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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 世纪 40 年代开始，伴随着下南洋之人所需，为华侨携带信件钱物的“水客”从厦门出

发或在厦门上岸，由“水客”发展而成的侨批业，成为厦门重要的金融服务业，在厦门早期的社

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从水客携带现银回国、外资银行垄断控制、华人资本银行介

入争夺、中国银行等民族资本银行的参与……所有这一切，见证厦门成为福建华侨出入境的主

要门户和侨批集散中心。

厦门在历史上是闽南人下南洋的重要一站，人们在这里离别，有的人多年后重返厦门码

头，荣归故里，有的直到最后也没有买到回国的船票。隐忍和坚韧，至今流淌在闽南人的血液

里。

全省 85%侨汇

由厦门结汇或转汇

早在 16 世纪中叶，就有人从

厦门乘帆船远渡重洋至吕宋、实

叻、噶喇吧等地经商贸易。他们从

厦门带去土特产和手工业制品前

往东南亚出售，又从东南亚贩运

当地土特产回厦门。他们当中有

些人因买卖需要，久居不返，在当

地繁衍生息，从而产生了早期的

厦门籍华侨。1842 年鸦片战争之

后，清政府被迫“五口通商”，厦门

作为通往东南亚的主要商埠码头

以及福建华侨出入境主要口岸的

地位进一步确立。

大多数人下南洋的目的是谋

生，期望发家致富，有朝一日能衣

锦还乡，因此，华侨始终通过书信

与家乡保持密切的经济、社会和

情感联系，在银行、邮政局等尚未

设立时，代送侨批信款先由“水

客”或者“客头”办理，进而由“批

郊”代理，从而开启了侨批业的源

头。

侨批从东南亚进入厦门口

岸后，由厦门信局分送至闽南各

侨乡，再由当地的信差将侨批钱

款和家书一并登门送达侨眷家

中，并取回回批，集中后寄返海

外。1882 年，厦门设有批信局 23

家，以后逐年增加，至 1937 年得

到邮政总局发给许可证者即达

114 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逐渐

形成了以厦门为中心的侨批网

络。据统计，抗战以前，福建全省

侨汇的 85%是由厦门结汇或转

汇。

庞大的侨汇业务需求，吸引

许多外资银行、洋行纷纷介入。

厦门开埠不久，英资的汇丰银

行、渣打银行，荷资的安达银行，

日资的台湾银行，美资的美丰银

行等就在此设立分行和代理处，

联合洋行以及外轮公司，垄断侨

汇及海运贸易，大获利润。

20 世纪早期，随着资本积累

逐渐雄厚，海外华侨开始更多地

参与到家乡的经济建设和贸易投

资上来，涌现了不少侨办钱庄，如

印尼华侨黄奕住的黄日兴银庄及

其长子黄钦书的鼎昌钱庄、菲律

宾华侨叶清池的捷记钱庄、菲律

宾华侨黄秀烺的炳记钱庄、菲律

宾华侨李清泉的李民兴钱庄、印

尼华侨廖悦发的豫丰钱庄等。民

国时期，在厦门共有 4 家完全由

海外华人资本建立的银行，分别

是中南银行、华侨银行、中兴银

行、厦门商业银行，其主要业务之

一是承接侨批资金从海外汇入中

国。

侨批业的发展经历了水客递

送、批局经营、归口银行三个阶

段。一般说来，在 1935 年之前，海

外的侨批几乎全为民信局所经

营。

1928 年，中国银行成为政府

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之后，在国

外建立通汇代理银行，开设分行，

在闽粤两地设立支行；1936 年，中

国银行厦门分行行长黄伯权筹设

新加坡分行。当年，厦门侨汇约为

5835万元，通过该行经纪的达2341

万，约占厦门侨汇总数的 40.12%。

1938 年厦门岛沦陷前后，侨

批局大多向鼓浪屿和泉州转移，

其中厦门规模较大的几家侨批局

都将总局迁到了泉州，因此，厦门

沦陷后，鼓浪屿和泉州逐渐成为

战时闽南侨批中心。

让乡愁有地可栖

喜鹊叫，番银到！据中国银行

福建省分行原行长陈石观察，侨

汇旺季通常都是一些民间节庆，

以农历二月清明节、五月端午节、

七月中元节、八月中秋节、十一月

冬至节以及十二月年关为多，其

中特别以五月、七月、十二月最

旺，“每逢侨汇旺季，厦门中行经

常要抽调各部门员工加班帮忙，

场面十分热闹。在那个物资匮乏

的年代里，侨汇业务像一条维系

海外华侨与侨眷血脉亲情的纽

带，为许多家庭改善生活提供了

帮助。”

据陈石介绍，1975 年 1 月起，

厦门地区侨汇业务一律由厦门中

国银行接办，在该行附设“海外汇

款服务处”，专门办理海外同业委

托解付的华侨汇款，在很长一段

时间内，厦门中国银行在厦门岛

外设有集美、杏林、同安等侨汇派

送机构，并长期保持一支侨汇派

送员队伍。

派送员以自行车为交通工

具，挎包里装着侨批、现金和侨汇

物资供应券，他们自带干粮，翻山

越岭，走街串巷，不畏风雨，把侨

汇及时送到侨眷手里，并带回侨

眷签字附言的“回单”。有一段时

间，由于某些国家禁汇的关系，侨

眷在“回单”上的简单附言只能用

暗语表示，例如把收到侨汇说成

是“补丸”，并以多少“粒”来描述

侨汇数量。

据厦门海关《十年（1922—

1931 年）报告》材料显示，当时出

国的华侨年龄大多数在 20 岁～

30 岁之间。由于男人到海外谋生，

绿叶对根的情意

风干的墨迹，泛黄的纸张，

九旬老人林清明精心收藏了许

多封堂叔林诚致的信件，信的

内容多是关心厦门、安溪等地

文教、公益事业资金筹集事宜，

饱含一片桑梓情。林诚致曾任

福建旅港同乡会理事长，是一

位爱国爱港爱乡的知名人士。

他曾就读于集美农林学校及商

校，1936 年前往印尼谋生，后移

居新加坡，与长兄林树彦一起

经营侨通行。林诚致 1940 年移

居香港经营侨通行业务。

侨通行曾经是南洋最大的侨

批汇业局，1945 年太平洋战争结

束后至20世纪 50年代的最初几

年，是侨通行业务的全盛时期。当

时，侨通分行遍设各地，举凡香

港、上海、福州、泉州、古田、厦门、

巴城（即今雅加达）、巨港、泗水、

沙捞越、怡保、吉隆坡、马六甲、槟

城等处都有分行（约 25间），其中

侨通行厦门分行开设在厦门鹭江

道九二号，为国家争取大量外汇，

支援国家建设。

香港侨通行位于中环繁华地

段。李尚大到港后，也到侨通行

办理过业务。新加坡沦陷后，陈

嘉庚被迫逃往印尼避难，林诚

致在香港鼎力协助陈嘉庚二儿

子陈厥祥筹措学校经费。从

1947 年开始的半个世纪，林诚

致是香港多个社团的创办人，积

极团结闽籍同行和集美校友。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为解决

香港福建籍子弟就学问题，林

诚致积极参与创办香港福建中

学。为了解决经费问题，他四处

奔走，请各商家捐出闲置物资，

进行义卖。他对教工们说：“你

们只管教好书，如发不出工资

我把西装当去也要发！”他把自

己经营侨通行所赚的几十万元

钱都贴上了。

改革开放后，许多海外华人

掀起了回国寻根、寻亲、投资的

热潮。此刻，寻根寻亲的意义早

已超越了“找到一个亲人、一个

姓氏、一个地名”，而是一份对

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对血脉

再相连的共鸣。

侨批展厅与侨批馆

厦门是福建华侨出入境的

主要门户，也因此聚集了一批

侨批收藏家。为了寻找保存品

相良好、具有不同邮戳的侨批，

陈亚元在过去的 30 多年里常常

在天亮前就前往东渡、万寿，甚

至漳州、泉州的古玩市场寻宝。

有时为了一封侨批，他甚至不

惜花费巨资。

陈亚元目前担任福建省收

藏家协会厦门分会副会长，他

从 1990 年开始收藏侨批，厦门

作为省内侨批转运的中转站，

为陈亚元的侨批收藏提供了便

利。然而，在最初的收藏阶段，

陈亚元对这个特殊的历史产物

并不十分熟悉，他的收藏标准

主要是有盖戳和品相良好。

因此，他经常付出巨大的代

价，整批收藏家族寄来的邮件，

无论是哪个信局盖章的，他都

毫不犹豫地收入囊中，往往花

费上万元。其中，一封菲律宾侨

领李清泉寄给外祖母的家信，

是陈亚元最珍贵的藏品之一。

陈亚元表示，他期望厦门能够

有一座侨批博物馆来展示这些

珍贵的侨批。

近几年来，厦门市、区两级

侨联主动牵头或积极协助做好

侨批收集整理、出版书籍、出台

政策等相关工作，通过举办侨

批研讨会、建设侨批广场、在华

侨银行厦门分行打造厦门首个

“侨批展厅”等，致力于侨批的

挖掘、研究、活化利用和宣传推

广。推动厦门歌仔戏《侨批》成

功获评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思

明区、同安区侨联编辑出版《厦

门侨批》《按章索局》《同安侨批》

等书籍，不断扩大侨批文化影

响力。

侨批文化广场，位于中山路

繁华地段，以华侨银行为背景，

广场中心地面上是一幅直径 16

米、由雕刻石板拼贴成的圆形

地图，地图上是厦门侨批及其

网络分布城市，周边刻有中山

路曾经存在的 105 家侨批局和

地址。侨批文化广场的旁边就

是侨批展厅。

厦门大同路即将迎来一间

新的侨批馆，以一种全新的方

式保存我们的城市记忆。这是

一个新的起点，我们期待在此

基础上继续书写厦门侨批的历

史篇章。（文 / 图 刘舒萍 刘璐

林剑影 陈亚元 洪卜仁等 来源：

台海杂志）

他们的妻子则留在家里，以致

许多乡村的妇女人数大大超过

男人。华侨远居海外，经济条件

好的，一两年回来团聚一次，经

济条件差的，八年十年甚至二

三十年也难得归来见一面。

对于这一点，福建省闽南文

化研究会理事卢志明深有感

触。儿时，每次从厦门岛内回同

安，奶奶总是笑着告诉他：“你

阿公寄番批回来了”“你阿公中

秋要回来”“你阿公过年要回

来”……只是，卢志明从未等到

爷爷。对爷爷的了解，全靠只言

片语拼凑，只知道他 20 多岁离

开同安古庄村，远赴马来西亚

打拼，早年还有回来，后来就只

剩番批。奶奶克勤克俭，用爷爷

赚来的血汗钱，在同安投资店

面，故而，家里经济状况还不

错。据卢志明回忆，20 世纪六七

十年代，家里还可以吃到椰油、

通心粉，有一次父亲甚至分到一

块手表，他自己也能收到些礼物，

如番仔饼、牛奶糖、八音钟，让左

邻右舍的小孩很是羡慕。

长大后，卢志明参加工作，

才知道侨批是文献，是珍贵的

史料，只是他再也没有机会见

爷爷一面———有一天他回家，

发现奶奶在哭，原来爷爷已客

死异乡。多年以后，卢志明的堂

弟专程到马来西亚寻觅爷爷墓

地，所幸，皇天不负苦心人，在

遍寻不到、停下歇脚之际，看到

了写有爷爷名字的墓碑，终于

找到梦断南洋的爷爷。

侨批走出信封，变成家的记

忆，让乡愁有地可栖。

早年，厦门海后路聚集许多银行、商铺、洋行、信局

1958 年侨通企业有限公司广告

位于厦门中山路的侨批文化雕像，

再现书写侨批的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