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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辞源》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部大型语文性工具书，也是商务印书馆的标志性品牌辞书。
1908年《辞源》开始编纂，1915年正式出版，1931年《辞源》续编出版，1939年又出版了《辞源》正续
编合订本。
新中国成立后，《辞源》于1958年开始了修订工作，1979年至1983年分四册出齐，以后又陆续出了两
卷豪华本和单卷缩印本，至今这三种版本共发行了330万册。
《辞源》编纂已100年，上次修订至今也已30年，基于辞书修订的周律和社会的需求，商务印书馆启动
了《辞源》(修订本)再次修订的项目。
为了配合《辞源》此次修订，我们选编了三本资料书，《(辞源)修订参考资料》即是其中之一。

我们选编的原则是：已发表的有关《辞源》的文章，包括题目中含《辞源》和内容有专论《辞源》的
文章。
具体操作方法是：将搜集到的有关《辞源》的文章按照辞目分别切成若干块，然后将这些块按照收目
、注音、释义、引证、体例分成五大部分，在每部分前面加上此类概述内容，每一部分均按照《辞源
》辞目的顺序排列，每个辞目后标上《辞源》(修订本)的页码(失收辞目标首字页码或相关辞目页码)
，以便读者查考。
辞目保留用繁化字，正文改用简化字。
在编纂过程中，我们尽量保持原稿面貌，有些显误径直改过，不加注明。
为了全书统一，有些地方我们作了少许改动，如书名号等。
为了查检方便，我们编了《本书涉及(辞源&gt;辞目笔画索引》，还附有《选文篇目》，以便读者进一
步查阅全文。

《&lt;辞源)修订参考资料》的内容，是30年来200多位研究者以《辞源》的形音义和书证等为研究对象
，阐述自己的见解和体会的集成，给《辞源》修订和其他辞书的修订以有益的启发。
虽有的是见仁见智，亦可姑存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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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泽炎，1934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社会历史系。
中国语言学家、编辑出版家。
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50余篇。
刘叶秋 早年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文学系，商务印书馆编审，南开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
何九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著作有《上古音》、《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等。
颜洽茂 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汉译佛
典词汇研究”。
在《中国语文》、《辞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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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修订后的《辞源》“收单字12980个”，约相当于现今最常用汉字字数的四倍，却唯独漏收了
“蚀”字。
“蚀”字见《说文。
虫部》：“败创也。
从虫、人、食，食亦声。
”又《玉篇·虫部》：“蚀，肘力切。
日月蚀也。
”见用于古代典籍则更早。
《庄子。
至乐》：“斯弥为食酰。
”陆德明《经典释文》载司马彪本“食”作“蚀”。
《吕氏春秋。
明理》：“其日有斗蚀。
”又“其月有薄蚀”。
《史记。
天官书》：“日月薄蚀。
”此后，“蚀”字在长期使用中意义有了引申发展，泛指损失、损伤、亏耗等，如腐蚀、剥蚀、蚀本
，至今仍然是一个常用字。
但是，《辞源》竟自失收。
“蚀”字为什么会蚀？
由于汉字形体的发展演变，辞书的编纂者由文字学原则的部首转而采用检字法原则的部首。
这样，某些字在字典中的隶属便有了分歧，当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自《说文》《玉篇》以降，《类篇》《字汇》《正字通》《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直到旧《辞
源》《辞海》、台湾《中文大辞典》，尽管都一直把“蚀”字收归虫部，但辽释行均《龙龛手鉴》已
归食部。
解放后编纂的一些影响较大的辞书，如《新华字典》与《现代汉语词典》的“部首检字表”、修订本
《辞海》，也都归人食部。
但是，“《辞源》的修订工作”系由四省（区）协作担任，而“由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负最后定稿的责
任”。
“蚀”字所以在该书四卷正文、后附“四角号码索引”以及“单字汉语拼音索引”中全都“失踪”，
彼此协作中的阴差阳错，可能是招致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伍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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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辞源〉修订参考资料》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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