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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拥有5000年辉煌文明的古国，中国辞典编纂即使从《尔雅》成书算起也有2200年左右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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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1960）和《
中国古代的字典》（中华书局，1963），而中国辞典史的全面系统性研究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起步
。
上海辞书学会《中国辞书学论文索引（1911-1989）》显示，方厚枢的“中国辞书史话”（工9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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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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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后人研究中国辞典史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迪。
不过，中国辞典史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有些甚至是有关研究中的基本问题。
现就中国辞典史的研究现状、基本思路、研究方法、历史分期和实际意义等五方面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为全书的研究做些铺垫。
中国辞典史研究现状人类文明史上开始有辞典萌芽就意味着辞典的起源。
中国辞典文化源自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末期的儿童识字课本，而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前后
的《尔雅》被学术界公认为中国的第一部词典。
中国辞典文化连绵三千余年。
综观中国辞典史研究现状，人们不难看出其美中不足。
首先，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有关中国辞典史的思考大致见于辞书的“序言”、“凡例”、“前言”
等正文前信息中，主要对有关辞书引用文献做些评论或对其来龙去脉做些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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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集中国三千余年辞典编纂与理论研究成果于一炉而冶，从世界辞典文化发展和中国社会文化演进
的历史长河中根究中国辞典文化演变的轨迹和规律，既重视古代遗产，更侧重近现代和当代辞典的变
革和创新，既重视具体代表性辞典的评析，更侧重辞典演进的历史连续性、理论的承继性和史论的整
体性，第一次向世人展现一幅自远古至当代，从大陆到港澳台的中国辞典文化的厚重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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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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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词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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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词集只不过是反映现实世界存在的标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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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闪语部族。
大约公元前2340年，阿卡得征服了苏美尔，是这种征服导致了世界上最原始意义上的“辞典”的诞生
。
过去苏美尔人一直将征服他们的阿卡得人看做是劣等文化民族，而阿卡得人相信简单的武力征服是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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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世界上首次书面翻译尝试成为必需，并随之催生了我们可以称之为“辞典”的工
具书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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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辞典3000年(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1999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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