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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育根先生与椰阴馆馆藏
By Jane Wee, Reference Librarian, Lee Kong Chian Reference Library 

新加坡早期的东南亚史及华侨史的学者
当中，陈育掘先生是被公认的专家.虽
然他是个商人，却在业余的情况下，专
心历史研究，所累积有关东南亚史及当
地华侨史的研究成果，比当时一些大学
教授还丰硕.育掘先生发表湿的百余篇
中英文学术文章，由他一群在南洋学会
的朋友，准备在为他祝贺80岁大寿时，
汇集成书.然而陈先生没来得及看到自
己作品专辑的出版，在一套三卷的 4椰
阴馆文存'出版前的一个月，就与世长
辞了.

从教育局视学官到创办南洋书局

陈育掘先生(1 903-1984)出生于槟域，
从小接受中、英文教育，精通中、英
文，也略懂马来文.十八岁那年他到中
国的集美学校读书，接着考入由陈嘉
庚先生创办的厦门大学，成为厦大在
1926年的第一批毕业生，获得商学士
学位.回到新加坡后，他在政府教育局
当了将近十年的视学官.当时海峡殖民
地政府的教育局都是由英国人掌蟹的，
属下有几个华人视学官，负责视察新加
坡、马六甲和槟城的华校情况，给政府
做报告，特别是有关学校老师与学生的
政治思想情况的报告.一般文献都记载
着陈育掘先生是自己辞职的，然而在联
合早报的一篇悼念育掘先生的文章中，
作者朱孟香记述先生是因积极鼓励察磨
港和林居港一带的私塾合并为小学，殖
民政府认为他违反7教育政策而将他撤
职的'.在廖文辉一篇谈论他与许云樵的
文章中，也提及先生在七七事变后，因
涉及鼓励青年参加抗日运动而与政府有
所摩擦而辞职.有关报导是否属实，有
待考证，但却看见先生对祖国和新马华
人教育的热忱与关心.

战后，先生重新建设被破坏了的企业，
努力不懈.日军投降退出东南亚后，新
马的学校开始开课，但教科书严重缺
乏，从中国来的书籍又被书商乘机牟
利，抬高价格.先生于是开始大量编
印南洋的教科书，廉价出售，以应付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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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陈育崽先生在离开了教育局
后，与朋友一起创立了南洋书局，次年设
立编译所，从事编集教科书和一般读物.
他利用自己与各个华校原巴建立起来的
网络和关系，很快的把开始只有三千元
资本的书局，在五年内从新加坡扩展到
槟域、吉隆坡、吧域{雅加达1、仰光等
地.后来，日本侵略东南亚时，南洋书局
面临严重的被坏·许多分局被捣毁，仓
库里所有的书籍被焚烧，吉隆坡的两名
职员与槟域的一名经理甚至在局里被杀
害了.

南洋书局， 1950.

育棒先生在出版、教育及学术上
的的贡献

在编印南洋教科书时，先生提倡将教科书
马来亚化，鼓励新马华人落地生根，思想
可谓相当前卫，是发扬南洋文化的先驱之
一.南洋书局除了编印教料书外，也出版
了一系列南洋研究丛书
大年史》和张礼干的《东西洋考中之针

路》都是深具参考价值的著作.先生还
编辑出版了《南洋杂志，、 《马来亚少
年》等刊物，为儿童与青少年提供有深度
和高知识量的读物.南洋书局是新马
带最早专门出版南洋史地著作的出版社
之一，战后许多重要的东南亚史地的著述
也多由南洋书局出版.

育崽先生也和己、参与中E中学的创办，与
林文庆、林惠祥等人同是发起人，又成为
学校的筹备委员之 .曾是厦大校友会
主席的陈育路也强力地支持厦门大学的
人类学博物馆的建立.除7热心兴办教
育，他更热衷于学术研究.虽然他是个生
意人，但和他熟悉的朋友，与他畅谈的不
是致富之道，而是他对于南洋史地和早期
海外华人的研究.最为友人欣赏的，是先
生对历史研究的刻苦精神，以及他对后来
者总是循循善诱，用心引导与帮助.他虽
然不是南洋学会的发起人，但在学会创办
后一直是个中坚分子，更在《南洋学报》
曾发表过多篇历史研究作晶.

育崽先生早期在槟城接受教育时上过南
洋史地课程，兴致昂然.后来在厦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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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可以朗读，而且在有专业图书馆馆
员的帮助下，后人能继续有关东南亚史
的研究.

椰阴馆馆藏的大部分藏书是在1920至
1950年间出版有关中国华侨南来的游
记、华侨历史沿革、华侨教育发展、华
侨信仰风俗习惯、南洋历史等，都是育
掘先生生平研究的课题.馆段也包括
了刻于乾隆58年 (1793) 的《海国见闰
录) ，-部研究海交史的重要资料，和刻
于道光19年 (1839) 的《厦门志) ，厦门
历史上第二部方志，和其他一些明清时代
的线接书.陈青梅先生捐赠的书籍，现收
藏于李光前，考图书馆十楼的阅览室.

椰阴馆馆藏

育搭先生是新加坡第一位将个人全部藏
书捐献给圄书馆的人. 1964年，先生将
他毕生收集的中、西、日文的史籍赠
送给新加坡回京困书馆.他早已认识
到东南亚处在世界的重要位置，当时又
处于肇建新邦，开基定业的时代，将来必
定需要整理与重新思考当年的历史.
他在记景椰阴馆藏书移赠给新加坡国家
图书馆的文章中指出.他这么多年来从
事于东南亚历史的研究，但认识到自己
年事已高，而对历史的探康 u非一日所
可成人所可就，自当公诸有众，寄望来
兹. 2. 他精望把书赠给图书馆后，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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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期间，跟过毛夷庚老师学习南明史，对
明末期间许多华人流离海外，仍大力支
持朋室复目的历史深为感动，这些体验
都成为后来让他致力于研究与撰写海外
华人历史的动力与坚持.先生认为历史
的研究与写作有助于人类精神文明的建
设，后人应"延续先入第路蓝缕的脚步前
进.而文物的保存和累积有益于葡定
可信的历史，所以我们对历史留下来的宝
贵踪迹，应该重视.先人的遗爱，应该永
保勿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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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椰阴馆文存，汇集了育掘先生一生所
撰写的大部分作晶，主要学术性的研究文
章包括了东南亚早期华人历史的考据、
新马华文教育发展史的研究、和历史人
物的评论.育秘先生一部颇为重要的文
献是在与陈荆和与李业霖联合编著的《
新加坡华人碑铭集录，里的一篇一万字
的序文，讲述了有关新加坡华人与华社
史.这部著作收集了新加坡华人社团、
庙宇、宗庙、学校的碑铭帖共119篇，提
供7研究新加坡华人与社团重要的原始
资料.他经商出国，总不忘收集涉及中国
与南洋的文献，和采集与研究有关的资
料.他收集的藏书逐渐多了，他把自己
的藏书室称为「椰阴馆J ，代表他那些尽
是南洋景物的收藏.海内外有学者或学
生向他请教~找他借阅书籍，他也乐于给
以帮助，有时甚至是割爱让出，方便他人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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