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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联缀词的教学研究
刘　实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 沈阳 110034）

摘要：本文归纳了数字联缀的诸种形式，研究数字联缀词的形式来源，分析各个方面的特点，以便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有的放矢地进

行数字联缀词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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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联缀词是汉语词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者学习汉

语词汇的重点和难点，一般在高级阶段才会出现。随着社会和文

化的发展，数字联缀词的实数意义不断被削弱，虚化意义开始不

断发展，并且被赋予特殊的文化意义。所以在汉语词汇里，数字

不仅是记数符号，还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意义和其他文化意义。数

字联缀词所表达的意义更是深奥，学习者学习起来更是难以理解，

成为汉语学习的一大难点。

一、数字联缀词的概述

（一）数字联缀词的形式及来源

数字联缀词是中国汉字语言词汇中数字连结或组合在一起的

词语的集合，是一种长期沿用的固定短语，来自于成语、俗语、

方言等。字数结构以四字最多，还有少量三字和多字的。数字联

缀词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有其固定的构造方式，作为一

个整体在句子中使用。

1. 数字联缀词的形式

联缀是指连结、组合在一起，从联缀形式上讲，它包括六类：

第一，数A数B。如一模一样、五花八门、七嘴八舌、十拿九稳、

一不做二不休、一问三不知、一饭三吐哺。此类形式最为常见，

数量也最多。其中，“数”和“数”可以是同一数字也可以不同

数字，A、B 分别代表意义相同或者不同的名词、动词、形容词、

量词等。

第二，A 数 B 数。如挑三拣四、横七竖八。其中，A、B 大多

都为同一或意义相近的动词或形容词，从所搜集到的示例来看，

只有数字三四七八满足该形式，且都是四字格。

第三，A 数数 B。如乱七八糟、零七八碎。其中，A、B 多为

同义或近义的形容词。

第四，数数 AB。如二三其德、二一添作五、九九归一、八九

不离十。

第五，AB 数数（A 数数）。如：小九九、十有八九、金钗

十二、不如意事常八九、行百里者半九十。

第六，数数数数。如三三五五、三三两两、七七八八、

三三四四。此为较特殊的一种联缀形式。

2. 数字联缀词的来源

从联缀的来源上讲，主要有三点：

第一，成语。如举一反三、三心二意、四面八方、五湖四海。

第二，俗语。如三下五除二、七个八个不乐意、七个打滚八

个嚎丧的、八九不离十。

第三，方言。如东北方言中的“五脊六兽、五迷三道”，上

海方言中的“瞎七搭八、零七拉八”。

（二）数字联缀词的结构特点

1. 数字联缀词的结构类型

从外部形态来看，数字联缀词中数字的结构特点主要有单用

和连用两种形式。单用是指数字联缀词中所联缀使用的数字是其

本身，如一模一样、一吟一咏、一心一德、七擒七纵、九天九地、

九战九胜、十发十中、十全十美等。连用是指数字联缀词中所联

缀的两个数字不是同一个。如一波三折、一呼百诺、二三其德、

二意三心、三教九流、三言两语、四平八稳、七嘴八舌、九州四海、

十拿九稳。可以发现，数字出现在首位和第三个位置的情况比较

常见。

2. 数字联缀词的语法特点

数字可以出现在数字联缀词的任何位置，具有很高的灵活性，

因此内部语法关系会因数字的位置而改变。下面就是根据内部语

法特点进行的分类：

第一，联合型。

联合型的数字联缀词，前后成分之间为并列关系，可表示选择、

并列或递进的意义，如一心一意、独一无二、丢三落四、吆五喝六、

十围五攻等。

第二，偏正型。

偏正型的数字联缀词，前后成分之间为修饰关系，如半斤八两、

一鳞半爪、一来二去、三长两短、三令五申等。

第三，中补型。

前后成分之间为补充关系。中补关系的数字联缀词可概括为

“中心语 + 数量补语”形式，如十拿九稳、金钗十二、一问三不知、

不如意事常八九、行百里者半九十。

第四，动宾型。

前后成分之间为支配或涉及关系。动宾关系的数字联缀词可

具体分为“动作+施事”“动作+受事”，如略知一二、二三其德、

三下五除二等。

第五，主谓型。

前后成分之间有陈述关系。主谓关系的数字联缀词，前一部

分是主语，可具体分为施事、受事，后一部分是谓语，可分出描述、

判断。如一目十行、三五成群、二一添作五、气象万千等。

（三）数字联缀词的表意特点

从表意特点来看，数字联缀可分为以少对少表示极少的含义、

以多对多表示极多的含义、以少对多表强调。

1. 以少对少表示极少的情况有“一一”“一二”“二三”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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缀的形式，它们意义及语体色彩不大相同。

“一一”联缀表意可分为：（1）表动作的连续，如一瘸一拐、

一举一动等；（2）表数量少，如一针一线、一点一滴等；（3）

表相关或对比，如一模一样、一本一粒等；（4）表动作交替进行，

如一起一落、一张一弛等；（5）表相反情况，如一长一短、一冷

一热等。

“一二”联缀大多表强调，如一穷二白、独一无二等。

“二三”联缀时表示少的意思，如二次三番、三拳二脚等。

2 . 以 多 对 多 表 示 极 多 的 情 况 有

“三四”“三五”“四五”“四八”“七八”“八九十”的联缀

的形式。

“三四”联缀表意，多是贬义，如不三不四、颠三倒四等。

“三五”联缀表多意，如三三五五、三五成群等。

“三”与“三”“六”“九”联缀表泛指，如三盈三虚、三

茶六饭等。

“四八”联缀，表示各个方面，如四面八方、四邻八舍、四

冲八达等。

“五”与“四”“六”“七”“八”“十”等联缀表示多的意思，

如五洲四海、五亲六眷、五劳七伤、五行八作、五风十雨等。

“七八”联缀表多或多而乱，多有贬义，如七颠八倒、七嘴八舌、

乱七八糟等。

“八九十”联缀一般表示很少有例外，如十病九痛、十有

八九、八九不离十等。

3.以少对多主要指“一”与其他数字联缀使用时，表对比强调。

如一唱三叹、一言九鼎、九死一生等。

（四）数字联缀词中数字的意义

学习者看到数字联缀词时往往只看表面意思，而忽略其背后

蕴含着的中国文化，并且有的数字联缀词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

的变化被赋予新的特殊意义。数字联缀词中的数字可能不代表原

来的本义，所以数字联缀词的整体意义也会随着数字的意义而改

变。对数字联缀词来说，数字包含实数意义、虚化意义、文化意义。

实数意义就是确切的数的含义，表示的是数字本身所含有的实际

度量，数字本身就包含着数量或顺序这一实际意义，数字联缀词

中从一到十的数字依然保留着单独使用时的意义。虚化意义是指

数字的实数意义虚化后不表示确定的数目意义，而是描述数量或

度量，也可以说是数字的抽象意义。文化意义是指数字联缀词在

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所蕴含的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的文化色彩，

例如“三头六臂”来自佛家用语，指佛的法相；“一言九鼎”与“鼎”

的文化内涵有关，代表承诺，这些数字联缀词直接来自典故，包

含着中华文化。数字联缀词中的数字也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数

字从书写上就深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易·系辞上》有“易

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观点，总之数

字的文化意义与古代阴阳五行理论密切相关，代表了中国古代的

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

二、对于数字联缀词的教学建议

针对目前对外汉语数字教学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对

此提出几点建议，希望为对外汉语数字联缀词教学做出一些贡献。

（一）从数字联缀词自身特点的角度

由于数字联缀词本身的特点，即由数字联缀成词、语义和语

用具有模糊性、数字联缀词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根据这些特点，

应针对数字联缀词采取不同的教学策略。对外汉语教学应采取多

种形式，将数字形象化、概括化，避免因学生机械记忆和误解而

产生偏误。尤其是对外汉语教师，要寓教于乐，使枯燥的学习变

得有意义。特别是在数字联缀词的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不同的

教学方法。对于某些固定格式的数字联缀词，可以通过一些固定

格式的归纳，向学生解释这些词的用法和意义，从而使学生能够

举一反三，增加词汇量。在教授数字联缀词时，首先要解释数字

联缀词的完整形式，其次要对数字的虚化意义进行讲解，这样才

能实现学习者正确使用数字联缀词这一教学目标。此外，数字联

缀词语用的模糊性给对外汉语教学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从这个角

度来看，对外汉语教师首先要让学生系统地理解数字的理性意义，

其次要仔细讲解数字所蕴含的色彩意义和文化意义。理解数字的

目的是使用数字，这样教师就可以为学生创造一些具体的语言环

境来进行实践。最后，数字联缀词具有的文化内涵决定了，在对

外汉语教学中，要结合中国文化进行数字联缀词的教学，让学生

多读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书籍。在课堂上，我们可以花些时间介

绍中国文化。只有将数字联缀词教学与文化相结合，才能促进对

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

（二）从具体课堂教学的角度

数字联缀词在教学上存在问题的原因除了数字联缀词本身的

复杂性之外，还有教师在教学上缺乏重视和教学失误。在对外汉

语课堂教学中，我们要重视数字联缀词的教学并且因势利导，防

止外国学习者学习意识的淡化，有目的地指导学习者学习数字联

缀词。

第一，要备好课，注重学生的“学”，可以将教材中的数字

联缀词都挑出来，然后进行分类，进行系统性的课堂教学安排。

可以按照字数由少到多分类或者从词义的简单到复杂进行分类，

也可以将不同格式的数字联缀词进行分类，这种分类讲解法有助

于学习者对于数字联缀词的系统性记忆和掌握。

第二，创建积极有效的课堂学习氛围，由于数字联缀词含有

丰富的文化内涵，对外汉语教师可以建立一定的交际环境，运用

交际实践来鼓励学习者开展更多的实践活动，从而发现交际中的

错误，并加以纠正。此外，教师也要多积累各种帮助学习者掌握

数字联缀词的教学方法，从而有效地进行数字联缀词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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