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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聲的教師 

                  ——淺談《現代漢語學習詞典》（繁體版） 

                                                 

梁衛春 

      2015年 3月，香港三聯書店出版了《現代漢語學習詞典》繁體版，

這是在《現代漢語學習詞典》簡體版（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0）的基礎

上編纂、修訂並發行的，主持此項工作的負責人是田小琳教授。 

        《現代漢語學習詞典》簡體版在傳統詞典之上增設了“語彙” 、

“注意”、“辨析”和“知識窗”等頗有新意的欄目，讓讀者更容易理

解，是學習中文必備的工具書。而繁體版主要是面向香港、澳門、台灣

及海外地區的讀者，它在簡體版的基礎上，更全面立足於讀者的需求，

充分體現了其“創新”、“學習”和“實用”性，是簡體版進一步的增

補和提升。簡體版轉為繁體版是一項艱巨繁重的工作，田小琳教授帶領

李斐博士、馬毛朋博士經過三年多的研究、創作，繁體版的《現代漢語

學習詞典》終於面世，使香港、澳門、台灣等地區的廣大海外讀者獲益

良多。而我有幸第一時間獲得了田教授簽書，這更令我受益匪淺。 

     幾年前我組織了普通話新教師講座，請田教授談談普通話教師如何

提升中國語文素養以利教學。田教授不辭辛勞欣然應允赴會，對新教師

諄諄教誨。會後我獲贈田教授簽書的繁體版《現代漢語學習詞典》（以

下簡稱《學習詞典》）。這本詞典既是田教授對中國語文的貢獻，更體現

了她對後輩從事中國語文教育的殷切希望。此後這本詞典與《現代漢語

詞典》一樣成為我無聲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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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我使用《學習詞典》來談談它對當今詞典的發展。 

詞典的編纂、更新、提升是社會生活的需要，又是伴隨著社會政治、

經濟、文化的前進而與時俱進的。其中，詞條的確立是辭書編輯、修訂

的根本。但是，若沒有對社會方方面面的正確認知，詞條的增刪就不能

夠準確，就會使詞典立足不穩，起不到通過使用詞典去認知社會的作用。 

《學習詞典》新增加了一些極有價值的詞條，其中有「租霸」一詞：

“租住業主樓宇，故意拖欠，拒付租金的租客。”這個詞條的增加有幾

重意義： 

一 這個經常出現在香港人生活中的詞語，現在有了準確的內容定

位，“租霸”一詞應該在中國現代漢語中佔有它應有的一席之地而進入

《學習詞典》。 

二 近幾十年中國房地產業快速發展，房屋租賃進入實際生活中。拖

欠房租並非個案，對此類欠租者尚無準確定義。“租霸”一詞進入詞典

恰逢其時。 

三 詞語如同萬物都有產生、發展、消亡的歷程。有的詞語如流星，

沒有什麼生命力，因此，對於可否進入詞典必須有前瞻性。現代漢語詞

彙使用的主體在內地，“租霸”一詞將會廣泛長期使用。 

這樣的詞語在《學習詞典》中尚有許多。田教授閱歷豐富，曾經生活

在中國許多城市，經歷了新中國初生、文革動亂、改革開放各個時期，

從北大高材生到香港的大學教授，她的閱歷學識使她成為名副其實的中

國語文專家，她對詞條的選擇、抉擇有著其他人不具備的閱歷和能力。 

 



 3 / 5 
 

《學習詞典》對新詞條的確立是令人信服，同樣，對釋義的修訂增

刪也體現著恰當的與時俱進。 

釋義是辭書的核心，釋義的規範與完善是詞典的重中之重。確立了

詞條，若釋義不準確不但對學習者無益反而會給社會生活造成混亂。其

次，釋義必須緊貼生活實際，畢竟《學習詞典》是現代生活的工具。 

《學習詞典》對釋義的修訂令人信服，以“放盤”一詞為例。《現

代漢語詞典》對此的釋義為“指商店減價出售或增價收買。”簡體版《現

代漢語學習詞典》釋義為“舊時商店出高價收買或壓低價出售。”顯然，

這兩種釋義都與現代生活中人們對“放盤”的感知就不一樣了，必須與

時俱進給予“放盤”新的準確的釋義。現在《學習詞典》對“放盤”的

釋義，是“發佈房屋或商品的定價，公開出售或租賃。”這樣的釋義，

無論對於生活在香港或者在廣大內地的人們都會認為準確、貼切、實在。

因為房屋的價格在時時牽動著十幾億中國人的神經，人們都關心著商品

房的“放盤”信息。 

釋義必須與時俱進，同樣，釋義的例句也需要與時俱進。因為舉例

是對釋義的重要補充，使讀者更好理解詞條。在釋義的舉例方面，《學

習詞典》也做足了功夫。例如《現代漢語詞典》對“朝發夕至”一詞的

釋義，是“早上出發晚上就能到達，形容路程不遠或交通便利。”簡體

版《現代漢語學習詞典》的舉例是“北京去南京，乘特別快車，可朝發

夕至。”而《學習詞典》的例句是“北京到廣州，乘高鐵，可朝發夕至。” 

釋義舉例的修訂，使新例句不僅僅是讓釋義更清晰了，而且更像是小百

科全書，讓讀者更了解國家前進的腳步。修訂不僅是對詞典的發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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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社會進步的推動。 

現代漢語包括語音、詞彙、語法三個方面。《學習詞典》最主要的

是使詞彙詞條與時俱進，同時在字音和語法上也有新的創新。以字音為

例。 

在我所認知的詞典中都會有字音注釋，用漢語拼音標明國家規範

的標準讀音，《現代漢語學習詞典》也不例外。在我教學的過程中，單音

節字的讀音以《現代漢語詞典》和《普通話水平測試實施綱要》為準。

遇到學生問及“期間”的期、“危險”的危、“悠久”的悠，是否可以

讀為第二聲時，我都明確告訴他們不行，必須讀第一聲。毫無疑問，這

是正確的回答。現在使用了《學習詞典》之後，使我在教學中可以更進

一步地回答：“期間”的期、“危險”危，在台灣的國語中可以讀第二

聲；“悠久”的悠讀第二聲，在台灣也是錯誤的。因為在《學習詞典》

中對字音的標註有了創新，它對某些字，當台灣國語與普通話發音不同

時，做了兩種注音。在大中華的概念下，這樣做對擴大視野學習好普通

話，是很有益的。畢竟普通話的前身是國語，標註兩種註音有利於廣大

華人學習好現代漢語。 

我在近幾年的教學中經常使用《學習詞典》，在詞條、釋義、例句、

注音以及文字的語法上，《學習詞典》都有新的發展與創新。毫無疑問，

我所提及的創新與發展對《學習詞典》而言一定是掛一漏萬的。 

今天是“田小琳中國語文教育思想研討會”，我的闡述雖然是對

田小琳先生主持修訂的繁體版《現代漢語學習詞典》，做了掛一漏萬的

評說，但可以管中窺豹，由一部詞典的修訂看到田小琳先生深厚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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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田先生由六十年代起已經在中國語文園地上耕耘 60年，著書立說

也已經 40多年。我們中華文化源遠流長數千年，正是由於有了田先生

這樣的學者不斷引領著前進。 

今天，我還要提及的不僅是田先生的學養，更有她鍥而不捨、孜孜

不倦的治學精神。她的大部分著述，都是在年屆花甲之後，比如對“句

群”、“社區詞”等等理論的提出，對現代中國語文的發展做出了貢

獻。在弘揚中華文化的道路上，她永遠不會退休，而且成就日隆。我們

將發揚和光大田小琳老師的思想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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