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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修订主持者江蓝生回应社会争议：

第6版《现汉》是这样炼成的
本报记者 师文静 实习生 孔军

江蓝生称，通过第6版
《现汉》，我们看到新增词汇
强调通用性和生命力，有的
虽然出现时间不长，但合乎
语法，表现力强，且能在词
义和用法上填补汉语词汇
系统中的某种空缺，使表达
更加丰富多彩。

第6版

体现新兴生活方式

与群众衣、食、住、行等
日常生活相关的新词语，是
第6版增收词语的重点，比
如与住房相关的新增了：房
改房、二手房、廉租房、两限
房、经济适用房等。与交通
出行有关的有：接驳、动车、
高铁、屏蔽门、减速带、劝睡
区、代驾、酒驾等。很多新词
语反映了时下某些社会新
的生活方式，如首付、扫货、
拼车、团购、网购、网聊、美
甲、塑身、陪聊、自驾游、移
动办公等等。源自西方的父
亲节、母亲节、感恩节、情人
节等词语也进入词典，反映
了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
变化。

不回避

社会负面现象

江蓝生称，进入社会
转型期，市场经济在促进
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给社
会风气和人们的价值观带
来一些负面影响，第6版没
有回避这些，新增收了拜
金主义、傍大款、三陪、买
官、卖官、碰瓷、吃回扣、
官本位、贪腐、贪渎、霸王
条款等等。闪婚、闪离、试
婚等词语反映了传统婚恋
观所受到的巨大冲击。第6

版增收的准社会身份类名
词直观反映了一些新社会
群 体 及 其 特 点 ，例 如 北
漂、草根、社工、达人、独
立董事、款爷、名嘴、香蕉
人、小皇帝、蚂族、全职太
太等等。

外来词

主要来自英语和日语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
社会规范和人员的流动，
一些外来词、方言词和港
澳台地区的词汇大量进入
普通话，为词汇的丰富发
展提供了新鲜的养分，第6

版收录的外来词主要来自
英 语 和 日 语 。前 者 如 博
客、微博、粉丝、斯诺克、
嘉年华、脱口秀等；后者
如新人类、宅急送、过劳
死、人间蒸发等。

第6版增收了台湾地
区的一些词汇，如：呛声、
出糗、劈腿，以及与选举
文化有关的拜票、谢票、
站台等。在《现汉》的附录
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中，
第6版增收了媒体中常见
的C P I (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 )、PPI(工业品出厂价格
指数)、PM2 . 5(空气中飘浮
的直径小于 2 . 5微米的可
吸入颗粒物 )等与人民生
活密切相关的字母词，以
方便读者查知。

第6版《现汉》

有容乃大
本报记者 师文静

实习生 孔军

新词从何而来？

电脑筛查与专家“互助”

第6版《现汉》最受关注的是新
增近3000条新词，修订组是如何抓
取这些新词的呢？江蓝生称，修订
工作者们有个软件“语料库”，工作
人员24小时监控网络，“电脑智能
根据词频来进行挑选，但‘语料库’
这种软件的内容选取往往不够稳
定，不能取得均衡意义上的目标词
汇。”

修订组不仅仅依赖软件，更重
要的是靠每个成员平时对阅读材
料的记录与留心。江蓝生称：“修订
组的工作人员还需要在新闻、书籍
中 寻 找 规 律 、用 义 ，并 且 进 行 互
动。”在修订过程中，一方面要求新
词新义的增收要反映词汇学研究
的新成果，有较高的学术含量。另
一方面，为了尽可能提高《现汉》的
修订水平，本次修订采取了开门求
贤的方式，不仅请来了社科院语言
所和社科院众多学者参与、审读，
而且还在高等学校、出版社聘请一
批高端专家学者为修订组把关，还
请了一批著名的语言学家、辞书学
家担任本词典的审订委员和学术
顾问。

用词争议如何解决？

尊重生活中的使用规则

到底是“林荫道”还是“林阴道”，
相信不少读者都会觉得很难拿捏，因
为不同的词典和不同的专家各有解
释。而第6版《现汉》坚持用“林荫道”
而非“林阴道”。

江蓝生称，她是新一届审音委员
会的顾问，审音委现在也准备将“林
阴道”改回“林荫道”，所以自己保留

“荫”的底气更足了。江蓝生解释，
“阴”与“荫”的混乱主要是因为，《审
音表》规定“荫”统读去声，只能用于

“封妻荫子”“荫庇”等词。按此“林荫
道”就只能写作“林阴道”，但很多群
众出于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原因不予
认可，在实际使用中仍然写作“林荫
道、柳荫街”等。所以新版《现代汉语
词典》和《新华字典》做了变通处理，
在“荫”字下收录了阴平和去声两个
音，兼用“林荫道”和“林阴道”，以“林
荫道”为主条，“林阴道”为副条，把明
显和现实生活中不一致的内容做了
灵活处理。

《新华》《现汉》谁更权威？

二者首次进行了一致性处理

不少读者使用词典时会发现
《新华字典》和《现汉》经常有不一
致的情况，无所适从。江蓝生对此
解释称，以前二者确实存在着不一
致的地方，给很多人带来了困惑，
这是因为两本辞书的修订时间前
后差距很大。这次修订的第 1 1版

《新华字典》和第6版《现汉》是前后
脚，第11版《新华字典》是去年7月
份发布的，今年7月第6版《现汉》又
发布，修订组按一致性处理，今后
这类麻烦就减少很多。

江蓝生称，依她个人的观点，
《现汉》是我们国内汉语词典的母
典，任何一本规范词典都要参考

《现汉》，其他汉语词典无论有什么
创新，都要以《现汉》为基础。在某
些方面有些词典做得比《现汉》好，
这是非常好的事情，《现汉》以后修
订也可以吸收其他词典的长处，互
相促进。

第6版有错误吗？

没有词典是无懈可击的

第6版《现汉》有错误吗？江蓝
生称：“在编辑环节，商务印书馆的
学者型编辑队伍在第6版《现汉》的
修订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
责任编辑重点全面深度审读书稿
两遍，提出书面审读意见若干条，
编辑部的其他编辑在审订字头和
校样时又提出许多审读意见。与此
同时，在编辑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
记录查证，并适时与修订专家组沟
通。”

在出版环节，出版物各科室投
入了大量的人力，其中校对达到了
11个校次，从而保证了《现代汉语
词典》第6版的排校质量。在印装环
节，大家也没有把《现汉》当做普通
的图书对待，仅《现汉》的装帧样稿
就达到30余件，先后微调75稿，历
时一年才完成装帧设计工作。“一
本著作问世就是一个‘靶子’，供大
家来挑错、思考。世界上没有一部
词典是无懈可击的，甚至连国外最
好的词典也会存有疏漏。词典编纂
是一项复杂而浩大的工程，没有人
能做到滴水不漏。只有不断吸取大
众的意见，才能使之越来越完善。
我想以一个谦虚谨慎的态度，为下
一次修订做好准备。”

15日，《现代汉语词

典》(下简称《现汉》)第6版

正式发行，此版本修订耗

时7年，增加单字600多个，

增收“草根”“香蕉人”“洋

插队”等新词语近3000条，

增补新义400多项。新版

《现汉》一面世就如宠儿

般受到各方关注，但也面

临不少争议。针对第6版

《现汉》，著名语言学家、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中

国辞书学会会长、《现代

汉语词典》第6版修订主

持人江蓝生在接受采访

时回答了一些争议问题。

江蓝生

各种版本的《现代汉语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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