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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汉语中存在大量含“七”“八”且表“乱”义的成语，学界对其成因的看法并未统一。本文在对语

料库进行检索的基础上，对该部分成语各种形式、用法的出现时间进行界定分析，认为这类成语是由表

“多”义逐渐发展出“乱”义的，又从“乱七八糟”的典故、与《庄子》《周易》的关系、语音和谐等

方面进行语义成因上的考察和推断，最后在其他学者对“胡说八道”成语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认为

这种语义上的联系也是促成成语“胡说白道”发展为“胡说八道”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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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idioms in modern Chinese that contain “seven (七)” and “eight (八)” and 
express the meaning of “disorder (乱)”, and there is no unified view in the academic circle on their 
causes. On the basis of searching the corpus, this article defines and analyzes the appearance time 
of various forms and usages of this part of idioms, and believes that these idioms gradually devel-
oped from expressing “many (多)” to “disorder (乱)” meanings. It also examines and infers the se-
mantic causes of “Luanqi Bazao (乱七八糟)” allusions, the relationship with “Zhuangzi” (“庄子”) and 
“Zhouyi” (“周易”), and phonetic harmony.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other scholars on “Luanqi 
Bazao (乱七八糟)” idioms, it is analyzed that this semantic connection is also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he idiom “Hushuo Baidao (胡说白道)” eventually developed into “Hushuo Badao (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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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汉语中含有数字的四字成语是一个重要且庞大的类别，其中含有“七”“八”二字的成语更不

在少数。在正式的书面文本里，这类含“七”“八”的成语凭借其凝练的表达效果，承担着精准传递语

义、增强语言表现力的功能；在口语交流情景中，它们的使用频率同样居高不下，一直是人们日常表达

时信手拈来的常用语言形式，充分体现出这类成语在不同语体中的强大适应性与广泛的群众接受度，其

中又有一部分成语的意义不能从各字的含义中推测出来，如： 
1) 常二爷没说什么，心中七上八下的非常的不安。(《四世同堂》) 
2) 满屋子里人，七嘴八舌，只说闲话，金太太和凤举夫妇，依然是不言语。(《金粉世家》) 
3) 那时候，它是在武昌的一家小印刷所里，以七拼八凑的字体，以性质不同的文章，慢慢的拼成，

慢慢地由一架手摇机降落下来。(《老牛破车》) 
4) 他越走道路越是狭窄，数次踏入了田中，双脚全是烂泥。到后来竟摸进了一片树林之中，脚下七

高八低，望出来黑漆一团。(《神雕侠侣》) 
5) 路果然烂，中间段的柏油混凝土好像被人撬破了，七拱八翘。(《你别无选择》) 
可以看到这部分成语的意义都不是其组成各字的简单相加，而是有一定程度上的整合。《现代汉语

词典》[1] (第 7 版，商务印书馆 2016 年出版。以下简称《现汉》)中“七”字有这样一个“七 X 八 X”的

词条，解释为“嵌用名词或动词(包括语素)，表示多或多而乱”。可见，当现代汉语中“七”和“八”同

时出现组成成语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成语具有在字面上解释不出的“多而乱”的含义。而在实际应用

中，除了“七 X 八 X”(其中 X 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下同)这样的形式外，还有“X 七 X 八”“X 七

八 X”形式的成语，如： 
6) 见了我进来，起身让座。这屋子像是一间正屋，却横七竖八摆了四五张桌椅，又仿佛是个小小的

私塾。(《金粉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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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于是马先生带着儿子到上海，买了两张二等船票，两身洋服，几筒茶叶，和些个零七八碎的东西。

(《二马》) 
在这些含“七”“八”的成语中，“多而乱”的意义都不能从其组成的各字中推断，那么究竟为什么

会产生这种“怪”现象呢？本文不揣浅陋，尝试着就此做一点猜想和探讨，并推断该类成语与“胡说八

道”成语的关系。 

2. 含“七”“八”四字成语“乱”义成因分析 

2.1. 汉语史上的含“七”“八”的四字成语 

通过检索北京大学语料库我们发现含“七”“八”的四字成语最早出现在六朝时期《全刘宋文》中，

书中只有一个“七 X 八 X”的例子： 
8) 此邦解纲舍前，矜昆育，七泽八薮，禽兽丰硕，虞候算，义非所吝。(《全刘宋文》) 
在该例中，“七泽八薮”理解为“所有可以进行捕捞的水域和狩猎的山林”，可以得出此时的含有

“七”“八”的四字成语中，已经出现“多”的含义，但还没有表“乱”的用法。 
在宋代，尤其是在禅宗语录中“七 X 八 X”使用频率大大增加，并且开始出现“多而乱”意义的用

法： 
9) 其或未然，切莫乱走。蓦然地水火风一散，如落汤螃蟹，七手八脚。那时莫言不道。(《佛语·录

无门关》) 
由此得出，“七 X 八 X”形式的成语，至少在六朝时期出现并有“多”的含义，至少宋代时期已经

开始出现“多而乱”的用法。 
据此，我们又继续检索北京大学语料库发现含“七”“八”的另一种格式“X 七 X 八”的使用情况，

该格式相对“七 X 八 X”用例较少。根据检索，该形式首次作为固定成语使用是在明朝： 
到得城外看时，原来旧有数百人家，却都被火烧做白地，一片瓦砾场上，横七竖八，杀死的男子妇

人，不计其数。(《水浒全传》) 
该例中，“横七竖八”显然已与当代的用法十分接近，即“形容事物摆放杂乱，毫无规律”，“多而

乱”的用法已经十分成熟。同样，我们在北大语料库中进一步检索了含“七”“八”成语的另一格式“X
七八 X”，发现早期“七”“八”连用常用来表数目多、概数或具体数目，如“长七八尺”“西门庆进

来，已带七八分酒了(《金瓶梅》)”，这并不是本文的研究对象，该格式正是作为成语出现时间较晚，并

且在语料库中第一次作为“多而乱”的用法出自清曾朴《孽海花》第五回： 
“你看屋里的图书字画，家伙器皿，布置得清雅整洁，不像公坊以前乱七八糟的样子了，这是霞郎

的成绩。”(《孽海花》) 
综上，通过对北京大学语料库的检索，可以得出含“七”“八”的四字成语中，“七 X 八 X”格式

于六朝时期已经出现，只表“多”义，宋代开始有了“多而乱”用法。“X 七 X 八”格式用例较少，明

朝时“横七竖八”作为固定成语出现，其“多而乱”义已成熟。“X 七八 X”格式早期多表数目相关，其

作为成语出现较晚，首次以“多而乱”义用于清代《孽海花》。通过检索，但基本可以推测出此类成语由

“多”发展出“乱”的发展轨迹，且“多而乱”的用法至晚不晚于宋代。 

2.2. 含“七”“八”四字成语“乱”义的成因 

由以上三种格式成语的用法发展可得，这部分含“七”“八”成语并非一开始形成就有“乱”义，而

是在随着“多”义用法的使用频率增加逐渐发展出表“乱”义的用法，我们认为一方面这与中国千百年

来的思想观念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关联，《庄子》[2]有言：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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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救。“多”“乱”在人的观念中总是联系在一起，这也符合人们的认知规律，“多”作为“杂”的量化

基础，其超阈值存在必然引发系统熵增，这种量变到质变的哲学思辨通过语言使用得到具象化呈现，因

此中国传统思维中更注重“尚简忌繁”。 
另一方面，虽然含“七”“八”的四字成语“乱”义的用法约在宋代时才开始出现，但“七”“八”

分别和“乱”“纷扰”义联系在一起在历史上时间要早得多，这一点可以从“乱七八糟”成语典故中得

知，据洪慧敏[3]，“乱七”一词与汉朝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的典故有关。西汉时期，诸侯王权力逐

渐扩大，形成独立王国。汉景帝为巩固统治，采取一系列措施收回权力，引发七国联合叛乱。在杀掉大

臣晁错后，景帝派周亚夫领兵平定七国，最终恢复了朝廷的统治地位。“八糟”一词与晋朝历史上的“八

王之乱”有关，描述了晋朝皇室内部为争夺权力而进行的长时间、大规模、血腥的斗争。晋朝初年，司

马炎为巩固政权，将皇室子弟封为诸侯王，享有特权。然而，随着皇帝更迭和权力斗争的加剧，各诸侯

王开始争夺中央权力，导致朝廷动荡不安。这场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规模宏大，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

灾难。最终，东海王司马越在斗争中胜出，掌握了朝廷大权。这种历史上的联系也为“七”“八”构成具

有“乱”义的成语提供了可能。 
其次，同义词语的骈用是汉语中重要的一种表达手段，相当数量的双音节词和四字格形式就是同义

词语骈用的结果。从成语的内部结构看，本文研究的这类成语的两个组成部分“X 七”(“七 X”)和“X
八”(“八 X”)之间多数是一种骈用的并列关系，与“七”“八”分别组合的词或语素意义是相反或相近

的，如“七上八下”“七零八碎”“七”和“八”也在两部分中起着制约平衡的作用。这在《周易》[4]
中也有所涉及，《周易》有言：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其中四象分别代表着：少阳、少阴、老阳、老

阴。在周易象数中，少阳代表七，少阴代表八，老阳代表九，老阴代表六。采用“七”“八”刚好对应

“少阳”“少阴”，制约着阴阳平衡，所以“七 X 八 X”本是性质较为稳定的少阳少阴加两个并列的词

或语素构成，在后来使用中不断变化，导致无法判断是阳是阴，这也是为什么古人用“七上八下”来形

容人内心方寸大乱，惊惶不安的原因。 
最后，古代汉语中常用相邻数字表虚指(如“三言两语”“千军万马”)，七和八都是接近十的中间数，

加之汉语成语中讲究平仄对仗和音节节奏，七和八这两个音素发音在汉语中发音一个偏前一个偏后，都

是阴平字，调值中等，同调组合容易形成朗朗上口的四字结构，上下、零落等很适合与它们形成抑扬顿

挫的语音组合，为“七”“八”二字连用现象的形成提供基础。 

3. 含“七”“八”成语对“胡说八道”成语形成的影响 

王灿龙[5]通过语料库检索和文献调查探讨了“胡说八道”和“胡说白道”在不同历史时期文献中的

出现情况，证实了“胡说白道”的产生明显早于“胡说八道”。在探讨“胡说八道”的生成理据时，文

章提出了“八”对“白”的同音替代观点。通过分析全国 41 个方言点的“八”和“白”的发音情况，文

章发现这两个字在多数方言点中发音相同或相近，为同音替代提供了坚实可信的语音基础。同时文章还

反驳了网络上关于“胡说八道”来源于胡僧宣讲佛教“八正道”的解释，认为这种解释缺乏语言学理据，

并与佛教传入我国的历史事实相悖。我们赞同文中认为成语“胡说八道”是由“胡说八道”同音假借而

得来的观点，但文中并未深入探究“白”和“八”之间语义上的联系。那么为什么单单是“八”逐渐取代

了“白”，而不是其他与“白”在语音上有密切联系的字呢？本节尝试就这一点作出补充。 
“胡说白道”作为一个并列式成语，“说”和“道”在语义上接近，“胡”和“白”作为这两字的修

饰成分在语义上也应当接近，根据王灿龙对《晋察冀日报》《东方杂志》《申报》以及对 BCC 语料库、

CCL 语料库的检索，“胡说白道”差不多在明朝万历年间(16 世纪末)就已有成熟的用法，即表示信口开

河、乱讲一通，“胡”和“白”显然也就具有表“胡乱”“没有根据”的修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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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第二小节可知，含“七”“八”的成语在语义上具有“多而乱”的含义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且使

用频率一直都较高，我们认为正是这种联系为“胡说八道”取代“胡说八道”奠定了基础。邹韶华[6]提
出“语频效应”即“语用频率效应”，他认为词语、句式在语用中出现次数的多寡会对语言的意义、结构

等产生不同的影响。他主张“一个语言成分甲(如‘水平’)经常与另一个修饰性的语言成分乙(如‘高’)
在相同的语境中(如‘有高水平’)连用，乙成分的性质就影响到甲，从而潜存于甲中，最后在和原来相同

的语境中只出现甲而不出现乙时，甲就有可能体现乙的性质，这种语言感觉称之为语境频率联想”。 
尽管上述理论是邹文在论述中性词在语境中的语义偏移时所涉及的，但我们认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

解释为什么“八”可以逐渐取代“白”。根据该理论，含有“七”“八”的成语表“乱”的用法在远早于

明朝万历时期的宋代就已经出现。随着使用频率的提高，这类成语的“乱”义逐渐影响到了其组成成分

“八”，从而潜存于“八”中，以至于在部分语言形式中只存在“八”时，也使得整个语言形式具有“乱”

义。所以“八”字单独使用时有“乱”义也并非不可能，而“胡说白道”中“胡”字本就有“胡乱”“任

意”的含义，更容易激活并使得“八”与“乱”义联系起来，这更为“八”替换“白”提供了可能。最终，

由于语音和语义上的紧密联系，随着使用频率的提高，“胡说八道”也就逐渐替代了“胡说八道”。 

4. 结语 

“七”字单独使用时，一般表示数目多，不表“乱”义，“八”字单独使用时一般表示数目多或使用

起来比较通达威风，如“八仙过海”“才高八斗”。含“七”“八”的四字成语中却相当大一部分具有

“多而乱”的含义，这与成语的整合有关。本文从检索语料库入手，在成语的来源、典故、语音和谐等方

面对此类成语的形成做了相对系统的解释，并基于已有的成果探讨了对“胡说八道”成语形成的作用，

有利于帮助理解成语本身，也有利于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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