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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二”的数词成语浅析 
◆王玉婷 

（陆军边海防学院昆明校区少数民族指挥系语言教研室） 

 
摘要：汉语成语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积累和发展的产物，数词成语作
为其中独特的一类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对数词成语中含“二”的
成语进行收集，梳理其中“二”的意义，并希望通过整理成语格式、分
析语法结构来探寻含“二”的成语中“二”的意义与成语结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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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词成语是汉语成语中独特的一类。笔者通过查阅商务印书
馆的《成语大词典》等词典，从中摘取了含“二”的数词成语，
对这些成语中的“二”从词义、语法的角度进行初步分析。 

一、成语中“二”的意义分类 
“二”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三条词条解释：1.数目，一

加一后所得；2.两样；3.不专一。然而笔者在整理含数词“二”
的成语时发现并非只有这三种意义。“二”是数词，就表示数目
这层含义看，有基数和序数两种情况，而表示基数的时候又有实
指和虚指之分；然而在很多成语中，“二”并非表示数目的含义。
下面笔者将从词义的角度对成语中“二”的意义进行分类。 

（一）数词，表示确数、不确数或用作序数词。 
1．基数词，实指数目二。例如： 
一石二鸟：一个石子打中两只鸟。比喻做一件事达到两个目

的。①  
2．基数词，虚指不定的数目，一般表示数量少。例如： 
略知一二：稍微知道一些。 
3．序数词，表示第二的意思。例如： 
数一数二：不数第一，就数第二。形容极为突出。 
（二）不用作数词 
1．表示事件的发生顺序，一般指一段时间。例如： 
接二连三：一个接着一个，相继不断。 
2．表示另外的、其他，事件的发展出现一种变化。例如： 
誓死不二：立下至死不变的誓言，宁死也不生二心。形容意

志坚定专一。 
3．其他情况（未做考释，此类笔者未进行细分）例如： 
不擒二毛：不擒捉头发花白的人。表示在作战时要优待老人。

二毛：斑白的头发，借指老年人。 
除以上情况之外，“一清二楚”、“一干二净”这类成语中“二”

的含义模糊不清。笔者查阅之前学者的观点，大多数学者认为在
“一 X 二 X② ”这样的格式中，数词为序数词，例如“一穷二白”
意思是“一是穷(工农业不发达)，二是白(科学文化水平不高)，形
容经济文化落后”。然而，笔者认为此处并非序数词的原因有：
首先，如果是序数词，第一与第二之间是没有次序关系的，以“一
穷二白”为例，“穷”与“白”是相当的，并没有谁先谁后；其
次，如果为序数词，那么有了“第一”、“第二”，便会有“第三”，
然而这类成语从含义上看仅限于“第一”与“第二”。笔者就这
类成语同意刘芳在《成语数词格式之初探》中的观点，认为“这
种格式带有周遍义”③ ，然而我们也无法从中得出此类成语中
“二”为何义。在这类成语中，数词的含义已经十分模糊，也许
这是从古至今词义不断演变的结果，还需进一步的考查。 

二、含“二”成语的结构特点 
成语的最重要特点就是其固定性。下面我们将从结构成分和

结构关系两方面对含“二”成语的结构进行分析。 
1．“二”在第一位的成语，有“二三 XX”、“二 XXX”“二

八 XX”“二 X 三 X”四种结构格式。 
①二三 XX：二三其德  二三君子 
此类格式中，“二三君子”中的“二三”为数词，修饰“君

子”构成偏正短语。“二三其德”为古代汉语中的使动用法，表
示“使……不专一”的意思。 

②二 XXX：二分明月  二话不说   
此类格式出现两种语法关系情况。一种是偏正结构，如“二

分明月”；另一种情况为主谓结构，“二”做 X 的定语，如“二
话不说”。这两种情况中的“二”都用作数词。 

③二八 XX：二八女郎 
“二八”表示年龄，修饰“佳人”“女郎”，形成偏正结构中

的定中结构。 
④二 X 三 X：二次三番  二意三心  
此类格式的成语前后两部分形成联合结构中的并列式，两部

分表达的内容相当，没有主次之分，因此也可以前后部分颠倒使
用，即为“三 X 二 X”格式，“三番二次”、“三心二意”。 

2．“二”在第二位的成语，有“X 二 XX”“X 二 X 一”“X
二 X 三”三种格式。 

①X 二 XX：不二法门  寡二少双   
此类格式中有两种语法结构，一种是偏正结构，例如“不二

法门”；一种是联合结构，例如“寡二少双”，此结构中的“二”
延续古代汉语中数词用作名词的用法。 

②X 二 X 一：合二为一 
成语的前后两部分为联合结构中的顺承关系，“二”出现在

成语的前半部分，做宾语。 
③X 二 X 三：接二连三 
此格式为联合结构中顺承关系，“二”不用作数词，表示事

件的发生顺序。 
3．“二”在第三位的成语，有“一 X 二 X”和“XX 二 X”

两种格式。 
①一 X 二 X:a.一干二净  一清二楚  b.一石二鸟  一身二任   
此格式有两种情况。a 组中成语的前后两部分为联合结构，

前后两部分顺承，不能分开释义，“一”“二”在其中不起修饰限
定作用，只表达强调；b 组成语前后两部分为主谓结构，“二”
与后面的 X 搭配省略名量词直接组成名词短语，“二”用作数词。 

②XX 二 X：毫无二致  心无二用    
“毫无二致”为动宾结构，“心无二用”为主谓结构，“二”

修饰限定后面的 X 形成数量名词短语，“二”为数词。 
4．“二”在第四位的成语，有“一 XX 二”、“X 一 X 二”、

“XX 一二”和“XXX 二”四种格式。 
①一 XX 二：一分为二  一般无二  
此格式中“一般无二”为动宾结构，“一分为二”为主谓结

构。“二”前面的 X 为动词，“二”为“数词”做宾语。 
②X 一 X 二：数一数二  独一无二  
为联合结构，“二”是序数词。 
③XX 一二：略知一二  百无一二 
“一二”作为整体表示“一点儿”的意思，是数量结构，作

宾语。 
④XXX 二：忠贞不二  誓死不二 
为主谓结构，“不二”做谓语，“二”是数词活用作动词，表

示“改变”的意思。 
三、“二”的意义与成语结构之间的关系 
由于成语的意义与结构的固定性，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整理来

探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①“二”在成语中作宾语和定语的情况占大多数，大多表示

数词意义。 
②“二”做动词用法的“二三 XX”和所有的“XXX 二”中，

“二”表示“另外的、事件的发展出现一种变化”这类意义。 
③“X 二 X 三”中的数词已经脱离数词含义，表示事件的发

生顺序，一般指一段时间。 
④“二 X 三 X”的情况比较特殊。X 为量词时，表示事件的

发生顺序，一般指一段时间。X 为名词时，“二”“三”修饰 X，
然而意义的变化比较大，可以推测此类成语的含义在由古至今的
发展中产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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