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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语言学中，数字又被称为“数词”，作为一个名词的独

立分支，专门表示物品、事物的数量。但是，除了作为数词

的功能外，在人类长期使用的过程中，数字积淀了丰富的文化

内涵，拥有较宽的文化视野。所以，数字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

数值符合，而是反映出了在人才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世界观、

哲学观、宗教观、价值观和审美观，并具有特色鲜明的民族文

化特征。

数字在古代人民的世界观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宇宙

的形成、万物的关联，在探究这些复杂的哲学问题时，都不乏

数字的身影。所以，数字被赋予神秘的气质，并被各个民族所

膜拜。数字的使用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特色，并且其偏好选择

与各民族的文化根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每个民族形

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数字观。

2  中日奇数、偶数使用偏好的对比

2.1 中国偏好偶数，日本偏好奇数

语言反映了某个社会的历史、文化和习惯，具有鲜明的社会、

地域和时代属性，积淀了民族的智慧，凝聚了民族的特色历史和

文化。数字作为语言的一个分支，本身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并

体现了相应的价值观和审美情趣。

在中国周代，人们通过蓍草的数量的奇偶来占卜吉凶。在著

名作家朱自清的《经典常谈》中关于蓍草占卜有过如下描述：“取

一束蓍草，通过点数草的数量为奇数还是偶数或许可以来判断吉

凶。古代人视数字的变化为神秘的天道。数字的连续、循环和奇

偶，都时刻撩拨着人们探究的好奇心。当时的人们，正是相信数

字具有特殊的力量，所以在巫术占卜中都频繁使用数字。而我们

这些普通人，直至今日，仍然讨厌奇数，偏爱偶数，或许也是受

到巫术的的影响吧。”在现今中国人的观念中，依然偏爱偶数，认

为偶数才是最圆满、美好的数字。为何如此偏好偶数，正是体现

了中国人以偶数为美、以偶数为吉的独特世界观和审美心理。因

此，在所有的文化领域和文明活动中，都将偶数为佳、偶数为美

的审美观发挥到极致。

众所周知，中国人偏爱偶数，而日本人却偏爱奇数。从古至

今，日本人视奇数为阳，都认为奇数是非常吉利的数字。例如，在

日语中「餞別」一词，用于表示给临别远行、工作调动的人赠送

的分别礼物。通常日本人会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自己与分别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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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亲疏远近程度来决定馈赠礼金的多少。但是，无论礼金金额

的多少，都必然凑成奇数，多为3千日元、5千日元、7千日元、1

万日元、1万3千日元、1万5千日元。并且，馈赠礼金的礼金袋

上所装饰的彩绳数量也为奇数。

2.2代表奇数“九”

在中日两国人们的数字观念中，对于数字九的理解和认知十

分相似。数字八在日语中包含着“包含万物、广博无边”的意义。

但是，在中国这一概念是由数字九来表示。日本认为数字八是一

个无限数，无法估计具体数量，而中国的数字九也拥有无限、不

可估量的语义。

在中国，因为数字九与“久”同音，寓意吉祥之事长长久久。

所以，一直被认为是吉祥数字。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数字九拥有

神秘的色彩，对于数字九的迷信源自对上天的崇拜，对龙的崇拜。

在《说文解字》中关于数字九，有如下注解：“阳之变也。象其屈

曲究尽之形。”此外，古代曾有学者考证，数字九最原始的意义源

自“九头之龙”。在《易经》中，把一到十分为奇数和偶数,按照

中国古代“阴阳”的说法,奇数为阳,偶数为阴。奇数象征天和阳

性事物,偶数象征地和阴性事物。数字九在奇数中最大，代表至高

权力，所以，在《易经》中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被作为八卦中

的第一卦。于是，古人便以数字九代指天，称数字九为“天数”，

因而天与龙也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用数字九来附会帝王,与帝王

有关的事物也多与九有关。帝王之位称“九五”，帝王称“九五之

尊’”。历代帝王皆自称为“真龙天子”，为了显示自己是君权天授，

故而将自己以及周边事物都与数字九相关联。为了自己的“万岁”

和政权统治的“永久”，帝王们都无比热衷于数字九，将数字九作

为皇权的象征，于是，任何于皇帝相关的建筑、器物都能见到数

字九的身影。例如，天安门城楼其城台设五个门洞,面阔九间,进

深五间。明朝永乐年间，在北京修建了九座城门，故宫房间数为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故宫太和殿高九丈九尺，故宫宫城门上的门

钉,每扇门九排,一排九个,一共九九八十一个。皇帝的龙袍上多绣

九天金龙。天坛的众多建筑物都与数字九关系密切。在中文中，数

字九是个位数字中最大的一个,在古代中国常表示最多、广博、无

数的意思，如：九重天、九霄云外、九州方圆、九牛一毛等。

数字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备受青睐，但是在日本却被冠以

“痛苦”之名。究其原因，在日语中“九”与“苦”的发音相同，

人们特别不愿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与痛苦不期而遇。所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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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号码中出现数字九，被视为不吉利无人问津。例如，“四

九”在日语中的发音与“四苦”一致。所谓“四苦”乃是

佛教中的人的生、老、病、死，这四种苦难。“四九八九”

的日语发音与“四苦八苦”相同。佛教云：“人生八苦，即

是：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

不得苦、五阴炽盛苦。“在日本社会中，无论是谁如果碰到着

两组含有数字九的数字，都会退避三舍。

2 . 3 代表偶数“四”

中日两国同为汉字圈里的资深成员，在词语的发音方面也充

分反映了趋吉避凶的文化心理。但是，由于中日两国语言发音

并非一致，所以在通过发音来判定吉凶，也有较大偏差。在日

本，数字“四“与“死“发音相同，所以为日本人所远离。

日本的酒店和医院住院病房，都极力回避数字四，在日常生活

中，也多选择使用”训读“读音，以期避免与”死“沾边。

古代日本人对语言抱有朴素的敬畏之心。在日语中有个词叫做

“言灵”，意思是“语言的魂灵”、“言语中的神”。这是

日本人独有的“言灵”信仰，他们认为语言中的神有一种神秘

且强大的力量，可以支配人的一生。他们坚信，一旦说出口，

言语中所包含的现象无论好坏都会是实现。所以，必须谨言慎

行，也才产生了“忌讳词语“。这种质朴的认知，逐渐成为

民族习惯并延续至今。所以，数字四对于日本人来说，是非常

犯忌讳的一个数字。

与之相反的是，中国人却偏爱数字四，视为极其重要的数

字之一。中国古代，先民最初从对东南西北的方位识别中，逐

步建立起四方、四时乃至四象等自然观念，并无一例外地加以

崇拜。.在道家文化里数字四有着独特的意义，出现的也非常频

繁。如，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可以见数字四这个双倍偶数，是非常有含蕴。由于道家文

化影响深远，数字四也就很自然的被社会所青睐，因此赋予它

别样的特殊意义，更加体现了中国人的偶数情结。一提到数字

四，常让人联想可喜可贺之事。如四海一家、四海兄弟、四

面八方、四平八稳、四通八达、四亭八当等。其中的数字四

包涵圆满和美之意。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改变。人们对于数字的理解也有了新变化，包含了更多新的

含义。因为发音相似的原因，数字八备受青睐其人气直线上

升。而数字四的发音略同于“死“，而逐渐被人们所疏远。

特别是中国的福建地区，因为当地方言的”四“和”死“发

音极为相似，所以，诸如”一二七四（你去死吧）“、”二

四（儿死）“、”四五（死吾）“和”五七四（吾妻死）

“等的数字表达都非常犯忌讳。

2.4中日文学作品中的奇数与偶数

在日本文学中，“和歌“与”俳句“最具有民族特点。

这两种诗歌，吸取了中国诗歌中的楚辞体，并结合了日语独特

表现了，采用音节数的韵律变化，从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短小

精干的诗歌形式。例如”和歌“中的短歌，共有五句三十一

个音节，是一种日本传统定型诗，格式为五-七-五-七-七的

排列顺序。收录在日本和歌集《百人一首》中的遣唐使阿倍仲

麻吕的作品《望乡歌》”天の原ふりさけ見れば春日なる三笠

の山にいでし月かも(翘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三笠山顶上，

想又皎月圆。)“用短短，三十一个音节，表达出作者望月思乡

的浓浓乡愁。最为朴素的诗歌形式，才最能体现出日本文人以

歌咏志的情怀。

此外，“俳句“作为日本的一种古典短诗，由“五 - 七 -

五”，共十七字音组成。日本江户时期著名俳句诗人松尾芭蕉

的代表作”古池や蛙飛びこむ水の音”。通过十七个字音，将

青蛙的跳跃感、古池与树林所拥有的恬静感形成鲜明反差，令

人久久难忘。不论是“和歌“还是”俳句“，均使用了奇

数音节作为音韵节奏。

在中国的诗词中，“五言绝句“全篇只有四句，每句五

字，总共二十字。例如，唐代诗人王维的《相思》”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七言律诗“每首八句，

每句七字，共五十六字。例如，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月

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

客船。“以上两种诗歌形式都由偶数字数构成。由此可见，中国人

偏好偶数，而日本人偏好奇数。

3  结语

在数字世界中，关于数字的问题无穷无尽，数字所包含的

文化内涵也是多种多样。作为全世界通用语之一的数字，受到

不同国家、地域以及民族的影响，反映出了独特的文化心理。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以偶数为尊，将偶数视为吉祥数字。而

日本人对于奇数的偏好，可以窥探到日本传统文化的特征。我

们只有从宗教、信仰、价值观、传统生活习惯、独特的审美

意识和心理特征等方面努力理解两国间的差异，才能更好地提升

自己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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