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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现代汉语双序词语汇编》 

黄朝昉 

    尽管图书市场上各类工具书已出版较多，但常用工具书的人仍有不便之感，觉得这些

书功能单一，难以满足读者的需要。综合这些意见大致有：1）词汇书一般为单序编排，

能查阅正序词就查阅不了逆序词。2）词汇量不足，有些常用词该收入的未收，因而无处

可查。3）没有反映时代气息 ，近些年涌现的新词语未能补收，特别是科技方面的外来

词、字母词、数字词越来越多，现有工具书上难以查到。4）汉语习语、俗语、警句、谚

语、成语、歇后语、惯用语等一般也难以查到。5）对于一些易混词（音混、形混、义

混）不能做到特别提醒，不能反映常用汉字的构词能力。6）教育部、国家语委颁文淘汰

的异形词仍在有些工具书中，继续误导读者。 

    针对上述情况，武汉大学出版社策划了一种多功能的词语汇编，这便是由刘兴策任主

编、李汉威任副主编的《现代汉语双序词语汇编》。参编人员中有语言学家、文字工作

者、教授、特级教师等，都是“咬文嚼字”的行家。 

该书以常用汉字为头，由该字组成的词语按序分列其后。所列词语虽未达到“囊括”或

“穷尽”的程度，但充分地反映了常用汉字的构词能力。 

    在每个字头的词语中，同序词语按字数为序，字数相同的按音序排列，音序相同的按

笔画排列。这样查阅有序，也不易发生重复。在同一字头中，将正序词、中序词、逆序词

集中在一起，方便多序检索和甄选。在词汇之后还有语汇，都遵循字数和音序为序的排列

原则。 

该书收录了大量的新词语，如接轨、转制、提速、克隆、软着陆、零距离、黄金周、远程

教育、电子信箱、绿色消费、南水北调等等。收录新词语的时间持续到2003年10月。收录

新词语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 

    词语中只选择确有必要的注音释义。这是因为《现代汉语词典》等权威工具书对一般

词语已有注音释义，不必重复。该书注释的有这么几类词：传统词（如青衣、如丧考

妣），新词（如一卡通、处方药），词义扩展的词（如触电、半瓶醋），有特定意义的词

（如残联、臭老九）等。不是对这几类词都给予释义，而是从读者需要的角度有选择地注

释。 

    总的说来，这是一本多词型、多序检索、多种编排形式、多功能、多用途的新型工具

书。其词汇量之大、语汇之丰、词语之新、规范性之严、检索之便、定价之低（45元），

都是不多见的。对从事教学、文秘、写作、出版、宣传、普通话推广等工作的读者都不无

裨益，对广大中学生、大学生读者更是良师益友。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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