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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金部》编写中新义项的建立及

金属元素宇的释义

谢  光  琼

新编《汉语大字典 》之 “
新

”,体现在宇的形、音、义各个方面。而在字义上,主要力

求单字义项的完备,释义的淮确。∴努力发掘单字的新义,充分汲取最新科学研究的成果,在

这方面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本文拟就《金部 》字的编写中,有关新义项的建立和金属元素

字的释义谈谈收获和体会。

一、新义项的建立'①

字典词书的编写,在字义方面主要表现为义项的建立和释义。义项是释义的相关组成部

分,它是字典词书中同一条目下按意义列举的项目9是语素义、词义、固定词组义的概括反

映②。释义就是对这些所建义项的解释,它要求概括准确,通俗易懂。因此,确立义项,特

别是建立新义项就是一件十分烦难的工作。这里只简单谈谈《金部 》字的编写中是如何建立

新义项的。

(1)根据新出土的历史文物建立新义项

历史文物的发掘历代都有,考古学家们对此也十分重视,作了许多艰苦而细致的研究 9

得出了许多极可宝贵的结论,发表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意见。旧有的字典词书的编者不同程度

地注意到这些资料,也程度不同地作了一些反映。解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历

史文物大量出土,我们的考古工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卓有成效地进行了可靠

的分析研究,得出了可信的结论,这为我们编写字典提供了建立新义项的充分数据。

例如 “钅区”。此字早见于《玉篇 》、 《广雅 》、 《广韵 》、 《集韵 》诸书。释义有同有

异。《玉篇 ·金部 》: “钅区,拊讴。”
《广雅 ·释器 》:“娅锻谓之伛循。κ广韵 ·平侯》:

“妪,伛锯。
”

《集韵 ·平侯 》: “眍,门铺谓之伛忻。”后出字典词书多据以上资料而收

列词条义。或列 “饣区循” (如 《辞源 》、《辞海 》及其修订本 );或列 “钅忖钅区” (同上。见
“钅时”字 );或二者兼列之 (如 《康熙字典 》、 《中华大字典 》)。 又,《 管子 ·轻重丁 》

有这样的记载: “
今齐西之粟釜百泉,则伛二十也。

”
文中之 “伛”

何义?尹知章注: “斗

二升八合曰伛。”王念孙《读书杂志 》正尹注之误,改 “二斗为一伛也。
”

据此,各字典词

书在单宇条下收 “古量名”义 (《 辞源 》、 《辞海 》及其修订本、《中华大字典 》均收列)。

《汉语大字典 》除继承旧有资料兼收以上诸义外,另据长沙汤家岭出土之西汉墓 中的器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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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伛”上之铭文: “
张瑞君酒妪一

”,新建
“盛酒器

”-义 ,并从形制上予以描述; “形同

簋,敞 口,圆唇,圆腹,平底,圈足。”
这就更加充实了此字的内容,使义顼更加完备。

又如 “砒。各字典词书或列一音-义,或列二音一义、二音多义。 《汉语大字典 》则据

《正字通 》以及元曲等资料增一音一义。又据长沙马王堆一号汊墓出土文物及专家之考订再

增一音一义试表解比铰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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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大字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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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媲”
。钗。

同
“匕”

。古代的

一种取食的器具。

形状象汤勺。

不难看出,《汊语大字典》不仅根据《正字通》之
“
边迷切

”
而增

“
bl” 音,也据《正字通》之释义 :

“辘,栉发具。或作砒。
”

而增
“
同

‘
锟

’
‘。钗

”
义。这虽非新建义项,至少是一般宇典词书

所漏收。元人白贲《新水令》有: “
冷清清寂寞在香闺,闷恹 |厌潇洒在罗帏,画苔墙划短金仳,

尚未得回归。
”
更足以佐证。至于

“
同

‘
匕
’

。
”而列

“
b丫

”
音。建

“古代的一种取食的器具。

形状象汤勺
”
义,则是新建的义项了。《马王堆一号墓 ·随葬器物》简一六六: “

漆画鼎七、

仳六。
”
又,简一六七:“—右方漆画鼎七、砒六。

”
是十足有力的证据。唐兰先生曾对此作了

详细的考释: “纰,即 匕字。⋯⋯《诗经 ·大东》: ‘
有俅棘 匕

’
,毛傅: ‘

匕所以载鼎实。
’

⋯⋯匕一般是用木做的,所 以作
‘
化

’
或

‘
枇

’
,而用钼的就写作

‘
仳

’
。漆画木 匕是明器,用

以代替铜器,所以还写作砒。
”

③唐兰先生的考释更增加了建立这一新义项的可靠性。
(2)根据大量文献资料建立新义项

我国文化源远流长,文献典籍浩如烟海。旧有的大型字典词书,收字不少 ,义项也比较

丰富,但受各种因素的局限,第一手资料的不足,义项的漏收、失收的确客观存在着。 《汉

语大字典 》的编写,重视了资料的广泛收集,编者在编写过程中又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大量补

卡,这就为建立义项的完备提供了较为充实的基础,发掘新义项的工作也得以充分地进行。

这里包含两种情况:一是旧有字书已列义,又有文献资料作用例佐证,而一般颇具影响

的字典词书却不予重视或忽略而未收列,形成义项的漏收。例如上面我 忄J所 举
“
仳

”
字 的



“
同

‘
锟

’
。钗

”
义就是此类。这里再举一例: “捉

'宇
。各宇书如 《康熙字典 》、 《中华

大字典 》,词书如 《辞源 》、 《辞海 》及其修订本均以《玉篇 》为证,以韩愈《纳凉联句》:

“
青云路难近,黄鹤足仍钅巳”为据∴建

“
锁足〃义:然而唐慧琳 《一切经音 义 》卷 十 五 引

《字书 》云: “
在足曰促,在臂曰钏。”

这里, “促”
与

“
钏

”
对举。又,宋人吴自牧 《梦

梁录 ·嫁娶 》: “且论聘礼,富贵之家当备三金送之,则金钏、金促、金帔坠者是也。
”

书
证、用例俱全,皆非原

“
锁足

”之义所能概括。 《汉语大字典 》新建 “
镯子。套在脚腕上的

环形装饰品
”
一义,是完全JE确而具有说服力的。

另一种情况是文献资料中有,而字典词书中却无,形成义项的失收。

例如
“侉”

字。 1日 有的字典词书都收列 了 “
带 具

” (如 《康 熙 字典 》、 《中 华 大 字

典 》冫或 “
带饰

” (如 《辞源 》、 《辞海 》修订本 )义。但下列句中的
“侉″

当如 何 解 释

呢?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 ·茶》: “静江修仁县产茶,土人制为方侉,方二寸许而差厚。
”

明陶宗仪《说郛》卷六十引赵汝砺《北苑别录 ·造茶》: “
茶挎有东作西作之号。凡茶

之初出,研盆荡之欲其匀,揉之欲其腻,然后入圈制侉,随笪过黄,有方镩,有花侉。
”

清毛奇龄 《刘先生墓志铭 》: “
l^,就坐,即询茶侉之制。

”

很显然,句中之 “侉”
既不是

“
带具

”
之义,也非

“
带饰

”
所能释。 《汊语大字典 》据之以

建
‘
镎茶。形似带侉,故名。

”
这是合乎语言实际的。再看 :

宋杨万里 《答张功父寺丞书 》: “
建茶五十侉,聊伴空函。匪报也。

”

清汪灏 《广群芳谱 ·大观茶论 》; “
白茶自为一种⋯⋯有者不过四五家,生者不过

一二株,所造止于二三侉而已。
”

由
“钅舍茶

”而又作为计茶之单位,因此又建
“量词

″
一义。

又如
“
错

”
。这是一个极其常用的字,义项烦多。 《康熙字典 》、 《中华大字典 》、 《中

文大辞典 》等均收列近20个乃至⒛个以上的义项,不可说不全了。然而在语言资料中却有以

下一些用例,不能从这些字、词典中得到明确的解释。

《红楼梦 》九十二回: “
岂知他忙着把司棋收拾了,也不啼哭,眼锆不见,把带的

小刀子往脖子里一抹,也就抹死了。
”

老舍 《四世同堂 ·惶惑 》第一部二十七:他不错眼珠的看着钱先生,看了足有两三

分钟。
”

徐光耀《小真张嘎 》二十三: “
老满抱着他,一错身坐在了坑上。

”

《汉语大字典 》根据这些语言材料新建立了 “
转动,移动

”
的义项,使这些句中的

“错”字

得到了明确的解释。

建立新义项是一件严肃而慎重的事9不能主观臆断.在这一点上给我们编写者捉出了一

个棘手的问题:孤证可否建立新义项?在这个问题上很难给予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肯定了 ,

怕犯主观片面性,否定了,又怕抹杀了新生事物。我们认为:如果语言材料确实可靠,没有

歧义,不妨建立。如果此孤证出自名人名著,因其影响和一定的权威性,则以建立为宜。

例如
“
锈

”
。各字典词书均无

“
同

‘
釉

’”
之义,但编写中我们发现有这样一个用例 :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 ·陶延 ·白瓷 》: “
凡诸器过锈,先荡其内,外边用指一蘸涂

弦,自 然流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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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例子所言之法,确实与今之瓷器上釉的工序相似。因此,我们新建了 “
yδ u” 的读音,

增加了 “用石英、长石、硼砂、黏土等为原料,磨成粉末,加水调制而成的物质。用来涂在

瓷器、陶器外面堵塞气孔并使瓷器、陶器烧制后发出光泽,增拥机械强度和绝缘性能
”之劳

义。《天工开物 》一书是作者的实践和亲身经历的结晶,作者通过实地观察和研究,对古代

动人民的生产过程、工艺技术加以总结的绪果,因而是-部我国古代重要的科技文献,有其

可靠性和杈臧性。这就是我们建义的根据。

二、金属元素字的释义

化学元素字或金属元素字,旧有的字典词书各自称谓不一:或称 f化学元素之一
”,或

称 “金属元素之一
”,或称 “

化学金属元紊之一
”

。对于这种不同的称谓,《 汉语大字典 》

通称 “
化学元素

”
。若是金属元素则拄明某某金属,若是非金属元素则注明 某 某 元 素。例

如 :

锌,化学元素。⋯⋯蓝白色金属。

锶,化学元素。⋯⋯银白色结晶。

镝,化学元素。⋯⋯稀土元紊之一。

钚,化学元素。⋯⋯具有放射性。

我国最早给化学元素取汉宇名称的人是清代的著名化学家徐寿。他
“
以音释法把化学元素的

西文第一音节选出相应的同音汊字,然后根据元素的物理状态及特性加上相应的偏旁。如气

体加
“
气

”
字头;金属加

“金
”

字旁;非金属则加
“
石

”
旁等。

”
④个别的加

“
水

”
字旁 ,

如
“
溴”

。在整个一百零三号元素的汊宇中,金旁字占了80个。因此,编好这部分字,在整

个 《金部 》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里就释义所涉及的两个问题谈一点粗浅的意见。

语文性与专科性。 《汉语大字典 》是一部偏重提高的语文性工具书,雨金属元素字则是

涉及专科性极强的字头,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让我们先举一实

例,通过比较分析,得出应有的结论。如
“
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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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所列三部字、词典性质不同:《 辞海 》是 “兼有字典和百科性质的综合性辞书”; 《现

代汊语词典 》是 “以记录普通话诃汇为主的中型诃典
”
; 《汊语大字典 》是 “

一部以解释汉

字的形、音、义为主要任务的大型语文工∫具书
”
。性质不同,规模有异,因此对专科性的字

词之释义,详略也就有别9侧重点也不一致。.

《汉语大字典 》从知识性出发,对专科性汉字要给予读者以必要的基本知识,因 而对化

学符号,原子序等给以必要的介绍,而对那些过于专门化的数据材料则予以删除。至于该化

学元素的性质、状态、特征、用途和价值,则给予稍详而明白的解释。Ⅱ

传统性和科学性⑤。用汉字音释西方化学元素是近代才出现的,这就出现了旧有字书反

映这些客观事物的传统释义和现代字书吸收新的科学研究成果的释义如何协调一致的问题。

能否处理好这一批字,直接关系刭新编字典的面貌和质量。 《汊语大字典 》对此作了因字头

不同而作不完金一致的处理。    。

兼顾传统义项和化学元素义项。旧有字书或据文献典籍单例 传统 义 项。例如 “金”
:

《康熙字典 》列 “金有五色”义,引 《说文》: “五色金,黄为之长。”
所谓 “五色金”

,

颜师古注 《汉书 ·食货志》说得最为清楚: “金者五色:黄金,白银,赤铜,青铅,黑铁。
”

故以文言词语为对象的《辞源》就以 “
黄金”为卣义 (见修订本3165页 )。 而以百科性为特

点的《辞海 》则单列 “
化学元素

”义 (见修订本3869页 )。 《汉语大字典 》则兼收二义,既
尊重了传统,便于读者阅读古籍,又汲取了最新科研成果,给读者以科学知识。

溶二者为一体,使古今沟通。例如 “银”:《 康熙字典 》以《说文》为据列 “
白金也”

之义,《 辞源 》修订本同,释为 “贵重金属之一,色白,性软,有光泽。”而《辞海》修订

本则单释 “
化学元素

”。 《汊语大字典 》溶二者为一体,以 “化学元素。∵⋯古称白金,即
白银”释义。       Ⅱ

单释化学元素。这类多系后出字,为化学元素专字。例如 “铱”
、 “

铟
”

等。 《康熙字

典 》、 《辞源 》不收此类字;《 中华大字典 》、《辞海 》则收录,《 汉语呔字典 》也收入 ,

以 “化学元素
”单释之。

最后顺便谈谈化学元素的旧译、旧称的问题。~对此问题,一般的字、词典多以 “
某元素

为某元素的
‘
或译

’
、 ‘

旧称
’”交代,《 中华大字典 》则是如此。如 “

锑,化 学元 质 之

一。或译铵。
”而在 “铵

”
下又同样相释: “化学元质之一。或译锑。

”
《汉语大字典 》则

根据
“化学元素周期表

”之最新收列汊字元素为准,其余互见,只 注音不再释义。如 “矽:

珂。化学元素
‘
硅

’
的旧译。%“铵:。 n。 化学元素

‘
锑

’
的旧译。”

等。不再对旧译的化

学元素字再称之为 “
化学元素

”
。

注 释 :

①新义项的建立, 《金部》字中占有相当比重,例字颇多,其中生僻字不少。限于印刷条件和篇 幅 ,

仅举∵二以证。引证中凡涉难排之生僻字而可用今字代替者,一律改用今字。

②参见方夏 《义项与词义》。《〈汉语大字典 )论文集》267页、271页 。

③唐兰 《长沙马王堆汉软侯妻辛追墓出土随葬遣策考释 ·六 ·用器》。 《文史》第十辑32页 。

④ 《入民日报》1991年 5月 5日 。

⑤这里所指
“
传统性

”
,即见于古箱之义项;所谓

“
科学性℃ 即指新的科学研充成果所表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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