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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源》第三版PDF电子书全2册，由商务印书馆2015年出版。Bm2万圣书城

　*北京大学何九盈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董琨研究员任修订主编，来自全国高校及科研院所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修订。Bm2万圣书城

*《辞源·第三版（套装全2册）》收字头14210个，复词92646个，插图1000余幅，约1200万字。Bm2万圣书城

*借助大型语料库，探求字、词的形源、音源、义源、典源和证源，择定字形，完善注音，修订释义，补充书证，力求音义契合、义例契合。Bm2万圣书城

*增收典章制度、宗教器物类条目6500余个，突出百科知识的贮存功能，揭示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Bm2万圣书城

内容简介Bm2万圣书城

《辞源》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部大型语文性工具书，也是商务印书馆的标志性品牌辞书，阅读古籍必备，古典文史研究工作者常备。Bm2万圣书城

《辞源》第三版借鉴吸收三十多年来辞书编纂的丰富经验和研究成果，在1979年版的基础上，继承成果与特色，并以现代语言文字学理论为指导，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提取语料，搜集现代学者关于古籍整理的优秀成果作为修订参考依据，将信息科技与语言研究结合，全面提升《辞源》的学术价值与文化内涵。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辞源》是中国现代史上部大型语文性工具书，也是商务印书馆的标志性品牌辞书，阅读古籍，古典文史研究工作者常备。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北京大学何九盈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董琨研究员任修订主编，来自全国高校及科研院所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修订。全书收字头14210个，复词92646个，插图1000余幅，约1200万字。借助大型语料库，探求字、词的形源、音源、义源、典源和证源，择定字形，完善注音，修订释义，补充书证，力求音义契合、义例契合。增收典章制度、宗教器物类条目6500余个，突出百科知识的贮存功能，揭示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第三版前言Bm2万圣书城

―：通往傳統文化的橋梁Bm2万圣书城

辞源的性質、意義，要從傳統文化説起。辞源溝通古今，是今人通往傳統文化的橋梁。中國傳統文化主要以古漢語〔文言文〉、漢字爲載體，曾經有人指出"八千年來的人類文明史中，學者們還未找到第二種文字能與我們傳統語文比。它替我們保留了十九世紀以前，人類文明最豐富的紀錄。它保留的總量超過人類文明史上，所有其他文字所保留的總和。人類知識史上很多學科的‘第一部書’，都是用文言文；方塊字寫的。”(唐德剛^^違146頁）我們現代人無疑要繼承這豐富的文化遺産，並在此基礎上創建新時代的新文化，但如何理解方塊字的形、音、義，如何理解文言文，也就是如何理解古人的思想文化、各種制度，從而和古人對話，必須要有―這樣的工具書。Bm2万圣书城

辞源是一部兼收古漢語普通詞語和百科詞語的大型綜合性詞典。之本在字。太初有字，道在其中，理在其中，文獻語詞在其中，百科名物在其中，五千年文化基因、文明傳統在其中，某些外來文化元素亦在其中。只有明白字的文化功用，文化淵源，才可明白,價值之所在。―以字爲本，以詞條爲骨幹。字和詞條經過―解讀闡釋，傳承偉大中華民族的歷史與希望。―奠基者陸爾奎先生，早在百年前就深知此義，曾剴切地指出：“國無辭書，無文化之可言也。”此話實爲當年國人共同心聲,説出了人們對―编纂、問世的殷切期盼。Bm2万圣书城

辞源在中國現代語文辭書發展史上屬於開山之作，爲現代辭書編赛創立了科學範式。辞源的創造性貢獻是在總結古代字書經驗的基礎之上，同時參照國外的辭書特點，建立了一箇語詞和字頭之間的網絡結構。字頭是綱，語詞是目，綱舉才能目張。字頭與語詞首字不只是有形體上的一致性，字頭音義系統不論或近或遠或直接或間接總像脈絡一樣貫聯着各箇語詞。所以，字頭的形體、釋義及古今音變的仔細辨别，往往還涉及所统屬的各箇語詞音義的來龍去脈。梳理網絡結構，理清各種音義關係，這是極爲重要的基礎工程。多年來，古漢語辭書編纂中的根本性弊端，就在於輕視“綱”的複雜性、重要性，忽視“綱”與“目”的網絡關係。“綱”、“目”理念是構建殿堂的總籃圖。當然，構建一箇溯源竟流、尋端及尾、真正符合形音義歷史真實面貌的網絡體，由於主客觀方面的種種原因，特别是人們的釋古能力（包括形音義、文獻、文化等專業知識)往往有各種不同的局限，故雖然經過兩次大的修訂，缺點錯誤仍然難以避免。二版總纂吳澤炎先生説:“,是一輩人接一輩人的事業。”這是很明智的觀念，表述了一箇親歷者的擔當精神以及遺憾與希冀。我們要對後來者説的，還是吳先生這句話。我們希望下一輩人做得更好，務必精嚴，慎之又慎！此次修訂工作始於2007年，這年2月商務印書館成立了—修訂组。修訂的總目標是：正本清源,修舊增新。方式是：以修訂組爲職能機構，從2011年開始，聘請館外專業人士承擔全部修訂任務，直至定稾。編輯部協調其間，内外合作，統一行動。近三十年來，中國辭書的生存環境已發生了巨大變化，各種門類的大中小型辭書紛然雜呈，對?―的地位形成了挑戰和競爭之勢；而且，社會的急劇轉型，價值觀念的變化，以及新的研究成果不斷產生，,如不及時修訂，就難以適應社會需要，繼續發揮自己獨特的優勢。Bm2万圣书城

從―自身而言，有諸多問題、缺失，亟待改進。如字頭要適當增加，語詞條目要限量增加，百科條目要大幅度增補，插圖也要重點增補。需新增的内容還有音項、義項、書證等。修舊也很艱巨。如釋義是否準確，如何保持價值中立；音項、義項的或分或合；書證的全部核實；異文、標點的斟酌；書名、篇名、卷次、作者的查對;人物生卒年涉及新舊紀年的換算;古地名與今地名的對應；書名線、地名線、人名線的落實;“參見”條目的照應、溝通；凡此種種，都有可修可補之處。辭書無小事，標點之微，一線之細，都關乎信息、知識的準確性問題。修舊的最大難點還不在此，而是所謂“,無源”的問題。此説雖言過其實，但“源”的問題的確非常複雜，故此次修訂的重點在正本清源。當然，什麽是“源”，這是值得探討研究的一箇問題。源者，原也。追溯始出爲“源”，梳理流變，保持原貌都是“源”，我們是在相對意義上來理解“源”這一概念的。“源”有字源、語源，二者有聯繋，又不可混淆。這種區分只是爲了便於操作，有很強的實用性，不必從理論層面計較。字源又可分爲形源、音源、義源；語源又可分爲典源、證源（所謂始見例〉。此“五源”實非同一層面。所謂“典源”、“證源”只是文獻、語料問題，屬於書證層面，實爲文化源，稱之爲“語源”，有些勉強。但人們批評“,無源”時，是把“典源”、“證源”當作“語源”了，我們也就借用了這一説法。“字源”才是真正的語言文字問題，基本上屬於字頭層面。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清代學人段玉裁云：“小學有形、有音、有義，三者互相求，舉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義、有今義，六者互相求，舉一可得其五。……學者之考古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義。”這段文字講了兩箇原理：一是語言文字的系統性,二是語言文字的歷史性。對字形的確定、選用，今音與古音的對應關係，今義釋古義，都應遵循這兩箇原理，才有理據可依；而不能有任何主觀隨意性，以致無據可言，源流不清，根本談不上什麽學術性、實用性，從而失去辭書的權威地位。Bm2万圣书城

―、形源問題。有造字之源、用字之源，胃講究用字之源，原則上不涉及造字之源。胃以傳世古典文獻(下限至鴉片戰爭)所用字作爲闡釋對象，上不引用甲骨、金文，下不用近現代的新造字和簡化字，但古代文獻中的用字情況也異常複雜，所以用字的形源問題就特别重要，理應系統清理，且要有相應的操作規程。我們與有關技術部門合作，以—爲封閉系統建立了字庫，制定了部件主形擇定表，確立了異體字的主從關係，規定了,第三版部首及字頭用字整理原則。基本精神以“源”爲首選標準。這是楷體層面的“源”，符合傳統就是“源”，通用就是“源”。以“源”爲選擇標準，有利於縱向溝通（卽古今溝通)和橫向溝通（卽陸臺溝通〉。形源還有一箇内容，卽書證用字要忠實於原文。如原文作“歐陽脩”，不能改爲“歐陽修”。辭書中常見的“同”、“通”,二者性質不同，但都與形源有不同程度的關係。“同”用於溝通異體字之“源”，“通”用於明假借之“源”。本有其字的假借，用“通”揭示其本形，證明此形與所“通”之字，只是音同而形、義均不同，同音(或音近)不同“源”。Bm2万圣书城

二、音源問題。二版的注音由於有了漢語拼音字母，比第一版大有進步，但以歷史性、系統性的原則來要求，有待改善的地方頗多。作爲鞋遲，不注上古韻部，乃系統上的缺失。至於今音與反切的對應關係，總體而言是正確的，可往往一箇今音與多箇反切相對應，今音與反切的匹配很不嚴格，散漫無紀，殊乏裁斷。另外，對反切上字聲類的標注，内部也不統一。此次修訂伊始，卽規定了胃第三版審音注意事項二十條。總的原則是：音義契合，古今貫通。同時，設立審音組，專司其職。Bm2万圣书城

三、義源問題。每一箇字都有自己的意義系統，本義就是“源”。不能離開書證説義源，也不必涉及造字理據和事物得名之由之類的問題。Bm2万圣书城

四、典源問題。力求搜尋記載該典發生時的原著，儘量不用後起的類書代替第一手資料。Bm2万圣书城

五、證源問題。書證力求用“始見”例，可以借助計算機來搜尋。這中間有兩點要注意：一是“始見”必須要可信，宜排除僞書的干擾;一般不應舍經典名句而用時代雖早卻很冷僻的作品中的例子來作證。二是書證提前，宜以大的歷史時期爲斷限。從南宋提前到北宋，意義就不大，而從隋唐提前到秦漢，意義就不一樣了，這是由中古提前到上古，字頭的音韻地位也變了。因爲有計算機的方便，書證提前，頗見成效。百科條目，以增爲主，以修爲輔。根據知識系統性原則以及閲讀古書的需要，選定新增詞目6500餘條，涉及人名、地名、職官、文獻、宗教、器物、動物、植物等内容。百科條目的加強，是三版―的一箇重要特色。Bm2万圣书城

此次修訂是有限修訂，不是全面修訂。新舊之間在體例上和釋詞方式、用語等方面可能會產生某些差異，這是很難避免的。如舊版有不少隱性書證條目，將釋義與書證合而爲一，本應重新改寫，但原則上未加修改，因爲修訂時間有限。經過修訂的第三版胃，全書由214箇部首統攝14210箇字頭，衆字頭又統攝92646箇詞條，Bm2万圣书城

構成1200萬字、4767頁的長卷巨幅，按形體筆畫，次第展開，且有近1000幅插圖輝映其中。一字一天地，方寸之内，信息密集，發皇故典，益人神智,博古通今，釋疑解難，是學習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書和參玫書。由於我們自身水平有限，缺點錯誤肯定不少，敬請海内外方家批評指正。值此,誕生百年之際，三版問世之時，我們對第一、二版所有撰稾者以及编輯人員深表敬意，緬想,奠基者陸爾奎〔1862—1935〉、二版總纂吳澤炎〈1913—1995〉、黃秋耘〈1918—2001〉、劉葉秋〈1917—1988〉等先生，他們功成不居，身後寂寞，而他們嘔心瀝血的奉獻精神，將永遠垂範後人，同時，也向所有關愛―、曾對―提出各種批評修正意見的讀者致敬。Bm2万圣书城

此次修訂工作，得到許多高等院校、研究機構和文化單位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謝忱。Bm2万圣书城

何九盈王寧董琨Bm2万圣书城

二〇一五年五月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辞源第三版 續編説例Bm2万圣书城

辭源一書。自民國四年出版。不覺轉瞬已十餘年。此十餘年中。世界之演進。政局之變革。在科學上名物上自有不少之新名辭發生。所受各界要求校正增補之函。不下數千通。有決非將原書挖改一二語。勘誤若干條所能餍望者。若照外國百科全書及各大辭典之例。每隔數年。增訂一次。新著出版。舊者當然作廢。然我國學者購書。物力維艱。辭源出版以來。銷行達數十萬册。大半皆在學者之手。故重訂與增補。均爲著作人應負之責。而應付一時之需要。尤以增補爲急務。並且當辭源付印時。已發覺有少數重要辭類。漏未列入。因製版已就。無法增加。嗣後疊版時雖略有挖改移補。未能儘量加入。亦懼先購者之向隅也。故所積應補之辭。與年俱增。加以文體丕變。報章雜誌。多文言語體兼用。在昔日不甚習用之語句。後來成爲常言。是不獨新發見之事物。月異而歲不同。卽舊有之文物憲章。因時世推移。不能不變更去取之目的。當辭源出版時。公司當局。擬卽着手编纂專門辭典二十種。相輔而行。嗣後陸續出版或將近出版者。有人名、地名、動物、植物、哲學、醫學、教育、數學、鑛物等各大辭典。故辭源所取材料。均以普通應用爲原則。各科術語及人地名等。或因切於實用。或因習於見聞。均視同故事成語。不涉專門範圍。今所增補。仍用此例。於人地名所增綦少。不外與政治掌故有關係者。始行列入。其餘寧缺毋濫。以各有專書在也。惟現在科學時代。雜誌中各科論文日多。雖專門之學。多爲學生應知之普通常識。且各科自有系统。不能取甲捨乙。故所收較多。將正續兩編性質比較。一則注重古言。一則廣收新名。正書爲研究舊學之淵藪。此编爲融貫新舊之津梁。正可互救其偏。辭源引書不下數百種。除本事與傳紀題目有關係外。多不注明篇目。因斷章取義。已可證明辭之來源。因亦須乎篇目也。間亦有本書難得。卽沿用類書轉引之辭。清代學者。多根據類書證補經子佚文。則類書亦自有其價值。近年以來。因校訂各書。發見類函韻府所引與原書歧異者甚多。卽最有價值之經籍纂詁。亦且鬧出以人名作義訓之笑話。（纂詁寘韻季字下有至也一訓。引國語周語叔迂季伐注。按原文。今卻伯之語犯。叔迂季伐。韋昭注。伯、錡也。叔、警也。季、至也。至謂卻至。）故本编於類書中可疑之辭。多不敢引用。所採經史子各條。不僅補列篇目。並一一校對原書。版本不同者。同時或參校數本。其佚文佚書未能對證原書者。則指明某類書引某書。以存其真。各科系統。皆經科學專家嚴格審査。分别去取。而學説有新舊。試驗方法有繁簡。皆取最新最通行之學説。於排校時隨時損益改篡。往往一條易稾數次。並由各專家負責簽字以期盡善。其他敘述西史。如要重之戰爭和會、著名之種族系統。皆據確切之記載。新名辭如第三國際、不合作運動等。皆詳其源委。不加論斷。此外略例之可言者。Bm2万圣书城

(一）單字之增補凡與辭類有關係之單字而正篇所無者。均儘量補入。惟辭章家習用之駢語。僅取形聲無獨立之意義者。則在本條下注明讀音。不另列單字。如山部之蛾咖、嵴嶙。水部之灌济、漤溟等。Bm2万圣书城

(二）意義之補充正編原有各條。意義尚未骇備者。本編重行列入。而以陰文二以下之數碼注明之。如子集一介條所補爲第三義。三宫條所補爲第二第三兩義等。Bm2万圣书城

(三）譯名之審慎西文迻譯漢名。凡正编原有者。悉依正编譯名。正编所無者。均依本館所出外國人名地名譯音表爲標準。使歸一律。惟報章或通俗習用之譯名。出於上二例以外者。多複見以便讀者。如地名維丹補出凡爾登。物名華攝林補出凡士林之異譯等。Bm2万圣书城

(四）正續之互見正编中兩辭類互相關係。或詳略不同。多於行末具參看某條詳見某條等字樣。本编仍沿此例。間有與正編各條關涉者。則於條目右上角加星號以指明之。如丑集史案下詳私史獄條。大蘇打下詳輕養化鈉條之類。指明私史獄、輕養化鈉兩條均在正编也。Bm2万圣书城

(五）附錄之增改正編所附各表。有與現在時代不合者。（甲）行政區域地名。近多更改。兹重编最新行政區域表附入。（乙）世界大事表。止於民國四年。兹重编民國紀元以來世界大事年表。備載最近革命事業之成功及訓政時期之建設。其他如商埠表、鐡路表、度量衡幣表、化學元素表等。皆重行改编。可見此十餘年間事業學説之進步。多沿正编、不再贅述。自辭源出版日。卽擬着手進行。而主任陸爾奎先生以目眚離館。各舊同事亦多他就者。—大打擊。毅以淺學肩兹重責。幸高夢旦先生及陸先生以去職之身。仍關懷兹事。俾益於私室。而傅運森先生尤能始終相助。拾遺訂誤。獲益最多。王岫廬何柏丞兩所長專門學者。均隨時予以校訂。往往一批排稾。分向各方商榷。删改滿紙。爲手民拒絶。苕屢。故本書成分止及正编之半。而所需時功。或且過之。编校諸同事。昕夕黽俛。，始底於成。然舛謬之端。誠知難免。當代學者。當有以督責教誨之也。民國二十年疔毅。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辞源》第三版重排版出版説明Bm2万圣书城

―是中國現代史上第一部大型語文性工具書，也是商務印書館的標誌性品牌辭書。早在1908年,就開始编纂，1915年正式出版，1931年―續編出版，1939年又出版了發遲正續编合訂本。從1915年到1949年，.共銷售了400多萬册，成爲當時全國小學教師以上知識分子的案頭必備之書。新中國成立後，—於1958年開始了修訂工作，根據與—^！!!!&的分工原則，確定將―修訂爲閲讀古籍用的工具書和古典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參玫書，用來解決閲讀古籍時關於語詞典故和有關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等知識性疑難問題。—修訂本仍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於1979年至1983年分四册出齊，以後又陸續出了兩卷豪華本和單卷縮印本，至今這三種版本共發行了330萬册。胃修訂本的問世，受到了社會各界讀者的歡迎，贏得了良好的聲譽。爲了滿足―廣大讀者的要求，商務印書館決定在,修訂本的基礎上，將原來的鉛排改爲激光照排，以重排版的形式出版。同時組織编校力量做了以下幾項工作：一、根據學界專家學者和讀者來信提出的意見以及我們在工作中陸續發現的問題作了一定的修改，包括字形、注音、釋義、引文、出處、標點以及體例格式等技術性方面的問題；二、核査參見條目，對不當之處作了補正，並删去了箇别參見落空的條目；三、原鉛排版是新舊字形混用，爲便於讀者特别是年輕讀者使用，這次原則上統一使用新字形，因重排時仍保持原來的編排順序不變，少量辭條如使用新字形則於排序的筆畫不符，不便査檢，故酌情保留了舊字形，有關問題讀者可參看附錄中的四、運用計算機技術，重新编制了由於胃規模巨大，内容涉及古代漢語文字和歷史文化的各箇方面，所以重排版的出版，難免還存有不妥之處，歡迎讀者和專家學者提出寶貴意見從1979年出版—修訂本第一分册，至今已有三十一年了，需要對鞋遲再作進一步的修訂。在中國出版集團的支持下，商務印書館已啓動了―再修訂的項目工程，我們將繼承商務老一輩编纂和修訂—的嚴謹務實、精益求精的精神，作出不懈的努力，以不負廣大讀者的厚望。Bm2万圣书城

商務印書館編輯部Bm2万圣书城

2010年3月Bm2万圣书城

《辞源》第三版书摘：Bm2万圣书城

【信然】誠然，確實。Bm2万圣书城

“李勝出爲荆州刺史^^王。宣王Bm2万圣书城

稱疾困馬，示以裏形。墜不能覺.謂之Bm2万圣书城

信然。”Bm2万圣书城

【信陽】軍、縣、府、州名。晉義陽郡，南Bm2万圣书城

朝置司州，北周改申州。墮唐或改爲義Bm2万圣书城

陽郡.宋太平興國元年改信陽軍，治信Bm2万圣书城

陽縣。元至元十四年改爲信陽府，十五Bm2万圣书城

年改爲信陽州丨明洪武七年降爲縣.屬Bm2万圣书城

汝寧府。故治皆在今河南信陽市城區。Bm2万圣书城

【信牒】里代授官.都發給信符，叫告Bm2万圣书城

身，未發告身之前，先給文書以爲憑Bm2万圣书城

證，稱信牒。資治埤蟫二一九唐至德二Bm2万圣书城

載：“是時府朝廷專以官爵賞Bm2万圣书城

功,諸將出征，皆給以空名告身，……其Bm2万圣书城

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Bm2万圣书城

者。”Bm2万圣书城

【信旗】古代軍中的信號旗。Bm2万圣书城

二四八唐會昌四年：“毎軍各^^Bm2万圣书城

監使.……每戰，監使自有信旗。”连：Bm2万圣书城

“信旗者，别爲一旗，軍中視之以爲1Bm2万圣书城

退。”Bm2万圣书城

【信誓】表示誠信的胬言。読度屡運：Bm2万圣书城

“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思Bm2万圣书城

其反。”Bm2万圣书城

?【信賞】冇功者必得赏。上Bm2万圣书城

七摊:“三曰信赏盡能。” 出Bm2万圣书城

3贯信賞錢.捉拿正犯"^。”Bm2万圣书城

【信幡】古代題表官號的旗幟，以爲符Bm2万圣书城

信,故稱信幡。見晉崔豹吉夕桂上寧Bm2万圣书城

坚。Bm2万圣书城

【信豐】縣名。今屬江西省。漢南塱縣Bm2万圣书城

地。晉南康縣。唐永淳元年分南康更Bm2万圣书城

罝南安，天寳元年以泉州有南安縣名Bm2万圣书城

重,改爲信豐。參閲元和郡縣志二八虔Bm2万圣书城

【信鶴】烏名。卽鵲鸲。每曰清展婉轉Bm2万圣书城

啼鳴，一年四季不失信，宋梁克家Bm2万圣书城

裏四二四魅继:“信鵲Bm2万圣书城

而小,能爲百禽聲。忽鳴而過庭簷問，Bm2万圣书城

其占爲有喜。亦名進舄。"按：今鵲鸲俗Bm2万圣书城

稱信鵲、信鳥。參見“四喜@”。Bm2万圣书城

【信礙】舊時官署按時放礮，使遠近皆知，以便計時。如報暁礮、牛時礮等。Bm2万圣书城

撞代設信礮官專管其事。見墳座基六Bm2万圣书城

八輕五^^；。Bm2万圣书城

【信天翁】折鹭。湖河間水烏。又名信Bm2万圣书城

天缘、青莊。常久久佇立淺水等魚。苤Bm2万圣书城

樓输净輝學七十爭华群^^："水Bm2万圣书城

禽有^“吴翁者^^^^兀立Bm2万圣书城

沙上，俟他禽偶嘈魚于前乃拾之.然未Bm2万圣书城

聞有娥死者。”Bm2万圣书城

【信都芳】北齊河問人。字玉琳（一作Bm2万圣书城

王琳\精於屑算。從袓睢學,撰爭萝’Bm2万圣书城

圖畨古來渾天、地動、漏刻等器。&Bm2万圣书城

居并州樂平之束山。髙歡聘爲館客，授Bm2万圣书城

中外府田齒參軍,撰@。著—Bm2万圣书城

等。继入Bm2万圣书城

【瘡君】戰國魏安節王異母弟。名痙Bm2万圣书城

忌，封信陵君，衍食客三千。魏安釐王Bm2万圣书城

二十年，秦阴趙，魏使晉鄙領兵救趙，鄙Bm2万圣书城

畏垒兵勢強，按兵不動。信陵君使如姬Bm2万圣书城

從宫袅竊得調兵的虎符.殺挫，奪取兵Bm2万圣书城

權.救塱勝至。後爲卜^將革，率五國兵，Bm2万圣书城

大破查軍。因功高名盛爲魏王所忌.遂Bm2万圣书城

稱病不朝.病酒卒。@有^^。Bm2万圣书城

【信口開合】隨便亂説。[远Bm2万圣书城

關漢鄉後現明四:“你休只合，Bm2万圣书城

絮絮聒作“信口開喝”。^^Bm2万圣书城

哼七元張養浩鞒枣拿醉莨哄：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我国第一部大型辞书《辞源》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第三版。作为一部兼收古汉语普通词语和百科词语的大型综合类辞书，《辞源》第三版问世之时，距第一版已是整整百年。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全书14210个字头1200万字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辞源》第三版收入字头14210个、复词92646个、插图1000余幅，全书1200万字，共有4767页，分上下两册。其中新增字头1302个，新增复词8512个，补充文化与名物相应的插图618幅。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第三版主编之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说，专家团队进行了九大修订，比如对《辞源》的字头、行文、书证的用字，分别进行了系统的整理；考订注音，逐一清理了《辞源》字头上的上古音、中古音、现代音的标注，使《辞源》注音基本上达到了音义契合，古今贯通等。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第三版《辞源》主编之一、北京大学教授何九盈举例说，以前不准确或错讹的问题改正了，如“羹”，原释义是“和味的汤”，现释义“用肉类或菜蔬等制成的带汁的食物”。并重点增补了典章制度、经籍学术、文学艺术、职官、文献、器物等辞目。而滞后的书证提前了，找不到的源头找到了，如“一夫当道，万夫莫开”，原来以为源于左思《蜀都赋》，其实在《汉书·朱买臣传》就有“一人守险，千人不得上”。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辞源》第三版在出版纸质版的同时，还推出了网络版和优盘版。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原稿装了40个大纸箱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第三版《辞源》修订阵容庞大，除了何九盈、王宁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董琨三位主编，还有22位分主编，整个专家团队共有127人，集合了近百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业力量。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说，《辞源》第三版修订历时8年，过程繁复，“光是稿件就有13万张，装了40个大纸箱。”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王宁介绍，一开始，在请分主编试修的同时，主编们也开始着手制定修订体例，“《现代汉语词典》字头就一个，但《辞源》不一样，会有异体字，有些异体字要保留，但哪一个为主，哪一个为辅，这个就要解释。”她认为，字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越多越乱，这就需要定出体例。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按照体例，修订人员正式进入修订，他们交来的书稿，要和分主编来来回回地讨论、修改，书稿最后还要汇集到主编这里。79岁的王宁回忆说，“我2012年去台湾讲学，那七个月，稿子都是打捆快递过来的，我没有一天停止看稿。”打成捆的书稿，王宁在台湾接到过三四次。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已很难再有《辞源》这样原始、手工、执着的操作方式了。每一个需要修订的条目，他们都会将其复印下来，剪贴在一张纸上。最终，在这一页稿子上，至少会有三种颜色“聚会”，主编用红色笔，分主编用绿色笔，修订者用黑色笔，一张纸写得密密麻麻，全是手写字，“电子版很麻烦，无法一一呈现，看不出来到底是谁改的。”王宁说。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一辈人接一辈人的事业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在此次修订中，既有参加过第二版修订的老人，也有活跃在教学一线的年青一代。这就如同第二版主编吴泽炎说过的，“《辞源》是一辈人接一辈人的事业。”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第三版专家团队中，商务印书馆编审赵克勤曾参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进行的第二版修订。30多年过去了，如今已年过八旬的他很欣慰，他与《辞源》的缘分还在继续，此次参与了定稿工作，“我是尽了自己的力，除了春节除夕夜、初一和家人聚一聚，那段时间其他时候都没休息。”他说，这个活儿干着苦，但从来不感到枯燥，把书稿面貌改变了，这就是乐趣。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看见自己的名字写到《辞源》修订组名单里，就像梦一样。”32岁的孟琢是修订组最年轻的成员，他还记得第一次翻《辞源》时正在上高中，那本大书让他望而却步，他甚至不敢仔细看。“修订《辞源》真是学问，从上到下跟你较劲，跟你死磕，我也没少挨批评。”更让孟琢感动的是，修订过程中，能感觉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诚意，大家更像是读书人之间的交往。那几年他去王宁老师家，总能看到很厚很厚的稿子，桌子上、沙发上，到处摆着各种各样的书，“她已经是快80岁的人了，却要不停地搬书、找书、查书，一直忙个不停。”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三问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重修《辞源》有什么意义？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辞源》不是能挣钱的东西，跟《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完全不同，它讲究的是历史使命感。”王宁说，《辞源》所收入的词语截至1840年，绝对没有引进词，完全保护了我们自己的话语权。如何理解方块字的形、音、义，如何理解文言文，如何理解古人的思想文化、各种制度，和古人对话，就必须要有《辞源》这样的工具书，它是通向传统文化的桥梁。近30年来，社会急剧转型，价值观发生变化，新的研究成果不断产生，《辞源》如不及时修订，就难以适应社会需要，难以继续发挥其独特优势。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辞源》到底谁在看？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没有必要人人家里都备《辞源》。”不过，王宁说，作为古文献、古代汉语研究者，这本书属案头必备。不仅如此，国外汉学家也很看重《辞源》，一位法国汉学家说，如果有了《辞源》，在外面研究汉学，就方便多了。对于热爱传统文化的普通读者，这部辞书同样重要。如今传统文化的浅阅读非常盛行，如果有《辞源》在手，大家就敢看得更深一点，否则的话，根本不敢看。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辞源》可以由更新的辞书取代吗？Bm2万圣书城

 Bm2万圣书城

    《辞源》依十二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和214部首为次序排列，同部首的按笔画多少为序。单字条由字头、汉语拼音、注音字母、广韵反切、声钮、释义、书证等组成。它是以词语形式储存古代典籍中传统文化知识的中国式现代辞书，也是阅读古代传世文献的工具书。其价值独特，其他辞书可以比它大，比它新，但无法取代它。Bm2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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