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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新华字典》“上新”新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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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龄”70年的字典，再度更新了。
8月10日，《新华字典》（第12版）在北京图书

大厦正式亮相。作为人手一本的“国民字典”，《新
华字典》自1950年启动编撰以来，共经历了12次
修订，上一次第11版修订为2011年6月。时隔九
年，《新华字典》“上新”，新在哪里？

壹
《新华字典》（第12版） 共

收单字 13000 多个，收带注解
的词语3300多个。记者从《新
华字典》 的出版方商务印书馆
了解到，此次修订，旨在更适
合新时代读者的需要，提升科
学性、规范性和实用性，修订
主要涉及8项内容：

一是根据国家规范和教学
需求，增补字头。根据 《通用
规范汉字表》 2013 年后获批的
几个化学元素规范用字，在正
文字条和附录 《元素周期表》
里同时体现，方便查检；

二是跟进时代，适量增补
新词，如“初心”“粉丝”“点
赞”“二维码”“截屏”等；

三是贴近生活，增补新义
新用法，新增义项近50个。如

“派”，新增义项“一种带馅儿
的西式甜点”；

四是与时俱进，完善字词
释义。根据社会语言生活的变
化，有的字修改了注释，如

“媒体”一词，在第11版释义“指
传播信息的工具，如报刊、广播、
电视等”基础上，第12版增加了

“互联网”。此外，根据社会语言
生活的变化，有的字修改了注
释，根据地方田野调查的结果，
有的字增加地名义项；

五是满足需求，增补实用字
音，如“匮”增加“guì”的读音。
东汉张仲景中医名著《金匮要
略》中“匮”读guì，同“柜”，释义
体现了“匮”与“柜”的关系；

六是体现规范实用，完善
《部首检字表》。为方便查检，
在 《难检字笔画索引》 增加了

“黑”“龙”“色”等部首字；
七是依据权威资料，更新

附录信息。新版更新了 《常用

标点符号用法简表》《世界各国
和地区面积、人口、首都 （或
首府） 一览表》《地质年代简
表》《元素周期表》等；

八是正文每页附二维码，
用“新华字典 App”扫码，就
可看到当页所有单字的部首、
笔画、结构等信息，免费收听
字的标准读音，观看笔顺动
画，查检知识讲解等。

据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
执行董事顾青介绍，《新华字
典》有升级，也有创新。第12
版首次使用了冷激光打码技
术，通过一书一码让 《新华字
典》 有了电子身份证，便于读
者进行防伪查询。此外，纸书
加二维码的形式实现了媒体融
合的二次升级，让文字有了声
音、笔画有了动态，看听结
合，动静相伴。

8项内容更新，收入“初心”“粉丝”“点赞”等新词

“作为小型而具有系统性的
字典，《新华字典》犹如辞书界
的芯片，需要致精致细，容不
得半点粗枝大叶，任何更新都
因为小而难度倍增。”中国社会
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刘丹青
说，1956 年，国家将新华辞书
社整体并入当时的中国科学院
语言研究所，也就是今天的社
科院语言研究所，由此 《新华
字典》 编撰修订的重任就落到
了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肩上。

据刘丹青介绍，《新华字
典》第12版的修订工作由社科
院语言研究所的程荣、王楠主
持，修订团队继承了前辈字典
人的原创精神，对大量看似细
小的问题展开了有针对性的专
项调查研究，一些地名、姓氏
的读音以第一手的实际调查为
准进行更新，夯实了语文学术
和语言实际的基础。

《新华字典》是一本“不说
话的老师”。“上语文课时，我
们也会要求学生将字典和语文
书一样摆在课桌上，方便随时
查阅练习。”北京市东城区灯市
口小学老师孙彤说，学生从小
学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始学习音
序查字法，学校统一给老师和
学生配备 《新华字典》，《新华
字典》 承担着字典查找训练、
使用工具书的习惯训练等功
能。课文学习、习作表达、课
外阅读，小学生们常常会请教
这位“不说话的老师”。

从第11版到第12版的九年
里，《新华字典》已成为一种文
化标识：《新华字典》被纳入了
国家免费教科书的范畴，超过
1.5亿孩子拿到了免费的《新华
字典》；商务印书馆先后在海南
白沙、内蒙古四子王旗、四川
汶川、福建寿宁等地设立了

《新华字典》 奖学金，出版了
《新华字典》的汉哈版、汉维版
等民族语版。15个语种的《新
华字典》 海外版正在加紧翻译
中。

目前，《新华字典》全球发
行量已超过 6 亿册，在图书出
版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据《光明日报》《南方日报》等

销量超过6亿册，成为“最受欢迎的字典”叁

1950 年 8
月，新华辞书社
成立，魏建功任
社长，在当时出
版总署副署长叶
圣陶的支持下，
组织编写《新华
字典》。

1953 年，在
经过叶圣陶的逐
字审定后，《新华
字典》由人民教
育出版社出版。
1957 年，《新华字典》改由商
务印书馆出版。此后一直由
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新中国成立初期，“扫
盲”工作迫切需要一本实用
的小型字典。《新华字典》恰
好符合这个要求，它用白话
释义、用白话举例，简单易
懂，为“扫盲”工作做出了
重大贡献。

事实上，辞书编纂本身
就是一门学问，需要花费很
多精力。

以1953年出版的《新华
字典》 为例，参与编写工作
的人们都十分认真。语言文
字学家魏建功还常常将文稿
带回家里审改。

有文章指出，编纂过程
是集体负责制，每一个字都
单独写在一张小卡片上，编
写人在卡片上撰写条目，盖
上图章以示责任。然后大家
相互传阅，把意见也写在卡
片上，盖上图章。

这样，卡片在传阅讨论
后，汇总抄出的就是这个字
在字典中的条目。后来，经
过专家们反复修改、逐字逐
句推敲。

出 版 之 日 就 是 修 订 之
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
计 划 很 快 提 上 日 程 。 1957
年，新修订的 《新华字典》
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版
本被称为“商务新1版”。

1971 年 6 月 ， 新 一 版
《新华字典》创下了发行量超
过一亿册的纪录，这在当时
是一个奇迹。

诞生近 70 年来，《新华
字典》一共经历11次修订。

据 《钱江晚报》 此前报
道，语言文字学家曹先擢提
到，《新华字典》的修订很严
谨。比如1998年修订时增加
新词条“焗油”，修订人员特
意两次跑到美发厅向老师傅
请教，还亲身体验，才定下
了“焗油”的释义。

几十年里，类似的故事
有许多。《新华字典》 编纂、
修订工作，汇集了一批著名
的专家学者：叶圣陶、魏建
功、邵荃麟……漫长的岁月
里，又有不少专家的名字加
入其中。

可以这样说，到今天，
这部历经多次修订的字典凝
结了许多人的心血。 晚综

一本字典背后的故事

一本《新华字典》，牵涉的
是公众在社会当中的生活、生
存、发展，折射时代变化、社
会变迁。

改革开放以后，服装秀、
走秀等新事物出现，“秀”于是
有 了 展 示 、 表 演 的 新 意 思 。

“族”增加了“有共同特点的某
类人”的义项。

在第 11 次修订时，《新华
字 典》 新 增 了 800 多 个 正 字

头，还增加了1500多个繁体字
和500多个异体字。

一 些 汉 字 义 项 有 了 新 变
化。比如“晒”增加了新的释
义“展示”，多指在网络上公开
透露（自己的信息），如“晒工
资”。而“房奴”、“学历门”等
网络“热词”也出现其中。

与国计民生相关的词语也
增加了不少。如在“民”字的
解释中添加“民生”，组词为

“关注民生”；“和”字中新增
“和谐”一词。此外，删去部分
使用频率较低的词语，比如

“煤油”等。
有趣的是，无论时代如何

变迁，《新华字典》 每本的最
低定价差不多比照一斤肉的价
格，1957年是1元/本，而这次
新版单色本为 19.9 元/本，双
色本 24.9 元/本，同样耐人寻
味。

字典折射时代变化贰

许多年来，《新华字典》
一版再版，帮助许多人迈进
了知识的大门。它是新中国
第一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
举例的字典，也是迄今最有
影响、最权威的一部小型汉
语字典。

2016 年，这部小小的字
典又火了一次：吉尼斯世界
纪录机构在伦敦宣布，《新华
字典》 获得“最受欢迎的字
典”和“最畅销的书 （定期
修订） ”两项吉尼斯世界纪
录。 晚综

曾获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

延伸阅读

不同版本的不同版本的《《新华字典新华字典》。》。

1953年初版《新华字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