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在中国

当代出版精品与特色版本展区域，一个展柜

格外引人注目：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字典

《新华字典》的各种版本静静陈列，从泛黄的

1953 年第一版《新华字典》到崭新的第 12 版

《新华字典》，各种版本汇聚，宛如一条时光之

河，翻涌起很多人的记忆。

70年修订到第 12版
每一个新版面世后，下一个

新版的修订工作就随即开始

1950 年，新华辞书社成立，《新华字典》

编写工作正式启动。编纂工作由魏建功主

持，叶圣陶审订，1953 年初版发行。

1956 年新华辞书社并入中国科学院语

言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

典编辑室，自此，《新华字典》的修订和维护工

作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承担。

1957 年商务印书馆推出“商务新 1 版”。此后

《新华字典》进行了 10 余次修订，不断跟进时

代发展和社会生活变化，展现经济、社会、思

想文化、科学技术等各领域发展的新成就。

“《新华字典》能够历久弥新、长销不衰、

深受读者喜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华字

典》能够与时俱进、不断修订。”商务印书馆党

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说。

《新华字典》初版收字 6800 多个，而最新

版收字约 1.3 万个，以字统词，《新华字典》收

录的很多词语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变迁和国家

的文明进步。如 2004 年第 10 版收录了光纤、

基因、克隆等，2011 年第 11 版收录了福祉、愿

景、民生等，2020 年第 12 版收录了打卡、点

赞、二维码等，以语词记录着共和国的发展变

迁。第 12 版增补新词新例 100 多个，如“初”

下新增“初心”，“粉”下新增“粉丝”，“截”下新

增“截屏”，此外像“点赞”“二维码”“非物质文

化遗产”“到付”“网购”等与当前生活密不可

分的词语也有收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员康辉说，无论是

在办公室还是在演播室，播音员、主持人几乎

人手一册《新华字典》，“观众把我们的发音当

作标准读法，我们把《新华字典》作为标准”。

“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时候，语言也会高

速发展，不断出现新词、新义，不断修订字典

的过程就是体现规范标准的过程。”顾青说，

“《新华字典》的每一个新版面世后，下一个新

版的修订工作就随即开始，目前，第 13 版的

修订工作正在有序筹备，即将开展。”

大学者编小字典
为了核实一个地名，修订者

要翻检全部已出版的地图，还要
实地勘察

《新华字典》的权威性来自编纂者的深厚

学养和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

“有时为了一个字的读音，一个词的释

义，专家们会反复讨论，去实地调研。编字典

的辛劳是外人难以想象的。”中国辞书学会会

长李宇明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新

华字典》第 12 版的修订主持人程荣说，为了

核实一个地名，修订者要翻检全部已出版的

地图，还要实地勘察，用实地调查获得的材料

与文献记载对比，只有地图、文献和实地调研

在音形义上都一致，没有矛盾时，才能最终确

定地名的读音和字形。例如广西宾阳的“呇

（mèn）塘”，甘肃积石山的“癿（bié）藏”等地名

就是在实地调研后确定的。

再比如“焗油”这个词，第 9 版的撰稿者

为了给出准确的释义，曾两次去理发店做焗

油，体验了每一步过程，最终才做出了准确的

解释。

“作为权威字典，一丝一毫都不能主观随

意；如果随意，贻害无穷。《新华字典》的每一

个字在编写和修订时都很谨慎。”程荣说。

《新华字典》有一个“大学者编小字典”的

优秀传统。70 年来，一批又一批新中国文化

建设者们以崇高的精神品格编纂、修订和出

版《新华字典》，叶圣陶、魏建功、邵荃麟、丁声

树、陈原、王力、吕叔湘、周祖谟、曹先擢等，都

先后参与过这本小字典的编纂修订。

编纂者们俯首躬行，默默奉献；潜心钻研，

字斟句酌；鼎新革故，持续创新；勇于担当，胸

怀家国。正是这些品质铸就了《新华字典》的

文化气质，并最终化为薪火相传的精神——甘

守寂寞、耕耘不辍的奉献精神，精益求精、追求

卓越的工匠精神，与时俱进、守正开拓的创新

意识，心怀家国、使命担当的文化责任。

语言学家曹先擢是《新华字典》1971 年

版修订工作的实际主持人，也是《新华字典》

第 10 版的学术顾问。“曹先生认真极了，哪怕

一个字的问题，也会用几百字甚至更多的篇

幅，以讲解的方式加以批评，委婉中透着严

厉。在小小的卡片上，我们看到了曹先生认

真严谨的修典学风。”程荣回忆道。

“《新华字典》的编修方式和编修流程在

不断摸索改进，编纂工艺逐渐从纯手工的操

作方式走向用计算机操作，纸质卡片逐渐被

电子卡片替代，但无论怎样改变，坚持质量第

一的基本原则从来没有变过。”程荣说。

主动拥抱数字时代
让更多读者能够用上标准、

规范的工具书

13 印张，19.9 元——这是《新华字典》第

12 版学生版本的价格。“现在一般图书的定

价是一个印张 3 元到 6 元，但学生版本的价

格，也就是每个印张仅仅一块五毛多一点。”

顾青说，多年来《新华字典》始终低定价，是为

了让更多读者能够用上标准、规范的工具书。

在新的历史时期，《新华字典》还承担起

助力教育脱贫、建设文化民生的历史重任。

2010年，有关偏远山区孩子缺字典的报道

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以《新华字典》为依托，社会

各界掀起了用字典助力教育脱贫的公益行动。

2012 年，《新华字典》纳入农村义务教育

阶段免费教科书范畴，至今已有近 2 亿册《新

华字典》发放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孩子手中。

近 10 年 来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语 言 研 究

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播音部、商务

印书馆等众多文化机构持续关注乡村教育，

开展“字典下乡”“小乡村，大课堂”“放飞梦想

的翅膀”等系列公益活动，设立《新华字典》奖

学金，建立乡村阅读中心，相关助教、扶贫活

动已覆盖吉林、陕西、内蒙古、四川、福建等

20 多个省份。

70 年来，《新华字典》见证和记录着新中

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全过程。从

新中国扫盲、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和现

代汉语规范化，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华字典》

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数字时代，为了方便读者，新版《新华字

典 》首 次 同 步 推 出 纸 质 版 和 应 用 程 序

（APP）。单色本和双色本在正文各页增加了

一个二维码，用《新华字典》APP 扫码，就可看

到当页所有字头的部首、笔画、结构等信息，

免费收听标准读音、观看笔顺动画、查检知识

讲解等，全面实现了融合出版的二次升级。

“下一步，我们计划开发新的《新华字典》

APP，突出学习功能，使内容更丰富、更匹配用

户的需求，让读者更方便、更简洁地使用《新

华字典》，通过数字化为字典赋能。”顾青说。

程荣说：“70 多年来，《新华字典》的编修

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在新时代新征

程上，我们应当更加努力地做好今后的编修

工作，更好地服务人民，为传承中华文化作出

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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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53 年出版以来，新中国第一部

现代汉语字典《新华字典》已走过 70 年。

迄今已印行 6 亿多册，是全世界发

行量最大的工具书，先后荣获第四届国

家图书奖荣誉奖、第三届国家辞书奖特

别奖、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

名奖等——这是一本辞书的影响力。

为了核实一个地名，修订者要翻检

全部已出版的地图，还要实地勘察，用实

地调查获得的材料与文献记载对比——

这是编纂字典背后的严谨和辛劳。

《新华字典》初版收字 6800 多个，最

新版收字约 1.3 万个，第 12 版收录了点

赞、二维码、打卡等语词——这是一本字

典记录下的时代变迁。

一部《新华字典》，陪伴了新中国几

代读者开蒙识字，记录着一个国家前行

的脚步，浓缩着几代人的记忆，为普及全

民族的文化知识作出了重要贡献。

——编 者

我是一名报纸编辑，在我的书柜里，有一本

本陈旧泛黄的《新华字典》。遇到拿不准的字，

我就求助于《新华字典》。随着时代的变化，一

些字的读音、含义也会随之变化，要是不及时查

字典，就会一直读错却不知道。

我记得女儿上小学第一天，带回家一本

《新华字典》，几周以后，女儿学会了拼音查字

法、偏旁部首查字法，遇到不认识的字时就去

查。很快，字典被翻得又脏又破，封面也掉

了，我去书店重新买了一本，把旧的放进书柜

里。此后，我常和孩子一起查《新华字典》，讨

论某个字的读法、写法、用法。我俩还经常随

意翻看《新华字典》，每次都有新发现。《新华

字典》让我和孩子的心靠得更近，更让我和孩

子感受到中国文字的趣味和魅力。

——《新华字典》读者权翠芳

和孩子一起查《新华字典》

我出生于 1965 年，记得读一、二年级时，

书包里除了教科书和作业本外，还经常放有

一本《新华字典》，那时最吸引我的是里面各

种动植物的插图，画得非常生动、逼真。这本

《新华字典》是父亲购置的，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3 年出版，我的大姐、大哥都用过，我是兄

弟姐妹中最小的，这本字典后来就留在了我

手中。

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到北京上大学，此后

虽然翻检《新华字典》的次数比较少了，这本字

典我却一直珍藏着。《新华字典》每次出新版，

我都会及时购置，并认真阅读修订说明，了解

各版的新变化。比较各版《新华字典》，可以从

一个侧面看出新中国的巨大变化。

——《新华字典》读者王保贤

我的第一本《新华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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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 抬 起 来 ”“ 手 再 放 平 一

点 ”“ 靠 后 一 点 ，快 快 快 ”…… 工

作日早上 8 点到 9 点半，梅花奖、

文华奖得主，江苏省演艺集团总

经 理 柯 军 总 会 出 现 在 江 苏 省 昆

剧 院 舞 台 前 。 翻 身 、飞 脚 、扫 堂

旋 子 ，柯 军 示 范 着 动 作 ，指 导 新

收徒弟吕廷安学习《夜奔》。

今 年 20 岁 的 吕 廷 安 ，两 年

前 从 江 苏 省 戏 剧 学 校 昆 剧 表 演

专 业 毕 业 后 ，进 入 省 昆 剧 院 工

作 ，2022 年 底 成 为 柯 军 的 学 徒 ，

他感叹：“我真是太幸运了！”

这 份 幸 运 背 后 ，是 江 苏 从

2019 年启动的“名师带徒计划”，

以 3 年为 1 个周期，覆盖文学、戏

剧、曲艺、美术、书法、音乐、舞蹈、

民间工艺、文艺评论等 9 个艺术

门类，推选 100 位文艺名家与 100
名青年才俊携手结对、师徒传承。

今年是这项人才培养计划的

第二个周期。翻阅新一轮名师名

单，不少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

奖、中国戏剧梅花奖、中国曲艺牡

丹奖、中国书法兰亭奖、中国民间

文艺山花奖等全国性重要文艺奖

项获得者、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等位列其中；学

徒们则是具有潜力的英才新秀，

由名师自主选定，突破年龄、身

份、学历等限制，个性化制定培养

计划和目标。

江苏省文联党组书记常胜梅

介绍，江苏文艺人才规模庞大，文

艺名家更是不计其数。但长期以

来，也存在着人才分布不够均衡、

结构不够合理、人才储备不足等

问题。“名师带徒计划”，正是确保江苏文艺发展后继有人、

接续奋进的重要举措。

对此，连续担任两届名师的柯军深有体会。

“10 多年前，我成为昆曲传承人，看中了一个年轻人想

培养，谁知这个年轻人回复‘让我考虑考虑’。那一瞬间，失

落、焦急，涌上心头。”柯军说，“当时昆曲行业发展低迷，坐

冷板凳的清苦、对前途的迷茫，让年轻人缺乏动力。”

而这，也是传统文化人才培养普遍面临的难题。为此，

“名师带徒计划”汇集了政策、整合了资源，为人才成长带来

平台与机遇。不仅给每对师徒每年资助 10 万元，还安排专

项资金，组织学徒集体采风、集中培训、研讨交流，举办文艺

活动也注重向他们倾斜。

“在今年 5 月的梅花奖终评剧目《瞿秋白》展演中，柯老

师发着烧仍坚持登台，他的专业精神让我敬佩不已。”吕廷

安说，从师父身上，他加深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对艺

品的锤炼。

5 月 26 日，第四届紫金京昆艺术群英会“京昆武戏”专

场，吕廷安作为新人，在《挑滑车》这折武戏中，和来自国家

京 剧 院 以 及 天 津 、上 海 的 武 生 们 同 场 竞 技 ，收 获 了 宝 贵

经验。

最近，在江苏省美术馆举办的“与古为新——全国第三

届书法临帖作品展览”，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孙晓云与

学徒陈鹏学习交流的“课堂”。

1980 年出生的陈鹏，是南京市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

“孙老师指导我不要执着于一笔一画的单字炫技，而应注重

整体气息，探索适合自己的风格，让古老艺术焕发时代风

采。”在他看来，“名师带徒计划”不仅帮助自己技艺更上一

层楼，也带动了一批新文艺群体的成长。

“‘名师带徒计划’实现了传统‘师徒制’的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探索形成一条符合艺术传承规律、具有江苏特

色的青年文艺人才培养路径。”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张爱军介绍，目前有 83%的学徒参与了国家级文艺赛事，4
人分获中国戏剧梅花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国音乐金钟

奖、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等国家级奖项，28 人在省

级赛事中获奖，27 人入选紫金文化英才和文化优青，作品

立身的基础更厚实，崭露头角的势头更强劲，德艺双馨的追

求更自觉。

江
苏
推
进
文
化
人
才
高
质
量
发
展
—
—

名
师
带
徒

薪
火
相
传

本
报
记
者

何

聪

姚
雪
青

本报北京 7月 18日电 （吴月辉、胡征）记者从中国科

学院获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科研团

队利用 CT 扫描和 3D 重建等新技术手段，从周口店第 15 地

点的哺乳动物化石中识别出一块人类顶骨。这是继 1973
年之后，我国科研团队在周口店遗址区域首次发现的更新

世人类化石。该化石的发现，使得周口店遗址新增一处人

类化石地点。

周口店第 1 地点发现的直立人化石一直受到国内外学

者高度关注，成为探索人类演化的重要研究材料。周口店第

15 地点距离第 1 地点 70 米，该地点发现于 1932 年，出土了大

量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年代为中更新世晚期，距今约 20 万

年。此次新发现的人类顶骨化石呈黄褐色，已完全石化，其

骨壁厚度、曲度和尺寸可与周口店直立人头盖骨的右侧顶骨

大致重叠。

据悉，周口店第 1 地点发现的人类化石年代大约为 50
万年前，被归入直立人。在山顶洞和附近的田园洞发现 3
万—4 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属于早期现代人。而处于中间

阶段的人类化石仅有第 4 地点的一枚牙齿。周口店第 15 地

点人类化石的发现，将有助于通过比较解剖学和分子生物

学深入研究这个区域的人类演化，为探讨中国古人类的演

化模式提供极为重要和关键的标本材料。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新发现古人类顶骨化石

本报南昌 7月 18日电 （记者朱磊）记者从江西省科技

厅获悉：《江西省重点实验室优化重组方案》印发，将围绕江

西发展战略和创新链升级需求，统筹布局，实行动态优化调

整，重组后省重点实验室总数将控制在 200 家左右。

针对重点实验室年度报告制度、定期评估制度无法实

时反映各实验室的运行状况等问题，江西省科技厅设计了

一套积分体系，从创新活动的开展、创新资源的汇集、创新

成果的产出、创新能力的提升、服务社会的能力等多方面设

置了很多量化指标和积分值，各省重点实验室在取得成效

的时候及时将成效提交积分系统，审核通过后根据积分值

为该重点实验室增加积分。

江西出台重点实验室优化重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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