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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 、汉语数词语用意义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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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俄汉语数词为研究对象，通过大量实例对比分析俄汉语数词在具体语境 

中所表达 的语用意义。俄 汉语 数词语用 意义 的产生原 因主要 归结为 宗教 哲学、民族历史文 

化、民族语用心理三个方面。通过对大量俄 汉语数词实际用例 的考察，归纳 出俄 汉语 数词 除 

了表示抽象数量和事物顺序等言内意义外，还可能在具体的语境下表达称名、序列、模糊、引 

申等若干语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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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俄罗斯发行的《语言学大百科词典》对数词的解 

释 ：“为数词是一类实词 ，表示数 目、数量 、度量 ，以及 

应用于表达计算 、次数 (单次与多次 )、事物总量 时与 

数 目相关 的思 维次序范畴 。根据这些意义 ，可 以把 

数词分为 ：数量数 词 、顺序 数词 、倍数 词、集合 数词 

(整体)、小数 ，以及不定量数词和分数词”①。在俄语 

数词的研究历史中，人们对数词一直存在不同的认 

识 ，从而形成“广义数词”与“狭 义数词”的说 法。如 

果遵循语义原则，数词的范围就扩大，成为“广义数 

词”(tIHcJIHTe肺HbIe B IIIHpOKOM CMblCae)；如果采用形 

态原则 ，甚至依据词汇意义 同形态特征 以及句法功 

能结合的观点，那么数词的范围则缩小，那些带有数 

的意义 的词则成为 “狭义数词”(qHcJIHTeⅡbHbIe B 

yaKOM CMblC．IIe)②。此外 ，还有一些语法 学家对数词 

采取 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如 l'-[emKOBCKttfi认为 ，数 

词尽管在词法和句法使用方面有其特点，但对于我 

们的语法观念 而言，数词并不构成一个独立 的语法 

范畴③。可以看出，在对数词 的认识上 ，俄语语 言学 

界仍然存在着众多分歧。 

关于汉语数词，《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为：“表 

示数 目的词 。数词连用或者 加上别 的词 ，可 以表示 

序数、分数、倍数、概数，如：第一、八成、百分之五、一 

千倍 、十六七 、二三十、四十上下。”④《现代汉语》对数 

词的定义为：“数词表示数 目或次序。分基数词和序数 

词。基数词表示数 目的多少，可分为系数词 (零或 0、 

一 至九)和位数词(十、百、千；万、亿、万亿、兆)，两种 

基数词可以组成复合数词。基数词可以组成表示倍 

数 、小数 、分数、概数 的短语。序数词表示次序前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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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是在基数词前加前缀‘第’或‘初’组成，例如‘第 

一 ’‘第五 ’‘初一 初五 ’。有时可 以用 ‘甲、乙、丙 、 

丁’或‘子 、丑、寅、卯 ’等表示。”① 

从以上给 出的俄 汉语数词概念 可以看 出，俄 汉 

语数词在界定范围上存在差异。相对汉语数词而 

言，俄语数词包含的意义和形式种类更多一些，除了 

数目、数量数词、顺序数词、小数、分数以外还包括不 

定数词、集合数词等。 

数的概 念是人 类对 客观世 界观 察和探 索 的结 

果，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数的概念逐渐丰富起 

来。在自然科学中，数的功能是计算，毫厘分明，精 

确严谨 ，是实数；而在语 言文学中 ，它 的功 能则是表 

义，经过泛化，抒情达意，增强语势，是虚数②。在以 

往对数词的研究中 ，中俄两 国的语 言研究 者多站在 

各自语言的角度，集中研究数词的本体意义及其文 

化伴随意义，而对俄汉语 数词 的对 比研究 ，特别是两 

种语言数词所表示 的语用 意义关注甚少 。本文将通 

过大量实例对比分析俄汉语数词在具体语境中所 表 

达的语用意义 ，并对其产生的可能原 因加以语言学 、 

宗教、哲学和民族语用心理学等方面的阐释。如此 

方能使我们对数词语用功能的理解更加全面、深刻。 

通过我们对大量俄汉语数词实际用例的考察，我们 

归纳出两种语言 的数词 除了表示 言内意义 以外 ，还 

可能在具体语境下表达称名、序列、模糊、引申等言 

外意义 。 

二、俄、汉语数词语用意义产生原因 

抹 祈 

为 了更深刻地 了解俄汉语数 词的语用意义 ，首 

先要对 其产 生原 因进行 一番 探究 。本文 主要从 宗 

教 、哲学 、民族历史文化 、民族语用心理三个 方面进 

行分析 。 

(一)宗教、哲学的影响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 的一 

种文化现象，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使人类相信 

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实体，该 

神秘统摄万物而拥有绝对权威、主宰自然进化、决定 

人世命运，从而使人对这一神秘产生敬畏及崇拜。 

1．古时候，东斯拉夫人信奉多神教(ff3bIqeCTBO)， 

把所有 自然现象(善与恶)解释为神的作用，从而祭 

祀恶神和善神。东正教(npaBocaaBae)在 10世纪中叶 

由拜 占庭传人基辅罗斯 ，公元 998年基辅罗斯大公弗 

拉基米尔率先受洗加入东正教 ，并 宣布东正教为 国 

教。由此，东正教正式传人俄国。而东正教源于基 

督教(xpHCTttaHCTBO)，因此基督教文化在俄语语 言中 

有着明显的体现。数词作为俄语语言重要的组成部 

分 ，必然承载并反映着基督教文化 的某些元素 ，例如 

俄语数词“7”。 

数词“7”在基督教里是一个 很重要 的数词。在 

基督 教 中，天堂被分为 “7”层 (纯银、纯金、珍 珠、白 

金 、银、红宝石 、可望而不 可即的圣光)。同时 ，在基 

督教里有“7”美德(诚信、希望、慷慨、正义、勇敢、节 

制、宽容)，“7”宗罪(骄傲、嫉妒、愤怒、懒惰、吝啬、贪 

食 、好色)。此外 ，俄罗斯人对数字“7”有种特别的偏 

爱 ，相信数字“7”能够带给人幸运 。这样 ，“7”就从具 

有宗教数字的灵物崇拜转变为富有某种魔力 的幸运 

数字 《MarH,iecKa~i CeM~pKa》③。例 如俄语 成语 l-la 

ceO~,mom He6e(七重天，意为快乐和幸福的最高境界)； 

C咖b nn~efi BO,a6y(绝顶聪明之人)等里面的数词“7” 

其数词本体意义或减弱或消失，进而获得各种不同 

的文化语用意义。 

对于数词“13”，俄罗斯人则颇为忌讳和反感 ，它 

在人们心 目中具有“不幸、倒霉、灾难”等不详之意。 

基督教《圣经》中讲述耶稣在与 自己的十二个门徒共 

进最后的晚餐时 ，贪图利益的犹大为 了三十个银 币 

出卖了 自己的老师，致使耶稣受难。受此影响，数词 

“13”便在俄罗斯人们心 中产生 了一定 的抵抗心理 ： 

选择吉庆 良日时尽量避开 每月的“13”号 ，医院的病 

房、床号 一 般不设 “13”号 ，请 客、开会 时 一般 不会 

“13”个人 同桌而坐。由此可见 ，受宗教文化影 响，数 

词“13”在俄罗斯人们 的心 目中不只具有数词意义 ， 

其中所蕴含的文化语用意义也颇为深刻 。 

2．佛教大约于东汉末年传人我国，中国的民间 

①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3．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15． 

②武小霞，李岩．俄语数词且BA／--的文化内涵对比研究EJ]．中国俄语教学，2012(3)：36． 

③邵楠希．俄语数字“CEMb”的灵物崇拜与修辞功能探析EJ1．中国俄语教学，201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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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和传统受佛 教的影响深远，佛教 文化对汉语也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体到汉语数词上也有很多体 

现，例如汉语数词“七”。 

每年阴历七月十五 日，佛教称之为“盂兰盆节”， 

民间则 称之 为“鬼节”，是 祭祀 祖先 ，驱除鬼怪 的节 

日。在佛教 中，有一个关 于七月十五的传说 ：有一个 

叫目莲的人 ，在母亲去世后 ，日夜思念 自己的母亲 ， 

于是他通 过“天眼通”去查看 母亲在 地府 的生活 情 

况 ，可是他发现母亲 的 日子并 不好过 ，已变成饿鬼 。 

此后 ，他便给母亲送饭 ，但 是屡次无功 而返，他便 去 

找佛祖释迦牟尼 ，佛祖告诉他 ，由于 自己母亲在世 的 

时候种下了很 多罪孽 ，死后不 能进入天堂 ，因此 ，目 

莲就连同众高僧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以超度亡魂 ， 

使得其母脱 离 了苦 海。后来 人们 在这 天就 杀鸡 宰 

羊，焚香烧衣，来祭祀由地府出来的饿鬼。此外，信 

仰佛教的人们在人 死后要举 行“斋七”，即迎“七”送 

“七”。因此 ，在中国人心 目中，“七”通 常具有与死 亡 

相关的神秘色彩或否定意义。这在一些汉语成语中 

也能得到很好的体现和印证。例如：“七窍生烟” 

(BCHBIXHyTb FHeBOM)；“十五个 吊桶打水一七上八下” 

(且v山a He Ha MecTe)；“七 嘴 八 舌 ”(FOBOpHTb Ha 

nepe6ofi)等。 

中国是四大 文明古 国之一 ，其历史绵延 上下五 

千年，除佛教文化外，其他传统文化，如道家、儒家、 

墨家等古代哲学对中华文明，包括语言文学，都有深 

远的影响，汉语 的数词 文化首当其冲地承载 了古 代 

先贤的哲学思考。例如，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 

生三 ，三生万物”(《道德经》)；庄子 的“泰初有无 ，无 

有无名 ，一之所起 ，有一而未行 ，物得 以生 ，谓之德” 

(《庄子 ·天地》)。这里 的“一”都蕴含着“万物之源” 

之意。 

中国古哲学对数词“五”的影响也有迹可循。例 

如 ，古代朴素的唯物哲学把 五行 (金 、木 、水 、火 、土) 

看作是 宇宙万物 的起源 ，中国民间也流传 “五行相 

克”“五行相生”等命 相说。因此 数词“五”对 中国人 

来说象征着“宇宙、包容、万物”，从而形成人们对数 

词“五”的崇拜 。例 如：“五谷丰登”(50raThIft ypo)Kaf~ 

Bcex 3epHOBhIX KyabTyp)；“五颜 六 色”(cBepKa~Om；Hfi 

①海德格尔．路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75 

BCeMH KpaCKaMH)；“学富五车”(6oraTble 3HaHH~)等。 

(二)民族历史文化的影响 

海德格尔曾说过，语言“是存在之 真理 的家”①。 

历史是一种存在，它既反映民族性格，又体现民族特 

征 ，而历史的记载一定离不开语言 ，它要通过语言这 

个载体来反映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真实。 

例如中国的 白鹤象征“圣洁、清雅 、长寿”，而俄语语 

境下的“两只白鹤”则象征着“幸福 的婚姻、孩子的降 

生、完美的家庭”。俄罗斯有一首歌曲叫作《YaeTeaH 

：~ypaBnH}，歌 中唱道 ：《YaeTeJiH mypaBa~Ha IOF，OT 

3HMbI OT XO．YIO,／~HbIX BbtOF， yHeCJIH OHH C co6ofi H 

pa~ocTb H BecHy⋯ TbI yLuaa H 6Oalbme HeT Te6g， 

1-Ioce,HHJIaCb B 2：OMe nyCTOTa． O,／I,HHOKO ~oropaaa Ha 

CTO~e cBeqa， >Keaa~， qTO6bI KaK Bcer~a， TbI 

CMoTpeaa He>KHO Ha MeHH， I，I qTO6bI )KypaBa~ 

BepHyaI-iCb IIO CKOpefi cIo且a》．此段歌词中以鹤喻人，北 

鹤南飞，带走了家庭的温暖和欢乐，空留残烛与寂寞。 

1．1812年抗击拿破仑的战争是俄 国历史上极为 

重要的事件之一 ，因其 广泛 而深远 的影 响而 载入史 

册，以至于人们在提到《08enaO~ambtFt zoo》时 ，便会 自 

然而然地想起此次战争 ，从而逐渐演变成 1812年“卫 

国战争”的代名词 ；沙皇时期 ，官僚们在每月的 20号 

领取俸禄 ，故《．a~oOu aBna珥口 000~lUCAa》逐渐演 变成 

“官僚”的代名词。此外 ，在一些含有数词“2”的俄语 

成语 中，其数 词意义 已经 退居第 二位 ，随之而来 的 

“对 比意义”“时空条 件意义”等语 用意 义则跃 居首 

位。例如 ：yM xopomo，a Oea ayqme(人 多智广 )；8 

Oayx marax(近在咫尺 、一步之遥)；8 Oea Cq~Ta(轻而 

易举)等 。 

2．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奇数象征天，偶数象征 

地。数词“九”是个位数中最大的奇数，《黄帝内经 · 

素问》中记 载：“天地 之主数始于一 ，终于九”。因此 

在形容 “天高地 阔”之 意时就 有 “九 重天”(He6ecHa~ 

BblCb)、“九霄云外”(3ao6~aqHag BbICb)、“天有九野 ，地 

有九州”(HeSo~e．YIHTCg HaⅡeBHTb o6J]acTeff，a 3eMJL'：I— 

Ha皿eBHTb oKpyrOB．)等说法。另外，根据中国人的传 

统观念，奇数 (单数)代表“阳”，偶数 (双数)代表 

“阴”，因此 ，数词 “九 ”又被寓意为 “阳气 旺盛”之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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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九”与“十”相邻，而“十”是盈满之数，满则溢， 

因此数词“九”恰到好处 ，永远呈上升趋势 ，不会达到 

“物极必反”的状态。数词“九”在字形上又与“龙”相 

像，古代人们常把数词“九”与龙联系在一起。《海外 

北经》中提到：“共工霸九州者 ，九首 ，以食于九 山”。 

综上所述，数词“九”有着深刻的民族历史文化内涵， 

因而“九”也得到了帝王将相的青睐：被称作“九五之 

尊”的皇帝，住在修有“九龙柱”的皇宫里，穿着他 的 

专有服饰“九龙袍”，用“九龙杯”来饮酒 。由此 可见 ， 

在这些话语 中数词“九”承载着更 多的民族文化语用 

意义 ，而数词意义或减弱或消失。 

(三)民族语用心理影响 

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必然形成各 自的性 

格、感情 、爱好 、习俗等心理特征，这种民族心里 的形 

成与发展也必然影响到人们的语用心理，而语用心 

理 自然会折射到人们 日常的言语表达之上。 

1．数词作为语言 中一种 特殊的实词类 ，其所隐 

含的语用意义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制于该民族语用 

心理机制。中国人喜欢双数(偶数)，在人们心里 ，双 

数象征着圆满、完整、吉祥，“好事成双”这一成语恰 

当地诠释出人们对双数的喜爱。然而，俄罗斯人却 

青睐于单数 (奇数)。在俄罗斯走亲访友 时，一定要 

注意随身所带的礼 品数量 。比如 ，节 庆 日送花一定 

是单数的，而祭奠的时候则是双数的。这种现象的 

形成，大都是受到各民族数词语用文化心理的影响， 

使得人们偏爱某些数词 ，而对某些数词则心生忌讳 。 

数词“3”在俄语 的谚语 、俗语 中有 一定 的复 现 

率。在 B．且aJib编写的《谚语俗语词典》中我们可以 

找到含有数词“3”且 带有语用意义色彩 的例子 ：Be3 

mpou~bt且oM He CTpOHTCg．(劝说人们再三去做某事， 

常用于酒宴中)；Boe n ro6um mpou~y．(上帝喜欢数词 

三，劝说人们再 一次去做某事 ，常用在酒宴 中)。除 

此之外 ，口语 中，数词“3”经常出现在固定 短语 以及 

成语 中，表示或“多”或“少”的模糊语 用意义 。例 如： 

mpemu~t JIHUlHHI~I(男女约会时，除当事双方之外的第 

三者 ，即汉 语 口语 中说 的 “电灯 泡 ”)；H口mpembe~ 

H~aHe(处于无 足轻重 的位置)；8 mpu pyqba H~aKaTb 

(泪如泉涌)；3a6ny且HTbcⅡ8 mp如 cocnax(在三棵松树 

之间迷路，比喻最简单的事情也分不清，稀里糊涂， 

什么都不懂)。在这些约定俗成的带有数词“3”的固 

定短语或成语 中，其所承 载的数词 意义不再是人们 

所要表达的重点，更多的蕴含着人们的民族语用心 

理以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内涵。 

2．汉语中，受汉 民族语 用心理影响的现象非常 

之多，因为汉语是一种意合语言，汉语中的音节总数 

大约有 2 000个，因此在言语表达上汉语中会出现很 

多同音现象。例如人们很喜欢用“六六大顺”(O~eHb 

ycnemHo)这一成语来 表达对事物的期许和愿望。此 

成语的出现要追溯于易经典故 ，易经中有六爻之说 ， 

而“六”代表 阴爻 ，六个六为“坤”卦，上六爻 ，龙战于 

野 ，其血玄黄 ，是大不顺 的卦 象。因为不顺 ，所 以人 

们就说六六大顺 ，来表达心 中的期望 。此外 ，在 中国 

北方农历六月初六被称作“回娘家节”。这一天，如 

果天气大好 ，人们就会把“大红大绿”的衣服拿 出来 

洗晒，如果天气不好，下起了雨，人们也会认为是吉 

利的，因为雨 下到了 田里 ，便形成“六六绿，倒瓜 园” 

这一说法 ，因此在人们心中只要“六六”连在一起 ，就 

代表着顺利。 

． 中国人对双数的喜爱，也使得“八”作为一位数 

中最大的双数受到人们待见。同时，数词“八”又与 

汉字“发”谐音 ，因此“八”这一数词 的使用颇为频繁。 

例如：“八大碗”是满族人民最为平常的菜肴，满汉全 

席又分为“上八珍 ，中八珍和下八珍”；2008年北京奥 

运会开幕式定在 2008年 8月 8日晚 8点举行；人们 

不惜花大价钱使 自己的汽车牌照尽可能多的带 

“八”。另外 ，数词“八”在一些 成语 中也蕴含着 一定 

的民族 语 用 心 理 ，例 如 ：“八 仙 过 海，各 显 神 通 ” 

(Ka)KⅡbI矗~efiCTByeT HO CBOHM CHOCO6HOCTgM)，“／ 面 

威风”(BOHHCTBeHHbI~I)，“八面玲珑”(H3BOpOTYIHBbI~I)。 

除此之外 ，与“死”“久”字 同音 的数词 “四”“九” 

都相应的产生心理偏见或期待，从而产生语用上的 

贬义或褒义，人们在使用的时候也会相应地“趋利避 

害”。例如 ，“长长久久”(JI,YiHTeJIbHOe BpeM~I)这一带有 

积极色彩的褒义词汇在人们生活中喜闻乐见。与此 

相反数词“四”在人们心 目中却会引起反感。例如， 

人们在选择手机号、车牌号、门牌号时都会刻意避开 

数词“四”。 

综上所述 ，不管是受宗教 、哲学，还是受 民族历 

史文化、民族语用心理的影响，俄汉语数词产生数词 

之外 的语用意义是普遍存在的。在 了解其产生缘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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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 ，对比分析、研究、探讨其具体 内容与形式 ，有助 

于对我们更深入地掌握数词的独特内涵。 

三、俄 、汉语数 词 的语用 意义对 比 

分析 

(一)称名意义 

数词的称名意义在言语表达中非常普遍，尤其 

在书面语中更为常见，它使 言语表达更为精确，简单 

方便 。 

1．在俄语中数词可以放在表人、事物、组织等名 

词后表达 称名意 义，例 如：IIeTp I(彼得 一世)； 

EKaTepHHaⅡ(叶卡捷琳娜二世)；HHKoaafiⅡ(尼古拉 

二世)；Ty一154(图 154客机)；Cy-30(苏 30战斗机)等 

等。除此之外 ，俄语 中数词可 以加后缀一K(a)，一u(a) 

构成名词 ，例如 ：~BOI：IKa(成绩 2分、双桨小艇 、扑克 

牌 2、排列为 2的各种事物，如 2路电车、汽车等)； 

mpou~a(三位一体)；nam~pxa(成绩 5分、五个在一 

起的东西 ，如五套马车、五人一组 、五个人、5路车、纸 

牌 5、5卢布等)。这些数量名词的数量意义弱化，相 

应地 ，称名意义得以突出。 

2．在现代 汉语 中数词也 可用来表达称名 意义， 

例如：秦朝第二代皇帝胡亥被称作“秦二世”，中国的 

神舟飞船系列依次被命名为 “神五”“神六”和“神 

七”。此外，日常 口语 中，在提起某人 时，为了不指名 

道姓，通常借“张三”“李四”“王五”来代替。而像“二 

愣子”“二百五”“三八 ”等这些带有贬义感情色彩 的 

词汇，则反映出人们对所形容人的不喜欢、厌恶等否 

定情感。 

3．除此之外，在古汉语中有一种用数词借指人 

名的形式较 为常见 ，这种现象在经济 文化非常发达 

的唐宋时期较为普遍。例如：诗人李白被称作“李十 

二”(在家族同辈 中排行第十二)，杜甫被称作 “杜二” 

(在家排行老--)，刘禹锡被称作“刘二十八”(在家族 

同辈中排行二十／k)，北宋著名词人柳永被称作柳七 

(在家排行第七)。另外，在古代我们往往把跑堂的 

称作“店 小二”。这些带有数词的称谓 ，其数词意义 

或减弱或消失 ，重在表达称名意义。 

(二)序列意义 

1．作为数词的一项基本意义，顺序数词在俄汉 

语 中均可被用来表达语言逻辑上的起承转合等序列 

意义 ，其表达方式是用 Bo-nepBblX(第一)，BO—BTOpbIx 

(第二)，B-TpeTbHX(第三)来 表示 。例如 ：Bow noqeMy 

H0~IBHJIHCb TaKHe TeHII,eHIIMH． Bo-nepsbtx， aaeKTpOHHbIe 

KHHrH B I／IHwepHeTe O6bltlHOⅡ L啪 研 Ty HJIH HHytO 

HH由0pMaⅡHK】． Bo-amopbtx，Henpephmno pacxyT KeHbI Ha 

Tpa,KHII,HOHHble KHHFH， a S~eKTpOHHb【e lI3ⅡaHHH HaMHOFO 

,
~emeB．ne．B-m~mbux，MQ皿DⅡbIe JnO~I~erKo BocnpHHHMaX~ 

HoBoe~ HM HpaBHTCEL nOBb~ o6pa3 ~{H3I-LH， HOYlb3oBalfI,le 

I／IltTepHeTOM HpHHOCHT HM pa且pcrb H yⅡo曰栅 pemIe ． 

2．而在汉语 中用来表示序列意义一般是在基数 

词前加前缀“第”或“初”组成，例如“第一”“第五”“初 

一 ”“初五”。有时可 以用 “甲、乙、丙 、丁”或 “子 、丑、 

寅、卯”等表示②。 

(三 )模糊意义 

大干世界变幻 莫测 ，人类认 识客观世 界本来就 

需要 由浅人深、循序 渐进的过程 ，而在这一过 程 中， 

人们难免会对事物做出某种“模糊”的判断。另外， 

有些事物是在不断发展 和变化 的，很难对 它们做 出 

明确的定论，因此对某些事物的概括只能是大体的， 

大致的，带有诸多的“模糊性”。除此之外，人类的语 

言丰富多彩，为了表达情感色彩，人们会用一些模糊 

意义的词来表达其意思 ，由此可见 ，语言的模糊意义 

无处不在，这也正是《模糊语言学 》成为一 门语言学 

科的原因所在 。 

数词作为言语 表达 中重要 的一部分 ，在不 同历 

史、文化背景下必然染上一些模糊意义的色彩。 

1．言其“多” 

(1)俄 语 中有些 数词 可 以模 糊 地表 示 数 量 之 

“多”，常 见 于 日常谚 语 、俗语 等 口头 表 达。例 如： 

C b pa3 npHMepb，a o且HH pa3 oTpe>Kb(量七次，裁一 

次；寓意“三思而后行”)，句中数词《CeMB~不表示具体 

数量，而是模糊指称数量之多，意在提醒人们慎重做 

出某种重要决定 。又如 ：Mm，Ka：FKeTC~t，cmo JIeT He 

BHJI,eaHCb(我 们 好像 多 年 没 见 了)和 He Hmefi CmO 

①史铁强．大学俄语：第 3册[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102 

②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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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6aefi，a HMefi cmo~py3efi(宁要一百个朋友 ，也不要 

一 百个卢布；寓意_‘‘朋友重 于金钱”)。这两个句子 中 

的《cmo))在 口语语境下并非表示确切的数词“一百”， 

而是运用夸张的修辞手法，极言其“多”。 

(2)汉语用数词模糊地表示“多”的情况也极为 

常见 。 

在古诗词中我们经常会见到如下诗句： 

①飞流直 下三 千尺，疑是银 河 落九 天。(李 白 

《望庐山瀑布》) 

②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贺知章 

《咏柳》) 

③十里长亭无客走 ，九重天上现星辰 。(吴承恩 

《西游记》) 

上述诗句中的数量词组“三千尺、九天、一树、万 

条 、十里、九重”中的数词均非实指数量 ，而是一种夸 

张的文学修辞手段，模糊指称数量之多，分别用来喻 

指“瀑布之雄壮”“春意之盎然 ‘天地之空旷”。 

再如，在一些汉语成语中，用数词对偶使用来模 

糊地表示数 目之“多”。例 如：“接 二连 三”“三天 两 

头”“三番五次”“百战百胜”“千变万化”“千秋万代” 

等等。在这些 成语 中“二 “三”“两”“五”“百”“千” 

“万”都没有承载具体的数词意义，而是表达“次数 

多”“连续不断”“变换多样”“年代久远”等模糊意义。 

2．言其 “少” 

(1)俄语数量数词表达模糊意义时也体现在极 

言其“少”上。俄语数词《压Ba》在口语中经常模糊地表 

示数量之“少”。如 ：B且Byx C~OBaX(He paccKa：~emb) 

[一两句话(说不完)，极言其“简”]；B且Byx marax(一 

步之遥，极言其“近”)，在这两个短语中《且 a》并不表 

示数词“2”的数字意义，而是通过所构成的词组表示 

“极简”和“极近”的意思。 

(2)汉语中数词表“少”的例子也较为常见 ，在古 

文中就能找到很好的例证。例如： 

①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 

路转溪桥忽现。(辛弃疾《西江月 ·夜行黄沙道中》) 

②池 上碧苔 三 四点，叶底黄 鹂一 两声 。(晏 殊 

《破阵子 ·春景》) 

③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张祜 

《题金陵渡》) 

上述诗句中带有数 量词的词组 “七八 个”“两三 

点”“三四点”“一两声”“两 三星火”中的数词并非实 

指数量意 义，而是诗人借数词的重复使用 以及对偶 

形式来表达数量之“少”的模糊语义 ，描绘 出一种“星 

空缥缈”“细雨沥沥”“池壁斑斑”“鹂声曼曼”“星火斑 

斓”的意境 。 

其次，在一些含有 数词 的成语 中也存在模糊 地 

表“少”这种意义现象 。例如 ：“一”和“半”结合组成 
“

一 知半解”(知道得不全 面，理解 得也不透彻)、“一 

时半刻”(指很短的时间)、“一星半点”(形容极少)、 
“

一 年半载”(泛指不长的一段时间)等。再如“三”与 

“两”结合形成的成语“三言两语”(几句话 ，形容很少 

的几句话)。这些数词在这种组合中，并没有表示确 

切的数量意义，而是承载着“少”之模糊语用意义。 

3．表示“或多或 少，不定数” 

(1)俄语 中有一种典 型的言语 表达方式专 门表 

示不确定的数 目，即“名词+数词”的形式。例如：Ha 

BH且H 6hi且aⅡa eMv．4em mpua~amb(从外表看他有 30 

岁左右)；pa3a TpH B He且eJI10 OH e3且HⅡKO MHe(每周他 

都来找我三次左右)。这种数名词组的倒置结构可 

以直接表示数词 的模糊语 用意义 ，译 为汉语是 “大 

约⋯⋯”“⋯⋯左右”之意。 

俄语中还有一种 表达不确定数 目的形式 ，即两 

个数词组合，可 以是相邻的两个数词连用，例如： 

TaKHX HaqeTqHKOB MaYO MHe BCTpeYaTb,~OBO．／I,H．TIOCb． 

IIo BceMy cTapOO6pⅡ且cTBy TaKHX pa3，压Ba H o6qeac~． 

(这样 的学者我很少遇见 ，在整个 旧俄宗教时期这样 

的“大家”都很少。)这一熟语也常用来表示“非常少， 

没几个”等不确定的模糊语用意义。除此之外俄语 

中还有一种模式是两个数词间隔连用，表示不确切 

的数 目，如：HH且Ba HH nOaTopa(东不成西不就)。 

(2)汉语 中两数词相连表示不确定的数 目意义 

的现象非常普遍，在现代文和古文中都有很好的用 

例体现 ，例如 ： 

①她就只是反复 的向人 说她悲惨的故事 ，常常 

引住了三五人来听她。(鲁迅《祝福》) 

②一去二三里 ，烟村 四五家；楼 台六七座 ，八九 

十枝花 。(邵康节《山村 咏怀》) 

句中“三五人”“二三里”“四五家”“六七座”“八 

九十枝花”采用数词的叠加形式分别表示“零零散散 

的几个人”“散落的村舍”“零星的楼台”以及“零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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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只花朵”等带有不确定数 目的模糊语用意义，同时 

给读者呈现出无限的想象空间。 

另外，在一些带有数词的成语中也能体现出不 

确定的数 目意义 ，如“约法三章”中的“三”并非指订 

立确定的三条约定，而是表示订立若干条款 ，数词意 

义减弱虚化 。再 比如 “三年五载”则指若 干年 ，并 非 

确切指“三年”或“五年”。 

(四)引申意义 

在历史 的长河 中，词汇 的意义 随着社会历史 的 

进步与发展也会潜移默化地发生或大或小变化。因 

此，有些数词随着时 间的延续 ，引 申出新的意义 ，这 

些新的意义与原始的数词意义发生了很大变化 。 

1．俄语中数词所表达的这种引申意义的例子有 

很多，例如：OH N~HB(}T o且HH(他独 自一人生活)；EMy 

Bc苷。且Ho(对他来说都是一回事)；Me 且y且Byx orHefi 

(进 退 两 难 )；KaK 且Be KaIIJIH BO,~bI(一 模 一 样 )； 

O6etuaRHoro Tp!,I roj1,a)K~yT (口 惠 而 实 不 至 )； 

ce~bMOfi且eHb OT 6or(休息 日)；CeMb 6eA，O}~HH OTBeT 

(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Ha Ce~BMOM He6e(七重 

天——意为快乐和幸福的最高境界)；CeMepo O)I,HOFO 

He)l‘ⅡyT(少数服从多数)；等等。 

2．汉语中，数词的引申意义也不胜枚举，而这些 

数词往往也反映出人们对这些数词的喜爱或偏见， 

如在四字成语中，表达“喜爱”色彩的有“三阳开泰” 

(常用以称颂岁首或寓意吉祥)、“五谷丰登”(指年成 

好 ，粮食丰收)、“百年好合”(常用来对新婚夫妇表示 

祝福)等，表达“偏见”色彩的有“表里不一”(虚有其 

表 、名不副实)、“三长两短”(指意外 的灾祸或事故)、 

“乱七八糟”(形容无秩序 ，无条理)、“含恨九泉”(指 

抱怨而死)等。在 日常 口语 中我们 也经常用到 以数 

词来表示对某件事情的态度，如“这件事八九不离 

十”，这里的“八九不离十”引 申为说话人对所述事情 

的基本认可。再如 “管他三七二十一 ，就这样 了”，这 

里的“三七二十一”带有“豁 出去，不在乎结 果”的意 

思。这些成语 或俗语 中的数 词其 数字 意义完 全 消 

失 ，在具体语境下引申出各具特色的语用色彩 。 

四、结 语 

本文运用举例 、对 比、分析、归纳等方法 ，阐释 了 

分析俄汉语数词语用意义 的产生原因以及它们在不 

同语境下的语用意义及独特 的文化 内涵。俄汉语 数 

词作为其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受宗教、哲学、民 

族历史文化以及 民族语用心理的影 响产生 了数词意 

义之外的称名、序列、模糊、引申等意义。对 比分析 

俄汉语数词的语用意义有利于我们深入掌握两种语 

言表达上 的不 同，从 而对数词有一个 全面、综合 、深 

刻的认识 ，同时也对对外汉语教学，俄汉互译等方面 

起到参考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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