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復刻 共榮報(1942～1945) 

    這是爬梳解析華僑社會真實樣貌的一級研究資料。身為監修者，我更殷切盼
望：藉由《共榮報》的復刻，能夠更進一步地在語言學、新聞學、資訊學、全球
史等等領域，開拓出全新的研究視野。 

—— 津田浩司 

印尼是世界最大群島國家，全國有超過一萬七千個大小島嶼，人口數超過二億五千萬人，其中

至少有五百萬以上為華裔人口，在經濟上占有舉足輕重之地位。華人的日常語言、經濟活動、

文化信仰、生活方式等，在在呈現多樣面貌，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族群。 

在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部分華僑受到風起雲湧的民族主義鼓舞，將位處北方的中國視為

認同的對象，以身為「中華民族」這個巨大共同體的一員為榮。另一部分華僑則已落地生根，

不但使用馬來語作生活語言，甚至已無法流利使用華語。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誕生了數份以

華僑為客群的日刊報紙，藉由新聞媒體宣揚自己的理念；有些報紙使用華文，有些報紙則使用

馬來文。 

這樣各家爭鳴的輿論界，到了 1942 年日軍攻佔荷屬東印度而告終。各華僑報都被勒令停刊，

只有《共榮報》獲准發行(1942/3～1945/8)。雖然《共榮報》受到日軍嚴密的控制與指導，

但編輯人員仍能保有一定程度的自主與見解。作為印尼唯一的華僑報，舉凡僑界動向、社會輿

情、華僑總會活動、喜喪佈告、物價波動、文藝娛樂等等，全都在《共榮報》中留下了歷史軌

跡，成為後人爬梳拼湊當時印尼華僑社會的唯一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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