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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轼《赤壁赋》中的数词“一”

白洋洋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福州　350000

摘　要：苏轼《赤壁赋》一文中出现了七处“一”，这些“一”主要是“一”加名词的组合，“一”具有作定语的作用，

在特定的语境中可以产生特定的艺术效果，《赤壁赋》中的数词“一”还包含了对偶、比喻、对比、夸张等多种修辞。中

国人自古以来就赋予了“一”特别的内涵，分析《赤壁赋》中的“一”，不能仅把它当做一个数字看待，也要关注到背后

的文化背景。数词“一”也可以作为《赤壁赋》的语文课堂教学中的一个切入点，在具体教学时，要结合单元目标和学习

提示要求，将“一”和文中的“景”“情”“理”分析结合起来，还要注意“一”的音变问题，引导学生用正确的读音读课文。

关键词：苏轼；赤壁赋；数词“一”；语文教学

引言

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所作的《赤壁赋》是一篇经典的

旷世之作，为历代文人品评鉴赏，时至今日也深受各界关

注。关于《赤壁赋》中文字的解读，有学者抓住了“舟”字，

如柳振华、张盼盼《儒、释、道：苏轼生命观的深层隐喻——

< 赤壁赋 >“舟”之语用探析》通过对苏轼所乘“舟”的不

同指称现象进行语用阅读探究，总结出了苏轼情感变化背

后所隐喻的生命观：佛家无我之人生观、儒家进取之价值观、

道家齐物之世界观。[1] 有学者关注到了“我”字，如陈诗雨、

卫佳《< 前赤壁赋 > 中“我”永恒不变的多角度解析》立足

苏轼独特的思想体系上，通过多种维度对文中的变与不变

进行辩证性思考，结合苏轼自身的哲学思想、人生历程、

时代背景对“我”为何能亘古不变进行多角度解析。[2]

笔者发现，除了“舟”“我”等文字，苏轼《赤壁赋》

中的“一”也是值得关注的，全文共出现了七处“一”，

分别是：“纵一苇之所如”“望美人兮天一方”“固一世

之雄也”“驾一叶之扁舟”“渺沧海之一粟”“则天地曾

不能以一瞬”“虽一毫而莫取”，本文聚焦这些数词“一”，

分析其组合特点、语法功能和修辞效果，并结合中国古人

对“一”的独特阐释，对其进行文化解读，最后结合部编

本高中语文教材中关于《赤壁赋》的单元导语、学习提示

要求，提出相应的教学思考。

1. 《赤壁赋》数词“一”的组合特点和语法功能

数词“一”的组合情况有很多种，如“一”加量词组

成数量词、“一”前加“第”表序数、“一”加名词、“一”

加动词、“一”加“半”表二分之一的数目、“一”加“连”

构成副词“一连”表连续、带“一”组成成语等。[3] 苏轼《赤

壁赋》中数词“一”的组合则主要为“一”加名词这一类。

“一苇”之“苇”、“一方”之“方”、“一世”之“世”、

“一粟”之“粟”、“一瞬”之“瞬”、“一豪”之“豪”

在句中皆是名词。值得一提的是，“驾一叶之扁舟”之“叶”，

由于现在经常以“叶”作为形容舟的量词，故而可能将“一

叶”归为“一”加量词组成数量词一类。但实际上，“叶”

本是名词，指树叶，最早直接以“一叶”形容舟的是五代

时期李煜的《渔父》诗：“一棹春风一叶舟”[4]。之后也有

不少文人以“一叶”来形容舟，如唐代徐光溥《题黄居寀

秋山图》：“一叶扁舟横野渡”[5]、李商隐《无题》：“万

里风波一叶舟”[6] 等，这其实是比喻的手法，形容舟像一

片树叶那么小，故而从源流上说，依然将《赤壁赋》中“一

叶之扁舟”中的“一叶”归为“一”加名词类。“一”加

名词是苏轼惯用的组合，除了《赤壁赋》，苏轼也有不少

其他作品如此组合。如《定风波》中“一蓑烟雨任平生”[7]、

《次韵张昌言给事省宿》中“一犁烟雨伴公归”[8]《蝶恋花》

中“一枕相思泪”[9]，这里的“蓑”“犁”“枕”原是名词，

苏轼以“一”加名词的组合表量词意。

数词“一”在文言文中的语法功能主要包括充当主语、

充当谓语、充当宾语、充当定语、充当状语、充当补语等。
[10] 苏轼《赤壁赋》中的数词“一”则主要是充当定语。这

与前文所述苏轼惯用“一”加名词的组合有关，名词前往

往用定语修饰。然，修饰名词的定语有很多，以“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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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词来修饰有何妙用呢？试举《赤壁赋》中三例进行分析。

“纵一苇之所如”，倘若不用“一”来修饰，换作“纵

弱苇之所如”“纵柔苇之所如”“纵轻苇之所如”等有何

不可呢？其实这样便失去了“一”独有的韵味，也更加累赘。

因为“苇”本身就容易让人联想到“弱”“柔”“轻”等特点，

不必再刻意形容，正如苏轼在《策总叙》中说：“有意而言，

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11] 苏轼讲究的正是“意

尽而言止”。《赤壁赋》中“纵一苇之所如”不刻意用体

现“苇”的特点的形容词，而仅用数词“一”来修饰，看

似单调，实则增加了内涵，“苇”不仅“弱”“柔”“轻”，

还只是“一苇”，更加强调了一种渺小感，而在后文“万顷”

衬托下，这里的“一苇”也更有一份辽阔、舒畅、无拘束

的自由感。

“固一世之雄也”，《三国志·武帝纪》记录了许劭

评曹操之言：“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12] 苏轼在

这里为什么不直接说“固乱世之雄”也，而要用“一”来

修饰呢？其实，“乱世之雄”固然能体现曹操的雄姿，但“一

世之雄”则多了一层内涵，曹操固然是“雄”，却仅是“一世”

而已，不是百世、万世、永世之雄，这与下文“而今安在哉”

之意不谋而合，以“一”修饰，表达了对英雄作古的惋惜、

对人生短暂的感慨。

“虽一毫而莫取”，这里的“一”则具有强调的作用。

“豪”本是微小之物，“一”则极言其少，“虽”表让步，

苟非吾之所有，即使是很微小、很少的东西——“一豪”，

也“莫取”。“莫取”本就表达了一份坚决不索取的决心，

加上“一豪”的让步情景，则更加强调了这份决心，体现

了苏轼不贪不占的态度。

因此数词“一”使用得宜，是可以具有特定内涵和情

感色彩的。

2. 《赤壁赋》数词“一”的修辞分析

“一”并非只是一个呆板枯燥的数字，在特定的语境

中它还具有修辞的作用，可以产生特定的艺术效果。

如“纵一苇之所如”，与下句“凌万顷之茫然”形成

了平行的结构，运用了对偶和对比的修辞，以“一”字形

容“苇”增加了渺小感，与“万顷”对比，突出了一份广

阔和自由，在茫然万顷的辽阔空间下，却只有“一苇”，“一”

和“万”的差距，增强了人的渺小与自然广阔之间的张力，

也有一种尽情驰骋天地间的超脱与不拘。

“驾一叶之扁舟”则运用了比喻的修辞。以“一叶”喻“扁

舟”，道出了舟小而轻的特点，“驾”有一份自我主宰的

自由与惬意，尽管人生渺小、自然广阔，苏轼依然向往着

尽情驰骋广袤江河的恣意，追求着自己决定人生方向的自

由。

“渺沧海之一粟”则运用了对比和夸张的修辞，以“沧

海”之浩瀚无垠与“一粟”之微不足道的极端对比强调了

个体在广阔天地中的渺小，增强了感染力、表现力，引人

共情和深思。

苏轼《赤壁赋》中的数词“一”包含了对偶、比喻、对比、

夸张等多种修辞，“一”的使用丰富了文章内涵，也助于

创设相应的意境、抒发特定的情感。

3. 《赤壁赋》数词“一”的文化解读

“一”是一个指事字，甲骨文、金文、小篆、楷书都

将其写作一横，象征着天地之间的连接和统一。许慎《说

文解字》云：“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

成万物。凡一之所属皆从一。”[13] 在许慎看来，“一”是

万物的本源，这样的解释固然不符合作为数词的“一”的

本意，却揭橥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赋予了“一”特别的内

涵这一事实。正如学者曹成龙指出：“在古老的中国文化里，

数字从开始产生就被赋予了双重功能。其基本功能是用来

记数，另一功能则是被古人作为一种模式化或结构化的符

号，以此来反映他们对于世界独特的把握方式。”[14] 因此

在谈到哲学时，也避不开关于“一”的讨论。儒释道三家

都有关于“一”的阐释。道家如《道德经》言：“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5] 以“道”释“一”，把“一”

这个最原始、最低的数字与“道”的概念相融。儒家也强

调“一”，如《论语·里仁篇》云：“参乎！吾道一以贯之。”[16]

佛教也讲“一”，如僧璨有《信心铭》曰：“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17] 虽然数词“一”受到了儒释道三家的关注，

却没人能说清楚“一”到底是什么。道家以“道”释“一”，

而《道德经》第一章《体道》篇就说了：“道可道，非常

道。名可名，非常名。”[18] 也就是说恒常的道是很难明确

言说或冠之以一个确定的名称的。“一”如同“道”，在

字义上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性，毕竟文字也是有局限、

有边界的。

因此，分析《赤壁赋》中的“一”，不能仅把它当做

一个数字看待，也要关注到背后的文化背景。如“望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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兮天一方”，这里的“一”有何妙用呢？“一”本是一个

确定的数字，在更深的内涵上却具有了一份不确定性，我

们不知道“一方”具体是哪个方位，只知不在抒情主体当

下所处的这一方。“望美人兮天一方”看似是个确定的陈

述句，实则包含了一个不确定的疑问：“美人”，究竟在

哪里呢？体现了抒情主体当下的迷茫与彷徨心境。

道家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佛

家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都体现了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一”可以表示动作的一次或短暂，但“一”也有整个、

全部的意思。苏子《赤壁赋》中“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

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

尽也。”变与不变间也体现了“一”的哲学。自其变者而

观之，每个瞬间都是“一”，都可以用“一”来计量，所

以是“一瞬”。而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天地之间，物与我，

则达到了一种无尽的永恒，也是另一种层面上的统一。前

者是部分的“一”，后者则是整体的“一”，由是道家还

引出了“太一”的概念。

在解读《赤壁赋》时，融入中国古老的“一”的文化视野，

可以丰富《赤壁赋》的理解角度，也加深对苏子在《赤壁赋》

中所体现的哲思的理解。

4. 《赤壁赋》数词“一”与语文教学

苏轼《赤壁赋》是语文教材中的经典选文，现选于部

编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上册第七单元第 16 课。单元导语

指出：“要关注作品中的自然景物描写和人生思考，体会

作者观察、欣赏和表现自然景物的角度，分析情景交融、

情理结合的手法。还要反复涵泳咀嚼，感受作品的文辞之

美。”[19] 课后学习提示中提到：“抓住文章写景、抒情、

说理完美融合的特点，体会作者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和旷

达乐观的人生态度。”[20] 因此，在《赤壁赋》的教学中，

要关注到“景”“情”“理”三个方面。而《赤壁赋》中

的数词“一”也与这三者相关，可以以此为切入点关注文

中的“景”“情”“理”。如“纵一苇之所如”句可抓住

数词“一”结合下句“凌万顷之茫然”分析江流阔远、天

地浩渺之景；“固一世之雄也”句可抓住数词“一”，引

用《三国志》关于曹操“乱世之奸雄”的评价材料，运用

换词法教学，让学生体悟“一世”背后的惋惜和无奈；“望

美人兮天一方”句可抓住“一方”之“一”的不确定性，

让学生感受抒情主体的迷茫；“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句，

可抓住“一瞬”，联系中国古代关于“一”的文化阐释，

让学生在部分的“一”与整体的“一”中领悟“变”与“不

变”的哲理。

语文教学向来重视读，必要的朗读指导在课堂中是必

不可少的，“一”的音变是汉语中常见的现象，在教《赤

壁赋》中的数词“一”时，也要引导学生注意读音问题。“一”

原本的读音为“yī”, 但往往在不同的情境中读音会产生

一定的变化，就《赤壁赋》中的“一”而言，这种音变主

要和后面的字息息相关。在阴平、阳平、上声字之前，“一”

的读音会变成去声“yì”。如“纵一苇之所如”“望美人

兮天一方”“虽一毫而莫取”，这些句子中“苇”是上声、

“方”是阴平、“豪”是阳平，故而的“一”都读去声“yì”。

而在去声字前，“一”的读音则会变成阳平“yí”。如“固

一世之雄也”“驾一叶之扁舟”“渺沧海之一粟”“则天

地曾不能以一瞬”，这些句子中“世”“叶”“粟”皆是

去声，“一”的读音应为阳平“yí”。

总之，数词“一”在《赤壁赋》的语文课堂教学中也

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在具体教学时，要结合单元目标和

学习提示要求，将“一”和文中的“景”“情”“理”分

析结合起来，同时，还要注意“一”的音变问题，引导学

生用正确的读音读课文。

5. 结论

从组合特点和语法功能来看，苏轼惯用苏轼以“一”

加名词的组合表量词意。《赤壁赋》中七处“一”都和名

词组合，这些“一”在语法上做定语，在句中具有特定内

涵和情感色彩。“一”并非只是一个呆板枯燥的数字，在

特定的语境中它还具有修辞的作用，可以产生特定的艺术

效果。《赤壁赋》中的数词“一”包含了对偶、比喻、对比、

夸张等多种修辞，“一”的使用丰富了文章内涵，也助于

创设相应的意境、抒发特定的情感。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赋

予了“一”特别的内涵，儒释道三家都有关于“一”的阐释，

在解读《赤壁赋》时，融入中国古老的“一”的文化视野，

可以丰富《赤壁赋》的理解角度，也加深对苏子在《赤壁赋》

中所体现的哲思的理解。数词“一”在《赤壁赋》的语文

课堂教学中也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在具体教学时，要结

合单元目标和学习提示要求，将“一”和文中的“景”“情”“理”

分析结合起来，同时，还要注意“一”的音变问题，引导

学生用正确的读音读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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