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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中国是拥有 5000 年辉煌文明的古国。辞典编纂即便从《尔雅》算起 , 也有约

2200 年的历史。然而，中国字典史的系统研究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刘叶秋的《中

国的字典》和《中国古代的字典》，而汉语辞典史的全面系统性研究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才起步。《中国辞书学论文索引》（1911—1989）显示，方厚枢的《中国

辞书史话》（1979）是中国第一篇框架性地探讨汉语辞书史的论文，其后陆续有

一些汉语辞典史研究论文和著作问世。他们的开创性研究，尤其是对古代辞书的

论述，为后人研究汉语辞典史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迪。不过，汉语辞典史研究

还存在一些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有些甚至是有关研究中的基本问题。现就汉语

辞典史的研究现状、基本思路、研究方法、历史分期和研究意义等 5 方面问题进

行一些探讨，为全书的研究做好铺垫。

汉语辞典史研究现状 人类文明史上开始有识读课本就意味着辞典文化的

萌芽，开始有词单词表就意味着辞典编纂的起源。汉语辞典文化连绵 3000 余年，

但系统研究只有不到半个世纪。比照英语辞典研究，相关成果或多或少地存在形

式单一、体系零散、理论滞后、方法简单、论证偏颇片面等缺陷。况且，绝大多

数著作写作时间较早，因而远不能从整体上反映汉语辞典发展自古至今的全貌。

辞典是人类文明演进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社会文化需求是辞典产生和发

展的催化剂。由于受语言本体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现有成果一般就辞典论辞典，

将辞典编纂看成是纯粹的语言活动，没有从社会文化角度将辞典史研究立于跨学

科基础之上，致使辞典史研究与辞典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相脱离，使

辞典编纂研究与社会文化需求及辞典使用相脱离，使辞典史研究变成无本之木、

无源之水。传统研究重史轻论，重局部和个案，轻全局和宏观，这种彼此分离的

独立辞书研究削弱了辞典历史的连续性、理论的系统性和史论的整体性。

基本研究思路 汉语辞典发展连绵 2200 余年，要在有限的篇幅中探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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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历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要完整地、全景式地呈现汉语辞典史，就

必须对研究所涉及内容有基本的思路，紧紧把握汉语辞典发展的演进脉络。

汉语辞典史研究应该以现有成果为基础和出发点，寻求弥补前人没有注意的

缺陷，填补前人未加涉猎的空间。首先，在时间上应该横跨古代、近现代和当代，

不能只写古代，不讲或少讲近现代和当代。古代辞书是汉语辞典文化发源的根基，

是汉语辞典文化的宝贵财富，有其研究的历史和学术价值。但从汉语辞典发展的

历史长河看，古代是启蒙奠基期和初步发展期，汉语辞典的进一步发展乃至繁荣

鼎盛期是近现代和当代，因而，当前的汉语辞典史研究应该实现由古代向近现代

和当代的重心转移。其次，在地域上还应该给予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汉语词

典发展以适当的关注。港澳台辞典是中华辞典文化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成员，自

20 世纪以来有着长足的进步，特别是新型辞典编纂研发引人注目。第三，在辞典

类型上不仅应该讨论单语辞典，还应该囊括双语辞典、专科词典和百科辞典，对

专项词典等特殊类型的辞典也应有所涉及。只有这样才能集中国 2200 余年辞典

实践与理论成果于一炉而冶，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根究辞典演变的轨迹

和规律，既重视古代遗产，更侧重近现代和当代辞典的变革和创新；既重视具有

代表性辞典的评析，更侧重辞典演进的历史连续性和承继性、理论的系统性和史

论的整体性，向世人展现一幅自远古至当代、从内地（大陆）到港澳台的汉语辞

典发展较为完整的画卷。

限于篇幅，本书研究跨度为西周至清朝。20 世纪的汉语辞典发展史另著 
专论。

基本研究方法 辞典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应该是以史为序，以论为主，史论结

合。这也应该是汉语辞典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汉语辞典史应该努力革新史论方法，

拓宽研究视野，力矫前人不足，弥补体系缺陷，架构历史体系，再现历史脉络，

总结演进规律，在研究思路与方法上寻求突破。

首先，突破传统的辞典本体性研究框框，克服就辞典论辞典，重辞典研究的

本体性，轻辞典研究的社会性、文化性和跨学科性的缺陷，紧紧抓住中国社会文

化演进与汉语辞典发展这两根互为交织的主线，将汉语辞典史研究放到中国社会

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中，从社会文化学角度将汉语辞典发展与民族兴衰、社会变革、

文明演进、宗教传播、科技进步等直接挂起钩来，强调社会文化演变与辞典产生

发展、社会文化需求与辞典编纂使用的联系，揭示辞典与语言、辞典与社会、辞

典与文化之间彼此渗透的关系以及相互影响的互动机制。辞典文化是民族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从辞典发展中可以折射出文明演进和民族兴衰的历史轨迹。从这

个意义上说，一部辞典史就是一部民族文化史，就是一部社会文明演进史。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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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研究具有社会性、文化性和跨学科性。脱离社会文化的辞典本体性研究不可能

揭示汉语辞典发展的本质规律和特征。

其次，突破传统的重独立个案研析、轻关联思想发掘，重局部断代研究、轻

史论体系构建，重辞典编纂经验总结、轻编纂成果提炼提升的做法，将具体作品

放到汉语辞典演进的整体框架中加以分析，在整个汉语辞典发展的进程中审视具

体辞典的实践意义和历史价值。任何辞典都应该看作是民族文明演进的产物，是

民族文化的标志性成果，是民族辞典发展体系中的一分子。对任何辞典的研析都

不能孤立地进行，都应该放在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加以考察，都应该放在汉语

辞典的历史演进中加以分析，这样才能突出历史的承继性、理论的系统性和史论

的整体性。此外，还应该通过横向比较将汉语辞典发展放到世界文明演变和世界

辞典发展的大环境中加以比照与探析，突出汉语辞典在世界辞典大家庭中的突出

地位和汉语辞典文化的民族特色。

第三，应该突破传统的仅从编者视角审视汉语词典及其发展的做法，可以借

助辞典交际理论模式，为汉语辞典史研究与中国社会文化演进探寻有机结合点，

为从编用双重视角审视辞典及其发展构筑平台，为辞典史整合出一个“编者”“辞

典”和“用户”三位一体的研究模式，从而摆脱只从编者视角本体性地探讨辞典

编纂与发展的传统思维，使辞典史可以从辞典的社会文化需求、辞典用户和辞典

使用等崭新的社会文化和文化心理视角进行研究，使用户需求与辞典编纂、用户

研究与辞典使用、辞典使用与语言教学等合理地挂起钩来。辞典是人类文明演进

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社会文化需求是辞典产生和发展的催化剂，用户需求是

辞典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动力。所以，辞典史要从编者和社会文化视角研究，也要

从用户视角研究。辞典交际理论以交际学研究中的过程派为其基本框架，提出辞

典交际的理论模式，将辞典看作是编者与用户之间相互作用的信息交流和传输系

统，从而为辞典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建构一个完整的、连贯的、符合辞典本质属

性的、反映辞典交际运作流程的理论框架。辞典交际理论使从编用双重视角审视

汉语辞典发展史成为可能，为深刻揭示辞典发展规律、挖掘辞典编纂和使用机制、

探究辞典使用的认知原理等提供方法和原则。

最后，突破固囿于单语词典和语文词典、轻视乃至完全忽视其他类型；突破

固囿于古代、轻视近现代特别是当代；突破固囿于内地（大陆）辞书、轻视乃至

忽视港澳台辞典的做法。从汉语辞典发展的历史长河看，古代只是辞典的启蒙期

和初步发展期，汉语辞典的进一步发展乃至繁荣鼎盛期是近现代和当代。有鉴于

此，汉语辞典研究应该统筹兼顾传统和新型辞典类型，统筹兼顾古代、近现代和

当代，给予现当代更多篇幅，统筹兼顾内地（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的辞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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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分期 辞典史的分期是辞典史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如何科学地、

客观地对辞典发展的历史阶段进行分期，是任何语言的辞典史研究必须面对的前

提性工作。只有这样，读者才能在头脑中对有关历史形成明晰的脉络，对辞典发

展有清晰的轮廓。

国内学者对汉语辞典史的分期主要持有两种观点。刘叶秋在《中国字典史略》

中将古代和近代汉语词典史分为 5 个时期：字书的萌芽与奠基期（战国·秦·汉）、

字书的继承与演变期（魏晋·南北朝）、字书的建设与发展期（唐·宋·元）、字

书的进化与兴盛期（明·清）和字书的演变与改革期（近代）。其分期主要是以

字典的演进特征为依据，在分期上偏重汉语字典发展中的某些阶段和某些特点，

但忽略了另一些时期和特点，而且没有涉及到现当代汉语辞典，所以其分期的缺

陷是不言而喻的。后来有学者将汉语辞典史根据演进特点，分为萌芽（夏·商· 

周·先秦）、奠基（两汉·魏·晋·南北朝）、初步发展（隋·唐·宋·元）、进

一步发展（明·清）、成熟（近现代）和兴盛（当代）等时期，但涉及的具体时

期、分期标准以及各时期的特点概括仍有商榷的余地。例如，“初步发展”与“进

一步发展”之间有什么区别性特征？“成熟”的划分标准和标志是什么？“成熟”

与“兴盛”之间又有何关联？辞典史分期要不要考虑理论建树？这些问题虽然都

是基本层面的，却与汉语辞典史分期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值得进一步深思。

汉语辞典的历史分期要从历时和共时视角观察，既要看到汉语辞典历时的整

体发展，也要看到汉语辞典在共时状态下的标志性特征，要突出各个历史时期中

的本质性变化和区别性特征，尤其是在辞典编纂实践和理论研究上的跨越式变化。

科学的分期应建立在对汉语辞典演进的区别性特点进行严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

比照世界辞典发展的特点与规律。纵观汉语辞典发展史，可以分为“萌芽与开创”

（西周至两汉）、“探索与建设”（魏晋至元朝）、“沿革与成型”（明清）、“沉寂与兴盛”

（20 世纪）4 个时期，这样可以构建起一个完整的、连贯的、符合汉语辞典发展

规律的辞典史研究体系，从而全景式地构画 2200 余年汉语辞典精彩纷呈的演进

场景。此外，内容全面、体系完整的汉语辞典史必须将内地（大陆）以外的港澳

台地区的辞典发展纳入其中，必须对汉语语文词典以外的其他类型的辞典发展与

繁荣，尤其是双语辞典、专门辞典、百科辞典以及辞典家族中的新宠——学习词

典和电子辞典的源发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

研究意义 由于历史、政治、语言等方面的原因，汉语辞典史一直没有得到

全面的研究和应有的开发，因而，汉语辞典文化和辞典成就很少为世人所知，就

连国人也知之不多，所以，对汉语辞典文化进行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当前的重要课

题，具有极高的文字学、社会学、文化学和史学价值，具有深远的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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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辞典史是汉字学和汉字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有关课题研究将有助于深化

汉字学、汉字史和汉文化研究。同时，辞典史又是辞典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它将丰富辞典学理论，为辞典编纂实践总结规律，对辞典编纂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起指导和借鉴作用，对推动辞典编纂理论和实践研究、促进辞典编纂和使用与语

言教学的结合、革新汉语和外语教学也将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第一篇

世界辞典文化的起源与演进
（从远古至当代）





第一章

世界辞典文化的起源

从有关文字记载可以推断，世界上最早的辞典起源于中东地区。辞典编纂在

中东已有 4000 多年的历史 ,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5000 年至公元前 2000 年居住在美

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大体上相当于现今的伊拉克）的部落所讲的苏美尔语。到

公元前 3000 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苏美尔城市国家不仅经济发达，军事强盛，

而且文化先进。他们制造高水准的陶瓷和金属产品，楔形文字可能也是他们的发

明。这种楔形文字成了城市国家的政治、文化和宗教的重要载体。到公元前 2500
年，世界上的第一批图书馆在当地诞生，馆中收藏了刻满楔形文字的刻字板，其

中也发现了涉及内容极为广泛的苏美尔词集。在这种文化中，秩序的概念渗透到

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对苏美尔人来说，物体只有获得名称才算是存在。所以，从

本质意义上说，这些词集只不过是现实世界的标志而已。

第一节 世界辞典的起源

作为非闪语部落，苏美尔人的主要敌人是其北部邻邦阿卡德的闪语部族。大

约公元前 2340 年，阿卡德征服了苏美尔，是这种征服导致了世界上最原始意义

上的“词典”的诞生。过去苏美尔人一直将征服他们的阿卡德人看作是劣等文化

民族，而阿卡德人相信简单的征服是远远不够的，最好的战胜苏美尔人的方法

是同化其民族文化。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他们接受并吸收了其最基本的文化形 
式——楔形文字及其字集。正是这种同化使世界上的首次书面翻译尝试成为必需，

随之催生了我们可以称之为辞典的雏形。

辞典编纂在其最早期并非是单语性质的。在世界上最早的词集中收录的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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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用源语解释词目的。恰恰相反，它们是双语词集，其编辑用意再简单不过了，

就是使一种语言能够为讲另一种语言的人所理解。尽管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使用

同样的楔形文字字母表作为书写文字体系，但其字母表所代表的语言却是迥异的。

阿卡德是闪语文化，其语言是闪语族，就像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一样，它们通过

单词的屈折形式来表示在特定语境中语法所要求的变化。而苏美尔语是一种非闪

语语言，似乎自成一体，与其他语言之间没有任何亲缘关系。它是一种粘着型语 
言，其语法关系和词的结构是用语言成分的自由组合来表示的。所有这些不同进

一步凸现了它们之间的文化差异，并折射到语言中。

为了弥补语言和文化上的差距，阿卡德人于公元前 2300 年左右编写了涉猎

面广泛的苏美尔词集，从而创造了具有开创性的双语辞典。这样的辞典往往提供

旧式苏美尔语词、注音和阿卡德语翻译。约公元前 2000 年左右，这种双语苏美

尔词集的经典巴比伦版本问世，甚至在像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西北部这样的边远

地区还发现了多语词集，其中编有赫梯语、甚至偶尔有胡利安语和乌加里特语的

译语附录。这些词集含有成千上万的词条，主要分有 9 组，其间还会穿插一些有

关职业、亲属称谓、人类活动等等的用语。

据文献记载，苏美尔语—阿卡德语词集就有 24 块刻字板，刻有 9700 个独立

词条，囊括法律和行政、树木和木制品、芦苇和芦苇制品、陶瓷器皿、皮革制品、

铜器、其他金属制品、家养和野生动物、人体部位、石器、植物、飞禽、鱼类、

织物、地理、食物、饮料等等方面的用语。其他刻字板词集则列有同义词、反义

词、简单和复合楔形语标。到后来还有人编写了逆向词集，即将整个编写程序颠

倒过来，向讲苏美尔语的人解释阿卡德语词。早期的这类词集主要是用来训练未

来的文书抄写员的。显而易见，这种最早期的辞典风格预示着一个漫长传统的诞

生：辞典编纂是作为教育后代学习经典文献而存在的附属。

毫无疑问，虽然阿卡德人征服了苏美尔人，拥有了政治权力，但是，当时的

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苏美尔人主导。苏美尔语仍然是特权阶层语言。教育，

至少是较高层次的教育，仍然用苏美尔语进行。词集编纂在这种有利的学术氛围

中一直持续到大约公元前 1750 年，苏美尔和阿卡德都被吞并到巴比伦王国为止。

从理论上讲，人们可以将苏美尔—阿卡德所创造的辞典编纂传统延伸到公元前 2 世

纪的希腊，当时辞典编纂传统再次复兴。然而，这种理论上的推测有待事实佐证。

第二节 古希腊辞典的起源

继古巴比伦王国之后，其他王国此起彼伏，但辞典编纂却在公元前 2000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