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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
和智慧结晶，是中华文化的载体
与媒介，是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
支柱，同时也对世界文明的发展
产生了重要影响。2022年10月，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殷墟遗址时指
出：“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
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
文字的维系。”应当说，在党和政
府高度重视文化自信，强调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的大背景下，汉字
学的研究和汉字知识的推广普
及，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对中
华文化的学习研究，无论是国内
文史哲等的普及，还是海外中国
语言文字的教学传播，都离不开
对汉字字音、结构、意义及其文化
内涵的认知。

由臧克和、刘本才主编，广
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汉字结构
认知大字典》正是一部很有分量
的大型汉字文化辞书，其编纂依
托一系列汉字资料数据库和信息
化技术，紧扣“认知”二字，旨
在为读者提供当今通用汉字字形
演变、造字理据、字义发展等方
面的信息。

《大字典》共560万字，分
为4册，字头以国家2013年颁
布的最新汉字规范《通用规范汉
字表》为依据，简体、繁体、异
体，一律按照该表，同时注明读
音和《字表》中的代号。字头之
下，则是条目的主体，分为“结
构源流”“结构分析”“结构使
用”三个部分。

“结构源流”呈现字形，依
次序排列出自商朝至唐五代具有
代表性的实际使用字形，以客观
真实地呈现汉字结构发展演变的
历史。为保证字形的准确可靠，
字形图像取自华东师范大学中国
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出土文字
语料库”和“传世字书语料库”。
每个字形图像，都以简称形式标
注出处、载体、朝代等信息，起到
揭示文献用字年代和载体性质的
作用，其全称，则可对应书后附录

“字形文献来源”查出。
“结构分析”揭示文字的结构

类型，即象形、会意、形声、指事
等，以字头和“结构源流”部分展
示的字形图像为依据，分析造字
理据和字形结构的变化及原因，
为汉字结构认知、汉字发展史描
述、文字使用断代提供参照。

“结构使用”分析字义，揭
示字义与结构的联系及汉字的文
化内涵。首先罗列《说文》《玉
篇》《篆隶万象名义》《广韵》
《集韵》《类篇》等历代经典字
书、韵书的释义，以展示该字字
义的演变，据此对该字的字义发
展脉络、音义关系进行梳理，并
附列现代汉语常用词，反映该字
在当代的使用情况。

主编臧克和教授，是华东师
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主任。该中心为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长期进行汉
字数据库建设等信息化工作，建
立了庞大的汉字数据库体系。臧
教授早年著作《说文解字的文化
说解》一书曾获国家图书奖，后
来依托数据库和汉字信息化技术
编写的《中古汉字流变》《秦汉
六朝字形谱》《中国文字发展
史》等著作，也得到国家的重
视，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
优秀出版物奖提名奖等荣誉。另
一位主编刘本才，是臧克和教授
的博士生，在校攻读硕士、博士
期间就参与中心项目，熟悉中心
的数据库和汉字信息化技术。

2017年，《大字典》初稿已
编写了相当一部分内容，我社与
作者方取得联系。经过认真审稿
和考虑，我社认为该选题有以下
几个方面的价值：

一是具有权威性。该书对接
国家最新汉字规范《通用规范汉
字表》，并由著名学者主持编

纂，对汉字形、义、用的描
写 、 分 析 具 有 科 学

性、准确性，在
汉字结构

分析类工具书、普及读物层出不
穷，但科学性普遍不足的当下，
能起到正本清源的引领作用。

二是具有丰富性。该书依托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
用中心的一系列语料库，对海量
的汉字字形材料和故训材料进行
遴选、排比，为学术界和广大读
者提供了丰富的汉字字形、故训
材料。

三是具有系统性。该书倡导
“结构认知”的汉字习得理论，
在统一理论的指导下，描写汉字
形、义、用发展演变的脉络，并
进行分析，深入挖掘汉字的文化
内涵，同时注意吸收学术界的新
成果，对以往同类工具书忽略的
战国文字、中古汉字等加以重
视，打通了汉字古今发展演变的
链条。

因此，我社高度重视这一项
目，社领导两度赴沪、宁等地考察
洽谈，确定合作细则，安排了具有
文字学专业背景和工具书编辑能
力的人员担任项目负责人。后将
项目申报2019年度国家出版基
金资助并顺利获得资助，为该
项目的出版开了一个好头。

在《大字典》出版之前，
已有不少汉字结构、汉字源流
方面的工具书，一类是定位于
普通读者和语文教学的，如谷
衍奎《汉字源流字典》《简明
汉字源流字典》、曹先擢等《汉
字源流精解字典》、钱立中《汉
字源流大典》，都是其中的优秀
作品。一类则是供文字学研究者
使用的专业工具书，如何琳仪等
《古文字谱系疏证》、李学勤《字
源》，都是为学界推崇或已经获
奖的作品。经过进一步的审稿和
调研，我社认为《大字典》的读
者定位介乎两者之间，应是一部
可供普通读者使用，但兼顾提
高、专业性略强的汉字源流工具
书，其最大的优势在于所整合的
数据库数据——包括历代字形数
据，历代字书、韵书等故训材料
的丰富性；而书稿存在的问题，
一是因材料过多而芜杂，二是因
成于众手而体例不统一，三是因
欠缺打磨而行文不简洁。

在明确定位和优劣势之后，
我社确定了该书编辑加工的方
向：删除少量质量较差的资
料，总体上保持资料丰富性这
一优势；在此基础上统一体
例，并修改文字，使行文简
洁、一目了然。

为达成这一目标，编校人员
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数年坚
定不移地朝这一目标前进，对书
稿进行反复打磨、修正。在此期
间，在内容增删、规范化方面提
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意见。在
这一过程中，我社编校人员的工
作得到了主编的肯定，大部分的
修改意见都得到采纳，正是作者
和编辑的良性互动和相互成就，
保证了本书的专业水准。

对于这样一部大型工具书，
撰写和编辑加工其内容固然很不
容易；同时，由于文字学的学科
性质，《大字典》版面呈现上也
有不少技术难题需要克服，《大
字典》资料的丰富性，更增加了
版面呈现的难度：一方面，要将
大量的汉字字形图片美观呈现在
版面上，程序的编制殊为不易；

另一方面，很多生僻字、异体
字、古文字的隶定字，在计算机
中输入也需要特殊的技术。因
此，在图片处理、字符输入、检
字表编制方面，该书的出版有赖
于华东师大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
中心所致力的汉字信息化技术，
主编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心血，才
使得这部《大字典》能够最终以
较好的质量呈现。

《大字典》出版后，为最大限
度实现其社会效益，我社在经过
多次讨论后，把定价控制在十分

“亲民”的范围内，创造
实实在在的条件，
让更多的读
者关注和

购买这
套书。

此外，对
于该书，我社积极
进行宣传，在媒体刊发了书
讯及专家评论，并被多家行业媒
体转载。曾任广西教育出版社总
编辑、中国西部教育出版社协作
研究会秘书长的李人凡先生为本
书撰写了书评，深入总结图书特
色、意义及价值；《光明日报》

“语言文字”版以《建立保存人
类书写记忆的文本库》为题，刊
发了对《大字典》主编臧克和的
专访。报刊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评论，使《大字典》具有了一定
的知名度，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
响。同时，我社充分发挥自有流
量运营平台的作用，做活知识服
务，请编辑人员在抖音、小红书等
平台开展直播，以通俗、有趣的方
式普及汉字文化，同时提高图书
内容二次创作能力，推动内容专
题化、专栏化呈现，增加了《大字
典》的附加值。

《大字典》荣获第八届中华
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是对我社
付出努力的高度肯定，这一项荣
誉凝聚了众多学者和出版人的智
慧与汗水。一部工具书的出版之
日，就是它的修订开始之时。这
样的一部大型、信息量丰富的工
具书，需要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内接受大众考验。我社将特别注
意搜集广大读者对这部书的反
馈，为以后的修订做好充分准
备。我们衷心期望，《大字典》
能够成为一部长期服务于社会的
具有生命力的辞书。

《汉字结构认知大字典》

打造汉字认知新管钥
助力中华文化再传承
□李展鹏

一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

的“神话学文库”（第二辑）荣
获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经过十几年的坚持，“神话
学文库”作为国内人文社会科学
界大规模的跨学科研究成果集
成，既包括对神话学国际前沿成
果的集中译介，也包括改革开放
大潮所催生出的文学人类学派的
多部标志性成果。文库的问世，
辐射文史哲艺等人文学各学科的
学术寻根和前沿问题。

“神话学文库”（第二辑）是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
划项目，2017 年 3 月经国家出
版基金管理委员会批准立项，被
确定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项目
成果规模 21 种，总字数约 750
万字，其中译著14种、国内原
创著作7种。

“神话学文库”主编、上海
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神话学
研究院首席专家叶舒宪是著名学
者，他在比较文学、文学人类学
研究等方面的研究处于国内领先
地位，学问广博，著作等身。叶
舒宪教授也是陕西师范大学的杰
出校友，还是陕西师大出版总社

“突出贡献”作者。叶教授30多
年来一直关心支持陕西师范大学
出版总社，1987年总社成立不
久，就有幸出版了他的两部译著
《神话—原型批评》和《结构主
义神话学》，在学界和出版界产
生了极大极深的影响。

由叶舒宪教授主编的“神话
学文库”第一辑、第二辑、第三
辑先后列入“十二五”“十三
五”“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出
版规划，并先后获得国家出版基
金的资助。2013年陕西师范大
学出版总社推出第一辑，2014
年年初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发
布会，引起学术界热议。2019
年推出第二辑，并于同年12月
在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召
开发布会，再次引起学界、出版
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神话学
文库”（第一辑）获评国家出版
基金优秀项目，荣获第五届中华
优秀出版物奖提名奖。

叶舒宪教授曾说：“编撰
‘神话学文库’的最初设想，是
通过比较神话学这一门具有领先
意义的边缘性新学科，给整个文
科的理论创新和跨文化研究视野
打开一扇窗口。”目前，陕西师
大出版总社已成功出版了38种
中外神话学研究论著，成为
1902年中国神话学发端以来一
个多世纪最具规模的神话学研

究成果的集结，其学
术积累效果和

社会效益日
益显现。

二
叶舒宪教授在设计、选择文

库书目时，之所以兼容著作和译
著，其宗旨是将中国文明起源问

题放置在人类文明史的总体程序
中，兼及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
明、巴比伦文明、赫梯文明、克
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印度文
明、凯尔特文明、韩国文明和日
本文明等。从文明互鉴的尝试所
得出的一条定理是：所有的古文
明起源期，都受到神话观念的驱
动和支配。文明互鉴的全球视野
有助于提升和更新我国文科的知
识体系，并有力促进中国版文化
理论的建构和以深度认知为特征
的文化基因视角的形成。

“神话学文库”（第二辑）
21种图书中，《心理学与神话》
《萨满之声：梦幻叙事概览》《从
前苏格拉底到柏拉图的神话和哲
学》《神话的哲学思考》《众神之
战：印欧神话的社会编码》《古
代近东历史编撰学中的神话与政
治》《神话与历史：古希腊英雄
故事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图像
与神话：日月神话研究》《好莱
坞神话学教父约瑟夫·坎贝尔研
究》《熔炉与坩埚：炼金术的起源
和结构》《魔杖与阴影：<金枝>及
其在西方的影响研究》《神圣的创
造：神话的生物学踪迹》等12种，
属于神话学与心理学、宗教学、哲
学、历史学、美术史、影视文化和
创意写作、炼金术、人类学、生物
学等多个学科的交叉互动方面的
研究著作。

而 《希腊神话的迈锡尼源
头》《希腊神话与美索不达米
亚:荷马颂歌与赫西俄德诗作中
的类同和影响》等，带有给西
方文明重新寻根溯源的认识更
新意义。

通 过 《巴 比 伦 与 亚 述 神
话》、《韩国神话研究》、《薄伽梵
往世书》（全2册）、《神话动物
园：神话、传说与文学中的动
物》等译著，读者可从文明互鉴
的意义上获得启迪。

《中国洪水再殖型神话研
究：母题分析法的一个案例》展
现了华夏上古神话大力弘扬战胜
自然灾害的正能量主题。《神话
叙事与社会发展研究》侧重阐述
中国神话的变迁史，展示中华民
族的社会建构，以及中华民族不
断发展壮大的波澜壮阔的历史。
《中国神话学研究前沿》显示了
文学人类学派的神话研究成果。

三
万事开头难。“神话学文

库”（第二辑）学术性、专业
性强，涉及面广，要求高标
准、高水平、高质量，且译著
有 14 种，占第二辑全部品种
的三分之二。众所周知，译著
涉及版权问题，这其中费了不少
周折。我们利用多种方式，与文
库主编、翻译作者紧密合作，打
听线索，解决版权问题。首先寻
找国内的版权代理公司了解需引
进图书的权利归属关系，在版权
代理方的协助下，比较顺利地与
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哈佛大
学出版社等出版方签订了部分图
书的版权协议。其次，有一些图
书我们不清楚是由哪些机构代理
版权，就按外文图书版权页信
息，在外方出版社官方网站与其
版权部门取得联系，沟通协商，
再签订协议。最后，我
们还通过

译者与权利方签订了一些图书的
版权协议。比如 《韩国神话研
究》译者刘志峰利用他在韩国访
学期间认识的朋友，很快打听到
韩方出版社与原著作者徐大锡的
联系方式，在译者的帮助下，我
们很快与韩国集文堂出版社签订
了版权协议。

“神话学文库”（第二辑）
内容涵盖面大，翻译、校订、
审稿、编辑工作难度很大。为
确保项目质量，总社领导、项
目负责人多次与文库主编沟
通，在书稿质量以及项目操作
进度等方面达成共识，并对项
目整体运作流程制定时间节
点，按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与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实施的各
项要求，严格履行三审三校制
度，严格履行重大选题备案制
度。主编叶舒宪教授在审读书
稿后，还邀请相关专家对书稿
进行仔细校订，有效地提升了
书稿质量。而“神话学文库”
（第二辑）能够顺利地完成编辑
出版，原因在于陕西师大出版
总社拥有一支高素质的编辑队
伍。参与文库编辑出版的20多
位编辑以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和
精雕细琢的精神，对书稿文字
进行润色，仔细打磨文字表
述，查证史实，追溯出处，调整
图片版式，对照外文原书检查翻
译差错，核实注释与引文，核查
参考文献信息，充分利用校对软
件弥补人工校异同的不足，为完
成该项目付出了心血与努力。

在图书装帧及版式设计方
面，我们与设计方反复沟通，选
取最优设计方案，叶舒宪教授提
供了自己在世界各地博物馆和图
书馆拍摄的照片作为封面图片，
还有一些图书的封面图片是我们
在海外美术馆购买的。比如我们
在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网站上购
买了英国19世纪上半叶学院派
画家代表约瑟夫·特纳的油画作
品《金枝》的高清图片用于《魔
杖与阴影：<金枝>及其在西方
的影响研究》的封面。

在“神话学文库”（第二
辑）出版后，项目组积极推广宣
传，努力提升图书销量，扩大文
库影响力。2019年12月21日，
我社与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
院暨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
地合作，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了
中华创世神话第二届新成果发布
会暨专家论坛，向参会的近百位
专家隆重推出“神话学文库”
（第二辑）。文库中的《神话叙事
与社会发展研究》一书阿拉伯文
版、韩文版已获国家社科基金中
华学术外译项目正式立项，正在
紧锣密鼓地翻译校订，未来将在
埃及开罗文学出版社、韩国民俗
苑出版社出版。

“神话学文库”的出版给我
们每一位参与其中的编辑留下了
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神话学
文库”（第三辑）即将启动，我
们将继续努力，推出更多体现中
国精神的文化精品，为出版强国
建设添砖加瓦。

“神话学文库”（第二辑）

做好精品出版
推动学科创新
□邓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凡

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

传世之心。”作为出版工作

者，我们要以高度的文化自

信、高尚的文化操守、高远

的文化眼光，终身致力于为

国家、为社会奉献“可以传

世”的文化精品。

——《汉字结构认知大字

典》责任编辑 李展鹏

出版寄语

四十年学术积累，深耕国

际性的边缘学科——神话学，

为新文科的交叉学科研究树立

典范。为文明互鉴，提供各文

明古国的神话信仰和文学艺术

之根的系统参照。还为崛起之

中的我国文创产业，提供深厚

的本土神话资源和学术引导。

——“神话学文库”主

编 叶舒宪

出版寄语

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精品创作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