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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辞海》因参与修订者众多，体例繁杂，需要编辑做好修订深加工。文章从全面
性、完善性、精确性和与时俱进的角度，对释文准确性问题进行了举例分析，并提出了要

求，以期使《辞海》释文更具准确性，经得起时代和读者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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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辞海　修订　释文　全面　完善　精确　与时俱进

《辞海》是中国唯一集语词和百科词典功能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辞书。其参与修订者

众多，体例繁杂。有些新作者对《辞海》修订规则认识不足，导致释文质量不理想，这就需

要编辑人员发扬“匠人”精神，认真做好释文的编辑加工工作。《辞海》修订涉及增删词目、

规范用语等多道环节，笔者这里主要结合第７版《辞海》修订，谈谈释文的准确性问题。
如所周知，释文是辞书的核心内容，释文发生这样那样的纰漏，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就会影响“规范、科学、实用”等辞书编纂目标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释文环节上

花费再多的工夫（时间）和功夫（精力），都不为过。

辞书对释文的第一要务即确保其准确性，释文的准确与否是衡量辞书质量的最重要的标

准之一。《辞海》作为特大型综合性权威工具书，必须把准确性放在第一位。准确性体现在具

体词条内容的处理上，要求编辑做到释文要素全面而完善，层次分明而诠释适度，与时俱进而

紧跟时代流变脉搏，最充分地反映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一、释文要讲全面、完善性

避免信息缺失，拒绝内容贫乏，提供必需的信息，这是辞书为读者释疑解惑之意义所在。

《辞海》释文一定要讲究全面性，编辑释义时要考虑所收词目的定义、具体内容、演变情况，把

应该涉及的方方面面悉数包罗进来，不能个人主义，也不能手头资料多时多写，少时少写。

　　（一）释文定义不得阙如或片面
定义是释文的根本，也是释疑解惑的关键。若无定义，或者定义片面，读者会一头雾

水。“军国民体育”为第７版新增条目，作者原提交释文如下：
军国民体育　军国民教育的组成部分。主张以尚武精神和军事修养为教育目标，以兵操为主要

手段，对学生施行军事训练。１９０３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清朝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在学校中

开设兵式体操，标志军国民体育在我国兴起。１９２２年，北洋政府颁布新学制，“体育科”取代“体操

科”，军国民体育衰落。

追根溯源，讲究连贯性，是丰富释文的基本要求。该释文未交待定义，因此编辑在处理时



加上了“２０世纪初由德国、日本传入中国的一种体育理念”，“军国民体育”的来源一目了然。
皇太后　“皇帝生母尊称”。……

这个定义就有片面性。历史上，皇太后有嫡母皇太后、生母皇太后。“嫡母皇太后”是

最名正言顺、最有权威的皇太后，她在当皇太后之前就是皇后，无论哪位皇子继承皇位，她

都是皇太后，如晚清的“慈安太后”。“生母皇太后”的地位仅次于“嫡母皇太后”，她是先皇

帝的嫔妃，只是因为亲生儿子当上皇帝，才母以子贵当上皇太后，如晚清的“慈禧太后”。

故此条修订时宜改为：“皇帝嫡母或生母尊称”。

　　（二）释文主体信息务求全面
《辞海》释文强调全面而完善，这就要求坚持观点与材料统一的原则，无论政治层面和

学术层面，都要做到观点无误，信息完备无缺，切忌抽象、单薄，力求具体、充实。

戴维斯杯网球锦标赛　国际网球联合会组织的世界性男子团体赛。由美国人戴维斯（Ｄｗｉｇｈｔ

ＦｉｌｌｅｙＤａｖｉｓ，１８７９—１９４５）创办并捐赠奖杯，故名。第一届于１９００年在美国波士顿举行。每年举行

一次。比赛原由各大洲预选赛的优胜者参加决赛，１９８１年起改为升降级（分两级）比赛方法，由区际

（分欧洲Ａ区、Ｂ区，美洲区和东方区）决赛的优胜队同上届该杯赛的前十二名作夺杯赛。

该词目内容贫乏，信息量严重不足，如此解释既抽象又单薄，不妨补充为：

戴维斯杯网球锦标赛　国际网球联合会组织的世界性男子团体赛。由美国人戴维斯（Ｄｗｉｇｈｔ

ＦｉｌｌｅｙＤａｖｉｓ，１８７９—１９４５）创办并捐赠奖杯，故名。第一届于１９００年在美国波士顿举行。每年举行

一次。比赛原由各大洲预选赛的优胜者参加决赛，１９８１年起改为升降级（分两级）比赛方法，参赛国

家球队分为世界组和三个区域组（欧洲非洲区、美洲区、亚洲及大洋洲区）。世界组有１６支国家队，

采取单轮淘汰制，胜出的球队晋级至下一轮，最终胜出的国家队即为该年戴维斯杯总冠军；第一轮落

败的８支球队将与各区域组决赛优胜的８个国家队进行世界组升降赛，获胜者次年可进入世界组，

败者则降回所属区域组。

　　（三）释文刚性信息不得缺漏
“石河子”条，释文叙及文化设施时应增补“有石河子大学等高等学校”字样。因为，石

河子大学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仅有的两所２１１工程大学（另一所是新疆大学）之一。
“霍尔果斯”条为第７版新增条目，作者在初稿释文中叙述交通概况时没有提及连接江

苏连云港、长达４３９５千米的“连霍高速公路”（Ｇ３０），编辑审稿后予以了补充。
《辞海》学科全覆盖，各学科存在本位主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撰写释文时如顾此失

彼，全面性不到位，后期的会稿通读又没把好关，就会留下遗憾。需要提醒的是，有些历史

人物具有多种身份，或从事多个领域的活动，对于他们的双重或多重身份均要有全面而恰

当的介绍，不能偏颇，否则就会造成“双胞案”。例如：

耶律倍（８９９—９３６）　辽太祖长子。契丹名图欲。神册元年（公元９１６年），立为皇太子，从太祖

征乌古、党项、渤海。渤海灭，改名东丹，他被封为人皇王，以渤海旧制兼用汉法治其地。太祖死，其

弟德光（太宗）在述律后支持下即位，被迁于东平，遭疑忌。天显五年（９３０年）浮海奔后唐。赐姓李，

名赞华，拜怀化军节度使等。十一年，后晋石敬瑭来攻，为后唐废帝所杀。辽世宗即其长子，追谥其

为让国皇帝。此后除穆宗外，都出自他一系。

李赞华（８９８—９３６）　五代后唐画家。本名耶律倍，契丹人。辽太祖阿保机长子。随父出征渤

海，封丹东王。好汉学，能文善画，知音律。天显二年（公元９２７年）阿保机死，母后称制，弟德光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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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倍愤而渡海，降后唐。长兴二年（９３１年）明宗赐姓李，名赞华，授怀华军节度使，瑞、慎等州观察
使。工画塞外人马。论者谓：“骨法劲快，不良不驽，自得穷荒步骤之态。”传世作品有《射骑图》。

从上述两条释文中可知，耶律倍和李赞华实为一人。中国古代史学科作者只将耶律倍

作为政治性人物对待，释文写得不全面，竟无片言只语提及他作为画家的另一身份和绘画

成就，这个疏忽造成了“双胞案”的重大失误。当然，“李赞华”条释文虽较全面，但此人毕

竟是个政治人物，作为画家收录并不合适，只能作为参见条。修订时此条宜改为：

耶律倍（８９９—９３６）　辽太祖长子。契丹名图欲。神册元年（９１６年），立为皇太子，从太祖征乌
古、党项、渤海。渤海灭，改名东丹，他被封为人皇王，治其地。太祖死，其弟德光（太宗）在述律后支

持下即位，他被迁于东平。天显五年（９３０年），浮海奔后唐。赐姓李，名赞华，拜怀化军节度使，瑞、

慎等州观察使。十一年，后晋石敬瑭来攻，他为后唐废帝所杀。辽世宗即其子，此后除穆宗外，都出

自他一系。谥让国皇帝。好汉学，能文善画，知音律。工画塞外人马。论者谓：“骨法劲快，不良不

驽，自得穷荒步骤之态。”传世作品有《射骑图》。

　　（四）采用括注法以增强释文的完善性，使之更为准确
　　１．括注拼音

竹书　 “② 特指晋代汲郡所得古文竹书。《晋书·束皙传》：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盗发魏襄王
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

此条例证中的“不”为“不（ｆōｕ）”姓。考虑到“不（ｆōｕ）”姓殊为少见，且同“準”字并
列，一般读者不明白“不準盗发”是什么意思，故宜在“不”字后面注音。

　　２．括注纪年
《辞海》体例规定，以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为界，之前以历史纪年为主，括注公元纪年；之后

以公元纪年为主，括注历史纪年。此外，历史上的年号纪年采用中国夏历旧纪年，换算成公

元纪年要考虑到可能有所误差。第６版中还有部分词目不符合体例规定，如：
赤嵌楼　在台湾省台南市北部。建于１６５３年。……

此处公元年份１６５３年，不括注历史纪年，不符合《辞海》体例规定；而括注对应的历史
纪年则有南明永历七年或清顺治十年。考虑到郑成功是反清的，此处宜采用南明年号。

“赤嵌楼”条可修订为“在台湾省台南市北部。建于南明永历七年（１６５３年）”。
王有龄　……１８６２年（同治元年）１月太平军李秀成部攻入杭州，自缢死。……

通常来说，１８６２年对应的历史纪年是同治元年。但也有例外，１８６２年１月对应的是咸
丰十一年。若按《辞海》体例括注为“１８６２年（清同治元年）１月”，则为失误之举。故此条
纪年内容宜订正为：“１８６２年１月（咸丰十一年十二月）”。
　　３．古地名和旧地名括注今地名

如所周知，记叙历史事实，宜用当时的地名。但古地名和旧地名，除了少数与今地名同

名以外，绝大多数不同名，兹有三种情况：

其一，恢复古地名者。

《辞海》释文中多处提到“湖北襄樊”，第６版及之前几个版本不括注没有问题，２０１９年
新版不括注则是错的。这是因为湖北“襄樊”已于２０１０年恢复古地名“襄阳”，故新版释文
中凡涉及“湖北襄樊”地名时，均要括注“今湖北襄阳”。同时对之前版本“湖北襄阳（今湖

北襄樊）”的括注内容做删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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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撤县（市）设区者。

兹有两种情况：

一是撤县（市）设区时只调整行政区划，不改地名。“江苏吴江”和“浙江临安”，第６版
及之前几个版本可以不括注。但吴江市作为县级市已于２０１２年撤销，并入苏州市，改名
“吴江区”；临安市作为县级市已于２０１７年撤销，并入杭州市，改名“临安区”。故新版括注
需分别改为“今苏州市吴江区”“今杭州市临安区”。

一是撤县（市）设区时既调整行政区划，又改地名。“天津蓟县”于２０１６年调整成为天
津市的一个辖区，“天津蓟县”宜括注为“今天津市蓟州区”；“贵州遵义县”于２０１６年改名
“播州区”，开始成为遵义市的市辖区，“贵州遵义县”宜括注为“今贵州遵义市播州区”；“江

西九江县”于２０１７年改名柴桑区，“江西九江县”宜括注为“今江西九江市柴桑区”。
其三，行政区划合并者。

《辞海》第６版“傅雷”条释为：“中国翻译家。字怒安，号怒庵，江苏南汇（今属上海）
人。”鉴于２００９年上海市“南汇区”与“浦东新区”两区合并成立新的“浦东新区”，“江苏南
汇（今属上海）”宜及时跟进，括注改为“江苏南汇（今上海浦东新区）”。

　　４．释文涉及人物，若无专条，则括注生卒年、外文等简明信息，以臻完善
《辞海》第７版计划新增“太平天国起义记”条，释义为：“书名。瑞典传教士韩山文

著”。编辑审稿后发现《辞海》诸版并未收录“韩山文”专条，故此条宜增加括注：（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Ｈａｍｂｅｒｇ，１８１９—１８５４）。

二、释文要讲精确性

　　（一）释文讲究体例规范统一
辞书有异于一般著作，有其独特的要求，其中之一就是要用词典体，释文要讲究体例。

体例是词典编纂的章程、规矩和格式，也是关于编纂工作的总则和具体实务的操作细则。

细节决定成败。释文体例规范统一，这是衡量辞典质量的一个指标。有些作者以为释

文体例是雕虫小技，对相关规定置若罔闻，我行我素，这其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例如，人物词目的程式是概括语，籍贯，字号，经历，成就或思想，著作等。当然，生卒年

和外国人的原名括注紧跟在词头之后。但有些词目的释文体例还较混乱，第７版新增词目
“张占魁”，作者初稿释文如下：

张占魁　字兆东。明末清初河北河间人。曾打败挂着六国金牌的德国大力士，尽得对方金牌，

名震京津。后寓天津。参与创办天津中华武士会，病人教授传。曾在北京“万国赛武会”上挫败俄

国大力士康泰尔。

该释文既有出生时代的离谱差错，又有释文的缺失和体例的失误，编辑将其修改为：

张占魁　（１８６５—１９３８）中国近代武术家。字兆东，河北河间人。幼精少林拳，后从刘奇兰学形

意拳，从董海川学八卦掌，并集各家之长，艺达精纯。名震京津。后寓天津。参与创办天津中华武士

会。弟子甚多，其中以韩慕侠、姜容樵为著。

　　（二）释文信息表述讲究规范，以臻精确
国家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自然保护区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地方各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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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保护区。”因此，中国地理学科的可可西里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大巴山、小五台山等词

目，释为“国家自然保护区”不精确，新版宜统一规范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马一浮”条

提及他“任浙江文史馆馆长”，精确的规范表述宜为“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大兴安

岭”条原释为：“在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和黑龙江省北部。”修订作者改为“在内蒙古自治区

东北部和黑龙江省西部”。经仔细查考地图，这种表述不精确。“大兴安岭”的精确位置宜

表述为“在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和黑龙江省西北部”。

三、释文要与时俱进

《辞海》修订的目的，除了纠错补漏，尽可能提升释文的准确性以外，主要是为了开拓

新视野，收集新资料，发现新动态，补充新内容，满足读者的新需求，使之紧跟时代的步伐。

这就要求编辑想方设法，尽可能多渠道地收集、海量掌握最新的第一手资料，并进行优选，

甄别内容的新旧，采用最新的政策法规、科研成果、权威数据和准确信息等。

　　（一）释文应与时俱进，及时更新
浦东新区　在上海市区东部、黄浦江以东。……区境西南部黄浦江边为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

园址。

这个区位表述只是南汇区并入浦东新区之前的情形。２００９年南汇区并入以后，浦东
新区的区位表述应考虑南汇区的方位因素，宜改为“在上海市区东部和东南部、黄浦江以

东，濒临东海。区境西部黄浦江边为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园址”。
云南省　简称滇或云。在中国西南部。面积３９．４万平方千米。人口４３１６万（２００６年）。少数

民族约占全省人口三分之一，……有色冶金、钢铁、机械、电力、煤炭、化学、建材、电子、卷烟、制糖等

工业发展迅速。交通以昆明为中心，铁路有贵昆、昆河、成昆、南昆、内昆、广大等线，公路通全省各

县，民航通国内各大城市和国外仰光、曼谷等地。主要城市有昆明、曲靖、昭通、玉溪、保山、丽江、普

洱、临沧和个旧、大理、楚雄等，其中昆明、大理、丽江等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修订时，除了更新面积、人口信息等内容，还补充了近年来云南省国际经济地位的快速

提升，相继开通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以及新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等重要信息。

云南省　简称滇或云。……有色冶金、钢铁、机械、电力、煤炭、化学、建材、电子、卷烟、制糖等工

业和旅游业发展迅速。对外贸易发达，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一带一路”战略重要省区。本

省长江沿岸属长江经济带，建有滇中新区和滇中城市群。交通以昆明为中心，铁路有沪昆、京昆、广

昆等高铁及贵昆、昆河、成昆、南昆、内昆、广大等线，并有京昆、沪昆、广昆、汕昆、渝昆、杭瑞等高速公

路。民航通国内各大城市和国外仰光、曼谷等地。主要城市有昆明、曲靖、昭通、玉溪、保山、丽江、普

洱、临沧和个旧、大理、楚雄等，其中昆明、大理、丽江、建水、巍山、会泽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闵行　区名。在上海市中部，东、南濒黄浦江。面积３７２平方千米。人口８６万（２００６年）。区

人民政府驻莘庄。原属上海县，１９６０年设区。１９６４年并入徐汇区，１９８１年复置。１９９２年上海县撤

销，大部地区并入。地处黄浦江畔。为上海市的主要工业区和农副产品生产基地之一。闵行镇为机

电工业基地，有汽轮机、锅炉、电机及重型机器等厂。镇区为商业中心，镇西建有闵行经济技术开发

区，黄浦江上建有奉浦大桥。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新校区建此。有七宝古镇。吴泾为化学

工业基地。沪杭铁路、沪杭高速公路经此。

该词目释文内容早已过时，资料陈旧，全面性也严重不足。“在上海市中部，东、南濒黄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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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的区位表述仍停留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合并以前。“闵行镇为机电工业基地，有汽轮机、
锅炉、电机及中型机器厂。镇区为商业中心，镇西建有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些实际上是

１９９２年之前老闵行区的过时信息，完全没有涵盖１９９２年闵行区与上海县合并成立的新闵行
区。涉及的闵行镇作为行政建置也早已不存在，并改名江川路街道。“镇区为商业中心，镇西

建有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更是将局部当作整体。“黄浦江上建有奉浦大桥”，信息既不新又

不全，奉浦大桥横跨闵行与奉贤，南侧隶属奉贤区，北侧隶属闵行区，可写可不写；倒是新建的闵

浦大桥在闵行区境内横跨黄浦江，应予以补上。综上，新版“闵行”条释文或删或增，可修订为：

闵行　区名。在上海市中部，黄浦江纵贯南北，分为浦东、浦西两部分。面积３７１平方千米。人口

１００万（２０１５年）。区人民政府驻莘庄镇。原属上海县，１９６０年设区。１９６４年并入徐汇区，１９８１年复

置。１９９２年上海县撤销，大部地区并入。为上海市的主要工业区和农副产品生产基地之一。建有闵

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紫竹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黄浦江上建有奉浦大桥、闵浦大桥。上海交通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新校区建此。有七宝古镇。吴泾为化学工业基地。沪昆铁路及高铁和沪昆高速公路

经此。名胜古迹有马桥古文化遗址、韩湘水博园、召稼楼、浦江郊野公园等。有轨道线（地铁）。

　　（二）有意识地采集与《辞海》释文相关的可靠信息
编辑要对国家颁布的一系列新的规则、规定文件及对原有词目内容可予以补充的有效

信息加以采集、整理，诸如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

历史文化名镇、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文化

遗产和世界自然遗产，中外建交，体育运动项目赛制和成绩等，及时跟进并补充到释文中。

如２０１３年５月，国务院公布了第７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学科收录的关庙
山遗址、回洛仓遗址、大地湾遗址、庙底沟遗址、富河沟门遗址等古遗址入榜，新版《辞海》

修订时宜及时补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字样。

又如，自２００９年以来，山西五台山、广西左江花山岩画、京杭大运河、湖北神农架、厦门
鼓浪屿、青海可可西里、新疆天山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地理学科的五台山、花山岩画、神农架、鼓浪屿、可可西里、天山

等词目释文宜及时跟进，补充“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字样。

四、释文准确性再提升的几点建议

《辞海》一直以来被读者视为“标准书”，以其权威性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无声

的老师”。“对不对，查辞海”，也早已成为读者的口头禅。历次《辞海》修订，也始终把准确

性放在第一位。新版修订，同样需要编辑人员继续发扬“一丝不苟，字斟句酌”的辞海精

神，在重点关注上述几个方面以外，对于具体词目释文的处理，还应注意资料问题、称谓问

题、逻辑问题、用语问题等，使之更具准确性，更经得起推敲和检验。

其一，核对资料。

没有资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好的编辑也编不出好的辞书。想方设法、多渠道地

查找资料是编辑的本分、职责。当下有互联网、数据库，收集资料要比以前抄写卡片时代

方便得多。但浩如烟海的海量资料需要优选，引文、外文、数据和其他统计资料要以第一

手或权威的文献为依据。例如，“唐古拉山”释为“一般海拔６０００米”，经核对后宜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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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００—５７００米”；“九宫山”释为“主峰海拔１５４３米”，宜改为“主峰海拔１６５６．６米”。
《辞海》释文常涉及引文。引文是作为立论依据而引用的文件、书籍的原文，务必忠于

原意，不得断章取义，任性引用。但事实上，编辑经常发现引文差错，几乎有引必错。有些

作者引用古文献，版本使用失当不说，还不核对原文，转引他人资料也多有差错。因此，编

辑对于引文，非认真核对不可，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仔细核对各种数据，确保数据准确无误。误写一个量词，多加或少加一个零，小数点左

右移动一个点，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例如，“明孝陵”释为“明太祖（朱元璋）墓。……陵寝

包括碑亭、享殿、方城、宝城等。前后纵深２６００千米”。“２６００千米”就是“２６０万米”，比上
海到北京一个来回的距离还长，显然有误。经查，实为“前后纵深２６千米”之误。

其二，称谓适宜。

该问题涉及面太广，这里只强调一点，即要注意称谓的匹配时限，注意人名、地名、国名、

族名、党名、校名、机构名等的变化，按释文中的特定时间，使用当时的名称。如，中国国民党

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由孙中山创立。其前身是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

命党。国民党早期设“总理”，１９１９—１９２５年孙中山就任总理（孙中山去世后保留总理一职）。
蒋介石时代以“总裁”替代“总理”一职。蒋介石去世后，国民党“总裁”改称为“主席”。中国

现代史学科词目经常叙及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谓，编辑对此务必熟悉，并正确使用。

其三，讲究逻辑。

讲究逻辑，这是准确释义的必要条件。没有逻辑性，准确性也就无从谈起。对待《辞

海》释文，编辑务必做到：中心突出，层次分明，不同层次的内容分别归在一起，避免纠缠，

杜绝重复；理顺次序，各个层次的先后不能颠三倒四；引证、例证宜紧扣释文必须说明的问

题；上下文衔接无缝到位，杜绝前言不搭后语；概念明晰不混淆，释义前后不矛盾。

其四，用语一致。

先就收词而言，《辞海》收录１３余万条词目，涉及语词与大大小小１００余个学科，存在
同实异名的重复现象在所难免。《辞海》通常采取分列正条、参见条的办法加以处理。其

他词目提及同实的异名时，宜使用列为正条的名称，不使用列为参见条的名称，更不可任意

混用，或者干脆另用没有列为正条、参见条的名称。编辑只要做到用语保持一致，就能在会

稿通读阶段，发现一批各学科漏网的同实异名词目，并加以妥善处理，避免出现“双胞案”。

再就科技名词和法定计量单位使用而言，应严格贯彻执行国务院公布的相关规定，使

用统一规范的称说。例如“噪音”“直升飞机”“几率”“公里”“公斤”，宜规范为“噪声”“直

升机”“概率”“千米”“千克”。

最后，建议加强会稿通读和专项检查力量，加大汉语拼音、字形，古今、古旧地名对照，历

史纪年括注，数字用法等细节层面的地毯式专项检查力度，以不断提升《辞海》释文的准确性。

附　注

［１］除特殊说明外，本文《辞海》举例均采自《辞海》第６版。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　２０００４０）
（责任编辑　　郎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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