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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潮侨故事，
潮侨文化系列书籍出
版

一笔一画书写侨
乡文化

隐藏在历史尘埃
里的百年建筑涅槃重
生，海外侨人后代重
回祖宅追忆往昔，沉
寂许久的潮汕钱票映
入 大 众 视 野 … … 过
去，潮汕大地曾活跃
着无数华人华侨，他
们因各种原因远赴海
外打拼事业，功成名
就后回报故乡，塑造
了潮汕繁荣且独特的
历史。如今，潮侨的
故事被一点点挖掘，
唤醒了潮汕大地的历
史记忆。

2 月 1 0 日 ， 由 汕
头市政协编撰出版的
《潮侨四海》系列丛
书 ( 前 4 册 ) 、 《 侨 银
通四海》和《侨批印
记》等6册书籍在汕
头 举 办 新 书 首 发 仪
式。上述6册书籍的
编撰出版，是汕头用

心用情做好新时代“
侨 ” 文 章 的 一 个 缩
影，也是背后无数专
家学者日夜钻研潮侨
历史的结晶。

南方日报记者 谢
嘉龙

20年研究
重现潮汕钱庄的

兴替沉浮

潮汕钱庄在纸上
兴起、鼎盛、式微，
乃至最后落幕，手稿
末尾也随之画上了最
后一个句号。林惠忠
如释重负地放下了手
中的笔，看着手稿，
又环视身旁小山堆似
的书籍资料，满足、
欣喜、不舍、怅然的
复杂情绪油然而生。
作为汕头市政协文史
委特约研究员、《侨
银通四海》编委会成
员，他近乎以一己之
力，用两个月的时间
完 成 了 《 侨 银 通 四
海》十多万字的初稿
创作，深入、全面、

系统地梳理了潮汕钱
庄兴替沉浮的历史发
展，阐明钱庄、金融
与侨资的关系。

“ 由 于 汕 头 开
埠、华侨参与等历史
原因，潮汕地区商业
发达，钱庄也就应运
而生，并对潮汕历史
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
响。”林惠忠认为，
金融与百姓生活息息
相关，有时候通过考
究一个时代的货币，
就可以直接了解到当
时人们的生活情况。

“近代钱庄大多
发行对应的钱票，因
此也诞生了兑换钱票
的兑换所。”林惠忠
向记者生动描述了钱
庄兴盛时期的热闹场
景。据他所述，在当
时，大大小小上百个
钱庄会在每天早晨和
下午，聚集到汕头总
商会的兑换所，互相
兑换手中的钱票，议
定汇价和利息。而在
城市街头巷尾，也会
有小型兑换点供百姓
兑换所需货币，有的
兑换点是钱铺，而有
的兑换点只是一人一
柜露天摆摊。

林惠忠认为，虽
然随着时代发展，钱
票被法币替代，钱庄
也退出历史舞台，但
这并不意味着钱庄可
以被人们遗忘。它对
潮汕地区乃至整个国
家的革命史、经济史
有着不容忽视的深远
影响，对我们了解一

百多年前汕头开埠形
成的海外贸易发展、
侨资汇聚、金融变革
的历史演变有重要意
义。

除了讲述潮汕钱
庄的历史，《侨银通
四海》还收录了数百
张比较有代表性的钱
票，供收藏爱好者欣
赏和文史专家研究。
而这些钱票，来自林
惠忠二十多年的珍贵
收藏。

“我研究钱庄二
十多年了，陆陆续续
从香港、台湾以及国
内外的一些拍卖会上
收集了数百张遗落在
外的潮汕钱票，这才
能在两个月内完成《
侨银通四海》的初稿

创 作 。 ” 林 惠 忠 感
慨，《侨银通四海》
是他写的第一本书，
是他二十多年辛苦研
究汇聚而成的宝贵成
果，也是目前国内关
于潮汕钱庄最为全面
的一本书籍。他希望
能让更多人了解潮汕
钱庄的过去，保留这
份珍贵的历史记忆。

留学生助力
让潮侨历史重焕

生机

多次前往汕头市
图书馆、汕头市档案
馆等单位查阅收集大
量资料，通过海外留
学生一本一本查阅国
外资料……汕头市

2月10日，在汕头举办新书首发仪式

《侨银通四海》和《侨批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