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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意识·团队精神 ·严谨学风

宗　福　邦
(武汉大学 古籍整理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2)

近 30年来 ,作为一个专职科研人员 ,我一直从事集体性的重大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1975年至

1987年任《汉语大字典》编委兼武大编写组组长 ,1986年至 2003年主编《故训汇纂》 ,目前主持《中华大

典·音韵分典》和《古音汇纂》的编纂工作。无论是已出版的《汉语大字典》与《故训汇纂》 ,还是正在编纂

中的《古音汇纂》和《音韵分典》都属于国家或教育部的重点研究项目 ,都是国家文化建设的基础性的工

程 ,凝聚着参编者们的集体智慧 ,反映了一种团结奉献的精神 ,体现出一种朴实无华的严谨的学风 。下

面 ,主要围绕《故训汇纂》编纂实践谈点个人的体会 。

第一 ,精品意识 。一个研究所要站在本学科的前沿 ,才有自己的学术地位 ,而高水平的 、厚重的科研

成果 ,正是一个研究机构学术地位的标志。武大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之初 ,在制定科研规划 、确定研究

项目时 ,我们确立了这么一个原则:在学科前沿寻找一个最能发挥自己优势的切入点与突破口 ,力争出

精品 。《故训汇纂》是教育部“七五”及“八五”规划的重点项目。我们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篇幅宏大 、内

容浩瀚 、周期长 、高难度 、高风险的项目作为突破口 ,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 ,从学术渊源来说 ,武大

中文系历来被学界视为章(太炎)、黄(侃)学派的一方重镇。著名学者刘博平 、黄焯 、程千帆 、周大璞 、李

格非长期执教武大 ,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英才。中文系素有从事传统语言学典籍整理研究的学术传统。

这个传统就是我们的特色 ,也是我们的优势。《故训汇纂》的编纂蓝图正是在黄侃关于校补《经籍籑诂》

的学术思想启迪下逐步形成的 。选择《故训汇纂》有利于发扬自己学术传统的优势 。其次 ,当时成立不

久的古籍整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其主体是《汉语大字典》武大编写组的业务骨干 ,这是一支高素质的研

究队伍。这支队伍不仅与章黄学派有学术渊源 ,而且经历了《汉语大字典》编纂实践的洗礼。他们彼此

了解 ,相互信任 ,志趣相投 ,配合默契 ,这正是需要协同攻关的重大科研课题所首选的研究队伍 。换句话

说 ,承编《故训汇纂》 ,正有利于发挥我们研究队伍之所长 。经历了 18年艰辛 ,2003年 7月《故训汇纂》

终于出版了。《故训汇纂》是一部以全面 、系统地辑录先秦至晚清古籍中的字义训释资料为目的的大型

语文工具书。与清代训诂学巨著《经籍籑诂》相比 ,就资料辑录范围而言 , 《故训汇纂》涵盖了自先秦至晚

清二千多年训诂史的全部成果 ,这是仅以收录汉唐旧注为目的的《经籍籑诂》所不能比拟的;就内容而

言 , 《故训汇纂》篇幅约为《经籍籑诂》的 4倍 ,内容更为丰富全面 。可以说 ,此书的价值已远远超越了《经

籍籑诂》 。《故训汇纂》出版后 ,学术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把它与《辞海》 、《辞源》 、《汉语大字典》、《汉语

大词典》并列 ,称它们为汉语辞书的 5部代表作。应该说 , 《故训汇纂》的编纂实践 ,证明了我们当初的抉

择是正确的 ,我们的目的已经实现 。

第二 ,团队精神 。对于《故训汇纂》编纂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 ,我们虽说也有思想准备 ,但编纂周

期竟长达 18年 ,却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为了编纂此书 ,在资料搜集阶段 ,项目组全体成员花了 5年多的

时间 ,用手工方法 ,辑录了近 70万张资料卡片 。在编写阶段 ,这近 70万张卡片 ,经过爬梳 、筛选 、分析 、

排比 ,纂成初稿 ,然后经过反复修改 ,终审定稿为 1 300多万字的宏篇巨著 ,这期间又经历了整整 12年。

一个学者如果能有五六十年学术生涯的话 ,18年就是他 1/3的学术生命。如果说 ,一个学者以 18 年的

时间孜孜不倦地撰写一部著作就已确属难得的话 ,那么 , 10多个学者为了同一个目标在一起默默耕耘

了 18年 ,不是更为难能可贵吗 ?在这巿场经济大潮汹涌澎湃的时代 ,人们崇尚速度 ,事事讲求立竿见



　第 5 期 宗福邦:精品意识·团队精神·严谨学风

影。高校的收入分配制度 、职称晋升条例 ,从某种程度上同样在引导人们急功近利。而编纂《故训汇纂》

却是一项长期坐冷板凳的工作 ,参与此项工作就意味着寂寞与清贫 ,意味着职称晋升比别人慢半拍 ,意

味着将失去许多本应获得的东西。在浮躁学风 、拜金浪潮面前 , 《故训汇纂》项目组的成员逆水行舟 ,执

著追求 ,不改初衷 ,把为国家文化建设做点实事看得比职称金钱更重要 ,这就是《故训汇纂》历经 18年风

风雨雨而始终没有夭折的最重要的因素 。这说明 ,《故训汇纂》项目组是一个有理想 、有奉献精神的科研

集体 ,这个集体的核心是有凝聚力的核心。

第三 ,严谨学风。质量上严格要求是《故训汇纂》编纂工作的基本原则。我们深知 ,此书成自众手 ,

要达到高质量 ,确实是个难题 。众所周知 ,在质量问题上 ,认真一时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认真。但我们更

明白:精品是打磨出来的 ,没有认真的态度 ,缺乏严谨的学风 ,再好的编纂蓝图都会在编写中走样 ,甚至

会变成“豆腐渣工程” 。因此 , 《故训汇纂》编写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 ,对质量问题都有严格规定 。比如

说 ,该书规定所引资料必须采自原书 ,不准转引第二手资料。所以 ,当《故训汇纂》有 80多种引用书与

《经籍籑诂》相重时 ,我们没有图省事直接从《经籍籑诂》转引 ,而是自原书中重新辑录 ,并共获得 20余万

条资料。为此 ,项目组虽然付出了两年多的时间 ,但这样做不仅避免了因转引第二手资料所必然会出现

的各种讹误 ,更重要的是还辑录到了一大批《经籍籑诂》漏收的宝贵资料 。又如 ,1990年 ,当资料辑录工

作告一段落 ,编写工作即将展开前夕 ,项目组全体研究人员不问老幼 ,不论职称 ,全都投入资料卡片的复

核工作中 ,10多个人以近半年的时间 ,把近 40万张用手抄笔录方式制作的选择式卡片 ,一一按顺序核

对原书 ,共查出 6 000多条错误 ,从而为此书减少了几千条可能出现的错误。再如 ,2001年 ,当审稿工作

结束时 ,项目组考虑到此书编 、审工作历时八九年 ,体例上难免前后照应不一 ,决定将 1 000 多万字的审

读稿重新通读一遍。为此 ,定稿组 4位成员用了两年多时间才算完成了这个任务。当然 ,通读后 ,字稿

体例更显一致 ,也清除了不少错讹 ,使全书质量更上一层楼 。

目前 ,古籍整理研究所承编的《音韵分典》 、《古音汇纂》(《故训汇纂》的姐妹篇)正步入编纂高潮 ,回

顾《故训汇纂》的历程 ,有助于我们开拓进取 ,登上新的学术台阶 。

(作者系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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