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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侨历史博物馆的收藏馆里，静静躺着一摞
剪报，不少已泛黄残破，承载着厚重的时光印记。
其中一页1946年11月27日的《读书周刊》，头版头
条刊登了《书通鉴外纪温公序后》，作者是被誉为

“国宝”的史学泰斗、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陈
垣。时隔七十余载，经过后人精心整理，这批承
载着历史记忆的文献重新被“唤醒”，来到侨博
馆，成为博物馆重现历史记忆的一个篇章。在侨
博馆举行的“在首都遇见侨乡·广东江门主题月活
动”中，陈垣所传承的“信”与“义”再现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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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侨乡海南的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长兴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
有政格外忙碌：到村里的红
毛 丹 种 植 基 地 查 看 果 树 长
势，又去各村民家的果园了
解收成情况……

近年来，长兴村种植的
槟榔黄化病问题日趋严重。
谋划村庄产业转型，成为王
有政的头等大事。通过走访
考察、咨询专家，他发现原
本主要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种植的红毛丹也能适应当
地环境。他率先在槟榔地改
种 红 毛 丹 ， 又 带 动 村 民 种
植，挂果后收益颇丰。

为了加快流转土地、转产
种植红毛丹，长兴村委会2022
年成立琼中长兴富民美村实
业有限公司，依托乡村振兴衔
接资金种了310亩红毛丹。

“比起相对松散的合作
社，公司有更健全的管理制
度，经营管理也更灵活。”王
有政说，公司盈利后将按纯
利 润 的 10% 发 放 工 资 和 奖
金，25%给村民分红，65%用
于公司后续发展和村里的公
共事务。

过去，缺乏“造血”功
能是琼中村级集体经济的普
遍问题。全县100个行政村大
多数经营性收入较低，缺少
产业支撑，内生动力不足。
琼中县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琼中通过打造100家村级股份
有限公司，建立符合市场经
济要求的新机制，统筹利用村级分散的资金、资
产和闲置资源，探索“县域国企平台公司+村级公
司+外来公司”的产业发展模式。

如今，不少“村企”已收获“第一桶金”。每
天清晨，在营根镇生鲜配送中心，工作人员抓紧
将果蔬、肉类等食品装满 3 辆货车，为全县 39 家
学校、超市等配送。

配送中心隶属于堑对村委会全资控股的村级
企业——海南琼中堑对乡村建设有限公司，今年2
月成立以来获得 2000多万元订单，预计今年可实
现纯利润近100万元。

地处深山和生态保护区，堑对村耕地短缺，
规模化发展种养产业受限。经过驻村工作队和村
两委调研商议，2021 年 9 月，堑对村成立“村
企”，利用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等发展多元化产业。

“缺少资源，走出村庄才能实现‘自我造
血’。”堑对村驻村第一书记劳民介绍，该村级公
司与周边村庄的村级企业合作，以流转土地、入
股分红等形式共同建设了山兰稻种植基地、标准
化蔬菜示范基地，打通种植、采购、仓储、配送
全环节。公司还与县域国企平台公司合作，承接
工程建设项目，带动 122 人次就业，务工收入 84
万元。

“村企”还培养出一批“乡土经理人”。堑对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胡开君说，谈业务、
找订单也成为他的工作之一。他与合作伙伴前后
谈了8次，才确定了配送中心的业务。眼下，他又
和花生油加工企业洽谈订单，打算开展花生种
植；与专业营销团队合作，在县城建设山兰稻文
化夜市。

“村集体经济壮大了，过去的难事儿也好办
了。”劳民说，村里成立了乡村振兴互助联合会，
把村级公司的经营利润按一定比例注入，反哺村
庄公共事业，用于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奖学助
优，为落实乡村治理积分制提供资金保障等。

通过打造“村企”，琼中各村庄整合各类涉
农、产业扶持等资金，并吸引一批社会资本进村
发展集体产业，激发乡村经济内在动力。

（据新华社电 执笔记者罗江、陈绍华）

近日，长篇侨乡题材小说 《远道苍苍》 入选
2023 年茅盾文学奖候选名单。广东台山籍华裔作家
刘怀宇以新宁铁路的建设为背景，讲述了华侨陈宜
禧的传奇人生，让海内外台山人通过文学作品对家
乡历史加深了解。

在台山，“十步一侨物，百里一侨墟”。一座座侨
墟，是华侨先辈家国情怀的历史见证。侨墟的崛起
和发展离不开台山新宁铁路的开通，这条民办铁路
的创建者正是陈宜禧。

刘怀宇的父亲刘子毅生前 20多年坚持搜集撰写
关于陈宜禧和新宁铁路的史料和故事。在父亲去世
后，刘怀宇继承父亲的遗志，经过 5年调研和沉淀，创
作了小说《远道苍苍》。

“我们可以从陈宜禧一生的经历中，获得很多启
发。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如何在逆境中坚持抗争，如何
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立足生根。同时，他在铁路建设方
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为后人提供了实用的经
验和启示。”刘怀宇说。

刘怀宇介绍，陈宜禧在美国西雅图火车站当过清
洁工、筑路工，靠着“顶硬上”的劲头，他寻找各种机会
学习，渐渐成长为技术人员。1904 年回到家乡后，他
提出建设新宁铁路计划，提出“不招洋股，不借洋款，
不雇洋工”的“三不”主张。1906年5月1日，新宁铁路
正式动工，1909年通车，从台山斗山至江门北街，全长

100多公里。铁路开通后，海外华侨欢欣鼓舞，大批侨
汇汇入当地，用以侨墟建设和家乡发展。

在书中，刘怀宇还讲述了台山的华侨历史。19
世纪中期，许多台山人怀揣着“淘金梦”，前往美国加
利福尼亚挖掘金矿。1863年，美国首条横贯大陆的铁
路——太平洋铁路动工。据历史学家估计，约 1万至
1.5万名华工参与修建了美国横贯大陆铁路。考虑到
这项工作的难度和危险性，实际华工数量可能更多。
到工程后期，中国劳工在所有工人里已占八成以上，
其中大部分来自台山地区。1882 年，美国推出《排华
法案》，暂停华人移民赴美，拒绝所有华人劳工进入美
国，在美国的华人移民不能成为公民。于是，许多台
山华侨决定将多年积攒下来的血汗钱带回家乡，用于
建设侨墟，发展商业和教育。

刘怀宇说，为了创作这本书，她频繁往返于太平
洋两岸，走访江门、台山、新会、西雅图等地，走进小说
主人公曾经生活的山村、城市、森林，到陈宜禧当初淘
得第一桶金的地方采风。她还不断搜寻有关陈宜禧
的历史资料，并幸运地在华盛顿大学图书馆找到了陈
宜禧当年的英文信件和账本。

“父亲的嘱托是我写作的动力。”刘怀宇说，“希望
通过笔下的故事，向华侨先辈致敬，传承好他们在海
外奋斗、心系祖（籍）国的精神。”

（来源：中国侨网）

47份资料剪报赠送侨博馆

传承史学泰斗陈垣的“信”与“义”
本报记者 徐令缘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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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一带一路”国际帆船赛（中国北海站）日前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银滩国际帆艇
港开赛。图为参赛选手驾驶J80帆船在北海银滩海域扬帆竞速。 李君光摄 （人民视觉）

广西北海：逐浪扬帆

小小剪报 记录历史

秋冬之交，北京的天空高远起来，北京师范大学的
银杏叶子也落了。满地金黄之上，一座铜像立在楼群
之中，静静守望着这个京师文史重镇。铜像脚下，是启
功题字“陈垣校长像”。时至今日，北师大的学生提起
陈垣时，还会亲切地称一声“陈校长”，仿佛这位一生精
诚治学、着力兴教的历史人物仍然“活在今日”。

这位“国宝”级史学大师的诞生，是家乡孕育与首
都培养共同作用的结果。陈垣生于1880年，从小在广
州私塾读书，13岁时，一本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为他指
明了自主读书的门路。跟随此书指引，陈垣广泛涉猎，
自认“读书之基树于此也”。1913年，陈垣从侨乡江门
一路向北来到北京，最终驻足在京师学堂之中。恰逢
承德文津阁《四库全书》移贮京师图书馆，他于是如
饥似渴地阅读学习起来。陈垣带领助手，花费整整3
个月，按函、按册、按页对这部 36277 册、2291100
页的大丛书进行彻底清点，梳理了中国古典文献之脉
络。在故乡与首都的学习历程，沉淀为陈垣历史研究
的深厚底蕴。他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元也里可温考》一
经问世便在史学界引发广泛反响。此后他更是佳作频
出，历久不衰。

北京是陈垣的第二故乡。陈垣人生的后半程，在
西城区兴华胡同 13 号的四合院内度过。院落两扇斑
驳的木门上各刻一列文字：“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
长。”正屋高悬一块牌匾，上书“励耘书屋”。从沉醉于

《书目答问》的故乡少年到满腹经纶的广博学者，陈垣
寻根问底的求知欲化为充满思辨的史学考证，与他家
门传承的“信义”风骨，长久留在了这座故居。

近日，侨乡江门与华侨历史博物馆共同举办“在

首都遇见侨乡·广东江门主题月活动”。活动现场，陈
垣后人陈智超、陈雪松向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捐赠47
份陈垣相关资料剪报，作为这位侨乡名人的历史成就
纪念。

潜心研究 源于热爱

“我祖父的祖父曾做柑皮生意，开办了一家名为
‘陈信义’的药材商行。店门前挂了一副对联，写着‘信
人所任，义事之宜’，以彰显店铺老幼不欺的诚信。”陈
垣之孙陈智超，如今已近 90 高龄。他追忆往事，从家
门之兴讲起陈氏“信义”的传承。

“我少时身体不算强健，因此常得祖父关怀。虽然
身居两地，祖父仍来书信询问：‘智超身体如何？停一
年不读书，纵其自习，亦一样有益。’”陈智超谈道，这令
他倍感温暖。祖父不仅惦念他的身体状态，更关心他
的人格与事业发展。“‘信人所任，义事之宜’的信念，深
刻体现在祖父的为人治学之中。”

“为人即是治学，二者密不可分。”陈智超认为，无
论为人治学，陈垣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严谨认真。
1961年，中国佛教协会要借佛牙舍利到几个信奉佛教
的国家展出。为了保障展览信息科学准确，已 80 高
龄的陈垣率领团队考据资料。适逢三伏天，陈垣不顾
酷暑，指导学生查阅《历代三宝记》《宋高僧传》等大量
文献，还亲自去书库翻找。房间里太热，陈垣就把桌子
搬到庭院廊下，但仍然汗如雨下，浸透他的夏布背心。
后来这项研究成果《佛牙故事》发表在《人民日报》1961
年7月20日第7版上，与佛牙出国行动形成良好配合。

“祖父的严谨认真还体现在他的文献搜集理念上，
他讲究‘竭泽而渔’，意思是在文献收集整理中，必须有
穷尽所有相关材料的毅力与决心。他认为，这样的研
究，才是负责的历史研究，才是追寻真相的历史研
究，才是可‘信’的历史研究。”陈智超说。

在陈智超家收藏的陈垣文物中，有一份珍贵的稿
费捐赠书，上书“兹谨将积存稿费肆万元献给党”，
时间为 1970 年。此份捐赠书为陈垣亲笔所书，正如
陈垣的学生、国学大师启功所言“一笔似米芾又似董
其昌的小行书，永远匀称，从不潦草”。如陈垣生前所
愿，在他故去后，后人将藏书36237册、期刊4795册、一
般文物字画1149件献给国家，由北师大图书馆收藏。

启功曾说：“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是民族的生命

和灵魂，更是各兄弟民族团结融合的重要纽带，也是陈
老师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中
心。”中国几千年来各地方各民族从矛盾到交融，最后
团结成为一体，构成伟大的中华民族及灿烂文化。在
学术领域论证这一思想的，正是陈垣精心且得意的著
作之一《元西域人华化考》。“祖父的历史研究，源于他
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深深热爱。”陈智超说。

信是治学必信，义是一片丹诚。从“陈信义”到陈
垣，这份精神仍在延续。

精神风范 代代相传

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张其凡教授曾讲过：“新会
陈氏，虽以医药起家，一门三世治史，俱有佳绩，殊
为不易，诚属佳话。”家学渊源，三代相承，在 20 世
纪学术史上颇为引人注目。史学泰斗陈垣之后，其子
陈乐素深耕宋史，其孙陈智超主攻宋明史，且为梳理
祖父的学术遗产贡献尤甚。

“‘陈信义’这个牌子已有 200 年左右的历史，我
们想传承这个老字号品牌，也是对家族精神的传
承。”陈雪松是陈垣的曾孙，陈智超的儿子，如今是
一位成功的商业人士。“我们必须承认，有陈家药行
打下的殷实基础，才有一代国学名家少年时的读书
条件。”陈雪松所言，正是“以商养文”的理念，该
理念带动许多华侨经商归国资助文化教育之举。“我
们不会干涉孩子的职业，但会培养他们对中华历史文
化的兴趣。”陈雪松说，“把家学整理好，也是把中华
历史文化传承好。”

从广东走向广阔世界，陈垣常念故乡。陈智超回
忆道：“他思念故乡的烧鹅、土鲮鱼，忧心家乡的灾
害，也对广东学者多有提携。”陈垣的精神，是家乡
精神的一部分。广东省江门市委宣传部文化科科长陈
科明说：“陈垣先生是江门人民的一面精神旗帜。他
追求真理、热爱祖国、创新学术、无私奉献的精神风
范，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在陈垣大师治学精神的感
召下，江门与北师大结下深厚友谊，携手保护陈垣故
居，建设陈垣励耘书屋、打造 24 小时免费开放的陈
垣图书馆、推广‘陈垣杯’读书活动，让尊师重教、
崇文尚学理念深入人心。”

上图：北师大校园内的陈垣校长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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