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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海絲記憶守望海絲記憶
呼喚愛國情懷呼喚愛國情懷

閩漢收藏“僑批”30載

黃清海是目前中國僅有的幾十位僑批“尋寶
人”之一。在其老房子文件夾裡有僑批，鐵

皮櫃子裡也都是僑批。“每個房間都有僑批，都裝
不下了。”

一封僑批一個故事
大學畢業不久，黃清海即在金融系統工作。上世
紀80年代末參與撰寫泉州地方誌，接觸到僑批。
“兩地書母子情”，書信裡既有家又有國的濃濃家
國情懷，黃清海深受感動。或因自小愛好集郵，他
愛上僑批收藏，對其研究愈發癡迷。
30年來，黃清海將大部分收入用於收藏僑批，以

至於一家人仍擠在一所老房子裡。30年來，他的節
假日，也幾乎都是投入到收藏與研究僑批中。
“僑批內容豐富，涉及華僑生活的方方面面，比
如父親囑咐孩子努力讀書，丈夫訴說對妻子的思
念，華商計劃在家鄉捐建小學，以及特殊歷史背景
下如抗戰時期華僑對時局的觀察，對國家抗戰進行
資金、設備捐贈等。每一封僑批背後都有一個故

事。”對於珍藏的每一封僑批，黃清海都樂於解
讀。

精選編寫《抗戰家書》
“吾國危如壘卵，日本早起野心，欲順歐洲酣戰
之時，無暇東顧，起而吞併中國，言之殊堪痛
恨。”這封1915年由菲律賓馬尼拉華僑黃開物
寄往福建泉州府同安縣錦宅的僑批，是黃清海
的珍藏，亦是他與廣東潮汕僑批收藏者沈建華合
編《抗戰家書》的開篇。
2015年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時，黃清海與沈建

華從數十年的收藏中選取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抗戰僑
批、戰時明信片、戰時特殊證件等，共同編寫了一
本《抗戰家書》，用100多封僑批等文物講述華僑
華人抗戰故事。
中國人民大學家書文化研究中心張丁主任說：

“書中所記載的日本侵略者給華僑家庭及所在國人
民所帶來的苦難觸目驚心，海外僑胞心繫祖國、毀
家紓難的愛國情懷令人感動。”

赴外地辦學術講座
為推廣僑批文化及弘揚華僑華人愛國精神，幾年

來，黃清海以僑批為論題，先後赴新加坡、泰國、
香港、台灣等地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收穫不錯的反
響。黃清海也嘗試與高校教授合作，推出從海洋文
化等背景探討僑批文化的文章。同時多次將自己的
藏品公諸同好，並在中國高校、圖書館開辦了諸多
學術講座，推動僑批走進百姓家。
“僑批內容十分豐富，亦是活生生的海外華人
華僑史。尤其是在信件往來日益減少的信息化時
代。”黃清海說，愛國愛鄉的精神倘若能隨着僑
批文化的推廣而廣泛根植於年青一代，將意義深
遠。
黃清海坦言，整理僑批工作繁雜浩大。他期待有

更多科研學術團隊與私藏合作，以充分發掘僑批背
後的歷史信息。

僑批僑批，，海外華僑華人通過民間渠道及後來的金融郵政機構寄海外華僑華人通過民間渠道及後來的金融郵政機構寄

給家鄉眷屬的書信和匯款的合稱給家鄉眷屬的書信和匯款的合稱，，是一種是一種““信款合一信款合一””的家的家

書書。。醉心於解讀華僑與親友間家書往來的福建泉州人黃清海醉心於解讀華僑與親友間家書往來的福建泉州人黃清海，，

3030年間將這份執念和喜好年間將這份執念和喜好““恣意盛放恣意盛放”，”，寫文章寫文章、、出席國際出席國際

會議會議、、開講座開講座，，用滿腔的愛國熱血用滿腔的愛國熱血““尋找世界記憶遺產裡的中尋找世界記憶遺產裡的中

華根脈華根脈”。”。黃清海說黃清海說，，受海外華人華僑愛國愛鄉精神的感染受海外華人華僑愛國愛鄉精神的感染，，

收藏僑批收藏僑批、、研究僑批研究僑批、、傳播中華文化傳播中華文化，，不為謀生也不為榮耀不為謀生也不為榮耀，，

付出再多也在所不惜付出再多也在所不惜，，只為守望一代華僑只為守望一代華僑““海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的的

記憶記憶，，讓年輕一輩讓年輕一輩、、後代兒孫感受普通華僑華人最樸實的愛國後代兒孫感受普通華僑華人最樸實的愛國

情懷情懷。。 ■■文文//圖圖：：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煌基蔣煌基福建泉州報道福建泉州報道

醉心於解讀華僑與家族親友書信往來的黃清海，
目前已編著近20本關於僑批的書籍。“我掃描了將
近4萬個電子掃描件，用壞了2台掃描儀。”黃清海
說。為了解讀菲律賓愛國華僑黃開物的僑批，他邀
請了數位書法家辨別僑批內文字，並前後花了3年
編撰《菲華黃開物僑批：世界記憶財富》一書。
“在當今看來，這種遺存於民間的僑批，也是海
絲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能牽動老一輩華人

華僑的回憶和情感，重現先輩們渡海打拚的歷程，
而且能喚醒世人‘海上絲綢之路’的記憶。因此，
也是不可多得的海絲文化品牌。”他說。
黃清海建議搶救性地徵集保護、整合有限僑批資

源。“希望隨着‘一帶一路’倡導的推進，僑批以
豐富的歷史內涵，從文化的角度服務於‘21世紀海
上絲綢之路’建設。僑批在未來，將會產生神奇的
無窮魅力。”黃清海說。

“這些年癡迷收藏僑批，很多朋友都
說我是不務正業。”其實，黃清海擔
心，這些珍貴的華僑家書被湮沒或者外
流，讓年輕一輩、後代兒孫感受不到普
通華僑華人最樸實的愛國情懷。

昔日踏遍鄉鎮徵購
上世紀90年代，黃清海一有空閒就

騎上電單車，到泉州各鄉鎮古玩商販
處徵購僑批。“那時候信息不發達，
就是複印徵購僑批的告示單，留下聯
繫電話，到處分發，告訴人家我要徵
購僑批。有時候跑到晚上十點多才回
到家。”黃清海拿起手機告訴記者，
“現在都用微信了，不用跑來跑去那
麼辛苦。”黃清海並不似在金融系統工

作那般衣着光鮮。他自己透露，30年
來，花在購買僑批的原始資金應該有
150萬元（人民幣，下同）以上，甚至
最多一年花了16萬多元。正因為這
樣，黃清海薄待了家人和自己的生活。
他一邊對着記者搖頭苦笑，一邊訴

說自己的“敗家史”。2004年，廈門
會展中心附近的房子每平方米才4,000
多元，黃清海捨不得買。在泉州市區
多次想買房，看了又看，甚至交了預
定金，最終還是退掉沒買成。“那時
候就是想，如果買了房，就沒錢買僑
批了。”時至今日，一家人仍擠在一
所老房子裡。新加坡歷史學者柯木林
評價黃清海“收集僑批到了走火入魔
的地步”。

在閩南、潮汕
方言中，“批”

即“書信”。19世紀中葉，東南沿海居
民沿着“海上絲綢之路”前往東南亞謀
生。在當時海內外金融郵政體系尚不完
善的情況下，閩粵華僑通過一些民間機
構向遠在家鄉的僑眷寄送錢財和家

書，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信匯合一的
交流渠道——僑批。僑批真實記錄了
100多年來海外華僑南下奮鬥的艱苦歷
程，成為海絲重要的歷史見證。2013年
6月，以福建僑批和廣東僑批為主的
“僑批檔案”正式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入《世界記憶名錄》。 ■新華社

積蓄獻收藏積蓄獻收藏 全家擠老房全家擠老房

籲整合資源 創文化品牌

僑批列世界記憶名錄

■■黃清海收藏的南洋僑批黃清海收藏的南洋僑批，，信封上體現了各種海絲沿線國貨幣名稱信封上體現了各種海絲沿線國貨幣名稱。。

■黃清海參加在新加坡國家圖書館舉辦的“家書
抵萬金”新加坡文化展及講座。 受訪者供圖

■收錄在《抗戰家書》中的
“勿忘國恥”信箋，頂端印
有山東省地圖及民族英雄蔡
公時像，在地圖中印有“勿
忘國恥”四字。

■黃清海珍藏的一件香港文物。1941年12
月8日，日寇入侵香港。黃清海說，日寇發
給港人的歸鄉證明書其實就是驅逐令。

■■黃清海向參觀者講解僑批黃清海向參觀者講解僑批
背後華僑華人的愛國精神背後華僑華人的愛國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