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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虽匆匆，岁月已沧
桑。百年党史与侨史交汇，影
响着五邑华侨的个人、家族命
运，祖国也早已改天换地。一
场学术研讨会，一个个生动、
真挚而深刻的故事让学术研
究变得更加丰富与细腻，也让
五邑华侨的家国情怀与精神
得到升华。

目前，中共江门市委宣传
部和五邑大学等单位仍在继
续挖掘“侨批中的党史”故事，
仍有大量的五邑侨批素材等
待整理。

张国雄教授表示，“侨批
中的党史”这个选题开拓了从
侨批角度来研究中国共产党
与华侨之间联系的视角，从华
侨书信的记忆中去看党史；开
拓了对华侨史研究的新视角；
对侨批研究本身来说也是一
种开拓。

对于下一步“侨批中的党
史”研究的方向，刘进教授表

示，理解侨批与党史的关系，应
着眼于从侨批记载日常生活的
国际国内大背景下探讨中国共
产党领导革命、建设与改革开
放事业的历史必然性，理解华
侨华人支持革命、建设与改革
开放事业的深层次原因。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
院教授张应龙认为，侨批中的
党史研究不能忽视对侨汇的
研究。侨汇对侨属和侨乡一
直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不同时
期侨汇对侨属和侨乡的作用
形式稍有不同。通过不同时
期侨汇和侨汇政策的研究，也
可以了解中国发展史、中国共
产党与华侨的关系史。

而张春旺所长则建议，
“侨批中的党史”研究除了研
究侨批外，还可以加强华侨党
员的研究，通过对他们的研
究，不仅可以了解华侨的家国
情怀，也可以了解党和华侨的
联系。

初心侨心“心相印”

薄薄侨批家书 记录百年党史
江门“侨批中的党史”故事为学术研究及党史学习教育提供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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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3 日，“家国情怀寄尺
素——江门五邑侨批（银信)专题
展”在广东省博物馆开幕。梁汉
超老人走进展厅，径直来到父亲
梁葆常当年从加拿大寄回国的侨
批信件前。“我用行动来参加革命
队伍”，梁汉超看着其中一封信念
叨，然后向观众娓娓道来：“我常
在父亲信中看到他对国家和党的
热爱。”

一纸尺素、鸿雁传千里。蘸
墨挥就的，是银两几毫、家长里
短、生活琐事，渗透的却是家国百
年风云变幻。侨心、初心心相
印。百年以来，期盼民族独立、国
家富强的五邑侨胞，与为人民谋
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中国共产
党，从“相知”“相识”到“肝胆相
照”，每一步都“印”在了这薄薄一
纸银信当中。侨批，成为了中国
共产党百年来筚路蓝缕、缔造辉
煌的真实写照。

7月 23日下午的广州，来自
北京、福建以及省内一批国内权
威侨批、侨史研究专家汇聚一
堂，从崭新的党史角度，各抒己
见、解读侨批研究新动态。在这
场由中共江门市委宣传部及江
门市文广旅体局主办、五邑大学
广东侨乡文化研究院及五邑侨
智库承办的“侨批中的党史”学
术研讨会上，一份“侨批中的党
史”画册成为了专家学者们争相
传阅的珍贵资料。

在党史学习教育的开展中，
中共江门市委宣传部致力从自
身地域实际出发，以侨批为载
体、以五邑华侨华人为对象，组
织协调五邑大学、民间藏家、各
级媒体，以理论研究为基础，挖
掘出一封封深烙红色印记的侨

批，生动地讲述了百年党史中广
大华侨华人与中国共产党的故
事，受到广泛好评。

出席研讨会的江门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陈冀表示，丰富
的侨批资源为研究侨批中的党
史提供了大量的素材，研究侨批
中的党史为侨批文化的研究开
辟新的广阔空间，挖掘侨批中的
党史让党史研究打开了全新的
视角，也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
一个崭新的平台和方向。同时，

“侨批中的党史”是一次既具有
地方特色又具有中国味道的创
新探索，相信侨批与党史之间的
碰撞将能打造出具有世界性的
侨乡党史教科书。

“我们通过解读侨批中的党
史，深刻认识到侨乡故事就是中国

故事。”陈冀表示，解读侨批中的党
史是时代赋予的责任，也是难得的
历史机遇，江门将携手侨史专家、
五邑大学等高校、民间藏家、媒体，
共同掀起新一轮侨批中的党史研
究热潮，让侨批文化焕发时代光
彩，让党史更加立体、生动。

研讨会上，中国华侨华人研
究所所长张春旺精辟地指出：“五
邑侨批，记录了华侨认同共产党、
选择共产党、拥护新中国的历史
进程缩影。”随着研讨会上专家学
者们的交流越发深入，一张张发
黄的银信故事渐渐立体，这些故
事拼成了一幅百年党史与华侨华
人史交相辉映的宏伟画卷。专家
学者们逐渐达成共识：中国共产
党的初心，就是五邑华侨侨心最
本质、最根本的表述。

据不完全统计，在 1847 至
1882年间，约有二三百万华人出
洋到东南亚、大洋洲和南北美洲
地区。他们在海外历经磨难，将
辛苦积累的银钱、物品，不断寄
给家乡亲人，并附上一封书信，

“银”“信”合一由此诞生侨批（银
信）。

不少专家学者认为，海外华
侨出洋，除了为自己谋生计、为
家族谋前途外，还在为国家谋出
路。

“倘我辈少年个个能具此心
理奋勇向前，不难国家一跃而之
富强。”一封收藏在五邑大学广
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的侨批信
件，豪言壮志跃然纸上。出席研
讨会的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
研究院院长、教授刘进以此信为
例，指出了五邑华侨对国家、民
族未来的期盼。研讨会上，专家
学者指出，五邑华侨在海外谋生
的同时，也不忘为祖国摆脱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重塑泱泱
大国辉煌而寻找“良方”。

今年4月 9日，“家国情怀寄
尺素——江门五邑银信（侨批）
专题展”在北京中国华侨历史博
物馆开幕后，梁启超先生的孙女
梁红女士在展览上的一幅照片
前久久驻足，照片上是梁启超先
生担任名誉校长的博健学校，于
1906年建成，是江门开平市第一
所由华侨倡建的正规学制小学
堂。大多数华侨都是农民出身，
没受过正规的教育，在外打拼更
感受到文化知识的重要性，深信
教育能够改变民族、国家命运。
因此他们特别关心家乡子弟的
教育，经常寄钱建设家乡学校、
资助子弟学习。有学者指出，鼎
盛时期，华侨捐资兴办了约千家
学校。

有人相信教育救国，有人则
践行实业救国。台山华侨陈宜
禧以数十年铁路建设的经验，在

书信中呼吁祖国兴建铁路：“铁
路纵横如织，轨若布网之蛛，车
如啣尾之鹊……商业日盛，国势
日强。”1909 年，在陈宜禧主持
下，中国第一条民营商办铁路
——新宁铁路通车。

但当时中国之所以积贫积
弱，关键在于寻找不到正确的发
展道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
理想在旧中国的社会现实中碰
得头破血流。悲愤的华侨全力
支持孙中山提倡的民主革命。
据统计，自 1894 年兴中会成立，
到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孙中
山发动了十次武装起义，共耗资
约 62 万美元，所需经费全靠各
地华侨资助，江门五邑华侨华人
博物馆至今珍藏着华侨黄昂奎的
捐款收据以及孙中山颁发的爱国
奖状。然而，推翻了封建帝制，军
阀混战依旧，国家仍然贫弱。那
个年代的五邑华侨对于国家如何
走向富强，依然在苦苦探索。

1912 年，广州《民生日报》
连载刊出署名陈振飞的“译论”
《绅士与平民阶级之争斗》，这篇
“译论”是《共产党宣言》第一部
分的译本。据中山大学教授邱
捷研究，该译本是中国本土最早
的《共产党宣言》选译本，译者陈
振飞是第一位真名实姓可考的
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的
中国人，可能为江门外海人，身
份估计是留日学生。

身处海外，得风气之先、探
光明大道。五邑海外华人为祖
国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
声。研讨会上，原中共中央党史
研究室宣教局局长、研究员任贵
祥指出，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包
括五邑华侨在内的海外华侨和
留学生是重要传播者。张春旺
所长表示，基于国家富强、民族

复兴这一共同出发点，五邑华侨
与 1921 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

“结缘”，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刘
进教授则以中共江门市委宣传
部组织挖掘的其中一篇“侨批中
的党史”故事，对学者们的观点
加以印证。

1920 年代，祖籍台山的英
国华侨余礼津从香港寄出一封
侨批信件。在信内，他对中国
共产党所支持和领导的香港工
人运动深感振奋。他写道：“自
经此次罢工风潮之后，在英人
方面其态度略见和平，至于在
港奸商以（与）卖国之徒亦见下
气……再进一步，则我中国未
可 限 量 也 。”根 据 历 史 资 料 ，
1922 年 1 月，长期遭受港英殖
民统治的香港海员发动大罢
工，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同年 3 月海员的合理要求得到
港英当局答应接受。1925 年 6
月，为支援上海五卅运动，中共
广东区委等指挥省港两地工人
举行大罢工，反抗帝国主义屠
杀中国人民，持续 16 个月的罢
工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的殖
民统治。

刘进教授认为，从余礼津的
字里行间感受到他对工人运动
持肯定态度：“他认为罢工之后，
英国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缓和
了，卖国奸商气焰也被打下去，
这些都是工人们的功劳。并且
他还看到了工人们的巨大力量，
如果继续发挥这种力量，中国将
有大改变。具有爱国热情的五
邑华侨，就是在这些点点滴滴的
事情影响下，逐渐认识并支持中
国共产党。”

1931 年 9 月 18 日晚，沈阳柳
条湖附近的铁路一声爆炸，拉开
了抗日战争的序幕。身处海外
的五邑华侨与中国共产党一起，
为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而共
同战斗。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并领导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族人民、各
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以及港澳
台同胞、海外侨胞团结起来，组成
了全民族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钢铁
长城。

“耗闻传来，寸肠欲断，非食
其肉不足为人，不灭日贼不算英
雄。再言目下海外同胞不顾一切
艰难，惟有救国之心，难免弃家捐
款，无不为是。”一封美国华侨
1932 年寄回国内的侨批信件，流
露出对侵略者的痛恨。国难当
前，五邑华侨们节衣缩食省下来
的钱，一掰两半，少的留给妻儿，
多的捐给国家。1939 年，旅美华
侨伍丹谷甚至在银信中告诉妻
子，他把积攒下来的银钱全部买
了救国公债，所以没有给家里寄

钱，希望得到妻子的谅解。著名
五邑侨领司徒美堂和黄三德还筹
集上百万美元的资金用于抗日。

出席研讨会的江门市博物
馆馆长黄志强说，侨批（银信）中
记载的华侨寄钱支援抗日故事、
甚 至 回 国 参 战 的 故 事 比 比 皆
是。据研究，抗战期间，陈纳德

“飞虎队”中 95%的飞行员是华
裔，而其中绝大多数是五邑华人
后裔；此外，全国共有侨汇捐款
13 亿国币，其中江门五邑地区的
侨汇捐款就达 6.8 亿国币。

这一段段五邑华侨与中国共
产党艰难同行、携手抗日的历史，
成为了大批五邑侨批（银信）的讲
述内容。在研讨会上，任贵祥研
究员和张春旺所长均认为，这是
侨批银信故事中五邑华侨那份家
国情怀最淋漓尽致的体现，包括
五邑华侨在内的广大海外侨胞，
团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毁家纾难、
报效抗战，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
贡献。

团结在统一战线旗帜下D

在研讨会上，各方专家关
注的一个焦点，就是 1948 年
著名五邑侨领司徒美堂写给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上毛主
席致敬书》。它被张春旺形容
为“特殊的侨批”。张春旺认
为，这是以司徒美堂为代表的
五邑华侨在经历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后，认同、选择中国共
产党的最重要标志。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
央在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
中，发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
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
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
号召。当时仍在国民党特务监
视下的司徒美堂得知后，公开
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
治协商会议、组建人民民主政
府的主张。1948年10月23日
的《上毛主席致敬书》中，司徒
美堂对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
派号召的政治协商会议充满期
望：“贵党与各民主党派所号召
之新政治协商会议，以组成人
民联合政府，美堂认为乃解决
国内政治唯一之方法，衷心表
示拥护。”

张春旺在研讨会上回顾

了这段历史，认为司徒美堂的
经历代表了五邑华侨在政治
上的变化：最初曾是孙中山先
生和国民党的追随者，对蒋介
石和国民党反动派从最初的
期待到逐步认识到有所不满，
政治上希望走出“第三条道
路”，但在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面前四处碰壁。“与此同时，中
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坚持做华
侨的工作，让华侨对中国共产
党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同情和
期待。最终，以司徒美堂为代
表的五邑华侨，在政治上作出
了正确的选择。”

刘进教授在研讨会上特别
提到，1949年 10月，作为美国
纽约华人群体中的一股重要力
量，华侨衣馆联合会在美国大
陆上升起了美国境内有史以来
第一面五星红旗，庆祝新中国
的成立。司徒美堂兑现了《上
毛主席致敬书》中“追随诸君子
之诚，共为新民主主义之中国
而努力”的承诺，回国参与新政
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民主联合
政府的组建。这些都是海外华
侨华人拥护中国共产党、支持
新中国的最好例子。

作为著名加拿大华侨梁
葆常的儿子，梁汉超老人也应
邀出席了研讨会。他是“侨批
中的党史”故事的亲历者、见
证人，也是研讨会上五邑华侨
家国情怀故事的最佳讲述人。

他说，自己在24岁前从未
见到过父亲，父子之间只能依
靠侨批信件交流。尽管如此，
父亲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对
新中国的期待，仍然影响到青
年时代的他。1949年，得知国
内即将解放的消息，梁葆常在
当年8月份寄来的信中这样写
道：“对于这个新局势，我抱极
大的信心。”

1957年，梁葆常回到阔别
40余年的祖国观光，被国内欣
欣向荣的景象所触动。在后
来的一封信中，梁葆常写道：

“在英明的毛主席和共产党的
正确领导下，以取得建设的跃
进，其速度在中外历史无可比
拟。”梁汉超说，父亲梁葆常的
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坚定地
支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
新中国建设。

1959年底，梁葆常回来参
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并把在
加 拿 大 的 资 产 全 部 转 回 祖
国。梁汉超回忆，父亲曾在信
中写道：“我可以说我已结束
了可悲的海外生涯了，回来光
明康庄的祖国了！许多人未

同意我的见解，但我用行动来
参加到革命队伍里。”

出席研讨会的五邑大学
广东侨乡文化研究院教授张
国雄介绍，根据前段时间对

“侨批中的党史”故事挖掘，新
中国成立前后，不少五邑华侨
毅然回国，投入到新中国的建
设当中。如五邑籍菲律宾华
侨伍尚厚投资建设岭南化学
工业厂，该厂在新中国成立后
经营走上了正轨。伍尚厚在
一封侨批信件中提到：“本厂
生意自得政府正确之政策，维
护工商，金融安定……下半年
平均每月有七亿元以上。计
本年可溢纯利将达 10 亿元，
以前数年所亏折亏之资，本年
可贃（zhuàn）（该字为粤语，
赚钱的意思）回仍有余也。”

此外，1950年时任台山县
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的谢永宽
写信鼓励海外华侨投资建设被
誉为“中国第二座水力发电站”

“中南地区第一颗水电明珠”的
台山蛮陂头水电工程，也得到
了华侨的热烈响应。

任贵祥研究员认为，这充
分说明了五邑华侨作出正确
政治选择后，与中国共产党风
雨同舟，积极声援中国共产
党、支持新中国的建设。五邑
华侨为新中国历史增添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百年党史与侨史交相辉映

为国家富强探索光明道路

华侨传播马列主义新声

“特殊侨批”背后的历史抉择

“回到光明康庄的祖国！”

插上党史之“翼”升华家国情怀

“侨批中的党史”学术研讨会上，各方专家围
绕新视角，进行新解读 杨兴乐 摄

梁汉超（右）讲述父亲的故事（资料图片）陈卓栋 摄

学生们参观在省博举办的专题展 杨兴乐 摄

“家国情怀寄尺素——江门五邑侨批（银信)专题展”展出的侨批 杨兴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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