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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云樵主编的《南洋学报》探析

黄建成*

1940年6月开始出版的《南洋学报》是一份以中文为主的纯学术刊物，

迄今已出版了72卷，是南洋学会的品牌刊物。

由于学会在1958年时经历了从“中国南洋学会”到新加坡“南洋学会”

的转型，这是关键性的改变，因此研究《南洋学报》的学人都以此作为分期。

这二个分期，一是许云樵主编的时代，从第1卷第1辑至第13卷共26辑，

年代由1940年至1957年，也即是“中国南洋学会”的时期；二是去掉“中国” 

二个字易名“南洋学会”（新加坡）的时期，即1958年至2013年所出版的学

报，刊期从第14卷至第72卷。

这样的分期，也恰好是学会创会人之一兼学报的主将许云樵主编学报18

年（1940年6月至1957年12月）后卸下主编一职的年代；他也是学报所有主编

中在职最久的一位。

*
黄建成，马来西亚资深报人，中国南京大学文学硕士，南方大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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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南洋学报》创刊宗旨和定位

《南洋学报》是南洋学会的学术杂志，当1940年南洋学会成立时，就定

下了出版《南洋学报》不定期刊，并决定在该年度至少须出版二期，以一年

为一卷；以专供基本会员发表研究心得，并刊布学会消息。

学报虽也接受外稿，但却声明，取稿极为严格審慎，若没有参考价值，

一概不会登载。并表示来稿一经录取，当略致薄酬，以资鼓励
1
。

由此可见创刊当时，主编是有意要付给作者稿酬的，可是事与愿违，较

后在经济拮据下，变成会员义务供稿，并规定基本会员必须为《南洋学报》

写稿。

学报的创刊深受荷兰的《通报》、法国的《亚洲报》及《英国皇家亚洲

学会学报》的影响，对来稿要求极为严格，可见许云樵有意将学报办成立足

本土，面向国际的目标。

其创刊宗旨，据1940年6月创刊号内的《发刊旨趣》中表明是“要以五千

年来万刼不磨的中华文化，重新建立起我们华侨在南洋的地位来！”
2

创刊主编许云樵也在《发刊旨趣》中说：“华侨在南洋的人数，少说点

有八百万，然而给外人看起来，无足重轻”；“南洋的华侨那么多，来往的

学者也不少，乃从未有人发起组织过一个纯粹研究性的南洋学会，和出版过

一个纯研究性的专门刊物”
3
。

“我们要沟通中南文化，我们要发扬民族精神，所以对于吾侨先贤的史

跡，尤须就地搜集，随时辑录。我们希望这一个组织，成为南洋学者的总汇，

这一份学报，成为研究心得的宝库！”
4

1
 许云樵〈会务报告第一期〉，见《南洋学报》第1卷第1辑，1940年6月，第97页。

2
 许云樵〈发刊旨趣〉，见《南洋学报》第1卷第1辑，第1页。

3
 许云樵〈发刊旨趣〉，见《南洋学报》第1卷第1辑，第1页及第3页。

4
 许云樵〈发刊旨趣〉，见《南洋学报》第1卷第1辑，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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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研究的范畴，他指出：“至于研究的领域，是非常广泛的，凡是关于

南洋的一切学术，不论其为史地，为语文，为生物，为人种，为艺术，为民

俗，为经济，为宗教……都可以作我们研究的对象，只要看我们性之所近，

学有所长，量力而为，循序渐进。”
5

在谈到学报的定位时，许云樵也坚决强调“《南洋学报》是专门的，为要

与国际间权威学者相切磋，所以是绝对不通俗的”及“学报不谈政治经济”
6
。

许云樵说：“太通俗，太含时间性的文字，自有一般普通刊物及当地报

纸可以发表，不需要我们这篇幅有限的《南洋学报》来刊登；反之，一班专

门学者对南洋各部门的研究心得，却极需适当的刊物予以发表，本刊于是不

得不竭尽绵薄，尽量刊载。换句话说，这学报是补缺憾的，而不是赶时髦，

凑热闹的！”
7
。

由于这样的立场，学报是份不靠广告、不靠销售量生存的刊物。

第二节  许云樵主编下学报的作者作品

为了研究和分析许云樵主编学报风格及内容，笔者特将学报第1卷至第

13卷其26辑（1940年至1957年）作了统计及分类，获得作者供稿篇数如下：

5
 许云樵〈发刊旨趣〉，见《南洋学报》第1卷第1辑，第2页。

6
 许云樵〈发刊辞〉，《南洋杂志》，1946年10月，第3页。

7
 许云樵〈发刊旨趣〉，见《南洋学报》第1卷第1辑，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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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许云樵主编的《南洋学报》（1940–1957）第1卷至第13卷作者稿源分析

序 作者 篇数（篇）

1 许云樵 46

2 刘强 2

3 张礼千 2

4 韩槐准 16

5 郑子瑜 11

6 姚楠 9

7 朱杰勤 8

8 陈育崧 7

9 陈礼颂 7

10 苏继庼 6

11 关崇仁 6

12 陈毓泰 5

13 谢犹荣 5

14 陈棠花 4

15 林英强 4

16 连士升 3

17 李今再 4

18 李长傅 3

19 汤伯器 3

20 方国瑜 3

21 吴体仁 3

22 杜沧白 2

23 王浩真 2

24 张瘦石 2

25 陈庭岳 2

26 饶宗颐 2

27 刘士木 2 (遗作)

28 陈荆和 2

29 关楚璞 1

30 郁达夫 1

31 李伟南 1

32 钟介民 1

33 陈寒光 1

Book V73 2019.indb   122 9/16/2019   9:27:38 AM



许云樵主编的《南洋学报》探析 123

Trim Size: 7 x 9.75 in FA Reading

34 张兰臣 1

35 吴敬恒 1

36 姚寄鸿 1

37 林惠祥 1

38 郑惠民 1

39 常任侠 1

40 法舫 1

41 俞培均 1

42 许直 1

43 刘仁成 1

44 马摩西 1

45 罗香林 1

46 郑金殿 1

47 熊仲笙 1

48 释广洽 1

49 了参 1

50 隆根 1

51 陈心彬 1

52 李俊承 1

53 张铭慈 1

54 李益学 1

55 萧文增 1

56 鲁白野 1

57 卫聚贤 1

58 敦复书室 1

59 刘明君 1

60 陈维龙 1

61 司徒蔚 1

62 刘维廉 1

63 高维廉 1

64 余寿浩 1

65 王仲厚 1

66 邝国祥 1

67 刘子政 1

68 张清江 1

合计 68人 254

Book V73 2019.indb   123 9/16/2019   9:27:38 AM



124 南洋学报·第七十三卷

从许云樵主编的《南洋学报》中，可以分析到作为南洋学会创会人之一

和主要的创刊人，许云樵本人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投入最大的精力在其中，他

为学报撰稿最多，并为学报在南洋史的考证上奠定了学术地位，受到西方学

者的重视。

在他主编的26期学报中，共有68名华籍学人提供总共254篇的中文稿件，

其中许云樵的稿件最多，有46篇，占全部稿件的18%；其次供稿较多者是：刘

强24篇、张礼千23篇、韩槐准16篇、郑子瑜11篇、姚楠9篇、朱杰勤8篇、陈

育崧7篇、陈礼颂7篇、苏继廎6篇、关崇仁6篇；接下来的作者则供稿1至5篇

不等，仅供稿一篇的就有40位8
。

在《南洋学报》前13卷26期的编辑中，许云樵无可置疑的是学报的主力，

也是学会的主将。他本身能写能编，能雅能俗，不仅能动员在中国及南来和当

地的学者如朱杰勤、刘强、张礼千、韩槐准、郑子瑜、姚楠、陈育崧等人供

稿，还发挥他曾在暹罗教学和研究暹罗历史的影响力，招募泰国学人和报人

参加南洋学会，并为《南洋学报》写稿。这些学人当中有陈礼颂、陈毓泰、

谢犹荣、陈棠花、汤伯器等。

许云樵曾在1933年前往泰国北大年中华学校主持校务，1938年才回返新

加坡。他对泰国历史颇有研究，著有《暹罗王郑昭传》(1936) 、《抗战以来

的泰国华侨》（与海上鸥合著）（1941）、《古代南洋史地丛考》（与姚楠

合著）（1945）、《北大年史》（1946）。因此，泰国的华裔历史学者都是

他志同道合的朋友。

上述泰国学人都是泰京中原报副刊的主要作者，许云樵本身也为该报副

刊提供有关史地和考据的稿件
9
，因此兴趣相投，交情极深。

泰国学者如汤伯器、陈棠花、陈毓泰、从《南洋学报》创刊号起就为学

报写稿，因此关系密切。以致南洋学会的第一届年会选择在曼谷举行，理事

8
 见表三。

9
 《南洋学报》第1卷第2辑，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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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委托理事兼学报主编许云樵代表出席并主持会议。这次年会如期在泰京海

天楼举行，时为1941年1月，泰国的汤伯器当吋中选为理事
10
。

姚楠也说，自此以后，南洋学会在泰国的会员为学会承担了大量研究项

目。提供的文稿有陈毓泰的《郑王传》；陈棠花的《泰国少数民族风俗》；

汤伯器的《泰国地理》；谢犹荣的《泰国外交史》；许子奇的《泰国方言研

究》；潘公辅的《泰国报学史》（注：应是谢犹荣的《暹罗报业史》）；王

浩真的《泰国经济植物》和陈礼颂的《泰国历史与民俗研究》。他们各自就

研究所得发表高见，提出论文，充实《南洋学报》内容
11
。

从这一点看，许云樵主编的视野已面向南洋，在他主编的《南洋学报》

内容中，可以看到缅甸、暹罗、菲律宾、印尼（当年是荷兰属地） 等地区华

人史料文章，更具意义的是他还将学报内的文章或文章摘要通过学贯中西的

刘强博士翻译成英文，方便在新加坡的外籍学者阅读，也将西方学者的文章

摘要译成中文，起了交流的作用，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並加入南洋学会成

为名誉会员及基本会员。

黄慧怡在《从韩愧准的生平及著作探讨其归国与研究中国贸易陶瓷之缘

起》一文中说，南洋学会把部份韩愧准的文章翻译成英文，同时将西方学者

相关论文翻译成中文或提供中英文提要，在很短期间内发表在学报当中供切

磋交流之用，可见《南洋学报》成了当时中西学者对话的重要平台。……南

洋学会是造就韩愧准逐步走上学术之途的摇篮
12
。

他也指出，根据谢枝嶙分析战后（1946–1958）南洋学会扮演的角色，学

会希望强化其东南亚身份认同多于中国之身份认同，遂加强和发展它与其他西

方，殖民学术团体，如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的关系。韩愧准获得东方陶瓷

学会的会籍，相信与学会角色的转变有直接关系
13
。

10
 姚楠《南天余墨》，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第43页。 

11
 见《南洋学报》第4卷第2辑，1947年12月，第43页。

12
 见《南洋学报》，第62卷，2008年，第101页。

13
 见《南洋学报》，第62卷，2008年，第100–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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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学会现任会长陈荣照博士也认为：学报刊登的文章，中英文兼顾，

可见早期的学会理事，是有意要朝向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14
。

刘强在英译方面对学报的贡献颇大，他在许云樵主编的南洋学报时期，刊

载的中文稿件就有24篇；他专长于婆罗洲史料研究，虽然文稿以翻译居多，却

是除了许云樵以外，供稿最多的一位。

刘强不仅将许云樵、韩愧准、苏继庼等人的考证文章翻译成英文刊在学

报上，本身也以英文撰稿，引来西方学者的注意，让中西方学者互相交流学

术的成果。

另一位能以中英文写作的是陈育崧，他和许云樵同是南洋研究的先驱者和

藏书家，他们从互相仰慕相交，许云樵还一度受陈育崧聘请主持出版工作，后

不知何故又分离，还演变成1958年《南洋学报》的理事会改组，陈育崧在幕后

策划倒许云樵，导致许云樵辞掉《南洋学报》主编的要职
15
。

两位能以中英文写作的作者生平如下：

刘强（1892–1962）教授，名刘弼，字宜茀，号两弓，笔名蔷，亦作寄

生。祖籍福建省闽清县。十五岁入福州英华书院。1917年考入北京清华大

学。1918年由清华大学保送入美国康乃尔大学，1920年考获文学士学位。1921

年转入爱荷华大学，1923年考获哲学博士学位。旋回中国任母校英华书院外

文系主任。

1925年起历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沈阳东北大学、吉林省立大学、福州协

和大学教授。1936年应聘出长砂劳越诗巫华南中学。1939年到新加坡，任中

正中学秘书兼教职，又兼任莱佛士学院华文教师。在诗巫两年期间，课余研

究婆罗洲土著，收集资料颇多。到新加坡后，写成《婆罗洲水居大雅克族》、 

14
 陈荣照〈南洋学会多元化、本土化与年轻化的进程―代序〉，见李志贤主编《南洋研究回

顾、现状与展望》，南洋学会与八方文化创作室联合出版，2012年6月，第14–15页。 
15
 有关两人的人事纠纷，本论文第二章节有专门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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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罗洲土著的婚姻》、《婆罗洲土著之民俗研究》、《婆罗洲小志》等多

篇论文，刊于《南洋学报》。1962年5月23日逝世。

上述论文于1966年由南洋学会辑成《婆罗洲一瞥》出版。其他著作有南

洋书局刊行的《马来亚史地讲话》、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哲学阶梯》、东北

大学刊行的《社会学入门》、《英文短篇论文》等
16
。

陈育崧（1900–1984），历史家，原名陈慎，号椰阴馆主。祖籍福建省海

澄县（今属龙海县）。槟城出生。就学于英华书院及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

后赴华就读集美学校，旋考入厦门大学商科。1926年毕业，返新加坡，就职

于陈嘉庚属下公司。1926年至1935年任政府教育局督学员，后辞职办南洋书

局，任社长，从事出版业。嗣后书局扩展至槟城、吉隆坡、仰光、马六甲、

椰加达，资本逾十万元。战后，主持出版《南洋儿童文库》、《马来亚少年

报》。南洋书局亦成立南洋编译所，校注出版南洋珍本文献，发行研究刊物

《南洋杂志》。业余时间从事东南亚史地和华人史研究。1934年发表《明海

寇林阿凤考》，获得学术界重视。1940年南洋学会成立，成为第一批基本会

员；曾任南洋学会会长，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理事，香港东南亚研

究所顾问，国立东南亚研究院信托委员。著有《椰阴馆文存》三卷及《新加

坡华文碑铭集录》(与陈荆和合编) ，1984年4月1日逝世
17
。

第三节  作品分类分析

从上述的68名学人提供的254篇文章中，按照主编许云樵在《南洋学报》

上的分类，可得到下列的分析：

16
 柯木林主编《新华历史人如物列传》，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5年11月，第26页。 

17
 柯木林主编《新华历史人如物列传》，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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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许云樵主编的《南洋学报》（1940–1957）第1卷至第13卷稿源分类统计

序号 专栏名称 篇数

1 历史学 6

2 史地考证 35

3 史料钩沉 13

4 地方小志 2

5 风土志略 1

6 掌故谈荟 1

7 史事辨证 1

8 地方掌故 4

9 文化掌故 2

10 侨史钩稽 2

11 侨史探讨 3

12 华侨史料 11

13 华侨文化 3

14 史前探讨 1

15 现代史料 1

16 方物史话 1

17 报业专史 1

18 文献整理 3

19 文献译注 1

20 文献校勘 1

21 文献述评 1

22 文物钩稽 1

23 抛砖引玉 2

24 风土记 2

25 民俗学 3

26 民间传说 2

27 民族学 1

28 民俗考证 4

29 民俗采访 5

30 民俗探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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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民俗搜奇 1

32 民族探讨 2

33 社会调查 2

34 人物评论 1

35 人种探讨 7

36 人种概说 1

37 方物探讨 1

38 欧人关系 1

39 中南关系 3

40 追悼特辑 21

41 纪念之页 6

42 纪念特辑 24

43 纪念专栏 2

44 南洋行记 1

45 胜迹图志 1

46 游踪屐痕 2

47 宗教文化 1

48 文化 3

49 来鸿去雁 3

50 历法检讨 1

51 文化年表 1

52 南洋文艺 2

53 诗文杂纂 1

54 马来文学 2

55 图书述评 1

56 参考资料 2

57 佛教艺术 1

58 宗教研究 1

59 经济学 2

60 资源检讨 1

61 海港沿革 1

62 统计资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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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民俗研究 2

64 人口问题 1

65 物产 1

66 现势展望 1

67 土产专论 3

68 土产释名 1

69 植物学 14

70 植物研究 18

71 种植实验 1

72 动物研究 5

73 生物研究 3

74 地理学 2

75 自然地理 1

76 考古学 1

77 考古发现 2

78 考古资料 1

79 气象学 1

80 社会学 1

81 教育学 1

82 天文学 1

83 语言学 3

84 语文音韵 1

85 语文专著 3

86 语文探讨 1

87 法律问题 1

88 邮学津逮 2

中文类别共88项注： 共291篇

注：英文稿 29

上述稿源分类是依照许云樵在《南洋学报》上设立的栏目来统计，有关

分类太过琐碎，很多项目可合成一项，如侨史钩稽、侨史探讨、华侨史料及

华侨文化等都可归为一类，民俗考证、民俗研究、民俗采访、民俗探讨、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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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奇、民族探讨、可放在一起；语言学、语文音韵、语文专著、语文探讨，也

可合成一塊；考古学、考古发现、考古资料可属一组，文献整理、文献译注、

文献校勘和文献述评也有重叠可归成一项，合而为一。

 从以上表二作品分类统计看来，许云樵把作品分类成88项，是有琐碎之

病。统计所得，文章占最多的是史地考证，占35篇，占所有稿件的12%；其次

是纪念和追悼特辑，植物研究，史料钩沉和华侨史料等。

史地考证是许云樵、姚楠及张礼千的专长，尤其许云樵对南洋史的考据

极有心得。他主持下的《南洋学报》将南洋研究推至高峰，在他之后，对古

代南洋史的研究已显然后继无人，因为后来的学者缺乏像他具备的深厚的古

文献基础。他懂得泰文及多种方言，博学多才，奠定他被誉为“南洋研究泰

斗”的地位。

就许云樵个人来说，他偏重于史地考证、在个人发表的46篇文章中，史地

考证占8篇，纪念特辑及纪念之页就占了10篇，语言专著5篇，华侨史料3篇；

史地考证中还包括对真空教及本地神明大伯公二伯公与本头公的探讨，具备了

南洋本地的研究特色。

另外，韩槐准、关祟仁和张礼千对南洋植物和水果的研究，如榴莲、红

毛丹、凤梨、红毛榴莲、番荔枝、牛心梨、槟榔树、肉豆蔻等，无不展现南

洋的风情。泰国学人汤伯器、陈棠花、陈毓泰、谢犹荣及陈礼颂等的泰国文

史作品和刘强的有关砂罗越土著文化的文章，都使到《南洋学报》是一份包

罗南洋史地文物地方风情的严肃学术杂志。

 参阅杨光熙
18
 对许云樵所主编共26期《南洋学报》（1940–1957）所作

的内容分类（表三）：

18
 杨光熙《从〈南洋学报〉和〈亚洲文化〉看东南亚华人史的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1997–98，第65–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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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南洋学报》（1940–1957）所作的内容分类

一、东南亚华人史研究

序 类别 中文稿 英文稿 总篇数

1 古代中国与南洋的关系 22 0 22

2 华人社群与当地社会 16 7 23

3 南洋华侨的宗教信仰 12 0 12

4 南洋华侨的教育 3 0 3

5 南洋华侨的事迹 33 2 35

6 华侨史料整理和考古 11 2 13

7 语言探讨 3 0 3

8 文学与文学鉴赏 3 0 3

9 其他 3 0 3

二、华人史以外的东南亚研究

1 史地研究

1.1 马来亚（包括新加坡） 20 6 26

1.2 泰国 7 0 7

1.3 婆罗洲 2 0 2

1.4 缅甸 6 0 6

1.5 印度尼西亚 2 0 2

1.6 汶莱 1 0 1

1.7 东南亚 3 0 3

1.8 中国 2 2 4

1.9 欧洲与东南亚 2 0 2

1.10 中国与欧洲 1 0 1

1.11 其他 3 0 3

2 政治与社会

2.1 马来亚（包括新加坡） 1 0 1

2.2 泰国 3 0 3

2.3 印度尼西亚 1 0 1

2.4 欧洲与东南亚 1 0 1

2.5 其他 2 0 2

3 生物研究

3.1 东南亚 28 1 29

3.2 泰国 3 0 3

3.3 中国 3 0 3

Book V73 2019.indb   132 9/16/2019   9:27:38 AM



许云樵主编的《南洋学报》探析 133

Trim Size: 7 x 9.75 in FA Reading

4 民族风俗

4.1 马来亚（包括新加坡） 4 0 4

4.2 泰国 6 0 6

4.3 婆罗洲 6 0 6

4.4 缅甸 1 0 1

4.5 越南 1 0 1

5 宗教探讨 4 0 4

6 考古与文献研究 8 6 14

7 文学研究 4 0 4

8 人物传记 11 0 11

9 语言研究 2 0 2

10 总类 13 3 16

257 29 286

从上表所得的分析，许云樵主编的《南洋学报》侧重在：

华侨事迹的作品有35篇，其中2篇是英文，占所有稿件的12%；关于东南

亚生物研究方面的文章有29篇，其中1篇是英文，占总稿量的10%；马来亚（包 

括新加坡）史地研究方面的文章有26篇，其中6篇是英文，占所有稿量的9%；

华人社群与当地社会23篇  其中7篇是英文，占8%；古代中国与南洋的关系文

稿有22篇，占7.6%；考古与文献研究有14篇，其中6篇是英文，占4.8%；华侨

史料整理和考古的文章有13篇，其中2篇是英文，占4.5%；此外还有南洋华侨

的宗教信仰和人物传记方面的稿件，也分别占4%及3.8%的比例
19
。

此外，《南洋学报》也注重发表有关泰国 、婆罗洲、印尼 、马来亚及南

洋其他地区的民族风俗史地研究，受到各地学者的重视。

由此可见，许云樵在主编的《南洋学报》，涵盖范围极广，符合学会 

“以研究有关南洋之学术”为目的的宗旨
20
。

19
 见杨光熙《从〈南洋学报〉和〈亚洲文化〉看东南亚华人史的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

系荣誉学位毕业论文（1997–1998），第65–78页。
20
 〈会务报告第1期〉，见《南洋学报》第1卷第1辑 ，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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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许云樵主编《南洋学报》的特色

许云樵主编的《南洋学报》采取过去竖排排版格式。封面设计古色古香，

除第1卷第1辑及第2辑“南洋学报”刊名字体用宋体电版字作刊头外，接下来

的所有学报都采书法字，书写者不详。每期封面配有文物图片，深具文物教育

意义，封面设计古朴典雅。

许云樵主编《南洋学报》每期封面图片

南洋学报刊期 封面图片

第1卷第1辑，1940年6月 无名华人铜像

第1卷第2輯 ，1940年12月 九世纪前之遗物佛像

第2卷第1輯 ，1941年3月 缅甸瑞德宫大金塔全景

第2卷第2輯 ，1941年6月 爪哇著名之佛教古跡婆羅浮图平面缩形

第2卷第3輯， 1941年9月 打坐图 

第3卷第1輯 ，1946年9月 酿椰花酒

第4卷第1輯， 1947年3月 坠罗钵底时代石刻法轮  

第4卷第2輯 ，1947年12月 苏岛兜婆湖东室摩崙混之面具

第5卷第1輯 ，1948年6月 婆罗洲出土的印度佛教文物氧化基座

第5卷第2輯 ，1948年12月 明沈度所绘麒麟图真迹

第6卷第1辑，1950年8月 康熙窑白地青花军持。实物高八寸半，阔六寸，口镶铜

第7卷第1輯 ，1951年6月 南徼出珠

第7卷第2辑，1951年12月 法舫法师画像

第8卷第1輯，1952年6月 十五世纪东航之葡船

第8卷第2輯，1952年12月 刘士木先生最初编印之南洋研究丛书

第9卷第1辑，1953年6月 许云樵校注《开吧历代史记》

第9卷第2辑，1953年12月 林谋盛烈士纪念碑

第10卷第1辑，1954年6月 吉兰丹瓜家发掘所得新石器时代人类骸骨所佩戴之石臂镯照。

第10卷第2辑，1954年12月 明德化窑白地青花回回文大瓷盘。盘内波斯文 Allahu Kafi 真神
使如意。

第11卷第1辑，1955年6月 如此代价，死难瞑目

第11卷第2辑，1955年12月 社生人宝藏之中国瓷甕

第12卷第1辑，1956年6月 丰子恺南無本师释迦牟尼佛

第12卷第2辑，1956年12月 《嘉定城通志》，李星可先生所藏手抄本缩影

第13卷第1辑，1957年6月 昆仑伐椰图（徐悲鸿作）

第13卷第2辑，1957年12月 回国真言彩色大盘 —— 韩愧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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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物图片，得之不易，对读者是很好的知识和史料。例如《南洋学

报》创刊号封面的“无名华人铜像”，许云樵在内页中有如此说明：

封面铜图为星洲莱佛士博物院正门前之无名华人铜像，所以志华侨

在马来半岛坚苦卓绝之功绩者，其下石座有金字碑文，云：“此华人半身

铜像，为艺术家史德龄于1939年寄赠星坡者。华人素以坚忍耐劳著称，叻

屿呷三府暨马来全属今日之繁荣，得诸华人能力者，良非淺鲜。史君敬仰

此优异之点，乃以此像相赠云。”或以无名为病，窃以有名则仅崇拜英

雄，与崇拜偶像何异，唯其无名，乃更伟大，凡为华侨，皆与有荣焉。

这不仅是知识、史料，还加了编者的意见，可说是一份历史的教材。

许云樵主编的《南洋学报》另一特色是每期都刊有编后话，对供稿的作

者及作品作简略介绍，他采用下列不同的栏名作编后话：〈编辑琐语〉、〈编 

辑余渖〉、〈编余拾零〉、〈编后余墨〉、〈编校纪余〉等、多彩多姿。

他用最多次的是〈编校余渖〉，每一期的编后话中他会介绍该期文章的

内容摘要，有时会评点，甚至简短的作品介绍。例如他对作者生平的简介，

可说是一份历史资料：

韩愧准：大伯公考

广东文昌人，为本会基本会员中年事最长者，亦为研究中南文化关

系之最为热诚而最有心得者，年前筑愚趣斋于星洲郊外，搜罗图籍物证

甚富，而于古代瓷器之研究，见解尤有独到，而所藏有关中南文化之瓷

器，皆极名贵；对于南洋之中国瓷器，今方著专书以叙述之
21
。

陈育崧：波罗史支那王传说之研究

福建海澄人，任新加坡华文教育厅督学甚久，对于南洋史地研究

颇具心得，其椰蔭馆所藏中西图籍数千册。且多珍本，陈君蓋学者而兼

藏书家也。1937年陈君尝为中国代表，参加第三届国际远东史前会议。

21
 〈编辑琐语〉，见《南洋学报》第1卷第2辑，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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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棠花：泰国北陲之怒族

广东梅县人，曾任《暹京华侨日报》、《国民日报》等翻译多年，

现任《中原报》翻译，著有《暹京地理》(华侨日报丛书)，《暹罗国志》

等书。

刘强：大雅克族之宗教

福建闽清人，美国 IOWA 省立大学哲学博士，历任圣约翰、光华、

东北、吉林各大学及福建、协和两学院教授，诗巫光南中学校长，现任

新加坡中正中学英文主任，著有哲学階梯、社会问题、家庭问题、群学

原理、Syllabus on Ancient History、Syllabus on Medieval History、English 

Themes 等书。

陈毓泰：晤披耶宋加绿传

广东梅县人，精暹文，现任《中原报》副刊泰国研究主编，介绍泰

文著名论著甚多，下笔神速，有倚马之才。

李伟南：廖杰夫先生传略

广东澄海人，现任四海通银行行长。

汤伯器：泰国蛇类及毒蛇的研究

广东蕉岭人，中国地学会会员，广东中等学校教员生物研究会出版

部干事，曾任广东梅县梅蕉联立中学及丰顺县立中学地理、生物教员，

槟城《光华日报》编辑，现任《泰京中原报》编辑，本会驻泰理事，对

泰国自然地理及动物学，研究至为努力，颇具心得，最近有《泰国自然

地理大纲》一书之作。

谢犹荣：法皇路易十四之第一次遣使暹罗

为本年（按：1941）新加入会员之一。原籍广东开平，中暹文俱有

深造，年少英俊，曾任暹罗华侨中学教员及《曼谷日报》翻译，现任职

泰京亿中栈有限公司，近方致力于泰国外交史之研究。

钟介民：周满堂先生传

广东蕉岭人，上海复旦大学文学士，美国留学有年，曾任奉天东北

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星中》《星槟》两报主编，现任丁加奴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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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挽德隆锡矿公司总经理，近致力于马来亚法律问题之研究，译有《海

峡殖民地公司法》一书，由周满堂先生纪念委员会出版。

陈礼颂：暹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研究

广东澄海人，燕京大学文学士，本专修社会人类学者，故于译述暹

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研究一文，极为得本，现执教香港拔萃男书院，著有

《一个潮州村落社区的宗族研究》，尚在重订中，译有W. A. R. Wood 之 

《暹罗史》，将由泰京蚁光炎先生纪念委员会刊行。

现年供职社会部，并兼国立东方语专教授，所译吴迪著之《暹罗

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本会丛书之一。（注：现年指1947年）。

杜沧白：安徽桐城人，对于历史社会极有研究，曾任北平师范大

学、中国大学及安徽大学教授，最近专门研究马来文学，方从事编著马

来文学史一书，将由郑成快先生文化纪念委员会刊行。

吴福元：生于泰国，名Prida Crijalalaya，自幼受暹文教育，故不识中

文，唯对于佛学之研究，造诣颇深，屡试辄列前茅，佛历2464年（1921

年）考得法学第一级学位，并纪律部门之第一名，曾任全国佛教考试委

员会委员及主考官，15岁披薙，至28岁还俗。著有《巴利语文法初阶》、 

《巴利语基本词汇》等，后入中央研究院（今称艺术厅）任职，继调文

学局史地科，乃放弃佛学而专门探讨郑昭史迹，为泰国唯一之研究郑王

史实专家。

方国瑜：现年任云南大学教授，为本年新加入之基本会员，对于中

南半岛之历史，深有研究。

王浩真：岭南大学农学士，现任汕头中华柑橘研究院院长。

常任侠：1948年入会。现年45岁，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大学院

毕业，曾任国立中央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国立音专、国立艺专、国

立歌剧学院等校教授，国立东方语专教务长，印度太泰戈尔学院教授，

已刊著作有《民俗艺术考古论集》（正中书局版），《汉唐之间西域乐

舞百戏东渐史》（说文社版），《古俑与傀儡戏之史的研究》（中苏文

协版），《中国原始音乐与舞蹈》（学术杂志社）及其他，著作甚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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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舫法师：武昌中国佛学院院长，太虚法师之得意高足，留印专攻

巴利文有年，并执教于国际大学，对中印文化交流之贡献颇多。大乘哲

学的权威学者，1951年10月3日圆寂于锡兰智严学院。

张瘦石：经济研究专家，亦为名书法家，前在香港为华侨工商学院

教授时，曾组南洋经济协会，香港工商界知名之士均参加，南来后执教中

正中学，常于各报发表经济及教育论文，颇为各方所重视。

费德门氏 Maurice Freedman：社会学专家，最近自伦敦英国殖民地

社会科学会奉派来马，专门研究华侨问题者。

哈烈孙氏：现任砂朥越（今译作“砂拉越”）博物馆专员，研究史

前考古学甚有心得，著述甚富。

林英强：现任新加坡《中兴日报》秘书。

俞培均：中国驻山打根领事。

饶宗颐：广东潮安人，年36 ，曾任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篡修，无

锡国学专门学校及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教授，南华大学文史系主任，现任

南华大学长期教授，兼潮州志总编篡。著作甚富，计有《楚辞地理考》

（商务版），《潮州艺文志》（岭南大学学报专刊二册），《潮州志》

（已印二十册），《潮州先贤象传》（汕头市立民教馆），《韩江流域

史前遗址及其文化》（自印），《张璉考暨南大学》（《南洋研究》第

二期福建版）。

马俊武：字摩西，云南昆明人，世奉回教，精通阿拉伯文，前任

马来亚驻埃及开罗领事，著作颇富，现侨寓星洲，颇为当地回教人士所

推祟。

黄敬恭：曾任台湾《自由日报》主笔，对经济深有研究，译著颇

富，现任（按：1950）新加坡养正学校教员。

苏继庼：现任商务印书馆编审部主任。

罗香林：现任香港汉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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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金殿：现任吉利门培本学校校长。

关崇仁：关崇仁先生供职新加坡植物园达二十年之久，对植物学的

研究，极有心得。已发表三篇颇有创见的论文。

熊仲笙；久居马六甲，现（按：1951）转任吉隆坡《中国报》编辑。

刘维廉：留华多年，现为马来亚大学社会学研究讲师，为调查北马

一潮侨农村，而居留其地凡数月。

陈荆和：对越南历史语言有深邃之造诣，现任台湾大学南洋史教

授，著作等身，有《河仙叶镇郑氏家谱注释》、《字喃之形态及产生年

代》、《交趾名称考》、《林邑建国之始祖人物》、《顺化研究旅行杂

记》等。

上述的作者介绍，方便读者了解作者的生平，对编者来说，当然加重编

务工作。

第五节  同时期的学术杂志

当《南洋学报》在1940年创办时，当时並没有其他的中文学术性刊物出

版，只有《南洋学报》独领风骚。直到《南洋杂志》在1946年创刊，才形成

一雅一俗的南洋研究刊物，两本杂志都由同一个人许云樵主编。

这两本四十年代的学术性杂志，只有《南洋学报》还在出版，因此《南

洋学报》不仅是新加坡华文的主流学术刊物，在整个东南亚也是首屈一指的

高水平杂志。

《南洋杂志》月刊，1946年10月15日创刊，和《南洋学报》一样，是战

后影响力很大的杂志，学术性强但通俗化，社长是陈育崧。1949年，因许云

樵辞去南洋书局职务，与友人合资创办新加坡印铁厂，在没有适当人选接手

下，《南洋杂志》宣告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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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杂志》作者群包括张礼千、陈育崧、陈序经、朱杰勤、姚楠、郑

子瑜、韩槐准、谢云生、王景成、刘强等，都是当时名气很大的学者。他们在 

《南洋杂志》发表了大量研究南洋文史、社会、经济、政治课题的论文，将

战前发端的南洋研究延续并推至高峰。

其中重要的学术著作有：姚楠的〈中南半岛华侨史纲要〉发表于《南洋

杂志》第2期；许苏我的〈马来亚基督教发展史〉发表于第3期；陈育崧的力

作〈新加坡中国领事设置史〉发表在第6期，同期发表的许钰（即许云樵）的

〈昭南时代检证大屠杀案始末记〉，是第一篇详尽揭露日军在新加坡沦陷后对

华人展开大屠杀的报道。

许云樵谈到这两本杂志不同定位时说：“研究南洋的专门刊源，本来已

有了《南洋学报》，这杂志似乎是多余的了，其实不然。《南洋学报》是专

门的，为要与国际间权威学者相切磋所以是绝对不通俗的，《南洋杂志》却

以通俗为前提，但专门的作品，篇幅如不过长，也酌量刊载。学报不谈政治

经济，而我们便不受这限制。但是要记得，我们是没有色彩的。我们的立场

是华侨。祖国或国际，和我们的关系是密切的，但《南洋杂志》的使命，是

谈南洋，谈华侨，若和南洋或华侨无涉的国内或国际问题，我们致谢！”
22

他也强调，《南洋杂志》以纯粹研究南洋及华侨问题的姿态出现于定期

刊物之间
23
。

从《南洋杂志》征稿简约，可以看出《南洋杂志》和《南洋学报》的不

同。

《南洋杂志》在征稿简约中表明其“宗旨在提倡南洋学术研究，发扬华

侨精神，建设本位文化，故凡有关南洋各地或华侨问题之专著或资料，以及

富有地方色彩之文艺作品，均所欢迎，文体不拘，但求通俗，如有征引，请

22
 许云樵发刊辞，见《南洋杂志》第1卷第1期，1946年10月，第3页。

23
 〈编余拾零〉，见《南洋杂志》第1卷第1期，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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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出处”，“来稿一经刊载，概以现金从优奉酬，唯本志未发表而先于他处

发表者，恕不致酬。”
24

小结

从许云樵编辑的26期《南洋学报》看来，他注入的精神和精力超过历任

的《南洋学报》主编，这主要在于他体现了先驱者大无畏的精神和时代的使

命感。

在许云樵主编《南洋学报》时期还能保持一年出二次（即一卷二辑）

的传统，可是在1957年他卸下主编一职后，学报就由原本的一卷二辑演变成

一、二辑合刊，最后变成了每年一卷，甚至二年一卷的现象；且出版时间延

迟到隔年才出版。

许云樵的才华是多方面的，可以学术的严谨，也可以通俗大众化，在这

点上，他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即主编了纯学术性的《南洋学报》，也主编

通俗专谈南洋和谈华侨的《南洋杂志》。

1940年当学报创办之初，他是以中国人研究南洋问题为定位。许云樵在

战后1947年开始，容纳西方学者，并接纳英文文章，把《南洋学报》打造成

一个研究南洋的双语学术季刊。

许云樵1948年起在《学报》编者的话里多次呼吁会员将作品译为英文，

以利外籍会员学者阅读，走向世界。

他是唯一一个在日本南侵日治时期，留在新加坡的南洋学会发起人；冒

生命危险带着学报和稿件逃命，並妥善保存。且从1938年起即定居在新加坡

至逝世为止。

难怪廖文辉著的《许云樵评传》中说“他对南洋研究传统的树立和积极

推动，环顾与之同时代的学人，实是无人可出其右。他对南洋研究的推动和鼓

24
 许云樵发刊辞，见《南洋杂志》第1卷第1期，1946年10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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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可以如下九字来概括：“勤著述、出期刊、办学会” ；“ 在马新学界有

此大魄力，亦如此大面积来推动学术研究的，看来除他之外，不作第二人想” 

“如果没有许云樵，马新的学术界不知要失却多少光彩和魅力。没有许云

樵，整个20世纪的马新南洋研究也不知要留下几许遗憾和空白”
25
。

25
  廖文辉《许云樵评传》，八方文化创作室，2014年4月，第212–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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