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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全书论》

内容概要

《百科全书论》讲述了：文库准入门槛不低，严把质量关。有许多著作出版有年，有口碑，这次选入
文库，仍作了修订，难能可贵。还有的书是这次新出版的，我注意到有些选题其研究的内容，不少曾
写过单篇文章，有学术积累。总之，这套文库精品意识强，是一个特点。
这套文库比较集中地展示了近些年来辞书理论的成就，无疑将会推动辞书事业的发展，推动辞书理论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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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全书论》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语文词典、百科词典和百科全书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从三者的起源和发展上更容易
看得清楚，这一点在本书第二章 第十三节 中有进一步的论述。考虑到内涵的充分和严谨，作者在《
国外工具书指南》（中国学术出版社，1984）一书中给“词典”下的定义是：“词典，或称辞典，是
汇集语言和事物名词等词语，解释词义和用法，并按一定次序编排，以便检索的工具书。”至于百科
词典在词典和百科全书两者之间的特殊地位，不妨打个不太科学的比方：它是兼祧两房的宠儿。这就
是说，词典和百科全书这两支都把它视为自己的一个分支。这也并不奇怪，两类书的发展历史和现代
功用都证明了这是事实。百科全书是不是辞书？对于辞书性质的分析已如上述，但百科全书究竟是不
是辞书？对此，很难作出二值逻辑即绝对的“是”或“非”的判断。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倪海曙先生在
《关于百科全书》（《辞书研究》1985年第4期）一文中说：“辞书是以词语为对象的。词语可分为语
文词语和知识词语两大类。以语文词语为对象的辞书是语文辞典或词典（在使用汉字的国家和地区还
有以汉字为对象的语文字典），以知识词语为对象的辞书是百科辞典或专科辞典。百科全书是以各科
知识为对象的，与以词语为对象的辞书是两回事。”倪海曙先生的论述是有力的，但实际上两种书的
界限却不那么容易一刀切开。美国《标准百科全书》在“词典”条目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词典与
百科全书之间没有截然的分界。‘词典’通常指着重解释词本身的工具书，而‘百科全书’则指着重
解释标引词所表示的对象或思想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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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全书论》

编辑推荐

《百科全书论》是辞书研究文库之一。

Page 5



《百科全书论》

精彩短评

1、从《百科全书学》到《百科全书论》，进一步理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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