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 3月第 1 期︱總 5 期

田家炳基金會支持

issue Mar / 2020

淺談香港第一本安
徒生傳記——兼記
「中華通俗文庫」

蕭紅筆下的女子與教育：
略談《出嫁》和《手》
中的啟示
	 	
大陸創意寫作發展的
線索與路徑
主編：梁慕靈

客席編輯：劉衛東

設計及出版顧問：劉文英、黃樹基

項目統籌：馮寶玲

編輯助理：龔倩怡

OUHK TIN KA PING CENTRE OF CHINESE CULTURE



第
五
期

主編：梁慕靈

客席編輯：劉衛東

設計及出版顧問：劉文英、黃樹基

項目統籌：馮寶玲

編輯助理：龔倩怡

設計及排版：On Your Mark設計實驗室

01  編者的話

	 　　	「香港文學」專題
02 	 	 淺談香港第一本安徒生傳記——兼記「中華通俗文庫」
	 	 馬輝洪先生

04	 	 百年妙筆筆如鐵：掌故文學著作《芝蘭室隨筆》讀後
	 	 陳煒舜教授

07	 	 上海與香港：劉以鬯小說的飲食書寫
	 	 蕭欣浩博士

10	 	 談談葉靈鳳一個較少見的筆名——「龍城鳳隱」
	 	 張詠梅博士

12	 	 略談謝無量的香港詩
	 	 程中山博士

16	 	 蕭紅筆下的女子與教育：略談《出嫁》和《手》中的啟示
	 	 陳潔儀博士

18	 	 路中筆記——且從《香港文學散步》初版說起
	 	 熊志琴博士

21	 	 香港風格的起點：劉以鬯處女作〈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述評
	 	 邵棟博士

©2020 香港公開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Newsletter of OUHK Tin Ka Ping Centre of Chinese Culture ︱ issue MAR / 2020



2020年 3月第 1 期︱總 5 期

目錄
	 　　	「華語創意寫作教學」專題（二）
23	 	 大陸創意寫作發展的線索與路徑	
	 	 許道軍教授

25	 	 創意寫作只有「寫作」？
	 	 ——在全球化視野下的創意寫作課程設計研究	
	 	 梁慕靈博士

27	 	 創意寫作在澳門
	 	 王冰雲女士

29	 	 台灣作家培養路徑概觀
	 	 黃致中先生

	 　　	「藝術家X創意藝術學生」合作交流計劃特輯

31	 	 動畫創作與中華禮文化的傳承
	 	 李洛旻博士

36	 	 古代禮儀動畫化	中華文化共學習
	　	 	 	 龔倩怡女士

	 　　		 一般評論
39	 	 僑批文化與華僑的情感記憶	
	 	 鄭藝超先生、高朗賢女士

42  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2019至 2020年活動概要

46  媒體報導

47   《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通訊》投稿須知



Newsletter of OUHK Tin Ka Ping Centre of Chinese Culture ︱ issue MAR / 2020

39:|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通訊

僑批文化與華僑的情感記憶
鄭
藝
超

澳洲西雪梨大學文化與社會研

究院、澳大利亞－中國藝術與

文化研究院博士候選人

高
朗
賢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

共政策研究中心計劃主任

僑批係金融業，就係最高級同最有人情味嘅商業。咩叫做僑批？有華僑先有信，有信就入
面帶啲錢，錢同信結合，叫做僑批。

——陳勝生 1

過去許多嶺南華僑文化遺產的研究均集中於物質文化、建築和歷史，但卻較 少討論非物
質的情感文化遺產。情感埋藏在人們最深處、而且無法取代，因此最真誠的「遺產」可說
是生命故事及情感世界。2

僑 批 是南中 國 僑 鄉（例 如 廣 東 江 門 和 潮 汕 地 區 ）重 要 的 文化 遺 產，結 合 匯 款 與 家 書 的
雙 重 意義，是 海 外 華 僑 通 過 海 內 外官 方、民 間 機 構 匯 寄 至 國 內 的 特 殊 郵 傳 載 體。僑 批
不僅 是 物 質 文化 遺 產 和 金 融 網 路，3 更 是 一項 依 賴 信 任 網 絡 形 成 的 跨 國 性 民 間 服 務，
讓 海 外 華人和本 村僑 眷 維 持 聯 繫。4 僑 批 成 為近 代 僑 鄉最 重 要的 文 書之一，5於 2012年
成 功 入 選《世界 記 憶 名錄 》。6 本 文 受 先 哲 饒 宗 頤 教 授 推 動 僑 批 文化 的 治 學 精 神 所 啟
發，7冀 能 分享僑 批行業的人情故事。

1	 陳勝生的家族操潮州話，但陳勝生在大陸「上山下鄉」後移居到廣東三水，學會一口流利粵語。
 節錄自作者於2016年8月11日在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與陳勝生進行的個人訪問。
2	 Jones, S. “Wrestling with the social value of heritage: Problems, dilemmas and opportunities” 
 Journal of Community Archaeology and Heritage Vol.4 No.1( 2017): 21-37; Tolia-Kelly, Divya P., 
 Emma Waterton, and Steve Watson, Heritage, Affect and Emotional Politics, Practices 
 and Infrastructures (Oxford: Routledge, 2017).
3	 裴豔：〈僑批背景下的中山移民與金融網路〉，《八桂僑刊》第3期（2013年），頁45-50。
4	 Liu, Hong and Benton, Gregor. “The Qiaopi Trade and Its Role in Modern China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Toward a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of ‘Transnational Capitalis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5(3) (2016): 575–594.
5	 劉進：〈饒宗頤先生對弘揚僑批價值的貢獻〉，《八桂僑刊》第4期（2015年），頁12-16。
6	 "Qiaopi and Yinxin: Correspondence and Remittance Documents from Overseas Chinese (China),”
 UNESCO International Memory of the World Register, accessed 23 Aug 2017,
 http://www.unesco.org/new/fileadmin/MULTIMEDIA/HQ/CI/CI/pdf/mow/nomination_forms/
 china_qiaopi_and_yinxin.pdf.
7	 饒宗頤：《潮州志》，汕頭：潮州修志館，19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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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僑批員的家鄉情

僑 批 員 又 稱「水 客」、8「 批 腳」，9 連 繫 了 華 僑 龐 大 的 通
訊 和 金融 網 絡。梅州 僑 批 收 藏 家 魏 金 華 在 訪 談中 側 面描
寫了作 為僑 批 員的條 件。

一般做僑批的人都是三十幾歲，年青力壯。要走來走去，
身體要好。有膽量，有文化。

——魏金華 10

這 描 述 正 反映 潮 汕 僑 批 研 究 員 陳 勝 生 的 家 庭 經 歷。11 他
的 父 親 陳 植 芳 在 抗 戰 時曾 擔 任 僑 批 員，冒險 在 大 陸、越
南邊境開闢東 興匯 路。12

我老豆出洋，去到越南。我個姑丈、姑媽就喺越南開家魚
網店。我老豆係當舅仔，為左生存就要去咗返工。當幫左之
後，以後有機會去柬埔寨賣漁網、賣鹹魚。柬埔寨就好多
潮汕人，「唉喲！咁遠路，你係越南嚟，又近住大陸啦，你
知唔知道大陸嘅情況點樣啊？」我老豆真係知越南係近住
中國嘅，好新奇﹗新嘅消息，即係以前無收音機，無電話，
樣樣都無，幾年嚟都無聽過家鄉嗰啲消息，突然有個遠路
嗰啲人嚟，大家都好高興，我家下想寫一封信返鄉下、到
大陸，「啊叔，你有無方法幫我帶信啊？」，我老豆就話幫
佢帶啦，咁我老豆啲漁網又係汕頭攞嘅，就啱啱順手幾百
封信，一小袋，你嚟個袋就係裝得滿啦，係咪啊？就兩、三
個月之後，呢邊嗰啲信嚟到，嗰邊寫封信，錢又收到，信又
收到，係大家安心啦，高唔高興啊？移民嗰特點就係咁樣，
好想念家鄉既。想念即係一、兩代、三代就會嚟，大家都係
有啲認識，認識就係「姑丈點樣啊？啊老媽子點樣啊、咁
樣嚟架？」咁睇法大家都好高興。僑批就係越來越發展，
咁就發財啦，我老豆就係發財人。

——陳勝生 13

由 於 當 時 通 訊 器 材 並不 普 及，華 僑 渴 求 家 鄉 的 消 息，在
海 外 遇 上 來自家 鄉 的 鄉 里，欣 喜之情 可 想 而 知。同 鄉 的
華 僑 大 多 認 識 各人在 鄉 間 的 家 庭 成 員，互相 打 聽 消 息。
僑 批 員 為 村民 解 讀 海 外 華 僑 的 資 訊，亦 為他 們 寫信予 海
外華僑，跟 進 鄉村的情況 和需要。無論是在村落或海外，
華僑家 庭 和僑批員的互信基 礎 是發展僑批業的關鍵。

二. 僑批員的父子情

陳 勝 生 對 父 親 的 僑 批事 業發展 深 感自豪：

我夠膽講話我老豆係英雄人物嚟！因為我老豆有一段故仔
好長可以講嘅，我老豆果時係日本戰爭嗰時，打第二次世
界大戰，日本侵犯我地中國，就我老豆去左南洋，就係做
僑批嘅生意。

——陳勝生 14

其 後，陳 勝 生 亦 繼 承 父 業 擔 任 僑 批 員，不但 為 華 僑 傳 遞
僑 批 這 項 重 要的文化遺 產，更傳承當中的歷 史。

打完仗之後，我當時細蚊仔，就親自喺汕頭僑批局入面。
我睇到汕頭市有成百家嘅僑批局，大家都覺得我呢個人好
好傾，即係細蚊仔個個都好喜歡嘅。

因為我對僑批特別熟悉，好多好多事情就同僑批有接觸。
家下出面嗰啲潮屬對我嘅印象仲好好，因為以前細路仔嗰
陣攪僑批、送僑批，仲送到人哋屋企，所以同啲人嘅感情特
別好，點解呢？我仲識得寫字、寫信、回信，「我老婆唔識得
寫字啊！」唔識字嘅，一唔識字一接到僑批好高興。我讀俾
你老婆聽:「你啊，寄到幾多錢去？你個身體點樣？屋企嗰啲
人嘅情況點樣？仲有嗰啲我寄幾多俾你做生日？即係年底
嗰啲利是又要幾多錢？最主要要分俾幾個親戚？要分清
楚，一個都唔好漏。」我讀俾佢聽，老婆好高興啊，係咪？
你老婆又會同我講「你同我寫，下一次你要寄多啲錢嚟？
屋企嗰啲祖墳啊，屋企鄉下嗰啲祠堂啊仲要修整，要寄多
啲錢嚟。」我幫佢寫落去，即刻佢又收到，再寄多啲錢咁
樣。逢係過節、拜咩都有囉，嗰啲祭品啊、豬肉啊，都係佢
地送架。以前到家下都仲係咁樣嘅感情，我未攞過僑批一
分錢嘅工資。

——陳勝生 15

陳 海 忠 指 僑 批 具「 真 實 性、唯 一 性、不 可 替 代 性、罕見
性、完 整 性 」等 特 點。16 從 陳 勝 生 的 分享，僑 批寄 託了寫
信 和收信人 的血 汗 和 心 聲，有助 讀 者 解 讀 華 僑 謀 生 對 家
庭 和家鄉的想像及思念。

8  客 家 梅州人 多稱 僑 批 員為「水客」，點出經水 路送 遞 僑 批 的 特 色。
9  潮汕人多稱僑批業者為 「批腳」。
10 魏金華是梅州的客家人，訪問以普通話進行。節錄自作者於2016年8月13日在梅州市客僑博物館與魏金華進行的個人訪問。
11 節錄自作者於2016年8月11日在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與陳勝生進行的個人訪問。
12 陳勝生：〈僑批故事：鐵蹄下的『東興匯路』（一）〉，《廣東檔案》，2017年8月25日，
 網址：http://hgddawx.wei16.com/166/iz1l.html，瀏覽日期：7/12/2017。
13 節錄自作者於2016年8月11日在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與陳勝生進行的個人訪問。
14 節錄自作者於2016年8月11日在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與陳勝生進行的個人訪問。
15 節錄自作者於2016年8月11日在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與陳勝生進行的個人訪問。
16 陳海忠：〈近代潮汕僑批的歷史記憶與鄉村社會：基於陳四合批局批腳陳順榮的口述資料〉，《華人研究國際學報》 
 第6卷第1期（2014年），頁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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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傳承僑批的困難

然 而 隨 著 時 代 變 遷，陳 勝 生和 魏 金 華 也慨 嘆 傳 承僑 批 業
的困 難：

因為到我呢個年齡，識得僑批嘅人唔多，流程完全唔知
道，無接觸到大學就唔知係呢啲野，讀到大學問人地「僑
批」兩個字都唔知道。我地呢邊要搵「僑批」兩個字，要
點樣翻譯，都翻譯唔到嘅，搵唔到師傅啊。

——陳勝生 17

現在做水客僑批人員啊，基本上都沒有啦，第二代、第三
代，因為你說啊，新中國以後都已經六十年。

——魏金華 18

不 過，僑 批 員 陳 勝 生 在 退 休 後 仍 然 不 遺 餘 力，繼 續 記 錄
和傳承僑 批 文化：

好似呢本《僑批文化》，我地有一個編輯部，編就係我一
個人。從收集文章、編成一本成書到寄出去，全部都係我
一個人攪，攪得唔好嗰啲野你就要多提意見。

——陳勝生 19

七十 多歲 的 他 正 積 極 學習將分 類電 腦 化，提 升 研 究 僑 批
的 效 能，承傳 父 親 的 僑 批 歷 史。如 今東 興 籌 備 興 建 博 物
館，也 邀 請 陳 勝 生 提 供 意 見，將 僑 批 文化 保 存 在 昔日的
交 通 要塞。

四. 獨特的僑批文化

客家山歌《 妹 送 親哥 去 過番》（節 錄）反映了錢 信合 一 的
僑 批 所寄 託的真 摯 情誼：

妹送親哥到碼頭，腳踏火船浮對浮；
火船開走容易轉，涯郎一去難回頭。
妹送親哥上火船，汽笛一響割心肝；
下番系有水客轉，搭銀搭信報平安。20

從民 間 歌 詞 可見僑 批（客 家 多稱「銀 信」）連 繫了彼 岸之
間 的人情 關 係。這 門富 有人情 味 的 金 融 服 務 業 反映了費
孝 通 在《 鄉 土中 國 》對 農 村 社 會 裡 人情 準 則 的 描 述，中
國 鄉 土社 區 的 傳 統 文化 是 超 越「你 幫 我 多 少 忙，我 給 你
多 少 錢 」的 城 市 社 會 模 式。21 這 份 鄉 情 洋 溢 在 華 僑 對 家
人、家 鄉 的 精 神寄 託，僑 批業者與家屬鄉親的互相關懷，
正 如 魏 金 華 指 僑 批 受 到重 視 的原因 是由於 這 是「真 實 服
務」。僑 批作 為世界記憶的一 部分，不但記載了華 僑與親
人 之間的人情故事，更 蘊含了送 遞者 傳承的文化歷史。目
前已有不少相關分析家書的研究以探索移民故事，包括陳
勝生編輯的《僑批文化》和魏 金華 在報 紙 發表的專 欄，亦
有民辦 僑 批業者的職業生涯 研究出現，22 例如《隆 都鎮華
僑 志 》編 篡 委 員會 訪 問了祖 孫 三代皆為 批 腳 的 潮 汕 人 潘
得 勤。23未 來 相 信 地 緣 經 濟 歷 史 和 本 土 文化 研 究 的 往 來
將更 豐富，例 如口述 資 料 與僑 批 檔 案互相 補 充。24 總而言
之，僑 批不但 連 繫 鄉 下 和 海 外，更 是 研 究 海 外 華人 的 生
活及 移民 社 會 的 重 要切入 點，讓 我 們 瞭 解 從 前 華 僑 的 情
感世界和生命意義。

陳勝生回顧他父親在東興匯路的經歷。
（圖片為受訪者提供） 魏金華在整理僑批。

（圖片為受訪者提供）

17 節錄自作者於2016年8月11日在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與陳勝生進行的個人訪問。
18 節錄自作者於2016年8月13日在梅州市客僑博物館與魏金華進行的個人訪問。
19 節錄自作者於2016年8月11日在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與陳勝生進行的個人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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