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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零」兩可？ 
 

馮振業 
香港教育學院數學系 

「零」的困擾 
時有聽聞小學教師爭論應如何口讀諸如「1203405」的多位數，最常見

的有以下兩種讀法： 

（甲）一百二十萬零三千四百零五； 

（乙）一百二十萬三千四百零五。 

教師們通常只接受其中之一為正確，錯了的便得改正。 

筆者曾不只一次被邀作訟裁員，其時，筆者必向對壘雙方查問上面兩

種讀法會否令聽眾錯誤理解成「1203405」以外的其他多位數，所得答案也

是從無例外的「不會」。換言之，上面兩種讀法均可準確地描述「1203405」
這個多位數，單從傳情達意的角度看，兩種讀法皆可接受。教師們關心的，

是數學上何者才算正確？甚麼時候要讀那個「零」？ 

數學要求 
數學給人的印象，或許是字字要問對錯，句句要分真假。然而，大數

學家康托爾（Georg Cantor）曾說過：「數學的精粹在於它的自由。」這話

並非說做數學可以胡來，而是指在符合邏輯嚴謹性的要求的大前提下，人

們是可以行使本身的想像力和創意，在浩瀚的數學大海上遊弋。 

在數學的世界裏，並沒理由要規限人們用怎樣的系統方法讀出多位

數。只要這個系統能滿足多位數與多位數讀法之間存在一一對應，那麼，

它就沒有抵觸數學的遊戲規則了。引申的結論，就是多位數中間的「零」，

可讀，可不讀！ 

鑑古知今 
翻查文獻，也可印證上面的結論。中國古籍《九章算術》的少廣章便

有把「3972150625」寫作「三十九億七千二百一十五萬六百二十五」（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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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257 頁），當中的「零」是不讀的。依此，我們便得出「1203405」
的第三種讀法： 

（丙）一百二十萬三千四百五。 

大家或許會質疑有人會把「一百二十萬三千四百五」理解成

「1203450」，從而否定這種讀法。這種混淆，源於我們把「1203450」誤讀

成「一百二十萬三千四百五」，而非正確的「一百二十萬三千四百五十」，

加上習非勝是（其實也可看成是日常用口語和精確數學用語的差異），才有

此等誤解。以下是比較（甲）凡「零」必讀的方法，和（丙）凡「零」不

讀的方法的一些例子： 

多位數 （甲）凡「零」必讀的方法 （丙）凡「零」不讀的方法

908070605 九億零八百零七萬零六百零五 九億八百七萬六百五 

1200034005 十二億零三萬四千零五 十二億三萬四千五 

5000006 五百萬零六 五百萬六 

在中國數學歷史裏，（甲）和（丙）均曾被採用，除《九章算術》用（丙）

之外，較近期的有明代數學家程大位的《算法統宗》，裏面卷六有把

「102503232」寫成「一億零二百五十萬零三千二百三十二」（梅、李，1990，
514 頁），即用了（甲）。至於「乙」，則是一種存在於（甲）和（丙）之間

的讀法，為中國大陸採用，現簡單介紹於後。 

多位數讀法 
如果我們不介意累贅，多位數的讀法其實可以十分簡單。只要由最左

方的數字開始，先讀數字，後讀它的位值，接著順序（由高位值至低位值）

逐位讀出即可。例如 908070605 便可讀成「九億零千萬八百萬零十萬七萬

零千六百零十五」，用圖表示，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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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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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連零位的位值也讀出的方法委實過於冗長，自然無法被人接受。

可是，如果我們細心觀察圖一，便不難發現，若以每四位為一節的話，各

位的位值其實是由「個、十、百、千」和該節的「節值」（一、萬、億、兆

(*)）組合而成（見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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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 

現時中國大陸採用的多位數讀法，就是一個四位分節的系統（顧、葉、

王，1995，22 頁）。它的原理是把每節看成四位數來讀，讀完再配上節值

（如果節值是「一」便省去）。這方法在每節最左方的數字均不是「0」的

時候，一點困難都沒有。要註明的，是有「0」出現在每節最左方的時候怎

樣讀法。下面的兩個原則處理了這些情況： 

（原則一） 一串（即一個或以上連續的）包含個位的「0」，不讀。 

（原則二） 一串不包含個位的「0」，如果包含一個或以上一節最左

方的「0」，合共讀一次。 

下面的例子說明這兩個原則的應用： 

  
讀  讀 

（原則二） 
 不

讀

 不讀 
（原則一） 

 1 0 2 0 0 3 0 4 0 0 0 0 0 0 0 

兆 億 萬 一 

一百零二兆 零三十億 四千萬  

                                           
(*) 作者註： 古代對大數有多種不同的進位方法，可參看《算法統宗校釋》104 − 105

頁，這裏以一萬億為一兆，是中國大陸目前沿用的進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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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了這個系統，便可以清楚解釋為甚麼「1203405」會有像（乙）的第

一個「0」不讀，而第二個「0」卻要讀的「一百二十萬三千四百零五」的

讀法。 

還有一點要注意的，是普羅大眾對「兆」這個單位比較陌生，於是出

現以「萬億」取代「兆」。這樣一來，第九至第十六位的讀法便應依循八位

數的讀法，再配上「億」這個節值（這節特別地有八個位）。再用上面的例

子說明如下： 

  
讀  讀 

（原則二） 
 不

讀

 不讀 
（原則一） 

 1 0 2 0 0 3 0 4 0 0 0 0 0 0 0 

萬 一   

億 萬 一 

一百零二萬零三十億 四千萬  

汰優留劣？ 
儘管我們不能以對錯論（甲）、（乙）、（丙）三種讀法，然而，數學世

界卻喜歡以簡繁定優劣。若以相同功能（這裏即讀出多位數），則以最省功

夫的為最優。依此推斷，優劣順序應為（丙）、（乙）、（甲）。讀者或許會問，

這裏最優的（丙），為甚麼沒有成為今天的主流？筆者未經考證，無從回答。

不過，歷史告訴我們，數學文化，從來都不成主流。要大多數人嚮往（丙），

必先有大多數人具備一定的數學觸覺和品味的客觀條件。要達致這樣的境

界，廣大數學教師還需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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