“凡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ꎬ封建主义ꎬ
官僚资本主义宣传的名词概所不采” [１６]凡例ꎬ释义

方面“根据进步的立场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的思想为观点” [１６]凡例ꎬ“求得各种词类的解

释ꎬ通俗易懂ꎬ特别要求解释得正确ꎬ使得对于树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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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革命观点、阶级观点要有帮助” [１５]序ꎬ“有异于

一般在解放前出版或编辑的党派性立场模糊的同

类性质的辞典” [１６]凡例ꎬ这些词典的出版有力地推

动了无产阶级进步思想的传播ꎬ也为新中国的辞

书事业培养了人才ꎮ

　 　 二、不同类型词典的编纂状况与特点

(一)综合语文词典编纂情况

自晚清洋务运动以来ꎬ新学词汇不断出现ꎬ以
“词”作为主要收录对象且新旧词汇、语文百科兼

收的综合性语文辞书编纂与出版受到特别重视ꎮ
民国时期共出版综合性语文词典 １１ 部ꎬ占现代汉

语词典总数的 １５ ０７％ꎮ 在我国现代辞书发展史

上ꎬ首先打破传统字书和雅书体例“空前的第一

部” [１７]辞书为商务印书馆 １９１５ 年版陆尔奎主编

的«辞源»ꎮ 该书集多种创新性要素于一身ꎬ依部

编排、字词兼收、以字率词、专注释义、区分义项、
列举书证、前言附录一应俱全ꎬ其“首创的系统的

体例ꎬ是中国独有的辞书体例ꎬ«辞源»以后的汉

语辞书所用的基本编纂原则ꎬ尽在其中了” [１７]ꎬ奠
定了我国现代汉语词典编排的基本体例ꎬ为大型

语文辞书的编纂提供了典型蓝本ꎮ １９３６ 年出版

的«辞海»是继«辞源»之后出版的第二部大型综

合词典ꎬ该书由舒新城等主编ꎬ中华书局出版ꎬ延
续«辞源» 编纂体例ꎬ收列单字 １３９５５ 个ꎬ语词

２１７２４ 条ꎬ百科词目 ５０１２４ 条ꎬ总计 ８５８０３ 条ꎬ７００
多万字[１８]８７ꎮ «中山大辞典»旨在“仿«牛津大字

典»之例ꎬ不仅解释意义ꎬ并表明各字各辞之历

史”ꎬ计划“收单字约六万ꎬ辞语约六十万” “十倍

于«辞源»” [１０]ꎬ但因战时原因ꎬ只出版了«中山大

辞典“一”字长编»(１９３８)ꎬ收“一”及“一”字打头

词语 ５５６５ 条ꎬ体例宏富ꎬ至今难有超越ꎮ
在«辞源»«辞海»等大型辞书的影响下ꎬ还出

版了一系列中型综合词典ꎬ如商务印书馆 １９２４ 年

出版的«(国音白话注)学生词典»ꎬ选词立足教

材ꎬ释义偏重白话ꎬ专供“国民学校(三年以上)和
高等小学校的儿童在自力读书的时候检查用

的” [１９]编辑大意ꎮ 中华书局 １９２５ 年出版的«新式学

生辞林» 收 “应用方面及科学方面之普通名

词” [２０]编辑大意３ 万余条ꎬ白话释义ꎬ区分义项ꎬ配有

少量例证ꎮ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０ 年出版的«王云五大

辞典»按“四角号码检字法”编排ꎬ收字 １ 万左右ꎬ
词语 ５ 万多条ꎬ白话释义ꎬ部分条目标注词性ꎬ以
“供高中以下高小以上程度一般人的参考” [２１]序ꎮ

世界书局 １９３６ 年出版的«(大众实用)辞林»按

“八部检字法”编排ꎬ纵向两栏ꎬ横排编写ꎬ白话释

义ꎬ多义字词按引申顺序排列ꎬ次年在其基础上缩

编出版了«中学生辞林»ꎬ单字按义项标明词性ꎬ
字头下先列“齐脚字”ꎬ即逆序词ꎬ再根据正序词

的音节数和笔画数为词语立目释义ꎬ外来词“一
律附注原文”ꎬ文末单列英文缩略词表并释义ꎮ
世界书局 １９４７ 年出版的«词典精华»不收单字ꎬ
部分虚词义项注明词性ꎬ外来词附注英文原词ꎬ白
话释义ꎬ多义词分列义项ꎬ例证有书例和自编例ꎬ
例证中被释词用“ ~ ”代替ꎬ在所需参见词语前标

记※ꎮ 青光书局 １９４８ 年出版的«辞渊»本着“新
旧兼收ꎬ趋于实用” [２２]序 的原则ꎬ在«国音常用字

汇»的基础上加入新字、俗字和简体字ꎬ并将百科

性词语用略语标出 ２０ 个小类ꎬ单字标明词性ꎬ词
性后分列义项ꎬ多音字、同形字分别注明ꎬ字词白

话释义ꎬ语言简洁ꎬ附有例证ꎮ
(二)普通语文词典编纂情况

普通语文词典的出版与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

和教育普及密不可分ꎮ 民国时期共计出版普通语

文词典 ２６ 部ꎬ占全部词典总数的 ３５ ６２％ꎮ 词典

选词大多依据教育部颁布的各种基本字汇表ꎬ紧
扣教材和教辅用字用词状况ꎬ使用对象主要面向

普通学习者和教师ꎬ在注音、检索、释义等方面多

有创新ꎬ最大限度地满足教学要求ꎮ 如 １９１６ 年庄

适在中国出版公司出版了«国文成语辞典»①ꎬ该
书“仿欧西成语辞典 Ａ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Ｐｈｒａｓｅｓ 之例ꎬ
不列单字” [２３]凡例ꎬ所收词语“限于中国文学”中的

文言和白话词语ꎬ依«康熙字典»例分部ꎬ词语“注
释计分两项ꎬ甲说明定义ꎬ乙注明出处ꎬ以简明为

主” [２３]凡例ꎬ可见早期词典所具有的借鉴西方、融
合传统、锐意创新上的杂糅特点ꎮ

１９１８ 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颁行了老国音

注音字母ꎬ１９１９ 年 ４ 月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请

教育部改“国文”为“国语”ꎬ并要求“课本中所载

文字内容是否与国音字典、国语辞典、国语文法相

合ꎬ应由本会组织一个委员会随时审查” [２４]４４０ꎻ９
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一部官方注音字典«国音

字典»ꎮ １９２１ 年中华书局«注音新辞林»将“普通

文以及书函中所应用之辞料” “以普通应用为标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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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２５]编辑大意悉数收录ꎬ“无论单字双字ꎬ每字下均

加以注音字母”ꎬ“专供学校及社会普通作文之

用”ꎮ «注音新辞林»虽力避“偏僻及艰涩”ꎬ以求

“适于应用”ꎬ但在收词和释义的白话性和口语性

上不及 １９２２ 年出版的«(平音国音对照)国语辞

典»ꎮ 后者由周铭三主编ꎬ商务印书馆出版ꎬ不收

单字ꎬ专收“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北平人所常用

的辞句” [２６]编辑大意５５００ 条ꎬ“按笔画多寡”排列ꎬ摆
脱了«康熙字典»部首顺序ꎬ初版注音为注音字母

标注的北京音ꎬ１９３０ 年第三版“添注国音以为对

照”ꎬ注音后“先有解说后有举例”ꎬ体例完善ꎬ特
色鲜明ꎬ体现出编者对北平读音和词汇的重视ꎮ

“词典”作为一种新的辞书类型ꎬ在时代背景

下积极容纳各种创新要素ꎬ推进词典体例的现代

演变ꎮ 中华书局 １９２３ 年出版的«国语普通词典»
不仅率先采用横排编写和新式标点ꎬ书前例言还

使用分词连写ꎬ字词条目均以国音字母注音ꎬ“解
释和举例ꎬ力求浅显” [２７]例言ꎬ书后配有附录和图

书推销广告ꎮ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２４ 年出版的«(标准

国音)白话词典»不收单字ꎬ除国语词汇外ꎬ“兼收

语 体 文 和 白 话 小 说 中 习 用 的 各 地 方 言 成

语” [２８]例言ꎬ“附注国音ꎬ用语体解释”ꎬ用注音字母

在词条右侧注音ꎬ白话释义ꎬ多义词用“●”分隔ꎬ
配有自编例句ꎮ １９３１ 年出版的«王云五小辞典»
在«王云五大辞典»的基础上缩编而成ꎬ同时还创

新性地编入“接头语”和“同训异义字”ꎬ即在字头

下罗列逆序词和近义词ꎬ“以供小学生的参考”
“使应用本书的人得收触类旁通的效用” [２９]自序ꎮ
１９３５ 年出版的«标准语大辞典»是“全国国语教育

促进会国语建设工作之一”“专供研习、检查标准

语的应用”ꎬ也是我国第一部官方规范词典ꎬ该书

“所采的词、语以标准地 (北平) 的通行语为范

围”ꎬ所收单字“以合于口头应用的单音词和本书

词、语里所应用的为限”ꎬ词语列于单字下ꎬ“只要

是口头上应用的ꎬ不论新旧ꎬ一律兼收并蓄”ꎬ释
义“以现在标准地通用的为准ꎬ古义和方言的意

义ꎬ概不采取” [３０]编辑凡例ꎬ字词例证用 “(例)” 标

明ꎬ多为词例和自编例ꎬ体现出明显的现代意识ꎮ
民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现代汉语普通语文词典应

属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国语辞典»(１９３７—１９４５)ꎬ该书为民国时期对国

语(即“民族共同语”)词汇加以系统整理与描写

的中型语文词典ꎬ也是我国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

音序词典ꎬ这部词典的出版既是对前期现代性词

典编纂理念的系统总结ꎬ也为后期普通语文词典

的编纂提供了典型蓝本ꎬ在现代汉语语文辞书史

上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ꎬ“开启了现代汉

语描写性语文辞书编纂的先河” [３１]ꎬ是“中国语

文 乃 至 文 化 迅 速 走 向 现 代 化 的 最 显 著 标

志” [３２]３３２ꎬ并为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汉语词典»的
编纂提供了诸多借鉴[３３]ꎮ

(三)专用语文词典编纂情况

专用语文词典的发展与社会转型中不同类型

词语的创制、引进有关ꎬ更与词典编者对方言词、
新词语、外来词和词语使用中各类词语辨析的重

视程度密切相关ꎬ民国时期共出版该类词典 ２７
部ꎬ占词典总数的 ３６. ９９％ꎬ其下又可分为不同

子类ꎮ
１９０７ 年章太炎在日本秀光社出版的«新方

言»词典为民国时期方言词典的编纂提供了重要

参考ꎮ 数据库中专门收录这一时期不同地域方言

词语的词典 １１ 部ꎬ在大陆学者主编的 １０ 部方言

词典中均为义类编排ꎬ注重古方互证ꎬ考证语源ꎬ
贯通今语ꎬ如孙锦标«南通方言疏证» (１９１３ 年)
收词 １６７０ 条ꎬ按义类分为 ４ 卷 ５０ 类ꎬ文言释义ꎬ
多为书例ꎮ 张慎仪«蜀方言» (１９１９ 年)收词 ８２４
条ꎬ“每条备注来历ꎬ明非臆造” [３４]凡例ꎮ 叶俊生

«闽方言考» (１９２３ 年)以“[ ]”符号标明方言字

词ꎬ附有书证ꎮ 罗翙云«客方言» (１９３２ 年)收录

客籍广州人方言词语约 １ 千条ꎮ 孙仲南«广东俗

语考»(１９３３ 年)收录粤地俗语词 １４６０ 个ꎮ 唐幼

峰«重庆方言»(１９４２ 年)收录重庆方言词 ４８０ 条ꎮ
翁辉东«潮汕方言» (１９４３ 年)收录潮汕方言词 １
千余条ꎮ 范紫东«关西方言钩沉» (１９４７ 年)收录

关西方言约 ５００ 条ꎮ 另有台湾日据时期出版的日

粤对照词典«广东语辞典»(１９３２ 年)收录粤方言

词语 ２.５ 万余条ꎬ每词先列日文、再列中文ꎬ按日

语五十音图顺序排列ꎮ
与«新方言»的编纂背景相似ꎬ汪荣宝、叶澜

在留日期间合作编纂了«新尔雅»并于 １９０３ 年由

上海明权社出版ꎬ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具

有现代百科学术辞典性质的书籍” [３５]３４１ꎮ 该书虽

不合现代辞书编纂体例ꎬ但收录了大量新词新语ꎬ
对新词语词典的编纂产生了积极影响ꎮ 民国时期

共出版新词语词典 １１ 部ꎬ编排方式由义序向形序

演变ꎬ释义语言也由文言向白话迁转ꎬ在传承中根

据时代特点和词语性质逐渐向现代词典过渡ꎮ 如

周起予«新名词训纂»(１９１８ 年)收双音节日源新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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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６０６ 条ꎬ分政、学、语、物 ４ 类ꎬ作者据“新义之原

出载籍者ꎬ条分缕析ꎬ灿朗耐观ꎬ间列按语ꎬ尤确凿

知” [３６]唐咏裳序ꎮ 洪超«新名词辞典»(１９３２ 年)收录

哲学、社会科学等新名词 ３１００ 余条ꎬ部分词条附

有英文对应词ꎬ多义词分别义项ꎬ白话释义ꎬ关联

词语之间设有参见ꎬ正文后有附录“简名”ꎬ收字

母词 ＡＢＣ、ＣＰ、Ｘ 光线等 １０ 个ꎮ 此后ꎬ邢墨卿«新
名词辞典»(１９３４ 年)收词 １３００ 余ꎮ 胡行之«外来

语词典»(１９３６ 年)收古今外来词 ３０００ 余ꎮ 王穆

夫«国民辞典» (１９４１ 年) “收集常用的新名辞新

术语约 １０００ 个” [３７]用法说明ꎮ 筱铮«新辞典» (１９４６
年)收词 ３００ 余条ꎬ均依首字笔画数为序ꎬ兼收字

母词ꎬ白话释义ꎮ 王云五«王云五新词典» (１９４３
年)依据“«佩文韵府»摘取看似新名词之同语ꎬ述
其来源ꎬ并附以今古不尽同之释义” [３８]自序ꎬ收新

词语 ３７００ 多条ꎬ白话释义ꎬ分释旧义和新义ꎬ原有

义配有书证ꎬ新义偶有书证ꎮ 抗战胜利后的新词

语词典以满足解放区民众对新词语新观念的认知

为主要目的ꎬ如«新编小辞典» (１９４７ 年)专收政

治、经济、文学等方面的新词语约 ８００ 条ꎬ“供解

放区干部、教师使用” [３９]编者的话ꎻ«新名词学习辞

典»(周如晖 １９４９ 年)收政治、经济、国际等方面

的新名词 ８００ 条左右ꎬ“对于现代一般人均须懂

得的世界动向和国际知识及国内的新知识、新思

潮、新学说的搜罗最为丰富” [１６]编辑凡例ꎻ«新名词辞

典»(１９４９ 年)收词 ３ 千余ꎬ分国际、政治、经济等

１０ 部 ４４ 小类ꎬ外来词语注明英语对应词ꎬ横向排

列ꎬ白话释义ꎬ解释详备ꎬ后附«中国土地法大纲»
等文件ꎮ

在国语推行和文字改革的大背景下ꎬ字词辨

析类工具书的编纂成为辅助教育的重要参考书ꎬ
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教育改革和文字实验的推进期

出版了 １２ 部汉字辨析字典和 ４ 部字词辨析词典ꎬ
前者以单字为处理对象ꎬ后者字词兼收ꎬ如顾雄藻

«字辨»(１９３３ 年)分义辨类、音辨类、体辨类、词
辨类 ４ 大类 ２３ 子类ꎬ对于“字之使用及读音、写法

偶涉模糊ꎬ随时检查确定” [８]编辑大意ꎬ音辨类中的专

名词读音、异字同读、重文异读和词辨类均为词语

辨析ꎬ反切注音、文言释义、附有例证ꎻ１９３５ 年杨

燮邧增补出版«字辨补遗»ꎮ 谢苇丰«文字指正»
(１９３４ 年)分字义指正、字形指正、字音指正、成文

词指正 ４ 大类 １２ 小类ꎬ类中伴有词语辨析ꎬ白话

释义ꎬ多义字词分项标示ꎬ例证为自编例和词例ꎮ
新辞书编译社«实用辨字辞典»(１９３６ 年)收字词

５０００ 条左右ꎬ分辨音、辨义、辨体、辨词 ４ 部 １６ 小

类ꎬ“材料丰富ꎬ为任何同类书所不及ꎬ解释精详ꎬ
且全用白话ꎬ尤为本书特色” [４０]编辑例言ꎬ配有少量

例证ꎮ 刘治平«字辨»(１９４３ 年)分字义、字音、字
体、成文词辨正 ４ 大类 １７ 小类ꎬ单字直音注音ꎬ词
语不注音ꎬ文言释义ꎬ部分字词标明书证ꎮ 此外ꎬ
民国时期另有 １ 部专门收录由两个相同的字组成

的词语词典«迭语» (王峻ꎬ１９２２ 年)ꎬ共收叠词

３０８１ 个ꎬ按部首编排ꎬ有注音和注释ꎮ
(四)专项语文词典编纂情况

及至近代ꎬ随着欧美百科全书(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的出版ꎬ“日本的百科全书便由传统的类书形式

转入现代百科全书形式” [４１]ꎬ如日本文部省编译

局主编的«百科全书教导说» (１８７３—１８８０ 年)ꎬ
学者田口卯吉编译的«泰西政事类典» (１８８２—
１８８４ 年)等ꎮ “百科全书” “类典”等术语传至中

国ꎬ推动了中国现代汉语义类词典的发展ꎬ本数据

库中该类词典共 ４ 部ꎬ杨喆的«作文类典» (１９２０
年)便是古今转型中传统词语类类书与欧日新式

百科词典结合的过渡期产物ꎮ 该书收词 ２.３ 万余

条ꎬ按现代义类观念分“国家、法律、政治、职官”
等 ３１ 大类ꎬ近 ３００ 个小类ꎬ所收词语以“沟通新

旧” [４２]说明为目的ꎬ“上下古今ꎬ一炉熔冶”ꎬ“于新

旧各学ꎬ提纲扼要ꎬ竟委穷源ꎬ不啻摄数十巨编之

小影”ꎬ这部词典的编纂原则已逐步向现代语义

词典趋近ꎮ 义类词典的古今转型还体现在收条立

目方面ꎬ前书只收词语ꎬ曹春涵«分类字源»(１９２１
年)则收字 １ 万左右ꎬ“分部四十ꎬ分类百有十六ꎬ
而每类之中ꎬ 有细分各属ꎬ 多者至十余属不

等” [４３]说略ꎬ与传统字书看似无异ꎬ但在“解字之

后ꎬ罗陈典制ꎬ盖欲合字典与辞典为一书”ꎮ 上海

大陆图书公司 １９２４ 年出版的王士湜«实用成语大

辞典» “搜集文艺上习用成语熔冶古今ꎬ各以类

从ꎬ分为四十八门” [４４]例言ꎬ收录双音节和多音节

词语 ６５００ 条ꎬ文言释义ꎬ语言简洁ꎬ书前有义类总

目ꎬ书后有笔画索引ꎬ便于检索ꎬ１９３７ 年改为«(求
解作文两用)国文成语大辞典»并由上海教育书

店出版发行ꎮ 至张萼荪«分类学生辞源» (１９３１
年)的出版ꎬ现代汉语义类词典的基本编纂体例

大致成熟和稳定下来ꎬ该书将各种普通名词分为

１０ 部 ６６ 类ꎬ每类首列单字ꎬ次列二字以上词语ꎬ
单字采用反切、直音和罗马字母注音ꎬ词语无注

音ꎬ释义偏文言ꎬ不同义项用“○”隔开ꎬ列举书

证ꎬ详释词语用法ꎬ书前有首字笔画检字表ꎬ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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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之部和双字之部(三字四字)ꎬ书后为版权页ꎬ
体例完整ꎮ

民国时期的语法类词典以虚词词典为主ꎬ共
５ 部ꎬ数量不多ꎬ但也在时间顺序上呈现出了古今

转型的特点ꎬ如施括乾«虚助词典» (１９２３ 年)据

«经传释词»«助字辨略»等书收虚助字词约 ４００
个ꎬ附录“词之释要”收双音虚词 ３０ 个ꎬ文言释

义、分列义项、配有书证ꎻ薛传薪«作文虚字用法»
(１９２８ 年)收虚词 １３６ 个ꎬ包含双音节和三音节虚

词ꎬ“可备高等小学学生参考之用”ꎬ词条标明词

性ꎬ“必先详其用法(间用白话口气解之)ꎬ然后范

示文言” [４５]凡例ꎬ 义例兼备ꎮ 顾佛影 «虚词典»
(１９３４ 年)分文言、白话两部ꎬ文言之部收词 ４００
余条ꎬ每词分普通用法和特殊用法两种ꎬ“普通用

法即所谓浅易之方式ꎬ为现社会所习用者”ꎬ“特
别用法则惟见于古籍ꎬ所以供嗜古者之检讨也”ꎬ
白话之部收词 １００ 余条ꎬ“皆属现代语法ꎬ故不复

有普通特别之分” [４６]凡例ꎮ 沈镕«虚字指南»(１９３５
年) 收 “ 独 用 单 字 １０４ꎬ 二 字 以 上 合 用 字

５７” [４７]凡例ꎬ依据词性和用法分条释义ꎬ释义后说

明被释词的使用位置ꎬ例句则文白对照ꎬ全面展现

该词用法ꎻ吴天敏«北平助量词» (１９４１ 年)收集

北平人常用助量词 ２５７ 个ꎬ笔画排列ꎬ白话释义ꎮ

　 　 三、民国时期现代汉语词典编纂的总
体特征

　 　 (一)“词典”是古今汉语词汇转型中的集中

反映

自两次西学东渐以来ꎬ尤其是甲午战败后ꎬ汉
语词汇出现急剧调整的态势ꎬ“现代汉语新词的

产生ꎬ比任何时期都多得多”ꎬ“汉语发展的速度

超过了以前几千年” [４８]５９８ꎮ 现代汉语语文词典的

兴起缘于汉语词汇发展中双音化占据主流ꎬ以及

现代“词”观念对传统“字”观念的更易ꎮ 它肩负

了吸纳、整理古今词汇ꎬ创制、推广现代新词ꎬ推
动、促进现代汉语发展的重要使命ꎮ «辞源»有感

于新词激增导致的“新旧扞格ꎬ文化弗进” («辞
源»说略)局面ꎬ“以补助知识为职志”ꎬ对“社会所

需”的新旧普通名词加以整理ꎬ详述其源流变化ꎬ
“以求适于社会之用”ꎮ «辞源续编»则进一步“广
收新名”“融贯新旧” [１１]说例ꎬ扩大收词范围ꎬ呈现

词汇古今演变的历史脉络ꎬ后出«辞海»ꎬ甚至未

完成的«中山大辞典» «中国大辞典»均欲对古今

汉语词汇进行系统整理ꎮ 不独大型辞书如此ꎬ中

小型辞书也从不同角度系统勾勒出了古今汉语的

词汇面貌ꎬ如普通词典集中收录了某学段教材中

“关 于 应 用 方 面 及 科 学 方 面 之 普 通 名

词” [２０]编辑大意、白话词语和国语词汇ꎻ方言词典侧

重收录某地区流行的方言词、俗语词ꎻ新词语词典

则专门整理汇集不同类型的新词语ꎻ义类词典、虚
词词典亦按照现代语义、语法体系对新旧词语进

行分类归纳ꎬ这都显示出古今汉语词汇转型对

“词典”编纂的影响ꎮ
(二)“词典” 推动了现代文化建设和语言

建设

中国古代非常重视辞书的文化功效ꎬ清代在

传统字书、类书、雅书的编纂与研究方面铸就了封

建时代的高峰ꎮ 及至民国ꎬ社会骤变ꎬ传统辞书类

型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社会需要ꎬ在语言变革中产

生的新型辞书———“词典”ꎬ在汇集现代新词汇、
诠释新语义、散播新思想等方面有力地推动了现

代文化建设和语言建设ꎮ 在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

碰撞中ꎬ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

的艰辛探索ꎬ新的话语思想体系在新文化建设中

的重要性被得以关注ꎬ新型“词典”则是构建新话

语体系的重要媒介ꎬ由是“国无辞书ꎬ无文化之可

言也” [４]ꎬ “一国文化愈进ꎬ其字画辞书愈益繁

多” [４９]ꎬ“辞书之应用ꎬ较教科书为尤普” [６]缘起的

呼声在民初便受到重视ꎬ及至«中国大辞典»则欲

“给四千年来语言文字和他所表现的一切文化学

术等等结算一个详密的总帐” [５０]黎锦熙序ꎮ 综合词

典、学生词典、白话词典、国语词典、辨析词典等新

型词典的编纂与出版有效地推动了这一时期国民

教育的普及、新文化建设和汉语的古今转型ꎬ也为

早期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和稳定、国家标准语言

的统一和规范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三)“词典”与社会、读者的关系得以重视

传统辞书“只是供文人的‘獭祭’” [５１]黎锦熙序ꎬ
囿于解经读经和烦琐考据ꎬ“供作者之用ꎬ非以供

读者之用” [４]ꎬ与社会和民众严重脱离ꎬ“不特科

学界新出之字概未收入ꎬ即市井通用者亦间或不

具ꎬ其释义则直录古代字书ꎬ而不必适周乎世

用” [５]ꎬ自然也就无法适应晚清以来的“千年未有

之大变局”ꎮ 新型词典的编纂是文化转型期出现

的产物ꎬ较好地适应了社会变革和读者需求ꎮ 新

文化的传播为新型辞书编纂提供了适宜的社会环

境ꎬ蔡元培曾评价«新字典»“于民国成立之始ꎬ得
此适用之«新字典»ꎬ其于国民之语言及思想ꎬ不

０３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５ 年第 ３ 期



无革新之影响” [５]ꎬ而由字率词ꎬ在其基础上编纂

的«辞源»则首创“词典”体例ꎬ“以求适于社会之

用” [４]ꎬ并取得了巨大成功ꎬ而«辞源»的成功既反

证了新型词典的社会价值ꎬ也激发了出版机构对

词典市场的关注ꎮ 自此ꎬ词典出版与社会变化和

读者需求紧密联系起来ꎬ如中华民国教育部门对

注音字母的颁布促进了“国音”类词典的丰富ꎻ白
话文运动促进了词典收词释义的俗白化和口语

化ꎻ国语教育和国语运动促进了标准语词典的编

纂ꎻ学生用词、造句、作文的困难使字词辨析词典、
虚词词典和语义类词典得以发展ꎻ方言词典和新

词语词典则进一步丰富了读者对区域词语和新词

新义的使用需求ꎮ
(四)“词典”的功能、体例和类型不断得到丰富

“我国从前只有字典ꎬ欲检查两字以上之辞ꎬ
殊不易觅” [２５]编辑大意ꎬ传统辞书作为小学研究的附

庸缺少独立价值ꎬ现代“词典”自产生之初就将其

职能定位为“供人查检”ꎬ“字典诸书ꎬ无非备人检

查所疑之字耳” [４３]说略ꎬ“凡为检查者所欲知ꎬ皆辞

书所当详也” [４]ꎮ 词典的功能定位既适应了社会

变革的需求ꎬ又促进了词典体例和词典类型的发

展ꎮ 蔡丏因曾指出词典编纂的五要素:“检字要

便捷”“材料要适用”“搜罗语汇要普遍” “解释要

清楚”“音读要正确” [５２]序ꎬ分别对应词典的检索、
收词、释义和注音等结构要素ꎬ较为全面地总结了

现代词典的体例特征ꎮ 民国时期不同检字法的创

立与应用[５３]ꎬ词典注音对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

的采用ꎬ选词注重以教材为依据ꎬ释义由浅近文言

向白话口语的全面过渡ꎬ举例兼有词例、书例和自

编例ꎬ部分词典标注词性、穿插图表、后附附录等

做法都促进了现代词典编纂体例的丰富和发展ꎮ
同时ꎬ因词典编纂中对不同结构要素的侧重不同

也催生出不同的词典类型ꎬ如收词释义侧重语文

性词语的则为普通语文词典ꎻ若专以某学段学生

为读者对象ꎬ收词以其教材为来源ꎬ则为学生词

典ꎻ若结合教学材料ꎬ偏重辨析字词的形音义ꎬ则
为辨析词典ꎻ若侧重辨析词性ꎬ则为语法词典ꎬ民
国时期主要代表性词典为虚词词典ꎻ若为学生写

作作文ꎬ注重词语的同义类聚和词义辨析ꎬ则为义

类词典等ꎮ
另外ꎬ民国词典编纂活动在逐渐丰富和发展

的同时ꎬ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性ꎮ 中小型词典

由于编纂难度小、编纂周期短、出版成本低、读者

范围广ꎬ因而编纂者对这类词典的编纂热情和出

版数量相对较高ꎬ而大型词典因经费不足、政局动

荡、人员流动等方面的影响ꎬ出版数量相对较少ꎬ
像«中国大辞典» «中山大辞典»等宏伟的编纂计

划则限于各种原因不得不中断夭折ꎮ 不仅如此ꎬ
各编纂出版机构的发行量也有明显差异ꎬ民国时

期的出版机构属地以上海、北京、广州和重庆等地

居多ꎬ不仅出版地区不平衡ꎬ各出版机构的发展状

况也不均衡ꎬ民国词典中出版数量最高的是商务

印书馆和中华书局ꎬ也以它们的词典出版最具影

响力ꎮ 总之ꎬ民国现代汉语词典已经开始了从传

统辞书向现代辞书一步步转型的历程ꎬ在“推陈

出新”中奠定了我国现代新式词典的基本类型和

形式ꎬ促进了我国辞书学的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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