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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79年以来，我以自己的辞书工作实践为基础，陆续发表了数十篇关于辞书的文章。
既有辞书编纂经验教训的概括和总结，又有辞书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和论辩，也有对伪劣辞书及其代表
人物的奇谈怪论的揭露和批评。
这次编辑《辞书思索集》，我从其中选用了一半左右，另有一些未曾发表的新作。
编辑《辞书思索集》的过程，是一个再学习、再思考、再研究的过程。
我用今天的眼光审视旧作，认为有保留价值的才予以结集，并作必要的修改补充，直至重写。
同时，发现有应写、可写而未写的，就加写若干篇。
　　辞书学是一门应用科学。
对辞书学的议论和阐述，理应密切联系辞书编纂的实践，并有益于辞书编纂的进步。
我力求从实际出发，具体地说，就是从实际编纂的经验出发，从实际存在的问题出发，从实际运用的
需要出发。
我反对一切脱离实际的空论。
　　辞书学又是一门新兴科学。
许多问题都才开始探索，人们的认识正处于由粗到精、由浅到深、由非到是的发展变化过程中。
我也是如此。
所以对自己过去所写的文章，有些要舍弃，有些要修改补充，有些要重写，必要时还要做自我批评。
为了分清是非，探求真理，我也有所争辩。
虽然众说纷纭是难免的、正常的，但在同一个问题上，在互相矛盾的意见中，真理终究只有一个。
　　十多年来伪劣辞书在我国泛滥，是一个严重的消极文化现象。
我较早参与揭批伪劣辞书，并且一直坚持了下来。
这场斗争，对扫除祸国殃民的精神垃圾，对辞书事业的健康发展，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都有
重要意义。
书中有一批文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场斗争。
　　编入《辞书思索集》的33篇文章，分为四编：概论编、专科词典编、《辞海》编、祛邪编。
从这些类目和各类的篇目可以看出，《辞书思索集》在辞书学广泛的范围中仅涉及有限的一些方面。
我只就自己有所为、有所思、有所得者著文，不求面面俱到，不作泛泛之论，唯求实实在在地说清楚
若干问题，以期有助于辞书质量的优化、辞书研究的深化和辞书园地的净化。
拳拳之忱，如能略有成效，我将深感欣慰。
至于书中的缺点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目前出版学术著作很不容易，尤其是像辞书学这样的小学科的著作，因读者面窄，销路不广，更
难以出版。
幸承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社长、高若海总编辑大力支持，《辞书思索集》才得以问世。
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谢意和敬意。
同时，我也要深切感谢老领导巢峰同志，老朋友周明鑑、虞仰超、秦振庭诸位同志对我编辑出版此书
给予多方鼓励和帮助。
陈毅诗云：“知我二三子，情亲转无言。
”我只能把他们的珍贵友谊永远铭记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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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庆凯，男，1932年生于浙江杭州。
浙江大学肄业。
1951年考入华东人民出版社（后改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调至辞海编辑部（后改上海辞书出版社
）。
历任编辑，编辑室副主任、主任，副总编辑。
1959年加人中国共产党。
1987年被评聘为编审。
1993年起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2006年获中国辞书学会颁发的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
　　辞书编纂工作方面，参加了《辞海》1979年版、1989年版和1999年版的编纂工作，又参加了数十
种专科词典的编纂工作。
任编纂处主任的《哲学大辞典》和《外国哲学大辞典》、任副主编的《法学大辞典》均获国家图书奖
提名奖。
　　主要著述方面，关于逻辑学出版《逻辑要领》、《生活中的逻辑》（与孟自黄合作）、《编辑与
逻辑》三书，发表论文十余篇；关于辞书学出版《专科辞典学》（与杨祖希合作）、《辞书学辞典》
（与杨祖希共同主编）、《辞书编纂纪事》（与周明鑑、秦振庭合作）三书，发表论文数十篇。
　　现为《辞海》编委兼分科主编，《大辞海》分科主编，中国辞书学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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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概论编辞书学的独立性词典的特有属性和本质属性把好政治关辞书的逻辑性辞书释文要言必有据人物
条目的全面性定义论定义五问论定性语论交叉一部辞书中的平衡问题辞书体的八个要求辞书的索引百
科全书是不是辞书?专科词典编当代中国的专科词典专科词典的类型专科词典的选词专科词典的释文术
语间的派生关系和词典编纂百科词语的溯源问题专科词典的分类编排《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的编纂思
想《辞海》编《辞海》创新概要《辞海》内容的与时俱进《辞海》百科条目的特色《辞海》编辑工作
程序祛邪编《语言大典》：劣质辞书之最鱼目混珠的《新辞海》法律条目不容胡言——评《新世纪现
代汉语词典》的法律条目评王同亿的假创新一对孪生的伪劣辞书词典抄袭侵权的几个问题词典学是揭
批伪劣词典的思想武器——兼驳王同亿否定词典学的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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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辞书学的独立性　　今之世，辞书学究竟仍旧从属于语言学，还是已经独立于学科之林?这个问题
，直接关系到辞书学的性质、内容、地位和发展，是辞书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应该给予充
分的重视。
　　如果像某些学者所论定的那样，辞书学至今仍是语言学中的一个分支，甚至只是词汇学中的一个
部分，那么它的性质和内容就不能不为语言学甚至词汇学所局限，它在科学体系中就只能处于很低的
层次，它的发展势必受到严重的束缚。
只有确认辞书学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学科，断定它既与语言学有密切的联系，又超越了语言学的狭隘眼
界，才能从各种辞书（包括字典、语文词典、双语词典、专科词典、百科全书等）所涉及的广泛领域
，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辞书编纂的原则、方法和历史，从而创造辞书学繁荣兴盛的广阔前途。
　　一、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辞书学的独立理有固然　　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辞书只是或主要
是字典和语文词典，对它们的研究也只是或主要是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的，因此处于萌芽状态的辞书
学只能孕育于、依附于语言学而不可能取得独立的地位。
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一直保持下去，随着辞书的品种日益增多，范围日益扩大，对辞书的研究也超越
语言学的界限而趋向于多角度、全方位，辞书学的独立就不可避免了。
　　辞书学独立的根本原因是它的研究对象和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不同——简言之，辞书学研究辞书，
而语言学研究语言。
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辞书学一度依附于语言学，但是它迟早要摆脱从属地位，独立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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