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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捐赠者举办的“梅州侨批 世界记忆”侨批档案展

文/ 张凌 石璐

打造侨批档案

系统工程

交流

广东省是我国第一大侨乡，广东人移

民海外历史久远，足迹遍布世界各地。

在交通不发达的近代，海外华侨华人

通过民间渠道把侨批（潮汕地区称信为

“批”，五邑地区称之为“银信”，是书信

和汇款的合称）寄给家乡眷属。现在，已

经没有人寄侨批了，但在当时十分盛行。

侨批系统反映了海外游子的工作、生活

和家庭的情况，展现了上个世纪初叶广

东海外华侨移民的奋斗史，成为研究广

东近代史不可或缺的民间档案。在国家

档案局的支持和帮助下，由广东省档案局

（馆）牵头组织实施的“侨批档案”项目

于2013年6月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评审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使广东省实

现了世界记忆遗产零的突破，率先成为

全国同时拥有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

产、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记忆遗产

的省份。

广东是目前中国侨批档案存量最多

的省份。但是经过100多年的天灾、战乱，

特别是近30多年侨乡生活的巨变及旧房

改造，使得遗存下来的侨批数量大为减

少。除了部分集中收藏在一些民间收藏

家手中，这些侨批大多散落在潮汕、梅

州、江门等侨乡千家万户的侨属侨眷手

里。截至2013年，广东省档案馆馆藏中除

了民国时期广东邮政管理局的一些官方

文件外，没有一件民间侨批。因此，挖掘

收集侨批是一项难度非常大的工作。

广东省对侨批档案工作非常重视，省

委省政府领导多次指示要做好侨批档案的

保护和开发，要求省档案局(馆)要深入挖掘

珍贵历史文化资源。随着档案申遗成功，社

会各界对侨批档案的关注度也大大提升。

省档案局(馆)从保护好具有明显地方特色

的民间档案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打造广东省

侨批文化系统工程的工作方案。经过4年

多的努力，广东省档案局(馆)通过各种渠道

共征集到侨批档案4934件，其中包括侨批

封、回批封、侨信、银行汇票、出境通行证、

归国证明书、汇款证明书、华侨证照、各类

侨批印章等。这项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亚

太地区委员会主席雷·埃德蒙森两次访问

省局(馆)，对广东开展的侨批文化系统工程

给予高度评价。

在此过程中，广东省档案局(馆)创新

征集民间档案的手段和方式，从主要依

赖于体制内文化机构的资源共享方式，转

变为向全社会征集、与省内民间收藏家合

作等多种方式齐头并进，构建自有侨批档

案库的新模式，扭转了自身馆藏侨批较少

的局面。同时，积极推进侨批档案的征集

和宣传工作，一方面通过奖励捐赠者、举

办捐赠仪式、为捐赠者举办个人展览等方

式，为侨批档案捐赠者提供一定的经济补

偿，提升其社会影响力，吸引民间藏家踊

跃捐赠；另一方面，也通过邀请专家学者

撰写侨批档案的文章、开办侨批档案专

题讲座等方式宣传侨批档案，扩大侨批档

案的社会影响力，让更多的人知道侨批、

喜爱侨批、收藏侨批。通过把侨批档案文

化系统工作这一“蛋糕”做大做强后，反

向促进侨批档案的征集工作，使征集工

作形成良性循环，互相促进，互相推动，

达到共赢。

扩大宣传维度 促成民间捐赠

申遗活动成功后，省档案局(馆)首先

通过在主流媒体上发表侨批档案的宣传文

章，向社会公众普及侨批档案的知识，从而

揭开了向社会公众征集侨批档案的序幕。

这一举措很快取得了成效，热心市民陈先

生看到侨批档案的相关报道后，主动将家

藏的40多件侨批档案无偿捐赠给省档案

(局)馆。这批侨批档案中，有数封侨批的护

封印、吉祥印、商号印等，要件齐全、年代

悠久，是不可多得的侨批档案珍品，具有

较高的收藏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对此，

陈先生表示，这些侨批档案放在家中无法

体现其中的价值和意义，只有捐给国家才

能更好地将其保存起来，使其发挥更大的

社会价值，成为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

给予适当奖励 吸引民间捐赠

2014年，广东省局(馆)了解到梅州地区

的红色收藏家魏金华先生拥有数量较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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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送文化下基层的契机，依托省档案局

(馆)创建的“名人名家讲堂”这一知名品

牌，邀请专家学者先后在潮州市潮安区龙

湖中学、开平市开侨中学举办了两期侨批

主题的名人名家讲堂。

在开侨中学，“侨批档案”申报世界记

忆遗产首席专家张国雄教授从旅居新加

坡的华侨郑潮炯为支持抗日战争“鬻子救

国”的义举开讲，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侨批的

由来和作用，给同学们上了一堂生动活泼

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张国雄教授更鼓励同

学们回家后寻找家中存留的侨批档案，捐

赠给档案部门保存，以便更好地保护和继

承侨批文化。在龙湖中学，潮学研究院副

院长黄挺教授从海上丝绸之路谈起，介绍

了侨批的前世今生；青年收藏家李楷瀚作

为主讲助手，与同学们分享了自己收藏过

程中的点点滴滴，鼓励同学们多学历史，从

而了解历史，了解自己的家乡，了解祖辈所

做出的贡献。

文化讲堂从普及教育着手，既宣传了

侨批档案的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又传扬

了爱国主义精神，使得社会各界，特别是

侨乡的学生们能走近侨批、了解侨批，既推

动了侨批档案的宣传和推广工作，更为省

档案部门未来征集侨批、利用侨批奠定了

良好的群众基础。

近几年，广东省档案局(馆)通过将媒

体宣传、开办讲堂、举行展览、表彰捐赠等

各项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大力宣传侨批

档案，让人们知道侨批、了解侨批、保护侨

批，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原本仅在民间

留存的侨批档案逐渐为社会所认识，改变

了侨批档案主要在民间流转和传承状况，

避免了大量残存于民间的侨批档案被遗弃

或因保管不善而损毁。虽然侨批档案征集

工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侨批档案

保护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广东省档案部

门将继续努力推进侨批档案的宣传和征集

工作，使其成为征集工作的一面旗帜，推

动广东侨批档案事业的发展，以实际行动

推进广东文化强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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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批档案，多次派人前往梅州调研，与当地

档案部门和收藏家本人接触，了解收藏家

所藏侨批档案的具体数量和质量。为慎重

起见，广东档案馆聘请省内侨批档案研究

专家对其收藏的民间档案进行鉴定，确定

其所收藏的侨批档案数量大、种类全、精品

多，极具收藏价值。同时，省档案局(馆)的工

作人员与收藏家本人的多次接触期间，档

案工作者保护档案的诚心诚意和良好的专

业素质打动了这位在客家地区负有盛名的

收藏家，使他对省档案局(馆)产生了很强的

信任感，有了捐赠侨批档案的意向。

鉴于该藏家所持有的侨批档案不乏珍

品、精品，为了将其所藏的侨批档案征集

进馆，经上级部门同意，以省政府的名义

奖励其30万元，其中10万元用于将其捐赠

的侨批精品集结成册出版《梅州侨批 世

界记忆—— 魏金华收藏侨批档案汇编》。

2014年6月9日国际档案日当天，省领导向魏

金华颁发广东省档案馆“捐赠档案收藏证

书”。这一做法在全国档案系统开创了省

级政府重奖捐赠珍贵档案的民间收藏人

士之先河。有感于省局馆对民间藏家的重

视、尊重和尽心竭力的工作态度，魏金华

捐赠侨批档案数量由原计划的百余件增加

到800余件，最后实际捐赠侨批档案数量

高达1606件，大大充实了省档案局(馆)梅州

地区侨批档案的库存。

省政府大手笔奖励收藏家捐赠侨批

档案的消息，在民间收藏界产生巨大反

响，许多藏家主动上门洽谈捐赠事宜。档

案部门也趁着社会各界对侨批档案的热潮

高涨之机，选择与潮汕地区、五邑地区的

收藏家合作，征集侨批档案3000余件，最

终建成了能够较为完整和全面地反映梅

州、潮汕、五邑三大侨乡的侨批档案库。

举办专题展览 活化民间捐赠

侨批档案是珍贵的历史见证。因此，

省档案局(馆)在征集侨批档案的过程中不

但注重“收”，更注重“展”。通过挑选捐赠

侨批档案中的精品，省局馆接连举办了“梅

州侨批 世界记忆—— 魏金华收藏侨批档

案展”“潮汕记忆—— 李楷瀚民间档案文

献收藏展”等专题档案展，并广泛邀请新闻

媒体进行跟踪报道，吸引了大量民众、学生

和社会团体前来观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益。观众纷纷表示，侨批档案专题展览

通过侨批这个载体，讲述了近代华人华侨漂

洋过海、远赴世界各地打拼创业的真实故

事，反映了几代华人华侨虽远居海外却仍心

系故土，每逢国难便鼎力相助的珍贵历史

记忆，体现了海外华人华侨同祖国血浓于水

的感情，具有很强的历史意义和教育意义，

应该档案部门多举办这样的展览。

邀请专家宣讲 开展爱国教育

除了举办展览，广东省档案局(馆)还

省委省政府领导在2016年“6·9国际档案日”与侨批档案捐赠者及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