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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词
《论语》的数词从 “一 ”到 “百 ”、“千 ”、“万 ”�

与前代相比�没有使用到 “亿 ”、“兆 ”、“姟 ”等。
《论语》一书�篇幅不长�所以数词的使用数量有
限�虽然出现了基数、序数、约数、分数等各种形
式�但用法都较为简单�没有见到倍数表示法的使
用。下面就分别简要地加以分析说明。

（一 ）基数
《论语》中用到的基数词有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半、两、贰 ”。 《论
语》中出现的数词几乎全部都是整数�如 “三 ”、
“五 ”、“七 ”、“四十 ”、“六十 ”等�仅有两例是整数
与零数的组合�它们中间使用了连词 “有 ”�即：

⑴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 （乡党 ）
⑵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

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踰矩。 （为政 ）

本文经分析后认为�春秋时期记数全部用
“有 ” （或 “又 ）字�战国时期由用 “有 ” （或 “又 ” ）字
向不用转变。《论语》中的这两个使用 “有 ”字的
例子也可以帮助证明 《论语》成书于春秋末到战
国初这一观点是正确的。

（二 ）序数
《论语》中只出现了四种序数形式�其中一种

前代出现过�而另外三种则较为特殊�与前代有着
较大的差别。现分别列举如下：

1．用 “伯、仲、叔、季 ”表示排行次序。如：
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

夏、季随、季 。 （微子 ）
2．用 “大、亚、三、四 ”表示乐官的顺序。如：
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

缺适秦。 （微子 ）
3．表示每月的第一天时�用 “朔 ”。如：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 （八佾 ）
4．表示每年的第一个月时�用 “吉月 ”。如：
吉月 ［1］�必朝服而朝。 （乡党 ）
上述四种序数表示法中�第一种以前出现过�

剩下的三种是第一次出现。在 《论语》中未见用
数词或数词与其他词配合表示序数的用例。

（三 ）约数
《论语》中主要通过单个数词来表示约数�除

此之外�还用二数连用及 “数×”来表示约数。
1．数词单用表示约数。如：
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 ［2］无改

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学而 ）
⑵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述而 ）
⑶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宪问 ）
⑷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

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为政 ）
⑸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 （子张 ）
⑹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

以时。 （学而 ）



⑺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
不知其仁也。 （公冶长 ）

⑻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尧曰 ）
例 （1）中 “三年 ”表示时间长；例 （2）中 “三

人 ”表示人多�并不局限在 “三 ”以内；例 （3）的
“九 ”表示多次；例 （4）～（8）中的 “百 ”、“千 ”、
“万 ”都用来表示极多。
2．二数或三数连用表示约数。如：
⑴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

也�夫二三子也。 （先进 ）
⑵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阳

货 ）
⑶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浴乎沂�风乎舞雩�讠永而归。 （先进 ）
⑷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

可使足民。 （先进 ）
⑸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先

进 ）
例 （1）、（2）中 “二三子 ”表示多人�而非只

有两三个人。《论语》中 “二三 ”连用的例子均同
此；例 （3）中 “五六 ”、“六七 ”则表示一种较为实
在的约数；例 （4）、（5）中 “五六十 ”、“六七十 ”是
表示小或少的约数。
3．用 “数×”表示约数。如：
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述而 ）
⑵夫子之墙数仞。 （子张 ）
此种约数表示法在 《论语》中仅见上述两例�

均以 “‘数’＋量词 ”构成。
（四 ）分数
《论语》中出现分数的例句只有三例�分别代

表了不同的三种类型：
1．分母 ＋“分 ” ＋名词 ＋“有 ” ＋“其 ” ＋分

子：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

至德也已矣。 （泰伯 ）
2．分母＋名词＋“有 ”＋分子：
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 （乡党 ）
3．数词单用表示分数：
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颜渊 ）
第一种分数表示法已经具备了后代分数表示

法的形式�但还是有所差别；第二种是整数与零数
配合在一起使用；第三种与分数有较大差别�但是
通过对上下文的理解�就可知道此处的 “二 ”是

“十分之二 ”的意思。
（五 ）小结
1．《论语》中出现的数字有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半、两、贰、再 ”。
2．在表示十位以上的整数时�只有两例使用

了连词 “有 ”�它已经逐渐走向衰亡。
3．由于本身篇幅所限�《论语》中的序数表示

法和分数表示法的用例均很少�而且用法比较单
一。
4．与序数表示法和分数表示法相比�约数表

示法的用例稍多�但其中大多数都是数词单用表
示约数。
5．未见倍数表示法的用例。
二、量词
《论语》量词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量词数

量不是很多；二是除少数几个量词外�绝大多数量
词的用例都很少�或一二例�或二三例。这些量词
都是名量词�我们没有发现动量词。在名量词内
部又可分为度量衡单位量词、个体单位量词、集体
单位量词、时间单位量词、反映当时军队编制和地
方行政组织的量词等几类�下面分别介绍。

（一 ）度量衡单位量词。共8个。
1．长度单位量词。共3个。
（1）尺、里。如：
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

不可夺也—君子人舆？君子人也。 （泰伯 ）
（2）仞。古代七尺曰仞。如：
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

美�百官之富。 （子张 ）
2．容量单位量词。共3个。
（1）庚。古代量名�容二斗四升。如：
曰：“与之庚。”（雍也 ）
（2）釜。古代量名�容六斗四升。如：
子曰：“与之釜。”（雍也 ）
（3）秉。古代量名�十六斛。五秉则是八十

斛。如：
冉子与之粟五秉。 （雍也 ）
（二 ）个体单位量词。共5个。
1．人。由名词 “人 ”沿用而来。共6例。如：
⑴子 曰 ：“作者七人矣 。”（宪问 ）
⑵百姓有过�在 予一 人。 （尧 曰 ）
2．乘。表示车的个体单位量词�相当于今天

的 “辆 ”。共4例。如：
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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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而 ）
⑵由也 �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 �不知其仁

也 。 （公冶 长 ）
3．言。表言语中 “句 ”的个体单位量词。共6

例。如：
⑴诗三百�一 言以蔽之�曰 ：“思无邪。” （为

政 ）
⑵一 言而可以兴邦�有诸？ （子 路 ）
4．等。表示台阶的个体单位量词。相当于

“级 ”。如：
出�降一 等�逞颜色 �怡怡如也 。 （乡党 ）
（三 ）集体单位量词。共9个。
1．家。表示家庭的计量单位�各家人数不等。

如：
三家者以雍徹。子 曰 ：“相维辟公�天子 穆

穆�奚 取于三家之堂？”（八佾 ）
2．室。与 “家 ”、“户 ”相似的集体单位量词。

共2例：
⑴求也 �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 �

不知其仁也 。 （公冶 长 ）
⑵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

学也 。 （公冶 长 ）
3．乘。用于马 的集体单位量词�四马 一 车为

一 乘。如：
崔子 弑齐君�陈文子 有马 十乘�弃而违之。

（公冶 长 ）
4．佾 。跳舞奏 乐时计量人数的集体单位 ［3］。

如：
八佾 舞于庭�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也 ？ （八

佾 ）
5．驷。计量马 的集体单位量词。每驷为四

匹。如：
齐景公有马 千驷。 （季氏 ）
6．箪、瓢。用作食物、饮料等的集体单位量

词�事物的具体数量不定。如：
贤哉 �回也 ！一 箪食�一 瓢饮�在 陋巷�人不堪

其忧�回也 不改其乐。贤哉 �回也 ！ （雍也 ）
7．束。计量肉的集体单位量词。如：
自 行束脩以上 �吾未尝无诲焉。 （述而 ）
8．篑。用作物品的集体单位量词�物品的具

体数量不定�相当于今天的 “筐 ”。如：
譬如为山 �未成一 篑�止�吾止也 。譬如平地�

虽覆一 篑�进�吾往也 。 （子 罕 ）
（四 ）时间单位量词。共6个。
1．朝。如：

一 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颜
（ ）

此处 “一 朝之忿 ”可理解为 “偶然的忿怒 ”。
2．日。共5例。如：
⑴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 （乡

党 ）
⑵以吾一 日长乎尔�毋吾以也 ．（先进 ）
3．月 。共3例。如：
⑴回也 �其心三月 不违仁�其余则 日月 至焉而

已矣 ．（雍也 ）
⑵子 在 齐闻韶�三月 不知肉味。 （述而 ）
4．年。共11例。如：
⑴三年学�不至于榖�不易得也 。 （泰伯 ）
⑵善人教民七年�亦 可以即戎矣 。 （子 路 ）
5．世。共4例。如：
⑴自 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 ；自 大夫出�五

世希不失矣 ；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 。 （季
氏 ）

⑵禄之去公室五世矣 �政逮于大夫四世矣 �故
夫三桓之子 孙微矣 。 （季氏 ）
6．代。共2例：
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 （八

佾 ）
⑵斯民也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 （卫灵

公 ）
（五 ）反映当时军队编制和地方行政组织的

量词。共5个。
1．反映军队编制的量词。共1个。
军。2例：
⑴子 行三军�则 谁与？ （述而 ）
⑵三军可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志也 。 （子 罕 ）
2．反映地方行政组 织的量词。共4个。
邻、里、乡、党 ［4］。如：
子 曰 ：“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雍也 ）
（六 ）小结
1．《论 语》中的量词可分为五类：
（1）度量衡单位量词：尺、仞、里 （长度 ）；庚、

釜、秉 （容量 ）。
（2）个体单位量词：人、乘、言、等。
（3）集体单位量词：家、室、乘、佾 、驷、箪、瓢、

束、篑。
（4）时间单位量词：朝、日、月 、年、世、代。
（5）反映当时军队编制和地方行政组 织的量

词：军 （军队 ）；邻、里、乡、党 （地方 ）。
2．同一 量词可以表示不同的 （下转第4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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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娱乐片 ）由ｄｏｃｕｍｅｎｔ和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拼缀 的；Ｄｅｍｏｐｕｂｌｉｃａｎ（美国民主 党内的保守派 ）
由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构成；ｎｅｔｉｚｅｎ（网民 ）由
ｎｅｔ＋ｃｉｔｉｚｅｎ拼缀 而成。这种构词方式简洁�结
构巧妙�而且具有很强的表现力。

总之�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促进了英语新
词的产生�加速了英语词义 的多义 运 动�使许多原
有词汇赋予新义 �以满足 科技发展�国际交往的需
求。正如哈雷 （Ｈａｒｌｅｙ�2006）所言�“大部分‘新
词’都是对已有词语进行能动性改造 的结果 ” ［5］。
作为英语学习者�为了描述和解释新的科学进展、
新的发明创造 �就需要不断了解和掌握新词汇�才
能跟上 英语发展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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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量。如 “里 ”既可表示长度之量�也 可表示
地方单位编制之量。这一 点与以前是相同的。
3．有的数词后量词可以省略。例如：
（1）原 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 （雍也 ）
（2）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 言。

（宪问 ）
例 （1）中省略了表示容量单位的量词�例 （2）

中省略了表示集体单位的量词 “户 ”。习惯上 把
最 通用的度量衡或其他单位省去不说�这在 古今
大致是一 样的。
注 释：
①程树德 《论 语集释》云 ：“所谓吉月 者�谓正月 也 。” （中
华书局�1990）
②杨伯峻 《论 语译注 》云 ：“古人这种数字 �有时不要看得

太机械。它经常只表示一 种很长的时间。” （中华书局�
2000）
③古代舞蹈奏 乐�八个人为一 行�这一 行叫一 佾 。八佾 是
八行�八八六十四人。
④邻里乡党�都是古代地方单位的名称�五家为邻�二十
五家为里�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五百家为党。

［参考文献 ］
［1］　朱熹．诗集传 ［Ｍ］．上 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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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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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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