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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尼侨界学者、作家和侨批爱好者热烈探讨

唤醒印尼侨批的“海丝”记忆
本报记者 林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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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碧海到蓝天——

海南兴起航空运动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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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厚重家书

“母亲大人膝下：
叩禀者，兹因日寇南进，家音断绝，

三四年未悉家中如何，甚为挂怀。自和平
以后，经有寄回二信，国币叁万六千元，
不知何故无接复示。兹有邮便，再付呈国
币壹万伍千，到即查收复示……惟望母亲
玉体善自珍重为要，余事后禀。

专此叩请
福安！

儿 玉坪 玉钳 叩禀
中华民国卅五年五月廿四日”

这是一封 1946 年从印度尼西亚峇眼
亚比寄往福建南安的侨批。字里行间，流
露出海外游子对母亲的深深关切和思念。

“自古以来，闽南一带的百姓便有
‘漂洋过海，过番谋生’的传统。随着海
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印尼、菲律宾、马来
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逐渐成为人们移
居的主要目的地。在外打拼的华侨华人把
钱款和书信辗转寄回家乡，侨批应运而
生。”印尼—中国泉州侨批文化交流论坛
期间，侨批收藏家与研究者、中国人民大
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黄清海向
本报记者说。

黄清海介绍，他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
开始收藏侨批，藏品包括闽南地区和东南
亚各地间的侨批家书、侨批汇款单据、华
侨出入囯证照等，其中有不少 1949 年前
的印尼侨批。

“印尼侨批记载了印尼华侨华人胼手
胝足、敢闯敢拼的创业历程，也记录了海
外侨胞与家乡侨眷天海一方、相互守望的
浓厚乡情。从这些侨批中，我们可以还原
老一辈华侨华人出洋做苦工，进而开店做
买卖，再到办公司、逐步建立华人商业圈
的全过程。他们积极为侨居地的开发和建
设作出贡献，同时在经济上襄助家乡亲
人、支援家乡建设，为促进当时中国与世
界的交流起到重要促进作用。”黄清海说。

“印尼侨批浓缩了先辈们深厚的家国
情怀和坚韧的奋斗精神。”论坛期间，印
尼华文作家协会总主席袁霓对本报记者

说，“为了给家人创造美好生活，先辈们
漂洋过海来到印尼。他们不畏艰辛，踏实
勤恳，把辛苦攒下的银钱随同家信寄回家
乡，为当时的中国送去重要的侨汇。印尼
6000多个有人居住的海岛，大部分都留有
华侨华人奋斗的足迹。福建、广东、海南
等各地，也都流传着先辈们下南洋、报桑
梓的故事。”

“论坛上的讨论唤醒了我对侨批的记
忆。”印尼雅加达南安同乡会主席高景源
与记者分享了他的家族与侨批的故事。今
年已年逾古稀的他，年少时跟随家人从福
建南安迁居印尼，至今已在当地定居 50
多年。

“我们高家南渡印尼有 100多年历史，
祖父辈亲历了抗日战争的烽烟。听家人
说，那时，从印尼往家乡寄信，过程十分艰
难。新中国成立前夕，还发生了严重的通
货膨胀，寄出的信件有时即使贴满邮票，也
可能在过程中因为货币贬值、邮资不够而
无法送达。但无论过程如何曲折，我们始
终没有断了和家乡的联系。”高景源说，“直
到今天，我们还保持着和家乡亲属的联络，
经常互有来往。现在，我家中还保留着上
世纪三四十年代祖父辈与南安亲属之间往
来的信件。虽然不少纸张已经破旧不堪，
但其中饱含着对故乡割不断的情。”

一份生动史料

“敬查四月廿四日，在汶泐寄小岵陈
厉相官带进英银三元，谅必早荷收到可
知。近日陈彭官到汶，接读四月初二日在
家受的诲言内示，诸情业已拜悉一切。籍
知合家自老亲以下诸位大小俱幸平安，欣
喜之至……”

这是一封 1901 年通过“水客”由印
度尼西亚安汶寄往福建永春的侨批。寥寥
数语，勾勒出“水客”这一特殊“送信人”的
形象。

论坛上，泉州华侨历史学会副秘书长
刘伯孳以这封侨批为例，介绍了印尼侨批
业的发展概况。

“印尼侨批历史悠久。早在18世纪80
年代，印尼吧城（今雅加达）华人公馆的《公

案簿》就有印尼侨批的相关记载。在金融、
邮政还不发达的年代，印尼华侨华人习惯
委托同乡熟人，携带平安家书和养家银项
返乡。此后，逐渐出现替华侨华人携带书
信和银钱回国的职业投递人，这些人被称
为‘水客’。19世纪中期，华侨华人创办的
侨批局也开始在印尼出现，进一步推动了
印尼侨批业的繁荣。今日，我们透过印尼
侨批，能看到中国和印尼金融业、邮政业早
期发展的面貌。”刘伯孳对本报记者说。

刘伯孳介绍，相比东南亚其他地区的
侨批，印尼侨批有鲜明的特点。

“印尼岛屿众多，华侨华人分散居住
在各地，寄信时常需要经过多地中转，因
此，印尼侨批往往留有丰富的邮政印
记。同时，特殊的地理环境也决定了印尼
当地侨批局的业务更为庞杂、邮政习惯更
为严谨，因此，印尼侨批的邮路痕迹往往
也更清晰可辨，是追溯侨批流转过程和侨
批业发展的绝佳史料。”刘伯孳说。

“在交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印尼多岛
的地理环境，意味着侨批业的经营十分不
易。考虑到这一背景，印尼侨批丰富、清晰
的邮政信息，凸显了印尼华侨华人敢创业、
善创业的优秀品质。如今留存下来的不少
印尼侨批封和信笺都印有那时华资企业和
信局的广告，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当时印尼
华人商业的繁荣盛况。”黄清海说。

“印尼侨批含有印尼各地的风土人
情，一些家书还会随信介绍并附上印尼的
土特产品，其中蕴含的民俗历史值得进一
步挖掘。此外，透过印尼侨批的邮票、图
章等元素，我们还能了解当时的南洋风
情。”袁霓说。

“受动荡和战乱影响，大量印尼侨批曾
遭到损毁。目前，印尼侨批在印尼和中国各
地留存的数量十分稀少，因此尤为珍贵。”
刘伯孳说，“希望有更多印尼侨胞加入侨批
抢救、保护和研究队伍，共同挖掘印尼侨批
的文化内涵与特色。”

一段“海丝”情缘

论坛上，与会学者指出，印尼是海上
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福建人最早移
民、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许多珍贵的

“海丝”文化交流历程，都保存在一封封
印尼侨批之中。

“印尼侨批记录了海上丝绸之路发展
演化的历史脉络，是中国民间外交史的
重要物证。”黄清海说，“当下，做好印
尼侨批的抢救性征集与保护工作、挖掘
印尼侨批文化价值，对于唤醒印尼华裔
的乡愁记忆、增进中印尼友谊、促进合
作共赢具有重要意义。”

“一封侨批就是一段民心相通的故
事。”袁霓说，“印尼侨批蕴含多样的南洋
文化，是文学创作的灵感宝库。近年来，
印尼华文作家协会积极参与侨批主题文学
创作大赛，希望通过文学创作，宣传宝贵
的侨批遗产，搭建连接中国和印尼两地的
民心桥梁。未来，我们还计划与印尼华人
历史博物馆、印尼客家博物馆等机构合
作，继续深入挖掘和发扬印尼侨批文化。”

论坛过后，高景源计划召集南安同
乡，开展一次“侨批故事会”。

“出生在印尼的华裔孩子中，有不少
人从来没有回过自己的祖籍地，也不了解
先辈们的创业历史。我希望举办一次讲述
侨批故事的分享会，向孩子们介绍老一辈
的奋斗史，唤起年轻一代的故乡情，鼓励
他们传承侨批文化和家国情怀，未来致力
于推动中国和印尼间的友好交流。”高景
源说。

印尼泉州青商会会长施文概近期也
正和其他侨团联络，围绕侨批进行“头
脑风暴”。

“在这次侨批论坛上，许多印尼老华
侨热情讲述了他们与侨批的故事，我听后
深受鼓舞。”施文概说，“印尼泉州青商会
作为新侨团体，正致力于带领印尼华裔新
生代了解、走进祖 （籍） 国。最近，我们
正和印尼其他侨团商量，希望通过举办活
动或比赛，带动大家搜集更多侨批，介绍
家族侨批故事，让更多印尼华裔了解侨批
背后的人文历史。”

“侨批中的‘海丝’记忆是我们的宝贵
财富，在当下依然具有现实意义。近年
来，福建多地已经涌现出侨批主题戏曲、
电影、纪录片、短视频等。未来，我们还
需充分利用文学、艺术等手段，让侨批文
化走进更多人心里，让美好的‘海丝’情谊
代代相传。”黄清海说。

访一线 促发展

侨 界 关 注

在闽南语中，“信”读作“批”。海
外华侨华人与家乡往来的两地书便称
作“侨批”。在晚清至近现代的侨批
中，有一个重要门类：印尼侨批。印尼
侨批既记载了老一辈华侨华人闯南
洋、报桑梓的奋斗历史，也留下了印尼
邮政业、金融业发展的独特印记。

日前，印尼—中国泉州侨批文化
交流论坛在福建省泉州市举行。来自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侨界
学者、华文作家和侨批爱好者等千余
人在线上线下参会，共同探讨印尼侨
批背后的“海丝”故事，探寻印尼侨
批发掘与保护的路径和前景。

乘直升机俯瞰热带雨林的苍莽翠绿、在滑翔伞
上感受海风的热情拥抱、高空跳伞穿越云海纵览海
岸线……如今海南的蓝天“玩法”持续更新，航空
运动类项目掀起侨乡旅游的新潮流。

位于海棠湾的三亚塔赫极限运动俱乐部里，整
装待发的游客伴着动感音乐难掩兴奋之情。来自辽
宁抚顺的马文辉和苏娜第4次到海南旅游。“一直很
想跳伞，这里空气好、气候温暖，跳伞基地也多。
这次来海南不为大海，只为蓝天。”苏娜说。

从直升机观光、滑翔伞，到近几年跳伞、动力
伞、运动飞机和热气球等新项目，“海南蓝”的吸
引力从碧海扩展到蓝天。如今，到海南“玩儿天”
的游客越来越多。“最近平均每天有 30多名体验者
跳伞。”三亚塔赫极限运动俱乐部总经理张恩铭
说，今年春节假期，俱乐部跳伞游客单日最高达
166人次。

海南省航空运动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以
来，以运营低空涉旅项目为主的企业呈增长态势，
项目分布在省内 8 个市县，投资总额达 2 亿元，人
均体验价格在800元至6800元之间。

温暖的气候和美丽的风景是海南发展航空运动
的天然优势。除去台风等特殊情况，当地每年可飞

行日达300多天。
此外，近年来海南深化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综

合发展低空经济；立足建设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
通过“体育旅游化”和“融体于旅”两大路径，重
点打造体育旅游示范项目。政策红利不断加持，助
推航空运动热兴起。

“跳伞运动被更多人认可热爱。”乐东莺歌海跳
伞基地总经理郭睿说，现在很多消费者会询问教练
资质、风速风向等专业问题。郭睿2017年开始经营
跳伞体验类项目，2020年海南自贸港各类政策相继
出台，他带着憧憬将基地转到这里。“我认为海南
未来一定是航空运动乐园、低空旅游天堂。”

海南省航空运动协会秘书长徐丽文介绍，凭借
对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人才引进以及部分进口
商品“零关税”政策，侨乡海南将吸引更多海内外
专业人才、航空运动爱好者和相关企业落地。

今年，全国跳伞冠军赛等多场航空运动类赛事
将在海南举办。“航空运动和旅游将更加深入融
合。游客在东海岸体验跳伞，再到西海岸看一场航
空运动大赛，这就是海南航空运动旅游的新玩
法。”徐丽文说。

（据新华社电 记者袁睿、严钰景、陈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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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基层纪检干部通过访一线、讲政策、问发展、解难题，助力企业
发展。图为该镇纪检监察干部在企业车间了解产销经营状况和需求。 华兴桥摄

3 月 26 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洪都拉斯
共 和 国 建 立 外 交 关
系。中洪两国建交的
消息让洪都拉斯侨胞
感到振奋，多位华侨华
人表示，洪都拉斯侨胞
对两国建交渴盼已久，
期待未来两国在各领
域展开更多合作。

“洪都拉斯华侨华
人 终 于 盼 到 了 这 一
天！”洪都拉斯华侨总
会 副 会 长 赵 太 荣 说 ，

“大家在微信群和朋友
圈里诉说着喜悦，还
有很多侨胞聚在一起
整晚庆祝。两国建交
也让华侨华人的腰板
挺得更直了，有强大
的 祖 （籍） 国 做 后
盾，更有自豪感和安
全感。”

赵太荣介绍，洪
都拉斯约有1万名华侨
华人，大部分来自中
国 广 东 省 和 福 建 省 ，
集中分布在首都特古
西加尔巴和北部城市
圣佩德罗苏拉。洪都
拉斯华人移民的历史
较为悠久，上世纪初就
有华工来到洪都拉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
洪都拉斯的新移民大
多 在 当 地 从 事 中 餐 、
超市和贸易等行业。

“听到两国建交的
消息，大家都非常兴
奋，我们同乡会准备
举办一场庆祝活动。”洪都拉斯福建同乡会会长
谢作奇表示，两国建交后，华侨华人办理签
证、护照等业务将更方便，在当地工作和生活
也将更加放心、更有信心。

谢作奇说，此前由于两国未建立外交关系，
中国公民赴洪经商和旅游有一定困难，相信两
国建交后往来交流会更加便利，会有更多经贸、
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惠及两国民众。“洪都拉斯的
海洋资源、矿产资源丰富，欢迎华商来到洪都拉
斯经商，欢迎中国游客来洪都拉斯旅行。”

洪都拉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柯林锋
表示，华侨华人渴盼两国建交已久，过去侨胞
在当地遇到困难时总感到求助无门，如今华侨
华人多了一份安全感，相信侨胞的权益将得到
更全面、更有力的保护。

“华侨华人群体在洪都拉斯拥有一定的社会
地位和经济实力，受到当地民众的尊重和认
可。当地发生洪水、飓风等灾害时，华侨华人
都会伸出援助之手，积极筹款赈灾。”柯林锋
说，“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为两国民间交流做
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未来也将继续为两国各
领域交流合作搭建桥梁。”

洪都拉斯闽辉塑业总经理、洪都拉斯福建
同乡会理事长黄声科在当地生活了 18年，听到
两国建交的消息，他难掩内心喜悦：“两国正式
建交，将开启合作共赢的新图景，造福两国人
民。我们期待两国积极推动人文交流，在促进
文明互鉴的同时，实现更深层次的民心相通。”

“洪都拉斯是玛雅文明发源地之一，拥有丰
富的生态旅游资源，盛产咖啡、雪茄，也汇聚
了多元文化。洪都拉斯华侨华人将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为两国农产品贸易合作、旅游往来等
牵线搭桥，为助推两国民间交往贡献力量。”黄
声科说。

（来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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