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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汉语词典》（第７版）删除词条十二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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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６３７００９）

摘　　　要：《现代汉语词典》（第７版）删除词条共１２条，包括“不关”“不人道”“不在乎”“
!

（ｃｈōｕ）”“
!

（ｃｈóｕ）”“
!

绎”“代言人”“当天”“丁税”“木筏”“?”“炭化”等。词典性质、编纂规模和原则等都会影响词典对

词条的删减修订。《现代汉语词典》作为一部以促进汉语规范化为宗旨的词典，要求尊重语言事实，规范现代汉

语词汇，删除错误词条；作为一部中型语文辞书则要求适时删减少量陈旧生僻和见词明义的词语，顺应时代性。

从词典编纂原则来看，删除词条也要考虑到词典收词的系统性、平衡性等原则。然而删除的词条中仍有值得商

榷之处。

关　键　词：《现代汉语词典》（第７版）；删除词条；十二则
中图分类号：Ｈ０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６７０（２０２３）０３００２７０７

　　《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１］不断

再版修订，词条不断增删。现有文献已有不少成果

反映《现汉》增删情况。其中有多篇对新增词条修

订的分析，而对《现汉》删除部分的分析往往只是

涉及对词条的义项、释义内容等方面删减的分析，

少有对词典修订中删除词条的分析［２］。由此可

见，对《现汉》删除词条的分析有待深入探讨。本

文通过对《现汉》第６版和第７版的比较，检索得

出第７版删除词条共１２条，包括“不关”“不人道”

“不在乎”“
#

（ｃｈōｕ）”“
#

（ｃｈóｕ）”“
#

绎”“代言

人”“当天”“丁税”“木筏”“?”“炭化”等。参考已

有研究成果和工具书，分析《现汉》第７版删除以

上词条的理由，并指出其中有待商榷和规范统一的

地方。为便于核查，本文引《现汉》括注版次与页

码，引《现代汉语规范词典》［３］《汉语大词典》［４］括

注页码。同时，为节省篇幅，全文举例一律省去无

关的注音、义项和例证。

一、删除不符合收词原则词条

通用性原则是《现代汉语词典》收词原则之

一，基于此还有学者提出词语竞争原则［５］，对于考

虑收录入典的词语，尤其是音、形、义中有多项相同

或相近的词语，要充分考虑词语竞争的问题，要在

充分分析其各自的分布规律、详细考察语言运用的

实际情况下再做取舍，同时还要考虑词语的使用频

率。“不关”和“无关”、“炭化”和“煤化”两组都是

意义接近的词条，《现汉》（第７版）删除前者。
（一）【不关】

【不关】动 不牵涉；不涉及：～痛痒

｜～你的事，你别瞎操心。（《现汉》第 ６
版，１０７页）
“不关”是在《现汉》（第６版）才作为词条收录

入典。《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汉语大词典》等都收

录了【不关】，并且在释义和例证上与《现汉》无太

大差别。

【不关】动 不涉及；不牵涉：～他的

事。（《现代汉语规范词典》，１０４页）
【不关】不牵涉；不涉及。……茅盾

《子夜》十三：“明儿三先生生气，可不关我

的事。”（《汉语大词典》第１卷，４８０页）
“不关”和“无关”的意义用法相近，从对“无

关”的释义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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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动 没有关系；不牵涉：此事

跟他～｜～紧要｜～大局。（《现汉》第 ７
版，１３８２页）
通过《人民日报》数据库（１９４６—２０２１）检索

“不关”“无关”出现的频次，检索得出“不关”共出

现８５７次，排除“事不关己”“不关乎”“无不关乎”
以及表示“开关”义的“关”，实际有效频次是１６５
次。而“无关”共出现７５９８次。“不关”使用频率
低或是词典删除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检索的语料

看，“无关”不仅使用频率高，且使用的语境范围、

搭配范围更广。作定语如“无关人员”“无关事项”

“无关活动”等，作动词构成动宾结构如“无关政

治”“无关完美”“无关升级”“无关输赢”“无关恐

袭”等。

从以上几部词典的例证中可以看到，“不关”

都可以用在“不关 Ｘ的事”句式中，从主流媒体中
出现的“不关”的使用来看，“不关”也是主要出现

在这样的句式里，并且这里“不关”似乎不能替换

成意义相近的“无关”。以 ＢＣＣ语料库为基础，检
索“不关……的事”和“无关……的事”的使用情

况，发现“不关”有其使用的语用环境，并且使用频

率高，不易被“无关”替换。详见表１。
表１　“不关Ｘ的事”与“无关Ｘ的事”使用差异表

单音节 双音节 三音节 四音节

不关Ｘ的事 ２１９７ ４８４ １１４ ５１

无关Ｘ的事 ６ ３４７ ３ １０

　　由此可见，《现汉》删除“不关”或许与其使用
频率不高，与意义相近的词相比，其搭配范围较窄

等有关。本文认为第７版删除词条“不关”的做法
有待商榷。因为“不关”存在该词特有的用法，如

果仅从使用频率去判断该词的删与留，那么在“不

关Ｘ的事”中的“不关”，读者该将其视作短语吗？
在这一句式中，“不关”是词，并且用“无关”替换也

不恰当，所以基于此，也应保留“不关”。

另外，《现汉》第７版“无关”搭配的词条有“无
关痛痒”“无关宏旨”，但“无关紧要”“无关大局”

没有作为词条收录，尤其是“无关紧要”只出现在

词条“紧要”的短语例证中。然而，经过检索，本文

发现“无关紧要”出现在释文或例证中的频率比

“无关痛痒”“无关宏旨”要高，共出现在１７个词条
的释义当中，如“无足轻重”“淡化”“陈谷子烂芝

麻”“稀松”“细枝末节”“闲谈”“鸡零狗碎”“鸡毛

蒜皮”“斤斤计较”“避重就轻”“跑龙套”等。因

此，为了能让读者更好理解其他条目，也应补收作

词条。《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不仅收录了“无关宏

旨”“无关痛痒”，还收录了“无关紧要”。但是两部

词典都收录了“大局”，却没有收录“无关大局”。

为了词典收录条目的统一性，可酌情收录。

（二）【炭化】

【炭化】动 ①古代的树木等植物埋

藏于地下形成的沉积物，在一定的压力和

温度的作用下，逐渐变成煤。②物质燃烧
成炭或含碳化合物，如糖加热会融化，继

续加热会变成棕黑色，最后炭化。（《现

汉》第６版，１３４７页）
该词在第５版删除过。第６版重新收录，并增

加新义项。从前几版《现汉》的释义（《现汉》第２、
３、４版）可以看出，编者将“炭化”和“煤化”作为同
义词处理，第６版没有强调两者的同义关系，可见
两者存在差异性。

【炭化】古代的植物埋藏在沉积物

里，在一定的压力、温度等的作用下逐渐

变成煤的过程。也叫煤化。（《现汉》第４
版，１２２５页）

【炭化】① 动 远古埋藏于地下的植

物厚层，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在一定的

压力、温度作用下逐渐变成煤。也说煤

化。②动物质燃烧成炭或碳素化合物。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１２７５页）

【煤化】动 炭化。（《现代汉语规范

词典》，８９６页）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收录了“炭化”，同时还

收录了“煤化”。“炭化”是主条，有详尽的释义。

“煤化”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用同义词“炭

化”作释义。

《汉语大词典》对“炭化”“煤化”的释义与《现

代汉语规范词典》相似。不同的是《汉语大词典》

将“炭化”“煤化”定性为名词性的专业术语。

【煤化】即炭化。参见 “炭化”。

（《汉语大词典》第７卷，９７７３页）
【炭化】１．地质学名词。古代植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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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沉积物里，在一定的压力、温度等所

起的作用下逐渐成煤的过程。２．化学名
词。物质经过燃烧成炭或炭素化合物的

过程。（《汉语大词典》第７卷，９６５２页）
这两部词典都采用同义词释义的方式释义词

条“煤化”。刘叔新在《汉语描写词汇学》中认为：

“彼此同义的词语单位，在意义上一般基本相同而

微有差异，在构造构料上则必不相同，因而互相形

成同中有异的对照，而且各自有自身的特点在共同

的聚合体中占有特定的位置，从而互相制约着意义

特点或意义的内涵。”［６］因此，即使是同义词，也会

有一些区别性特征。

《现汉》对“煤化”的释义不同于《现代汉语规

范词典》《汉语大词典》。

【煤化】动古代的植物埋藏在地下，

在一定的压力、温度等的作用下逐渐变成

煤的过程。（《现汉》第７版，８８７页）
从《现汉》对“煤化”的释义可以看出，与“炭

化”的第一个义项释义相近。《现汉》没有像其他

词典用同义词解释，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同义词释义

可能带来的弊端。

从“炭化”的义项来看，《现汉》第６版和《现代
汉语规范词典》中，“炭化”是多义词条，义项①和
义项②既有联系也有不同。

（１）历经数千年，种子已经炭化
獉獉

为黑

色，看上去极不起眼，却是考古人员了解

古蜀先民生活的重要途径。（搜狐网，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１日）
（２）此次在 １１０千伏威郭线开展的

树障清除工作，是把“激光炮”发出的高

能激光束照射到远处树障隐患点上，通过

远程加热，使得树枝快速炭化
獉獉

、烧蚀、熔

断、进而自然掉落。（搜狐网，２０２１年 ６
月１７日）
例（１）中的植物“炭化”过程是漫长的，依靠自

然力逐渐形成的过程；例（２）中的植物“炭化”是短
时间内人为因素造成的。通过人民网检索“炭化”

和“煤化”的使用频率及其使用语境，“炭化”一词

在主流媒体人民网中搜索得到３３２篇有关报道。
其中“炭化”一词主要用在遗址考古的新闻资讯

中，经常用在“炭化粟粒、炭化稻谷、炭化粮食层”

等搭配中。

（３）其中４号建筑基址地表可见近
５０厘米的炭化

獉獉
粮食堆积，主要为粟和红

小豆。（《中国青年报》，２０２１年 ４月 １３
日）

（４）出土时木芯已炭化，仅存金皮，

金皮内可见炭化
獉獉

的木渣。（环球网，２０２１
年３月３１日）
“煤化”一词在人民网中检索得到８２２篇，删

除其中包含“煤化工”（煤化学加工）“无煤化”“去

煤化”（不使用煤）等语义的无关语料，本文发现表

示“煤化”本义的语料数量极少。

（５）煤化
獉獉

要经过洗选、炼焦、脱硫三

道主要工序，其中排污主要在炼焦环节。

（《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６日）
（６）五年来……业务涵盖掘进采煤、

整平抑尘、煤化
獉獉

生产、煤炭洗选、铁路运

输、矿山救护、餐饮安保、教育培训、净水

车间运行维护等蒲白矿业历经三年多的

探索发展。（人民网，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 ３０
日）

（７）宝山经开区以技术创新、优化结

构为出发点，以煤化
獉獉

深加工产业为基础主

线，不断延伸产业链条，谋划了清洁能源、

化工新材料、高端精细化学品三大板块。

（《河南日报》，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９日）
由此可见，“炭化”一词的学科性更强，语义领

域集中在地质学领域；“煤化”一词虽然出现频率

高，但都是“煤”“化”作为构词语素经常出现在“无

煤化”“煤化工”“去煤化”等词语中，甚至其中部分

语素意义都不同，只是同形。如“煤化”中的语素

“化”是实语素，指“变化”；“煤化工”的“化”指“化

学”；“无煤化”里的“化”是虚语素，是加在名词或

形容词后构成动词，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

表示词典收录的“煤化”意义使用情况少。再看

“煤化”一词出现的语境，“煤化”更常用在现代工

业之中，表示“物质燃烧成炭或碳素化合物”的化

学领域含义更符合今天人们对“煤化”使用的语

境。因此第７版删除了多义的“炭化”的做法是值
得商榷的，而“煤化”的释义应有所修改，使其更符

合使用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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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删除三音节单位词条

删除的词条涉及三个三音节单位，即“不人

道”“不在乎”“代言人”，三音节单位收录《现汉》

往往先考虑是词是语的问题，无论从韵律模式、结

构还是语义上看，这几个三音节单位都应是短语。

（一）【不人道】

【不人道】形 不合乎人道。参看

１０９０页【人道】（《现汉》第６版，１１０页）
从第６版对“不人道”的词性标注可见词典是

把这个三音节单位作为词处理。已有研究从韵律

角度考虑汉语“词”和“短语”的划分。根据韵律规

则，单双式的状中结构一般很难“成词”［７］。从结

构层面，判定词与短语的重要标准之一是看是否为

“最小的独立运用的”单位，“不”“人道”都能单

用；再从语义层面看，只有“不ＸＸ”发生语义融合，
即整体意义不等于各组成成分意义的简单相加，才

适合作为词看待，但是“不人道”的意义就是组成

成分“不”和“人道”意义的简单相加。由此可知，

从韵律、结构、语义层面来看，“不人道”都是一个

简单短语。虽然判定三音节单位是否为词和词典

收词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现汉》中也会适当收录

一些使用频率高的短语，但是总体而言，《现汉》作

为一部中型语文词典，受词典规模限制，在词条收

录上应体现简洁性，避免冗余词条出条。

（二）【不在乎】

【不在乎】动不放在心上。（《现汉》

第６版，１１３页）
已有研究关于“不在乎”作为三音节单位是词

是语有不同意见。《现代汉语八百词》［８］《现代汉

语规范词典》都收录了这个三音节单位，视为词看

待。刘中富［９］、李思旭［１０］、吴建华［１１］等人从不同

角度说明了“不在乎”是词。也有学者持不同意

见，孟晓慧［１２］、侯瑞芬［１３］认为“不在乎”是一个自

由短语。侯瑞芬、刘中富都分别从《人民日报》语

料库和ＣＣＬ语料库检索其使用频率，但是二人得
出的结论不同。刘中富认为由于“不在乎”的高频

使用促使其词汇化。侯瑞芬则认为“结构的使用

环境和结构的性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不能因

为某个‘ＸＸ’常用于否定语境就把‘不 ＸＸ’看作
词”。使用频率确实会影响人们对词与非词的判

断，但判断词与短语的主要依据应是结构和语义特

征。《现代汉语常用词表》一般会收录常用的表达

整体概念名称的固定词组或常用的熟语等，但并未

把“不在乎”收录。可见，“不在乎”整体上或还不

够凝固。此外，即使是表示否定意义，也不仅只有

“不”修饰“在乎”。

与“在乎”意义接近的词条“在意”“介意”都

没有再设对应的否定意义的词条。删除词条“不

在乎”，“在乎”“在意”“介意”的聚合关系从释义

形式上看便更贴切，更好地体现词典的系统性

原则。

【在乎】动 在意；介意（多用于否定

式）。（《现汉》第７版，１６２９页）

【在意】动 放在心上；留意（多用于

否定式）。（《现汉》第７版，１６３０页）

【介意】动把不愉快的事记在心里；

在意（多用于否定式）。（《现汉》第７版，
６７０页）
再看词典中其他以“不”开头的有肯定式对应

的三音节词条的处理，如“带音”与“不带音”、“成

文”与“不成文”等。

【带音】动 发音时声带振动叫作带

音，声带不振动叫作不带音。普通话语音

中元音都是带音的，辅音中的 ｌ、ｍ、ｎ、ｎɡ、

ｒ等也是带音的。别的辅音如ｐ、ｆ等都是
不带音的。带音的是浊音，不带音的是清

音。（《现汉》第７版，２５１页）
【不带音】发音时声带不振动。参看

２５１页［带音］。（《现汉》第７版，１０６页）

【成文】①名 现成的文章，借指老一

套。②动用文字固定下来的，成为书面形
式。（《现汉》第７版，１６６页）

【不成文】形 属性词。没有用文字

固定下来的。（《现汉》第７版，１０６页）
“不带音”和“带音”是一对语音学专业术语，

所以词条“不带音”不作修改。而词条“不成文”通

过动词“成文”和“不”组合发展出属性词的用法，

类似情况的还有“不见得”和“见得”。其他以

“不”开头的有对应肯定式的三音节词条往往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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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式基础上增加或减少义项，如“不对劲”与“对

劲”、“不要紧”与“要紧”；有的以“不”开头的三音

节词条的义项与其肯定式词条义项无关，如“不作

为”与“作为”。诸如这些情况的词条，词典都保留

下来了。

但是，本文也发现词典在处理这类［１＋２］式三音
节单位时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不尽然”和“不经

意”。词典中的“不尽然”和“尽然”都是单义的，并且

释义上也是对等的，与“不人道”“不在乎”的释义情况

相似。因此，将“不尽然”删除或更妥当。

【不尽然】不一定是这样；不完全如

此。（《现汉》第７版，１０８页）

【尽然】形 完全这样（多用于否定

式）。（《现汉》第７版，６７９页）

“经意”和“不经意”情况相似，宜删除词条“不

经意”，且“经意”的释义宜添加括注说明多用于否

定式。

【不经意】动不注意；不留神。（《现

汉》第７版，１０９页）

【经意】动 经心；留意。（《现汉》第

７版，６８６页）

（三）【代言人】

【代言人】名 代表某方面（阶级、集

团或商品等）发表言论或做宣传的人。

（《现汉》第６版，２５０页）
第７版删除词条【代言人】，新增词条【代言】。

【代言】名代表某阶级、集团或商品

等发表言论或做宣传：～人 ｜明星 ～。
（《现汉》第７版，２５０页）
读者只要理解了“代言”的释义，自然也就明

白“代言人”的含义，并且“代言”的搭配对象更广，

故第７版删除此词条。与之类似的词条“介绍”，

同样只要加入“介绍人”的例证，读者理解了“介

绍”，自然也理解了“介绍人”，这一词条在第６版
中就已这样处理。

【介绍】动使双方相识或发生联系：

～信｜～人。（《现汉》第６版，６６７页；第
７版，６７０页）
第７版保留了其他“ＸＸ”和“ＸＸ人”的词条，

如“稻草”和“稻草人”、“接班”和“接班人”、“鉴

定”和“鉴定人”等。有以下几种情况，“ＸＸ人”不
能简单从“ＸＸ”的释义得出，如“稻草”和“稻草
人”、“香蕉”和“香蕉人”等；“ＸＸ人”有比喻含义，
如“接班”和“接班人”、“同路”和“同路人”；“ＸＸ
人”是具有“ＸＸ”的某些特征的人，如“蜘蛛”和“蜘

蛛人”、“植物”和“植物人”等。还有以下这种

情况。

【局内人】名 原指参加下棋的人，泛

指参与其事的人。也说局中人。（《现

汉》第７版，７０４页）

【局外】名 棋局之外，指与某事无

关。（同上）

【局外人】指与某事无关的人。（同

上）

【局中人】名局内人。（同上）

词条“局外”“局外人”和“代言”“代言人”相

似，读者只要理解了前者的释义，自然也就明白了

后者，并且前者的例证中都包含后者。但是第７版

仍旧保留“局外人”，或许是为了能与词条“局内

人”“局中人”对应。

三、删除生僻老旧词条

（一）“
!

”（ｃｈōｕ）和【
!

绎】

!

（?）ｃｈōｕ①引出。②编辑。另见

１８４页ｃｈóｕ。（《现汉》第６版，１８４页）
【
!

绎】ｃｈōｕｙì同“抽绎”。（《现汉》
第６版，１８４页）
《现汉》删除表示“引出”和“编辑”义的单字

条目“
#

”及词条“
#

绎”。《现汉》对不同写法的

多字条目会区分推荐词形与非推荐词形，并根据有

无国家试行标准分两种情况。国家标准未做规定

的，以推荐词形立目并做注解，注解后加“也作

某”。非推荐词形如果出条，只注同推荐词形。例

如第６版中对非推荐词形“
#

绎”出条，只注同推

荐词形“抽绎”。由此可知第６版对两词处理的轻

重。此外，在《汉语大字典》中，“抽”也有表示“引

出”义，“抽绎”的表达也有文献作为例证，因此第７
版删除了相对生僻的、表示“引出、编辑”义的“

#

”

及词条“
#

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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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ｎá ＜书 ＞①牵引。②纷乱。
（《现汉》第６版，９２７页）
《现汉》第７版删除单字条目“?”。通过搜索

人民网、光明网等主流媒体，少见“?”的使用，人

民网检索不到该词，光明网仅检索到 ７条相关语
料，并且“?”字基本上出现在诗作赋文中，在现代

汉语中很少用到。此外，在《汉语大字典》中，“?”

是多音字，表示“牵引”义、“纷扰”义时读作“ｒú（又
读ｎú）”，表示“捉；持”义时才读作“ｎá”。因此，无
论从词条使用频率来看，还是词条读音处理看，该

词条都应删除。

（三）【丁税】和【木筏】

【丁税】名古代的人口税。（《现汉》

第６版，３０３页）

【木筏】名 用长木材结成的筏子。

也叫木筏子。（《现汉》第６版，９２２页）
《现汉》第３、４版删除过词条“丁税”，第５、６

版重新收录，第７版又删除；《现汉》前６版均收录
了词条“木筏”，第７版删除。第７版修订说明指
出此次修改删减了少量陈旧的词语。“丁税”在清

朝之后便被废除。但从“丁税”这一词在历版《现

汉》反复修改这一举措可见编者在处理词条时谨

慎的态度和对词典定位的不断探索。“木筏”和竹

筏、独木舟等都是古人为了出行方便而建造的交通

工具，而“竹筏”“独木舟”《现汉》都没有收录。另

外，“木筏”和“竹筏”“皮筏”都是筏子的一种，只

是制作材料有所不同，后者都没有单独出条，“木

筏”自然也无出条的必要。虽然在今天少部分地

区仍可见这样的交通工具，但是从词典收词的统一

性和简洁性来说，该词条都应删除。

四、删除不规范和错误词条

（一）“
!

”（ｃｈóｕ）

!

（?）ｃｈóｕ旧同“绸”。另见１８４页
ｃｈōｕ。（《现汉》第６版，１８４页）
《现汉》第７版删除多音词条“

#

”。《现汉》第

７版修订说明中明确指出要全面落实２０１３年国务
院公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通用规范汉字表》

明确指出“绸”的异体字为“?”，故此处删除异体

字“?”，并且按照凡例，在单字条目“绸”后面括注

补充异体字“?”。

（二）【当天】

【当天】ｄāｎɡｔｉāｎ时间词。指过去发
生某件事情的那一天。另见 ２６２页
ｄàｎɡｔｉāｎ。（《现汉》第６版，２６０页）
《现汉》第７版删除词条“当天（ｄāｎɡｔｉāｎ）”。

【当天】ｄàｎɡｔｉāｎ名 时间词。本天；

同一天。（《现汉》第７版，２６２页）

【当 日】ｄàｎɡｒì名 时 间 词。当

（ｄàｎɡ）天。另见 ２６０页 ｄāｎɡｒì。（《现
汉》第７版，２６２页）

【当 日】ｄāｎɡｒì 名 时 间 词。当

（ｄāｎɡ）时。另见 ２６２页 ｄàｎɡｒì。（《现
汉》第７版，２６０页）
谭景春《“当日”和“当天”的异同》一文提及“当

日”和“当天”的异同，其中提到“当天”的词义与“当

日”“当年”不同，“当天”的词义只有一个，即本天、

同一天的意思，原因在于“这主要跟‘年、日、天’的

意义有关。‘年’和‘日’可以指具体的某一年或某

一日……也可以泛指一段时间……而‘天’只能指

某一天，不能泛指一段时间”［１４］。由于“当年”“当

日”都有两个读音两个意思，因此人们也容易误以为

“当天”也是如此，《现汉》第６版就出现了这样的错
误，因此《现汉》第７版纠正了这个错误。

五、结语

韩敬体指出：“对中型词典进行修订，不仅需

要增收语言中的新词新义，同时也需要删去原有的

一些相对已经不大合时宜的词语和词义，这一方面

是为了保持词典的中型规模，不能让它的篇幅过于

膨胀，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反映语言中的词汇发展变

化状况，保持词典较强的实用性。”［１５］《现汉》作为

一部中型规范词典，随着语文社会生活的变化，与

时俱进，适时进行修订。《现汉》第５版及前几版
都对词条增删进行大幅度修改，“词典所以要这样

较大幅度地增删词条、词义，就是要在收词方面及

时地增新删旧，调整平衡，以能较为全面地反映词

汇的新发展，适应读者的需要”［１６］。到了第６版的

修订说明中指出“删除少量陈旧的词语和词义”，

第７版也指出“删除少量陈旧和见词明义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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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由此可见，《现汉》目前所收词语已经基本能

反映现代社会语文生活词汇的基本面貌，对词条删

除的修订逐渐减少。到第７版的修订，删除的词条
仅有１２条。《现汉》编纂旨在确定现代汉语词汇
规范，推广普通话，为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这也就

要求词典要尊重语言事实，删除错误词条，避免读

者使用有误。

但是，《现汉》第７版删除的词条中仍有些可
以商榷，例如“不关”和“炭化”。通过检索主流媒

体中相关资讯，可以发现这两个词都有各自独特的

或经常使用的意义。此外《现汉》第７版修订说明
中指出要“删除陈旧的”词语，但是有些陈旧词语

似乎仍保留下来了。词典在删除词条这一方面应

关注已有研究成果，运用现代大数据手段，筛选出不

合时宜的陈旧的词语，另一方面也应依旧秉持严肃

严谨的辞书编纂态度，慎重对待删减词条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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