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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非数词用法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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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从 古 文 字 资 料 看 ， 五 ”字 的 本 义 当 为 “交 午 、交 错 ' 于 省 吾 等 学 者 皆 有 考 释 ，而 表 数 量 的 数 词 用 法 乃 是 其  

假 借 义 。 “五 ”字 的 本 义 还 保 留 在 一 些 常 见 的 词 语 中 ，如 “四 分 五 裂 ”“五 花 肉 ”等 。 由 于 缺 乏 古 文 字 学 知 识 , 五 ”的 

本 义 多 不 为 人 所 知 ，而 常 见 的 工 具 书 也 并 未 对 其 非 数 词 用 法 做 出 释 义 ，这 容 易 造 成 人 们 理 解 上 的 偏 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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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五”在现代汉语中多用作数词，这是其最常 

用的一个义项，但并不是所有的“五”都用作数词， 

尤其是在一些成语中“五”保留了其本义“交午、交 

错”之义。不过，由于后起的假借用法（表数量）取 

代了其本义成为“五”的基本义，而现在常用的工 

具书在“五”词条之后往往只是列出其“数词”这一 

义项，而未说明其本义，因此其本义往往不为后人 

所知。另外，一些成语词典对由“五”构成的成语 

也只是进行整体释义，而并未对其构成成分的 

“五”单独做出解释，这也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偏差。

现代汉语辞书编纂与古代训诂学密不可分。 

众所周知，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发展而来的，两 

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代汉语词典》 

“前言”和“凡例”明确指出，其所首次与包括“现代 

书面上还常用的文言词语”还收录了一些字词的 

“古代用法”还收入了一些“现代不很常用的字”， 

这些源于古汉语的字、词、语，也是现代汉语的有机 

组成部分，要精确地解释这些成分，势必要借助于 

训诂学。《现代汉语词典》对许多含有古汉语语素 

或语言成分的现代汉语语词做出了精确的训释 

(祝鸿熹1998)[1]。如：

不速之客：指没有邀请而自己来的客人

(速:邀请）。

生死攸关：关系到人的生存和死亡（攸：

所 ）。

杀人越货：杀害人的性命，抢夺人的财物

(越:抢夺）。指盗匪的行为。

含辛茹苦：经受艰辛困苦（茹：吃）。

《现代汉语》不仅对这些成语整体作出了解 

释，而且对其中较难理解的构成成分也作出了精准 

的解释，使读者能够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透彻而 

准确地掌握词语的含义。当然，《现代汉语》也存 

在一些由于对语词中包含的语言成分未加训释说 

明，从而影响对有关语词理解的现象。如：

摧枯杠朽：枯指枯早，朽指烂了的木头。

比喻腐朽势力很容易打垮。

这里只解释了“枯” “朽”两个词，而忽略了对 

“拉”这一古语词的训释，读者很可能按照“拉”现 

代的常用义“拉扯”来理解其中的“拉”，这是不确 

切的。“拉”的古义是摧折，成语“摧枯拉朽”的 

“拉”保留并沿用了这一古义。

深恶痛极:厌恶、痛恨到极点。

按照这样的解释，读者很容易把“痛”理解为 

“痛恨”，把“极”解释为“极点”，这是错误的。这 

里的“极”是厌恶、憎恨之义。“痛”是程度副词， 

相当于“很”。由于《现汉》释文笼统，从而对读者 

理解古语素古词义产生了误导。

综上可知，辞书对成语的构成成分，尤其是对 

保留古语用法的成分的解释是非常必要的，对这些 

成分做出精确地解释，有助于读者正确理解成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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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而未对其做出相应解释，则容易造成读者的 

误解。本文所论及的保留“五”本义的成语如“四 

分五裂”“五花大绑”“五花肉”属于后一种情况， 

“四分五裂”并不是字面上的“分成四份，裂为五部 

分”，而是指“交午而裂”；“五花大绑”也并不是字 

面上“用五根花绳把人绑起来”而是指“绑人的一 

种方式，用绳索套住脖子并绕到背后反剪双臂”也 

就是说用交错的绑法将人绑起来。另外，像我们常 

说的“五花肉”中的“五”应该也是“交错”的意思， 

指那种肥痩交错的猪肉。这些词语中的“五”并不 

是表数量，而是“交午、纵横交错”之义。而常用辞 

书未对这些成语中的“五”做出注解，这容易造成 

人们理解上的偏差。下面我们以“四分五裂”为 

例，结合部分常见辞书的释义进行分析。

二 、常用工具书对“四分五裂”的释义

就现代汉语而言，“四分五裂”是一个源远且 

常用的成语，但现代一些有相当影响的辞书对这一 

成语的解释相当模糊，不利于学习者准确地理解和 

把握。查阅常用的词典，发现大多数工具书对“四 

分五裂”的释义都相当囫囵、模糊，如：

《辞源》对“四分五裂”的解释为：《战 国 策 • 

魏》：魏之地势，故战场也。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 

也。”后用为破碎不全的意思。[2]

《成语辞海》释“四分五裂”为:“ 1.形容破碎分 

散，不统一，不完整。2.形容不团结。”[3]

《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将“四分五裂”解 

释为：形容分散、不完整、不团结。”[]

《古今汉语词典》释“四分五裂”为：“形容分 

裂、不完整、不统一。”[5]

《汉语大词典》和《汉语成语大辞典》对“四分 

五裂”的解释完全一致，都列出了两个义项：“ 1.分 

裂败亡。2.形容分散不统一。”[6][7]

《汉语成语考释词典》对“四分五裂”解释为： 

“原指四方受敌，国土易被分解割裂。”《汉书邹阳 

传》：“夫济北之地，东接强齐，南牵吴越，北胁燕 

赵，此四分五裂之国，权不足以自守，劲不足以捍 

寇。”颜师古引晋灼曰：四分，即交五而裂，如田字 

也。”后来用“四分五裂”形容分散破碎，不完整，不 

统一。[]

综上可知，《成语辞海》《现代汉语词典》《古今 

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和《汉语成语大辞典》等 

工具书对“四分五裂”的解释极其简单，且漏收了 

字面意义，直接列出了其比喻义，这不利于读者理 

解其原始义，也容易使人们以今释古误认为:其中

的“四”和“五”为数词，“四分五裂”义为“分成多 

个部分”即“分散、不完整、不统一”。相对于以上 

几本工具书，《汉语成语考释词典》的解释较为准 

确、全面，它不仅列出了“四分五裂”的常用义，而 

且列出了其本义、引人了书证，更为重要的是，它引 

入了学者对成语内部构成成分的解释，有助于我们 

更加准确地理解其整体的含义。按照《汉语成语 

考释词典》对“四分”的解释:“四分”为交五而裂， 

如田字也。从结构上看，“四分”和“五裂”是同义 

并列结构，既然“四分”不是指“分成四部分”，而是 

指“交五而裂，如田字”，那么“五裂”也绝不会是指 

“裂成五部分”而应该也是指“交五而裂”。《辞 

源》虽然没有直接解释其本义，但其引入了 “魏之 

地势，故战场也。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作为 

书证，这也间接地证明了“四分五裂”本义应为交 

午而裂、纵横交错，因为此句“四分五裂”用来修饰 

“道”，应该是指“路况复杂、纵横交错”，而不可能 

是指“道路分裂为多个部分”。由此可知，这里的 

“五”是指“纵横交错、交叉”之义，“四分五裂”并 

不是分成四部分或者裂为五部分，而是指交五而 

裂。而就笔者所查阅的这些工具书均未对“五”做 

出单独释义，这就造成了人们对“四分五裂”的 

误解。

类似的“五花大绑” “五花肉”也存在同样的问 

题，常见工具书未对其中的构成成分“五”做出解 

释，这是造成人们理解偏差的一个重要原因。至此 

可见，欲对“四分五裂”“五花大绑”“五花肉”等这 

类词语进行正确理解，对“五”的考释非常必要。

三 、“五”的本义考证

“五”在早期甲骨卜辞中作“X”，后又作“五”， 

小篆写作“五”，许慎《说文解字》释为:“五行也，从 

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许慎对“五”本义的 

解释附会阴阳观念认为“五”是表示阴阳五行的， 

“二”表天和地，“ X”表示阴阳在天地间交午，这与 

字的构形本身无关，不可信。张舜徽《说文解字约 

注》卷二八云：“五当以“ X ”为初文，而硋又以交午 

为本义，实像交错之形。纪数之字，古金文有作 

“I ”者，则积画为之，与一二三四同例，自借乂为 

之而 i 废矣。” [1°]林义光也认为“五”本义应为“交 

午”，假借为数名。“五”假借为数词后，为假借义 

所专用，“纵横交错”之义则另借“午”来表示。如， 

《周礼•秋官•壶涿氏》：若欲杀其神，则以牡椁 

午贯象齿而沈之。”汉郑玄注:“故书，椁为梓;午为

五。”孙怡让正义：午五二字古本通用，《左•成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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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传》‘夷羊五' 《国语•晋语》作‘夷羊午’是 

其证。”朱芳圃先生云：五为本字，午为假借。”[11] 

又如，《大射仪》：若丹若墨，度尸而午。”郑玄注: 

“ 一纵一横曰午。”贾公彦疏:“十字为之。”王筠《说 

文释例》：正之则‘十’字，袤之则‘ X’字，故知午 

为借字。”一纵一横相交，这正是“ X”的本义，可能 

由于后来“X”的假借用法（表数量的数词）成为其 

主要用法，所以古典籍中多用“午”来表示其本义 

“交午”。至于“五”的形体为什么从“ X ”演变为 

“五”，于省吾先生认为“由X而五，上下均加横画， 

以其易与‘硋’（引注：即刈）字之作‘硋’者相混 

也。”[12]由此可知，“五”的本义为“交午，纵横交 

错”，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表数量的数词用法只是其 

假借用法。而“四分五裂”“五花大绑”等成语中的 

构成成分“五”使用的正是其本义“交午，纵横交 

错”。

四 、对 字 典 、词典编纂工作的启发

“五”的本义为“交午，纵横交错”，但随着字形 

的讹变、文字的假借，“五”的假借用法以压倒性的 

优势成为“五”的主要用法，其本义“交午、纵横交 

错”这一义项在现代汉语中使用较少，人们对“五” 

的这一本义用法也相对陌生，而且常用的词典、字 

典类工具书在对“五”释义时也很少列出“交午、纵 

横交错”这一义项，如《王力古汉语字典》在“五”词 

条里仅列出“数目”这一个义项。因此，当人们看 

到“五”或者含“五”的成语时，就会习惯性地将其 

中的“五”看作是用来记数的数词，这也是造成人 

们对“四分五裂” “五花大绑”类成语理解偏差的一 

个重要原因。我们认为字典编纂应该而且也有必 

要将字的造义作为一个义项列于词条之后，字的本 

义是其他意义产生的基础，虽然有些字词的本义随 

着语言的发展逐渐被人们所遗忘，但它毕竟是语言 

文字发展的一个环节，了解其本义能够使我们更系 

统地了解词义发展演变的历程，而且有些字词的某

些意义虽然在现代汉语中不再使用，但是它会保留 

在成语、或者一些文言词汇中，因此了解其本义能 

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运用它们，正如了解了 “五” 

的造义就不会对“四分五裂” “五花大绑”望文生 

义，产生理解上的偏差。另外，在词典，尤其是成语 

词典的编纂中，除了解释成语的整体意义之外，还 

应尽可能地附带解释与现代意义有别或容易造成 

理解偏差的个别字词的意义，从而使读者能够知其 

然又知其所以然，透彻而准确地掌握词语的含义， 

以便于学习者正确而深刻地理解成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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