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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伟权!新纪元大学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马来西亚雪兰莪州!电邮%K(("G&(*'?(F'

*(K(67'()&'=<&

本文发表於"#$%年$"月$0日中央研究院明清史推动委员会主办#"#$%中央研究院明清研

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承蒙与会先进以及国立东华大学康培德教授惠赐意见!特此致谢&另

外!感谢两位匿名审查师长的细心
?

读!?提供专业及宝贵意见!若文章尚有疏漏缺失之

处!由笔者自负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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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藉由*叻报+当中的地名!讨论$0世纪末至"#世纪

初华人大量移入马新地区!与不同文化接触之後!对於该新环境地

理知识的形构过程& *叻报+是$0世纪末至"#世纪初本区最重要的

中文报章!总部在新加坡!广泛发行至马来半岛及其周边地区&该

报新闻
$

容大多牵涉东南亚各地!而当时许多地区也正处於大开发

时期!许多今天
!

人熟知的地名!对当时的华人而言!仍算是新的

接触!因此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各种外来语的诠释及标准化过程!

因此创造出许多新的地名&

!

此!本研究将针对*叻报+所出现的

地名进行?集!辅以其他地名材料!讨论这些地名在时间轴上的标

准化过程以及空间分?趋势!从中了解早期南来华人地理空间观的

形塑与变迁&

89:

"叻报"新加坡"马来亚"地名"海外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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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是汉文化"南岛民族"南亚"西亚以及欧洲文化接触的重要场

域!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下形塑出东南亚华人文化本身的多元性&近几十年

来!随着中国对外的影响力日益增加!中外文化的互动以及海外华人研究相

关的议题成
!

重要的研究领域&目前!相关研究多聚焦於海外华人在东南亚

与其他族群文化接触之下!如何形塑出新的在地化认知&这些在地化的认知

以及对其他族群文化的吸纳都是形塑东南亚华人特殊性的重要元素&东南亚

的经验也有助於我们理解数百年前华人移居华南以及台湾时!与当时居住於

当地的南岛民族之间的互动图像&

!

!

在东南亚中外文化接触的研究领域当中!又以语言学相关面向的研究最

常作
!

切入前述议题的途径&NG<%%:9从社会语言学39>":>%:*$&:95:";的角度呈

现新加坡在英殖民时期以来的多元族群互动当中!华人移民以及其他族群的

语言如何吸收彼此的元素!而形塑出今天#新加坡人$的文化底
`

!企图藉

语言回应一般对於殖民地多元社会3?%&67%9>":(5<;族群间分群而居"缺乏交流

的理解!?且指出在地化的语言与词在族群认同建构"在地特殊性中所扮

演的重要角色&

"

!苏庆华则以$0世纪马六甲青云亭的文献 *呷国青云亭条规

簿+及*同堂会议记
,

簿+

#

明当时福建人在语言文字上如何吸收马来语创

造出各种当地特有的音译词!作
!

正式文件书写的用语&

#

!康培德曾经以$*

至$0世纪荷印巴达维亚的华人为研究对象!透过华人自治组织///巴国公堂

*公案簿+当中的官职"机构外来语的使用变迁!讨论华人如何去建立殖民

地行政体系的文化认知&

$

!

事实上!$0世纪华人在东南亚的文化接触与
$

化的现象也影响了今天东

南亚地区的华人语境!洪丽芬与罗荣
6

的研究显示现今马来西亚的福建话当

+*

hij

!

"

#

$

康培德! ,十八"十九世纪巴达维亚唐人对殖民地行政体系的文化认知赋予与重塑///

以*公案簿+中的官职"机构外来语
!

例.! *汉学研究+!第&(卷!第$期'"#$%年&

月(!页"+$1"0#&

V>A884=Y>4G1_4?B ,>6X942"6."'.%/#.-).65.-)"$7"(=&$'703+%).).+-.% 2.%/&?"$+FE$"B

1"'"%.&'.-B)"P&)."%&'.-B3-HLN7%$67A(O7"=:%%7*M"#$&;'

苏庆华! ,*呷国青云亭条规簿+及青云亭*同堂会议记
,

簿+中所见闽南方言及音译

外来语词汇初探.! *亚洲文化+!第$(期'$00$年(!页$$#1$$(&

康培德! ,十八"十九世纪巴达维亚唐人对殖民地行政体系的文化认知赋予与重塑///

以*公案簿+中的官职"机构外来语
!

例.!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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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便拥有许多马来文的元素&

%

!除了福建话之外!周凯琴的研究也指出现今

所流行的马来西亚华语也延续了这种马来话渗透的现象&

&

!显见$0世纪东南

亚社会与当今社会的传承性!因此具有很高的讨论价值&

除了语言之外!具有语言文字
$

涵的地名!亦是华人与在地其它文化接

触之後的
7

物之一&地名是人们对於土地认知"情感和记忆的载体!人们会

藉由对地理空间的命名来诠释对地方的想像以及他们的所见!为人们环境识

觉3(*A:6>*=(*57%?(6"(?5:>*;的一部份!因此地名不仅仅是实体空间的标!

而且代表了具有实质社会意义的#地方$3?%7"(;&

'

!

自明清时期以来!中国华南与东南亚的往来密切!不少华人也寓居

39>a>&6*;於东南亚!$0世纪初开始!更有大量的华人定居於东南亚!他们当

时所在的东南亚?非中国传统的汉文化圈!而是进入到欧洲殖民势力以及当

地南岛民族政权所主导的场域!因此他们无可避免地需要对现有的环境重新

诠释!建立起一套对当地认知的地理知识&而这套新的地理知识?非单纯由

华人既有的汉文化完全转移!而是在汉文化的基础下!与当地土著及欧洲

人"印度人"阿拉伯人互动下所建立!成为一套具有南洋色彩的地理知识体

系&

是故!本研究将透过文字化的地名作
!

媒介!讨论华人如何使用本身的

语言文字重新诠释新的环境!同时将之
$

化成
!

东南亚华人的地名用语0这

些语言文字如何在当时逐步标准化!形成现今所看到的地名0藉此了解$0世

纪末至"#世纪初东南亚华人地理知识的形构&

本研究将以$0世纪末至"#世纪初新加坡所发行的 *叻报 +作
!

主要语料

来源!?集?讨论$**%年至$0&"年期间所出现的地名&

;

#

ÇÆÈ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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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叻报+於$**$年由马六甲土生华人薛有礼在新加坡创办&薛氏是福建

漳州移居南洋的第五代华人!其家族是马六甲及新加坡一带著名的贸易商!

!

地方巨富&其父薛荣樾移居新加坡後!与其他华商共同创立当地最早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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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丽芬"罗荣强! ,闽南语和马来语的词汇互借现象.! *闽商文化研究+!"#$"年!

第"期!页$01"0&

周凯琴! *马来西亚汉语和马来语借词相互渗透之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

文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双学位未刊硕士论文!"#$# (&

F4G,36==X6889A'&6+F42*"$)0%)$"3#6)."% 3O7%)(*MO8L/%7"F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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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萃英书院&薛有礼本身曾受英文教育!後来被送回中国生活及学习中

文!$*%%年汇丰银行在新加坡设立分行之後!薛有礼任职於汇丰!担任买

办!

(

!一直到创办*叻报+时!仍兼任汇丰买办&

)

!

至於薛有礼办报的动机!有学者认
!

或许出自新加坡民智蔽塞!同时也

与正面回应清廷领事的倡议有关&

*+,

!但无论如何!薛有礼的个人经历以及作

!

社会领导阶层的家族背景!薛有礼个人对服务侨民"传承文化的使命感!

或许也是其中的动机&

*+-

!

在运营上!薛有礼邀请中国文人南来担任主笔&如第一位主笔叶季允曾

任职於*香港中外日报+!是拥有办报经验的文人&至於主笔底下的*叻报+

记者!由於记
,

甚少!报导及言论又大多
%

有标示姓名!我们难以获知他们

的背景!不过根据同一时期'$0""!$0)$ (所出版的五
1

*南洋名人集传+!

除了一些由中国南来後便入职报社的读书人之外!当中有记者身份的名人都

是具有一定教育水平的商人"书记"文员"医生或校长!有的还是地方领

袖!他们在地方上同时也被新加坡的报社委任
!

驻地记者!

!

新加坡提供新

闻消息&

*+.

!笔者相信*叻报+在其他外地新闻的获取方面!也?取同样的模

式&因此!这些散?各地的商人"文人及地方领袖都是南洋地理知识建构及

地名标准化的重要参与者&

%#

hij

(

)

*+,

*+-

*+.

柯木林! ,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载柯木林"林孝胜编! *新华历史与人物

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0*+ (!页$#&1$$"&

何舒敏! *新加坡最早的华文日报%叻报 '$**$1$0&" (+'新加坡%南海编译所!

$0%* (&

/

贤
6

! *跨域史学%近代中国与南洋华人研究的新视野+'

a

门%

a

门大学出版社!

"##* (&

*叻报+主笔叶季允於$0$$年叻报创办&#盷年时!曾撰文提及薛有礼的办报缘起% #本

馆居停'指创办人薛有礼(!生长炎洲!沉睶学海!曩归祖国!读书十年!尝慨夫叻地

同侨!囿於旧俗!身之与国!漠不相关!怒然忧之!遂以觉世牖民!引
!

己责!念裨

风教者莫良於报!於是毅然奋发!独任其难& $见,本报出世三十盷年纪念序.! *叻

报+!$0$$年$"月$$日!版$&

林梦梅是芙蓉的商人"医生"文人"地方领袖!後
!

新加坡*新国民日报+" *总汇新

报+!以及吉隆坡*新益群报+的驻地记者'

<

亚农编! *南洋名人集传+!点石斋印

刷有限公司!$0")!第(

1

!页&+* ()新加坡的林茫予'商人"校长(也任怡保 *中华

晨报+驻新加坡记者'*南洋名人集传+!第)

1

!页$(&1$() ()刘怀光南来柔佛麻坡

後在一家店担任书记!後被新加坡*南洋商报 +委任
!

记者'*南洋名人集传 +!第)

1

!页)( ()罗信尔南来柔佛文律从商!具有学识!後被新加坡*南洋商报+和*新国

民日报+委任
!

文律特派记者'*南洋名人集传+!第(

1

!页$0$ ()王敬文南来新加

坡商行担任文员!後任*新国民日报+记者'*南洋名人集传+!第(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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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
3

方面! *叻报+在创办之初!发行量不大!所针对的群体主要是

上层阶级的资本家"厂主"店东& *叻报+的收益主要来自广告!它的广告

客
8

主要来自欧洲商行以及殖民政府!广告
$

容主要是一些机械"香水"洋

酒等高价值商品!政府饷码告示"店家公告也是广告重要的组成
$

容&

到了"#世纪以後! *叻报+逐渐普及!销量渐增!

*+/

!它的广告
$

容也出

现大
3

化的趋势!几乎每页都可以见到药品"香眕"煤油等日用品的广告!

比例相当高&到了$0"#年代!出现文艺专栏"学校招生广告"慈善筹款"学

校筹款广告!可见报章已经成
!

社会大
3

获取重要资讯和知识的主要来源&

由於*叻报 +以新加坡
!

基地!其所报导的新闻"广告来源都与新加坡有

关!因此它的读者群还是以新加坡读者
!

大宗&

总体而言! *叻报+是马新地区最早的中文日报!它在当时也是少有的

中文大
3

传播媒介!对於东南亚在地文字"语词的形成与普及化!扮演重要

的角色& *叻报+所含资讯
3

多!是人文社会学科相关研究的重要材料!因

而也成
!

许多研究者的研究对象!不过迄今
!

止!以*叻报+

!

研究的议题

主要集中於语言学及历史学!

*+0

!地理及地名学相关的讨论较少&

在地名研究的价值上! *叻报+以新加坡
!

基地!亦销至马来亚甚至东

南亚各地&

*+1

!由於销售范围大!因此所连结的地理区相当广!在新闻中会报

导新加坡"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群岛"东南亚其他地区!以至中国及世界的

新闻&除了各地新闻之外!上述所提及的商家广告!

*+2

!以及各地政府的告

示!

*+3

!这些
$

容所出现的地名
3

多!与 *公案簿 +和青云亭史料等专於纪
,

地方社会事务"流通於少数社会领导阶层的文献有很大的不同&

在时间断面上! *叻报+於$**#至$0&#年代发行!不仅是本地区
b

跨时

间段最长的报纸!这段期间也正是华人在马来半岛及南洋各地的大开发时

间!许多的地方陆续被开发!一些原有的马来及欧洲地名也开始在这段时间

被华人接触!进而开始创造新的地名!建立新的地理知识!许多现今
!

人熟

知的地名!在当时都还处於创造与标准化的过程中&

$0

flng

"#

flokpî#eMq¾rsìtu7

%$

*+/

*+0

*+1

*+2

*+3

衣若芬! ,吸眕与爱国% #五四运动 $前後南洋兄弟眕草公司在新加坡 *叻报 +的广

告.! *师大学报'语言与文学类(+!第()卷!第"期'"##0年0月(!页+(1$#+&

邱克威! ,*叻报+记时词语特点考察略记.! *语文建设通讯+!第$$"期'"#$+年0

月(!页$1*&

柯木林"林孝胜! *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0*+ (!页$"(1$&(&

广告当中的商号各地分行"商品销售地经常出现地名&

例如经常能
H

看到来自荷属东印度群岛"婆罗洲!以及马来亚政府所刊登的公告&

,

-

.

/



无可否认!华人对於东南亚的地理知识?非全然在*叻报+创办之後才

出现!在这之前的华人也已经有了许多用以表达其他文化事物的外来语

词!

*+4

!因此这份文献的价值不在於它词上的创新性!而是将华人长时间的

在地知识累积!每天透过大
3

传播方式加以普及化!加
6

及巩固一套属於南

洋在地的知识体系&

*叻报+所记载的地名种类繁多!有不同层级"语言以及命名来源!本

研究参考康培德对於巴达维亚*公案簿 +当中语词的分类!

*+5

!从语言词素组

成的角度来分析这些地名&从词素组成来看!所?集到的地名可分
!

三大

类!即%华人的固有词34G:*(9(%(Y:">*;"音译词3?G>*(=:"%>7*;以及音译词

与固有词?用的合词3">=?>&*) K>6);!分析的对象除了地名专名之外!

也会论及地名当中的通名&从此分类架构!以期具象化地呈现华人对於汉文

化和其他南岛民族"欧洲文化交流下所做出的回应&

K

#

�Gi»1¨Ê�ËÌ

$

;

%

ÍÎ:i»

固有词地名是纯粹使用华人原乡就已经有的语词!在使用上主要以意译

的方式来诠释外来语地名!或是直接对一地重新命名&

以意译方式诠释的地名方面!新加坡的R>A(6*=(*5E:%%便是其中一例!

当地是殖民政府行政首长的官邸的所在!因此该区山
D

一带又称
!

#王家山

D

$

*6,

!3"%/UJ+U-#&% J*&]G"%/UJ& -*&% J+#J;

*6-

!!华人把传统中国对於 #王 $

%"

hij

*+4

*+5

*6,

*6-

例如$*世纪至$0世纪荷印巴达维亚华人所留下的*公案簿+"马六甲青云亭的*呷国青

云亭条规簿+!以及许多庙宇碑文等都能
H

看到当时华人用以诠释本地事物的语词&此

外!根据庄钦永"周清海的研究!$0世纪初在本地活动的传教士也创造了许多汉字词

&见庄钦永"周清海! ,十九世纪上半叶基督新教传教士在汉语词史上之地位///

以郭实猎中文译著中之旧语新词
!

例.! *或问+!第$%号'"##0年(!页$1"#&

康培德认
!

*公案簿+当中的语词
!

#无音译借词的语词$" #音译借词与非音译借词

?用$&见康培德! ,十八"十九世纪巴达维亚唐人对殖民地行政体系的文化认知赋予

与重塑///以*公案簿+中的官职"机构外来语
!

例.!页$1"#&

*叻报+!$***年&月$日!版+&本研究中所引用的 *叻报 +页数均
!

新加坡大学图书

馆数位化*叻报+之 ZE@文档页数&

J43G=DHB69\:P:9C,>4B6=6k?G6=H@WD366D=?BE V8?S6=4B W4B7?ZH36?BE D>6-?8?A

V6B4B=28?9K!"#$%&'"()*+2)$&.)-@$&%6* "()*+<"7&'4-.&).62"6.+)7)" 3$0#(;L$")!$"('

,

-

.

/



的概念应用在南洋的殖民政府上&

*6.

!其实早在$%*%年的巴达维亚公案簿上!

当地华人便已经以#王上$3̂%/U-._%/;指称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

*6/

!相对於

以固有词重新命名的地名!这种意译的地名较少&

将地名重新命名的情癋主要出现在该地已有其他族群的地名!但是?不

!

华人所使用!反而在当地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命名系统!这种情癋的固有词

地名最多!如新加坡英殖民政府在$0世纪初所规划的 @>&5G /6:)$(Q>7)!华

人称之
!

#大马路$3)_&UD̀U'_;n&

*60

!新加坡的 N(F:* @56((5!当时华人?不将

之直译
!

北京街!而称 #衣箱街 $

*61

!3.U-."

%

UJ".]7.-+#%/ J&.;

*62

!&C(%>F 8<(6

@56((5除了直落亚逸街之外!在报章上也被记
!

#源顺街$3/"a%U-b%UJ+;&

*63

除了瞃状街道之外!像是一些面状的地区也有这种现象!例如新加坡的马来

语地名H7*)7*$ H(6B7& '牛栏(!也被华人称
!

#竹
D

$

*64

!3)+JUJ*&;!新加

坡南岸地区由於商业较
!

繁荣!因此被称
!

#大坡$

*65

!3,3&41";&新加坡E:%%

@56((5"E:$G @56((5"V>65G /6:)$(Q>7) 靠河一带的地区又作 #水仙门 $

*7,

!

36*#.U-.+%UB%/;&

*7-

!前述地名已完全是另一套命名系统&此一现象多少反映

$0

flng

"#

flokpî#eMq¾rsìtu7

%&

*6.

*6/

*60

*61

*62

*63

*64

*65

*7,

*7-

在传统汉人的哲学观当中!唯有华夷共主的中国皇帝可使用#皇$字!其他被视
!

朝贡

国的欧洲国家"东南亚各藩属国的统治者只能以 #王 $字称之&见庄钦永"周清海!

,翻译的政治% #皇$" #王$之论
+

.! *或问+!第$*号'"#$#年(!页*(1$"(&

包乐史'_6HB?3E U82==o("

<

凤斌校盰! *公案簿-第$辑 +'

a

门%

a

门大学出版

社!"##" (!页&%(&

*叻报+!$0&"年$月)日!版%&

衣箱街一词出现在店铺出租的告示当中!见*叻报 +$0&"年$月)日!版%&衣箱街的称

法最早何时出现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在$*0$年的皇家亚洲学会海峡分会期刊的新加坡

街道名
,

的中英对照当中已经出现&见 \?27>DHB:\:F9Ck?D4̀6k?G6=H@WD366D=4B

W4B7?ZH369K!"#$%&'"()*+2)$&.)-@$&%6* "()*+<"7&'4-.&).62"6.+)7"& 3$*0$;L)0!+(&$0&#

年代之後!则开始在一些资料上看到N(F:*翻译
!

北京街&见潘醒农编! *新嘉坡华侨

社团学校通信
,

+'新加坡%南岛出版社!$0)% (!页(#&北京街开始
!

人所使用"与

衣箱街?存的称法!或许与当地的
7

业变迁有关!当该处的
7

业特色消失时!衣箱街也

逐渐少人使用&

这眧的拼音是根据 J43G=DHB6於$0#*年所作的街名记音!见 \:P:J43G=DHB69C,>4B6=6

k?G6=H@WD366D=?BE V8?S6=4B W4B7?ZH36?BE D>6-?8?AV6B4B=28?9K!"#$%&'"()*+2)$&.)-

@$&%6* "()*+<"7&'4-.&).62"6.+)7)" 3$0#(;L$"#!$"$&

*叻报+!$***年)月"日!版$&

*叻报+!$0&"年$月)日!版$)&

*叻报+!$***年+月$日!版+&

*叻报+!$0&$年)月$#日!版$&

J43G=DHB6?
%

有记
,

广东音&\:P:J43G=DHB69C,>4B6=6k?G6=H@WD366D=?BE V8?S6=4B

W4B7?ZH36?BE D>6-?8?AV6B4B=28?9K$$)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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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族群对於同一地方或地标有着不同的视角!同样地!这些地方或地标对

不同群体而言!也有着不同的意义&

这些固有词地名除了*叻报+之外!也常见於其他的地名材料!像是一

些旧的中文地图'见附
,

$ (!当中便能找到例如森美兰的 #七条石 $"吉

隆坡的#三个石$!这是华人对於道路里程碑的指称&还有吉隆坡郊区以自

然环境命名的#石山$&透过不同地名材料的比较!多少也显示了*叻报+

地名用作解释新马华人在地名诠释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

上述使用固有词的地名在空间分?上最常出现於华人聚居的市街聚落
$

部!因此可以看到这些地名的属性多是街道名"地标名!空间的尺度一般较

小!都是与华人生活息息相关"经常接触的空间&

此外!也有少部份的固有词地名指称的空间层级较高!是一整个聚落或

地区&例如一些由华人所开发的地方!先前?
%

有其他的聚落或地名存在!

因而由华人命名!例如柔佛的永平!

*7.

!先前是华人所开发!是以胡椒"甘

蜜种植
!

主的华人聚落!因而以华人固有词命名&西加里曼丹的山口洋也是

如此!

*7/

!当地是一个华人所开发的矿区&另一些高层级的地方!例如一些古

时候与中国有密切贸易往来关的地方!例如苏门答腊的 N(%(=B7*$!它对

应
!

#巨港$

*70

!3JbUJc%/;!它在明朝郑和航海图当中便已出现!

*71

!沿用至

今&

总体而言!这些华人固有词地名
!

华人所创造及使用!?不
!

其他族群

所熟知!因此在东南亚华人地名当中!所?的比例不多&它们主要分?在华

人聚集的市镇以及华人所开发的地区!地名随着华人的移入而出现&由於这

%)

hij

*7.

*7/

*70

*71

*叻报+$0&$年)月$#日!版$#&永平地名现在依然
!

人使用!马来文地图及7HH786G?Z

上也写作 .HB7V6B7!永平聚落最早是因
!

$0世纪胡椒"甘蜜的种植而兴起的港
D

OT?B7T?3R聚落!因此早期又称
!

永平港&该港
D

相传是有潮州籍的巫许亚鲁&至於

#永平$一名的由来!我们不得而知!但相信取自吉言佳字&见南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

究中心! *潮人拓殖柔佛原始资料编+'新山%南方学院!"##& (&

*叻报+!$0&"年$月)日!版(&山口洋的地名由来与当地的地形有关!当地三面环山

一面开口向海!故名&见利亮时! ,走过移民崎岖路的社团%曼谷客家总会与山口洋地

区乡亲会之比较.!载林开忠编! *客居他乡///东南亚客家族群的生活与文化+'苗

栗%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 (!页$#)&

*叻报+!$0&"年$月)日!版(&

郑和航海图作#旧港$!福建话的音同 #巨港 $&见向达整理! *郑和航海图 +'北

京%中华书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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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华人
!

主的地区当中!华人的人口规模已经
H

大!

*72

!使用频率较高!较不

会有跨族群沟通上的问题!因此使用外来语词地名的需求不大&

$

K

%

¢Ï:i»

音译词地名是指完全使用音译的方式将外来语'马来文"英文等(用华

人语言所对应的汉字加以诠释&东南亚华人的音译地名?华人创造地名的
9

大多数!例如马来亚霹雳3N(67F;的 +76&5译作 #鷓律 $3'aU'd);

*73

! '见附
,

"

图"!" ("N(67F本身译作 #白蜡 $3?e*U'f?;

*74

!"+76&5岸外的港口 N>650(%)

译作#卜
!

老$3?"*Ug.U'h;

*75

!!雅加达的旧名H(%7?7译作#加鷓巴$3J&U'aU

?&;

*8,

!"北马的槟城/N(*7*$译作#庇能$3?iU'j%/;

*8-

!等&本研究所?集到的

外来语地名几乎都是用福建话记音!虽然马新地区的华人来自不同的方言

群!但是以广府话和客家话等其他语言记音的地名较少&受限於福建话的发

音系统!它无法完全精准地与外来字对应!因此便以发音相近的汉字来表

示!例如#蜡$对应67F" #卜$对应 ?>65" #能$对应 *7*$!等等!形成我

们所看到的地名&

此外!由於南洋的马来或英语地名音节不多!一些常用的音节也开始出

现其固定对应的汉字&例如 B7对应
!

簔3Da;!如簔眼*8.

!3/7$7*;)%7267对应

!

鷓3'a;!如鷓律3+76&5;"%7*$267*$对应
!

垄3'a%/;!如三宝垅或三宝垄*8/

!

3@(=767*$;)7对应
!

亚及阿3&;!如阿力山大*80

!38%(Y7*)67;)B& 对应
!

武

3Dk;!如武吉巴梭*81

!3/&F:5N79>G;)*&526&526>7) 对应
!

律3'd);!如文律*82

!

$0

flng

"#

flokpî#eMq¾rsìtu7

%(

*72

*73

*74

*75

*8,

*8-

*8.

*8/

*80

*81

*82

例如在$**$年!新加坡华人的人口比例?+"d!而马来人仅?")d&见 I:-:

-636X6D>639<+?"$)"% )*+1+%-#-"()*+2)$&.)-2+))'+B+%)-H)&J+% "% )*+X)* 4?$.'RWYR

3@:*$7?>6(LR>A(6*=(*5N6:*5:*$ WDD:"(M$*0";M)+&

*叻报+!$*0$年(月&日!版"&此外!在$*0)年拿律当地福建社群建立的义山 '坟

地(#募建冢亭小引$的碑文当中!也见到#鷓律$的写法!见附
,

"图"1"&

*叻报+!$***年&月"日!版*) *叻报+!$*0%年$月")日!版"&

*叻报+!$*0$年(月$)日!版+&

*叻报+!$*0%年$月&日!版+&

*叻报+!$0&"年$月)日!版"&

*叻报+!$0&$年)月$#日!版$&&

*叻报+!$***年&月$日!版&) *叻报+!$0&$年)月$#日!版$&&

*叻报+!$0&$年)月$#日!版)&

*叻报+!$***年)月"日!版"&

*叻报+!$0&"年$月)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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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鷓律3+76&5;"美芝律*83

!3/(7"G Q>7);)57*2)7* 对应
!

丹3)&%;!如

关丹*84

!3H&7*57*;"美丹*85

!3O()7*;)%7*2)7* 对应
!

兰3'a%;!如森美兰*9,

!

3V($(6:@(=B:%7*;以及棉兰*9-

!3O()7*;)F72$7对应
!

加3J&;!如丁加劳*9.

!

3C(6(*$$7*&;)?7或部份的 B7对应
!

巴3?&;!如丹戎巴葛*9/

!3C7*a&*$ N7$76;&

上述福建话发音的汉字逐渐成
!

南洋地名的常用汉字!许多也一直被沿用至

今&

*叻报+当中也可找到少部份以广府和客家话发音的地名汉字!例如马

来亚森美兰的O(*7*5:译作客家话发音的#民难知$

*90

!3B.%

XX

U%&%

SS

U3.

XS

;

*91

!!

霹雳怡保的旧地名N7%>G则译作广府话发音的 #?罗 $

*92

!3D&&

S

U'"

l

;

*93

!!这两

个地方都是以客家和广府人人口?优势的地区!福建人较少&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地区虽然是以广府和客家人
!

优势!但译写

方式仍然是以福建话
!

媒介&例如 @(%7*$>6!华人译作 #雪兰莪 $3-*+U'a%U

/ ;̂"实兰莪3-i)U'a%U/ ;̂&@767K7F 则作#实鷓越$3-i)U'aU"f);" #砂鷓越 $

3-&U'aU"f);!当地广府人和客家人也使用本身的语言来诠释这一福建话的文

字!成
!

广府话的-7#)

S

U'&&%

l

U%/"

l

;-&&

R

U'"#

l

UV7#)

m

!以及客家话的-.+3

X

U'&%

XX

U

%/"

XX

;-&

XS

U'"

XX

U$*&3

n

&

福建话的优势地位除了与其人口优势有关之外!更加与族群经济的地理

空间分?有关&在马来亚?有人口及经济优势的福建人大多聚集在以转口贸

易
!

主的海峡殖民地!这眧也因
!

商业发达!而成
!

各种文化"出版品的输

出基地!$0世纪末至"#世纪初马新地区的报章几乎都设置在新加坡和槟城!

%+

hij

*83

*84

*85

*9,

*9-

*9.

*9/

*90

*91

*92

*93

*叻报+!$0&"年$月)日!版%&

*叻报+!$0&"年$月)日!版(&

*叻报+!$*0$年*月$"日!版+&

*叻报+!$0&"年$月)日!版(&

*叻报+!$0&$年)月$#日!版$#&

*叻报+!$*0$年"月"&日!版"&

*叻报+!$0&"年$月)日!版)&

*叻报+!$*0$年+月"+日!版+&

客家话的发音的标示是以中华民国教育部台湾客家语常用词辞典的海陆音
!

依据&海陆

音在马来亚客家语群中相当普遍&见 >DDZabb>?TT?:E4SD:6E2:DXb>?TT?E4SDb4BE6h:>DG&

*叻报+!$0&"年$月)日!版)&在怡保的?罗古庙至今还沿用这个传统的 #?罗 $地

名!庙眧一些$0世纪的法器也能见到#?罗$的字眼!见附
,

"图"1+&

广府话发音的标示是以香港中文大学
c

语审音配词字库所提供香港语言学学会的
c

语注

音系统
!

准则!其音标是以阿拉伯数字表示!能与文中的福建话白话字拼音作区隔&见

>DDZabb>2G?B2G:?3D=:S2>T:6E2:>Tb_6h4=b86h41S?B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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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新加坡的*叻报+" *日新报+" *中兴日报+" *振南日报+" *国

民日报+" *新国民日报 +" *星报 +" *天南新报 +" *总汇新报 +"

*星洲晨报+!以及槟城的*槟城新报+" *光华日报+&这些位在福建人

!

首的市镇的大
3

传播媒介使得福建话在地名命名上?有主导权!成
!

华人

地理知识建构的重要语言&此外!在现今马来西亚流行以华语
!

媒介语之

後!这些$0世纪被文字化的地名也被人们用华语'普通话(再次诠释!成
!

>#o'c% 和̀-*p 'c"7#e!经多次诠释之後!人们已经难以就华语发音来对应原

有的外来语&

总体而言!音译词地名在各种地名分类中所?的比例最高!这个现象在

$0&#年代的中文旧地图当中亦充份显示'见附
,

$ (!音译词地名对於华人地

理知识的构成扮演重要角色&音译词地名除了会出现在小尺度的空间之外!

与固有词地名稍有不同的是!它一般使用在空间范围较大"等级较高地方!

例如港口"城镇"地区的名字&此一现象的出现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其

一!华人遇到的许多地名!在东南亚早已经广
!

其他族群所使用!在尚未对

该地有进一步的诠释之前!便直接音译这些外来语的地名&其二!这些地方

主要是马来人等其他族群的生活领域!与华人关较疏离&其三!在华人处

於非主流的大环境中!牵涉到与其他族群的商业往来及殖民政府交流时!便

必须使用音译词!以融入多元族群的社会!?且加
6

地名的实用性&其四!

在殖民地当中!政府对於市镇和辖区的管理程度相当细!政府因
!7

权登

记"邮电交通"地图绘等的需求!而对地方有着一套官定的标准化地名!

在此情癋下!华人在地名命名时!也会以此
!

参考!因此官方地名对於华人

地名的诠释有直接的影响&

$

_

%

Ða:i»

合词地名结合音译词和固有词的元素!主要是由一个专名及一个通名

组合而成&其固有词多
!

通名!主要是用以加强
#

明以及修饰其专名///音

译地名!这些固有词具有以下几种类型%

其一是表示该音译地名的性质!例如京"街"坊"城"坡等!表示首

都"街道"街道间的坊"城镇*94

!等&在华人观念中! #京 $指的是国都!传

统上指称北京时!会以#京$表示!因此京的观念也用以指称其他国家的首

$0

flng

"#

flokpî#eMq¾rsìtu7

%%

*94

城"坡皆是城镇的指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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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例如可以见到#暹京$

*95

!3-.pBJ.&

%

;表示暹罗3@:7=;的首都!指称伦敦

时会称之
!

#英京 $

*:,

!3+%/ J.&

%

;!挪威的
d

士陆
!

#挪京 $

*:-

!3%^J.&

%

;等

等&一些殖民地的地名例如Q7DD%(9N%7"(的N%7"(会以中国传统聚落底下的单

位#坊 $来表示!加上音译词 Q7DD%(9合成
!

#莱佛士坊 $

*:.

!3'a.U?d)U-b

*"%/;&

其二是表示地名所在的位置!例如北"口"旁"尾"边等!这些都是华

人固有的位置名词!放在地名前面或後面作
!

修饰用途或加
6#

明!例如

V>65G />6(*>作北慕娘*:/

!3?&JD_U%.g;!其他一些地名则与外来语地标名配合

方位使用!如%旧巴虱口*:0

!3Jb ?&U-&)J*c#;"土库前海傍*:1

!3)*hqUJ*rq6*j%/ *c.

?%/;"直落亚逸尾3)eJU'rJU&UeJDh+;"土库花园边*:2

!3)*hqUJ*rq*"+U*%

s

/ ?.

%

;&

其三是表示地名的阶序!常见的是以大"小等形容词放在地名前面!它

们有的来自意译!有的则是华人用既有的外来语词!加上自己的空间认知而

出现&前者例如马来亚柔佛的N>*5:7* /(976和N>*5:7* H(":%!B(976和 F(":%分

(!

马来语的大"小之意!因而作大笨珍3)_& ?b%U).%;"小笨珍*:3

!3-r+?b%U

).%;!此地名也被沿用至今 '见附
,

"图"!) (&菲律宾的 O7*:%7'马尼拉 (

则称小
e

宋*:4

!3-r+'kU-r%/;&

总体而言!这些合词地名的使用包含大尺度以及小尺度的空间!透过

本身的固有词与外来语词的合?使用!华人得以在接触各种外来语地名时!

将这些原来在本身语言概念中
%

有意义的外来语词!赋予各种属性的诠释!

使得在与其他族群和殖民政府互动时!能
H

便於使用!同时也便於自身理

解&

%*

hij

*95

*:,

*:-

*:.

*:/

*:0

*:1

*:2

*:3

*:4

*叻报+!$***年&月"日!版") *叻报+!$0&"年$月)日!版$&&

*叻报+!$***年&月$日!版") *叻报+!$0&"年$月)日!版$)&

*叻报+!$0&"年$月)日!版$$&

*叻报+!$0&"年$月)日!版%&

*叻报+!$*0$年$月$日!版$&

*叻报+!$***年&月$日!版$&

*叻报+!$***年+月$日!版+&

*叻报+!$***年&月$日!版%&

*叻报+!$0&$年)月$#日!版)"$#&

*叻报+!$***年&月$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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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固有词"音译词以及合词地名的使用!三者其实都牵涉华人对於

地名或是地理环境的重新诠释以及创新&

固有词地名牵涉华人对当地的想像与诠释&以新加坡的 #水仙门 $

!

例!他的出现便与当地外来语地名无关!是华人重新诠释的结果&据新加坡

文史工作者
<

庆辉的考证!当地正是人们最早上岸的地点!该地名推测来自

中国泉州港口的水仙门!由於机能相同!因而命名&

*:5

!早期华人也经常以当

地的实际特徵来
!

地方命名!例如大马路!由於该路段位在当时的市中心!

也是市区的主要道!因而称之&衣箱街则推测与该街的零售
7

业有关!因

而作
!

N(F:* @56((5的指称!

!

全新的命名系统&

除了固有词之外!看似模仿外来语的音译词在展现华人对於新环境的诠

释方面!亦不容忽视&音译词地名?不是单纯地将外来语地名直接移植使

用"以外来语发音!而是透过华人的语言系统重新诠释!正如翻译学学者所

#

!译词的
7

生?不仅是源语39>&6"(%7*$&7$(;往译体语3576$(5%7*$&7$(;转

f

的结果!更是各种语言文化接触"交融的结晶&

*;,

!特
(

是在$0世纪!东南

亚
9

大部份的华人都不谙英语和马来语!因此需要借助汉字来诠释外来语&

例如在光绪九年'$**& (於新加坡出版的马来语"英语字典*华夷通语+当

中!所有的外来语便未出现罗马字!而是以福建话的汉字表现!例如#雪$

对应
!

#狮二$3-&.U%r;!

*;-

!以和9*>K对音&虽然以#西二$3-.U%r;来诠释

的话!读音会更加接近!但相信是
!

了让读者更容易吸收!因此使用了#狮$

的意象&在广府人民间的农民/// *通胜+当中也可见到类似的情癋&在

现今香港永经堂所出版的*通胜+!仍保留过去转载清代*华英通语+的传

统!可以见到以
c

语的常见字 #

:

$3G&%

R

;表示英文的 >*(!用 #衣拉焚 $

3V.

R

'&&

R

(&%

l

;表示英文的(%(A(*&

*;.

! '见附图$ (故在音译以及汉字化的过程

$0

flng

"#

flokpî#eMq¾rsìtu7

%0

*:5

*;,

*;-

*;.

<

庆辉! ,新加坡 #水仙门 $的由来 .!"##0年!>DDZabb58H7:HGA:=7b=7=DH3Ab?3S>4̀6=b

0#&&

_AE4?\6_429;$&%-'.%/#&'A$&6).6+Ft.)+$&)#$+HP&)."%&'1#')#$+H&%3 ;$&%-'&)+3 K"3+$%.)7U

1*.%&HRYTTURYSu 3@57*D>6)L@57*D>6) -*:A(69:5< N6(99M$00(;'

文中特
(

标示在?#狮$字时!需要以舌音?&

香港永经堂出版的*通胜+过去都有附上华英通语的日常语词!惟近几年有暂停转载!

但在"#"#年版的*通胜+又可见到华英通语的中英文词对照&感谢#程寻香港$主持人

:

子祺先生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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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不见得了解外来语地名的原意!会以各种
B

离原意的图像来诠释!

而衍伸出其他的意义&

从上可知!华人在东南亚与其他文化接触之後!对於当地地理空间的诠

释结果有以下两种情形%其一!是
B

离音译词原来的意义!成
!

具有其他意

义的新地名&其二!有的虽然保留音译名词!但这些音译名词
&

逐渐取代华

人原乡旧有的固有词!重新形构与
$

化成
!

华人在地的地理知识&

$

;

%

!¼½&§ÑÒ1ÓÔ

在第一种情形当中!一些比较常用到的地名!特
(

是一些华人聚集的大

城!在从外来语重新诠释成
!

汉字化地名之後!其地名的音译文字也会逐渐

-

少!而取一个经过普遍使用後最能代表该地且不会造成混淆的文字来作
!

地方的指称!例如O7%7""7!华人将之诠释
!

麻六甲3B̂ &U'fJUJ&*;或马六甲

3BcU'fJUJ&*;!在华人长久使用以及报章写法的推波助澜下!逐渐简化
!

#甲$3J&*]J&?;!因此在南洋语境中的#甲$除了表示#甲乙丙丁$的秩序

之外!也延伸出#麻六甲$这一地名意涵'见附
,

"图"!$ (&在新加坡!原

本音译的地名@(%75!先是被诠释
!

#石叻$!最後被简化
!

#叻$3'f);!例

如#叻地近来有癫狗伤人之事$

*;/

!" #上好万兰池酒来叻发售 $

*;0

!等& *叻

报+当中的#叻$便是以此简化地名
!

名的报章&另一华人大城槟城也有此

情癋!将原有的 N(*7*$ 以 #槟 $3?.%;表示&这些可被简化的音译地名不

多!只有广
!

人知的地名才有此现象&

另一些音译地名简化
B

离原有的记音属性之後!也会加上其他的固有

词!以合词的形式出现!成
!

新创的地名!例如在"#世纪&#年代出现星加

坡被简化!增加#州$字成
!

#星州 $

*;1

!!指涉新加坡!在之後的日子眧!

#星$便多了一层意义!即作
!

#新加坡$的代称&此外! *叻报+也曾出

现将#石叻 $与 #新加坡 $合?诠释的表现方式!成
!

#叻加坡 $3'f)UJ&U

?*";&

*;2

!同一时期的槟榔屿被简化之後成
!

#槟$!再配上标示属性的#城$

字成
!

#槟城$

*;3

!3?.%U-.a

%

;&

*#

hij

*;/

*;0

*;1

*;2

*;3

见*叻报+!$*0$年0月)日!版+&

见*叻报+!$*0)年)月"$日!版*&

见*叻报+!$0&$年)月$#日!版$#) *叻报+!$0&"年$月)日!版%&

见*叻报+!$0"*年&月$+日!版$0&

见*叻报+!$0&"年$月)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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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人对常用外来语
$

化的情形中!特
(

是一些地名通名!例如某某

#山$"某某#路$"某某#角$等!由於出现频率较高!久而久之成
!

华

人的惯用语&例如海岸地形///岬角在海上易於辨认!进而成
!

重要地标!

因此马新沿海地区经常出现57*a&*$ '岬角
S

海角(的地名&对此!华人已经

惯称#丹绒 $3)&%UV.̂%/;!例如 C7*a&*$ I75> 作 #丹戎鷓卓 $

*;4

!"C7*a&*$

H75>*$作#丹容加东$

*;5

!"C7*a&*$ N7$76作#丹戎巴葛$

*<,

!&C(%&F '海湾(

惯称#直落 $3)eJU'rJ;!

*<-

!而非 #湾 $&/&F:5'地势不高的山 (惯称 #武

吉$3DkUJ.&);&

*<.

!河口或河流交会处3H&7%7;惯称#?鷓$3Jr&U'a;&

*</

!这些通

名都已
$

化成
!

华人碰到地名通名或是指称时!经常使用的语词!反而较少

以原乡常见的固有词#角$" #湾$" #山$" #口$等作
!

替代&

此外!在市区当中所出现的街路通名也有使用上
$

化的现象&例如遇到

殖民政府所规划的 Q>7) '路 (时!华人?
%

有使用原乡既有的固有词///

#路$3'_;n来表示!反而固定使用音译词#律$3'd);& #律$是华人在本地

重要的创新词!虽然在华人传统观念当中也有#路$的指称!泛指#道路$!

特
(

是一些连接不同地方之间的道!但#路$

&

鲜少出现在城镇当中作
!

通名使用!翻看清代中国的城镇研究和地图!无论是在台湾或是大陆的城镇

皆是如此!城
$

最常见的是#街$和#巷$&

*<0

!

反观在英殖民地政府所规划的街道中!6>7) 是殖民市街聚落中常见的规

划!它与956((5"%7*(一样具有等级概念&或许是早期华人未能把原乡的#路$

$0

flng

"#

flokpî#eMq¾rsìtu7

*$

*;4

*;5

*<,

*<-

*<.

*</

*<0

见*叻报+!$***年&月$日!版)&

见*叻报+!$0&$年)月$#日!版$&&

见*叻报+!$0&"年$月)日!版)&

例如霹雳的直落安申OF682T <B=HBR!见*叻报+!$*0$年*月$(日!版+&

例如新加坡的武吉智马OU2T4DF4G?>R!见*叻报+!$*0$年"月")日!版"&

例如霹雳的?鷓港沙'/2?8?/?B7=?3(!见*叻报+!$*0$年(月""日!版"&

中国传统市街
$

部一般以街"巷
!

单位&例如在清代的艋艵市街!当中的道路名称都以

街"巷
!

单位!?未出现#路 $!清代的台南府城亦然&见
/

淑清编! *台北市路街

史+'台北%台北市文献委员会!$0*( (!页&+1)+)

/

雯娟! ,命名的规范%台南市

街路命名的文化政治.! *台湾史研究+!第"$卷!第)期'"#$)年$"月(!页$(+1$(%&

除了清代台湾之外!在同时期的
$

地也是如此!可参见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年*浙江

宁波府城图+"$*+)年*武汉城镇合图+"$*%%年*湖北汉口街道图+"$*+%年*浙江省

垣坊巷全图+!澳洲国家图书馆藏$*+#年*广州城郊图+OK&?"()*+6.)7&%3 +%).$+-#D#$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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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殖民地的 6>7) 对应!

*<1

!因此使用了外来词&此一现象可以从 E'0'

X:6=95>*(於$0#(年记载的新加坡街名表得到证实!遇到6>7) 时!华人多以地

标来表示!例如/(7"G Q>7)便作小坡海觧"金榜海边"铁巴虱口等地标名&

*<2

!

在直译地址时!则可以见到华人以另一个音译名词/// #律$来指称都市聚落

中的#6>7) $!例如467:$ Q>7)和O&76Q>7)会被译
!

加力律3J&U'f)'d);

*<3

!以

及麻律3B̂& 'd);&

*<4

!若留意战前华人民间的一些田野材料!也能普遍见到#律$

的使用'见附
,

"图"!& (&

此外!一些重要的交叉路口或是要道!也会从单纯的路名升级成
!

地方

名!在早年的马来半岛中文地图中 '附
,

$ (!便可以见到雪邦律 '@(?7*$

Q>7)!森美兰境
$

("簔都律'/75& Q>7)!吉隆坡境
$

(和打巴律 'C7?7G

Q>7)!霹雳境
$

(&

随着华人对殖民地环境的融入! #律$的使用逐渐普及!这种现象除了

常见於*叻报+之外!华人的会馆特刊"商业年砲*<5

!在书写路名时!也经常

出现#律$的用法&例如在$0(*年新加坡茶阳会馆的百年纪念特刊当中!会

员商号地址的总表遇到6>7)时!也都是以#律$来表示&

*=,

!

另一个通名是 @56((5'街 (!除了固有的 #街 $之外!华人也开始以

#实得力$3-i)U)+JU'f);来表示!取代#街$的用法&据观察! #实得力$和

#街$的使用差?在於英文地址和地方俗称的使用! #实得力$经常出现在

地址的用词当中!特
(

是一些广告以及商业声明!例如在$*0(年的一则商号

承顶声明当中!商家在表示正式的店址所在地时!便使用实得力% #

X

者旧

巴虱丝丝实得力第十四号门牌福安号 $&

*=-

!此外! *叻报 +旧址 O7%7""7

@56((5在该报地址版面长久以来便是以 #旧巴虱口 $表示!直到$0#"年$#月

"%日迁址46>99@56((5之後!才改以#实得力$表示地址!作
!

街的替代!

!

#哥劳实得力$3J"U'̂-i)U)+JU'f);&事实上!实得力?非*叻报+率先使用!

*"

hij

*<1

*<2

*<3

*<4

*<5

*=,

*=-

#路$在民国时期才开始在中国各地城市变得普及&

\:P:J43G=DHB69C,>4B6=6k?G6=H@WD366D=?BE V8?S6=4B W4B7?ZH36?BE D>6-?8?AV6B4B=28?9K

+"1+&:

\:P:J43G=DHB69C,>4B6=6k?G6=H@WD366D=?BE V8?S6=4B W4B7?ZH36?BE D>6-?8?AV6B4B=28?9K

*"1*&:

\:P:J43G=DHB69C,>4B6=6k?G6=H@WD366D=?BE V8?S6=4B W4B7?ZH36?BE D>6-?8?AV6B4B=28?9K

$$#1$$$:

如$0&0年新加坡*南洋商报+所出版的*南洋年砲+&

在客家话中!律的发音与福建话相同&

*叻报+!$*0(年&月0日!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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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另一份报纸*天南新报+在$*0*年创刊时!其馆址便已经使用 #萛得

力$3-vU)+JU'f);作
!

#街 $的替代词!

!

#英领新加坡北京萛得力 $3N(F:*

@56((5;!取代原有的#衣箱街$&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在 #北京萛得力 $後

也加盰#即衣箱街$&

*=.

!此种正式地址加盰固有词地名的形式某程度上反映

这一语词仍在
$

化的过程中&不过!#实得力$使用的普及率远不如#律$&

另一方面!一些音译词被华人惯用
$

化之後!也开始出现价值判断化的

现象!例如位在上游的地方!其地名经常会出现-%&或E&%&的通名!华人多

作#乌鲁$3#U'h;n!这些上游地区开发较少!商业发达程度?不如华人聚集

的下游港市!因此#乌鲁$除了作
!

#上游$的对应之外!也逐渐被华人用

作形容落後的代名词&

*=/

!另一与-%& 相同情形的地名通名是 F7=?&*$!它是

马来语中的#村庄$!而在$0世纪时! #甘公$3J&BUJ"%/;是它经常出现的

称谓!"#世纪的*叻报+语料则逐渐定型
!

#砲榜 $3J&BU?h%/;&由於南洋

华人多居住於市镇地区!对於居住在郊区的村庄则多以#砲榜$称之&久而

久之 #砲榜 $也逐渐被
$

化用以指称乡下"家乡或是开发程度比较低的地

区&

*=0

! '见附表$ (

�

#

i»1¾¿À

在*叻报+所记
,

的时间范围当中!马新地区许多地方陆续被开发!华

人陆续移入!而大批初来乍到的华人也首次接触新的南洋地理环境&在华人

开始大量诠释及创造地名初期!同一个地点出现不同的诠释方式!无论是不

同的称呼或译法!都无时无刻处於变化的过程!然而经过时间的推移!许多

地名也开始标准化&

以马来亚的雪兰莪*=1

!3@(%7*$>6;

!

例!华人在$0世纪中叶开始陆续进入开

发!在初始阶段时!人们对地名的诠释主要是记音!不在乎选用文字的意

义!因此相同发音的文字都出现在地名之中!例如在$***年至$0&#年的*叻

报+中!便出现了 @(%7*$>6的多种写法!如实鷓俄 '$***年 ("实兰莪

$0

flng

"#

flokpî#eMq¾rsìtu7

*&

*=.

*=/

*=0

*=1

*天南日报+!$*0*年(月&#日!版$&

现今!马新地区华人在形容一地很落後时!会称这个地方 #很 282 $&听到一些有 282

的地名时!也会有先入
!

主的印象&

今天马新地区华人在表示回家乡时!会
#

#回 T?GZ2B7$)在形容一个地方很乡下时!

会
#

这个地方#很 T?GZ2B7$&

今雪兰莪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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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年("硕兰莪'$*0$年("实兰莪'$*0%年 ("实兰午 '$0##年 ("

雪兰莪'$0&#年 (等六种表示方法!到$0&#年代才逐渐定型
!

今天的写

法&

*=2

!类似在$0世纪至"#世纪初的标准化过程中!开始定型的例子还有柔佛

的/75& N7G75!在$***年尚未建市之前!

*=3

!被写作簔株簔曷3DaU)#UDaU*&);!

到$0&$年则看到定型
!

今天的簔株巴辖3DaU)#U?&U*&);&

*=4

!东马的 @767K7F

州!在$0世纪末 '$***年"$*0$年 (时作实鷓越3-i)U'aU"f);!到$0&"年则出

现今天常见的砂鷓越3-&U'aU"f);&

*=5

!苏门答腊的O()7* 也从$0世纪末的美丹

3DwU)&%;!到$0&#年代成
!

今天的棉兰3BxU'&%;&

*>?@

!$0世纪的北慕娘3?&JD_U

%.g;!到了"#世纪成
!

北婆罗3?&J?̂U'̂;&

*>?A

!$**(年开埠的O&76作曼埠3B̂ &U

?_;n!到"#世纪则标准化成
!

今天的鮉坡3B̂ &U?*";或麻坡3B̂ &U?*";&

*>?B

!

地名标准化的过程牵涉到人们对环境诠释与认知的变迁!因此需要经历

一段时间过程&一些大都会!由於人口组成杂!因而出现各种不同的认

知&以新加坡
!

例!当地在$0世纪被广泛称
!

@(%75'马来名(!

*>?C

!因而被写

作石叻3-eJU'f);!到了"#世纪!无论是政府或是商人都逐渐较少使用@(%75来

指称新加坡!因此*叻报+上也逐渐以英文地名@:*$7?>6(的音译诠释!因此

出现星架坡3-+%/UJyU?*"]-+%/

R

U/&&

S

UD"

R

;"星嘉坡3-+%/UJ&U?*"]-+%/

R

U/&&

R

U

D"

R

;"星加坡3-+%/UJ&U?*"]-+%/

R

U/&&

R

UD"

R

;"新嘉坡3-.%UJ&U?*";的写法&其

他到了"#世纪还处於标准化的地名还有O7%7<7!在$0&"年$月)日的报章中同

时出现马来也3BcU'a.U.p;和马来亚3BcU'a.U&;两种表达方式&

$

;

%

i»¾¿ÀØÙ1ÚÀÛÜ

在标准化的过程中!地名不见得往与外来语读音趋同的方向发展!相反

地!许多纯粹记音的地名在此过程中开始出现文字雅化的现象&例如马来联

*)

hij

*=2

*=3

*=4

*=5

*>?@

*>?A

*>?B

*>?C

*叻报+!$***年&月$日!版*)$*0$年(月%日!版$)$*0$年(月$)日!版+)$*0%年$

月0日!版")$0##年$月$0日!版*)$0&#年)月$"日!版"$&

当地在$*0&至$*0)年建镇!此後!华人大量移入&

*叻报+!$***年+月$日!版%)$0&$年)月$#日!版$&&

*叻报+!$***年&月$日!版))$*0$年*月&$日!版")$0&"年$月)日!版$)&砂鷓越

的地名直到"##)年!马来西亚华文规范理事会才?纳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的建议!改
!

砂拉越!使用至今&

*叻报+!$***年*月$"日!版+)$0&$年)月$#日!版$#&

*叻报+!$*0$年$月$日!版$)$0&"年$月)日!版$)&

*叻报+!$*0$年*月$%日!版")$0"0年)月$*日!版$%)$0&$年)月$#日!版$&&

马来语中的#海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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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3X()(675() O7%7< @575(9;的首府 H&7%7+&=?&6!它在$0世纪末开始造镇之

初!便出现不同的地名表示方式!在$***年&月$日及"日分
(

出现#吉隆坡$

3O.&)U'.̂%/U?*"]/&)

R

U'#%/

l

UD"

R

;及#柯鷓榄保$3J"&U'aU'cBU?h;"$*0$年&月&

日出现#柯鷓润勃$3J"&U'aU'd%U?d);的称法&但是到了"#世纪初!後面两个

纯粹记音的地名开始不再使用!取而代之的是#吉隆坡$或#吉隆$&这个

表现方式虽然发展得与原文相差甚远!但可以发现人们取#吉$的寓意以及

#坡$的固有词同时表示其都市的属性以及记音的功能&类似的例子也出现

在V($(6:@(=B:%7* '森美兰州(&在$*0$年时!当地作拿吉里士美兰3%cUJ.&)U

'wU-bUDwU'a%;!到了"#世纪则省略 V($(6:!定型
!

森美兰3-.BUDwU'a%;!沿用至

今&$*0$年!森美兰首府@(6(=B7*出现#沙南班$'-&

XS

U%&B

XX

UD&%

XS

!客家音(

以及#芙蓉$'?#

RR

U.#%/

RR

!客家音(

*>?D

!两个用法!

*>?E

!前者记音!後者则是音

译自@(6(=B7*的旧地名@&*$7:-a>*$!?取-a>*$ 的对音重新诠释而来!

*>?F

!

这种用法至少在$*+#年便已经出现'见附
,

"图"!( (&最後华人
&

是以雅化

的#芙蓉$作
!

@(6(=B7* 的指称&霹雳州的首府 J?>G 在$**#年代开埠之

初!在$*0$年的报章是以 #邑坡 $3.?U?*";表示!到了"#世纪则定型
!

#怡

保$3xU?h]V.

l

UD"#

n

;!

*>?G

!以相对雅化的名称沿用至今&

根据上述观察!地名不断处於标准化的过程!进入"#世纪以後!许多地

名虽然仍然是以福建话发音!但是它们开始逐渐定型!成
!

今天所使用的地

理名词!在此过程中有许多地名是往雅化的方向发展!此一雅化过程相信与

当地人士与地方知识分子有关&

*>?H

!研究认
!

!当时报章中固定出现的广告"

船班!在地名标准化的进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0

flng

"#

flokpî#eMq¾rsìtu7

*(

*>?D

*>?E

*>?F

*>?G

*>?H

这眧以教育部台湾客家常用语词典
$

的四县音标写&

*叻报+!$*0$年(月"日!版$)$*0$年*月$#日!版(&

因
!

pcHB7与客家音的?#

RR

U.#%/

RR以及广府话的(#

l

UV#%/

l

&

怡保以广府人居多!但是广府人
&

未用更加相似的音!例如#怡坡$Oc4

)

15H

$

R!来表示

LZH>这个地名&

由於缺乏史料!因此我们难以掌握地名雅化的详细过程&但是"##(年马来西亚丁加奴州

OF636B77?B2R易名
!

登嘉楼的过程!或许能
H

提供当时地名雅化的参考&根据"##(年)月

*日*南洋商报+,华语规范理事会议决丁加奴改名登嘉楼.的报导!当地居民及团体

多年来使用登嘉楼!然外界则称当地
!

丁加奴!?成
!

主流名词!因此提出陈情!建议

使用当地较正面的汉字翻译!此献议被时任新闻部副部长兼华语规范理事会主席拿督林

祥才接受!最终使得报章"教科书等逐渐易名&由此观之!具有地方感的在地人会较重

视他者如何看待自己的地方!同时一般也会用较具有正面意义的文字来
!

自己的居住地

命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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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报章中除了每天出现不一样的新闻之外!船班和广告表基本上重复

性很高&$0世纪至"#世纪的东南亚仍属大航海时代!水陆交通与人们生活息

息相关!因此报章经常会刊登船班资讯&各地的船班除了日期有更新之外!

地名的表格基本上维持不变!以*叻报+$**%年0月$)日的船班表
!

例!当中

便出现东南亚多个港市的名称!例如泗水"汶岛"麻六甲"槟榔屿"柯鷓润

保'吉隆坡(等'见附图" (&

有
(

於船班表当中以港市
!

主的地名!广告当中所出现的地名范畴更

广&广告是*叻报+主要的获利来源!因此该报广告
3

多!甚至经常?了大

部份的篇幅&

*>?I

!许多商家刊登的广告
$

容中!多会记载商号的所在地"各地

的分行"各地的代理人!以及商品与服务的取得地点&

在$0世纪至"#世纪初报章广告的刊登习惯有
(

於今天的广告!现今广告

大多只出现一天!早期则是具有高度的连续性&以$**#年代在*叻报+刊登

啤酒广告的明吗也洋行
!

例!它的广告於$**%年至$0$)年出现!该广告记
,

了啤酒的限制销售地区!出现加鷓巴"三宝垅"泗里末"望加锡"槟榔屿"

日里等地名&除了地名之外!许多广告也显示该店家的地址 '见附图& (&

此外!以"#世纪初在*叻报+刊登广告的一家广州药商敬和堂
!

例!它的广

告於$0$*年$$月$"日至$0$0年(月$)日!长达半年的时间几乎每天出现於*叻

报+&该广告记载了马新各地的代理商!因此可以见到石叻大马路"庇能新

街"?罗戏园前"吉隆茨厂街"金保"太平"绵兰庙前街"马六甲"暹罗新

马路等多个地名&

*>J@

! '见附图) (

除了列明东南亚不同华人市镇之外!也有的广告呈现出市镇
$

的小尺度

地名!例如在同一天的报章中!另一则售卖白兰地酒的广告便列明该
7

品在

新加坡的代理店家!从中可以见到许多有关#律$和#实得力$的使用!例

如牛车水大马路"土库街"梧槽律"柏基士实得力等&值得注意的是!该广

告出现的时间长达两年又七个月的时间'见附图( (&

*>JA

!这些
!

数
3

多的广告

无形中令地名语词的使用更加普及&

*+

hij

*>?I

*>J@

*>JA

/

国富! ,在传统与现代性?译之间的媒介实践%新加坡 *叻报 +的萌芽与开展

'$**$1$0$$ (.! *传播研究与实践+!第(卷!第"期'"#$(年%月(!页$+%&

这些地区分
(!

今天的新加坡"槟城"怡保"吉隆坡"金宝"太平"棉兰'印尼("马

六甲!以及暹罗&

自$0$*年%月$日至$0"$年"月"(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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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纪之後! *叻报 +充斥着许多以药品"香眕"

酒"酱料等日用品
!

主的广告!与$0世纪的洋行广告"保险"器材等主打社

会上层人士的广告不同!因此可以看出主要宣传对象转往普罗大
3

!这个普

及程度加
6

的趋势或许也解答了大量地名在"#世纪开始出现地名标准化现象

的原因&

综上所述!华人地理空间的形构?非是
N

态的!而是随着对本地地理知

识的建构而循序渐进地呈现在文字化的地名当中&在尚未有国家或机构对於

各类'中文(名词进行人
!

规范时!

*>JB

!这些每天出现的新闻及广告资讯无疑

成
!

地名标准化以及建构华人地理知识的重要推手&

f

句话
#

!越重要的地

方或越常出现的地名!它的标准化情形会越显著!反之进程则较慢&此外!

这些因
!

华人在东南亚商业活动及社会网络关而常见於报章新闻"船班"

广告等的地名!也无时无刻不在形塑着华人对东南亚地理空间的想像&

j·

本研究以地名
!

研究对象!讨论华人在东南亚与其他南岛民族文化"西

方殖民者等族群的文化接触之後!如何藉由对新环境的命名以及各种外来语

地名的诠释!形构出对於东南亚地理知识的认知图像&对於这个问题!本研

究试图藉由$0至"#世纪新加坡*叻报+当中的地名作
!

主要材料!回答华人

如何使用本身的语言文字重新诠释新的环境!同时将之
$

化成
!

形构地理知

识的素材!以及这些语言文字如何在当时逐步标准化!形成今天所见到的东

南亚汉字地名&

无可否认! *叻报+仅是华人社会
3

多文字材料当中的冰山一角!

!

了

使*叻报+的地名材料更有
#

服力!本研究也辅以其他的材料!特
(

是纳入

同一时期的中文地图 '附
,

$ (以及现场田野材料 '附
,

" (来进行交互参

照!以呈现*叻报+的代表性&

$

;

% )

ÃÄ

*

Ù1áâ�i»

$0世纪是东南亚的大开发时期!大批此时南来的华人在此所面对的!是

$0

fl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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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B

马来西亚新闻部"##)年成立马来西亚华语规范理事会!主要目的在於制定和统一本国名

词和词的中文译名!范围涵盖人物"机关"地名等!该理事会由官方和民间所组成!

以便
!

新闻工作者"出版业者"教育工作者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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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远离中国汉文化圈的?域!面对许多外来语的地名!华人在形构在地地

理知识的过程中!创造了许多的地名&按照这些地名的词素!可分
!

固有

词"音译词以及合词的地名!研究发现!这些地名的出现?非随机
7

生!

其背後可以以族群互动的角度来理解!展现在地名的空间尺度"族群交流程

度和数量上的特性之上& '见附表" (

固有词地名是华人以本身的语言词对於地方重新命名的结果&在空间

特性上!人口聚居的市街聚落
$

部或是由华人所开发的地区!空间的尺度一

般较小!主要是一些与华人生活息息相关!经常接触且熟悉的空间!例如市

镇
$

部的地标"道路等&在马来亚甚至其他东南亚地区!华人在经济形态上

以商业
!

主!因此可以见到市镇多拥有高比例的华人&由於这些地名
!

华人

所创造"使用!属於纯粹华人的命名系统!一般?不
!

其他族群所熟知!因

此与其他族群交流时较难使用!族群互动程度低!其数量也较少&

音译词地名是华人直接将外来语词的地名以汉字记音的方式记写!

9

大

部份的音译地名汉字都是以福建话发音!使福建话的汉字成
!

现今东南亚中

文地名的基础!这种现象与大
3

传播媒介所在地都是福建人?优势的港市有

关&音译词地名使用的空间尺度较广!包含地区名"行政区"市镇名"岛屿

名等!它牵涉到华人在非主流的环境中须与其他族群及殖民政府的商业往来

及交流!因此以音译的方式加
6

地名的实用性!大部份的本地地名都属此

类& *叻报+地名词素分类以音译词
!

多的现象!与其他语词例如人事"工

具
7

品"管理制度等有很大的出入!它们以固有词居多!可见地名对於华人

在本区生活与其他族群互动上的重要性&

合词地名则综合了固有词和音译词地名的特性!不仅地名的空间尺度

上兼具大尺度和小尺度的地名!而且由於合词当中的汉字固有词多出现在

通名的部份!作
!

音译词专名的修饰!因此它所能
H

提供的族群互动会比固

有词来的高!但仍然不及纯音译地名!在数量上也介於固有词和音译词之

间&

上述这三个分析结果对比康培德对於巴达维亚 *公案簿 +当中对於官

职"机构的外来语名词分析!

*>JC

!可以见到巴达维亚华人对於一些不熟悉的外

来语词!选择音译表示的比例较高!一些比较熟悉且能
H

以华人传统固有词

来指称的词!音译比例则较低&本研究的成果也呼应康德培的分析!但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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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

康培德! ,十八"十九世纪巴达维亚唐人对殖民地行政体系的文化认知赋予与重塑///

以*公案簿+中的官职"机构外来语
!

例.!页"+$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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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焦点放在地名之上的话!还能
H

发现这种熟悉 '趋向固有词 (与不熟悉

'趋向音译词(之间!还多了一层空间尺度上的分?规律&在村镇这些空间

尺度较小的华人聚落
$

部!自然出现较多的固有词)一些尺度较大!原来就

已存在的外来语地方及地区名!则多使用音译的方式来诠释&

$

K

%

i»1¼½�ÑÒÓÔ

无论是以华人固有词命名的地名!还是音译自外来语的地名!两者都牵

涉华人对本地区的想像与诠释&在固有词方面!可以看到华人以自己的语言

和文化认知体系来认识南洋这个新的环境&音译词方面!虽然看似将地名以

外来语发音!直接挪用!但经过汉字统重新诠释以後!便
B

离音译词原来的

意义!成
!

具有其他意义的新地名&

一般而言!这些音译地名会以两种形式进一步被重新诠释&其一!许多

常用的地名!特
(

是一些重要市镇!由於经常
!

人所使用!因此会出现简化

的现象!形成以较少或单一文字表示的地名!例如#星$!被赋予新的意义

指称新加坡&另一种情癋是一些地名通名!由於经常出现於地名之中!因而

在音译的过程中逐渐
7

生固定的对应汉字!甚至出现
$

化的现象!?且取代

华人原来的固有词!

!

华人使用!例如律"砲榜成
!

华人习惯性对於路"村

庄的指称&有的地名通名甚至
$

化
!

具有价值判断的地理名词!例如乌鲁"

砲榜成
!

形容落後的代名词&这样的情癋也与康培德在吧城*公案簿+的发

现类似!随着人们对於殖民体系熟悉度的加深!音译词也开始变多!甚至出

现一些规律性的音译用字!这些用字也逐渐被赋予特定意义&

*>JD

!惟在音译词

地名当中!华人选用类似语义且发音相近的汉字的情癋较少见!毕竟地名?

不像官职及机构一样!能在中国名词中找到对应&

$

_

%

i»1¾¿À

华人所创造的地名或地理知识?非固定不变!而是呈现动态的变化过

程!许多地方在刚开始
7

生地名时!往往同时出现多种诠释方式!在$0世纪

至"#世纪初期间!许多地名也出现消失"沿用或改头
f

面的标准化过程!?

在"#世纪时逐渐形成与现今较
!

相似的地名&在标准化的过程中!地名?不

只是朝向与外来语趋同的方向发展!许多记音的地名在标准化过程中出现文

字雅化的现象&地名的标准化过程牵涉到人们对环境诠释与认知的变迁&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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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以#觡$或#实觡$来指称在地方或部门中握有最高权力的荷印高阶殖民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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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发现!在尚未有国家或机构对地名进行规范时!报章上的船班"告示!以

及每天大量出现的广告其实在地名标准化以及华人地理知识的普及化进程中

扮演要角&

总体而言! *叻报+在华人大量移入马新地区的过程中!记载了许多华

人与其他文化接触後所
7

生的元素!?将这些元素以大
3

传播的形式普及

化!对於华人在地地理知识的形构有着很大的贡献&报章与民间的地名使用

是相互影响的!报章所使用的地名是由地方而来!但它也会收罗到不同群体

对於地名的诠释!进而在多次使用上逐渐标准化!最终以文化普及传播的优

势影响地方人士对地名的使用& *叻报+所收
,

的地名材料也
!

我们勾勒出

$0世纪至"#世纪本区现代化进程中!马新地区华人地理知识的图像及变化过

程!此一过程与当代社会有着显著的连续性!有助於对现今社会文化变迁历

程的理解&

'责任编辑%唐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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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通胜书图片转引自*香港经济日报+! ,睇通胜学英文% #都要捞英吉利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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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名 原文 中文译名 案例

岬角 C7*a&*$ 丹绒"丹容 丹戎鷓卓"丹容加东"丹戎巴葛"丹绒牛

海湾 C(%&F 直落 直落亚逸"直落勿兰牙"直落安申

河口或河流交会处 H&7%7 ?鷓 ?鷓港沙"柯鷓榄保

上游 -%&ME&%& 乌鲁"吁鲁 吁鲁彭亨"吁鲁白蜡"乌鲁底榄

村庄 F7=?&*$ 砲榜"甘公
砲榜吗鲁"甘公簔汝"甘公茫古鲁"甘公麻

六甲

山 /&F:5 武吉 武吉巴梭"武吉智马

新 /76&M/7G6& 簔鲁 北干簔鲁"北干吗鲁"柔佛簔鲁"砲榜吗鲁

路 Q>7) 律 利簔簔利律"罗敏申律"梧槽律

街 @56((5 实得力 朱里亚实得力"哥劳实得力

#

明%上述地名来自各年代的 *叻报 +!按上述地名顺序!资料来源如下%$***年&月$

日!版))$0&$年)月$#日!版$&)$0&"年$月)日!版))$***年)月"日!版+)$0&"年

$月)日!版()$***年+月$日!版+)$*0$年&月%日!版")$*0$年(月""日!版")

$***年&月"日!版*)$*0$年*月$(日!版")$*0$年(月&日!版")$0&$年)月$#日!

版%"$#)$0&$年)月$#日!版%)$*0$年%月&$日!版")$*0$年&月&$日!版")$***

年&月$日))$***年)月"日!版")$*0$年"月")日!版")$0&$年)月$#日%"$#"$&)

$0&"年$月)日!版("$$"$))$0&$年)月$#日!版$$)$0&"年$月)日!版$&资料文

档可参见%G55?L22KKK'%:B'*&9'()&'9$2%(B7>2:*)(Y'G5=%&

l�

"" )

ÃÄ

*

Pçáâ�i»1ûüËý

!!!!!!!!特性
词素!!!!!!!!

空间尺度 族群互动程度 数量

固有词地名 偏小 低 少

音译词地名 偏大 高 多

合词地名 两者兼具 偏高 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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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潘醒农编! *新加坡指南+'新加坡%南洋出版社!$0&" (&

图片
#

明%原图名
!

#马来半岛地势图 $!然图中?未显现地势!

!

避免混淆!因此以

#马来亚铁道图 $作
!

图
#

&这张$0&#年代的马来亚中文地图也呼应了 *叻

报+所载的东南亚地名&如固有词'如森美兰的七条石"吉隆坡的三个石!意

指里程碑("音译词'如巴罗"士乃等 ("合词 '如吉隆坡的苏丹街 (!以

及一些被
$

化的外来语!如新加坡的荷兰律"森美兰的双溪加老马!都出现在

其中&事实上!当时中文圈的报业记者"出版业者 '如潘醒农 ("教育工作

者"文人等往来密切!他们透过大
3

传媒"民间地图出版!甚至教科书编辑等

形式!逐渐形塑着当地华人对於周边地理知识的认知&

lþ

"

除了*叻报+资料之外!本文也附上同一时期的民间文献!反映新加坡

*叻报+地名资料其实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及代表性&照片
!

笔者所摄&

m

"!$

)*Kò

$ $*(" %

+

图片
#

明%由碑文可知!至少在咸丰二年! #甲$就已成
!

马六甲的简称&

0)

hij

,

-

.

/



m

"!"" &

,-./01

'

+

图片来源% *募建冢亭小引 +'光绪二十

年<$*0) =(!碑存马来亚霹

雳太平福建义山&碑文中出现

#鷓律$&

m

"!(" &

23456789»

'

+

$ $*+#

ò:�

%

图片来源%碑存马六甲三多庙
$

&碑文中出

现#芙蓉$3@&*$7:-a>*$;地名&

m

"!&"$0"$

ò;;<+FN�=>

图片
#

明%招牌上出现 #吉隆 $和 #美朱

律$字样&

m

"!)"

?@ABC×1DE�

图片
#

明%大笨珍一家庙宇
$

的地方运势

表所显示的地名#大笨珍$&

m

"!+"$*0(

òFGHBIJ

图片
#

明%法器上有#?罗$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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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K:5G >5G(6?%7"(!*7=(=75(6:7%9M5G:9765:"%():9"&99(95G(

957*)76):#75:>* ?6>"(997*) 9?75:7%):956:B&5:>* 56(*)9>D5G(9(?%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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