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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歷史情感的追述
——《夢裡家山》創作手記

陳子銘
刊前語

在歷史的長河中，有一種特殊的信
件，它們承載著海外遊子對故鄉親人的深
深眷戀，傳遞著華人華僑的家國情懷，這
便是僑批。讓《夢裡家山》帶我們走進僑
批的故事裡，每一封僑批都是一段鮮活的
歷史，它們見證了僑胞們在異國他鄉的奮
鬥與拚搏，也見證了他們對故土的守望與
牽掛。

----------編者
對一個從小便和家人一起讀批的我來

說，寫一本關于僑批的書就像是寫一份回
憶錄，不過主角是那些塵封在歲月中的他
人他事。

那些令人懷念的僑批往事
等批來是一件很開心的事。那時，每

月如期而至的書信，和一起來的僑匯，是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至今記得那個瘦小幹
練的業務員送匯上門的情形，他是老道又
溫和的一個人，喝茶、抽煙的姿勢都讓我
相信他見過許多世面，儘管我記不住他的
樣子，但他絕對是我家的「吉祥鳥」。最
喜歡過節的日子，會有一些稀奇的禮物從
外面寄來，比如衣服、食品、洋酒、可可
等等。這些都寫到我的書裡去了，只是主
人換了別的人。在生活清貧、物資匱乏的
時代，這些泊來品豐富了我們的想像。

在閩南僑鄉，僑批僑匯是日常生活的
一部分，往往伴隨著一個人的成長過程。
那是一種物質生活的關聯，一種血緣責任
的堅守，也是一種接地氣的情感教育。在
外闖蕩的人要為留守家鄉的人提供物資支
撐，留守家鄉的人要為在外闖蕩的人維繫
鄉族親族的情感。這種社會風俗和家庭倫
理，由來已久。

在清朝末年民國初年，僑批以及它攜
帶的僑匯是無數家庭的生活支柱。當時民
間批局遍及東南亞和上海、香港、閩南、
潮汕地區。著名的漳州天一批局，成立于
光緒六年，成立時間比大清郵局還早，是
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範圍最廣、經營時
間最長的民間批局。鼎盛時期，在菲律
賓、印尼、新加坡、緬甸等8個國家設立24
個海外分局，在香港、上海、廈門等地設
立9個國內分局，活躍于南洋華人社會，鼎
盛時一年僑匯流量1500萬銀元。僑批僑匯
和它背後的物質與精神力量深入到社會生
活的方方面面，它不僅維繫了無數家庭的
生活，更在某種層面上起到社會穩定劑的
作用。

在互聯網時代，書信已退出日常生
活，大量的僑批，卻成為民間收藏，特別
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來後，人們更是
從僑批後面看到了歷史人文價值。于是，
我們從那些發黃易脆的信紙中讀到了宏大
的時代變化與細碎的個人生活。百十年前
的那些人那些事，跨越歷史時空而來，與
當下的我們相聚，這是多麼溫暖的事情
啊！

2020年春季的寫作緣起
開始寫這本書是在2020年春季，正是

多雨時節，天氣清冷，對生命的感悟變得
敏銳，那種敏銳，帶到書裡了，你可以更
深刻地體會到生命的堅韌、執著，對磨難
承受以及帶來的某種感傷。這種體驗現在
看來是可遇不可求的，讓人很容易進入寫
信人的情緒裡，與他飄泊南洋，趟過生命
的暗流，當然也享受那尋常的歡愉。而那
些在夜深人靜時完成的章節，因為與他們
的生命一起律動，所以自帶光亮。這種光
亮，照著你要走的路。很恰巧，書出版時
間在2023年元旦將至的時候，頭尾三年。

閱讀的同理心是可以打破時空隔閡
的。書裡寫的是百十年前的人和事，呈現
出今日的某些類似的生活狀態。在家鄉人
看來光鮮的那些人，謀生在異國他鄉的各
個角落，家鄉有他們牽掛的人。現代通訊
工具讓人們不必花幾個月慢慢等一封信，
現代交通可以讓回家的路不必變成漫長的
等待。但壓力是所有人都會有共感，奮
鬥，挫折，硬扛，常常是，一邊想放棄，
一邊咬牙努力。

但我們常常可以在最艱難的時候感受
到人性溫暖，母親牽掛兒子，丈夫安撫妻
子，未曾謀面的叔侄數十年保持聯繫，即
將走入社會的兄妹隔海傾訴自己的人生。
生活那麼艱苦，但生活依然繼續。世界就
這麼匆匆變化，但有些東西是永恆不變

的。
碎片化信息的散文表達
寫作時間是碎片化的，僑批所攜帶

的信息也是碎片化的。寫一些碎片化的故
事，這更符合寫作的感受，也更符合讀者
的閱讀習慣。畢竟在互聯網時代，很難慢
慢地去讀一封信。但是，時代雖然變了，
心情依然敏感啊，那一閃而過的溫柔，會
在心尖顫動。

僑批本身附帶的碎片化信息是很個
人的，用散文的筆調也許更容易進入那種
情感狀態。升斗小民尋常家事，沒有小說
情節的起伏錯落，能感動人的，往往就是
細微小事的溫度。就像家人圍坐，燈火可
親，那種溫暖，散文容易表達。

小小的一份僑批，背後洶湧的是大時
代背景。從甲午海戰、辛亥革命、國內革
命戰爭、抗日戰爭、新中國成立、困難時
期、改革開放……信面抒寫的是他們的瑣
碎生活，體現的是他們對鄉里、對家族、
對家庭的責任與擔當。穿過那張張書信，
我們又可以看見社會的人情冷暖，歷史的
風雲變幻。

所以選擇了某一封信，選擇信中人漫
長人生的某一瞬間，觀察他們，進入他們
的生活，感受他們的感受。那一刻，我就
是他（她）。

習近平總書記說：「華僑的一個重
要特點就是愛國愛鄉。他們在異鄉歷盡艱
辛，艱苦創業，頑強生存下來，站穩腳跟
後，依然牽掛自己的家鄉和親人，有一塊
錢寄一塊錢。這就是中國人、中國文化、
中國精神、中國心。」

對歷史情感的追索並不是舊夢重溫。
在互聯網時代對紙時代的回望是一件有時
代意義的事情，他們的奮鬥是值得記錄的
歷史記憶，他們的情懷是值得珍惜的時代
情感。在時代向前奔跑時，審視當下，回
望過往，更加堅定我們的腳步，更加堅信
我們的未來。

馬尼拉家書
在信裡，他常稱他的妻子「林氏賢

內助」，自稱「愚夫」。信的開頭，往往
說，「伉儷之情錦文勿念」，結尾常常叮
囑「玉體自愛」，現在讀起來十分體貼。

黃開物的妻子則通過外祖父代筆，兩
人的情分，潛伏在老派的文字裡，憂傷的
離歌，怕是唱不起來的，就像粉墨登場的
愛情，總是隔著隔著，半生光陰，也就過
了。

（一）
黃開物與妻子的那一次離別，是1907

年1月7日，舊歷丙午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冬至才過，空氣中似乎浮著湯圓的甜香。
那時，閩南人喜歡在冬至後開始計算行
期。大約是為了把家鄉的暖意留在心裡
吧。

那天晚上，天寒，風大，廚房的爐膛
的火興許還溫著。黃開物從離村子不遠的
廈門港出發了。廈門港在五口通商前，已
經是國際商埠，在最近兩個世紀裡，有大
致兩百萬中國人從這裡出發，坐船去世界
各地謀生。黃開物是其中的一個。他的未
來，不算顯赫，但可圈可點。

二十四日，船到汕頭，二十五日，
船到香港。等待船期時，想必順帶遊覽了
這座國際港市。在半個世紀以前，被一紙
條約割讓給英國人，這地方做了自由貿易
港後風生水起，世界各地的冒險家紛至沓
來，帶來城市的殖民風格。十二月初三，
搭船出海。初五下午二點，抵垊。現在是
美國人的地盤。

馬尼拉以熾熱的日光和突如其來的熱
帶風暴迎接來客。有時，讓人衣錦還鄉，
有時，讓人魂留異域。

從大航海時代開始，馬尼拉就是著名
的國際港市，全球貨物集散地。一條從九
龍江航向馬尼拉的航線，是全球航線的重
要節點。帶著黃開物的祖先參加南洋的開
發。福建人在這裡有強固的根基，非常完
善的鄉族組織和會黨。人們相互攀援，出
大商人，也出革命者和革命資助人。

馬尼拉每天都有各國商船泊岸和離
開。商人和水手吵吵嚷嚷，酒館充斥著異
鄉人。日頭讓人身上泛出油光，並且有將
掙來的錢揮霍一空的慾望。而華人，在
忙完一天後，大致會留在自己的家裡，哪
怕是個不透風的小屋，小心計算，等待回
家。

從西班牙人統治時代開始，他們就
是城市的建設者，他們是商人、工匠、農
夫、建築工、經理人……堅韌頑強的生活
在城市的各個角落。來時，常常就一個包
裹，幾件換洗的衣衫，然後，父帶子，兄
攜弟，鄉親帶鄉親，像一場接力。黃開物
兄弟的恆美布莊，在洲仔尾，一個典型的
閩南地名，大約數百家布店集結成市，店
主多是華人。

行李安頓，想來以是晚上，空房，孤

燈，與妻書，寥寥數語，聊報平安。隨附
銀四元。

這好像是黃開物異邦生活的頭一件
事。

至於離愁這種病，好像從上岸那一天
起就得了。這不是黃開物的第一次離家，
也不是唯一的一次回家。十二月，也稱臘
月，新舊交替，人們在冬至這一天祭祀祖
先，吟唱歌贊，稱冬祭，與清明節的春祭
一樣重要。閩南諺語云：「冬至過，加一
歲。」這個月另一個重要節日是臘八，喝
了臘八粥，除夕也快到了。這個除夕，黃
開物的妻兒大約是有些寂寞的。

這一年，黃開物三十歲，男人三十而
立，出洋，遠行，此後數年，家事綿綿一
紙中。

（二）
轉眼到了1909年，元旦，現在叫春

節。從老家來了一個叫兆坤的朋友，他帶
來了妻子的話：什麼時候回家？

妻子的話一定讓不能回家的人心裡軟
軟的。

此時，家鄉的水仙花開的正盛，廚房
的大灶一定飄著甜粿的暖香。昨夜，黃家
兄弟圍爐宴飲的酒意還在，睡夢中也許還
見到了家鄉的妻兒。然後在初一的早晨，
穿上新衣、祭神、拜年。酬神活動自然十
分盛大，出門在外，求財與平安。戲錢，
鄉族和宗族管事的，自會找人派發，和家
鄉那邊一樣。正月十二，黃開物給妻子寄
去了一封信，告訴她沒有歸期。

對望眼欲穿的妻子，他只說，生理甚
敗，家，就不回了。但我對你的心，是你
所知道的，我不是薄倖之人，希望你不要
為此傷了身體，讓掛念你的我生了後顧之
憂。哪一天生理好勢了就是我的歸期。

讀那一百年前的家書，想那一千年前
的詩歌，君問歸期未有期。只是，故事發
生的地點，不是夜雨綿綿的巴蜀，而是椰
風蕉雨的南洋。不是瀟瀟索索的冷秋，而
是一年到頭沒有邊的夏日。風吹雨打，想
來成不了婉約的詩句，薄薄家書，倒是沉
甸甸的，那裡駐著一個年輕男人的家庭。

想那一百年前的商人夫妻，他們總是
隔著茫茫大海問，你什麼時候回家啊？你
什麼時候來南洋啊？家有放不下的老小，
垊，有拋不開的生理。

這種情形，現在看來磨嘰，當日真是
平常。

這個有點文人氣的商人，如果可以不
做上天給選的職業，他會像一隻多情的鳥
兒，繞著愛人的床頭歌唱嗎？

（三）
1913年，黃開物回家了。距離上一次

出門，時間已經過了四年。
7月13日，馬尼拉的朋友告訴他，已

經為他寄來他托付購買的東西，包括，三
瓶香水，半申亞麻布白襯衫，一申白色手
巾，兩箱諛描戈，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想
來是泊來品，香紙沒貨，以後再寄。

那封信，只告訴他這麼多，沒有其
他。

那張物品清單，好像暗示，那是一
次浪漫之旅。說來，分別那麼久，這邦重
逢，兩情相悅才是。

這一年，黃開物夫婦大約三十出頭，
是一個玉蘭花開的美好年紀。

（四）
1914年，黃開物三十六歲。
林選治獨守空房，大約也許哀怨。三

月十二日，清明。天氣乍暖還寒的，心情
軟軟的。黃開物發了一封信，安撫妻子。
我們好像看到那對夫婦在信裡輕輕拌嘴，

又和好如初。妻子幽幽的說，你總說要帶
我到那個城市和你一起生活，卻又總是爽
約，莫不是你在用虛情假意敷衍我，好讓
自己在那裡與番婆作樂啊?

丈夫輕輕責備說，這是哪裡話啊，明
明我每次讓你來，你總是推三阻四的。

丈夫輕輕握住女人的心，認真的表
白：自我娶你入門，從未有非分之想，所
以做客垊江十餘載，全無涉及花柳，這是
所有人都知道的，我心光明如日月。在
垊，我只是過客，錦宅才是家。

女人的幽怨，變成絮絮叨叨的訴說。
她告訴丈夫，從小愛她的外祖父已經年
邁，母舅想著在今年做一個壽誕。而母親
已經謝世，這個清明，墓頭上的新草，讓
人難過的留下眼淚，想到在世的祖孫，情
分可貴，所以，她想在這個壽誕，獻上新
衣，還有壽龜和壽金，聊盡心意，只是要
為此花去十個銀元。

丈夫說，那是應該的。
他一如既往的叮囑妻子愛惜身體，照

料好兩個孩子。春天裡，萬物生發，正是
孩子長身體的時候，不可以疏忽了。女人
的小腳，還是抓緊放了好。隨信寄去是四
元。

那壽誕，想來做得十分體面。女人的
舉止得體，孩子表現也很乖巧，娘家人的
讚美，顯示這個丈夫不在家的女人的小確
幸。

同許多鄉鄰一樣，這對夫婦，正當盛
年，男人掙錢，女人持家，聚少離多。女
人有些心性，都是離愁惹的。男人好語，
到底外面偌大一個世界。只是這些，常常
是隔空傳話。家道，會越來越好，大好的
春光，終是負了。

從1900年代到1940年代，黃開物幾次
回家，在家的日子長長，有時一住就是兩
年。和妻兒生活的時光一定很快樂吧？半
生客居，錦宅是家，垊，只是枕邊的夢。

黃開物在信裡的話題，通常是妻子的
身體、孩子和生理。

他們的日子，彷彿成了沒有止境的詢
問，回嗎？來嗎？

如果有一天，他們不需要這樣彼此詢
問了，他們是否會覺得生活會一下子少了
念想？

許多年以後，林選治終于去了馬尼
拉。那些年，他們彼此思念，彼此習慣，
最終長相廝守，體面的老去。

這是他們的一生一世。

家國
1912年6月10日，林書晏給還在錦宅的

黃開物去信。
民國初立，元氣未振，財政恐慌，岌

岌不可終日。政府想借外債度過危機，外
國人則想藉機染指中國事務。矛盾糾結，
危機四伏。

這個月，派了李心靈到垊募國債，
預計五十萬。資本家心冷，沒見動靜。倒
是底層百姓依然踴躍，拿出血汗錢。在內
地，社會大力提倡，風聲遠播。可惜杯水
車薪，對時局並無裨益。在垊的同志竭盡
全力，卻障礙重重，情形反而不如以前。
當局做事也不開成公佈，授人口實。

好在，一個叫施清秀的來垊辦《公理
報》。讓大家高興了一陣子。

林海晏是南安溪東鄉人，13歲隨人
渡垊，年紀輕輕成了恆美布莊經理。同盟
會機關普智閱報社發起人。馬尼拉布商商
會會長。曾經在福建開礦，在上海辦煙草
公司。家資豐厚。抗戰時，是菲律賓抗敵
會委員。曾為新四軍捐款。新中國成立之
初，稱在滬紅色資本家。是革命黨在垊重
量級人物。與老東家黃開物有良好的關
係。

7月1日，一個叫陳持松的同志又來信
說，光復半年，南北意見分歧，不能一致
共謀實際建設，列強也沒能從外交上承認
國家地位，真令人痛心。

時間到了1915年，黃開物又生活在馬
尼拉。

此時，歐洲人自己打的頭破血流，暫
時沒有心思插手亞洲事務。日本人藉著明
治維新的積攢和甲午戰爭攫取的財富，又
瞅了歐洲人的空，越發強橫起來。

年初，日本艦隊在福建沿海耀武揚
威，錦宅老家，嗅到不詳的氣息了嗎？廈
門灣倒是曾經武裝到牙齒，廈門島上的胡
裡山炮台和南岸漳州地面的南炮台還架
著德國的克虜伯巨炮，那是光緒年朝廷花
了十萬兩銀子買來的，炮台按德國工程樣
式設計，負責施工的也是德國工程師。但
是，他們只能等在海灣，遠遠的看著別國
的艦隊升起的黑煙。國家貧弱如此，令人
氣結。

新年又要到了，黃開物妻子想必又
要問他，回嗎？他說，不回。因為政府十
分惡劣，南北紛爭，百姓流離，他不願意
再履祖國之地。當初，大家多麼意氣風
發啊，辦報紙，開民智，謀國事，義無反
顧。現在，國家成了散沙，孫文也去了，
革命者流血，人民期待的幸福生活沒有來
臨。還是在垊，做他的生理，辦他的學校
吧。

作者簡介：陳子銘，福建省作家協
會副主席、漳州市作家協會主席。出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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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商人》等多部大型電視人文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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