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20年7月19日（星期日）                                                                                                                                                                                                                                16

经历四次移民潮，其
中第三次移民潮是最
大的一次，主要是在
鸦 片 战 争 之 后 ( 1 8 4 2
年 ) 到 新 中 国 成 立 前
(1949年)。统计数据
显示，迄今为止，台
山 旅 居 海 外 乡 亲 人
数多达160多万，分
布在90多个国家和地
区。

近百年来，一代
又一代的海内外台山
人中，涌现出前任美
国驻华大使骆家辉、
加 拿 大 前 总 督 伍 冰
枝、中国驻澳大利亚
第 一 任 总 领 事 梅 光
达、中国第一条民办
铁路——新宁铁路创
办人陈宜禧和新加坡
宁阳会馆创始人曹亚
志等名人，书写了可
歌可泣的华人传奇。

记忆遗产
“ 爸 爸 去 金 山 /

快 快 要 寄 银 / 全 家
靠 住 你 / 有 银 就 好 寄
回。”这是一首脍炙
人口、家喻户晓的台
山歌谣，寄寓着一家
老幼对出洋华侨的依
赖和期望。与这首歌
谣相关的，还有银信
文化。

“银信”是“外
洋 书 信 银 两 ” 的 简
称，是清末民国时期
包 括 五 邑 地 区 在 内
的粤语方言区民众对
海 外 谋 生 的 华 侨 华
人 寄 给 家 人 的 汇 款

凭证(“银”)和家信
(“信”)的俗称。在
广东潮汕、梅州地区
和闽南地区称之为“
侨 批 ” 。 朱 英 炀 介
绍：“便利的条件，
催 生 了 发 达 的 银 信
业。最繁荣时期，海
口埠银号有10多家。
如今在海口埠还能找
到当年银号的店铺。
银信是海上丝绸之路
的重要文物，许多历
史故事、中华传统美
德 都 包 含 在 银 信 里
面。”

在海口埠银信纪
念广场上竖立的20根
银信柱引人注目。这
些银信柱贴有648块
烧制的银信瓷片，艺
术性地展示海外华侨
银信的前世今生。银
信里说的多是家长里
短 ， 包 括 要 求 妻 子
儿女要照顾好老人小
孩、提醒出国要注意
的事项，甚至子女的
婚姻大事，也说得明
明白白。

据统计，从1864
年 至 1 9 4 9 年 这 8 5 年
间，江门五邑地区的
侨汇总额超过7亿美
元，成为侨乡亲人生
活 的 主 要 依 靠 和 来
源。而这些资金主要
用于子女教育、支付
欠款、赡养老人、建
造 房 屋 、 公 益 事 业
等。

“ 这 些 银 信 ( 书
信 和 汇 款 ) 具 有 重 要
的价值，其档案的构
成丰富多样，文献与
实 物 结 合 ， 充 分 展
示了记忆遗产的完整
性、真实性。其文献
链以及实物等，全面
记录了华侨在侨居国
的生活，完整、真实
地组成了华侨家庭生
活的历史画卷。”广
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
主任张国雄认为，银
信还是中外文化传播
的重要工具，是华侨
推动中国乡村社会、
文化发生重大转变的
见证。

银信承载着一代
代华侨的记忆。2013
年6月，包括五邑银
信在内的广东、福建
两省的“侨批档案：
海外华侨银信”入选
《 世 界 记 忆 遗 产 名
录》，从而成为全人
类共同珍视的重要文
化遗产。

蝶变新生
历 经 1 6 0 多 年 ，

几度兴盛消沉。近年
来，随着古驿道保护
利用工作开展，海口
埠迎来了蝶变新生。

2016年起，广东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联合省体育局、省旅
游局等部门正式开展
古 驿 道 保 护 利 用 工
作 ， 并 计 划 将 海 口
埠纳入2017年全省重
点打造8处古驿道示
范段之一。随后，台
山市人民政府开展多
次专项调研、座谈会
和实地走访，听取专
家、老华侨、当地居

民等各界人士对海口
埠古驿道示范段项目
建设的建议和意见，
邀请五邑大学华侨文
化专家全程指导，编
制总体规划。

随着海口埠银信
博 物 馆 、 银 信 纪 念
广 场 等 竣 工 ， 古 驿
道 “ 海 口 埠 — 梅 家
大院”示范段建设日
益完善。2017年海口
埠有机更新项目还被
评为“2017年广东省
宜居环境范例奖”。
建成后的海口埠银信
纪念广场、古码头、
西洋亭、临水观景平
台、六角亭等已成为
网红打卡地；海口埠
还成功举办了2017年
南粤古驿道国际定向
大赛(台山海口埠站)
暨中国南粤古驿道文
化之旅活动等多项活
动；2020年6月，首
批广东省粤港澳大湾
区 文 化 遗 产 游 径 发
布，海口埠成为江门
台山侨墟与洋楼游径
中重要的华侨华人文
化遗产资源点之一。

海口埠这一南粤
古驿道上的明珠，不
仅传承了优秀的地域
历史文化，而且成为
乡村振兴、创建全域
旅 游 示 范 区 的 新 标
杆。

访 谈
海口埠是南粤古

驿道连接海上丝路的

广府人出洋第一港 
华侨史悲欢承载地(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