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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词典中说明如何收词的词表( word list) 是词

典宏观结构的基本环节，是词典最为基础性的构

件。词表规模和词表选择的好坏直接影响词典质

量。本文意在以现代语言学与词典学理论为指

导，从词表总体规模和词表选择出发，对比分析日

本出版的日语学习词典与我国出版的日汉学习词

典的词表，揭示我国日汉学习词典编纂的不足，探

索提高相应编纂质量的对策。

2 词表总体规模的对比
日语学习词典中立目单位的数量差异很大。

现代日本语文词典按收词数量的不同可以分为 4
类: 大型词典收词数大约在 20 万以上; 中型词典

在 10 万 － 20 万; 小型词典多在 6 万 － 10 万; 专门

面向中小学生的简明微型国语词典，收录词数在

1 － 6 万( 潘钧 2008 ) 。按此分类，以目前两国亚

马逊购书网站分别提供的日语通用学习词典和日

汉学习词典为例，按词表规模分类所得的词典数

量如下: ( 1) 日本日语学习词典: ＞ 20 万者，4 部;

10 － 20 万者，2 部; 6 － 10 万者，13 部; 小于 6 万

者，23 部。( 2 ) 我国日汉学习词典: ＞ 20 万者，0
部; 10 － 20 万者，1 部; 6 － 10 万者，0 部; 小于 6 万

者，21 部。从中不难看出，我国日汉学习词典词

表规模小于日本的日语学习词典。日语学习词典

中，按人气度排列在前几位的均为收词在 7 万左

右的词典，这类词典的编纂方针是为大众日常生

活、学习需要服务，被我国引进翻译出版的也是这

一类词典。如《新明解国语辞典》、《明镜国语辞

典》、《三省堂国语辞典》、《例解新国语辞典》、
《岩波国语辞典》等。此类日语学习词典在收词

上既注重全面性，也注重收词单位使用的基础性

和高频性。而我国流通于市面上的日汉学习词典

的收词规模仅仅相当于日本的微型词典，主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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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语初中级学习者。我国亚马逊网站上按人气

度排列在前几位的均为收词量 7 万左右的日本原

版翻译词典或双解词典，其次是国产收词 5 万左

右的词典占大部分，如《标准日汉词典》、《简明日

汉词典》、《新编日汉词典》、《实用日汉词典》、
《现代日汉双解词典》等。购书网站的排名反映

出用户在注重基础性的同时，更注重词典收词的

全面性。
学习词典要帮助用户实现解码和编码两项功

能。其中，解码功能需要词目收录有广度，也就是

词典的收词量要远远大于词典用户心理词库中的

积极词汇量; 编码功能则需要词目处理的深度，也

就是对积极词汇进行多维度、全方位的信息提供。
学习词典在词汇单位的处理上应该是广度与深度

并重，在收词方面也应该是全面性与基础性并重。
根据上世纪 60 年代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的有关

调查，当时一般社会人的理解词汇约为 4 万词

( 国立国語研究所 1962) 。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

以外来词为主的新词大量涌现，倉島節尚 10 年前

指出，日本国语词典的收词量至少应在 5 － 8 万才

能满足用户需要( 倉島節尚 2002) ，而现在这个数

字还应略有提高。但就我国目前的日汉词典编纂

情况而言，收词 5 万以下的微型词典居多，暴露出

普 遍 注 重 收 词 的 基 础 性 而 忽 视 收 词 全 面 性 的

问题。

3 词表选择的对比
3． 1 词表选择中的频率性原则

“所谓频率性是指某个词在语料中出现的频

数，分布率指的是语言单位在不同领域中的使用

分布情况”( 杨惠中 2002 ) 。据日本国立国语研

究所的调查结果显示，上世纪 60 年代日本一般社

会人的理解词汇约 4 万词，其中前 5000 词的使用

率占 81． 7% ( 国立国語研究所 1962 ) 。可见，在

语言学习过程中，学习者需要优先习得常用词汇。
相应地，作为二语学习过程主要工具的学习词典，

需要全方位呈现高频词汇。
日语学习词典常用词的标注一般采用非等距

频率标识，分为最常用词和一般常用词二级标注。
《新明解国语辞典》( 第 7 版) 在 77500 个立目单

位中选出常用词 3434 个，其中 1021 个用＊＊符

号标注为最常用词，其他 2413 个用* 符号标注为

一般常用词。同样，由三省堂出版的《例解新国

语辞典》和《三省堂国语辞典》也分别标注出常用

词信息。《例解新国语辞典》( 第 7 版) 在 6 万个

立目单位中用＊＊符号标出的最常用词约 1000

个，用* 符号标出的一般常用词约 5000 个。《三

省堂国语辞典》( 第 6 版) 立目单位 8 万个，也用

☆☆符号标出重要词汇。用符号标出高频词，使

日语学习者一目了然，背单词时能先抓重点，以点

带面，符合语言学习的规律。
日汉学习词典在词频信息处理上，《标准日

汉词典》参考《新明解国语词典》，把《新明解》中

带* 号的单词作为常用重点单词，用彩色文字印

刷标明。这种标注方式比用符号能更清楚地凸显

常用词，而且增加排版的美观性，值得推广。遗憾

的是，其他 4 本词典都未以任何方式说明立目单

位的使用频率。
此外，“如果在一部词典中查不到一些频次

较高的词而又能发现一些频次较低的词，其收词

就可能存在缺陷”( 章宜华 雍和明 2007) ，这种情

况在日汉学习词典中时有所见。例如，调查的 5
部词典全部收录“寻呼机”，而 2009 年以后出版

或修订的两部词典却没有收录“网吧”，甚至有一

部词典连“因特网”都没有收录。可见日汉学习

词典编纂中存在未遵循频率性原则的问题。
3． 2 词表选择的分布率原则

语料库以及语料检索工具的应用使语料频率

统计非常方便，但仅依靠频率原则还不够，“必须

还 要 考 虑 语 料 的 分 布 ( distribution ) ”( Hanks
2009) 。笔者以语体为分类基本参数分析口语词

目和书面语词目在学习词典中的立目情况，分析

学习词典对相关主题领域( subject domain) 中专

业词汇的立目情况。
3． 21 书面语和口语词汇收录及标识对比

关于语体，日语学习词典使用标签标注语域，

使用地域标注以及情感态度标注。例如，《新明

解国语辞典》使用【雅】【古】【口头】【俗】【卑】5
个标签，分别对“在日常会话或文章中不常用，多

用于短歌、俳句等诗体作品或古典文章中的文雅

词”、“只用来训读汉文的古典书面语及只在江户

时代之前作为常用词使用的音读词”、“极为普通

的口语词，包括词形略失规范的词”、“多为口语

词中略显不雅的俗语词”、“多为在公众面前应避

免使用的俚语”进行标记。《明镜国语辞典》在此

基础上还附有“旧词汇”、“随意场合使用”、“新

词”等解说，方言也标出诸如“主要用于关西地

区”等说明。《三省堂国语辞典》除标出【古风】
( 古典词) 、【俗】、【文】( 书面语) 、【方】( 方言)

外，还标注【学】( 学生用语) 、【儿】( 儿童用语) 、
【女】( 女性用语) ，具体指出使用人群。

日汉学习词典同样使用各类标签标注词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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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色彩。如《简明》设【文】( 文言、雅语) 【俗】( 俗

语) 【方】( 方言) 【老】( 老人语) 【女】( 妇女用语)

【儿】( 儿童用语) 【骂】( 詈骂语) 【讽】( 讽刺语)

【敬】( 敬语) 【谦】( 谦语) 10 个标签; 此外，《实

用》还采用【古】【口】【旧】【学生】【书】( 书信用

语) 【蔑】( 轻蔑语) 【藐】( 藐视语) 等 21 个标签。

可以看出，部分日汉学习词典在标签设定方面比

日语学习词典全面，这符合二语学习者需求，值得

肯定。尤其是敬谦语标签的设定反映日语此类词

语丰富的特征，对二语学习者起到指导作用。

再来看日汉学习词典中标签覆盖的词汇全面

性问题。《三省堂国语辞典》以其标签覆盖词汇

全面、详尽而著称。我们在《三省堂国语辞典》
( 第 6 版) 的 6 类标签词汇中各取 5 个较常用词，

考察它们在日汉学习词典中的标签标注问题( 结

果参见表1 ) 。
表1 我国日汉词典对不同语体

语言单位的立目情况

俗 文 方 学 儿 女

标准 3( 5) 0( 5) 0( 3) － 4( 5) －
简明 0( 3) 1( 4) 0( 2) － 3( 4) 5( 5)
新编 3( 5) － 0( 4) － － －
实用 4( 5) 0( 5) 1( 5) 1( 3) 4( 4) 5( 5)
双解 3( 5) 0( 4) 1( 4) － － －

符号说明:括号内数字为所取词中日汉词典
收录的数量，括号外数字为有标签标识的词语数
量，－为该词典未设此标签。

日汉学习词典对部分较常用词的收录有缺

失，并且标签对所属词汇的覆盖不够全面，尤其是

书面语和方言的标注。历史上在中日两国的语言

文化交流中产生大量汉日同形词，这些词中又有

一部分在两国语言使用中的差异仅体现在语体方

面，词典是二语学习者学习区分此类词语语体色

彩的重要工具，词典中书面语标签的缺失会直接

影响学习者掌握和运用此类词汇。
3． 22 各学科专业词汇的收录及标识对比

外语学习者在掌握日常交际的通用词汇之

外，还需要掌握相当数量的相关学科专业词汇。

因此，学习词典的词表除包括最基本部分———通

用词汇之外，还应包括一定数量的专业词汇。日

语学习词典和日汉学习词典均收录一定数量的专

业词汇，并对学科领域采用平行分类法，用标签注

明。《广辞苑》( 第 6 版) 把所收学科领域词条划

分为［哲］［宗］［史］［法］［経］［美］等 29 个领

域。《三省堂国语辞典》( 第 6 版) 把《广辞苑》的

一些领域归并在一起，划分出 21 个领域。《新明

解国语辞典》采用【棒球用语】【佛教用语】【数学

用语】等标签，在释义中还有“［碁 で］( 围棋领

域) ”“［絵画·彫刻で］( 绘画雕刻领域) ”以及

“［文法で］( 语法领域) ”等说明，其他未提供显

性标签的词典也多在词的释义中提供学科领域说

明。由此可见，日语学习词典颇广泛地收录相关

学科领域中的语言单位，但在是否提供学科领域

标签的问题上，有的词典比较显性，有的比较隐

性。我国日汉词典多使用显性标注，标签数量分

别为《双解》31 个，《实用》54 个，《标准》20 个，

《简明》34 个，《新编》前置页中未说明，对学科领

域的切分较日语词典更为细致。
我们在《广辞苑》的标注标签的学科领域中

随机抽取 15 个领域，各取一词为样本，考察这 15
个词在小型日语学习词典和日汉学习词典中的收

录情况( 结果参见表2 ) 。
表2 日语学习词典与日汉词典相关

学科领域语言单位立目对比

词典名称 广辞苑 明镜 新明解 标准 简明 新编 实用 双解

收词数量 15 15 13 8 6 8 11 10

可以看出，我国日汉学习词典在学科域收词

上的狭化性特征表现得比较明显，有待改进。而

在为所收词汇是否标注学科领域标签的问题上，

以上日汉学习词典提供标签的数量分别为 5、4、
2、8、4 个，不够全面。尤其某些汉日同形词，在中

日两国语言中使用的范围不一致，如果不标注学

科标签仅凭词语对应汉译解释理解则很容易引起

误用。如“帰納”在日语中为专业词，日常生活中

很少使用。
3． 3 词表选择的时效性原则

随着语言的不断变化，新词新义大量涌现。
词典“收词要注意反映新的语言现象，对普遍为

人们所接受且相对稳定的常用新词、新义应该收

录入典，否则可以视为收录不全”。新词是否收

录应遵循稳定性和规范性原则，“词典应该重视

那些构词和表义理据明确、可靠的词……对于那

些随机词或某一段时间内在媒体上反复出现的时

髦词要慎重对待，要考虑其能否为广大民众所接

收，为群众所普遍使用，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 章宜华 雍和明 2007) 。

始于 1984 年的“ユーキャン新語·流行語大

賞”每年一次，选取可反映当年日本的社会现象

且引起话题的新词流行词颁奖，每年被提名候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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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50 余词受到大众的广泛认可。我们以到 2012
年为止的所有获奖词及提名词( 约 650 个) 为对

象，对照 2012 年 1 月出版的《新明解国语辞典》
( 第 7 版) 逐一排查，发现有 27 个新词或新义被

收入该词典。其中，17 个被收入 2011 年 11 月出

版的《岩波国语辞典》( 第 7 版新版) 。我们以这

17 个词为对象考察其在 2012 年出版或再版的两

部日汉词典《简明》《双解》中的收录情况，发现收

录数量分别为 6 个和 7 个。并且《简明》收录的

均为 2002 年以前的新词，《双解》收录两个 2005、
2006 年的新词，5 个 2002 年之前的新词。近 10
年产生的新词，如“韩流”“3D”“工薪穷人”“博

客”等在两部词典中均未收录，10 年前的词也有

“捧杀”“性骚扰”“家庭暴力”等收录缺失情况。
日语学习词典修订、更新的速度非常快，《新

明解国语辞典》从第 1 版到第 7 版的修订再版周

期分别为 2 年、7 年、8 年、8 年、8 年、7 年。《岩波

国语辞典》第 1 版到第 7 版新版的修订再版周期

为 8 年、8 年、7 年、8 年、6 年、9 年、2 年。其他小

型词典的修订再版时间也多为 7 年左右，周期更

短者如《旺文社国语辞典》从 1960 年到 2005 年

45 年间出到第 10 版，《例解新国语辞典》自 1984
年到 2006 年已经出版第 7 版，几乎每 3 年修订再

版一次。不仅小型词典，收词 20 万以上的中型词

典同样修订再版周期短，如《广辞苑》第 1 版到第

6 版的再版周期为 14 年、7 年、7 年、8 年、7 年、10
年，《大辞林》第 1 版到第 3 版再版周期为 7 年、11
年。迅速的修订更新使得日语学习词典能够及时

补充新词去除旧词，保证选词的现实性，与时俱进

地忠实描述语言生活，以便学习者掌握当下的语

言使用状况。我国日汉学习词典在修订再版方面

明显 滞 后，修 订 周 期 很 长。《现 代 日 汉 双 解 词

典》、《新编日汉词典》、《简明日汉词典》修订版距

第 1 版出版时间分别为 15 年、17 年 和 28 年。
2000 年以后出版的日汉词典几乎均未见修订版

本出版。词典修订周期过长直接影响到学习者对

语言实际使用状况的把握。

4 结束语
我国日汉学习词典中词目表的选择主要参考

日本出版的语文词典及国内出版的其他日汉词典

的词表、各种日语考试的词表、日语教学大纲以及

编纂者的语言直觉。对包括作家作品、报刊文章

在内的口头或书面语言材料和百科辞书及著作缺

乏参考，导致产生选词问题。以新词的收录为例，

如果仅把几年前出版的日本语文词典作为选词的

范围，那么只能永远走在日本语文词典的后面，况

且有些词典参照的日本语文辞典并不是最新版

本。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发达为我们提供许多了

解日本的途径，词典编者应在参考日本语文词典

选词的同时参考其他语言资料，根据自己的内省

补充那些虽然在蓝本词典中尚未出现，但实际已

频繁使用而且具有明显稳定性的新词，这样才能

减少新词收录的缺失。此外，语言学理论和计算

机技术的发展使得词目表选择可以表现出更多的

客观性，基于各类语料库的词表选择势在必行。
“词典收词的范围直接受到编纂宗旨、读者

对象和词典规模的影响”( 章宜华 雍和明 2007) ，

如何结合我国日语学习者的特点在词典选词方面

有所创新和发展也是一个重要课题。“日本出版

的多种中小型英语词典比较适合非英语本族语使

用群体的需要，在特定的日本词典用户群体中比

英美出版的英语词典更受欢迎”( 张科蕾 2012 ) ，

这也为我国日汉词典词表的优化提供可资借鉴的

思路。无论词表规模还是词表选择，不盲目照搬

和模仿蓝本词典，时刻从我国日语学习者角度出

发，用日汉对比研究的方法认真分析每一个词，是

日汉词典编纂者所应有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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