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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推出广东江门主题月系列活动——

在首都遇见侨乡江门
本报记者 高 乔

历史缩影

“解放军进兵迅速、军纪严明，小号
幸无损失。”“现广州各业具交五成租金，
故特要求阁下将租值减低五成。”1949
年，广州刚解放不久，在广州经商的归侨
黎松给开平归侨关怀国的侨批中这样写
道。信中寥寥几笔，呈现出解放军与广州
民众的军民鱼水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
行各业共克时艰的历史缩影。

这样的故事在“侨批中的党史——江
门侨批活化研究成果展”中还有很多。该
展览分为“世界记忆名录——侨批档案”

“侨批中看党史”“创新活化成果”3 部
分，通过对10封侨批的深度解读，呈现背
后的历史故事，让观众触摸鲜活华侨人
物，感受侨批中的生动党史。该展览是

“在首都遇见侨乡·广东江门主题月”活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

10 月 17 日，由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中共江门市委宣传部、江门市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联合主办的“在首都遇见侨乡·
广东江门主题月”活动启动仪式在中国华
侨历史博物馆举行。启动仪式包括“侨·
梁——梁启超与近代华侨华人”展览、

“侨批中的党史——江门侨批活化研究成
果展”开幕及江门首部华侨主题电影 《故
园飘梦》首映和捐赠入藏。

“侨·梁”展上，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
《新民时报》、在日本写下的 《饮冰室自由
书》、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冈州会馆写下的
楹联等历史文物和图片、视频资料多维度
展现梁启超的生平事迹。此次展览汇集来
自北京、天津、江门等地梁启超纪念馆、
故居和涉侨博物馆的百余件文物及历史资
料，以“梁启超的海外足迹”“梁启超与
华文报刊”“梁启超与华文学校”“梁启超
家族中的华侨华人”4 个章节，讲述梁启
超在海外团结华侨、为中国图强寻找良方
的事迹。

文化邂逅

在“侨·梁”展“梁启超与华文学校”展
区内，一本《日本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八十周
年纪念刊》 吸引观众驻足。神户中华同文
学校是梁启超在日本期间参与创办的 3 所
华侨学校之一。1899 年 5 月，梁启超在神
户中华会馆发表演说，宣传创办华侨学校
的重要性，在当地侨社中引起强烈反响，
学校于次年建成。

“我曾去过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参观。
如今，学校仍坚守着传承中华文化的使
命，培养了很多华侨华人子女。”梁启超
的孙女、梁思礼之女梁红说，“我的祖父
一生游历多国，写作、演讲、办报纸、办
学校，利用各种机会传播启蒙思想。他的
一生都在思考如何振兴中华民族，爱国是
我们家族的精神根脉。”

《故园飘梦》电影首映结束后，著名旅
美侨领司徒美堂的孙女司徒月桂走出放映
厅，仍然热泪盈眶。“爷爷那代人的历史有
太多感人的故事。像爷爷一样远在海外但
心系祖（籍）国的华侨华人还有很多，他们
的赤子之心值得我们后辈代代传承，久久

铭记。”司徒月桂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今年是‘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

信’入选世界记忆名录10周年，也是梁启超
诞辰150周年。‘在首都遇见侨乡’主题展示
活动首场聚焦江门侨乡文化，希望用展览、
文化体验等方式，创造一次首都与侨乡的
文化邂逅，为观众与侨乡搭建一座‘遇见’
彼此的桥梁。”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副馆长
宁一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江门主题月活动启动仪式后，在“侨
批中的党史”展览盖章处，前来“集章”
的观众排起长队。主办方精心设计的导览
手册，明信片，以江门地标建筑、代表性
侨批为灵感设计的印章等配套文创产品受
到观众的喜爱。

“我们准备了多种文创产品，还将进
行若干以江门为主题的文化体验和知识普
及活动，拉近观众和侨乡江门的距离，帮
助观众在博物馆了解历史知识，收获新鲜
体验。”宁一说。

双向奔赴

在“侨批中的党史”展上，新近出版
的 《侨批中的党史——江门侨批活化探

研》 新书垒放在展览一角，供观众取阅，
其中收录了16个侨批中的党史故事，为读
者“解码”侨批中的家国情怀。舞剧 《侨
批·家国》、大型沉浸式诵读剧 《侨批·中
国》、侨批思政课等，呈现了江门近年来
推动侨批保护、活化、利用的工作成果。

“江门主题月活动是江门与中国华侨
历史博物馆的一次‘双向奔赴’。”中共江
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冀表示，活动
以“展览+影片”“史料+文创”“平面+互
动”的方式，全景式、多维度展示侨乡文
化，多角度、多形式展现华侨华人深厚的
家国情怀。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展出服务部主任
吕咏梅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本次主
题月活动经过了数月筹备，中国华侨历史
博物馆主要负责品牌策划、展览与活动场
地提供，部分展品提供、展览内容审核和
媒体传播等工作；江门市相关部门主要负
责展览策划和设计、展品协调和布展、活
动资源整合等工作。

“得益于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与江门
市博物馆长期合作的良好基础，这次活动
总体非常顺利。”吕咏梅说。

“江门主题月活动是中国华侨历史博
物馆品牌活动——‘在首都遇见侨乡’主
题展示活动的首场。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希望联合传统侨乡相关部门，串联起特色
鲜明的华侨博物馆、华侨文化遗产保护单
位、涉侨文化研究机构，集中展现各地对
华侨历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成果。”宁一说，“我们也向全国传统侨乡
发出诚挚邀约，诚邀更多侨乡文化机构走
进侨博，展示更多富有侨乡特色的历史文
物，将更多原汁原味、特色鲜明、价值深
厚的侨乡文化带给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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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界 关 注

“苏东坡乐观豁达的性格和成长环境密不可分，华
侨华人虽然身居海外，对中华文化仍有浓厚兴趣和认同
感。”参观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祠时，芬兰 《赫尔辛基时
报》 中文版董事长仇绍光相机快门按个不停。他说：

“我们应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把苏东坡诗词中的诗韵
传向世界，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

10 月 19 日至 22 日，“行走中国·2023 海外华文媒体
美丽四川行”活动在四川省举行。来自美国、加拿大、
意大利、哈萨克斯坦等 22 个国家和地区的 41 家海外华
文媒体走进眉山三苏祠、广汉三星堆、广元翠云廊等地
采风，感受当地历史文化底蕴，讲述巴蜀文化故事。

感受巴蜀历史底蕴

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遗址，是长江流域规模
最大的商时期古蜀国都城遗址，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起源、发展格局的重要见证。

“我多次听说三星堆，如今一睹真容，比想象中更
令人震撼。”在三星堆博物馆参观后，美国美华传媒集
团总经理王勇感叹，这些造型独特、工艺精湛的文物，
让他对古蜀文明有了直观认识。文物展现的古蜀文明，
不仅彰显了四川深厚的历史底蕴，更展示了辉煌的中国
古代文明。

有着雄、险、奇、秀特点的广元剑门关，始建于战
国中期，是古蜀道的重要构成。因其峰峦倚天似剑，崖
壁相对似门，故称“剑门”，素有“两川咽喉、蜀北屏
障”之誉。

“蜀道之行，让我对中华文化的认识进一步加深。”
菲律宾《商报》执行总编辑蔡友铭表示，剑门关承载着
千年三国文化，展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他
将详细记录此行所见的蜀道剑门、所闻的蜀道故事，推
动中华文化在更广阔范围传播。

挖掘巴蜀文化资源

“走进翠云廊，千年古树比比皆是，我们仿佛在与
千年前的人和事对话。”位于广元市的翠云廊，是罕见
的人工造植古树林。被8000余株千年古柏掩映着的金牛
古道，是古代蜀地通往长安的主要交通线路。

加拿大红枫林传媒总编辑姚风明已是第二次踏上翠
云廊。他说，近年来，广元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古蜀
文化的挖掘，都让人印象深刻。作为海外华文媒体，姚
风明希望通过报道，让更多华侨华人感受青苍簇拥的千
年蜀道魅力。

加拿大搜罗传媒总经理陈林表示，这次参访让他深
刻感受了古蜀道的生态环境和历史内涵。他希望将这次
难忘的感受带回加拿大，希望更多游客来走一走、看一
看，深入了解古蜀道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旅游资源特色。

“四川历史文化深厚，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用好这
些资源，讲好巴山蜀水的好故事。”陈林建议，海外华
媒应该深入挖掘巴蜀文化内涵，利用新媒体、网络平台
等多种渠道进行传播，提升三星堆、三苏祠和剑门关等
文旅资源的国际影响力。

（据中新社电）

“我们公司成为‘侨助
工坊’来料加工基地后，货
源、销路、技术等关键问
题都得到了保障，咱们齐
心致富的信心更足了。”浙
江省丽水市景宁畲艺坊服
饰有限公司负责人徐丽媛
介绍，近日，依托“侨助
工坊”，她的公司与浙江省
义乌市侨商侨团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

借力“侨助工坊”

浙江省丽水市是著名
侨乡，共有 41.5 万华侨华
人遍布世界 130 多个国家
和地区。“侨助工坊”是丽
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侨界
助力当地发展的重要平台。

近年来，景宁作为全
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和华
东 地 区 唯 一 的 民 族 自 治
县，充分借助丽水侨务资
源优势，搭建海归引领、侨
企帮扶、侨资助力平台，积
极探索“侨商侨团+来料加
工企业+农户”等乡村共富
模式，引导农村资源与侨界
资源逐步融合，打造具有山
区少数民族地区辨识度和
影响力的“侨助工坊”品牌。

今年上半年，景宁与
义乌达成“侨助工坊”来
料加工产业帮扶战略合作
协议，由景宁企业提供来
料加工制成品、义乌市侨
商侨团提供来料加工订单
为合作模式，推动项目到
村 、 就 业 到 户 、 技 能 到
人，助力农民就近就地灵
活、稳定就业。

该批共8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侨企与
景宁8家“侨助工坊”农村致富带头企业签订
6400万元合作意向合同。

来料加工促“共富”

走进景宁东坑镇心田村“侨助工坊”，不
少附近村民正在制作发卡、发箍等头饰。这
些头饰产品完工后，就能通过义乌侨商侨团
销往海外。

心田村是典型的偏远山区少数民族村，
该村共有 347 户 902 人，其中畲族村民 242
人。为破解家门口的致富难题，东坑镇借助
民生议事堂平台开展“来料加工促共富”协
商议事活动，从项目合作、产业发展、技术
支持等方面梳理村民需求清单，依托浙江省
侨联结对心田村的契机，争取来料加工产业
扶持。

今年 9 月，智利浙江商会向心田村捐赠
“千侨帮千村”产业帮扶资金25万元，有效引
进来料加工企业1家，增设加工点位4个，为
留守妇女、老人和低收入群体提供就近就业
岗位200多个，工人月均增收2500余元。

上图：中国来料加工联盟协会、义乌侨商
代表参观景宁畲族自治县“侨助工坊”来料加
工基地。 景宁畲族自治县妇女联合会供图

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侨批中的党史——江门侨批活

化研究成果展”展厅，泛黄侨

批影印而成的帘幔静静低垂。

展览墙上，一封封侨批讲述着

各自的家长里短，勾勒出写信

人身处时代的轮廓。

近日，“在首都遇见侨乡·
广东江门主题月”在北京中国

华侨历史博物馆启动，活动将

持续至11月。在一个多月的时

间里，两个展览、一部电影、

多样活动缤纷呈现，让更多观

众在首都遇见侨乡江门。

海外华文媒体讲述巴蜀文化故事
王利文

海外华文媒体讲述巴蜀文化故事
王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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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琼海市近日掀起冬种生产高
潮。图为10月20日，琼海市嘉积镇红星社
区的农民在种植草莓。

蒙钟德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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