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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泉州侨批文化交流论坛举行印尼—泉州侨批文化交流论坛举行  
唤醒印尼侨批的“海丝”记忆(下)唤醒印尼侨批的“海丝”记忆(下)

欣喜之至……”
这是一封1901年

通过“水客”由印度
尼西亚安汶寄往福建
永春的侨批。寥寥数
语，勾勒出“水客”
这一特殊“送信人”
的形象。

论坛上，泉州华
侨历史学会副秘书长
刘伯孳以这封侨批为
例，介绍了印尼侨批
业的发展概况。

“印尼侨批历史
悠久。早在18世纪80
年 代 ， 印 尼 吧 城 ( 今
雅 加 达 ) 华 人 公 馆 的
《公案簿》就有印尼
侨批的相关记载。在
金融、邮政还不发达
的年代，印尼华侨华
人 习 惯 委 托 同 乡 熟
人，携带平安家书和
养 家 银 项 返 乡 。 此
后，逐渐出现替华侨
华人携带书信和银钱
回国的职业投递人，
这 些 人 被 称 为 ‘ 水
客’。19世纪中期，
华侨华人创办的侨批
局 也 开 始 在 印 尼 出
现，进一步推动了印
尼侨批业的繁荣。今
日，我们透过印尼侨
批，能看到中国和印
尼金融业、邮政业早
期发展的面貌。”刘
伯孳对本报记者说。

刘伯孳介绍，相
比东南亚其他地区的
侨批，印尼侨批有鲜
明的特点。

“ 印 尼 岛 屿 众
多，华侨华人分散居
住在各地，寄信时常

需要经过多地中转，
因 此 ， 印 尼 侨 批 往
往留有丰富的邮政印
记。同时，特殊的地
理环境也决定了印尼
当 地 侨 批 局 的 业 务
更为庞杂、邮政习惯
更为严谨，因此，印
尼侨批的邮路痕迹往
往也更清晰可辨，是
追溯侨批流转过程和
侨批业发展的绝佳史
料。”刘伯孳说。

“在交通尚不发
达的情况下，印尼多
岛的地理环境，意味
着侨批业的经营十分
不易。考虑到这一背
景，印尼侨批丰富、
清晰的邮政信息，凸
显了印尼华侨华人敢
创业、善创业的优秀
品质。如今留存下来
的不少印尼侨批封和
信笺都印有那时华资
企业和信局的广告，
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当
时印尼华人商业的繁
荣 盛 况 。 ” 黄 清 海
说。

“印尼侨批含有
印 尼 各 地 的 风 土 人
情，一些家书还会随
信介绍并附上印尼的
土特产品，其中蕴含
的民俗历史值得进一
步挖掘。此外，透过
印尼侨批的邮票、图
章等元素，我们还能
了 解 当 时 的 南 洋 风
情。”袁霓说。

“受动荡和战乱
影响，大量印尼侨批
曾遭到损毁。目前，
印尼侨批在印尼和中

国各地留存的数量十
分稀少，因此尤为珍
贵。”刘伯孳说，“
希望有更多印尼侨胞
加入侨批抢救、保护
和研究队伍，共同挖
掘印尼侨批的文化内
涵与特色。”

一段“海丝”情
缘

论坛上，与会学
者 指 出 ， 印 尼 是 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
点，也是福建人最早
移 民 、 人 数 最 多 的
国家之一。许多珍贵
的“海丝”文化交流
历程，都保存在一封
封印尼侨批之中。

“印尼侨批记录
了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发
展演化的历史脉络，
是中国民间外交史的
重要物证。”黄清海
说，“当下，做好印
尼侨批的抢救性征集
与保护工作、挖掘印
尼侨批文化价值，对
于唤醒印尼华裔的乡
愁记忆、增进中印尼
友谊、促进合作共赢
具有重要意义。”

“一封侨批就是
一 段 民 心 相 通 的 故
事。”袁霓说，“印
尼侨批蕴含多样的南
洋 文 化 ， 是 文 学 创
作的灵感宝库。近年
来，印尼华文作家协
会积极参与侨批主题
文学创作大赛，希望
通过文学创作，宣传
宝贵的侨批遗产，搭
建连接中国和印尼两
地 的 民 心 桥 梁 。 未

来，我们还计划与印
尼华人历史博物馆、
印尼客家博物馆等机
构合作，继续深入挖
掘和发扬印尼侨批文
化。”

论坛过后，高景
源 计 划 召 集 南 安 同
乡，开展一次“侨批
故事会”。

“出生在印尼的
华裔孩子中，有不少
人从来没有回过自己
的祖籍地，也不了解
先辈们的创业历史。
我希望举办一次讲述
侨批故事的分享会，
向孩子们介绍老一辈
的奋斗史，唤起年轻
一代的故乡情，鼓励
他们传承侨批文化和
家国情怀，未来致力
于推动中国和印尼间
的友好交流。”高景
源说。

印尼泉州青商会
会长施文概近期也正
和其他侨团联络，围
绕侨批进行“头脑风
暴”。

“在这次侨批论

坛上，许多印尼老华
侨热情讲述了他们与
侨批的故事，我听后
深受鼓舞。”施文概
说，“印尼泉州青商
会作为新侨团体，正
致力于带领印尼华裔
新生代了解、走进祖
(籍)国。最近，我们
正和印尼其他侨团商
量，希望通过举办活
动或比赛，带动大家
搜集更多侨批，介绍
家族侨批故事，让更
多印尼华裔了解侨批
背后的人文历史。”

“侨批中的‘海
丝’记忆是我们的宝
贵财富，在当下依然
具有现实意义。近年
来，福建多地已经涌
现出侨批主题戏曲、
电影、纪录片、短视
频等。未来，我们还
需充分利用文学、艺
术等手段，让侨批文
化走进更多人心里，
让美好的‘海丝’情
谊代代相传。”黄清
海说。(林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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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专家与印尼学者进行互动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