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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推进侨批档案工作，今年
来，汕头市档案馆加大了侨批征集力度，得到
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10月 9日，汕头市档
案馆举办接收侨批档案捐赠仪式，汕头市 6
位民间收藏家、侨批局经营者后人无偿捐献
侨批档案合计 337件。其中，潮汕历史文化
研究中心侨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捐赠了一
封以泰文书写的侨批，是目前我市档案馆馆
藏侨批中唯一一封泰文侨批，丰富了该馆馆
藏。为了解这封泰文侨批背后的故事，记者
进行一番采访。

红纸折页红纸折页，，泰文侨批非常罕见泰文侨批非常罕见
“这封泰文侨批是夹杂在一沓零散的侨

批中，多年以前被我征购的，近期整理侨批时
才发现这封与众不同的侨批，非常罕见。”张
美生告诉记者，收集侨批几十年来，经手侨批
数以万计，这封泰文侨批是唯一一封全是泰
文的侨批。

记者从汕头市档案馆采访了解到，这封
泰文侨批是目前该馆馆藏侨批中唯一一封
泰文侨批，该侨批档案保护完整，是研究侨
史和侨批史的珍贵资料。据市档案馆有关
负责人介绍，在其他馆藏侨批中，比如时间
用佛历、与泰国经济文化融合的侨批就有

所体现，而完全用泰文书写的侨批仅此一
封。

“这封泰文侨批叫‘红纸折页’，就是一张
纸折成两半，正面是寄批的信息，另一面是家
书的内容。”张美生说，侨批封面寄批的详细
信息用中文书写，寄批人是居住在泰国的妹
妹，收批人是居住在国内的哥哥。

让张美生疑虑的是，身在侨居国的妹妹
写泰文侨批给国内的哥哥，说明哥哥也懂得
泰文，那么哥哥之前是否在泰国谋生？是否
可以想象兄妹俩都懂得泰文，或许曾在泰国
一起谋生，或者从事教育工作，比如当老师，
或从事直接用到泰文的工作。“不管如何，既
然是一封泰文侨批，说明兄妹俩都懂泰文，从
这封书写工整的泰文侨批可以看出，寄批人
是一位有学识的人。”

远隔重洋远隔重洋，，家长里短心心相通家长里短心心相通
热心的曾宗勇先生看到这封泰文侨批，

立即通过远在泰国的朋友将其原汁原味地翻
译出来。内容如下：

“亲爱的兄嫂及孙，你们好！很想念你
们，我已收到兄的来信并已回复给兄，谅大已
收到，关于孙儿（女）结婚之事，我已汇去400
元，一点心意，帮不上大忙。我已把兄给伴弟

（妹）的信寄出了，但还没回音，有音讯了再告
知兄。愿兄合家安康，我这边一切都好。

爱你们的 通戍通戍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另，最近我寄信及皮姐和她孩子的照片
给兄，想必兄已收到，皮姐境况较差，丈夫也
去世了，有时我和伴弟（妹）也帮助她，她孩子
打工也只够自己开销，她本人也须工作。”

由此可见，信中内容并没有私密话语，仅
是普通的家书。记者注意到，该“红纸折页”
泰文侨批背面书信的落款时间是“1977年12
月 18 日”。查阅有关资料，1955 年至 1975
年，泰国政府调整对华侨华人政策。1975年
中泰正式建交，中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中重申
不主张双重国籍原则。此后泰国政府进一步
放宽了华侨入籍的条件。华侨只要符合月收
入100美元以上、会讲泰语、非政治犯三个条
件即可入籍。在当年，泰国政府还允许，华侨

“入籍后不必改换泰国名字”。信中时间是中
泰正式建交以后，这封泰文侨批是中泰深厚
友谊的见证，也是华侨注重家庭、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的生动教材。

入乡随俗入乡随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入乡随俗，寄自泰国的这封侨批落款时

间以佛历标记。”据侨批文物馆馆长林庆熙介
绍，佛历是历法的一种。佛历以释迦牟尼涅
槃后一年为纪年元年，比世界通用的公历早
544年。泰国 90%以上的居民信奉佛教，因
此，被人们称作“黄袍佛国”的泰国自1013年
沿用佛历至今。“对于华侨，佛历纪年已了然
于心，但对于这个落款的时日，家乡的亲人则
有可能‘一头雾水’。”

每一封侨批都有一个故事，有侨乡的故
事，也有侨居国的故事，侨批里的故事讲生
活、接地气。林庆熙告诉记者，早年过番
的潮汕人，长期旅居海外，随着族群的活
动和环境的变迁，伴着时光的打磨，两国
文化交织相融，勾勒出一幅世界文化相融
相通的画卷。

“珍贵的侨批档案，对广东、对汕头近现

代史研究，特别是对汕头经济社会建设史、华
侨史、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作
用。”市档案馆副馆长郑宗武介绍，本次无偿
捐赠侨批档案的热心人士有民间收藏家，也
有侨批局经营者后人，张美生自侨批文物馆
创建以来，已先后多次捐赠侨批原件 1123
件，全部收藏于市档案馆特藏室。

目前，汕头市档案馆馆藏侨批原件数量
达到 7.75万件，为中国馆藏侨批数量之最。

“无偿捐赠行为是对汕头市侨批档案工作的
肯定和支持，也为全社会作出了一个好榜
样。”郑宗武表示，希望更多的社会热心人士
向市档案馆捐赠侨批档案资料，共同保护、传
承好我们的侨批文化，为世界记忆遗产的保
护作出积极贡献。 （（陈文惠陈文惠））

专家点专家点评评
侨批档案侨批档案，，在近现代中国华侨史上扮演在近现代中国华侨史上扮演

了十分特殊的角色并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了十分特殊的角色并作出了特殊的贡献。。用用
泰文书写侨批泰文书写侨批，，既体现因华侨活动联系起来既体现因华侨活动联系起来
的侨居国与祖居国之间语言文字的相互影的侨居国与祖居国之间语言文字的相互影
响响，，更体现侨批的历史贡献和世界意义更体现侨批的历史贡献和世界意义。。

华华侨在异国求生存侨在异国求生存，，谋发展的过程谋发展的过程，，就就
是不同民族语言融合的过程是不同民族语言融合的过程。。当一个数当一个数
量可观的族群长期居留在另一个民族的量可观的族群长期居留在另一个民族的
领土时领土时，，随着族群的活动和环境的变迁随着族群的活动和环境的变迁，，
过番的潮人过番的潮人，，都必须与当地不同种族的居都必须与当地不同种族的居
民相处民相处，，需要通过语言为媒介来传达繁杂需要通过语言为媒介来传达繁杂
的信息的信息。。华侨本着不同民族互相尊重华侨本着不同民族互相尊重、、互互
相合作相合作、、和睦共处的精神和睦共处的精神，，努力向侨居国人民努力向侨居国人民
学习学习，，掌握他们的语言掌握他们的语言。。

侨批档案真实地记载了文化的跨国传侨批档案真实地记载了文化的跨国传
递递。。侨批的跨国属性把华侨华人的社会活侨批的跨国属性把华侨华人的社会活
动同祖居地联系起来动同祖居地联系起来，，也将侨居国和祖居也将侨居国和祖居
国不同语言的相互影响用文字固定下来国不同语言的相互影响用文字固定下来。。
在潮方言中的外来词在潮方言中的外来词、、佛历纪年习俗等文佛历纪年习俗等文
化现象的形成过程中化现象的形成过程中，，在语在语言跨国融合言跨国融合、、传传
播的过程中播的过程中，，侨批的作用不可忽视侨批的作用不可忽视。

（林庆熙）

红纸折页红纸折页，，落款时间为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落款时间为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珍贵泰文批珍贵泰文批浓浓中泰情浓浓中泰情

张美生捐赠的三封侨批张美生捐赠的三封侨批

侨乡文化侨乡文化··走近侨批走近侨批

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技能大
赛暨粤菜产业文化交流活动落下帷幕，各式
各样的广府菜、潮汕菜、客家菜让看客既饱了
眼福也饱了口福。大赛期间，活动举办地潮
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大堂内立有一块“‘粤菜
师傅’工程，潮汕牛更牛”的巨幅宣传展板，更
是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看。日前，记
者采访展板主创者、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潮菜（潮州菜）烹饪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树
茂，听他讲述展板背后关于潮汕牛肉的故事。

与时间赛跑 只为一口鲜嫩的牛肉
潮汕人的“牛”精神、匠心解牛、用心品

牛、潮汕牛肉的特色品种、潮汕牛肉师傅的技
能及培训……记者看到，这块“‘粤菜师傅’工
程，潮汕牛更牛”的巨幅展板，不仅介绍了获
取牛肉美味的具体方法、潮汕牛肉的特色品
种及市场潜力，还对如何打造潮汕牛肉小吃
品牌，促进“潮汕牛”上下游产业全方位发展
提出了可行性建议及措施。

展板主创者张树茂是汕头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潮菜（潮州菜）烹饪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也是此次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技能
大赛中式烹调的裁判，有着国家职业技能鉴
定高级考评员、中式烹调高级技师、广东烹饪
大师等诸多头衔，目前担任广东省粤东技师
学院特聘教师。

张树茂说，牛肉在潮汕吃法很多，除了火

爆全国各地的牛肉火锅，
牛肉丸、牛肉饺、牛肉卷
都是不错的小吃。在张
树茂看来，讲好“潮汕牛”
的故事，加强从业人员的
技能提升，促进“潮汕牛”
上下游产业全方位发展，
提高就业创业水平，增强
群众的幸福感、满足感，
是一件为民办实事、办好
事的有力举措。

对于如何“匠心解
牛”，让食客吃上一顿鲜
嫩爽口的牛肉火锅，张树
茂如数家珍。他告诉记
者，这其中除了刀工精
细，还需要潮菜师傅与时
间赛跑。通常牛肉屠宰后两个半小时就会进
入僵直期，潮汕师傅一般掌握牛肉屠宰后到
餐桌的最佳时间，是在2至3小时内上桌。

入选名小吃 为三款重点推介粤菜之一
从展板上记者看到，潮汕手打牛肉丸的

制作技艺历经数代师傅保护和传承，其味道
与品质已经深入人心，制作技艺也被收录入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卤制五香牛肉浓
香入味，甘爽诱人，是潮汕牛肉的传统品种之
一；牛腩饭与牛腩面（粿）用尽牛肉的边角料，
精巧调配，是潮菜“粗料细作”的典范；水煮牛
肉、酸菜牛肉、炭烤牛肉、烤牛肉脯、炒牛柳、
牛肉串……众多的牛佳肴遍布城乡，具备广
阔的市场发展空间。

为推动粤菜小吃的产业发展，省从粤菜
系列中重点推选了“广府河粉”“潮汕牛肉”

“客家腌面”等三款粤菜作为粤菜名小吃进
行重点推广，目的是打造粤菜小吃知名品
牌、连锁品牌，提升“粤菜师傅”工程产业
化、规模化、品牌化水平。“以牛肉为美食的
汕头牛产业大有可为。”张树茂说，众多的牛
肉美食品种，巨大的消费市场，根深蒂固的饮
食习惯，成为汕头做大做强做精“牛”产业的
坚实基础。

利好频出 推动就业与“牛”产业发展
近年来，汕头市大力实施“粤菜师傅”工

程，使潮汕牛肉声名远播，各种火锅和小吃店
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据张树茂介绍，

按照省的统一部署，汕头市将积极打造潮汕
牛肉小吃品牌，在潮汕牛肉小吃产业规划、扶
持政策、创业孵化等方面出台利好政策，对小
吃业主升级、开办小吃品牌店给予一定奖励
扶持，对店面、工艺制作和质量制定了严格的
标准，为潮汕牛肉小吃从业者提供更牢靠的
发展基础。

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技能大
赛暨粤菜产业文化交流活动不仅为“粤菜师
傅”们搭建展示厨艺风采、传承弘扬工匠精神
的舞台，也是对全省“粤菜师傅”工程实践成
果的一次检阅和展示。张树茂认为，在这次
比赛现场，多种菜系齐头并进、百花齐放，这
也正是近年来广东“粤菜师傅”工程火热开
展，以人才培养为抓手、以促进就业创业为导
向、以服务粤菜产业发展为驱动、以小切口推
动就业与产业发展大变化的
生动注脚。

(陈文兰陈文兰 摄影报道）

与广府河粉、客家腌面一同入选粤菜重点推介名小吃

汕头全力打造潮汕牛肉小吃品牌汕头全力打造潮汕牛肉小吃品牌

广东味道广东味道··五洲同享五洲同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