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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丁 兴 旺 又 手 有
余粮的闽南集团，在与
当地势力的交往中取得
了相对有利的地位。这
种发展路径的强化，便
是他们继续承袭传统文
化：通过修家谱、修祠
堂、祭祖等方式来强调
长幼尊卑，明确每一个
人在所属宗族中的身份
地位，以巩固其宗族的
向心力。

到 清 末 民 初 ， 闽
南裔华侨在暹罗数量最
多，人数可达百万。按
比例算，闽南华侨在菲
律宾华侨中占比最高，
可达八成。印尼华侨和
新 马 华 侨 的 占 比 也 很
高，且对国内有很大的
影响力。

衣锦还乡

华 侨 在 外 乡 依 靠
坚韧和智慧成功致富。
而在当地被歧视、被政
治势力盘剥的经历和浓
郁的家国情怀，激发了
他们更强的国家认同和
乡土意识。他们之中的
很多人衣锦还乡之后，
都会以自己的方式，为
家乡和祖国做出贡献，
成为了国家在积贫积弱
时代一股重要的援助力
量。

当 然 ， 衣 锦 还 乡
也免不了要解决财产保
值和自身享受的问题。
作为通商口岸的厦门，
自然成了他们置业的首
选。其西南角更小的鼓
浪屿风光秀丽，相对僻
静，可满足富豪们的居
住需求。在20世纪初到

40年代之间，这里逐渐
发展成了归国华侨住宅
区。

此 地 的 建 筑 融 合
了古典、现代、南洋多
种风格，因为成本高且
规划用心，大多避免了
仿西式建筑东施效颦的
尴尬，反而显得别具一
格。从某种程度上说，
占厦门GDP四分之一的
旅游业，有很大比重都
是靠这些历史建筑撑起
来的。这是后话。

落 定 了 自 己 的 生
活以后，南洋华侨们就
开始了对家乡城市的投
资，毕竟买了一座城市
的 房 就 成 为 了 它 的 股
东，谁都希望这座城市
能越来越好。

这也有时代背景的
影响。

民 国 初 期 经 济 脆
弱，政局不稳，加之长
期内战，政府并没有多
少能力推进基础设施建
设、提高社会服务，一
些本应是政府份内的事
便由市民阶层自己去实
现。这正好是南洋华侨
回馈乡里的好机会，简
单的做法如捐资助学，
更有能力的富商则直接
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比
如 黄 奕 住 牵 头 一 众 华
侨、厦门绅商筹建的厦
门自来水公司。

当 抗 战 爆 发 ， 爱
国华侨还纷纷组织筹赈
会、义卖、义捐，为抗
战捐款。截止1941年，

各地华人捐款不下三十
亿元，而南洋华人捐款
占其中的三分之二。各
个社区中也涌现出了一
批地下组织，展开爱国
活动，更有人直接回国
参 与 机 场 地 勤 、 医 疗
队 、 维 修 队 、 运 输 车
队，成为当时中国极为
珍贵的技术人员和高素
质兵员。

在之后的数次历史
转折点中，人们总能看
到闽南华人审时度势，
做出正确选择的情况，
作为一个规模庞大又与
故乡始终相连的群体，
在已经民族国家化的21
世纪更显出其特殊的意
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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