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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者，桥也。
侨乡者，以侨为桥，通达海外之地也。
什么是“侨”？AI智能这样回答：侨，古汉语意思是“外国人”

或“海外的人”。在现代汉语中，“侨”有时也可以表示“海外的华
人或侨胞”。

什么是华侨？《辞海》的解释颇为简单：中国人侨居国外者通
称华侨。

上述释义说明，侨是寄居外地或外国的意思，侨乡则指国内
某些华侨较多而侨眷较集中的地方。

在侨界，有句流行很广的话：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中国人，
这句话颇有事实依据。相关统计显示，海外华侨华人的最新人数
已达 6000多万，分布在全球 198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人民移居国外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唐宋以前，移居国
外的华人，没有固定的称谓。唐宋以后，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交
流、对外贸易的扩大、交通的发达，移居国外的人数急剧增多，他
们多被居住国的人民称为“唐人”。明清时期，也有的称为“华人”

“中华人”“粤闽人”等。
莆田江口镇，依山临海，境内古驿道与国道、高速路、高铁线

交错。山坞深处、南洋风情浓郁的侨宅大厝，富丽堂皇，骑楼林
立，可遮风挡雨，一派典型的侨乡景观。这里，通江达海，联通世
界，是闽中海上丝绸之路辐辏之地。数百年来，一批又一批莆田
人从这里告别乡关，漂洋过海，到东南亚务工、经商、创业，至今
寄居东南亚的江口籍华侨，就超过 38 万人。历代侨胞出海奋斗，
不少先辈从修理脚车起步，依靠诚信经营，积累口碑和品牌，逐
步发家致富，事业成功后纷纷回乡捐助基础设施建设，大兴教
育、卫生等慈善事业，改善侨眷居住条件，并投资电子等产业，带
动就业，为家乡发展倾情出资出智出力。

像江口这样特色鲜明的侨乡村镇，在福建沿海比比皆是。历
代爱拼敢赢的华侨在家乡和海外寄居地双向奔赴，为双边的繁
荣发展和相互沟通交流，留下一串串令人瞩目的时代印记。

福建是全国著名侨乡，闽籍旅外侨胞达 1580 多万人，人数
仅次于广东。自古以来，广大华侨在祖籍地和生活国之间双向
奔赴，以其孜孜不倦的付出，为家乡和寄居地的发展繁荣作出
积极的贡献。比如，陈嘉庚对马来西亚和厦门的发展，林绍良
对印尼和福清的发展，黄乃裳对马来西亚诗巫地区和家乡闽
清的发展……这些都是有目共睹，其赫赫功绩，可镌刻于两地
发展史册。

华侨是推动福建发展的重要资源、重要力量和突出优势。侨
是福建联通世界现成的桥梁与纽带，是吸引全球投资的主要源
头之一，是向世界讲好福建故事的生动宣讲者。所以，在新时期
新时代，特别是面对全球地缘力量重构、世界形势更加错综复杂
的背景下，如何重视华侨，如何打好“侨牌”，是各级领导执政能
力、治理能力、发展能力和统筹内外能力的综合素质体现。福建
转型升级，深化改革，抒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需要侨的参与；福
建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融入世界，需要更好更充分发挥侨
的纽带作用；福建地方各项事业包括教育医疗慈善等的提升，更
需要广大华侨助力奉献、添砖加瓦，才能使八闽大地更加和谐共
荣，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历史上，华侨对居住国和祖国的贡献，可圈可点。现实中，我
们也处处感受到华侨对福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影
响。闽籍华侨群体，占福建人口近四成，其足迹、事业、影响遍及
世界各地，不仅在东南亚，福建华侨对所在各国影响渗透每个行
业，在欧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福建新老华侨携手发展，在越
来越多新兴领域，包括文化领域，作出斐然成就，这是福建华侨
的骄傲，也是所有福建人的骄傲，更是中国人的骄傲。

面海打侨牌，开放兴家国。在中国漫长历史上，因放眼看世
界催生的华侨群体，是一个独特的群体，由此产生的华侨文化，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极大丰富了中华文化
的内涵，拓展了中国人的视野，促进了中华文明向世界的传播。
我们在发挥华侨作用的同时，要悉心维护好侨的权益，为华侨在
国内外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做他们最坚强最可靠的后盾。特
别是各地政府各级相关组织要为侨执言，营造侨胞侨眷温馨且
可信任的家。

海水荡五洲，侨亲踏浪行。遍及五洲的闽籍华侨，让我们放眼世
界之时，感觉全球真的就像一个村子，每个角落都有我们的亲戚。

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时代，愿世界各地的乡亲们，常来常往，
守望相助，兴旺发达，福安长乐！

“桥”通世界
双 向 奔 赴

□刘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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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村文德楼 蔡昊 摄江口华侨纪念馆 蔡昊 摄

江口镇位于莆田东部沿海江口镇位于莆田东部沿海，，山海兼备山海兼备。。 许武许武 摄摄

每逢双休日，位于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镇
的华侨纪念馆总是迎来四面八方的游客。人
们在这座古色古香、青石红梁的建筑内流
连，听讲解员介绍华侨下南洋的艰难创业
史，了解历史嬗递中沿海侨村的光阴故事。

江口镇是福建省重点侨乡之一，侨胞遍
布全球，人数已超 38 万人。百年前，迫于生
计，许多江口人远渡重洋，勤俭刻苦，拼搏闯
荡，有了“无兴不成镇，他乡亦故乡”的传说。
有所建树之后，他们又将资金、技术带回故
里，起大厝、兴学堂、办工厂，反哺桑梓。

如今，江口与海内外华侨华人的交流更
加频繁，越来越多的侨胞或返乡寻根谒祖，
或投身家乡经济社会建设，侨乡文化得到进
一步弘扬和传播。

漂洋过海漂洋过海 名震南洋名震南洋

江口镇依山临海，境内古驿道与动车线
交错。山坞深处、侨宅堂皇、骑楼林立，是江
口侨乡的独特景观。

据记载，早在 2000 多年前的秦汉时期，
就有福建人移居海外。唐以后，福建沿海与
南洋各地贸易日渐频繁。至明朝，海上贸易
已常态化，朝廷无力禁止，规模日增。江口多
丘陵山地，南滨兴化湾，随着海外交通的扩
展，大批人出海谋生，同南洋各地人民建立
往来联系。当时，许多穷苦人迫于生计，戴上
一顶破笠，带上干粮、凉水便登上帆船，孑然
一身，漂洋过海到南洋。

“异乡谋生的艰辛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涵江区华侨纪念馆馆长蔡金水说，历经千难
万阻驶抵南洋后，侨胞多靠出卖苦力为生，
拉人力车、做运输工等，省吃俭用攒下一笔
本钱后，他们开始慢慢转型开自行车修理铺
或经营自行车营销买卖，后期有能力的便开
设汽车行等。

据《南洋车业交通》记载，最初经营车业
者 系 江 口 镇 东 源 村 人 姚 为 祺（1873—1929
年），他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开设兴福隆号，成
为脚车业（自行车业）的始祖。蔡金水介绍说，
姚为祺可以说是江口下南洋“第一人”。

一些江口华侨发迹后，便大力扶持族亲
乃至乡亲，通力合作经营，规模不断壮大。据

《江口侨声》所载，东源村华侨老前辈姚万丰
与姚丰隆及其二胞弟姚文瑞、三胞弟姚文麟
等亦在 1902年到新加坡经营脚车，规模扩张
后，先后在印尼锡江、泗水、吧城等地创办“万
丰隆”公司，以诚信著称，20世纪30年代至50
年代末期，名震南洋群岛，誉满福建侨乡。

祖籍江口的老一辈华侨中，更是走出了
诸如李文正、黄廷方、林德祥、林文祥等极具
影响力的企业家和商业名人，他们对家乡莆
田的建设贡献俯首皆是，许多医疗机构、教
育院校皆由他们捐建而成。

蔡金水说，历史上，华侨、华人体育团体
遍布海外聚居城市，后期逐渐演变出各类民
间社团。他们把传统文化、道教文化、妈祖文

化、九仙信仰带往海外，并兴建佛教寺庙、妈
祖宫庙等。

银信合封银信合封 纸短情长纸短情长

门墙彩绘饰之，础石雕花精细，三合院
敞阔大气，步入由古侨居改造而成的江口华
侨纪念馆，一段段动人往事以现代化灯箱展
板为载体，带着粗粝的岁月感，跨越山河、穿
越历史而来。

西侧一间小厢房内，有数层简易木架，存
放着一些保存良好的侨批。可以看到，早期的
侨批批封与今天的普通信封大小相似，它是一
种信、汇合一的载体，在莆仙方言乃至闽南、潮
汕等地的方言中，“信”亦被称为“批”，这使得

“侨批”二字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被广为人知。
在那个电话、邮件还未普及的年代，身

在他乡、忙于生计的华侨，会将辛苦攒起的
血汗钱连同所书信件委托回国的亲友、同乡
带回家，或通过其他民间渠道寄回国内，这
既是侨胞对故土的一份眷恋，也是他们在异
乡顽强生存的一股动力。

“信件内容大多是问候、叮咛、报平安。
当时家乡经济发展水平低，侨胞寄回的侨汇
主要用于赡养父母妻儿，后来也逐渐用于兴
资助学、家乡建设等。”涵江区江口镇统战办
干事吴春荣介绍说，这些联结海外华侨与祖
国侨眷的两地书信，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生活、风土人情等各个方面，记录着
一个半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和中外文化交
流，也是侨乡江口百年来与东南亚、美洲等
地区发生联系的真实见证。

历史上，侨批主要在福建等沿海一带侨
乡盛行，根据现有的档案文献遗存记载，侨
批出现于 18 世纪 80 年代（清乾隆年间），直
至 20世纪 70年代归口银行管理，历时近 200
年。2013年6月，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
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评审
通过，中国侨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侨批虽已成历史，侨批文化却历久弥
新，一封封流淌着中国人朴素家国情怀的侨
批，如今亦是记录华侨移民史、创业史的珍
贵档案。“长期以来，代代海外侨胞秉承着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不忘初心，倾尽所能支持
祖国。侨批既是海外侨胞爱国爱乡的历史见
证，也是促进侨乡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动
力。”吴春荣说，“当下，我们正在开展侨批的
征集、收录工作，以更好地抢救、保护、管理
这一文化遗产。”

百年沧桑百年沧桑 侨宅新姿侨宅新姿

江口当地的许多家庭，都有曾经下南洋的
亲属，他们衣锦还乡后，也将南洋、西洋的建筑

风格带回家乡。受侨居国影响，他们在修建住
宅的时候都不同程度地融合了当地建筑特点：
红砖、骑楼、圆窗、透雕、西洋釉彩……中西合
璧的建筑工艺繁复，种类多样，美轮美奂。

老建筑是从时光里走来的杰作。数据显
示，江口镇诸多侨宅中，共有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 2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5处，县区文物
保护单位 10 处、历史建筑 8 处、侨捐建筑 35
处。现有代表性的侨胞故居祖屋、特色历史
老宅 112处。

江口镇东源村如今唤东大村，是莆田著
名的老侨村，侨眷、侨属占总户数的 95%以
上，早在 20世纪 30年代，村内洋楼、别墅、古
典大宅、亭阁园林便已星罗棋布。

江口镇上后村王顺隆祖宅、海星村林
振华祖宅等，均是钢筋混凝土框架与传统
砖木结构结合而成，其建筑格式是当时刚
流行的双层七间厢回廊式大宅院。它们在
外观造型上吸收宫殿建筑中的许多元素，
屋面上除了保留传统燕尾脊，还特地把两
边护厝抬高，屋盖改作飞檐角的四坡歇山
顶，雄居于正厝两边，俗称龙虎楼。大厅门
前竖立两根大柱，支撑出正厝前廊，使房屋
立面更显通透立体。当地不少老侨宅还在
二楼增构一道回廊，正厝与护厝相连围成
一个大庭院，庭院的正前方大门上托起一
座秀丽凉亭，加上不同风格雕饰，使整座宅
院更显雄伟壮观。

这些老侨宅除传统的木雕、石雕工艺
外，既有文人字画，也有西洋釉彩，甚至能看
到具有异国情调的莆仙戏砖饰图案、镶嵌在
红砖古厝上精妙绝伦的琉璃花窗，充分彰显
中西建筑风格交融贯通。

保护老建筑，本质上就是保护那些珍贵
的岁月痕迹和文化印记。近年来，涵江区推
进“侨厝赋能”工程，传承保护与活化利用老
侨房，该区成立由区政协侨委、侨联、侨办等
6 部门组成的区特色侨房普查小组，开展侨
房普查和建档工作，对全区 140 处华侨建筑
进行登记建档造册，通过捐赠、托管等方式，
实现使用权流转，并进行活化利用。

“侨宅建筑不仅蕴含着丰富的建筑艺术
和文化内涵，承袭着一代代华侨的故园情
怀，更成为我们传承华侨精神、发展文旅产
业得天独厚的宝贵资源。”涵江区江口镇东
大村党支部书记陈中奇告诉记者，他们通过
侨宅认养项目推介服务，号召爱心企业、社
会人士参与侨宅认养，出资进行定期的修缮
维护，让沉睡的侨房“醒”过来。

在东大村，建于 1930 年的姚馀三大厝，
如今改造为当地的家风家训馆，“侨二代”来
此寻根，年轻人前来打卡；五哥六角亭原用
作侨乡民俗馆，现下重新修缮利用，通过招
商、与村办企业合作，引进南洋餐厅、南洋妆

造等项目，将其改造成南洋文化体验馆；著
名侨领李文正将其位于江口新前村的住宅，
托管给江口镇侨联使用和运营，建起“关爱
侨乡留守家庭服务站”，在关爱一老一小、维
护侨乡和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番番””喜乡村喜乡村 火热出圈火热出圈

开在东大村东源 305 号的悠悠茶酒馆，
是由一处双层五间厢古侨居改造而来，门前，
石桥与流水辉映，果树与草木共生，凉风习
习，别有野趣。踏进庭院，两只迷你田园犬摇
尾跑来，沉寂的大院顿时变得鲜活而生动。

屋内陈设，是古香古色的红木家具，墙
上还有字画装点，足见运营者的用心。在这
里，游客可以饮茶品酒，还能尝到地道的莆
仙菜品。

悠悠茶酒馆负责人詹庆煌告诉记者，他
们是去年 9月入驻此处，修整了 3栋老侨宅，
除了茶酒馆，还开办了邻近的悠悠民宿，以
及正在筹备中的小型民俗博物馆。

东大村是福建省“金牌旅游村”，随着沉
浸式乡村游成为大众休闲旅游新风向，江口
镇抢抓机遇，结合侨乡特色发展乡村旅游
业，以东大村为试点，将“侨”“溪”“景”串珠成
链，形成N个深体验文旅消费场景，打造“十
里蒜溪景，百年南洋风，千载驿道情”的特色
侨乡旅游精品线路，带动周边产业发展，使
之成为热门户外聚集地和网红打卡点。

除了山水田园，当地还将人文因子转化
为 IP，创新传承“侨”元素。2020 年，江口镇
邀请专业团队为东大村编制省级传统村落
保护发展规划，同时引入产业发展策划团
队，提取古厝中的各式神兽、纹饰、花砖、门
楣题刻等元素，打造“东大狮”文化 IP，以及
独特的东大“乡村字体”，并转化成乡村文化
IP 素材库，建立起全国首个完整的乡村文
化资产包，形成百年侨乡文化活资产。

近年来，依托旖旎多彩的侨乡文化、山
水相依的优良生态，江口镇以蒜溪流域环境
整治为核心，以绿色生态旅游小镇、山水田
园历史名村为载体，整合“农、文、旅、体”等
优质旅游资源，完善蒜溪片区 7 个村庄旅游
配套设施，打造 26 个口袋花园，加快推进

“蒜溪里”精品小屋、待宾里“入莆第一集
市”、种植业采摘基地等重点项目，助力乡村
振兴和农文旅产业发展。

如今的江口镇，是远近闻名的特色侨乡
旅游小镇，各具特色的“侨家乐”等正成为乡
村引流的新消费场景。数据显示，仅在去年
美食风情文化节期间，江口镇各类“侨家乐”
吸引游客超 10 万人次，销售额超 300 万元；
2023 年全年，该镇游客总人数约 80 万人次，
旅游收入 490万元。

福建是侨务大省，有约1580万闽籍华侨
华人，分布在世界 188个国家和地区，主要
分布在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新加坡、美
国等地，其中东南亚地区占80%以上。福建的
华侨数量众多，他们在海外的经济、政治和
文化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
他们始终与家乡同呼吸、共命运，为福建乃

至祖国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探寻福建华侨华人的足迹，他们身上那

种“敢冒风险、敢为人先”的精神，支撑着他们
打拼有成，成为福建人在海外的一张闪亮名
片。他们中走出了许多著名的爱国华侨，如陈
嘉庚、李光前、刘玉水、吕振万、李清泉等。

福建侨乡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东南沿

海一带。福州市是中国著名的侨乡，祖籍福
州的海外华侨华人多达 300余万人，分布于
五大洲的 102个国家和地区；泉州市以其独
特的闽南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而闻
名于世，拥有 750 万海外侨胞；莆田市是妈
祖文化的发祥地，也是中国南少林的所在
地，共有海外侨胞约 150 万人，分布在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厦门市、晋江市、石狮市、
福清市、南安市、惠安县、福州长乐区等均是
福建重要的侨乡，对福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
着显著贡献。

这些侨乡不仅是海外华人华侨的故乡，更
是中华文化与世界交流的窗口，对福建乃至
全国的侨乡文化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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