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言中多合音字。两字语音急促连读，合二音作一

音，义不变，是谓合音。古语及今方言中此现象多见，北方

话中的“甭”即是“不用”的合音，儿化音亦然，若“摸黑儿”，

“黑儿”二字不能分开，要快速读作一音才算正确。

合音古来有之。古汉语中文言文中时常出现的有叵

（不可）、耳（而已）、诸（之乎）、盍（何不），今汉语中亦保留

部分，甚至网络时代还新造了合音字，如“表（不要）”、“酱

（这样）”等字。瑞安方言中有个别有音无字的，在古今汉

语中都找不到对应的字，实则也是由两个汉字音合成之后

的新音。将这些字列出来，先读原音，再读合音，颇有意

思。

无有：即“没有”之义，“无”发音同方言“五”，“无有”今

书面印刷多作“冇”，是借了粤语中造出来的字，但瑞安实

际发音近普通话“脑”。此音其他地方声母多发作 m（明

母），瑞安发作η（疑母），或是在某一历史时间“无”发音同

“五”，或是“无有”这个合音的声母单独地发生了转变。

不爱：今书面多写作“覅”，因汉语表达“希望、索取、请

求”等祈使语气的“要”字，在方言中是用“爱”代替的，连

“要不要”在方言中的表达也是“爱不爱”。“不爱”在方言中

发音近普通话“非”，因“爱”作“要”义，故而借了“覅”字来

作书面使用。在瑞安个别乡镇，“不爱”发音同“灰”，义同。

不会：发音同方言“灰”，调值不同。方言中问“会不

会”，“不会”常作连读，但“不会”不作合音的现象亦仍存

在，有时表示强调或其他目的，会特地将“不会”分开说，此

点与“无有”“不爱”不同，后者已作惯了合音，再无分开使

用过。

不好：发音近方言“否”，义即指不好。物事不好吃、地

方不好嬉、电视不好眙⋯⋯“不好”皆作合音。

无好：“无”字古音声母作 m，“无好”音同方言中的

“毛”，义指不好的、坏的。方言中无“坏”一字，形容坏时直

说“无好”，“无好显无好”，数来是五个字，其实只有三个

音。

訾那：发音同普通话“咋”，义同“怎么”。訾为楚语，解

释作“何也”，那亦为疑问词，訾那二字可连作合音字，亦常

有分开使用。

居屋：发音与方言中的“狗”相近，意指这儿。许屋：发

音类似普通话中的“好”音，意指那儿。

居、许皆为古汉语指代词，在某一历史时期被使用过，

今已消亡，但是瑞安方言中沿用至今。屋即地、所，方言中

有“屋党”一词来表示地方、处所，故而“居屋”“许屋”用来

指代这儿、那儿。更复杂的情况是，在“居屋”前再加上

“吾”作合音，用来表示“我这里”之义，在“居屋（许屋）”前

加“你”作合音，表示“你那里”之义，有时候读得更快了，听

起来就像是“我后”“你后”音了。

由上可知，合音字在方言中多为口语，而且使用频率

非常之高。不过仍有许多合音字不及介绍，笔者作此文抛

砖引玉，以期能有更多乡贤致力方音求索。

“西河河水清幽幽，不及太和一壶酒”。此

“太和”即“太和酒坊”，是清代瑞安的一家酒坊

商 号 ，设 在 现 在 的 玉 海 中 心 小 学 校 舍 所 在 之

处。清咸丰年间（1851—1861），许培基在瑞安

城内临西河渔篁街创办了太和酿酒坊。他是一

位儒商，经营有方，管理有序，家庭很快殷富起

来。他的儿子许黼宸(1855—1902)则把太和酿

酒坊的事业进一步推向辉煌。

许黼宸，字祝酉(卣)，或称竹友，清光绪十五

年(1889)举人，为人善良，不争名夺利、热心公益

事 业 ，以 学 行 闻 于 时 ，曾 被 孙 锵 鸣 聘 为 孙 家 塾

师，为孙诒钧等诸子授教。他育子六人，十分重

视对子女的教育，眼见清廷腐败，科考衰落，又

受西学东渐和实业救国思潮影响，临终前嘱咐

夫人：除长子许伯寅遵“父母在，不远游”家规在

家侍奉父母，让其他儿子出洋留学，以应时需。

夫人遂不惜家财，让许璇、许燊、许铸、许壬、许

徵等五子东渡日本求学，这是瑞安当时少见的

开明家族。许氏昆仲果然不负父母期望，学成

归国后，在各自的领域都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我

国近代的民主革命和科教事业的发展中留下了

厚重的一笔，被邑人称之为“太和五杰”。

许燊，字达夫，清光绪五年(1879)生于瑞安

城关渔篁街赫赫有名的“许太和”酿造坊，是许

“太和”六兄弟的老三。1902 年毕业于瑞安普通

学堂（瑞中前身）。1903 年，24 岁的许燊先其兄

许璇赴日本留学，入日本弘文书院，后又在日本

东京明治大学攻读法政学。留日期间，他结识

了著名的民主革命家黄兴，并与其结为挚友。

1905 年 8 月，孙中山与黄兴在日本成立中

国同盟会。作为黄兴的亲密挚友，许燊积极响

应，成为最早加入同盟会的瑞安人。从此，他追

随孙中山先生，致力于民主革命运动。与此同

时，他与沈钧儒、于右任、张静江、褚辅成等人结

为同盟。1908 年结束学业归国后，他与瑞安人

虞廷恺等一同应聘就任浙江法政学校教员，与

陈叔通、王家襄等日后政要成为同事。他奉同

盟会之命，在江浙地区的青年学生中宣传民主

革命思想。

辛亥革命后，许燊当选临时省议会议员，继

而加入由中国同盟会改组的中国国民党。1913

年，与沈钧儒、于右任、张静江、褚辅成等人当选

为中华民国首届国会参议院议员。他和沈钧儒

为日本明治大学法政专业毕业生，理所当然参

与了民国初期有关法律、法规和政令的制订和

审议工作，为我国近代法律体系的初步形成奠

定了基础。

1913 年 3 月 20 日，宋教仁被刺杀，国民党人

即酝酿“二次革命”。至 9 月，历时两个月的“二

次革命”失败，许燊等国民党籍国会议员被袁世

凯下令取消议员资格，只得避居上海。1915 年

底，袁世凯复辟帝制，许燊即响应孙中山、黄兴

的号召，积极参加护国讨袁斗争，协助黄兴策划

南京独立。1916 年 6 月袁世凯死去，民国政府

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第一届国会，许燊回到北

京复任国会参议院议员，和褚辅成等为立法和

国家重大事项审议工作尽力尽责。1917 年发生

“府院之争”及“张勋复辟”事件，国会再次被解

散，孙中山南下广州组织“护法国会”和护法军

政府，许燊留沪策动浙军响应护法，并出任护法

国会参议院议员。1921 年 5 月，许燊与褚辅成

等组织全浙公会，积极倡导浙江自治。1922 年

第二次恢复国会时，许燊再任参议院议员。

1923 年，军阀曹锟为圆总统梦，不惜花费千

万银票活动国会议员。但凡议员投其一票便能

得 5000 大洋，出席一次选举预备会也能领 200

元出席费，对于出力大的，则另行犒赏。但许燊

对银票不屑一顾，不但拒不参加总统选举会及相

关活动，而且南下广州参与孙中山发起的讨伐曹

(锟)和贿选国会的运动，凛然正气由此可见。

1925 年孙中山逝世后，许燊淡出政坛，以元

老身份和沈钧儒一同寓居上海，热心社会工作。

1926 年 7 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浙江省长夏

超宣布“浙江自主”，许燊等呼吁“浙人治浙”，暗

中支持他脱离孙传芳军阀集团。夏超失败后，

他和蒋尊簋、褚辅成等全浙公会董事联合各方

士绅开展和平运动，密约浙军班师回浙，积极策

动浙军配合北伐军赶走军阀势力。孙传芳心腹

孟昭月部入浙镇压，通缉蒋尊簋、褚辅成、许燊

等 70 多名浙省自治领袖人物。许燊等人毫不

畏 惧 ，加 紧 开 展 策 反 活 动 ，终 于 成 功 说 服 周 凤

岐、陈仪所部加入国民革命军，在浙江人民支持

下和北伐国民革命军一起成功驱除了军阀孙传

芳、张宗昌在浙江的残余势力，结束了北洋军阀

对浙江的统治。作为国民党元老，许燊为此作

出了重要贡献。

1929 年，许燊、沈钧儒等上海法科大学“闹

风潮”分裂出来的部分师生联合褚辅成、章太炎

等人另立新校“上海法科大学”，由章太炎和董

绶经为校长，并组织了由诸辅成、沈钧儒、许燊

等人组成的校董事会。1930 年 6 月改名为“上

海法学院”（1950 年后并入上海财经学院），专

事培养政法及财经人才，推选诸辅成为校长，聘

沈钧儒为教务长。25 年间，许燊参与创办的这

所高校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

八事变”，吞并中国东北，随后继续南下，强占热

河、控制内蒙古，并进犯华北与上海等地，企图

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但南京政府一

味退让，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等反动政策，激起

了广大国民的深深忧虑与极大愤怒。1936 年 5

月，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等在上海发起成立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抗

日 救 亡 活 动 ，遭 到 了 国 民 政 府 一 些 人 的 忌 恨 。

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

里、史良等七位救国会领袖于 11 月 22 日夜被捕

入狱。年近花甲的许燊闻讯热血沸腾，立即加

入营救运动，只身赴苏州监狱看望老友沈钧儒

等七君子，并联络宋庆龄及于右任、孙科、冯玉

祥等人，要求政府立即释放七君子。

1937 年 上 海 沦 陷 后 ，许 燊 回 到 瑞 安 ，1939

年出任浙江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积极参加抗

日救亡活动，1943 年 9 月 20 日在云和病逝，终

年六十四岁。综观他的一生，心中似乎一直烧

着一团火，一直保持着“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

热情，令人敬佩。诚如国民政府“褒扬许燊令”

所云：“许燊持躬清介，矢志匡时；辛亥光复，赞

助 实 多 ，嗣 被 选 为 参 议 院 议 员 ，于 讨 袁 护 法 诸

役，力持正议，迭著勋猷。抗战军兴，曾膺浙江

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以激发人民敌忾之忱为

己任⋯⋯”浙江省政府为他举行公葬，时任国民

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浙江省主席黄绍

竑等撰写了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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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尔胜

“持躬清介，矢志匡时”的
不平凡一生

许燊：
■许小寒

瑞安话中的合音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