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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2，我在」 ，汕頭市
委書記溫湛濱本周三（24日）
下午在香港大會堂舉行的 「僑
批紙短‧家國情長──汕頭僑
批文化藝術展」 揭幕儀式上，
變身超級講解員，向參觀展覽
的來賓和市民介紹： 「 『錢
2』 的意思，是寄兩塊錢，
『我在』 是報平安。文字極為
簡短，是因為當年很多海外華
僑不識字，寄錢給家鄉親人時
要請人代筆寫一封 『僑批』 ，
代筆費按文字長短計算，有點
像後來發電報按字收費，所以
盡量簡短扼要。」



郭一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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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徐小惠報道：為以更加多
元的方式推廣故宮文化，豐富訪客的文化旅遊體
驗，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下稱：香港故宮）本
月有三項全新零售餐飲設施開幕，包括博物館禮
品店 「ART EXPRESS by 商務印書館」 、結合宮

廷飲食文化和創意的特色茶館 「下江南」 及
中菜廳 「璟瓏軒」 ，通過各色文創產品

與美食帶領訪客穿梭古今，親身體驗
宮廷文化，將 「故宮」 帶回家。

位於博物館地面，鄰近博物
館廣場正門入口的 「ART

EXPRESS by 商務印書
館」 ，已於5月
19日開幕試業，
由聯合出版集團
旗下聯合新零售

（香港）有限
公司營運，
禮品店面積
約三千平方
呎，不僅銷
售香港故宮
文創產品系
列，更精心

搜羅逾二千款來自世界各地與故宮博物院
及展覽相關的特色精品、紀念品及書籍，
引領訪客穿梭古今，探索知識的寶藏。

據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副總
經理簡珏綸介紹，禮品店以現代創意設計
結合故宮建築元素，以 「皇帝的多寶格」
為設計理念，設六個分區，產品類別涵蓋
衣、食、住、行、讀書、學習和娛樂，並
以 「皇帝一天的生活」 為題，讓訪客在瀏
覽精選商品與出版物時，體驗到皇帝收藏
及欣賞古玩和異國奇珍的樂趣。

細味宮廷飲食文化
走出禮品店一轉身，便是特色中式茶館 「下

江南」 。這是一家結合宮廷飲食文化和創意的特
色茶館，由CURATOR GROUP營運，為國際著
名建築師、收藏家兼藝術家林偉而（William
Lim）與設計師又一山人（黃炳培）聯手設計。

據餐廳負責人吳振宇介紹，餐廳以康熙帝、
乾隆帝六次巡幸江南為靈感，在室內裝潢、菜單
設計方面皆有所呈現。餐廳菜品多有典故與出
處，宮廷菜式包括慈禧太后喜愛的糕點豌豆黃、
清宮御膳養生的火薰玉蓮鴨子，以及乾隆帝早上
會享用的冰糖燉燕窩等；民間特色美食則有重慶

小麵及山西肉夾饃，讓訪客在香港故宮不僅能飽
覽文物珍品，亦可以在 「下江南」 親身感受宮廷
文化。

中菜廳 「璟瓏軒」 位於博物館4樓，因香港故
宮樓底高，據餐廳負責人RYAN LO介紹，其實際
相當於常規商廈10樓左右的高度，270度飽覽維
港天際線及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的景致。

RYAN LO提到，作為一家粵菜餐廳，他們在
菜品設計方面結合故宮文化，以創意手法呈獻傳
統手工粵式點心和佳餚，可筵開約40席，宴會廳
設特大高清LED熒幕、燈光音響視聽設備，配以
高級的宴席擺設，提供完善的宴會及婚宴服務。

周三免費票7月擬取消
香港故宮當前每周三提供免費預約門票。館

長吳志華表示，當前周三免費日人流反而最低，
免費票平均派出2800張，但只有1200人現身，造
成很大浪費，建議7月起取消逢周三免費入場安
排，表示未來將會以更精準的方式，邀請弱勢社
群前來博物館參觀。

圖片：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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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禮品店以 「皇帝的多寶格」 為設計理念。

僑批紙短
家國情長 1

一息尚存，僑批斷無中斷之理

僑批的歷史和現實雙重意義
「僑批」 俗稱 「番批」 是指當年海外華僑（俗稱

「番客」 ）和家鄉親人聯絡的一種方式，匯款和家書
合二為一。資料顯示，僑批盛行於清代中後期至民國
年期，廣東、福建和浙江部分地區都開設不少僑批
局，承接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等
地的僑批生意。潮汕一帶海外華僑眾多，早在道光年
間，汕頭已設有僑批局。與僑批相關的一個特別職業
叫做 「水客」 ，就是經海上把華僑的錢財信物帶到國
內的人，套用現代概念，當年的 「水客」 就是跨國物
流從業員。持續一個多世紀的僑批現象，直到1970年
代，所有海外匯款到內地全部經由中國銀行辦理，僑
批才完成其歷史使命。201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
「僑批」 列入《世界記憶名錄》。

僑批文化展首次走出境外
汕頭是著名僑鄉，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已展開僑

批文化研究，收集自19世紀初至20世紀六七十年代逾
10萬封僑批，並設立僑批文化展覽館，兩年多前，國
家領導人視察汕頭時曾經到此參觀，稱讚 「僑批紙
短、家國情長」 。這次汕頭市政府和香港汕頭社團總
會在本港舉辦僑批文化展，是僑批文化首次走出境
外。展品除了大批珍貴歷史圖片，還有一百多封僑批
原件，當中不乏百年珍品，還有兩封特殊的僑批，一
封是五十年代由馬來西亞砂撈越寄給潮安登隆都高義
鄉的僑批貼有郵票，揭開郵票露出 「港幣四十元」 字
樣。另一封寄往潮安江東都柚園村的僑批有 「附餅乾
壹佰塊」 字樣，講解員說，因為當年東南亞一些國家
「排華」，華僑不敢公開寄錢回家鄉，但割不斷親情，唯
有採用 「暗批」 的辦法，用郵票遮蓋金額、用餅乾暗
示現金，這是民間智慧。總之，過番人把對家鄉親人
生計的責任扛在肩上，無論在海外多麼艱難，正如一
位華僑所寫： 「一息尚存，僑批斷無中斷之理」 。

周三展覽揭幕儀式上有一位主禮嘉賓問，僑批為
何不叫僑信， 「批」 字何解？這個問題有意思，有一
種解釋說閩南話稱信為 「批」 ，有專家指 「批」 是語
相通、俗相同的閩南和粵東僑鄉人及其海外鄉親對

「信」 的習慣叫法。筆者母語是潮州話，與閩南話同
源，但讀不出 「信」 和 「批」 兩個字有相近之處，而
且信從言，批從手，沒有關連。請教方言專家林倫倫
教授，他說出另一個版本：有人說詞源是西班牙語的
post，印尼的福建人先翻譯為 「批」 。總之這裏面有
學問。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生前非常重視僑批文化，
題寫 「海邦剩馥、媲美徽學」 八字，把僑批文化中誠
信的意義和徽商的契約精神相提並論，海外寄批一諾

千金，從未聽聞寄僑批出現失誤，這種無形的合約精
神，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在科技進步日新月
異、百業競爭激烈的今天，但如何繼承和發揚這種文
化傳統，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現實問題。

學生現場體驗僑批製作
揭幕儀式當天吸引很多市民參觀，也有西人對展

覽感興趣，有中小學老師帶領學生前來參觀，小朋友
在現場模擬當年老一輩寫僑批的做法，在特製的明信
片上寫下自己的心願，投進一個特製的郵筒，這是一
種特殊的體驗。時光不會倒流，歷史應當銘記。筆者
從今年年初在汕頭首次參觀僑批展覽，到參與籌辦本
次在香港舉辦 「僑批紙短‧家國情長──汕頭僑批文
化藝術展」 ，深深感受當年華僑在海外謀生之艱辛，
以及他們對家鄉、對親人的牽掛與責任。僑批是中國
人重視親情、熱愛故土的最佳寫照。僑批也是研究近
代華僑史、家族史、經濟史金融史、郵政史、中外交
通史等等的珍貴檔案。本次展覽時間由即日起至31
日。 圖片：大公報記者劉旅程攝

僑批，是指海外華僑通過海
內外民間機構匯寄至國內的匯款
暨家書，是一種信、匯合一的特殊郵
傳載體，主要分布於粵、閩兩
省，廣東省潮汕地區的僑批數量
最多。19世紀後期，東南亞潮汕
僑胞的工作地遠離港口城市，只
可藉由往返家鄉及南洋之間帶貨
的老鄉，把信件輾轉發給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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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批紙短．家國情長」
汕頭僑批文化展
時間：即日起至30日

10：00-18：00
5月31日 10：00-16：00
地點：香港大會堂低座一樓展覽廳

掃一掃
有片睇

▲1933年，外洋萬乘寄潮汕母親的僑批。他在批中關心母
親： 「茲際寒冬時節，望祈尚養千金。」

▲觀眾在現場參觀汕頭僑批文化藝術展。 中新社

▲20世紀60年代， 「香港交通銀行」
「香港金城銀行」 寄潮陽縣的僑匯單據
總包。可見當時僑批運輸路徑是由香港
寄深圳寶安轉汕頭再轉潮陽。

▲20世紀50年代，馬來西亞砂撈越寄往
潮安登隆都高義鄉的僑批。這是兩件暗
批，即把批款金額用郵票遮蓋。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1953年，新加
坡陳捷敘寄潮安
鰲頭陳世開的僑
批。其中寫明批
款分發16人，此
16人皆是曾資助
其 下 南 洋 的 鄉
親。

◀ 20 世紀 80 年
代、外洋如鳳寄
澄海隆都許錦木
的僑批。每一件
批款都與年節祭
拜有關。

▲在中菜廳 「璟瓏軒」 除了品嘗點心和佳餚，還可270
度飽覽維港天際線。

▲禮品店內一款別致的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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