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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项目管理的角度切入，分析了大型双语词典编纂的特性。
该书用英汉大词典为例，以英汉大词典编纂时期陆谷孙教授写的“大事记”为主要原始资料，对英汉
大在成书过程中的种种予以了回顾与剖析，并上升到了一定的理论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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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陆谷孙，1940年出生，祖籍浙江余姚，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院长
、亚洲辞书学会副会长、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等；主编《英汉大词典》(上下两卷)，全书曾获
中国首届国家图书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等。
《英汉大词典》补编和第二版分别在1999年和2007年出版。
在编写《英汉大词典》的同时为研究生讲授莎剧精读课，从事莎学教学与研究。
除莎学方面的著译和演讲（如《莎士比亚研究十讲》)外，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在国内外发表《中国的
英语教育：二次叙事》（英语)、《传统与创新：论英汉双语词典编纂》（英语、汉语)、《翻译：写
作与学术的结合》（英语)、《中国对文艺复兴的回应：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英语)、《非理想化
，非理性化，非文脉化：后现代之我见》、《形式至上——翻译大忌》等论文60余篇；发表英译汉《
幼狮》（上、下)、《极乐城》、《二号街的囚徒》、《蝴蝶梦》（合译)、《钱商》（合译)、《星期
一的故事》（合译)、《吞食魔果的人》、《一江流淌水悠悠》（即电影《大河恋》之所本)等数十种
文艺、文评及社科类作品，总字数逾200万以及《明式家具》、《清玉》等文艺类及电影类汉译英文
字20余万；发表杂感小品不计。

　　王馥芳，1969年7月生，江西吉安人。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理论语言学和词典学。
200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获英语语言学博士学位。
2004年到2006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从事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工作。
2007年到2008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语言学系访学。
现为中国辞书学会全国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上海辞书学会理事；自2003年起，被聘为中国
语言学／汉语／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辞书研究》特约撰稿人。
曾为《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常务编委。
1998年至今，主持中国博士后基金委项目和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各一项。
出版专著《当代语言学与词典创新》及《认知视角下的句法变异》两部。
参与《英汉大词典》第二版的修订编纂工作。
并在SSCI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phy、《辞书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和“当代语言学》等国内外学术期刊
上发表论文40余篇，在《新民晚报》等刊物上发表随笔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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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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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电子词典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其大规模的商业化编纂出版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
电子词典这一术语具有多重含义。
它最早用于指称词（汇）表，这种词表通常指纸质词典中主条目的子集，它们被应用于词汇处理，并
用于检查拼写正误；有时，出于在语篇最末一行自动分词的目的，也被用于划定音节界限。
通常，这些词表库都伴有自动辨别标准屈折形式（不包括主条目）的规则系统。
这些词表事实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词典，对普通读者，它们毫无用处，从某种意义上说，仅仅是支
持性的数据库。
Nesi（200b：839）指出，“电子词典这个术语可用于指任何提供拼写、意义或语词使用信息的、以电
子形式存储的参考材料。
因此，语词处理程序中的拼写检查程式，印刷体的自动扫描和翻译装置、在线教学材料词表，或者某
本权威硬皮面词典的电子版都是一种电子词典。
”今天通常意义上的电子词典是指那种除词汇查阅功能之外还兼具其他多种功能（如记事簿、闹钟、
游戏机等）的、以磁盘（尤其是CD一ROM）、电子或软件产品为媒介的、多半基于一种纸质词典或
把一种或几种纸质词典和其他电子参考材料（通常是百科全书）同时电子打包，变成一部联合性（联
合是形式上的，几种纸质词典和其他电子参考材料之间基本不存在内容上的相互整合）的庞杂电子出
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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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型双语词典之编纂特性研究:以编纂为例》是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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