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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银二”。
“‘人在’，报的是平安；‘银

二’，告知的是所寄回的钱款金
额。”广东省汕头市侨批文物馆
馆长林庆熙说，这便是一封惜
墨如金的“侨批”。

林庆熙介绍，侨批是海外
华侨通过民间渠道以及后来的
金融、邮政机构寄回国内、连带
家书或简单附言的汇款凭证，
盛行于19世纪中叶至上世纪
70年代。2013年6月，由广东、
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
案”，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记忆名录”。

2020 年 10 月 13 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汕头考察调研时参
观了侨批文物馆，听取侨批历
史和潮汕华侨文化介绍。总书
记强调，“侨批”记载了老一辈
海外侨胞艰难的创业史和浓厚
的家国情怀，也是中华民族讲
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要
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加强
研究，教育引导人们不忘近代
我国经历的屈辱史和老一辈侨
胞艰难的创业史，并推动全社
会加强诚信建设。

不久前，记者走进著名侨
乡汕头，倾听一封封“侨批”背
后的感人故事，追寻深深的家
国记忆。

“一个‘难’字，写尽侨胞出
洋谋生的艰辛和对家乡的思
念，但他们时刻不忘赡养家人
的义务”

侨批的批封，与今天的普
通信封大小相似，居中是一红
色长条。红条上用毛笔写着收
信人姓名，右侧是收信人地址，
左下是寄信人地址、姓名，左上
则注明了汇款的币种和数额。

林庆熙说，近代旅居海外
的潮汕、闽南等地侨胞，把寄回
家乡的书信和钱款，逐步演化
成“银信合封”的特殊载体。“潮
汕方言将这种‘银信合封’称为

‘侨批’或‘番批’。”
在侨批文物馆展厅，有几

件展品令人印象深刻——
一张信笺上，右侧一个大

大的“难”字占了纸面的2/3，左
侧附诗一首：“迢递客乡去路
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梓
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

“一个‘难’字，写尽侨胞出
洋谋生的艰辛和对家乡的思
念，但他们时刻不忘赡养家人
的义务。”林庆熙说。

指着一封署名“陈莲音”的
批信，林庆熙说：“这是一封少
见的女性‘番客’寄给母亲的
信。信中说，她‘在街边卖霜尚
无从维持生活’，但听闻母亲受
伤，‘故而节省日常用费’给母
亲寄钱。这份孝心令人感动。”

“有侨才有批。”在侨批文
物馆里，陈列着一艘“红头船”
示意模型。林庆熙说，自清朝
开放海禁至1860年汕头开埠
前，潮汕地区许多百姓或因生
活所迫，或为躲避战乱，皆由汕
头樟林古港乘坐红头船，冒险
前往东南亚等地谋生。

在汕头澄海区东里镇一条
不起眼的河道里，记者见到一
艘红头船：长25米，宽9米，高
7米，三桅，木船。最显眼的莫
过于船头的大块红色。“红头船
就是因船头漆成朱红色而得
名。这艘船是按照1971年在
樟林古港河床南畔洲村出土的
红头船残骸 1∶0.6 比例建造

的。”东里镇文化站站长吴庆连
介绍说。

“汕头开埠后，红头船逐渐
被更先进的蒸汽轮船所代替，
使得出洋更为便捷。”林庆熙
说。

离侨批文物馆仅百米，就
是汕头开埠文化陈列馆。记者
在这里看到一组数据：据《汕头
海关志》统计，自 1864 年至
1911年，潮汕地区约有294万
人背井离乡、远涉重洋。

“一溪目汁（眼泪）一船人，
一条浴巾去过番（出洋）。”林庆
熙引用一首经典的潮汕歌谣说，
历经艰辛到达异国他乡的老一
辈海外侨胞，牢记“钱银知寄人
知返，勿忘父母共妻房”的临别
叮咛，修铁路、种胡椒，“什么苦
都可以吃、什么活都愿意干”，在
顽强打拼、稍有余钱后，便开始
给家中父母妻儿寄信寄钱。

侨批文物馆首任馆长王炜
中认为，侨批除了赡养眷属、交
流亲情，也在报效乡梓等方面
作出了历史贡献。“据《潮州志》
记载，近代潮人仰赖批款为生
者，几占全人口十之四五。”王
炜中说，“侨批里蕴含着赤诚的
中国心。”

“诚信贯穿于侨批业运营
的各主要环节，形成了环环相
扣的‘道德链’”

“伯一息尚存，家批决无中
断之理耳。”一位名叫沈树然的
华侨后代，撰文回忆自己的伯
父：他父亲英年早逝，伯父恪守
诺言，坚持每月给他们一家寄
批，几十年从未间断。

“作为寄批者的海外侨胞，
恪尽赡养眷属的义务，有一块钱
寄一块钱，有十块钱寄十块钱；
作为送批者的侨批局，视诚信为
立业之本，千方百计地确保侨批
安全快捷、如期如数送达侨眷手
中；作为收批者的侨胞眷属，对
侨胞在批信中交办的事项，如分
给亲友们的批款、物品，都按侨
胞吩咐的‘分配方案’执行。”王
炜中说，“诚信贯穿于侨批业运
营的各主要环节，形成了环环相
扣的‘道德链’。”

侨批文物馆里，展示了一
枚特殊的回批。

“回批，就是收批人收到侨
批后，通过原渠道给寄批人的
回信，以示自己收到侨批。”林
庆熙说，这枚回批由周恩来、叶
剑英、潘汉年、廖承志联名写
就。“抗日战争期间，潮籍旅泰
青年侨领苏君谦等 3 人捐资
200元国币，支援延安抗日军
政大学。周恩来等同志回批，
对他们的爱国热忱给予高度评
价，认为‘殊堪钦敬’。”

“这笔捐款是通过‘口批’
的方式送达的，也就是由寄批
人口头说定，将款交由递送侨
批的批局，批局直接面授最信
任的批脚（送批人），凭代号和
密码到银庄取款后，再由人转
交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林庆熙
说，“这是侨批文化中笃诚守信
的生动反映。”

82 岁的汕头大学科研处

退休职工曾益奋，是汕头振盛
兴批局创办人曾仰梅之子。“振
盛兴批局从 1899 年创办到
1979年归入中国银行，历时80
年而不倒，其秘诀就在于重信
守诺。”曾益奋说，有的侨胞因
一时经济紧张，按时给家人寄
批有困难，就会来批局“赊批”，
由批局先行垫款，等收到家人
回批后，再来批局还钱，“大家
都讲诚信，也都相互信任。”

“抗战期间，‘东兴汇路’的
开辟，也是侨批业者恪守诚信的
生动注脚。”王炜中介绍，抗战期
间，因日军封锁，原有递送侨批
的汇路中断，逾百万依靠侨批生
活的妇孺陷入困境。有鉴于此，
潮汕的侨批业者冒着生命危险
开辟出新的侨批秘密通道，即

“东兴汇路”。“这条汇路由越南
芒街过境到广西东兴，再辗转数
千里到达广东揭阳，最后发至潮
汕各地。路途艰险，一趟往往要
两三个月才能走完。”王炜中说，
2012年10月，他参与了汕头市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的

“东兴汇路”田野调查，“这次追
寻，也是一次心灵洗礼，我们都
为‘东兴汇路’开拓者的精神深
深感动。”

王炜中说，替侨眷代书回
批的写批者也同样讲诚信。“有
位叫洪铭通的写批人，代写回
批 60 余年，一直坚持‘四不
写’——收到的批款数字含混
不清者不写，夸大儿孙不肖以
求侨胞多寄批款者不写，装穷
叫苦、有辱国格者不写，挑拨离
间、伤天害理者不写。”

“整理、拆阅侨批时深受感
动，就像身边围坐着一圈侨胞，
向我讲述他们创业谋生的艰
难、对妻儿老小的牵挂和对邻
里乡亲的感念”

张美生端来一盆清水，将
揉成一团、残破不堪的一个侨
批批封仔细展开，放入水中浸
泡，不时用一把小而薄的骨刀
在粘贴处小心试探。

泡了好一会儿，粘贴处仍不
能分离。张美生随即用刀在水
中将批封从侧边裁开，然后用手
捞出，平整地放在一张报纸上，
用骨刀将细处弄服帖，再在上面
放一张报纸和一块石板，人站上
去使着暗劲踩一踩。这时，拿出
最下面的报纸一看，覆盖其上的
批封已很平展。

在等待批封自然晾干的时
间里，张美生去找了几张与批
封年代相近的空白纸张。等到
批封干得差不多了，他坐下来，
开始修复：先将空白纸张铺在
玻璃板上，均匀地抹上一层糨
糊，再用镊子把批封夹起，小心
地贴于纸上，细处用薄片刀压
平。最后，用湿润的毛巾将多
余的糨糊吸掉，等到完全干好，
再将多余的空白纸张裁掉，把
批封复原。

“最怕的就是从水里捞不
上来，直接烂水里了。”张美生
说。

“这种情况遇到过吗？”
“遇到过，现在的经验都是

经过很多次失败才积累下来

的。”
56岁的张美生头衔不少：

汕头侨批研究会副会长、侨批
文物馆顾问、广东省档案馆民
间档案征集鉴定专家等。他已
出版《潮汕侨批赏析》《潮汕侨
批书法荟萃》《侨批档案图鉴》
等著作。

张美生爱好集币，上世纪
80年代后期常去乡下收集纸
币，在此过程中，接触了很多

“落乡人”（专门下乡收购旧书
杂货的人）。从落乡人那里的
各种废旧书杂中，张美生发现
大量侨批并开始收购。

“那些没整理过的侨批，很
多又脏又乱，有的还被老鼠咬
了、被虫蛀了。家里人不理解，
说这是人家要扔掉、烧掉的东
西，你却天天往家里搬！”张美
生说。

“那时也不太懂侨批，只是
一些侨批上贴的邮票吸引了
我。”张美生说，“后来在整理、拆
阅侨批时深受感动，就像身边围
坐着一圈侨胞，向我讲述他们创
业谋生的艰难、对妻儿老小的牵
挂和对邻里乡亲的感念。”

欲罢不能的张美生，侨批
越收越多，收藏的侨批一度多
达6万余封。

“如果没有一批民间收藏
者、华侨家庭助力党委、政府打
捞和保护，就很难有侨批的今
天。”林庆熙感叹道。

“侨批是维系海外华侨华
人与家乡关系的经济和精神的
纽带，具有特殊的重要价值”

在侨批文物馆，紧挨着“红
头船”的一块巨幅展板上，记录
着国学大师饶宗颐对潮汕侨批
的评价：“来自民间的侨批记载
翔实，内容丰富，从中可以了解
到祖国与侨胞居住国的国情、
侨胞故乡的乡情、侨胞家庭的
家情和侨胞与他们眷属的亲
情，是研究社会史、金融史、邮
政史以至海外移民史、海外交
通史、国际关系史的宝贵历史
资料，与典籍文献相互印证，补
充典籍文献记载之不足，可谓
是继徽州契约文书之后在历史
文化上的又一重大发现。”

“侨批是维系海外华侨华
人与家乡关系的经济和精神的
纽带，具有特殊的重要价值。”
林庆熙说，但遗憾的是，很长一
段时间侨批的价值尚未得到挖
掘，处于尘封状态。

79岁的王炜中，退休前先
后在新华社广东分社、福建分
社工作。他说：“广东、福建都
是侨乡，但我也是退休之后、
2003年参与筹建侨批文物馆
时，才第一次知道侨批。”

王炜中介绍，侨批文物馆隶
属于汕头市民间学术团体——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2000
年11月，在潮汕历史文化研究
中心举办的潮学讲座上，饶宗颐
先生提出“从经济史来看”侨批
与徽州的契约价值相等。

“饶老的这番论述，让研究
中心工作人员茅塞顿开，决定
把研究侨批摆在工作的重中之
重。”王炜中说，随后，研究中心

在汕头市委和市政府支持下，
一方面加强对侨批文献的征集
整理，一方面创办《侨批文化》
半年刊，并于2004年4月成立
国内首家侨批文物馆，加强对
侨批文化的研究和传播。

2010年 2月，“侨批档案”
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
录”；2012年5月入选“世界记
忆亚太地区名录”；2013年6月
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记忆名录”。随着知名度提升，
侨批的“身价”水涨船高。“虽说
后来一‘批’难求，但仍有不少
无偿捐赠者。”张美生说。

2017年，原汕头市卫生监
督所干部谢龙波陪同已是耄耋
之年的父亲谢昭璧，把家中珍
藏多年的368封侨批一次性无
偿捐给了侨批文物馆。“父亲平
常住在农村祖宅，但只要接他
来市区住，他必定会到侨批文
物馆来。节假日，我和家里人
也常来看看。”谢龙波说，侨批
文物馆已成为全家人割舍不下
的地方，“因为这里流淌着我们
的家族记忆。”

汕头市蓝天救援中心常务
队长林向华，2019年捐了140
多封侨批给侨批文物馆。“2015
年前后曾有人上门收购，一封
出价135元。我说这是我的家
史，给多少钱都不卖。”林向华
说起捐赠的缘起：一次，他向自
己的一位老师提起这事，老师
说“侨批放在家里只是一封家
书，是家史；但捐出去的话，就
是潮汕的历史，也是对侨批更
好的保护”。

“侨批文物馆现有馆藏侨
批115050件，其中原件37199
件，其余为电子文献。加上与
侨批档案有关的华侨护照、汇
款单据等其他实物，共有馆藏
12万件。”林庆熙介绍说，馆藏
侨批中，最早的写于1881年，
晚至上世纪90年代。“侨批文
物馆的大部分藏品由华侨家庭
捐资购买或捐赠，他们对侨批
文物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

“侨批虽已成为历史，侨批
文化却历久弥新”

下午3点，刚坐下歇息没
一会儿，听到门外的停车声和
说话声，杨冬梅赶紧放下手中
的水杯，戴上口罩，整理衣衫，
眼含笑意地向门口迎去。又一
个参观团队到了。

“这是今天的第二十一个
预约参观团队，后面还有三四
批。”在侨批文物馆当讲解员两
年多了，杨冬梅说，近几个月
来，到馆参观的人数激增，每天
工作都很忙碌。

“从去年10月中旬到12月
中旬，两个月里我们接待参观
者2.5万多人次，比以前一年的
接待量还要多。”林庆熙介绍。

“太值得一看了。”汕头技
师学院机电工程系教师马笑在
汕头工作11年了，第一次来侨
批文物馆参观后由衷赞叹。

“侨批虽已成为历史，侨批
文化却历久弥新。”王炜中说，
侨批文化的内容丰富，在研究
上要进一步往深处着力，推动

其与新时代精神相融相通，不
断创新发展；同时应加强传播，
特别是在青少年中加以传承、
弘扬。

在侨批文物馆一层展厅，
一台挂在墙上的多媒体播放器
正循环播放着纪录片《海那边
——潮汕侨批》。“这部纪录片
是由汕头市政府、潮汕历史文
化研究中心与中央新影集团联
合制作的。2018年10月15日
在中央电视台首播，后来多次
重播，在潮籍华侨华人中反响
热烈，也为传播侨批文化发挥
了重要作用。”林庆熙说。

2020 年 12 月 5 日，“广东
省征信文化教育基地”揭牌仪
式在侨批文物馆举行。中国人
民银行广州分行有关负责人表
示，希望省内各金融机构充分
利用这个教育基地，经常性开
展形式丰富、群众喜闻乐见的
教育宣传活动，助力“信用中
国”建设。

在此之前，侨批文物馆的
墙上，已经挂有“汕头市征信文
化教育基地”“汕头市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汕头市外语外贸职
业技术学校侨批馆教学实践基
地”等牌子。

“我们曾经多次组织师生来
这里参观学习，还把林馆长请到
学校讲课，介绍侨批的历史文
化。”原汕头市外语外贸职业技
术学校副校长、现任汕头技师学
院公共课程教学部负责人陈启
琛说，侨批文化中包含着勇立潮
头、开拓进取的精神，这对激发
学生克服困难、提升职业素养，
有着很好的教育意义。

“2019 年我们开展‘侨批
文化进校园’活动，给全市40
所中小学校赠送了展板和书
籍。”林庆熙说。

从侨批文物馆往西南方向
1.2公里，是西堤公园所在地。
这个公园还有一个名字——世
界记忆名录侨批纪念地。在公
园侨批景观中，有以地图形式展
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汕头开埠
区街道和侨批局名字的“地图广
场”，有反映老一辈侨胞海外生
活和侨批文化的艺术景墙，还有
半环形的“记忆之流”——平静
清澈的流水之下，贴着再现各种
侨批图案的瓷砖……

“自2016年10月公园开放
以来，已有超过450万人次来
过这里。”站在一栋按骑楼建筑
风格建设、起名“馥园”的楼前，
西堤公园管理所负责人陈宁邑
介绍说，这儿将来拟规划为侨
批纪念地展览馆。

2020 年 12 月 17 日，由汕
头市话剧团演出的大型话剧
《风雨侨批》在暨南大学上演。
这部话剧2019年在泰国演出
时，在当地华侨华人中引起热
烈反响。在剧中扮演角色的青
年演员卢泽萍说，话剧排演前，
所有演职员都去了侨批文物
馆、西堤公园等地参观，以加深
对角色的理解。“我作为剧中为
数不多的女性角色，对留在家
乡的妻子等待侨批的那种心情
感受深切。”她说，“侨批对她们
而言，不光是钱，更是丈夫的平
安，是一种生活下去的信念和
希望。”

《风雨侨批》编剧、导演赵
曙光说：“我们把这段历史记忆
重现，是为了不被忘却。”

（杨彦 吴冰 李刚 姜晓丹）

走进广东汕头侨批文物馆
探访11万多件馆藏侨批背后

““第三故乡第三故乡””南雄珠玑巷南雄珠玑巷：：鹅卵石古道鹅卵石古道，，斑驳黄土墙斑驳黄土墙。（。（李国梁李国梁摄摄））

中国侨网1月 8日电 近
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刊发文
章，讲述了一个新加坡华裔回
到中国“寻根”的故事。在这
趟旅程中，作者走过故乡、祖
籍，将沿路的景色与想象中、
记忆中的模样一一对比，展现
了一个游子对故乡熟悉又陌
生的复杂感情。

文章摘编如下：
新加坡与中国建交已经

30年。但是，近代本地华人移
民史少说也有 200 年。从
1877年起，华人浩瀚下南洋的
大时代就已经开始。

改革开放后，新中两地商
机越来越多。而新中建交后，
中国移民来自五湖四海，不再
局限于传统的福建省、广东省
与三江人士，新加坡方面则掀
起回祖籍地的寻根热潮。

文化认同是根的催化剂
新加坡独立后，华校生的

中国情结来自多方面。华文
教科书收录的多数是新文化
运动时期的作品，华校图书馆
亦以中国作家的书籍居多。

每个学期的阅读报告，分析中
国名家作品稳拿高分。

学校乒乓室摆放着六张
乒乓桌，星期六统一测验后，
同学们济济一堂，在运动中挥
洒青春。小小的乒乓球改变
了世界格局，李景光等众多中
国乒乓球名将，以精湛的球技
让海外华人乐开怀，同学们也
不忘模仿李景光360度转身
的经典扣杀。

上世纪 70 年代中叶，刚
投入市场的美芝路黄金戏院
专门播映中国电影，大坡的长
江戏院亦不遑多让，纪录片
《春满羊城》、《万紫千红》让老
移民看到祖(籍)国的模样，重
新拷贝的剧情片如《女跳水队
员》、《五朵金花》，1980年代初
的《小花》、《天云山传奇》等，
都吸引不少影迷。《庐山恋》出
现中国电影第一吻，女主角张
瑜成为了许多人的梦中情人。

在第二故乡聆听乡音
文化情结是促使我寻根

的动力，至于想看看“家乡”的
庐山真面目，倒是起源于执笔

帮父亲写“家书”，回复姑妈要
求“代购”日用品的信函。父
亲最撇不下的就是乡情，不惜
省吃俭用，往家乡寄东西。后
来还有些汇款，让亲属买脚踏
车、彩色电视和冰箱，兴建新
房屋等。

我的首趟回乡寻根之旅，
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新中
建交不久后。我在香港住宿
一夜，隔天早晨乘船，两个半
小时后抵达江门鹤山港，初次
踏上“第二故乡”。

师傅驶过凹凸不平的桥
面，从沙平镇入大口墟。那是
一座古朴的小桥，水牛悠闲地
躺在浊浊流水中。车子不时
响着汽笛，路过凝聚着清晨人
气的土地。鱼塘边，矗立着修
复过的老屋子与三层的新楼
宇，这些洋楼就是在外打拼的
亲人汇款回乡建造的。乡下
人住新居，端着六堡茶话家
常，言谈间充满自豪。听着听
着，最动人的除了乡音还是乡
音。

日后，来回第二故乡倒是

有意识地寻味，佩服那些在通
讯落后的年代，提起行囊离乡
背井的人，以及他们在无奈、
忐忑中走向茫茫征途的勇气。

迈入21世纪后，乡下的桥
面宽阔了，河上没了水牛，新楼
也带上了岁月的痕迹。年轻人
到城镇打拼，不再回到落后的
乡村。宽频网络覆盖各地，打
开手机便可精准地导航。老地
方人去楼空，挥别为柴米油盐
酱醋茶发愁的岁月。乡下小路
立起路牌，看到以前写信熟悉
的升平墟、古劳围、衫仔桥，心
弦依然有所触动。

第三故乡生命流离
凭着宗祠里太公神主牌

所提供的线索，我前往“第三
故乡”珠玑巷。

先民南迁的背景可追溯
到南北宋交替时期。从河南
开封移民至浙江金华，最终在
广东的南雄珠玑巷定居下
来。南宋末年为了躲避元兵，
珠玑巷人分散到岭南各地，因
此有广府人源自珠玑巷之说。

从广州搭乘高铁到韶关，

再往东北开车约两个小时，便
可抵达第三故乡。鹅卵石古
道，斑驳黄土墙，阵风掠过一
丝荒凉。一些发迹的海外华
人集资重建祠堂后，珠玑巷成
为个别宗姓祭祖的场所。

走到华夏文明的源头
一程复一程。两年前的

中秋时节，我踏上最遥远的寻
根旅途。从新加坡直飞西安
——古代丝路的起点，乘车前
往陕北的黄河壶口瀑布。“不
到黄河心不死”的夙愿了结
后，顺路造访华人共祖的原点
黄帝陵。传说中，黄帝部落和

落败的炎帝部落结成联盟，共
同开发中原，黄河中下游就是
繁衍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走过天南地北，再度撩起
根在何处的反思。原来渐行
渐远的当儿，已经从人文地貌
的亲切感走向心灵的探索。
九曲黄河万里沙，孕育着华人
的文化智慧；第二与第三故乡
接地气，跟当下的生活串联成
流动的映画。西安望月，身在
濡染祖籍文化与情感之地，最
思念的，却始终是3000里外
那用情至深，混杂着各种语言
的扎根处。 （李国梁）

一个新加坡华裔的寻根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