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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问世之后, 在社会上反响很大。大家普遍认为这次修

订变动很大, 也有了很多的改进和提高。但是, 这次修订的力度如何? 本文拟使用计量分

析方法, 考察四字词的修订状况, 借以反映这次修订的优点及不足之处。

关键词:《现代汉语词典》　四字词　修订　定量研究

一

“凡是‘现代’词典都要跟上时代, 不断地修订。”①《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 1978 年出

第一版, 1983 年出第二版。《现汉》第三版 (修订版) 于 1996 年正式问世 (下面简称《二版》《三版》)。

《三版》问世以来, 受到广大读者的极大欢迎, 也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笔者拟使用计量研究

方法, 考察《三版》四字词的修订状况, 借以窥斑见豹, 反映修订本的成功与不足之处。

二

《二版》有四字词 4364 条。《三版》四字词有 4853 条, 其中新增 1048 条, 删 558 条, 从增删的数

量看, 这次修订确实是“规模较大的修订”。此外,“兢兢业业”一词,《二版》是单列词目, 到《三版》则

列在“兢”字词条当中。

(一) 词条的删除。这次修订,“删去一些过于陈旧的词语及一些过于专门的百科词条”。②对删

除的 558 条四字词, 本文按照“专科词”“一般词”“成语”③三类对它们作了归类, 分布情况见表 1。

表 1

类　别 专科词 一般词 成语 总计

词条数 403 113 42 558

百分比 72. 22% 20. 25% 7. 53% 100%

　　表 1 显示,《三版》删除的四字词主要集中在专科词, 有 403 条, 占 72. 22% , 如“阿司匹林、暗线

光谱、北回归线、劳役地租、量子力学、有限花序”; 另外 27. 78% 的词语中有 113 条属一般词, 如“恶

恶实实、各式各样、诸葛亮会”, 有 42 条属成语, 如“不亢不卑、非驴非马、牵强附会”。

(二)词条的增收。《三版》增收四字词 1048 条, 也按照“专科词”“一般词”“成语”的分类, 分布情

况见表 2。

① 收稿日期: 2001- 05- 06



　　表 2

类　别 专科词 一般词 成　语 总　计

词条数 190 234 624 1048

百分比 18. 13% 22. 33% 59. 54% 100%

　　从表 2 可以看出,《现汉》新增词语有 18. 13% 是专科词, 22. 33% 是一般词, 59. 54% 是成语。新

增收的专科词如“电脑病毒、基因工程、恒温动物、逻辑思维”, 一般词如“阿猫阿狗、绊手绊脚、唱空

城计、大摇大摆”, 成语如“哀毁骨立、白璧无瑕、离经叛道、兔起鹘落”。

从上述词条的增删情况来看,《三版》中现代语文词语所占比例增大, 专科词所占比例减小。这

说明随着时代的变化,《现汉》越来越体现其身份, 反映其宗旨, 真正成为一部确定词汇规范、为推广

普通话和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的中型语文性词典。

但是,《三版》在词条的增删上还是有些可榷之处, 少数地方令人产生疑问。就专科词来说, 有个

别删减不平衡的地方, 如删除了“水力发电”, 而“火力发电”却保留下来了; 就一般词来说, 也有个别

需要考虑的地方, 如新增了“彩色电视”一词, 与之相对应的“黑白电视”是否需要考虑收录呢?

就成语的收录来看, 也有值得讨论的地方。例如,《三版》把原来的“唾手可得”, 换成了“垂手可

得”; 显然, 编者是将这两个成语作为异体词对待, 并从规范的角度把“垂手可得”作为正体。但从历

史来源看,“唾手可得”早已有之,“垂手可得”是近现代才出现的,《汉语大词典》及《汉语成语考释词

典》④都只收录了“唾手可得”而未收录“垂手可得”; 从现代汉语的使用情况看, 两者在现当代文学

作品中都会出现。看来如何处理异体词, 孰为正体孰为异体, 也还有可讨论之处。

三

《三版》还对部分词条的体例、释义和例句作了修改。《三版》共继承了《二版》四字词 3805 条, 内

容与体例上的沿革情况如下表:

表 3

类　别 未改动 体例修订 释义修订 例句修订 兼　类 总　计

词条数 2477 505 612 102 109 3805

百分比 65. 10% 13. 27% 16. 08% 2. 68% 2. 87% 100%

　　表 3 显示,《现汉》有 65. 10% 的四字词条在释义方面未做任何改动, 如“哀兵必胜”“暗射地图”

“偷梁换柱”“兔死狐悲”等词; 有 34. 90% 的四字词条或在体例或在释义或在例句上作了修订。具体

表现如下:

(一)体例修订。修订有以下几类: 1. 标点符号的更改; 2. 参见条标注页码; 3.“也说⋯”“也叫

⋯”“也作⋯”“简称⋯”的增删; 4.“见【】”的改动; 5. 取消口语词标注; 6.“〈书〉”“〈方〉”符号的删除;

7. 汉字数字改为阿伯拉数字; 8. 兼有词。涉及体例修改的词条总共有 588 条, 各类分布情况见表 4。

·77·　第三期　　　　　　　　　　　　　　　　　　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表 4

类　别 第 1 类 第 2 类 第 3 类 第 4 类 第 5 类 第 6 类 第 7 类 第 8 类 总计

词条数 241 129 103 56 33 10 5 11 588

百分比 40. 99% 21. 94% 17. 52% 9. 52% 5. 61% 1. 70% 0. 85% 1. 87% 100%

　　1. 标点符号的修改。加上兼类中的相关词条, 三版中对标点符号进行改动的四字词共有 252

条。改动最大的是将逗号改为句号, 有 222 条。另有 30 条是其它符号的增删或改动, 如【临渊羡

鱼】《二版》⋯后用临渊羡鱼比喻⋯。——《三版》⋯后用‘临渊羡鱼’比喻⋯

2. 参见条标注页码。《二版》对意义相关的参见条并不注页码, 读者查检起来很不方便。《三

版》对此进行了改进, 一律加上了页码, 这极大地方便了读者对词典的使用。《三版》加注页码的四字

词有 129 条, 如:【不近人情】《二版》不合乎人的常情。参看〔人情〕。——《三版》不合乎人的常情。多

指性情、言行怪僻, 参看 1064 页〔人情〕。

3.“也说⋯”“也叫⋯”“也作⋯”“简称⋯”的增删。如:【睁眼瞎子】《二版》比喻不识字的人; 文

盲。——《三版》比喻不识字的人; 文盲。也说睁眼瞎。【农业工人】《二版》在农场从事农业生产的工

人。——《三版》在农场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人。简称农工。加上兼类中的 10 条, 这一类词语的改动

共有 113 条, 其中属于增加类的有 110 条, 占 97. 35% ; 删除的仅有 3 条, 占 2. 65%。

4.“见【】”改动。二版以“见【】”进行注解的词语在《三版》修改的有 56 条, 其中改为“同‘Ε ’”的

有 12 条, 改为直接用主条注副条的有 37 条, 另有 7 条改为描写式释义。

5. 取消口语词标注。《二版》标“〈口〉”的四字词有 33 条,《三版》取消〈口〉后, 22 条注解未作变

动; 7 条注解作了修改, 如:【小小不言】《二版》〈口〉细微不足道的; 轻微;～ 的事儿, 不必计较。——

《三版》细微而不值一提:～ 的事儿, 不必计较。4 条增加或修改了例句。

6. “〈书〉”“〈方〉”符号的删除。《二版》中标〈方〉的“不尴不尬”“车轱辘话”“黑不溜秋”“老实巴

交”4 条词在《三版》中取消了〈方〉符号; 标〈书〉的“曾几何时”“匪夷所思”“相忍为国”“宵衣旰食”

“形格势禁”“与世长辞”“正襟危坐”7 条词在《三版》中取消了〈书〉符号。

7. 注解中的汉字数字改为阿拉伯数字。四字词这类改动共有 5 条, 分别是“古典主义”“启蒙运

动”“蓝田猿人”“铁器时代”“形式主义”。

上述这些类别的变动修正了以前体例上不易掌握和不便查检的地方, 方便了读者的查考, 增强

词典的实用性, 如标点符号的修改, 参见条标注页码, 数字的改动等类别; 体例修订还力争做到统一

和完善, 改变以前在某些方面因疏漏或概念不清而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如“也说⋯”“见【】”等类的改

变。但有些体例的变动则涉及到词汇学和辞书学中的理论问题,《现汉》标〈口〉的原为北京口语词

语, 但这些词语一则由于文学作品的语言与口语趋于一致, 不少也多见于书面文字, 不只限于口语

了, 再则有些词使用范围也不好确定。修订中取消了〈口〉, 除个别词语改标〈方〉外, 一般不加标

志。”⑤取消“〈口〉”在词典中不能体现书语词与口语词的区分, 个别词语改标〈方〉又容易混淆方言

词与口语词的概念。因此, 这种体例上的改变还值得再三斟酌。

(二) 释义方面的修订。加上兼类中的相关词条,《三版》共有 713 条四字词在释义方面作了修

订。释义修订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1. 释文内容的修正; 2. 括注内容的增删和修改; 3. 义项的增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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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极少数特殊条目释义的修订。这几种情形的分布情况见表 5。

表 5

类　别 释文内容 括注内容 义项 特殊条目 总计

词条数 614 70 23 6 713

百分比 86. 11% 3. 23% 0. 84% 100%

　　表 5 显示,《现汉》对词语释义的修订主要集中在对释文内容的修正上, 占 86. 11%。

1. 释义内容的修正。

(1)追求释义准确。这类词有 520 条。“《现汉》原有词语的释义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 通过修

改, 提高词典的科学性。”⑥追求释义的准确科学, 是词典编纂者的最大目标,《三版》的修订就体现

了这一点。试比较下面词语《二版》和《三版》中的释义。

【基础教育】《二版》国家规定的对儿童实施的最低限度的教育。——《三版》国家规定的对儿童

实施的最低限度的初等教育。

“基础教育”中《二版》的释义限制性不强, 使释义超出了词义包含的内容,《三版》的释文中补进

了适当的限制词, 使释义概括适中。

一些专科词 (包括少数一般词)在《现汉》刚出版的年代, 只能做那种相对精确的解释。但随着时

代的发展, 词典编纂也要反映时代和科技的发展, 修改陈旧的内容。

另有一些成语释义《三版》中加注语源或字面义, 以显示词典对词语意义和用法概括的准确性

和完备性。如:【出类拔萃】《二版》超出同类之上。——《三版》《孟子·公孙丑》:‘出于其类, 拔乎其

萃。’后来用‘出类拔萃’形容超出同类之上。也说出类拔群、出群拔萃。

还有少数词, 由于编者个人的疏忽或对词汇理论认识的模糊,《二版》在释义时对“比喻”“形容”

“指”等特征词的使用上不正确, 导致了释义的不够准确。《三版》对这些词的释义也进行修改。如:

【雷厉风行】《二版》象雷一样猛烈, 象风一样快, 比喻执行政策法令等的严格和迅速。——《三

版》像雷一样猛烈, 像风一样快。形容执行政策法令等严格而迅速。

(2)力求释义客观。有些词, 过去认为它们只在某个特定时代或某种特定场合下使用, 于是就在

《二版》释义中加上显示这种时代色彩或风格色彩的限定词语; 在现代看来, 这种看法不全面的, 带

有很强的主观成份, 因而, 必须进行修改, 尽可能本着客观的态度进行注解, 取消那些限定词语。属

这类修改的四字词有 30 条, 如:

【哀鸿遍野】《二版》比喻在反动统治下, 到处都是呻吟呼号、流离失所的灾民 (哀鸿: 哀鸣的大

雁)。——《三版》比喻到处都是呻吟呼号、流离失所的灾民 (哀鸿: 哀鸣的大雁)。

(3)强调释义明了。词典释义, 虽然做到了准确、客观, 但是文字艰涩, 读者无法理解, 也就不能

达到查考释疑的目的。《二版》有些释义不很简洁明了, 特别是一些专科词。有的释义专业性过强,

注解过细。《三版》对此也作了一定的调整, 尽可能使用简洁明了的语句给读者传达词义中的基本信

息。属这种类型的修订词条有 64 条, 如:

【化学元素】《二版》原子核中质子数相同, 因而电荷数也相同的一类原子的总称。例如碳不论以

单质形式存在, 它的核电荷数总是 6, 所以碳是一种化学元素。现在已经发现的化学元素有 106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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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元素。——《三版》具有相同核电荷数 (即相同质子数)的同一类原子的总称。简称元素。

2. 括注内容的增删和修改。《三版》中括注内容修改的词有 70 条, 试看下面几例:

【回肠荡气】《二版》(文章、乐曲等)十分动人。也说荡气回肠。——《三版》形容文章、乐曲等十

分动人。也说荡气回肠。

【十万火急】《二版》形容事情紧急到了极点 (多用于公文、电报。——《三版》形容事情紧急到了

极点。

“回肠荡气”的括注改成了正文释义内容了, 说明这个词以前括注中的使用范围已经基本稳固

下来, 成为词义的整体;“十万火急”则完全取消了括注, 说明该词的使用范围已经扩大化了, 没必要

进行限定。

3. 义项的增删。《三版》对词义义项增删的修订条目共 2 条, 如:

【定时炸弹】《二版》雷管由计时器控制的炸弹, 能按预定的时间爆炸。——《三版》①雷管由计

时器控制的炸弹, 能按预定的时间爆炸。②比喻潜在的危险。

【黄色炸药】《二版》①一种烈性炸药, 黄色结晶, 成分是三硝基甲苯。也叫梯恩梯。②苦味酸的

通称。——《三版》烈性炸药, 成分是三硝基甲苯, 黄色结晶。也叫梯恩梯。

有些词语在运用中通过引申、比喻等途径会产生新的用法或新的意义; 有些词语的某一意义使

用较少或基本不用, 这一意义会慢慢消失; 还有部分词语原本就有某一意义, 但词典漏收, 等等。所

有这些情况, 词典修订都要予以考虑, 该增则增, 该删则删。3805 条继承条目只有这占 0. 60% 的词

条作了义项变动, 说明《现汉》对义项的确立和选择慎之又慎, 多方斟酌、推敲, 最终确定义项的增

删。但有下面两个词条的义项归并与分立还值得考虑。

【转弯抹角】《二版》(～ 儿) 形容路弯弯曲曲或走弯弯曲曲的路: 这条路～ 的, 可难走了û汽车～

开进村子里◇有什么意见就痛快说, 别这么～ 的。——《三版》(～ 儿)①沿着弯弯曲曲的路走: 汽车

～ 开进村子。②形容路弯弯曲曲: 这条路～ 的, 可难走了。③比喻说话、做事不直截了当: 有什么意

见就痛快说, 别这么～ 的。

【婆婆妈妈】《二版》(～ 的)①形容人行动缓慢, 言语罗唆: 你快一点吧, 别这么～ 的了。②形容人

感情脆弱: 他就这么～ 的, 动不动就掉眼泪。——《三版》(～ 的) 形容人行动缓慢, 言语口罗唆, 或感

情脆弱: 你快一点吧, 别这么～ 的了û他就是这么～ 的, 动不动就掉眼泪。

“转弯抹角”由原来的一个义项变为三个义项, 其中义项三是比喻义, 这没有什么问题: 义项一

和义项二的分立, 事实上是把原来的单一义项分拆而成, 其原因就是两个义项分别表示不同的词

性, 如果按这一标准立义项, 很多词义都得分立义项。“婆婆妈妈”一词的意义并没改变, 由原来的两

个义项归并为一个义项, 这样处理未必恰当, 实际上两个意义之间还是有很大差距,“感情脆弱”恐

怕不能和“行动缓慢、言语口罗唆, ”放在一个义项当中。

4. 特殊条目释义的修订。总共有 6 条。如“密密匝匝”一词由原来的作主条的词对释转为描写

式释义:《二版》密匝匝。——《三版》(～ 的)很稠密的样子: 车厢里的人挤得～ 的。也说密匝匝。

“品头论足、轻装简从、无米之炊、细菌武器”由原来的描写释义转为以“见【】”释义, 如:【品头论

足】《二版》指无聊的人随便谈论妇女的容貌, 也比喻在小节上随便挑剔。也说评头论足。——《三

版》见 981 页〔评头论足〕。

“引火烧身”一词由原来主条对释转为以“见【】”释义:《二版》①惹火烧身。②⋯⋯——《三版》①

见 1059 页【惹火烧身】。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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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例句方面的修订。当注解难以把词的内涵说透讲清时, 例句就可完善和补充注解的内容,

因此例句使用准确与否, 将直接影响词典释义的质量。加上兼类中的 38 条,《三版》有 140 条四字词

对释文中的例句作了变动, 或增加, 或删除, 或修改, 或更换, 各类分布情况见表 6。

表 6

类　别 增　加 删　除 修　改 更　换 总　计

词条数 80 34 17 9 140

百分比 57. 14% 24. 29% 12. 14% 6. 43 100%

　　“《现汉》原有的用例一般是比较好的, 精炼、规范、自然、流畅。但也存在缺欠, 一是用例偏少, 二

是受时代限制, 有的例句不适应现在的情况, 个别例句不够自然。”⑧从表 6 可以看出, 例句变动中

有 57. 14% 是增加用例, 这就显示出《现汉》较之原来更看重用例句来补充注解, 帮助读者理解词

义。另有 24. 29% 删除用例, 有 18. 57% 改或换用例。如:

【遍地开花】《二版》比喻好事情到处出现或普遍发展。——《三版》比喻好事情到处出现或普遍

发展: 电力工业已经出现～ 的新局面。

【不足为训】《二版》不能当做典范或法则: 书本上讲的也有～ 的。——《三版》不能当做典范或

法则。

【怪模怪样】《二版》(～ 儿的)形态奇怪: 这小狗熊长得～ 的。——《三版》(～ 儿的)形态奇怪: 她

这身打扮土不土, 洋不洋,～ 的。

“遍地开花”解释的是比喻义, 增加例句帮助理解这一比喻义;“不足为训”本身词义比较容易理

解, 没有必要用例, 所以删除例句;“怪模怪样”原有用例不够自然,《三版》就换用了例句, 而且这一

例句也显示出它的色彩义和习惯用法。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三版》有 48. 96% 的四字词作了修订, 由此可以窥视到这次修订的幅度和

力度; 显示出《三版》在收词、释义、用例等方面都更为准确、科学、规范、实用。尚未完善之处有待以

后的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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