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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泉州等侨乡，地方性的华侨历史博物馆已出现一些年
头。这座国家级的华侨历史博物馆为何却姗姗来迟？故事可以追溯到
50多年前。

1960年，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提出倡议，希望在北京建立一座博
物馆，用于推动惠及全民的社会教育。

作为毛主席赞誉的“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一生致力于教
育事业，倾资兴学。兴建博物馆，正是他推广社会教育的一种重要途
径。在他看来，“博物馆关系社会教育颇巨”。

为此，陈嘉庚始终身先士卒，身体力行。20世纪50年代，他就在
福建厦门主持创办了华侨博物院。在 《倡办华侨博物院缘起》 一文
中，陈嘉庚指出，博物馆“既可以给国内人民公共应用，又可给归国
华侨观览，两者皆受其益”，而华侨华人也应为此“尽一部分责任”。

在华侨博物院的开幕式上，陈嘉庚的动情
演说更是道出了他主张兴办博物馆的良苦用
心。他说，创建华侨博物院正是为了

“表达华侨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深情厚
意”，并帮助“国内人民对华侨、侨
居地人民的风土人情”有更好地了
解，“促进我国与华侨、侨居国的
文化交流”。

也正是出于相似的目的，陈
嘉庚提出了在北京兴建博物馆的
倡议，并专门捐资 50 万元人民
币，用于博物馆的筹建工作。

然而，风云难测。就在提出
倡 议 的 第 二 年 ， 陈 嘉 庚 因 病 去
世，兴建博物馆事宜由此耽搁下
来。

改革开放以后，在庄明理等老一
批侨务工作者的用心推动下，筹建中国
华侨历史博物馆再次被提上议程。1991
年，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专
门审议了华侨委员会有关兴建博物馆的报告。

在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兴办开发区的浪潮中，中国侨联曾经一度
计划将华侨历史博物馆纳入北京小汤山华侨城的开发项目中。1994

年，国家发改委以定额补助投资的形式批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立
项建设。然而，由于之后开发区热逐渐降温，博物馆的筹建工作
随着华侨城开发项目的搁置而再次陷入停顿。

2001年，在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并开始大规模市政基础
设施改造的背景下，相关部门建议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建设项目移至目前所在的北新桥地区，并于 2005 年 7 月
经国家发改委批准再次立项建设。

“建设华侨历史博物馆的议题在全国人大常委
会上审议，并作为一个国家投资建设项目经历两
次立项，这是很少见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馆长黄纪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这其中
折射的正是国家以及一代又一代侨务工作者
对于海外华侨华人的重视与关切。

2014年 10月 21日，中国华侨历史博
物馆在北京正式落成，这一天正是陈

嘉庚诞辰140周年。
“看到国家没有忘记陈嘉庚

先生的遗愿，最终建成这座
华侨历史博物馆，我们非
常高兴，这也是对我们
华侨的一种关照与尊
重。”华人画家司徒
乃钟说。

逾半世纪，几
经波折，创办中
国华侨历史博物
馆的努力从未放

弃。落成当天，
许多华侨华人专

程从各地甚至是
海 外 赶 回 北 京 ，
共同见证这座属
于 他 们 的 博 物
馆终于如愿建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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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坐落
于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北小
街。一排古色古香的中式廊房
环绕着一栋灰白色的现代建
筑，古典与现代在这里完美相
融。

据介绍，中国华侨历史博
物 馆 总 建 筑 面 积 12765 平 方
米。根据北京市文物局提出的
符合旧城保护原则的要求，博
物馆临街的东侧与南侧复建中
式平房，与周边旧城保护区的
历史风貌融为一体。颇具现代
风格的主体建筑则位于西北方
向，包括地下2层和地上3层。

作为一座华侨历史博物
馆，如何在建筑风格上体现华
侨的特色与文化？“这一度成

为困扰我们的难题，因为华侨并没有专门的建筑语言和
建筑符号。”黄纪凯说。

不过，设计团队很快想出了解决方案。他们广罗资
料，搜集国内侨乡以及海外侨居国特有的动物、植物、
民俗活动以及文化图腾，并请专业的美术人员以这些素
材为基础，创作独特的图案纹饰，绘于复建平房的梁柱
柱头与顶棚之上。

北美洲的金斑蝶、南美洲的大嘴鸟、非洲的面包
树、潮州的鲤鱼舞、佛山的舞狮、开平的花灯……这些
来自各地侨居国、侨乡的自然风物与民俗风情幻化成与
众不同的装饰图案，点缀着古朴的中式廊房，为华侨历
史博物馆增添了一抹浓郁的侨味。

“从2012年底，我们一共收集了近300种素材，已创
作出近 50 幅图案，目前图案的创意设计工作仍在继
续。”黄纪凯介绍，这些图案还在版权局进行了登记，
版权专属于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除了建筑细节处的精妙构思外，博物馆的主体展区
更是通过大规模的场景复制，全面还原华人移民海外的
历史足迹以及生活风貌，使游走其中的观众仿佛就置身
于海外华人之间。

琼轮盛商号、泗隆绸缎杂货铺、广元记洗衣店、新
中华咖啡馆、亚洲俱乐部……在以“华侨华人在海外·
生活篇”为主题的第二展厅，一条蜿蜒的“唐人街”贯穿
整个展厅。从华人初到海外时为谋生计的“三把刀”，到他
们逐渐融入当地后形成的婚假习俗与文娱生活，再到华
人规模逐渐壮大后出现的侨团、侨社和侨校，还有如今华
人在海外兴办的各行各业的新发展……一条“唐人街”，
穿越历史，如同一幅海外华人社会的“清明上河图”，为观
众详实而逼真地呈现着华人海外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条复原的‘唐人街’近600平方米，整个展厅全
部采用场景复原的方式，这在其他博物馆很少见。”中
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展出服务部工作人员吴磊介绍，为了
让行走其中的观众能够有更加直观的体验，博物馆还大
胆尝试将藏品融入复原的场景中，让观众能够最近距离
地感受历史的气息。

中药铺门外悬挂的匾额、洗衣店工人手中的熨斗、
华文学校教室里的课桌椅……“唐人街”复原场景中的
许多物件都是由华侨华人捐赠的真实藏品。“我们希望
能够提供给观众一种最真实的身临其境的感受，让观众
在这里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华人移民海外的历史变迁。”
吴磊说。

在这座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一砖一瓦都渗透着浓
浓的侨味，一景一物都讲述着华人在海外历经的风雨沧
桑。

筹钱捐物
凝聚华侨桑梓情

侨
味
风
情

融
入
一
砖
一
瓦
间

“观众用正常
的速度，参观完基

本展厅大概需要 2
个小时。”黄纪凯介

绍，中国华侨历史博
物馆总陈列面积达5000

多平方米，现有 4 个基
本展厅。

展陈大纲打破常规，
采用编年体和专题体相结合

的形式，以时间为脉络回顾
华人移民的历史，又以专题

的 体 例 分 别 展 陈 华 侨 华 人 在
海 外 的 生 活 、 在 海 外 的 贡 献 、

与 中 国 建 设 的 关 系 以 及 中 国 侨 务 ，
从而纵横交错，为观众全面介绍华人移民海
外的历史与发展。

在历史的轴线上，从古代的徐福
东渡、萁氏东迁，到近代鸦片战争之
后的劳工外流，再到改革开放之后的
海外求学创业，华人移民海外经历了
一段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而博物馆展
柜中那一件件珍贵的藏品正是这段历
史的直接见证者：四条屏的 《番客
谣》 还在吟唱早期华人“少小离家作
番客，今日还乡头已白”的辛酸，4
米长的“口供纸”记录着华人早期移
民遭受歧视的无奈，美国衣联会在纽
约街头升起的美洲大陆的第一面五星
红旗正在讲述海外游子与祖国共荣的
爱国心……

远渡重洋，华人不仅在侨居国谋
生计，更在努力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
中，为当地的建设与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而这些故事却大多不为人所知，华人甚至还
曾在一段时间内遭受过歧视或不公待遇。

为此，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首次利用一
个展厅，专题呈现华人为海外各国做出的贡
献与成就，为华侨“正名”，这也成为博物馆
的一大亮点。

进入第三展厅“华侨华人在海外·贡献
篇”不久，墙上悬挂着的一幅戴着红头巾的
妇女画像就会吸引观众的目光。画中的妇女
面容淳朴，坚毅的神情中流露着一丝疲惫，
似乎刚刚忙完一天的劳作。

“如今，大家都觉得新加坡的城市很美

丽，但很多人不知道，新加
坡的美丽离不开这群‘红头
巾’们。”黄纪凯说。

在新加坡建设初期，一
群来自广东三水的妇女来到
这里打工，奔波忙碌于各个
建筑工地。和洋灰、挑砖
块、搬木料……她们不怕苦
累，辛劳工作，为新加坡这
个年轻的国度打下了夯实的
根基。很多妇女没有文化，
还写不全自己的名字，然而
她们头上戴着的红头巾已经
深深印刻在新加坡人的记忆
深处。

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

馆，还记录着很多这样鲜为人知的故事，许
多如“红头巾”一样的华侨华人，曾经凭借
他们的勤劳与智慧，为世界各地的建设与发
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影响甚至延续至今：开
创新西兰乳制品加工业的是华人、在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首先从事渔业的是华人、家喻户
晓的“墨西哥包”最先也是出自华人的巧手
……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希望能够邀请各国
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外国商界人士及游客
也来博物馆看一看，在这里了解并感受华侨
华人对住在国的贡献，也让华侨华人在世界
各国得到更多的认同。”黄纪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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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博物馆的兴建
是 由 华 侨 倡 议 而 起 ； 如
今，博物馆的建成更是汇
集海内外华人之众力。

黄纪凯介绍，在博物
馆的筹建过程中，海内外
华侨华人共捐款 4000余万
元人民币。目前，博物馆
收集的1.5万余件 （套） 藏
品中，绝大部分也都来自
华侨华人的无偿捐赠。

在博物馆一层的基础
展厅，有一座棕褐色的地
球仪格外引人瞩目。它与

背后的电子显示屏巧妙配合，向观众立体呈现华人在世
界各大洲的具体分布。

据介绍，这座地球仪通身由野生核桃制成，直径近
1米，做工精细，耗时3年才完成。它的制作者是一对陕
西安康的澳大利亚籍归侨夫妇刘恕滨和赵淑琴。

在从网上获悉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正在征集文物藏
品后，刘恕滨夫妇主动与中国侨联联系。“他们与我们
素昧平生，但直接就表示博物馆想要收藏什么就从他们
的作品中随便挑选，他们都无偿捐赠。”黄纪凯回忆说。

自2005年开始筹建博物馆以来，世界各地许多华侨
华人，都如刘恕滨夫妇一样，倾力相助，主动捐赠各自
收藏的文物。

“我们这里没有所谓的镇馆之宝，但每一件藏品背
后都有一段有关海外华人的特殊故事，都承载着海外游
子对故乡的惦念。”黄纪凯说。虽然相比其他博物馆，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中的文物不一定都价值连城，然而
这些从世界各地漂洋过海远道而来的小小物件讲述的是
一代又一代华人在海外谋生打拼的甜酸苦辣，牵动的是
他们对故乡最深沉的情感。

加拿大华人王家明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移居海
外，打拼事业。20多年来，他的足迹遍布30多个国家和
地区，用完了 6 本护照。如今，他将这 6 本护照都捐献
给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这些护照完整地记录着我个
人的人生轨迹，对我而言意义重大。但我觉得，它们更

应该被陈列在华侨历史博物馆
中，因为它们也是我们这一代
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走出去的华
人，在海外生存、生活、发展
的最好写照。”王家明说。

“在国外生活多年，我们始终不会忘记那种寄人篱
下的漂泊感。有时候，相比国内的民众，海外华人对于
祖国的热爱和向往或许更为强烈。”司徒乃钟听闻中国
华侨历史博物馆的落成消息，专门放下手上的工作，花
了几周时间，从不同国家和地区收集整理了大批司徒家
族艺术家们珍贵的书画、雕塑以及摄影作品，无偿提供
给博物馆，在临时展厅进行专题展览。

“在国家最苦难的时候，司徒家族的前辈们始终没
有放弃对国家深沉的爱意：画家没有放弃画笔、雕塑家
没有放弃雕塑的工具、摄影家没有放弃照相机……他们
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司徒乃钟说。

这个曾经涌现出司徒美堂、司徒乔、司徒传 （沙
飞）、司徒杰、司徒汉、司徒奇等一大批杰出爱国人士
及艺术工作者的大家族，为中国近现代的革命进程与建
设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而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落
成之际，他们的后人司徒乃钟在此举办家族成员的作品
展览，目的也正是传承司徒家族为祖国无私奉献的精
神，唤起更多观众的共鸣。

殷殷桑梓情，拳拳爱国心。在这座因侨而起、为侨
而建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有太多有关华侨华人的动
人故事，等待世人来慢慢倾听、细细品味。

图为早年在新加坡建筑工地上工作的华人
女工“红头巾”的画像。

图为早年在新加坡建筑工地上工作的华人
女工“红头巾”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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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基本展厅
中的唐人街复原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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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日前，，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在北京落成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在北京落成，，这是国内唯一一家全面展示我国移民历这是国内唯一一家全面展示我国移民历
史史、、现状及未来的现状及未来的““国国””字号博物馆字号博物馆。。从倡议兴建到最终落成从倡议兴建到最终落成，，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历时逾半世纪历时逾半世纪，，馆藏万余件馆藏万余件。。漫步其中漫步其中，，一部近千年来中国人走出国门一部近千年来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走向世界的
历史画卷在观众面前徐徐展开历史画卷在观众面前徐徐展开。。

这里这里，，浓缩着华人在海外艰苦打拼浓缩着华人在海外艰苦打拼、“、“扎根发芽扎根发芽””的奋斗历程的奋斗历程，，更凝聚着千万游更凝聚着千万游
子对祖国故乡最殷切的桑梓情子对祖国故乡最殷切的桑梓情、、最真挚的爱国心最真挚的爱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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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主馆外景图为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主馆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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