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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侨乡 汇聚八方侨力

为新时代新征程贡献华侨力量
文/ 陈卓栋 彭纪宁 谭耀广 图/江宣 开宣

银信档案保护、活化及利用取得新
成果，侨乡特色建筑再现华侨生活风
貌，侨界品牌活动凝聚全球华人赤子之
心…… 体味华侨文化，请到中国第一
侨乡：江门市。据了解，近年来，江门
紧紧围绕新时代侨务工作要求，结合
自身特色的华侨文化底蕴，逐步打造
出大湾区内全球华侨华人文化交流的
“重镇”，吸引大量海外游子前来感受
乡愁、寻根访祖、传承中华文化，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贡
献华侨力量。

据悉，作为中国第一侨乡，江门一
直以侨为媒，引全球华人之力，集腋成
裘支持祖国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江门建设华侨
华人文化交流合作重要平台，为江门侨
务工作制定出一个明确目标。海内外
五邑乡亲再度聚焦五邑热土，共襄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之盛举。

乘势而为，江门市委、市政府以此
为基础，推进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重
要平台的建设。在中央、国家有关部门
的支持下，多元文化交流创新示范区、
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海洋文化体验与
交流基地等重要项目——构成了华侨
华人文化交流合作重要平台大框架。
据了解，集各方之力而成的《江门华侨
华人文化交流合作重要平台建设方
案》，目前已经被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领导小组审议通过，整个交流合作
平台的顶层设计业已成型。

新时期侨务工作主线首重“根、魂、
梦”。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重要平台
的框架之内，标志“民族之根”的开平碉
楼、“文化之魂”的五邑银信以及“复兴
之梦”的“少年中国说”“世青会”等自创
品牌活动，成了框架内不可或缺的“梁
柱”。据了解，以上述独具五邑华侨文
化特色为主要“基因”，江门演化出了新
时代的五邑华侨新生态。

江通四海“侨”为梁，侨务
强市赋予的“侨”动力给江门带
来发展新动能。沿着《江门华
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重要平台
建设方案》定下的蓝图，江门将
朝着成为大湾区具有国际知名
度和影响力的多元文化交流创
新示范区这一目标而迈进。

文 化 交 流 ，首 重 文 化 赋

能。在“文化+”的模式下，江
门将推进多个重要项目的建
设。中国侨都华侨华人总部、

“江门侨批（银信）展示馆”、海
丝考古遗址公园、赤坎古镇、古
劳水乡、融创滨海旅游文旅项
目……“文化+”的赋能模式将
在侨乡大地结出丰硕果实。

创造更强影响力，打造国际

文化品牌。一项项重要活动正在
筹划之中。承办第二届华侨华人
粤港澳大湾区大会并争取固定会
址落户江门、策划举办世界江门
青年大会、中国侨都（江门）华侨
华人嘉年华、“少年中国说”等全
球性、区域性华侨华人文化交流
合作品牌活动……江门未来将
乘风破浪，提升国际影响力。

在新时代中实现个人价
值，创新创业的热土江门吸引
着全球华人青年的目光。中国
（江门）“侨梦苑”华侨华人创新
产业集聚区、珠西先进产业优
秀人才创新创业园……一座座
创业载体拔地而起。在不远的
将来，江门五邑终会成为华人
青年筑梦远航的乐土。

“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
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
疆！”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
说》，赋予华人青年建设国家的
历史使命。站在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交汇点，海内外中
华少年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而江门
打造的“少年中国说”“世青会”
等交流品牌，则成了其中的重
要载体。

红 日 初 升 ，其 道 大 光 。
2008 年起，以联系海内外五邑
籍青少年学生情缘，通过共同
学习、传承中华文化，缔结新一
代侨缘侨情的品牌活动“少年
中国说”正式问世。正如初升
的太阳一样，“少年中国说”活
动从一开始就以用中华文化的
光辉“照耀”全球五邑青年为己
任，不断创新开拓。

从 2018 年 4 月启动开始，
海内外五邑籍青少年学生积极
应邀回到江门寻根，参与“少年
中国说”活动。从一开始的诵
读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到随
后的学习中华诗词、演练中华
武术、诵读百年银信与新时代
家书、海内外青年“狮王争霸”，
海内外华人青年逐步掀起了学
习、传承中华文化的热潮。三

年里超过40场线上线下活动，
让老一辈华侨为中华文化后继
有人而欢呼雀跃。

2019 年，“少年中国说”走
进回归祖国20周年的澳门，与
澳门青少年共谈家国梦，让这
一中华文化交流活动平添了许
多家国情怀。去年年底，克服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少年中国
说”再次走进澳门，举行了“少
年中国说”粤港澳台暨海外华
裔青少年阅读公益行——“爱
的聆听”澳门专场，以及“少年
中国说”粤港澳台暨海外华裔
青少年舞蹈交流——“舞动全
城”走进澳门两项活动。其中
在“爱的聆听”澳门专场中，来
自江门福泉奥林匹克学校的
学生罗志轩向江门、澳门两地
的嘉宾讲述了梁启超的家风
故事，“每个父亲都希望自己
的儿女们开心幸福，但是鞋子
穿在你的脚上，是否适合，只
有你自己才清楚。”侨乡先贤
梁启超的思想在澳门得到更
为广泛的传播，也让与会人士
深受感动。

相比起“少年中国说”的维
系文缘，“世青会”更着重于广
交朋友。从2008年开始，江门
市通过打造世界江门青年大会

（即“世青会”），号召世界江门
籍华侨华人青年精英继承前辈
的家国梦想，与祖国故乡血脉
相连，通过参与国家发展来实
现个人的梦想。

在此号召下，全球江门籍
青年华人精英汇聚一堂，相谈
甚欢，共同筹划自身、故乡与国
家的发展蓝图，逐步成立了由
26个五邑青年社团组成的世界
五邑青年社团联盟，在 16个国
家和地区建立了 19 个驻外经
贸代表处、8个海外人才服务工
作站、6个海外旅游信息推广中
心，构建起全球五邑籍华侨华
人创业创新、合作发展网络平
台，让五大洲青年精英沟通合
作，实现侨智侨力“全球通”，引
导五邑籍侨青积极参与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

而去年首次举办的“云上
世青会”，通过视频方式跨越千
山万水，让世界江门青年在

“云”上相聚。江门与海外的经
贸合作、海外侨胞的疫情防控、
江门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

“云端”之间，乡音不绝，谈笑往
来，合作无间。75个国家和地
区的 350 个侨团热烈参与，众
多境外嘉宾以及当地乡亲通过
线上收看，累计在线观看点击

量逾百万人次。“‘云上世青会’
更好地搭建了一座桥梁，把江
门与世界各地紧密联系在一
起，也让‘世青会’这个品牌走
得更远更广。”国务院侨办国外
司原司长张健青对“云上世青
会”给予了高度评价。

如今，“世青会”已成为江
门市一张闪亮的名片，城市影
响力由国内向全球扩散，“中国
侨都”形象显著提升。“‘世青
会’让海外华侨华人认识了全
新的江门，擦亮了‘中国侨都’
品牌。江门市以‘世青会’为重
要抓手，提出打造‘永不落幕的
世青会’，不断提升江门城市品
牌影响力。”江门市侨务局局长
陈耀华说。

作为澳门年轻一代中的佼
佼者，祖籍江门的澳门江门同
乡会常务副会长夏俊英在参与

“少年中国说”和“世青会”活动
时更深切感受到了作为中华民
族一分子的责任感：“澳门青年
应抓住机遇，积极参与祖国建
设。作为澳门社团的成员，我
一直致力于为澳门青年提供交
流机会，促进澳门青年走进大
湾区以及内地其他城市，为澳
门融入祖国发展大局建设奠定
基础。”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海外游
子的思乡之情，凝结成五邑大地上
一座座侨居祖屋。记者了解到，江
门拥有开平碉楼、台山洋楼、启明里
侨房等华侨建筑。这些侨居融汇中
西建筑精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侨
乡建筑文化，不仅再现了当年华侨
的生活场景，也成了江门五邑发展
全域华侨文化旅游的“宝藏”。

2018年，关系五邑华侨文化建
筑命运的《侨乡文化（江门）生态保
护实验区总体规划》正式出台。“建
设侨乡文化（江门）生态保护实验区，
打造海外侨胞美好精神家园，留住乡
愁和文化记忆。”包括世界文化遗产
开平碉楼在内的大量著名华侨文化
遗址就此被纳入实验区建设。江门
以官方文件的方式为华侨文化建筑
的历史定位与重要性定下了基调。

数载努力，其功大焉。根据上
述规划，超过50座建筑获得江门市
侨乡历史文化名建筑称号。这些建
筑作为坚实平台，承载着发展地方
经济的发展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是江门侨文化保护工作实质推进的
最佳证明。

其中之翘楚，莫过于开平碉
楼。在江门开平市，1833座碉楼分
布在各个镇的田野村落之间。这些
始建于100多年前的华侨建筑，混
合了多种文化的建筑风格，古希腊
的柱廊、古罗马的柱式、伊斯兰的铁

雕、巴洛克建筑的山花、中国式的灰
雕……不同的建筑元素熔于一炉，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华侨文化建筑风
格。开平碉楼被称为中国华侨文化
的纪念丰碑、“令人震撼的建筑艺术
长廊”，更是海外侨胞艰苦奋斗、保
卫家园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
者。2007年6月28日，“开平碉楼
与村落”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成为中国第35处世界遗产，这
也是中国首个华侨文化的世界遗产
项目。自此之后，开平碉楼逐渐为
世人所熟知。

保护“开平碉楼与村落”，就是
守护海内外华人华侨共同的精神家
园。近年来，江门兼顾碉楼活化与
乡村振兴，将侨务工作与地方发展
合二为一。灵活运用“旅游+文化
遗产”模式，既保护碉楼，又使得碉
楼成了华侨故乡走向小康路的“快
车”。从2007年获评“世遗”起，开
平碉楼每年接待旅客过百万。慕名
而来的游客在铭石楼、叶生居庐、官
生居庐感受华侨在故乡和海外生
活，收获了新的体验，也为当地留下
了丰厚的旅游收入。

而在文化遗产的作用上，开平
碉楼同样发挥出色，去年举行的第
七届台湾青年岭南行之广东世界遗
产探寻之旅走进江门活动中，首次
来到江门的台湾籍学生陈崴骏和王
馨儿用亲身经历的“万里路”，一幕

幕地还原了他们读过的“万卷书”。
走进铭石楼，他们了解到海外华侨
是如何在融入了西方建筑风格的碉
楼中，保留着传统的中华文化：“以
前通过课本也了解过江门的文化，
但是并没有太深刻的印象，这次探
寻之旅走访参观，让我们对侨乡江
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去年年底，由立园华侨园林、自
力村碉楼群和马降龙碉楼群三大核
心景区组成的开平碉楼文化旅游
区获得国家5A级旅游景区荣誉。
南京大学旅游研究所副所长、江门
市旅游发展智库专家张建新认为，
开平碉楼文化旅游区创“5A”成
功，标志着以开平碉楼为代表的五
邑华侨文化历史建筑群落，已经成
了江门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的“龙头”。

人在海外、心怀家国，百年来
沟通海外的银信，写尽了五邑华
侨群体的家国情怀。近年来江门
市加强保护、活化、利用五邑银
信，让尺素絮语中蕴含的爱国爱
乡之情得以传承。

银信是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
外民间机构汇寄至国内的汇款暨
家书，是一种信、汇合一的特殊邮
传载体。2013 年侨批档案申遗
成功，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五邑银信根植民间，所记之
事虽显琐碎，但却从微末中渗透
出浓厚的家国情怀。其中或心系
故土之发展，询问新宁铁路建设
之详情；或随信寄出钱币，资助家
乡老幼亲朋；或忆述中华儿女出
洋国外谋生打拼的艰辛；或记录
海外华侨慷慨解囊购买国难债券
的爱国热情……种种情怀不一而
足。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
院主任、教授张国雄形容，每一封
银信和侨批都是稀缺的、唯一的、
独特的、不可再造也不可替代，

“侨批记载了老一辈海外侨胞艰
难的创业史和浓厚的家国情怀，
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
重要体现。”

五邑银信的保护也发轫于民
间。“一次偶然机会，看到一批侨
批，儿时记忆涌上心头，便开始收
藏侨批。”江门本土银信收藏家罗
达全的曾祖父和外曾祖父都是海
外华侨。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了
解侨乡，了解历史，罗达全也曾毫
不犹豫地向国家捐赠银信藏品，
其收藏的银信，有5件被选入“侨
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世界
记忆类遗产文本。

截至目前的不完整统计，江

门市现存侨批档案 5万多件，包
括书信、票据、记账簿、年结簿等，
现存最早的侨批也出自江门。为
活化这一华侨文化瑰宝，江门市委
宣传部切实加强顶层设计，召开五
邑银信（侨批）保护活化研讨会，成
立“侨批文化保护活化研究中心”，
出台《江门市侨批保护活化工作方
案》，设计开发文创产品，投拍侨批
主题纪录片、微电影，全方位推动
侨批保护活化利用工作。

1月15日在江门市博物馆开
幕的“家国情怀寄尺素——江门
五邑银信（侨批）专题展”上，展出
了博物馆馆藏文物史料实物170
件套，其中五邑银信120封，大部
分为首次对外展出，让尘封已久
的记忆重新焕发光彩。

“江门银信侨批保护走在全
省前列。”广东华侨博物馆副馆长
陈宣中认为，江门有关银信研究
成果数量多、质量高，对银信进行
专业化、规范化保护，发动民间力
量参与银信保护蔚然成风。

去年12月，60名参加侨批文
化与华侨精神研讨会的国内华侨
华人研究专家学者，走进江门的
海口埠银信博物馆。让学者们
惊喜的是，馆内除了有大批银信
实物展示外，还陈列着不少银信
文创产品供游客购买。这批文
创产品包括以银信形象为蓝本
设计的明信片、笔记本、帆布袋、
陶瓷杯等，还有一些普及银信知
识、讲述银信故事的书籍。不少
学者一进博物馆，就被这批文创
产品吸引，有的拿起明信片等物
件端详，有的挑出书籍阅读，他们
都纷纷赞扬这批文创产品包装设
计做得好。

据了解，在利用银信文化创
作文创产品方面，江门各地博物馆
的文创部门都做出了很多尝试。
如江门开平市博物馆在馆内利用
银信元素设计出冲天“云柱”，并将
23件（套）馆藏银信进行IP授权，
引入社会力量共同开发文创产
品。该馆馆长李少珍说：“银信并
非静默无声，它们完全可以动起
来，‘活’起来，走到市民身边。”

去年11月举行的江门五邑银
信保护活化研讨会上，各方专家

“头脑风暴”，一致同意要重视保
护、活化、运营等手段。

五邑银信至今仍有大批散落
民间，保护、抢救这批文化瑰宝为
当务之急。对于这批珍贵的岭南

“敦煌文书”除了尽快搜集外，专
家们还提倡通过学术手段，以文
档整理、修复、文档分析研究等，
整理出成数字化银信档案，让银
信蕴含的宝贵无形财产通过数据
方式保存。

银信故事引人入胜，其中蕴
含着数不胜数的中华历史、文化
精华，是银信的“灵魂”。要活化
及运用好这珍贵的“灵魂”，讲好
故事、传播故事等能力不可或
缺。不少专家就提议应运用短视
频平台等手段，让新一代的“段子
手”讲出古老的银信传说，让银信
跃出纸面，进入屏幕，借助可视化
之力，入脑入心。

据了解，未来，江门将进一步
通过政府部门、学术界和民间三
方形成合力，做好“侨”文章，讲好
江门侨批故事，用侨批架起文化
桥梁，唤起海外华侨华人的家族
记忆，增进文化认同，提升中华传
统文化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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