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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简称‘闽’，你知道我们怎么理解的？闽南人，在家门
里是条虫，出去闯荡才是条龙。”坐在泉州的办公室里，已经去
香港闯荡29年的福建省政协委员傅森林告诉本报记者。

作为一种地区文化，闽南人，尤其是泉州人，愿意漂洋过海
去打拼。傅森林觉得，父母很爱“赶年轻人出门”，赚钱先寄给
家里，再娶老婆，再帮助亲戚，再回馈社会，然后为国家做一点
贡献，“这种文化在泉州的根基很深。”

泉州是750多万华侨的祖先生活过的地方，如风筝线轴，牵
引着无数人的心。乡音难改，尽管时光变迁，华侨与泉州人，都
在努力留住这种浓厚的故乡情。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再过几天，郑和平就会带着妻子和孩子，从菲律宾赶回晋江老家过年。
在这个最重要的中华传统节日里，陪在老母亲身边，是他多年来的习惯。

2月1日，记者来到福建省晋江市深沪镇运伙村。海风吹在这个东南沿海
的村庄里，感觉凉凉的，但人们心里仍在热盼——腊月了，很多在海外的华
侨即将归乡过年。

走在运伙村整洁干净的街道上，村支书许锦芳向我们展示村里堪称“豪
华”的基础设施。在篮球场、公园、文化馆等非常现代的建筑之中，几处旧房
子颇为惹眼。

“村里近几年经济发展很快。我们动员在外面赚钱的华侨回乡把旧房子
翻新，但没有拆掉老房子，因为它们保留着华侨的故乡记忆。”村支书告诉记
者，村里建有祠堂，每逢春祭和过年，很多在海外打拼的华侨就会带着孩子
回来，每年多达二三百人。

运伙村里现有1300多人，而远在海外的华侨超过1400人。这里98%以上
的村民都有海外关系，主要分布在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

作为运伙村早年打拼海外，如今“衣锦还乡”的代表之一，郑和平当天下

午便要飞往菲律宾谈生意。在赶赴机场前，他给记者分享了自己创业海外的
故事。

1982年，23岁的郑和平在姑妈的鼓动下，辞掉高中教师的工作和手上的
四五份零工，带着“振兴家族”的重任来到菲律宾。初来乍到，工作并不好找。
为了糊口，郑和平卖过麻花，做过煎包，炸过油条，重操旧业当过老师，吃了
不少苦。

“转眼三年，一事无成。”回忆起当年的经历，郑和平记忆犹新。后来，在
表哥的帮助下，他开始涉足服装行业，从麻纱、布，到染坊，再到成衣，在这个
行当里，一步步做了起来。

十年磨一剑。1992年，郑和平离家后第一次返回大陆，身上仍带着10年
前“闯不出名堂就不回家”的豪情。现如今，经过30多年的奋斗，一家内衣制
造企业已矗立在运伙村边，老板正是郑和平。这家企业雇佣了500多人，年上
税额达550万元。当年在马尼拉卖麻花的小伙子，如今已过知天命的年纪，回
报桑梓是他下一个“人生主题”。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说起即将到来的春节，郑和平直言，两边都会兼
顾：每年过圣诞节和元旦，他会在菲律宾陪着老婆和孩子；每逢春节，则一定
要回大陆陪母亲。

心里念着回家过年的，还有印尼华侨李远山。
在福建省南安市柳城街道南堂村，侨属李垂丹也盼望着自己的伯父李

远山早点回家过年。
“伯父今年已经75岁了，早年就在印尼做生意，开办的工厂主要制造加

工橡胶、三角板、棕榈淀粉等。”李垂丹一边说，一边带着记者来到了李远山
修建的老房子里。

1974年，李远山从印尼返回家乡，用5万元在村子里建了一座颇为豪气
的房子，“声名远振，轰动南安”。40多年过去了，虽然房檐上的一些砖瓦已经
斑驳，但当年“洋房”的设计在今天看来仍不显老旧。

“伯父可能还会带着几个堂兄弟一起回家过年。除了这些传统的节日，
前年村里举行闽南李氏大祭祖，他们也回来过。”说
起那次祭祖庆典，李垂丹掩饰不住自豪。

在祥堂村，大部分人家都有海外亲戚，主要分布
在印尼等东南亚国家。2013年 11月 12日，纪念闽南
李氏始祖五州节度使南靖王五山君怀公诞辰872周
年的活动在这里举行，祥堂村迎来海内外3000多名
闽南李氏宗亲，村里榕桥片区广场上人声鼎沸，热闹
非凡。

闽南李氏家族有强烈的宗亲观念。这一祭祖活
动在南安、晋江、同安等地轮流进行，数百个村庄派
代表争夺“龙旗”，确定来年祭祖庆典的主办村庄。祭
祖争“龙旗”的习俗由来已久，大家都把争得举办权
当作一种巨大的荣耀。

在庆典活动前几天，李远山也带着几位堂兄弟，
漂洋过海赶了回来。李垂丹回想起当时的盛景，很是

激动：“天下李氏一家亲。祥堂村是我们的根，伯父回来参加活动，也算是一
次家庭大聚会。”

漂泊万里，乡情难抑

无论身在何方，听到一腔“南音”，就能将每个游子拉回闽南故土。
“漂泊在外，远离故土，但父亲从未忘记家乡的生活。”长期在印尼万隆

闽南公会为侨亲服务的王嘉璋，仍然清晰地记得父亲最喜欢听的闽南歌。
“他在印尼家里开过闽南音乐会，他们公会组织过南音队。我表妹跟着唱，唱
南音特别好。”

泉州市侨联副主席王巧丽告诉记者，“南音”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能够漂流到世界各地，也是因为走出去的华侨们。华侨通过“南音”寄托思乡
情，也就把语言文化带到了世界各地。这种传承，和建筑、文物的区别很大。

虽然从小在印尼长大，但王嘉璋的生活习惯深受父母影响，和泉州老家
一样，以致于“每次回泉州吃饭，口味
都没有差别。”在印尼时，父亲仍保留
着泉州人的生活传统，甚至还在印尼
建了庙。

王巧丽说，从这里走出去的华侨
有三样宝。第一是信仰，出去赚了钱，
首先拿来建寺庙，有个精神依托；第二
是办学校，既教育自己的子女，也传播
中华文化；第三是公山，一个村或一个
镇走出去的人，去世后仍安葬在一起。

这种乡情，成为无论跨越多长时
间，多少距离，都难以抑制的寻根热
情。

在印尼，王嘉璋和他所在的闽南
公会，经常收到委托帮忙找亲人。这次

到大陆，就有漳州侨联的工作人员委托他，通过一份上世纪50年代的家书来
找故乡。因为年代久远，他也只能慢慢找寻。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香港泉州市同乡总会会长傅森林身上。他告诉记
者，如今每年同乡会都有几十宗回来寻亲的。这种寻亲，更多的是为了增进
感情。

在泉州这一端的，是王巧丽和她可以调动的3000多人，其中大多数为义
工。李垂丹就是其中一员，他记起不久前的一次，华侨寻亲一路找到南安派
出所。派出所打电话到村里询问：印尼那边的某个华侨，是不是你们村的？李
垂丹与乡亲们一起查了查，发现确实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在王巧丽印象中，他们既帮助马来西亚羽毛球明星李宗伟找到过族谱，也
帮助过离开这里100多年的华侨家庭找到过族谱。一份小族谱，百年家国情。

李垂丹小心地拿出自己的家谱，摊开在膝盖上，向记者解释着这个庞大
家族的根系：有的早已过世，有的身在海外，还有的上过印尼当地报纸。每一
个辈分里，都有一串名字；每一辈，都按照祖宗定好的字来起名。这种规范的
起名方式，也成为很多华侨找到故乡的重要线索。

华侨的根在泉州，总要有所寄托之物。无论是祖屋、祠堂还是祖坟，每一
处对他们都非常珍贵。早些年，一些老房子被拆了，如今，这里开始格外重视
保护。

在祥堂村，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的后代们仍守护着李家祠堂，至今香火
旺盛。他的后代，许多如今已侨居海外，仍时不时地回来，找寻祖先生活过的
地方。

乡情既在故乡的土壤中，也在互联网上。
线下活动如火如荼。晋江在菲律宾的许多同乡会，只要换届，家乡就得

有人去见证。长此以往，当地许多酒店都仰仗同乡会生存。甚至出现过一次
去500多人、包下一栋酒店的现象。

线上活动则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如今已是满头白发的王嘉璋，这次回
印尼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网络上扩大华侨与家乡之间的联系。他打
算，既用国内的微博，也用国外风靡的WhatsApp等。而在晋江，“晋江新闻网”
的微信运营者们，早就瞄准了海外华侨，打算用更丰富的内容，让华侨们更
为及时地知晓家乡的变化。

把根留住，把爱延续

王嘉璋这次专门回印尼过年。因为这位40多岁才回到大陆的老人，如今
每年有一多半时间都在这里生活，反而需要过年时回去看看那边的亲人了。

王嘉璋出生在印尼万隆，当年，父母离开泉州到印尼发展，把大女儿留
在老家。

“没能带姐姐过去，母亲一直觉得很遗憾。”王嘉璋说，1986年父亲去世
后，他第一次回大陆探亲，与从未谋面的姐姐相见。现在，泉州老家里，自己
的亲人只剩下姐姐和堂兄。

在家庭浓郁的“泉州式”文化氛围熏陶下，王嘉璋对故土一直怀着深深
的牵挂。然而，渐渐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华人孩子由于离中国太久太远，对故
土的感情像隔着一层纱，变得淡漠起来。

数年前，闽南基金会在印尼成立，2012年时更名为“闽南公会”。公会成

员王嘉璋经常组织印尼华裔青年到故乡寻根。
“我们很多老一辈华侨对大陆故土还是很有感情上的联结关系，但以

后的接班人却很难找了，他们对中国都不了解。现在，我们这辈人正致力
于新生代华人了解祖籍国。”近几年，王嘉璋经常带华人学生回到大陆，一
年 5 到 10 次。2010 年，他带着印尼的 30 多名华裔青少年到大陆参加夏令
营，参观上海世博会，到农村小学参加活动，走了很多地方。

除此之外，印尼的华文教育也是他关注的焦点。
“华裔孩子在海外，有学习中文的需求。”王嘉璋认为，自己有义务让

年轻人去认识中国。“这对年轻一代的教育很有意义。”
比起教育年轻人的方式，郑和平则更为直接。

“我的孩子在菲律宾长大，接受的是西方教育。虽然也常常回来，但对
于故土，他们不可能和我抱有同样的热情。”郑和平要求孩子一定要会讲
普通话、闽南话，也经常带他们回到家乡投身公益事业。

有时候，村里举行活动，郑和平抽不开身，便让孩子代替参加。“通过
这种方式，才能让他明白自己的角色和担当。”

在运伙村，也有年轻小伙子娶了菲律宾姑娘，最后回乡在村里定居下
来。村支书介绍说，“更多的情况是，年轻人在海外娶了中国的女孩，我们
便经常邀请他们带着孩子回来看看，促进下一代对家乡的感情。”

对于“回乡”这种方式，傅森林也很赞同。每逢春节，他都会带着3个孩
子回到家乡，“一定要在泉州过年”。

1986年，借着改革开放的热潮，身为医生的傅森林决定离开南安，到
香港闯一闯。经过了多年艰辛奋斗，如今，功成名就的他回到家乡，在晋江
投资了一项大型五金机电项目。

谈起年轻一代的教育问题，傅森林介绍说，很多香港的泉州同乡也面
临一些困惑。“比如说，第二代、第三代的孩子，有时候就把行政区划
搞错了，对这一概念很模糊。在爸爸或爷爷那里听过一些地方，但从来
不知道在哪里。”

“我的几个孩子，对故土的观念非常强。”傅森林说，“他们都会讲普通
话、闽南话。老一辈再怎么好，也终将老去，所以一定要把年轻人对故乡的
这种爱承接起来。”

运伙村里非常现代化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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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远山在 1974年回乡建的房子，至今都不显
得老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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