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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南海地名汇释》

本书是研究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古代海上经济文化交流史的基本工具书。全

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研究汉文典籍中有关南海的地名，由陈佳荣、谢方

两位学者编写。作者征引汉文典籍约 250 种，对汉文古籍中的有关地名进行整

理、汇总，收录地名族名约 6O0O 个，以笔画顺序排列，再援引中国大陆、台湾、

香港、英国、法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学者的成果百余

种，对这些地名进行考释。作者治学作风严谨，收集资料全面，为后人的研究

提供了原始资料与近现代学人研究成果两方面的线索。第二部分是外文古籍、

拉丁文字还原的南海地名的汇释，由中西交通史名家冯承钧教授的高足陆峻岭

先生编写。共收录地名。人种名约 800 余个。正文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后附汉

名笔画索引。

地名、族名研究是研究航海史、军事史等历史的必经之路，同时，它们还

是民族史、宗教史、政治史的活化石。民族迁徙的轨迹，宗教信仰的变迁，风

俗中已消失了的那些过去的存在，不少是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的，地名(族名)

中却保留不少十分珍贵的信息，组成了史学研究“二重证据法”(地下资料与文

献资料)的一个重要方面军。因而这本工具书的价值，实关乎整个海交史，不单

只具历史地理之意义。

南海历史地理的研究，涉及古文字学，古音韵学，训诂学，语源学，比较

语言学，涉及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涉及历史学、田野考古学，还涉及生

物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涉及地域绵延 5O0 万平方公里和广阔海域，民族语

言数干种，中外典籍汗牛充栋。不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是无法窥其门径的。《古

代南海地名汇释》作者的辛勤劳动，给我们的进一步研究开拓了道路，提供了

宝贵的线索。



但是，它只是一个“汇录”，有关文献没有完全征引，研究者只能依据该书

提供的线索继续去寻找有关资料；文献的诠释工作做得较少；语源学方法利用

得很少。也有一些漏列之处。这都是本书的不足。但凭借个人力量，能做到今

天这一步，已是相当不易了

本书由中华书局 1986 年出版，布面精装，正 32 开。索引齐全，查阅、携

带均很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