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华字典》恐怕是无数国人的美好记忆，碰到不认识的字，

翻上一翻就会收获标准答案，这本身材小小的工具书还

入选了“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但

在网络和智能手机冲击的当下，年轻人遇到什么问题，不太查字典

了，更多是第一时间寻求网络的帮助。

传统辞书遇到了什么问题，未来将走向何方？记者在书展期间展

开了调查。

2019 年 8 月 16 日 星期五

文化14 责任编辑 周 斌
版式执行 倪 斌

■劳动报记者 王卫朋 摄影 贡俊祺 ������

网络浪潮冲击传统辞书 数字化出版已经势在必行

过去，买本书可能只要十
几二十元，现在，哪怕是一本
薄薄的图书，少则四五十元，
动辄上百元。 有人抱怨“书太
贵了，买不起了”。 你认为现
在的书贵吗？ 带着这个问题，
记者走访了书展上的众人。

在退休语文教师王老师

看来，哪怕买书的花销高了，
也不能说是一种经济上的负

担，只要喜欢，哪怕花再大价
钱也是值得的。

做房地产生意的魏先生，
无论是家里还是办公室 ，都
堆着一摞摞的书籍， 而且基
本都会读完。 当谈起书贵不
贵时，他说道，“不贵，虽然现
在电子书比较流行， 但如果

内容写得好的话， 我还是会
买纸质书， 因为翻书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

来自南京河海大学的何

同学告诉记者， 对于学生来
说，现在的书还是挺贵的，所
以， 平时会通过淘宝、 当当
网， 或是一些二手书平台来
买书。 “这次来逛书展，就是
来看看有哪些感兴趣的书 ，
拍个照，回去网上买。 ”

记者在随机采访中发现，
对于买书贵不贵， 大部分读
者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但
同时， 受访者也都认为书本
在内容上的 “含金量 ”，才是
判断一本书是否有价值的依

据。 ■劳动报记者 柴一森

书是便宜了还是贵了？
少则四五十，动辄上百元

手机一搜啥都有
谁还去翻工具书？

■2019 上海书展 书间访谈

今年上海书展 ，“辞书成就
展”是内容之一。 70 年来，我国
学术界、文化界、出版界在辞书
编纂出版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涌现了《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
典 》《辞海 》（修订本 ）《大辞海 》
《辞源》（修订本）《汉语大字典》
《汉语大词典 》《中国大百科全
书》等一批标志性辞书。

在精品展示柜中 ， 陈列了
《辞源 》1915 年版 、 《辞海 》1928
年第一版底稿 、《辞海 》1936 年
版、《辞海》1965 年未定稿、1961
年内部发行的 《辞海 》试行本 、
吕叔湘先生手稿等珍贵文献 。
其中 ，1928 年 《辞海 》第一版底
稿 ，是这套 “全国唯一的底稿 ”
首次公开展示。 在展览现场，读
者可以戴上手套翻阅其中一册

底稿， 而这个珍贵的体验仅限

书展首日。
记者在现场看到，对于这些

具有年代感的辞书，一些中年读
者很感兴趣，低头驻足，停留的
时间不短。家住浦东杨思的白领
邓琳在现场做了一回“讲解员”，
给 6 岁多的儿子讲解里面各种
书籍的作用和价值。

“他认得 《新华字典 》，因为
幼儿园里面有同学给每人都送

了一本。 ”邓琳说，儿子正处于幼
升小阶段， 在自己的辅导下，认
识了一些字，也会写一些字，“前
不久， 我刚教会他怎么使用字
典，碰到不认识的字，可以通过
字典查一下，也有助于他掌握字
词的拼音、偏旁部首等。 ”

邓女士对记者坦言，至于某
个字的笔顺如何，相关书籍上介
绍得并不多，“即将入读的小学

老师来家访，跟我们提了这个问
题，笔顺不用纠结 ，小学里还会
教，但他正在练字，如果问我字
的笔顺， 我第一想到的还是百
度。 ”她说，网络输入某个字，会
有这个字的读音和解释，笔顺还
是以动画形式呈现，很方便小朋
友学习。

此外，6 岁多的小朋友正处
于非常好奇的阶段，什么东西都
想知道。邓琳为此遇到过烦恼 ，
“我个人储备的知识毕竟 有
限 ，碰到不认识的字 ，不知道
的事物 ，我不可能再回家搬出
字典 、工具书 ，掏出手机点一
点 ，马上就能解决 。 即便是在
家里， 如果不是为了教儿子使
用， 我也不会主动去翻字典，手
机就能查，多方便啊，传统辞书
携带太不方便了。 ”

孩子的“十万个为什么”
掏出手机秒搞定

“哥特妆”是什么
专家也要借助网络

遇到问题不太查字典，而是
更多的是寻求于网络，像年轻妈
妈邓琳这样的不是少数。网页检
索、APP 检索等方式逐渐成为主
流。 同时，网络辞书人人可以创
建、编辑词条的特性，使其内容
丰富性大大增强。以百度百科为
例， 截至 2019 年 8 月 14 日，累
计词条已超 1400 多万个， 累计
编辑已超 1 亿 5000 万次， 参与
编写人员达到 680 多万人 。 而
32 卷的纸质版 《中国大百科全
书》 第二版条目数量只有 6 万
个。

此外，尽管平面辞书在权威
性方面毋庸置疑，但其弊端也在
时代面前不断显现。比如修订时
间长，查检、携带不方便，出版、
储存、运输成本高等，也是年轻
读者不愿意使用传统辞书的原

因之一。
中国辞书学会秘书长、商务

印书馆总编辑周洪波就有如此

感触。 他表示，经常看天气预报
的人应该会察觉， 之前常说的
PM2.5 标准读法已经改为“细颗
粒物”，标准变了，词典也要跟着
变化，“但辞典也是滞后的，技术

永远走在前面，比如现在的《辞
海》 是十年一修订， 没有收录
5G， 但我们已经开始研究并要
使用 5G 了。 ”周洪波说。

此外 ，诸如微博 、微信这样
的词语，已经深入到大家的生活
当中， 不少的辞典里面仍未收
入。 中国辞书学会会长、北京语
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长信中

心主任兼首席专家李宇明也碰

到过这样的困惑。
李宇明说 ， 有一次他看新

闻， 说地铁站不让一位女士进
去，因为她画了“哥特妆”会吓到
其他乘客。 什么是“哥特妆”？ 李
宇明翻开字典发现查不到，因为
这是个网络新词，还没有收入字
典。 于是他在网上查了查，有文
字、有图片、有视频，一目了然，
马上明白了什么是“哥特妆”。

权威性碰上便捷性
融媒辞书是必走之路

“网上查到的哥特妆描述，如
果按辞书的标准，打分给 50 分都
达不到，但解决了我的问题。 现在
年轻人也是这样， 浅阅读、 粗阅
读。 有个顺口溜：要方便，进网站；
要保险，查字典。 ”李宇明表示，大
家不排斥网络辞书， 但网络辞书
的可信度、权威性还有很大问题。

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张

国强正在着重于数字辞书的研究

工作，他说，网络出现之后，很多
的专家学者也不去找工具书 ，而
是把诸如百度百科当作理论依

据，为此还闹出过不少笑话。
“我记得有一篇报道， 说是一

个博士生，在阐述人才问题时用了
一个词语———‘卧槽泥马’，说是来
源于 《战国策》， 意思是人才要流
动，否则就像这个词一样。 ”张国强
说，其实，这是网友进行的杜撰，博
士生这是因为轻信网络、没有去查
询权威辞书，而上了一当。

李宇明对此表示， 网络已经
是人们遇到问题第一查检的地

方，但平面辞书“内容权威”的优

势没有改变，“平面辞书是 ‘桥栏
杆’， 有的人不查平面辞书不放
心，但一般人不会去扶桥栏杆，所
以它起的是保障作用。 ”

事实上，近年来，国内出版机
构已经在“融媒辞书”方面做出初
步探索。 例如，2017 年，由商务印
书馆推出的 《新华字典 》App 上
线，完整收录了《新华字典》第 11
版纸书内容。 此外，正在编纂中的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也将
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

术， 把专家编纂的权威性和大众
参与的开放性紧密结合起来 ，实
现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内容
形式的有机结合， 从而满足互联
网时代下的新需求。

李宇明认为 ，“融媒辞书 ”是
必走之路， 将传统辞书的权威内
容与高超的互联网技术结合起

来，形成全新的内容生产方式。 换
言之， 要将网络辞书的灵活性和
传统辞书的扎实内容融合， 迎接
5G 时代和语言智能时代的到来，
促进辞书的“智能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