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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住行中的
“一帶一路”之

篇

隨着科技發展，如今人們只要打開手機一鍵下單，就可以在家中坐等來自世界各地的物品通過快遞

送貨上門。這些備受追捧的進口商品，百年前在廣東僑鄉同樣是緊俏貨，而帶回這些“舶來品”的正是

“水客”。說起水客，人們大多會想到他們在香港搶購奶粉的景象。其實，水客是一種持證上崗的古老

正規職業。作為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的發祥地，廣東通過這些“行走中的貿易”與沿線國家地區在物質上

互通有無，文化、科技、生活等多個方面也深受影響，使廣東社會經濟發展始終“得風氣之先”。

大公報記者黃寶儀

舊下南洋謀生
今郵輪遊火爆

廣東地處嶺南，瀕臨南海，獨特的地

理位置，讓廣東人更易前往海外謀生。明

清時期，由於天災、戰亂、社會變革以及

列強殖民東南亞需要勞動力等多種因素，

大量廣東人遠赴東南亞，甚至美洲去當勞

工、做買賣。這一段歷史，在史書上稱為

“下南洋”。

在素有“世界客都”之稱的廣東梅

州，梅江河畔的松口鎮火船碼頭早已沒有了

當年的熱鬧與喧囂。然而早年客家人在此出

發，經梅江、韓江到達潮州柘林港或汕頭

港，然後搭乘帆船、輪船，一路沿着廣東海

岸線向西行駛，經安南（今越南）沿岸的近

海穿越暹羅灣，到達馬來西亞半島最南端，

進入馬六甲海峽……伴隨着這條南方貿易

活動的路徑，廣東人由近及遠一代代逐漸散

布到世界各地。這條海路，也是“一帶一

路”倡議中的“海上絲綢之路”，“移民”

與“貿易”經久不衰一直延續到現代。在廣

東，像松口鎮這樣的古碼頭還有很多，它們

承載着出洋謀生者發財致富的夢想，維繫着

廣東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聯繫。

同樣是這條線路，如今乘坐郵輪出行

已經成為熱門選擇。近年來，中國郵輪旅

遊市場呈現爆發式增長，成為目前亞洲最

大的郵輪旅遊市場。根據英敏特最新《郵

輪旅遊─中國2017》報告顯示，五成以

上中國城市消費者聲稱乘坐過國際郵輪航

線，66%表示在未來一年有計劃乘坐國際

郵輪航線出行。目前，內地郵輪的三大港

口主要分布在京津冀、長三角及珠三角三

大城市群。特別是廣州南沙港和深圳太子

港啟動以來，不少國際郵輪公司紛紛搶灘

華南市場，珠三角地區逐漸形成以廣州、

深圳、香港三地為核心的三小時郵輪旅遊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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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下市話”
成“保密”暗語

常見
“走水”物品

“余現年四十九歲，由十二

歲方始進學，十四歲即失學，在

家協助務農，十八歲往暹羅（即

現在的泰國）學習縫衣工作至二

十四歲返國省親家庭，二十五歲

復往暹羅，仍操縫衣工作……四

十二歲（即公元1945年）

起回國操業水客，代帶

僑眷信批以至現在。”

熊耿基於1952年8月所記

錄的簡歷，清楚介紹了

水客這一職業。

水客掌握多種方言
閩粵兩省人在“下南洋”過程中，

發明了“僑批”這一集家書和匯款於一體的

特殊載體，遞送僑批的正是水客。“一年大

小兩三幫，水客往返走海忙；利便僑民兼益

己，運輸財幣返家鄉。”民國時期梅縣的

《風土詠》解釋了水客的具體工作。

水客深入海外的偏坡僻壤、礦山農

場，甚至每一位華僑的所在地去收取僑

匯、僑物，然後搭火輪船沿海上絲綢之路

將款項帶回家鄉，按址分派，送交僑眷家

中。

嘉應學院客家研究院副院長肖文評教

授曾對粵東客家山區大埔縣著名僑鄉百侯

村進行研究，發現當地一村就有職業水客

30餘人。出色的水客都有一定文化知識，

同時會講多種語言。可見，歷史上的水客

是一個門檻極高的職業。

在南洋，水客深入礦山、大埠，親交

口信，面達親情，向華僑傳遞家鄉信息；

在家鄉，水客挨家挨戶送匯，向家屬傳達

親人囑託。他們的鄉音鄉聞，讓華僑和僑

屬見水客如見親人，而這些都不是批信上

有限的文字所能替代的。

個性服務帶人帶物
帶人也是水客提供的個性服務之一。

由梅州百侯到南洋路途遙遠，風險很大，

一定要有熟悉路線的人帶路。肖文評說，

新客、僑眷要出南洋，除跟隨相熟的老客

外，大多由水客帶路。水客楊潮榮每年走

水三趟，每次所帶新客少則幾人，多則幾

十人，到南洋後還利用人際網絡，結合各

人能力特長，幫助介紹工作。水客也幫忙

帶物，僑屬要帶給親人的家鄉特產，如牛

肉乾、梅菜乾等，華僑在南洋買給家人的

物品，如洋參、萬金油等，只有通過水客

才能安全快捷地送到。

走南闖北“三寶”相陪
魏金華是廣東有名的僑批收藏家，在

他的藏品中，有一套水客熊耿基的資料，

包括1951年梅縣簽發的“水客執照”、

“水客證”，熊耿基親筆記錄的個人經商

簡歷，從泰國攜帶僑批、僑款、僑物等經

香港進入深圳海關辦理的通關證明等。

魏金華說手表、進口西藥、胡椒、保

清丸等都是在僑鄉當地受追捧的進口貨，

它們輾轉於陸路、水路之間，能夠完好無

缺地帶回來並不容易。水客有皮箱、油

布、雨傘“三寶”。魏金華收藏了一個清

末水客使用的皮箱，目測與現在28吋拖箱

大小相當，但沒有輪子。水客一手打傘，

一手提着皮箱，旅途艱辛由此可窺見一

斑。

水客經營的是僑批、僑物，承載的卻

是家鄉與南洋華僑之間連綿不斷的親情，

是海外游子對故鄉的深情。從晚清到20世

紀中下葉的100多年間，水客頻繁往來於家

鄉與南洋，不僅使兩地在經濟物質上互

通，家鄉經濟得到改善，新式教育順利開

展，華僑反哺家鄉的過程同時也是異域文

化輸入的過程，世界性、開放性、開拓性

成為了僑鄉文化特色，華僑成為推動廣東

城鄉建設向近代化、現代化轉型的重要推

手。

當今社會商業發達，保護技術信息和經

營信息至關重要。早在百年前，海外華僑通

過僑批給家鄉親朋提供經濟來源，傳遞置辦

房產商舖等信息。遞送僑批的水客，千里迢

迢容易發生意外。為了保守這些商業秘密，

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江湖土話，如梅州的“下

市話”。

在廣東省梅州市江北老城區靠東邊有一

個小地方叫下市角，當地方言“下市話”逐

漸失傳。常年收藏研究僑批歷史的魏金華在

一些僑信中發現，海外族人向梅州原鄉匯款

的內容中常使用“下市話”來傳遞信息，避

免外泄匯款數目和使用情況。

下市角楊桃墩居民丘和德家族的家

書，正是使用“下市話”保密的最好見

證。在一封丘和德弟弟丘精法從印尼寄回

的僑信中用“下市話”寫道：“已探悉，

捲四之清璇，實是育只清先雙甘駁隔容

璇，因國良姊丈捲四信時弄錯了。”這封

僑信經過現還居住在下市角年近90歲的老

人楊偉煊、黃童以及收信人丘和德本人解

釋 ， 信 中 所 寫 的 “ 下 市 話 ” 有 捲 四

（寄）、清璇（錢）、育只（一）、清先

（千）、雙甘（三）、駁隔（百）、容璇

（元）等。這句話實際表達的意思是“已

探悉，寄之錢，實是一千三百元，因國良

姊丈寄信時弄錯了。”

下市角從清朝中期開始各姓氏的家族成

員下南洋，進行工商貿易，如開商店、辦工

廠、經營當舖等，因此使用“下市話”保密

有其必要性。即使信件在半途被人截取私

拆，外人也弄不清其核心內容。魏金華說，

寄信人在印尼經商，遠離家鄉多年，在涉及

商業機密的情況下習慣採用“下市話”保

密，這為“下市話”源自商業暗語提供新的

證據。

水客的活動，俗稱“走水”，一年一般走兩或三趟

南洋。走水有“大幫”、“小幫”之分。區分嚴格，不

能混走，主要以水客走水時間對僑屬、華僑的作用大小

而定。“大幫”即每年走南洋三次來回，分別為中國傳

統的三大節日端午、中秋和春節，這既是人們喜慶歡樂之時，亦是最

需要用錢之際；“小幫”則在錯開“大幫”來回時間以外，不拘時

間，其中影響較大的是“七月幫”、“九月幫”等。 （黃寶儀整理）

▲魏金華收藏的“水客”熊耿基資料
大公報記者黃寶儀攝

▲丘和德弟弟丘精法從印尼寄回
的僑信中也採用“下市話”

受訪者供圖

指海外華僑傳遞給家鄉家

屬的匯款暨家書，是一種

信、匯合一的特殊郵傳載

體。

僑 批

洋參、西藥、保清丸等進

口保健品、藥物在僑鄉備

受追捧。

進口保健品

華僑還會將在南洋買的手

表等貴重物品通過水客贈

送家人。

禮 物

同樣，僑屬也會將牛肉

乾、梅菜乾等當地特產帶

給南洋親人。

家鄉特產

水客經營習俗

▲僑批收藏家魏金華 大公報記者黃寶儀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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