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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巧红

韦氏大学词典》
’

是一

部享誉百年
、

深受广大读者青睐的中型通用语文词典
。

它是从《韦

氏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 》中衍生出来的
,

但由于它是一部专供普通

读者尤其是大学生使用的中型语文词典
,

故许多方面又 自成体系
。

年该词典的第一版一问世
,

就立刻得到广大读者和学生的欢

迎
。

其后分别于 年
、

 年
、

 一年
、

年
、

年
、

年
、

年和  ! 年出版了第二至第九版
。

时隔十年的  年
,

正值诺亚
·

韦伯斯特逝世 周年之际
,

梅里亚姆
一

韦伯斯特出版

公司推出了第十版新版
。

新版保留了《韦氏大学词典》以前各版的

久经时间考验的优点
,

在原有特色的基础上力求精益求精
,

进行 了

大规模的补充修改
。

本文在简要介绍该词典的同时
,

着重在一些主

要方面将新版与第九版作一番 比较
。

一
、

书名

在书名上
,

新版打破了冠以
“ ’ ”

的传统
,

而改为
“

一 , ” 。

在韦伯斯特逝世后
,

梅里亚姆兄弟购得韦伯斯

特这部词典的出版权时
,

却没有取得使用原编纂者
“

诺亚
·

韦伯斯

特
”

这个名字的专用权
。

因此
, “

韦伯斯特
”

之名成了人们的共同财

富
,

在美国人的心目中近乎于词典的代名词
,

任何出版商都可以在

一部质量不高的词典上贴上
“ ’ ”

标签
,

以广招徕
。

尤其是

近几十年来
,

大大小小
、

形形色色的印有
“

已
, ”

字样的低劣



词典 充斥 了市场
。

有全 足本的《韦氏新编 二十世 纪英语词 典 》

’

,

有大学版的 新韦氏英语词典》
’

飞
,

有袖珍型的 新韦氏袖珍词典》
, 。

这些滥竿充数的韦氏

词典
,

大都内容陈旧
,

并无多大查阅价值
,

但却让不少粗 心的读者

上当受骗
。

当然
,

这类非正宗的韦氏词典中也不乏出类拔萃者
,

如

世 界 出版公司出版的《韦氏新世界美语词 典
,

,

但纯属粗制滥造 者

居多
。

新版在词典封面最显著处冠以
“ 一 ’ ” ,

旨在

独树一帜
,

告诫读者谨防假冒
。

二
、

词汇

词典是否收录了大量能反映当今时代特征的新词和一些旧词

的新义
、

新用法
,

这是衡量词典质量和使用价值的一个关键性标

准
。

新版共收词 目 万余
,

其中包括几千个新词新义
。

新版中收

录的新词有 生育低峰
、

政治上的公开性
、

开

放 性
、 一

低技术的
、  

微型磁带
、

微观管理
、  

核冬季
、

爱滋病
、

 爱滋病病毒 等等
。

新版收录的旧词新义有 微波

炉
、

裸体飞跑
、

电脑病毒 等
。

新版在收录新词新义

方面非常详尽周全
,

保持了历届版本的特色
,

这主要得益于编辑部

建立并不断扩大的
“

引例档案
” 。

引例档案提供给新版编辑人员的

引例条 目已累计达 万条
,

比《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 》

年出版 的编辑人员所能利用的引例要多出 万条
,

比编

第九版《韦氏大学词典》时所能利用的引例多 万条
。

他们还首

次拥有可供机器阅读的 万单词的语料库
,

这些文章均选自各

种各样有资格的印刷物
。

有了上述这些材料作为该词典的编纂基

础
,

选词
、

释义等就有了充分的客观依据
,

使得新版在提供语言信



息
,

尤其是新词
、

新义方面更加可靠
、

全面
。

三
、

用法说明段落

第九版《韦氏大学词典》增加的重要特点之一
,

就是在词条末

尾增加用法说明段落
。

这些段落对语法
、

词义
、

词源
、

发音等存在着
“

意义含糊
”

或
“

用法有争议
”
的 多条词特别加一段说明

,

有时

还提出一些合理的建议
,

以供参考
。

新版继承了这一特色并发扬光

大
,

增补了大量新的用法说明段落 如
, , ,

 
,

等词条
,

并对原有的某些段落进行了彻底修改 如
, ,

、等词条
,

使其更能反映语言发展的社会潮流
。

例如
,

在前缀条 目
一

中
,

第九版只举了 和 为

例词
,

新版中增加了一段用法说明
,

指出由于前缀
一

同时兼有
“

每

⋯两次
”

和
“

两
· ·

一次
”之 义

,

和  也同 时可指
“

每月两次
” 、 “

每周两次
”

和
“

两月一次
” 、 “

两周一次
” 。

为了避免产

生这样的歧义
,

建议读者在上下文中给出一些提示
,

说明
一

的所

指意义
,

或者
,

如果
一

作
“

每⋯两次
”

解的话
,

可用
“ 一”

来替代
。

第九版在 条的用法说明中指 出
,

使用这一短语仍会
“

冒得

罪人的风险
” ,

而新版则认为
,

这一短语
“

几十年来一直被认为是规

范用法
,

没有理 由避免使用它
”

第九版认为 ’ 用于第三人称

单数
,

这在书面语中是不规范的
,

新版则指出
’

的这一用法主

要用于小说中人物性格的刻划
,

有时像
,

一样
,

被有意识地用

来增加一些随和的气氛
。

四
、

同义词段落

例证历来被认为是释义的一种最有效的辅助手段
,

尤其是说

明同义词或近义词的微妙差别时更是必不可少
。

第九版虽对第八

版的同义词项 目进行了全部改写
,

特别着重区别同义词之间的细

微语义和文体差别
。

但是
,

美中不足的是
,

这些段落中
,

大部分都没

有辅以例证
。

例如
,

新版的 条 目中
,

同义词辨析说明共有 余

条
,

配有例证的仅有 条
,

这无疑增加了读者理解上的困难
。

新版

 



弥补了第九版的这一缺憾
,

给所有的辨义段落配例
,

这不能不说

是 一大改进
。

第九版在词条  !∀ 肥沃的 末尾
,

列了一组同义

词
:fertile

,

f
e C u n

d ( 生殖力旺盛的 )
,

f
r u

i t
f

u
l ( 果实 累累的)

,

p
r o

l i f i
e

( 多产的)
,

这组词都有一个共同的含义
“

生产或能够生产后代或果

物
” 。

仔细阅读其中的辨义段落
,

读者却仍很难准确把握它们之间

的区别
。

新版则分别辅之以例证
:fertile 5011(肥沃的土壤)

,

f
e e u n

d

h
e r

d ( 繁殖 力强 的兽群)
,

f
r u

i t
f

u
l

r e s e a r e
h ( 卓有成效的研究)

,
a

Pr ol ifi

。
w rit

e r
( 多产的作家)

。

这些简短的例证占不了多少篇幅
,

却

可谓一语点破
,

而且还提供了同义词的典型搭配
,

给读者以更形

象
、

直观的理解
。

五
、

插图

新版保留了原有的近 90 0 幅插图
,

又给
。
at

’
s 。

ra dl
e
(翻线戏)

、

e o n
g
a

(康茄鼓)
、

d i
v

i d
e r

(两角规)
、
e e

l (鳗鱼 )
、

fi
n
g

e r
p
r
i
n t

( 指纹)
、

ge
ta (木屐)等词条补充了 100 多幅精美的插图

,

其中有许多是专

「1 为本词典绘制的
。

这些直观
、

形象的插图有助于读者准确地了解

词义
,

加深对词语的记忆
。 。

at
,

s

cr ad
l
e

从字面上理解是
“

猫的摇

篮
” ,

第九版中虽有一段长达 36 个单词的详尽的释义
,

但有的读者

仍会不知所云
。

而新版对此条 目补充了一幅简捷的线条画
,

读者即

使不去看释文
,

也能恍然而悟
。

六
、

词的首现年代标注

词的首现年代标注也是第九版引进的一大新特色
,

即在一个

词的第一义项之前标上首次出现的有案可查的年代
。

这一特色在

英
、

美的案头词典中是独一无二的
。

新版的编辑人员利用手头近

10 年来积累的新的语言材料
,

追本求源
,

将数千个词的首现年代

提前
,

少则一年 (如 M
s ,

从 1950 年提前至 1949 年)
,

多则几百年

(如 b
ridegroo m

,

从 一4 世纪提前至 1 2世纪 )
。

也有少数词的首现时

间是推迟的(如 M rs
.
从 1612 年推迟到 16 15 年)

。

这是一项十分艰

苦
、

复杂而又细致的工作
,

由此可见编辑人员治学态度之严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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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附录资料

新版的附录资料主要包括
:
《本词典中的英语 》(T he E n gh sh

I
Jan gu age in the 压

etionary)
、

《缩略词及化学元素符号 》(A bb
revi

-

ation s an d s帅b
olsforChem iealElements)、《写作格式指南))(A

H and boo k
of st yle)

、

《名人录》(Bi
ograp h ieal N am

es)
、

《世界地名

录))( Ge
o
gr aP hi ca lN

am es )等
。

新版取消了第九版的前文附录《英

语 书写 与 发音 对 照 )) ( E n glish sp ellin g and s ou n d e o rresp on
-

denee)以及后文附录《高等院校 一览表 》(C olleges and u n iversi
-

ti es )
,

但同时对保留的每一份资料都增添了新的内容
。

从以上新
、

旧版的对比中不难看出
,

新版在保留了旧版原有的

精萃的同时
,

在各个方面又力求精益求精
、

更上一层楼
,

不愧为词

典界的
“

权威之声
” 。

但是凡事难以尽善尽美
,

正如词典家约翰逊博

士所说的
,

每一部词典都有缺点
,

犹如最精确的手表也会有毛病
。

笔者认为
,

新版在某些方面仍存在着一些值得推敲和商榷的地方
。

第一
,

在收词方面
,

新版收录了一些新的常用构词成分(co m
-

bining form )
,

如
一
g
a t e

( 类似水门事件的丑闻 )
、 一

g
e n

i
e

( 适 宜 于

⋯ )
、 一

s
p
e a

k ( 行话
、

语言)
,

但像
一

f l
a t

i
o n

( 通货膨胀 )
、 一

i
n t e n s

i
v e

( 密

集的)等这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
、

组词能力非常强的常用构词成分

却没有收录
。

而这些在 1988 年版的《韦氏新世界美语词典 》和

19 90 年版的《简明牛津英语词典》中都 已被收录
。

此外
,

像 m ed ia

genie (电视形象出色的)
、

g l
o

b
a

l w
a r

m i
n

g (全球性升温)等常用新

词
,

新版也告胭如
。

而 rad io ge ni
。 一词的

“

适于无线电广播的
”
这

一新义也漏收
。

第二
,

在附录资料的《名人录》里
,

新版与旧版一样
,

对中国的

人名采取威妥玛拼音和汉语拼音两种形式
。

如
:

C hou E n 一 l a i
;
p i

n
y i

n
J
o u

E
n

一

l
a
i⋯

T eng H siao 一p
,

i
n g

o r

De

n g X i
a o

一

p i
n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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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些外国读者也许会不明白此处的 pin yin (拼音)和 or (或者)

有什么区别
。

为了体例的统一
,

应将 or 改为 pin yin
;而且

,

新版沿

用了旧版中对 Zh
ou
的错误拼法 J

ou 。

在《世界地名录》中
,

Be
ij in g

( 北京)
、

S h
a n

g h
a

i ( 上海)的 注释均为 m
unieipality (直辖市 )

,

而

T ia njin (天津)的注释则为 ci ty (城市)
,

这似乎也不太妥当
。

尽管存在以上这些疏漏之处
,

但瑕不掩瑜
,

新版《韦氏大学词

典》仍不失为一部精心编纂
、

时代感强
、

具有很高使用价值的案头

词典
。

正像该词典初版的编辑所期望的
, “

在同一类型的词典中
,

它

将是无与伦比的
” 。

( 厦门大学外文 系 361005)

(资任编辑 陆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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