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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土话连词 “和 ”读 “汉 ”音探源
张 惠 英

1.北京土话连词 、介词 “hàn”来自 “喊 ”,和吴语江阴话 、粤语台山话 、以及海南临高话 、长

流土话等一致 ,和哈尔滨话介词 “唤 ”相类

北京话确实有些人读并列连词 “和”为 “汉 ”,可参考侯精一 《北京话连词 “和 ”读 “汗 ”音的

微观分布兼及台湾国语 “和 ”读 “汗”音溯源 》(《语文研究 》待刊稿)。笔者也了解了几个老北

京 ,有的用 “和”,有的用 “汉 ”。可见北京人 “和 ”读 “汉 ”不是成片的成规则的读音现象 ,而是

一种零碎的散见的读音现象。这作为方言现象 ,也是很特别的 ,我们暂且称之为土话 。

北京土话连词 、介词 “hàn”的有关记载如:

陈刚《北京方言词典》106页(商务印书馆 , 1985):
hàn　(1)和 ,跟。现在已不大活用 , 使用范围只限于 “什么 ～什么 ” “哪儿 ～哪儿” “谁 ～谁”等词

组中。 (2)在(不用在动词和名词之间)。  他 ～家干什么呢?

陈刚 1981年 12月 31日的 《前言 》中说:“我着手编写这本词典是在 1943年 ,时行时辍 ,有时一

辍就是二三年不动。 1958年初具规模。此后十五年没有动它。 ……直到 1979年才又断断续

续增补一些 ,同时又删掉了一些与《现汉》重复的词条。 ……在编写过程中 ,先曾得到齐铁恨 、

克敬之等老夫子的指教 ,后又得到周殿福 、胡增益 、贾媛 、陈荫荣的指教 。”

贾采珠 《北京话儿化词典》29页(语文出版社 , 1990年):
哪儿跟哪儿 nǎr  ̄nnǎr什么和什么 , 后加感叹词 “呀”、“啊 ”, 指人言行不着边际 , 也说成 “哪儿

安哪儿”:乙 说的倒好听! 你的每句话都(唱梆子)好似钢刀刺我心 , 叫我 “三魂不在 , 七魄地流平”呀

哎! 甲 ～呀! (《老舍曲艺文选》 359页。中国曲艺出版社 , 1982)

贾采珠 “哪儿安哪儿”的记录 ,实际上就是 “哪儿汉哪儿 ”的异写。贾采珠还特别告诉笔

者 ,她听侯宝林说相声时说的是 “哪儿 ·h 哪儿 ”。

陈刚 、贾采珠都是我在 《中国语文 》时的同事 ,他们两人的语感显然有不同 ,包括作家老

舍 ,他用了 “哪儿跟哪儿”。

北京有些人 “和 ”读 “汉” ,也有读 “亥 ”的情况 。赵元任 《语言问题 ·第八讲 》126页讲到

“和”的几种用法 ,特别指出:
还有当 “与 、及 、同 、跟”那一些意思讲的 ,在平常语言里有两种说法:ㄏㄢ‵跟ㄏㄞ‵ , 并且常常轻

声。 ……我根本不用 “和(ㄏㄢ‵ 、ㄏㄞ‵)”这个连词 , ……因为 “和”念ㄏㄜ′的地方也相当的多 ,那么

当连词用的时候儿 ,学生念了ㄏㄜ, 先生就使劲改 , 可是一使劲就把ㄏㄢ‵念重了 , 说 “我汉你”, 听起

来就觉得很怪 。

赵元任 《现代吴语的研究》104页(1956年影印 1928年版本),连词 “和 ”的注音是 hann,

可见赵以 “汉 ”音读 “和 ”。

笔者以为 , “和”读 “汉”看不出语音根据 ,既无古反切的史载 ,也无偏旁谐声的缘由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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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英 海口　海南师范大学 571158)

首届汉语韵律及语调研讨会在大连举行

由南开大学语言研究所和天津市语言学会主办的首届汉语韵律及语调学术研究讨论会于 2009年 8月

20日至 21日在大连举行。会议由辽宁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承办。

中国语音学会会长鲍怀翘教授 、辽宁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于振元教授 ,以及南开大学语言研究所名誉所长

及教育部长江学者张洪明讲座教授分别在开幕式和闭幕式致辞。研讨会由南开大学语言研究所所长石锋教

授主持。

来自美国 、日本 、中国香港和大陆的学者鲍怀翘 、林茂灿 、张洪明 、冯胜利 、王洪君 、吴洁敏 、梁洁 、马秋武 、

张吉生 、杨晓安 、呼和 、陈虎 、曹文 、王蓓 、张翠玲等近 80人参加了研讨 ,其中 38位学者在大会上报告论文。专

题讨论分为八个时段:理论方法 、语调总述 、重音与节律 、语调与语气 、语调与语义 、汉语韵律模式 、汉语声调 、

韵律特征。会议论文报告展现了当前汉语韵律和语调研究的前沿进展和丰硕成果。 (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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