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為2023年香港汕頭文化節的重要
部分，「僑批紙短．家國情長——汕頭
僑批文化藝術展」已在香港大會堂展覽
廳落下帷幕，此次展覽展出由汕頭僑批
文物館借出的數百件展品，匯聚明清至
今跨越數百年的珍貴僑批，現場全景還
原僑批製作流程，並同步展出潮汕剪紙
等精湛手工藝品，透過展出這些海外華
僑寄回家鄉的書信，短短數日已讓眾多
市民認識到華僑愛國愛鄉的赤子情懷。

排隊體驗僑批製作
展覽的揭幕禮當日已吸引眾多港人入
場參觀，也有數間中小學校的師生到
場，了解僑批歷史和華僑故事，並在代
筆先生的引領下現場體驗僑批的格式和
寫法，不少學生表示十分感動。據現場
工作人員介紹，揭幕禮後的每日，特別
是周末，入場參觀及體驗僑批製作的觀
眾絡繹不絕。香港文匯報記者特別選擇
工作日的中午時分再次入場，亦見到多
人正細心聆聽代筆先生詳述僑批的由來
與變遷，或輪番與代筆先生合影留念，
或在僑批上鄭重寫下自己的名字，或在
感言簿上留存此刻的感慨和感動，有現

場觀眾表示：「今日很難得學習到這麼
多的歷史知識！」
於數日內扮演代筆先生角色的講解
員鍾耀昌雖不是潮汕人，但常年研究
歷史的他對僑批的歷史故事可謂如數
家珍，聲情並茂的講解格外引人走近
聆聽，他笑說：「前幾日參觀的人特
別多，感言簿已經寫到第三本，供觀
眾體驗的僑批信件和信封已經重印了
很多批次。」
值得一提的是，一封由在海外謀生的
女兒陳蓮音寄給母親的僑批頗具代表
性，這封僑批也被選擇放大印刷在展覽
布景板上。鍾耀昌介紹道：「這封家書
其實有些傷感的情緒，我後來考證過，
這個女兒跟老公去了新加坡，母親在鄉
下去信給她，說自己三餐不繼，跌倒後
足部受傷，如今出入要拄枴杖。女兒收
信後很傷感，但她自己也只是賣霜維
生，只能這樣寫道：『老母年邁，在女
何其忍心？故節省用費，以贖天倫之
罪……』」她覺得自己未能盡孝是一種
罪過，縱然四壁蕭然，也要設法寄錢給
父母，這封僑批言辭懇切，如今讀來，
仍然催人淚下。

翻開中國的商貿歷史，潮汕以優越的
地理條件、團結的民族意識以及勤

勞的本質，千百年來都是海上絲綢之路
的重要節點。時至今日，潮汕人到海外
拚搏，足跡遍布世界各地，但他們走出
去了，而不忘根，總以中國為民族自
豪，推廣家鄉的盛產。
在「一帶一路」學術政策國際論壇

中，大家便提到，「少牽涉政治的事
情，多以互利互助為主。」該論壇由香
港汕頭社團總會主辦，邀請來自香港、
內地和海外大學的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演
講，主題圍繞潮汕人與「一帶一路」建
設、構建社經網絡、經營國際貿易、香
港．潮汕與「一帶一路」經貿發展等內
容展開。

回饋家鄉 貢獻「一帶一路」
除了宏觀看經貿發展外，論壇中提及
許多商貿的細節。例如，資深傳媒人郭
一鳴發言說道，自己的家鄉揭陽做糖，
原先整個潮汕地區最大的製糖業就在那
裏。潮州一直有製糖的傳統，但現在產
業卻逐漸凋零。當初是做蔗糖，和在東
南亞的潮汕人形成一個聯結。原來的出
口港很多在汕頭，沒有通商之名，但是
有通商之實。所以，目前應當要恢復這
一種往來。
香港汕頭社團總會榮譽主席兼秘書長
陳鑑林接受採訪表示，多年來的文化活
動、經貿發展交流成效頗好，「可以說
是出乎我們的意料。因為當我們在去年
在考慮舉辦活動的時候，還只是一個比
較簡單的想法，沒有什麼特別的要求，
但是這次我們舉辦之後就可以看到凝聚

了很多人。」
他認為，是次這個論壇，找到了國際

上對「潮人」這個學問的歷史——包括
在經濟上的、在貿易上以及政治上的都
很有研究的一些學者來參與討論。「這
個可以說給我們帶來一個很重要的信
息，就是華人，特別是潮汕人在過去的
一段比較長的歷史中，從自己的家鄉到
外面去謀生、去建設，但是他們從來沒
有忘記自己的家鄉。賺到錢就送回自己
家鄉，這非常重要。」他說道，「怎麽
樣把這些華僑召喚起來，大家鑄成一個
橋樑，回來建設自己的家鄉，是最重要
的。另外，今天我們講的『一帶一
路』，這些華僑在外國已經有一定的經
濟實力，他們可以為新時代的『一帶一
路』作出更大的貢獻，這就是我們得到
的一些收穫。」

團結是力量 人心再聯結
他又再說道，如果過去的百多年有很
多華僑到外地去了，百多年來已經過了
好多代，這些年輕人對自己家鄉的感情
怎麼樣呢？「可能狀態已經不同，說的
話已經沒有潮州腔調，那麼目前我們進
行的交流活動，就是要把咱們潮人重新
再喚醒起來，把人心互相之間聯系起
來。」
他認為潮汕人團結是經貿成功的很大
原因，「潮汕人是移民的民族，這種族
群在過去的好多年的歷史中，他們都是
到外地之後，大家凝聚起來，團結去適
應當地的制度、迎合社會的狀況，所以
他們都是一些愛好和平的族群。」他說
道，「他們對當地的制度很包容，也參

與了很多基建，大家互利互助。
東南亞這一帶，華人華僑發展最好
的是潮汕人，在政治上他們的角色
是很低的、不多的，儘管他們可以說
富可敵國。這個就是潮汕人特性之一，
也就是說，他得到了當地人的認可，能
夠在當地發展，沒有受到任何排斥，這
也是為什麼華人華僑能夠在國外站得住
腳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迎接變局 香港是橋樑
此外，論壇中提到，目前全世界處於
百年大變局，而且正在加速演進。世界
經濟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會處於一個脆
弱的狀態，面臨高通脹、高利率、高債
務等問題，但在這裏面有很多變化。主
要來說，亞洲逐漸變成一個經濟增長率
較高的地區，很多高科技的成果都產生
在亞洲。「一帶一路」的經貿版圖中，
隨着目前國家的經濟崛起，文化、科技
產業都將繼續加速成長，而香港在其中
正逐漸成為重要橋樑，相信海外華僑這
個同根、同源的文化群體將再次聯結。
香港潮州商會會長高佩璇也在採訪中
說道，大家都能夠看到目前的成效，基
本上條件都已經成熟了，「經過這十
年，我相信都一直在調整，調整到現在
基本上也算是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方
面，這樣的事情是需要一個很長的時
間，但是這十年應該就是一個重要節
點。我們在香港來討論潮人與『一帶一
路』之間幾百年的歷史故事，再來看今
天的歷史，然後我們總結一下看我們有
哪些可以借鑒，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
事情。」

溯海外潮人百年歷史
追尋與「一帶一路」商貿淵源

汕頭僑批文化藝術展傳遞家國情懷
開展八日 參觀者體悟游子信念

僑批，是海外華僑通過民間渠道匯寄到國
內的匯款及家書，是「信、匯」合一的一種
特殊的郵傳載體，僑批封上會寫有匯款數
目，封內則附書信。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
粵、閩兩省陸續有成千上萬人到世界各地打
工，他們在國外吃苦耐勞，克勤克儉，賺了
錢就會用各種方式將錢和信寄到家鄉親人手
上。而這些華僑勞工的家鄉往往是一些地處
邊遠的山區或農村，那裏既沒有銀行，也沒
有郵局。其信款的轉送，初期主要依靠「水
客」攜帶，後期逐漸形成了民信局、銀號和
商行等民間機構來經營僑批業務。

僑批不僅是華僑與家鄉親人溝通親情的紐
帶，更包含有豐富的信息，展現海外華僑的
愛國愛鄉之情，也是研究當時歷史文化的重
要工具。

廣東潮汕地區的僑批數量最多，潮汕僑批
更以其行文蘊藉儒雅著稱於世，而那些行文
迂迴從容、錙銖無遺的僑批，大多是代筆先
生的「再創作」。代筆先生盡是本鄉本土
人，也多是生活落魄的讀書人，他們常在信
局附近擺攤，也了解番客僑眷們的心境情
緒，便將口述的凌亂無序的話語轉為字斟句
酌的一封封飽含深情的家書。

在政治上他們的角色
儘管他們可以說

這個就是潮汕人特性之一，
他得到了當地人的認可，能

沒有受到任何排斥，這

僑批和代筆先生

香港汕頭社團總會一直以來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扮演好香港與汕頭兩地溝通的橋樑和

紐帶角色，未來將充分以「僑」為橋，對外講好香港和汕頭的故事，譜寫新時代「僑」的篇章，

為祖國富強、香港穩定、家鄉發展貢獻力量。一周前總會啟動了「耀動香江·又見汕頭」文化

節，活動包括「僑批紙短·家國情長」汕頭僑批文化藝術展、「潮劇·香港汕頭文化節」及「全球

潮人與『一帶一路』國際學術政策論壇」。作為重頭戲的「全球潮人與『一帶一路』國際學術政

策論壇」於5月31日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廣邀多名學者聚首一堂，分享香港、潮汕與「一帶

一路」的歷史淵源。「潮人」在「一帶一路」經貿發展中，一直作為重要的族群之一。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張岳悅

◆現場展出數百件展品與僑批歷史。

◆觀眾可現場體驗僑批的格式和寫法。

◆參觀者在感言簿中留下自己的感慨和感動。

◆現場同步展出潮汕剪紙等精湛手工藝
品。

◆觀眾在現場細讀僑批歷史。

◆一封封僑批體現了海外僑胞愛國愛鄉的
赤子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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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長陳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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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潮人與「一帶一路」學術政策國
際論壇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

◆「僑批紙短、家國情長——汕頭僑批歷史
文化展覽」吸引眾多參觀者。 中新社

◆「僑批紙短、家國情長——汕頭僑批歷史
文化展覽」吸引了不少學生。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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