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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陈冀

　　家书抵万金。自古以来，家书承载着浓浓的
骨肉亲情，游子远行、夫妻离别、亲友异地，家书
始终是突破山海阻隔“带着体温的纽带”。
　　尤其在大批游子漂洋过海讨生活的侨乡，
一种名为“侨批”的特殊家书，更是静静地流淌
在岁月的长河里，如诉如泣，如歌如诗，记录着
家、城、国的故事，真实记录了海外华侨华人历
史，被国学大师饶宗颐称誉为“侨史敦煌”，已被
列入世界记忆遗产。
　　在那个没有电话、邮件、微信的年代，远隔重
洋见面比登天还难的一家人，是如何靠着这一纸
薄薄的家书，维系着家人亲情、夫妻感情、情侣恋
情？如何表达着他们内心的惆怅、欢喜与悲伤？又
是如何寄托着对家的想念、对乡的挂牵、对国的
热爱？透过这些泛黄的侨批，人们还读出海外华
侨对中国共产党的期待、拥护和支持，对新中国
成立后发生巨大变化的欣喜和憧憬。
　　侨批是一种“信件”“汇款单”合一的邮传载
体。在著名侨乡广东江门五邑地区，侨批更多被
称为“银信”。江门的侨批以其数量多、历史跨度
长、覆盖范围广、内容丰富等特点，在世界记忆
遗产保护中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成为江门不
可多得的“国宝级”文化资源。
　　如何挖掘、包装、传播、活化这些“老物件”，
使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为一体，让文化
宝藏得到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始终是一
道重要的时代命题。
  习近平总书记 2020 年在广东考察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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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侨乡新时代
保护、活化侨批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点燃了侨乡人对这些“老物件”的关注度，激发
了研究、活化侨批的新角度。

  “侨批中看党史”：讲好百年党史

的江门创举

　　 2021 年党史学习教育期间，江门市委着
眼如何充分利用地域特色资源，使党史学习教
育更“接地气”、更聚人心，谋划将侨乡独一无二
的文化宝藏——— 侨批置身于百年辉煌党史的坐
标中进行观察解读。这一构想，让侨批研究专
家、博物馆学者、民间收藏达人、媒体人士眼前
一亮，迅速响应。
　　“侨批中看党史”是党史研究和学习的一个
全新视角维度。由于没有现成的研究方法和成
果，大家一头扎进“故纸”堆里寻找答案。“万物
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我们坚信，地方性的就
是中国性的、世界性的。
　　从时间维度看，侨批集中产生的年代与百
年党史有着很长跨度的交集。鸦片战争后，列强
欺凌、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民生凋敝，大量华南
沿海百姓出洋谋生，华侨出国后就产生了大量
侨批，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 70 年代。这些浩如
烟海的家书漂洋过海，跨越了一个世纪的岁月
沧桑，正好映照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
命、建设、改革的历程。
　　从内容维度看，侨批从个人、家庭的视角，
对百年历史有很多直观反映和多重映射。即使
有的书信没有直接谈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
命，但其反映的国内外现实，记录侨胞们孜孜以
求盼望祖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梦想，也
充分印证了党的事业的正义性与人民性，印证
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
伟大理想和光辉实践。因而，挖掘“侨批中的党
史”，有着非常现实的可行性。
　　 1953 年印尼华侨陈金秀写给大哥陈成长
的家书，记载着兄妹二人虽相隔两地数十年，不
仅凭一封封银信、一句句简短的问候寄托思念
之情，还强烈地表达了海外华侨对新中国成立
后发生巨大变化的欣喜，更反映了华侨对中国
共产党的拥护和支持，以及渴望早日回到祖国
的期盼。他们的父亲还给三个孙子起名为“宝
华、宝侨、宝强”，连起来是“华侨强”。
　　陈金秀在侨批中这样写道：“亲爱的大哥大
嫂：解放后的新中国，在短短的三年当中，全国一
切的一切都换（焕）然一新…我自己也常常看《人
民画报》…中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
席正确领导下获得了彻底的解放。强大、自由、独
立、幸福的新中国已屹立在世界上。中国人民成
为真正的主人了……”这些寻常人家的家书，带
着浓烈真挚的感情，更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令人欣喜的是，研究者还找到了陈金秀的

哥哥——— 94 岁老人陈成长。侨批中的主人翁
从历史中走出来，他由衷地说：“只有大家和平
发展，小家才能幸福生活。因为战乱，我与父亲、
妹妹相隔两地多年，如今在党的领导下，亲人们
魂牵梦萦的家乡的发展日新月异，才让我和妹
妹如愿重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
没有我们今天这样的幸福生活。”
　　“侨批中的党史故事”通过媒体传播开来，
迅速引起广泛关注，特别是在海外华侨华人中
引起了强烈反响。有党史、侨史专家认为，挖掘
侨批中的党史为党史和国史研究提供了新材
料、新视野、新方法、新观点，为党史学习教育提
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值得持续深挖、借鉴
推广。

  从一纸家书到一纸千金：华人华

侨爱国爱乡拥护共产党的生动见证

　　随着挖掘、研究、解读的不断深入，“侨批中
的党史”的独特价值更加显现，一封封辉映百年
党史的侨批从尘封中走出，跳入公众的眼帘，其
内容之丰、范围之广、角度之多、情感之真，令人
如获至宝、欣喜万分、感动于心。
　　这些“跨越山海的家书”，有的出自著名侨
领之手，有的来自政府官员的回应，更多产生于
平民草根。虽家书主人各异，恋家、思乡、爱国、
拥党都无一例外地是所有信件的内容主题及情
感主线，咫尺素笺，纸短情长。
　　在这一批挖掘解读的家书中，有一对父子，
40 多年来虽不能常伴左右，但就是靠着这一纸
家书陪伴着彼此的成长，珍藏的 40 多封父亲
当年亲笔写下的家书，犹如灯塔一样引领着儿
子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抉择，家书里带着的侨汇
在艰难的岁月里照亮了全家的希望。这位父亲
反复在书信中提道：“我唯一理想，就是有机会
返回祖国去与我家人团聚。”他反复叮嘱孩子
们，“不仅要爱家，更要爱国”。可惜因种种原因，
父亲最终未能等到归期，长眠异乡。如今儿子已
功成名就，却在心中留下了一个令人唏嘘的故
事、一段难以释怀的乡愁以及一生永难实现的
心愿。
　　不少幸运的华侨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怀着赤子丹心，克服种种困难，从世
界各地回到当时百废待兴的故土，投身社会主
义建设。
　　华侨梁葆常一家的故事正是当时众多归国
华侨的缩影。他在阔别祖国家人 20 多年后，毅
然地将资产转回国内并放弃了外国国籍。回到
祖国后，他在信中说：“天亮了！我们中华民族受
外人所欺的奇耻大辱，用我们勇士的血来洗涤
净尽了……”“我可以说我已结束了可悲的海外
生涯了，回来光明康庄的祖国了！许多人未同意
我的见解，但我用行动来参加到革命队伍里。”
赤子丹心，其诚可鉴。
　　拳拳赤子心、殷殷爱国情跃然字里行间。在
侨批的故事里，家、城、国无论是重大变迁还是
细微变化，都牵动着海外游子赤诚的中国心，都
留存着浓厚的家国情怀。
　　“在史书中写下光辉的一页，这一页震荡了
整个世界，使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在议论纷纷。祖

国的前途，使生活在祖国大陆上的人民不可
忽视。为中国人的一员，是值得自豪。”1964
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一位江门籍
海外华侨在信中这样表达倍感自豪的心情。
　　除了对大事的记录赞叹，还有很多变迁
点滴在家书中被提及。广州解放初期，归侨赞
叹解放军进兵迅速、军纪严明；好政策推动企
业发展，华侨企业家满心喜悦由衷称赞；有华
侨点赞新中国婚姻法为“天法”，一夫一妻制
真正实现男女平等；还有华侨详细记录香港
张灯结彩庆新中国国庆，见证了香港同胞爱
国心等。
　　透过一封封侨批，还能读到华侨群体在
政治上的不断成熟成长以及对中国未来高超
的洞察力。著名侨领司徒美堂在 1948 年 10
月 23 日写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中说：“美
堂奔走革命六十余年，深信民主政治必须实
现。”司徒美堂是从华工成长起来的爱国侨
领、世界洪门领袖，他的政治态度具有广泛的
代表性和影响力，他不仅自己坚定追随中国
共产党，作为爱国侨领，在他的影响下，广大
海外侨胞也认清了中国的政治领导力量所
在，选择了追随中国共产党。
　　华侨余礼津有一封写于 20 世纪 20 年
代的书信，虽然不长，却预见了未来的中国。
信件精要的内容不仅见证了当年中国工人运
动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可以窥视当年华侨对
工人阶级力量的认可和期望，更看见了中国
革命的未来和希望所在。他在信中讲述，香港
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在经济上、政治上
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显示了中国工人
阶级的伟大力量和奋斗精神，锻炼了工人阶
级队伍，激发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热情，也为中国共产党后来的革命事业储备
了领导力量。“自此次罢工风波之后，在英人
方面其态度略见和平，至于在港奸商以及卖
国之徒，亦见下气。”他进而在信中说，“倘再
进一步，则我中国未可限量也。”中国共产党
成立以来，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带领中国人民从站
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历史的发展印证
了余礼津当年的远见和准确超前的判断力。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重病在身的老
华侨许满大写给家人的临终遗言。在生命的
最后时光，他把一生对家国的情感浓缩到信
中。在这封家书中，他向儿女讲述了自己在美
国的经历和感受，介绍自己所观察到的美国
社会状况，同时通过对比判断出新中国的发
展趋势，对新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如“国家
为万世万民永久之基业”“无知者未见出过外
国实未知国家之重要性，未受过外国人之欺
凌侮辱与迫（剥）削，未明白外人之强力与思
想，所以无知者不明新祖国之国家主义实意
诚理”。当年其子女面对国内生活方面的困
难，也有出国谋生的打算。许满大认为不可
取，他认为，青年人不应该因为国家暂时的困
难而逃避，他在信中写道：“身为男子生于斯
长于斯而育于斯，应尽爱国保家之责，当今祖
国建设难苦之期，无论何人不能逃被（避），如
有逃被（避）者是为国与家之大道不道，而无

爱国保家之责任心，该不能成为新中国之公
民，仍而新中国亦应当不必要如此等莫须有
无责任心之公众逃民。”他还对后代表达了这
样的希望———“我寄语中华之青年人加倍努
力，为国为家为人民公众后世子孙之乐园而
斗争。”在那些艰难的年代，一位普通华侨能
有如此高洁的思想境界，令人肃然起敬。
　　承载着深沉厚重的家国情怀的侨批一直
延续到改革开放时期。改革开放后，在党的领
导下，我国推出了一系列促进海外华侨回乡
参与祖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好政策，让海外华
侨华人感到无比兴奋，也使他们积蓄内心多
年的念祖爱乡的赤子之情得以尽情迸发。捐
资家乡建设成了很多华侨华人的情感表达。
如海外华侨华人邓奕豪、余年富分别在侨批
中表示，要积极参与家乡的建设，并将当时先
进的汽车、录音机等设备捐赠回家乡，他们在
信中写道：“更希望祖国昌盛和强大，我们海
外侨胞有好靠山。”
　　在所有发掘的侨批中，最令人动容的是
一封“寻子侨批”，它引出的是一个让人动容
深思的“爱国卖子”的真实故事。为支援祖国
抗日战争，1940 年，在南洋谋生的江门籍华
侨郑潮炯和妻子决定将刚出生 40 天的儿子
卖给一位华侨商人作为养子，签下卖子契约，
将换来的 80 元钱全部捐给了抗日筹赈会。
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 1942 年，短短 5 年
时间里，郑潮炯跑遍了南洋戏院、茶楼、码头、
车站等，劝说侨胞为祖国抗日战争捐款，并把
筹集的 18 万元义款全数交给以陈嘉庚先生
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总会”。在五邑华侨
华人博物馆里，伫立着卖子救国郑潮炯的雕
塑，保存下来的当年郑潮炯卖子契约的背面，
写了两个大字——— 血书！
　　因为对儿子的思念，抗战胜利后，郑潮炯
夫妇就开始到处探听、寻找儿子的下落，用尽
了各种方法都未能成功。新中国成立后，在朋
友的建议下，夫妻俩抱着再试试看的想法给
新中国政府寄了求助信。没想到不太抱有希
望的举动，却给这对苦苦思念儿子的夫妇带
来了意外惊喜。1965 年 2 月下旬的一天，也
就是寄出信件 3 个月后，郑潮炯意外地收到
一封来自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的信函，
令他惊喜万分的是，在这封回批中（注：“回
批”是指侨眷或侨眷委托侨批递送机构在收
到侨批后写给海外寄批（信）人的回头信），他
们分隔了 20 多年的亲生儿子在国家多部门
接力帮助下成功找到了！从此，骨肉得以相认
相见，分隔 20 多年的亲人在新加坡与广东
之间架起了书信往来的桥梁。这两封特殊侨
批与回批的故事，见证了华侨对党领导的中
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支持、拥护和参与，
更见证了新中国党和政府的爱侨情深。
　　“从侨批中看党史”，一个个鲜活的故事
被挖掘出来，这些串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
纸家书，见证昨日，观照今朝。穿越时空，我们
依然还能感受到来自海外侨胞的音容笑貌，
让我们从全新的维度深切地感叹国家之变、
大党之伟、人民之幸、丹心之坚，激发起内心
更强大的精神力量。

活化赋能：新方式打开“老”侨批

　　侨批的保护活化利用遇到了最好的时
代，江门用潮流的表达方式对侨批进行立体
化的包装，用微电影、图文、视频、海报、H5
等多种形式将一个个感人的侨批故事生动形
象地展示在世人面前，让发黄的文字转化为
可读可亲可感可悟的融媒体产品。一年来，江
门推出 16 期“侨批中的党史”短视频、100
余件融媒体产品，全网阅读量超过 650 万
次，让这一世界记忆遗产焕发新光彩。每一期

“侨批中的党史”都以丰富的内涵、饱满的情
感、通俗的解读、创新的形式呈现出来，各大
媒体和海内外受众争相报道传阅。
  侨史专家对“侨批中的党史”的挖掘传播
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和认可，纷纷自发将作品
向海外专家学者转发，“侨批中的党史”项目
还被评为第八届“粤治—治理现代化”优秀案
例。海内外超过 100 家主流媒体对五邑侨批
活化工作进行报道。江门五邑侨批专题成功
跻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纪录片《跨越
山海的家书》并于首集刊播。
　　与此同时，江门还探索运用这些与海内
外广大华人华侨有强烈情感共鸣的“老物件”
进行对外文化交流，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
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侨乡世界文化
遗产。通过海外工作公众号以及华人华侨的
微信群、朋友圈、社交媒体等私域空间传播

“侨批中的党史”，直接覆盖美洲、澳洲、东南
亚及港澳地区的 100 多个江门籍海外乡亲
社团。海外乡亲看到后纷纷表示：“非常感动，
一封封侨批饱含父辈对家乡的深情，也从侧
面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
　　文物活化利用需要理论研究为基础，江
门率先成立了侨批文化保护活化研究中心，
举办了全国首个“侨批中的党史”学术研讨
会，深度推进五邑侨批资源向学术研究成果
高质量转化。通过“侨批中的党史”挖掘活动，
深入挖掘侨批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并以
侨批为题探索回答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课题。
　　正如专家所言，“研究侨批中的党史为保
护活化侨批开辟了崭新的天地”。当前侨批研
究更多集中在华侨精神、中国文化以及近代华
侨史、家族史、经济史、社会史、金融史、邮政
史、中外交通史、国际关系史等方面，从侨批中
发掘研究党史是一个全新的维度。开展侨批中
的党史研究弥补了侨批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环，
为侨批的活化利用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
丰厚的沃土；同时，激发了海外华侨华人爱国
爱乡的情怀，助力画出最大的同心圆。
　　丰富的侨批资源也为研究侨批中的党史
提供了大量素材。书信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佐
证载体，华侨的书信从第三者的视角去印证审
视历史，更富真实性、更具客观化、更有动人
感。从华侨书信的角度去解读、观察中国共产
党党史在国内几乎还是空白。从侨批出发，挖
掘华侨书信中的党史故事，为研究党史开辟了
全新的视角，使党史解读折射出来的温暖柔软
的人性光芒，显得更立体丰满、更入脑走心。
　　江门尝试让侨批插上时尚之翼，用艺术
的方式打开，陆续推出侨批题材的戏剧、歌
曲、文创等一批文艺创作产品。创排的舞剧

《侨批·家国》，有高度、有创意、有温度，擦亮
了世界记忆遗产的城市名片，创下了“低成本
高品质”的艺术精品范例，也是江门作为全国
首个中国舞蹈之城的城市形象展示；同时，启
动五邑银信全球征集活动，实现党史学习教
育的对象由党内向全社会延伸，地域由侨乡
向港澳向世界延伸，引起强烈情感共鸣。创排
的大型沉浸式诵读剧《侨批·中国》也于去年
12 月成功首演，以家书诵读的艺术形式感动
了广大观众。本土的文艺工作者也纷纷通过
各种文艺形式激情创作，如创作传唱侨乡歌
曲《一纸情长》，用侨乡卖鸡调民谣的艺术感
染力，让侨批以文艺作品的形式逐渐成为侨
乡城市文化标签，温润人心。
　　道虽远，行则必至。有着“中国著名侨乡”
美誉的江门，侨特色是其中熠熠生辉的宝贵
资源。江门拥有着两块世界级文化名片，一为
碉楼，二为侨批。如果说碉楼是有形的，那么
侨批则是无限的。
  如今，“做好侨批资源活化使用”被列入
江门“十四五”规划和文化发展改革重要任
务。打造“侨批中的党史”党史学习教育品
牌，启迪我们与时俱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大有可为。勇于回答
好时代课题，不断挖掘主题、捕捉创新灵感，
描绘精神图谱，我们的探索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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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批中看党史”，“侨”见中国共产党的伟大

▲侨批舞剧《侨批·家国》。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