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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世纪越南会安华人家庭与妇女
4

张 侃 壬氏青李

摘 要 会安 （ Ｈｏ ｉＡｎ ） 是 东 南 亚重要 的 国 际 贸 易港 口之一 。 跨

界族群在此流动 ， 华人在 此经商并组成跨国 家庭 ， 产 生不 同 程度 的 文

化合成和人种混血 。 如今会安存 留 下不 少 1 7
—

1 9 世纪 的族谱 、 碑铭 、

契约 等 民间 文献 ， 集 中反映 了 华人
“

两 头 家
”

状况
， 也展现 了越 南妇

女在 家庭中 的地位身 份、 财产 分配和情感生活 。 本文将会安 华人 家庭

放置在跨 国 性网 络 中 ， 认为 会安华人除 了利 用
“

兄弟 网 络
”

进行经济

活动之外 ，
以 土著妇女 为妻子 的 网 络关 系也具有基础性 的 功 能 。 在此

情形 之下 ，
家 内权力 已不 同 于原 乡 的 家庭结构 ， 性别 限制极 易被超越 。

家庭 中 的女性成 员 容 易 成为 经 济活动 的 主导 ， 具有独 立财 产 处置权 。

但这并不代表家庭的情感 生活的 美满 ，
由于与 华人通婚常常基于利 益 。

随着华人继 续移动 ，

“

两 头 家
”

甚至演 变 为
“

多 头 家
”

，
家庭 矛盾和

“

闺 怨
”

也在所难免 。

海洋 、 山地 、 草原戈壁在东亚地域内构成了三条 自然生态形成的边疆

地带 ， 跨界族群在此流动 ， 展开了不同程度的文化合成和人种混血 。 坏南

中国海地域的中南半岛是海洋边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 海上人群长期在此间

流动 ， 成为 中国人经商与移居的地区之
一

。 元人周达观在 《真腊风土记》

＊ 本文受如下项 目资助 ：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 目

“

台湾银行与近代华南地 区国际资本运行模

式
”

（
0 9 0 Ｌ 0 1 0 ） 、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 目

＂

明清帝国体系与东南滨海地域

社会
”

（ 1 3 ＪＪＤ 7 7 0 0 2 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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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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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谓 ：

“

唐人之为水手者 ， 利其国 中不着衣裳 ， 且米粮易求 ， 妇女易得 ，

居室易 办 器用 易足 ，
买卖易 为 ， 往往 皆逃逸于彼 。

”

文中所谓
“

水手

者
”

， 除了
一

些逃避元朝统治的宋人外 ， 主要是流动性海洋漂移人群 。

“

妇

女易得
”

在汪大渊的 《岛夷志略》 有更为具体的记载 ， 占城女子
“

与舶人

为偶 ， 及去 ， 则垂涕而别 。 明年舶人至 ， 则偶合如故 。 或有遭难流落于其

地者 ， 则妇人推旧情 ， 以饮食衣服供其身
”

。 明清时期 ， 华南海商进人越

南形成了商业街区 ， 为了熟悉当地社会 ， 也倾向于选择当 地女性为伴侣 ，

与异国女子组成了跨国家庭 。 这种体制如英国学者布赛尔认为的 ：

“

未婚

的中国男性移民进入印度支那后 ， 通常是娶 当地妇女为 妻 。 他们这样做 ，

不仅是由于取得配偶的天然需求 ，
且由于这种婚配有利于他们同该国人民

经商 。

”
？这是典型的

“

两头家
”

婚姻 ，
又称为

“

跨国多妻家庭
”

或
“

跨界

多妻制
”

。 即华侨在家 乡娶妻 ， 在海外经商或务工时另娶当 地女子为妻 ，

结发妻子掌管国内家庭 ， 服侍公婆 ， 养育子女 ， 而海外妻子则掌管海外家

庭 ， 协助其发展事业 。
？

家庭是人们开展社会活动的最小细胞 ， 既受到社会经济 、 文化与制度

的影响与制约 ， 又与个体的经历有关 。 海外华人社会流动极强 ， 节点以及

联系他们的横切线代表了空间和时间的连接和人群互动 。 海外华人具有空

间流动性 ， 其分离和 团聚改变着家庭成员的 内部关系 ， 也塑造了 文化观

念 ， 既存在身份属性、 血缘继承和族群关系 的认知差别 ， 也发生宗教信仰

的认同差异 ， 甚至对个人生活 、 情感表达等方面产生影响 ， 这种情境最能

直接展现文化的运转机制 。

“

两头家
”

作为横切线出发的起点 ， 其构造影

响侨乡和侨居地的 曰 常生活 。

1 9 3 0 年代
， 社会学家陈达对闽粵侨乡进行调查 ， 关注到

“

两头家
”

现

象 ， 他认为华侨在国内和海外都有妻子是生计之必然 ， 与熟悉当地习惯的

土著妇女结婚 ， 有助于事业发展 ， 并由此分析移民的家族制度及其社会习

俗如何影响到资源的管理和个体的生活 。
③ 沈慧芬也注意到

“

两头家
”

模

式以牺牲国内配偶的正常生活为代价 ， 讨论了 2 0 世纪四五十年代泉州华侨

① 布赛尔 ： 《东南亚的中国人》
，

《南洋资料译丛》 1 9 5 8 年第 1 期 。

②ＡｎｎＥ ． Ｗｅ ｅ
，

“

ＣｈｉｎｅｓｓＷｏｍａｎ ｏｆＳｉｎ
ｇ
ａ
ｐ
ｏｒｅ

： ＴｈｅｉｒＰｒｅｓ 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ｔｈｅＦａｍｉｌ
ｙ
ａｎｄｉｎＭ ａｒｒｉａ

ｇ
ｅ

， 

”

Ｅｄ．ｂ
ｙ 
Ｂａ ｒｂａｒａＥ． Ｗａｒｄ

，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ｔｈｅＮｅｗＡｓｉａ

，ＵＮＥＳＣＯ ， 1 9 6 3
，ｐ

．
 3 7 8 ．

③ 陈达 ： 《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 ， 商务 印书馆 1 9 3 9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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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留守妇女的婚姻转变 。
① 陈瑛珣则分析明清以来闽南

“

海内外两头家
”

的女性财产继承模式 。
② 这些研究各有特点 ， 从侧重点而言 ， 以关注在侨

乡 居住的留守妇女为主 ， 即
“

两头家
”

中 的侨 乡家庭中 的妇女 ， 而非侨居

地家庭中 的妇女 。

会安 （
Ｈｏ ｉＡｎ ） ，

又称会庸 ，
位于今越南顺广地区的广南省延福县秋盆

江 （
Ｔｈｕ Ｂｏｎ

） 入海 口处 ， 具有河港与海港双重区位优势 ， 交通条件尤为

便利 ， 是中南半岛的重要贸易 口岸 ， 自 古以来即为华人的落脚点 。 1 6 世纪

中叶到 1 8 世纪末 ， 越南正属南北分裂 、 郑阮纷争时期 。 北方的郑氏政权以

＂

铺宪
”

（
Ｐｈ 6 ｍｌｎ

） 为主 ， 南方的阮氏政权则以
“

会安
”

为主进行国际贸

易 ， 葡萄牙 、 曰 本 、 中 国合湾 、 荷兰等地商人在此聚集 ， 被当地越南人称

为 ｎｇ ｉｒｄ ｉ Ｔｅｍ （越南喃字写为
“

人艚
”

） ， 意指坐船来的人 。 会安是东南亚

重要的国际贸易港 口之一 明代的 中国商人也多数乘冬季东北季风南下到

此 ， 再利用夏季吹西南季风时回国 ，

“

士民流寓彼境者以亿万计
”③

。 明清

之际 ， 来此讲经传教的广东僧人大汕在 《海外纪事 》 描绘 ，

“

盖会安各国

客货码头 ，
沿河直街长三四里 ， 名大唐街 ， 夹道行肆 ， 比栉而居 ， 悉闽

人 ， 仍先朝服饰
”

，

“

妇人贸易 ， 凡客此者 ，
必娶

一

妇 ，
以便交易

”

。
④

会安存留下不少族谱 、 碑铭 、 契约等文献 ， 其 内容也 反映出
“

两头

家
”

形成某些侧面及其运作实态 。 本文将以这些资料为基础 ，
以 1 7

—

1 9

世纪华人跨国家庭中的妇女生活为焦点 ， 讨论她们在华人两头家中的地位

身份 、 财产分配 、 家族生活等方面的状况 ， 从妇女和家庭的角度切入分析

中华文化的跨境形态的某些内容 。

一 华人的跨境婚姻

明代商人在会安的早期聚集地称
“

大明客庸
”

， 后来也称
“

大唐街
”

。

明帝国亡国之后 ， 越来越多 的人为避战乱或因不愿臣服清朝而迁徙到会

① 沈慧芬 ： 《华侨家庭留守妇女的婚姻状况》 ， 《华人华侨研究 》 2 0 1 1 年第 2 期 。

② 陈瑛珣 ： 《近世闽南
“

海内外两头家
”

的女性财产继承模式》
，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 2 0 0 9

年第 5 期
。

③ 余绪 ： 《大观堂文集》 卷二
，
属国效顺疏 ， 《 四库全书存 目丛书 》 史部第 6 7 册。

④ 大汕 ： 《海外纪事》 卷四
，
中华书局 1 9 8 7 年版

，
第 8 0 页

。

．
1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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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1 6 7 9 年 ， 郑成功的旧属龙门总兵杨彦迪 （
Ｄｕａｎｇ Ｎｇａｎ Ｄｉ ｃｈ

） ， 髙雷廉

总兵陈上川 （
Ｔｄｎ Ｔｈｕｃｒｎｇ Ｘｕｙｅｎ ） 等人率兵三千余人投靠越南的阮氏政权 ，

成为明乡先民《
。 会安也分布着这

一

移民群体 ， 钟铭资料对此有所反映 。 原

在占婆岛上的伏波将军庙 ， 现陈列于会安历史博物馆的古钟 ， 上镌刻文字 ：

福建泉州 府晋江众弟 子 郭 仕春携 妻妙程邓 氏 ， 男 宽 、 亮 等 虔诚 喜

拾叩 谢大 明 神将军马 侯座前 。 永治 二年 ， 明 历 丁 巳 岁 五 月 吉 旦铸 。 铸

匠 朱福 。
②

此钟鋳造于永治二年 ， 即 1 6 7 7 年 ， 为康熙十六年 ， 此时清王朝尚无法

控制海域 ， 郑氏政权为海域的主宰 ， 因此闽南海商福建晋江郭仕春全家必

须追随郑成功保持明朝认同 ， 铭文同时使用越南和明朝 的年号即出于此 ，

只是明朝已无皇帝在位 ，
无法以

“

大明 Ｘ Ｘ
”

或
“

大明崇祯
”

纪年 。 会安

中国的商人对清政权有排斥心理 ， 清王朝视他们为
“

弃民
”

。 在此情况下 ，

华人无法回到中国本土 ， 他们的第二代逐渐与 当地人组织家庭 。

没有其他资料可进
一

步说明郭仕春家族第二代人的婚姻家庭 。 不过 ，

其他材料则可佐证跨境婚姻演变 。 香港中文大学陈荆和先生根据顺化明 乡

人陈元烁整理和收藏的家谱 ， 编辑了 《承天明 乡社陈氏正谱》
③

， 整理出明

清时期之际越南华人家庭婚姻状况 ， 简单列表如下 ：

世次姓名 

一

陈养纯 （
1 6 1 0
—

1 6 8 8
）



元配 ， 龙溪人
ｆ

－





继配
，

顺化师鲁下社
 

二陈总 （ 1 6 4 4
—

1 7 1 4 ）元配
， 刘素
 子一女二



继配 ，
师鲁下社刘氏


三陈宗 （ 1 6 7 5 

—

1 7 1 4 ）



元配 ， 游括 ， 华裔
 

① 陈荆和 ： 《清初郑成功残部之移殖南圻 （上 ） 》
，

《新亚学报 》 Ｉ 9 6 0 年第 5 卷第 1 期
；

《清初

郑成功残部之移殖南圻 （ 下 ） ＞ ， 《新亚学报》 1 9 6 8 年第 8 卷第 2 期 。

② 转引 自 苏尔梦 （
Ｃｌａｕｄｉｎ ｅＳ ａｌｍｏｎ

） 《从梵种铭文看中 国与东南亚的贸 易往来 》
，
郑力人译 ，

《海洋史研究》 第 3 辑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0 1 2 年版 。

③ 陈荆和编 ： 《承天明乡社陈氏正谱》 ， 香港 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刊 ，
1 9 6 4 年 。

？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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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世次
＾

再娶 ， 陈 台子三女四

四陈渭
（

1 7 1 5
—

1 7 9 5
）元配

，
阮 氏 ， 嘉 定人子七女二



副 室
，
唐氏


子一女二


庶姬 ，
黎氏子三女二



庶姬 ，
黎 氏


子一

五陈士益 （
1 7 4 8
—

1 8 1 4
）元配 ， 高 氏 ， 福州人子三女二



再娶 ， 陈 氏 ， 长乐人
 



次室
， 宋 氏

， 清化宋山县人子三女二


六陈朝翊 （ 1 7 7 6
—

1 8 2 5 ）元配 ， 林 氏
，
同社人子四女二

七陈养纯 （
1 8 1 3
—

1
8 8 3 ）元配 ， 梁氏 ， 礼部尚书女子一女九



次室
，
黄 氏 ， 河 内明乡 人子四女三



次室 ，
阮氏

， 清化人子三女一

庶姬 ， 陈 氏
，
广 田人女一

庶姬 ， 黎氏 ， 广平人女一

庶姬 ， 尊氏无

八陈怀永 （
1 8 5 0

—

1 8 8 7 ）



元配龚 氏 ，
按察使女


子五女七


九陈迎本 （ 1 8 6 8
—

1 9 1 1 ）



元配谢 氏 ， 工部 尚书女子八女三

十陈元焕 （ 1 8 8 9
—

1 9 2 8
）
元配尊 氏 ， 清化省总督女子六女 四

庶姬子一

陈氏家族是典型的明乡 群体 ， 第
一

世陈养纯至于清初 （
1 6 5 0 年左右 ）

移居越南 ，
至第十世大约历经 3 0 0 年时间 ， 其婚姻构成的演变轨迹显示了

非常清晰的趋势 。 主要有 ：

一

是明 乡人之间互相通婚 ，
二是与越来越多 的

越南女子通婚 ，

三是与后来的清人进行了通婚 。 应该说 ， 华人在越南的婚

姻形态较多样 ， 家族成员 的血统较为复杂 ， 跨境 、 跨族群的现象极为普

遍 。 顺化陈氏作为士大夫阶层 ， 得到越南阮氏 当局重用 ， 自 己维护典范垂

教的形象 。

相比较而言 ，

一些因局面变化而随迁的平民主要从事农业或商业 。 会

安现存的明 乡各族的族谱记录下他们经营立业的事迹 ， 也记载了来到 当地

后与安南妇女或明 乡社华人女子结婚的情况 。 如 《明乡 朱氏族谱》 记 ：

？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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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儿子是伯 就 （
Ｂ ａ Ｔｕｕ

） ， 他去各省考察贸 易情况 ，
到平定省新光

地方遇 见许 多在那 生 活 的 熟 人 ， 所 以 他有在那里定居 以做 生 意 为 生 的

打算 。 他看见亲近熟 人都 取安 南 妇 女作 为 妻子 ， 使经 营工 作更顺 利 ，

更容易 成功 。 他遇到 一个姓尤 的女孩 ， 也是入籍 明 乡 的华人女 儿 ， 善

于做生 意 ， 性格贤 惠 。
… … 他便 回 家请 求 父母去相 亲结婚 ， 并在那居

住 以联络购 买椰子 、 椰子油 、 绳线 等土产货 物运 转 到 会 安 ， 又是 一个

易做生意之处 。

？

从上文可知 ， 明 乡人南迁前 ， 在原乡往往有妻室 。 到越南后 ，
又多在

当地纳
一

华女为妻 ，
遂出现两头家 。 第二代由于无法回 乡 ， 就在 当地或娶

华女 ， 或娶明 乡人为妻 。 若干代后 ， 与祖国的关系便渐而疏远 。 最后 ， 亦

娶当地女子为正妻 ， 完全越化。 继明 乡人之后 ， 随着清朝政局的稳定 ， 陆

续有华裔族群来到越南 ， 现存的
一些梵钟铭刻也证明了这

一

点 ：

（
1
） 风调 雨顺 。 广 东广 州督粮厅 加一 十 二 级戴口 口 仝妻信奶 陈 氏

口洪 钟 一 口 1 二 百余
，
供奉广 安 寺佛前 。 佛 山 汾水 万 名 炉 铸造 ， 时康

熙 二十 七年 岁 次 戊辰吉 旦 。 国 泰 民安 。

（ 2 ） 广 东 洋船客原 福建福泉所人 氏 、 沐 恩弟 子 张 台 南 、 张 台 元仝

铸香炉 一 座三 百余觔 ，
在于伏 波将军 案前 。 祈求 出 外平安 ， 永远供奉 。

康熙 二十 八年 岁 次 己 巳 孟春吉 旦立 。 佛 山粤胜炉 宝 鼎 口□ 。
②

这些后来者的婚姻状况在族谱中均有说明 ， 如会安的 《刘氏族谱》 记

载了十七世的从魁 、 让魁 、 成魁三兄弟及各房妻子 ， 现摘录如下 ， 可供

参考 ：

十 七世名 从魁 ， 字 宗珩 ， 号 楚 石 。 生 于道光 十 二 年 壬辰 （
1 8 3 2

）

十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辰 时
，
终于 辛卯 十 二 月 二 十 四 曰 。

① 朱美川 ： 《朱氏族谱》
，
会安古籍管理中心保存的复印本

，
第 2 5 页 。

② 转引 自苏尔梦 （
Ｃ ｌｍｉｄ ｉｎｅＳ ａｌｍｏｎ

）
《从梵种铭文看中国与东南亚的贸 易往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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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房 妻子果 氏
， 海舟堡滘边 乡 果 悦 新公 之女 。 悦 新公在 布 政 司 吏

南科 。 生于道光 壬辰三 月 初 四 曰 寅 时 ， 终于 光绪 三十 四 年戊 申 九 月 十

五 曰 寅 时 。

二 房妻潘 氏 ， 原 籍安 南 国 广 南 省 保安 社潘 智公 第 四 女 。 潘智 公 前

任广 平省 按使 司 。 生 于道 光 二 十
一

年 辛 丑 三 月 十 六 日 申 时 ， 终 于 光绪

七年 乙 巳 四 月 初九 曰 。

三 房妻杜 氏
，
原 籍潮 州府 澄海县 ， 迁居 安南 国 广 南省保安 乡 杜培

公弟 二女 。 杜培公往安 南作客 商 贸 易 。 生 于道光 二 十 五 年 乙 己 十 月 二

十 五 己 时 。

十 七世 ， 名让魁 ， 字 宗饶 ， 号 谦泉 。 生 于道光十 七 年 丁 酉 十 月 十

七 日 子 时 ， 终于 光绪 三 十 四 年 戊 申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曰 申 时 ， 享 寿 七 十

一

岁

妻裴 氏 。 原籍 安 南 国 广 南省 清 河 社 裴 恿 云第 二 女 ， 裴 恿云 业 儒教

徒 。
生 于道 光十 八年戊 戌 十 二 月 初二 丑 时 ， 终于咸 丰 九年 己 未九 月 二

十 四 曰 。

妻 陈 氏 。 原 籍 浙 江省 迁居安 南 国 广 南 省 明 乡 社 陈 意 公 长女 ， 陈 意

公 为理 三 宝务 。 生于道光 二 十
一年辛 丑五 月 初八未时 。

十七 世 ， 名 成魁 ， 字宗器 ，
号 商翔 。 生 于 生于 道光 二 十 四 年 甲 辰

十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子 时 。 终 于光绪三 年 丁丑 四 月 十 七 日 戌 时 。

妻果 氏 。 海舟堡滘边 乡 新村果估廷公之女 。

继黄 氏 ， 本 乡 黄霭 临公之女 ， 霭 临公业 儒教徒 。 生于 咸 丰年 间

妾陈 氏
， 原 籍安南 国广 南省 明 乡 社 陈善公之女 ， 陈善公在 明 乡 为

副 乡 正兼潮州 通事 。 生 于道光咸 丰年 间 ， 终于光绪二 年五 月初 四 曰 。

刘氏来自
“

海舟堡滘边 乡
”

， 应属于广东南海县 ， 今佛山市西樵镇的

海舟村 ， 其下属有潜边村 。 族谱以十七世起来记录会安经商的 刘 氏子孙 ，

说明他们以原 乡世系为基础而收族并确定世代关系 。 他们注重婚姻与生计

的关系 ，
与早到会安的明 乡家族建立了联系 。 刘姓十七世的婚姻状况在

一

定程度上是在会安华人商人的婚姻关系 的最好写照 。 《刘氏族谱》 还对十

八世 、 十九世的婚配也予以记录 ，
虽然简略 ， 但也 反映了家庭

一

脉相承的

基本结构 ， 他们与不同群体建立婚姻关系 ， 构建出多元 、 多边的社会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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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

十 八世 ， 锡 思 ， 字津枝 ， 别 字 润 轩 。 生 于 咸 丰 九年 己未 九 月 二 十

曰 。 终于光绪三 十年 甲 辰十 一 月 初 四 曰 。 妻 陈 氏
， 原籍广 南省 会安社 。

锡喜 ， 字 荣枝 ， 别 字茂 林。 生 于 同 治 九 年壬 戍 十 二 月 初 七 申 时 。

终于 民 国 五年丙 辰八 月 初 五 日 申 时 。 寿五 十 五 岁 。 妻 阮 氏 。 原 籍广 南

保安社 。 终于 乙 酉年 八月 二 十 四 曰 。 继 室 陈 氏 。 明 乡 社人 。 生 于 己 巳

同 治八年 。 终于 民 国 二十年辛未 十
一

月 戍 时 。

锡 悠 ， 字 铭枝 ， 别 字盘轩 ， 号 口新 。 生 于 同 治 七年 戊辰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丑 时 。 妻 阮 氏 。 原籍广 南 省会安社 。 生 于 同治 十
一年辛未 。

锡 慧 ， 字软枝 ， 别 字 故 生 。 生 于 同 治 九年庚 午三 月 十 七 日 酉 时 。

妻 范 氏 。

锡庆 ， 字云枝 ， 别 字 量 轩 。 生 于 同 治 十 二年 癸 酉 十 一 月 十 一 曰

子 时 。

锡 慈 ，
字寿枝

，
别 字 仁 生 。 生 于 光绪先 年 八 月 十 三 曰 卯 时 。 妻李

氏 。 妻 阮 氏 。

十 九世 ， 鑫 富 ， 字 皆孜 ， 别 字 。 生于光绪庚寅八 月 二 十 九 曰 亥 时 。

妻陈 氏 。 生于壬 辰年 ， 终于 三 月 念 日 申 刻 。

珍富 ， 字 皆 口 ， 别 字 宝 山 。 生于壬辰 十 二 月 十 二 曰 卯 时 。 终于定

己八 月 十一 日 。 妻李 氏 。

如前文所叙 ， 闽人很早就来到会安并成为明 乡人主体 。 入清之后 ， 漳

州 、 泉州 、 福州等地的民众仍纷纷来越南谋生 。 福建金井塘东蔡氏在越南

的各个商业埠头活动 ， 终老于会安的蔡氏人也不少 。 他们也在会安组成家

庭 ， 其婚姻与刘氏基本相近？
：

［ 十六 世 ］ 宗冉 ， 鲁进公之子 。 生康 熙 辛 丑 六 十 年 （
Ｈ 2 1

） 七 月

十 三 曰
， 卒 乾隆 甲 申廿九年 （

1 7 6 4
） 七 月 十 一 曰

，
四 十 四 岁 ，

殁 在安

① 金井 《塘东蔡氏族谱 》 ， 转见李泰山 《越南漫笔 》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 0 0 8 年版

，
第 2 2 1

—

2 2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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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 妣 陈 氏 ， 继妣 陈 氏 。 生 子 邦挑 。

宗 砌 ，
号 宗 正 ， 字 念芳 。 鲁秋公 第 四 子 。 生道光 乙 酉 （

1 8 2 5
） 十

月 初 十 日
， 卒光绪丁 酉 廿三 年 （

1 8 9 7
） 十 二 月 十 二 日

，
享 寿 七 十 三

，

与妣合葬 宝盖 。 娶李 氏 名 燥 娘 ， 享 寿 六 十 六 ， 与 公合 舆 。 客娶 阮 氏
，

名 鸦 ，
谥慈顺 ， 安 南人 ， 生道 光 己 亥 年 （ 1 8 3 9 ） ， 光 绪庚寅 年 （

1 8 9 0
）

六 月 廿二 日
， 年五 十 二 ，

殁 在安 南 。 生 子 四
， 邦 褅 、 邦 祥 、 邦庆 、 邦

梗 。 女 一 劝姑 ，
适福全 陈 禀 官 。

宗 七 ， 鲁秋公第 五子 ，
号敬 六 。 生道 光 戊 子八 年 （

1 8 2 8
） 三 月 初

一

日
， 卒 同 治 戊 辰 七 年 （

1 8 6 8
） 三 月 初 七 日

， 亡年 四 十 一

， 殁在 安

南 。 娶 王 氏 。 外 庶 王 氏 ，
安 南 人 ， 名 菊 娘 ， 生 道 光 乙 未 十 五 年

（
1 8 3 5

） ，
生女城娘 。 三娶庶 阮 氏未订 ， 安 南人 。

宗 劳 ， 鲁秋公第 六 子 。 生道 光癸 巳 十 三 年 （
1 8 3 3

） 九 月 十 六 曰
，

卒光 绪 己 卯五 年 （
1 8 7 9

）
正 月 初 二 日

， 亡年 四 十 七 ， 殁在 安 南 。 娶许

氏 ， 名 晟娘 。 外 庶 胡 氏
，
安 南 人 ， 名 心 娘 。 子 二

， 长 邦 纲 、 次 邦 内 。

女 一 ， 胡 氏 出 。

宗报 ， 号 高攀 。 鲁悄 公长 嗣子 。 生 嘉 庆癸 酉十 八年 （
1 8 1 3

）
七 月

廿九 日 ， 卒光 绪壬 午 八年 （
1 8 8 2

）
八 月 廿 三 日 ， 享 年七 十 。 娶周 氏 ，

名 法 娘 。 外庶 谢 氏
， 安 南人 ， 名 丑 娘 ，

生道 光 己 丑年 （ 1 8 2 9
） ， 卒 光

绪庚辰 六年 （
1 8 8 0 ） 十 二 月 廿 六 曰

， 享年五 十 二 。 子五女 一 。

宗准 ， 鲁 甑公次 子 。 生 嘉庆庚辰廿五年 （
1 8 2 0

） 九 月 初 十 日
， 卒

同 治 壬 申 十
一

年 （
1 8 7 2

） 四 月 十 九 日
， 享 年 五 十 三

，
殁 在 安 南 惠

［ 会 ］ 安坡 。 娶吴 氏 。 继 娶林 氏 。 生 子 三 女 一 。

宗树 ， 鲁兑公 第 三 子 。 生 于道 光 壬 辰 十 二年 （
1 8 3 2

）二 月 十 三

曰
， 卒 同 治 戊 辰七 年 （

1 8 6 8
） ，
亡 年 三 十 七 ，

殁 在安 南 。 在 安 南 娶 ，

改节 。 生 男 邦 成 ， 殇 。 生女贴娘 ， 殇 。

除了上述世系 中 的个人资料反 映婚姻形态外 ， 会安华人家谱中还有

不少较为详细的个人传记及自述 ， 如 《周 氏族谱》 中保存
一

份保大十
一

年 （
1 9 2 4

）二十三世孙周训 （ 周永年 ） 抄述的家庭履历 ， 记录道光至民

国的二代粵人在会安的生活和婚姻 ， 比较完整地展现了
“

两头家
”

内部

形态 。

？

 1 2 7 ？



全球史评论 第七辑

该文开篇追溯祖先来会安的缘 由 ，

“

明珍公 ， 吾祖父也 ， 姓周号宝 ，

字惟善 ， 籍贯中 国广东省广 州府新会县江门埠下步明体社人 。 于道光年

间 ， 同诸友谊买棹南游 。 效陶公之遗迹 ， 别业五湖 ， 慕晏子之高风 ， 遂家

四海
”

。

“

江门埠
”

即今广东江门市 ，
为著名的

“

五邑侨乡
”

之一 。 嘉庆年

间 ， 新会潮莲人张保仔纠集新会 、 合山 、 开平 、 恩平四 邑的破产贫民和游

民 ，
以香港岛为基地袭击过往的官民船舶 。 张保仔被朝廷招安后 ， 几万不

愿追随张保仔投诚的人乘船往南海而去 ， 成为海上贸易 的重要势力 。 在此

背景之下
，
周明珍来越南经商 。

为了经营上的便利 ， 周 明珍娶越南女子为家室 ， 形成了
“

两头家
”

。

族谱资料对此交代得非常清楚 ：

虽 百年佳偶 ， 早 巳结于家 乡 而 于 里 ， 良缘今又 归 于客地 ，
乃 娶吾

祖母贯 山铺 社 巨族 阮 氏 女也 ， 迨后 生 下 六 男 三 女 ， 长 曰 明 泰 、 次 曰 维

桢 、 三 曰维屏 、 四 曰 维翰 ； 女 曰 ： 彩 来 、 彩 路 。 有 二 男 一 女早亡 ， 不

知名 氏 。 继 而在唐嫡子百 就随 后 南 来省 探吾 祖父母 ， 另 住潘切 省投 寓

生 涯 。 吾祖父仍从 妻贯 ， 住寓 营商 。

山铺社阮氏在会安具有较大的经济实力 ， 其家女子均有经商能力 ，
周

明珍来越娶妻阮氏 ， 是明智选择 。 从资料叙述看 ， 周明珍以寓居身份附籍

于妻家 。 当时在中 国的嫡子周百就来到会安投奔父亲时 ， 由于与越南继母

并无直接血缘亲属关系 ，
只得改往潘切省寓居 。 当然 ， 其中 也不排除家庭

纠纷的存在。 潘切省即潘切市 ， 为越南最南端的平顺省的省会城市 ，
占婆

人为社会主要群体 ，
当时属于城藩王管辖 ， 那里也居住着

一

批华人 ， 即所

谓
“

大明客属
”

， 类近于
“

明 乡人
”

， 陈智超教授解释为 ，

“

这些人的祖先

在明末清初因不满清朝统治而流落 占婆 ， 他们在 占婆定居 ， 是华侨及侨

裔
”

。 随着华商来越 ， 他们进
一

步南下 ， 也进入该区 ， 比如潘朗天后庙是
“

清商崇奉
”

0 ）

。 相比较而言 ， 该区的华商数量不多 ， 周百就差不 多在此需

① 阮朝国史馆 ： 《大南
一

统志 》 ，
法国 巴黎亚洲学会藏本 ， 编号 ＳＡ ．ＨＭ ． 2 1 2 8

， 第八册 ， 平

顺省
，
祠庙 ， 第 2 1 

—

2 2 页 。 转引 自 牛凯军 《潘陀浪王宫档 案 与晚期 占 婆史研究
——

占婆

王府档案再讨论与补编 》 ， 《东南亚南亚研究》 2 0 1 2 年第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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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另立门户 ， 白手起家 。

此时 ， 周明珍与阮氏在会安经商有成 ， 置办 田产 。

“

幸得余资 ， 多置

田宅
， 重营口馆 ， 相地东迁

，
亦在伊社地分 ， 即今之祠堂园也 。 宅成之

后 ， 种树栽花 ， 自娱晚节 ， 朝观夕览 ， 共享天年
”

。 不过 ， 周明珍年事 已

髙 ， 不久散手西去 。

“

不意好事多磨 ， 口天弗吊忍 ， 而吾祖父接口厌麈 ，

乘云先逝 ， 百年相约 ，
寿方七衮之三 。

一

病长辞 ， 终于五月 念四 ， 下葬于

山铺社寻梶处在吾袓田界 ， 内坐卯向酉 。

”

在坟墓问题上 ， 发生了值得注意的现象 ， 即坟墓在 自己
“

田 界
”

之内 ，

说明周氏已慢慢地从阮氏独立 。 由于周明珍在江门 的原配妻子在世并育有子

女 ，
于是在越南一支开始策划回乡 寻根问祖 ， 派明泰回江门联谊 ， 甚至计划

迁回故土 ，

“

即造至坟 ， 谨修墓志。 嗣而挂孝既禪 ， 总动乡 间之念 ， 束装就

道 ，
那辞南北之遥 。 于是 ， 吾二伯父乃请命于吾祖母 ， 即 日 回唐省探 ， 寻以

继先人之志 ， 庶少愤游子之心 。 从此而门闾慰辛 ， 陪亲族以言欢 ， 桑梓情

联
，
快睹江山之信美 。 则吾二伯父此行 ， 不无小补口 。 隔年 ， 独吾伯父百就

南来 ， 谓明泰弟仍往夏州观察市情 ， 来年乃口徐图归计
”

。

不过 ， 归 乡之计终因明泰的逝世而搁置 ，

“

及后得接在唐吾嫡母妣及

堂姑讣音 ， 方知伯父明泰已于前年八月二十八 日 在乡病终 ， 存吾二伯父及

吾先严 。 口从南国例方定 ， 唐人生下子孙 ， 均要着入明 乡籍 ，
至此吾二伯

父及吾先严方知我等今 日 均为安南国民也 。 此哀吾袓父业已仙矣
”

。 此时

周氏家族出现了
一

个转折点 ， 因为借用继母的身份而入籍
“

明乡
”

， 成为

越南国民 ， 他们由此彻底放弃了
“

归国
”

的念头 。

二 妇女的财产权利

在家庭关系中 ， 财产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常常决定了家庭成员所扮演的

角色 、 身份和地位 。 契约文书是民间社会流传的私家文 书 ， 较为集中地体

现了家庭内部的种种物权和债权关系 。
？ 1 9 9 3

—

1 9 9 8 年 ， 越南与 日本文化

厅 、 昭和女子大学国际文化研究所合作对会安老街区进行了 7 次调查 ， 由

于文化遗产保护与土地产权有密切关系 ， 收集民间文书成为保存历史文化

① 杨 国祯 ： 《 明清题第契约文书研究 》 （修订版 ） ， 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2 0 0 9 年版 ， 第 1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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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环节 ， 研究人员借此获得了
一

批契约文书 。 他们按文书收集地点 、

最早年代及主要文契类型进行整理 ， 编为 《会安町家文书 》 。

？ 该书中共有

4 5 份与女性有关的契约 ， 统计列表如下 ：

类型
｜名 字

＂“

与 契约关系


籍贯权利


页码

王氏春


立契人


明乡 社承祖妣

断卖契池氏苗


3

陈 氏
＇

保知见人

单开契


池氏苗


立单开人


明乡 社自 置


6

留执词科魁侯妻


承典者


广南镇


2 2

池氏苗 、 武氏柳立契人明乡 社自 置
绝卖契


2 8



黎氏阁
 

会安社


裴氏仁 、 女儿陈 氏安立契人会安社承父母

执赎词


3 2



黄仁昌号妻


承典者


明 乡社


裴氏花 、
女儿陈 氏安立契人会安社承父母

执赎词


3 6



黄得利妻


承典者


广东帮


黄巨 昌妻立契人广东帮承父母
执赎词 4 0



蔡合勝妻


承典者


福建帮


李氏景出典者福建帮
执赎词


4 6



王明合妻


承典者


潮州 帮


蔡谦的母亲同为立契人福建帮
绝卖契


5 0



蔡柔合号妻
 

潮州 帮


断卖契蔡柔合陈氏祯同为立契人潮 州帮承夫


5 4

庄氏勝同为立分家书明乡社承母 6 0

分家书


王氏太 、 王氏和继承人明乡社

王 氏太 、 王氏和立契人明乡社承父亲 6 8

断卖契


王珠仁妻
 

明乡社


马 氏议 、 王氏安

绝卖词＝■

、

内族知见人明乡社承祖父 7 2

王氏苑 、 王氏莸

① 张浩成编 ： 《会安町家文书 》 ，
昭和女子大学国际文化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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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型
 

与契 约关系


籍贯权利 ｜页码

绝卖契ＫＳ
遂、

同为 立契人 觀土 承夫 8 0

绝卖契 阮氏连 、 女儿蔡氏宝同为 立契人福建帮自置


9 0

氏禹同为立契人安长洲自置
绝卖契




9 4



武文年夫妻
 

安美社


裴氏桃同为立契人安美社自置
绝 留契


；



 9 8



阮超夫妻
 

罗寿社


领钱词


施氏惠


债执主


1 0 8

执赎词 李氏茶 ，
女儿吕 氏美同为立契人广东 帮承夫



1 1 Ｂ

断卖契顺勝号蔡芝荣夫妻
 

福建帮


1 2 2

借银契


黎氏余


同 为立契人福建帮


1 2 6

断卖契


陈氏柳


同为立契人花铺社同夫造买 1 3 4

典执词
＾

同为立契人明 乡社承祖父 1 3 8

胡氏科
、
氏生 、 氏廉同为立契人会安社承父母

典执词


1 4 3

＾承典者


会安社


潘 氏科 、 氏好 、

Ｍ ＋Ａ ＳＯ
．

＾
＾ ｊｎ，

同为立契人会安社：承：父母
执照词氏事 、 氏清 1 4 6



潘氏合


内族知 见人会安社


谢氏兰


承典者


福建帮


执赎词 潘 氏好 、 氏清 、 氏事 、 1 5 4

氏宜 、 氏科 、 曾氏芳
同为知见人 ＝安社

执赎词蔡顺隆号夫妻同为承典者福建帮


1 6 2

断卖词


徐氏和


同为立契人明乡社承母


1 6 8

断卖契 邱氏祯 、 媳妇陈氏统同为立契人明乡 社自置


1 7 6

绝卖契氏安


承典者


1 8 0

柴讲夫妻同为买主会安社

断卖契


1 9 0



女某 诱



兴氏道同为立契人会安社自 置

断卖契


1 9 6



女美 骄夫妻


女美 娇即范氏息同为立契人墚杨社自置
断卖契


2 0 0



范 氏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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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字与契约关系 丨籍贯
：

｜权利页码

范 氏鲜立单人会安社自 置
单开契
――——

 2 0 4

范氏记


内族知见人


断卖契


范氏鲜


立契人


会安社自置 2 0 8

单开词


梁氏往


同为立词人会安社自 置


2 1 2

名金买主明乡社

断卖契


2 1 6

名 女某然


知见人


单开契名女某金吴氏盛


立单人


明香社自置


2 2 0

张氏杏同为立契人明香社承母

断卖契


2 2 4



林成娘妻
 

明香社


吴氏峻同为立契人明香社

绝卖词林 氏茶 、 林氏口自置 2 3 0

张至讲妻买主明香社

典执词氏李女儿氏厚


承典者 2 3 4

断卖契夫妻署 曰


2 3 8

名 盛妻


承典者


氏袖 、 氏瑰 、 氏贵 、

执赎契 氏美 、 氏璧 、 氏燕 、． 2 5 4

氏柳 、 氏执 、 氏寿 、

‘ 雌知丄人

氏瑞

陈 氏柳立契人茂材社承祖
断卖契


2 5 8



曾盛娘妻



明乡社


与妇女权利有关的契约 占整理契约总数的 8 0 ％ 左右 ， 分为 六种类型 ：

计有
“

卖契
”

 2 4 件 ；

“

典契
”

 1 2 件 ；

“

单开文契
”

 4 件 ；

“

分家书
”

 1 件 ；

“

执照词
”

 1 件 ；

“

领钱词
”

 1 件 ；

“

借银契
”

 1 件。

土地登记 、 典押 、 买卖是会安女性参与契约签订的主要形态 。 在以父

系为主的越南社会里 ，
妇女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虽然仍居于从属地位 ，

但法

制地位已逐步提高 。 1 5 世纪末颁布的 《黎朝刑律》 （ 或称 《洪德律》 ） 第

三七三
一三七四条规定 ： 妇女具有财产所有权 ；

夫妻在分财产时 ， 法律承

认妇女对在出嫁时父母分抬的财产有所有权 ； 对夫妻共司经营所得 的财

产
， 妇女享有平分权 ；

第三八七条规定 ： 在分家财时 ， 女儿与男儿同样有

．
1 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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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权 ；
第三九〇条规定 ： 没有男儿的家庭 ， 长女享有财产继承权 。 这些

关于妇女地位的相关规定 ， 在后来的历朝历代均予以保留 ， 越南妇女的继

承权也影响到在越华人女性 。 嗣德二十七年的一件典执契说明华人女性享

有继承权 ， 内容如下 ：

明 乡 社林春淑为 立典执词 事 。 缘前年忝 岳父主口 张大人嘱分 土庸

一

顷 ， 坐 落在会安 社地分 。 其东 西 四 近依如单开 内 。 自 东半分许忝妻 ；

自 西半分许忝妻妹 氏 李 。 兹 忝妻不 幸 物 故 ， 其送葬欠 需 。 兹忝应 将忝

妻之土庸半分典执与 氏李 女 氏 厚 ， 取钱 一千 四 百 贯将 回 需 用 ，
随立 词

曰 交领足 。 所执之土并家交 氏 厚 一 用 居住 ， 后 日 有钱 ， 据本来赎 。 或

有 颓弊修补若干 ， 忝则 甘 受 。 恐 口 无 凭 ，
立词 留照 。 兹典执词 。

嗣德二 十 七年二 日 初十 曰

林春淑手 记

写词人本 字记？

上契立约人虽是林春淑 ， 但其典押房屋是其妻从父亲处继承而来的 ，

充分说明前文已述分家文书注意到女性与 男性同样的均分地位 。 这种平等

权利包括掌管祭祀产业 ， 如果没有长男 ， 将由长女承担监守之职 。 阮朝时

期会安妇女在家产分割时享有诸多权利 ， 然也包括夫死之后 ， 妇女掌管家

庭财产 ，
主持家庭遗产分割 ， 等等 。 会安契约文书 中有一份由女性签订的

分家书 ：

奠盘府延福县 富 沾 下 总会 安社女 市妹潘 氏科 、 氏 好 、 氏 姪 、 氏 事 、

氏 清等 为 立词 执照 事 。 缘前彼等 父母有造 买 桑根土一 所并 瓦鹿 五 屋 并

瓦厨
一 屋 。 兹彼父母有增构 作新 瓦庸 ， 大小该 十 屋 ， 坐 落在 明 乡 社香

定 邑 地分 。 兹彼等 同应顺分置 ：

一

、 置所买之土廇 一分 五 屋 并厨家一 屋 ， 为 祠 堂 。 由 东 近 阮 氏 利

土庸 今居 ；
西近盛发号 土庸 今居 ； 南至 丼 ，

又近氏 科 已分
；
北 近大路 。

二 、 置一分土 ， 新构作瓦家五屋 ， 为 潘 氏科 巳分由 。 东近阮 氏利 土鹿

① 《会安町家文 书 》 ， 第 2 3 4
—

2 3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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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居
；
西近原 新祀私土庸 ， 今居 ； 南近小 路 ；

北 至井 ，
近本族祠 堂土庸 。

三 、 置一分土 ， 新构作瓦家五屋 ， 为 潘有义 已分由 。 东近阮 氏利土庸

今居 ； 西近顺 安号土庸今居 ； 南近江 ；
北近小路 。 东西 四近依如分书 内 。

第念这土系 是 一本单开 ，
兹分置为 三分 。 则 东 西 四 近 至 有 不 合如

单开 内 ， 故彼 等 同 立词 ， 交 与 潘有信管 守 、 奉事先人 。 再立 东 西 ， 将

回 管 业 ， 留 后执 照颇 。 彼等 相 顺 ，
业 已 均 分 。 若后 日 何人反 言 何理 ，

甘 受 不 睦之罪 。 兹执照 词 。

嗣德二 十九年三 月 二 十 曰

内 族人潘 氏 合视诚 点 指

氏 科 氏好 氏 事 氏清 点 指

陈有诚 高 文 品 潘有叔手记

写 执照 词 黄金声 字记？

契约签订的过程中 ， 会安女性的地位是主要立契约人 ， 负责完成契约

的合法过程 ； 或是主立契人以外的契约关系人地位 。 具体而言 ， 在 4 5 件契

约中 ， 女性以主要立契者身份出现的比率居多 ， 为 3 3 件 ， 占总数 7 0 ％ 以

上 。 女性在会安契约文书所出现的身份具有多样性 ， 其中以妻的身份生活

所涉范围最广泛 。 虽然妻子在房地产处理过程当中属于被动的身份 ， 对于

契约的签订效力没有决定性及法定作用存在 ， 但在契约 的条文里 ， 可以见

到实际的交易内容 ， 已考虑到家庭生活中夫、 妻原本
一

体 。 可见 ， 妻在家

庭事务里的工作分量及其重要性 。 在会安地区 ， 大部分女性为家中 的主妇

或主母 ， 由于男性在外经商 ， 妻子有代管权甚至处分房产的权利 。 如果家

中发生缺钱使用的紧急状况 ，
主妇必须采取典卖房地产救济因应对策 ， 这

是女性签订契约的原因之
一

。

如果丈夫去世 ， 女性守寡孀居 ， 家中 的男子俱幼 ， 女性可以代子行使

房产经营管理权 。 这也是女性在契约买卖交际中担任契约主要身份的原因

所在 。 为了体现财产属性 ，

一

般多采用 同子女或兄弟姐妹等同的方式立

契 ， 尤其是为了减免事后 的纠纷不断 ，
多会要求卖方的儿女以知见人的身

份连署 。 这点见诸于会安契约文书里 。 已婚妇女在家族中 没有其他男性尊

① 《会安町家文书 》 ， 第 1 4 8
—

1 5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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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情形下 ， 面临典卖物业之类的大事 ， 也得要参与交易全程 ， 详知契约

内容。 签署契约时通常采取母子共同签订卖契等形式 。 以母子共同签立契

约的契约数量较个人单独签订契约的形式为多 。 成泰二年由阮氏好所立的
一

张契约里 ， 立契人如下 ：

明 乡 社香勝 邑 妇 人 阮 氏好 、 亲 女张 氏 遂 、 张 氏 芳 、 张 氏 勤 、 亲 子

张怀璨 、 张 怀 卓等 为 立词 绝 卖土 瓦 家事 。 原 前 氏夫 业 有造 买土 四 尺 七

寸并 瓦 家叁屋 ， 坐 落在本社香定 邑 地分 。 东 西 四 近依如 旧 契 。 兹 因 氏

夫 不幸 物故 ， 送终 欠 需 。 氏 等 仝应将 此土 、 瓦家 绝 卖 与 萃精诗社本社

价钱一 千五 百 贯 ， 随 立词 日 领 取此 钱足讫 。 若后 日 何人反 言 何理 ， 则

氏 等 甘受赔偿 。 兹 绝 卖词 。

由 交 旧 契六 张 ， 又绝 二张共八 张 。 兹 由 。

成泰 二 年七月 初 四 曰

妇 人阮 氏 好点 指

亲女 张 氏 遂 、 张 氏 芳 点指？

以上契约可视作妻子行使代管权的例证 ， 立契原因 多半是生活无助 ，

只好典卖土房过活 ， 可见女性尊长在男主人过世以后 ，
维持家庭生计的辛

苦艰难在契约文书内倾吐无遗。 透露其持家的辛苦 。 夫或男性尊长不在家

时 ， 家中的女性尊长则有权限做主 当家 ， 但生计上出面或不出面打理都是

问题 。 下面的
一

件文契记载了福建帮顺勝号孀妇潘氏余经商的困难 ：

福 建帮顺 勝号 孀妇 潘 氏余 并 亲 子 蔡开镜 、 金锭 等 为 立 词 陆 续 事 。

缘前忝号夫妻有买 药材在均 勝 宝 号存 结欠银 一 千 五 百 八十 四 元 。 不 图

天数使然 ， 忝夫逝世 。 母子 商 买 财疏 ， 办还 未及 ，
乞展 分为 八年 ， 每

一

年乞还十 二 期 ， 每 一 月 来 艮 十六 元 八毛 ， 起 自 丁 己年 至 甲 子年 满 限 。

又接本年 月 日 该水口母 子切认 已分银 回 唐 。 忝母子有增暂 借银二 百 五

十元 ， 这银期 至来年八月 交还充数 。 存这药材银抵 欠 。 由寄单开一 张 ，

共 六 张 ，
照 期 办还清款 。 另 认 单开文 契 ， 尚 若八年 内 或 有 不 测 ， 办还

① 《会安 町家文书 》 ， 第 8 0
—

8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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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清妥 ， 则 订 明 交该 瓦家 与 债 主 ，
任从租 以 抵利 息 。 为 此兹 陆 续词 。

维新九年 一 月 二十 一 曰

蔡水口手记

孀妇潘氏 余点 指

子 蔡 開镜 蔡金锭手记

写 词潘 亲 字记？

1 6 世纪开始 ， 会安地区贸易商业开始起步 。 1 7
—

1 8 世纪已迈人繁荣发

展时期 。 因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达 ，
已经有许多女性投人社会经济活动 。

女性涉及社会金融运作 ， 银钱放贷生息的情况屡见于契约银钱胎借、 典当

契约 。 她们可能代替丈夫出面放贷收租作息 ，
成为女性债权人 。 嗣德十

一

年的一件文契记载如下 ：

广 南省 明 乡社李长正 、 亲弟李克讲 、 亲子李 国懿 、 李 国心 等为 立词先

领取钱事 。 缘嗣德十年六月 二十 日 彼等 有债执 归 东私土鹿 一所在夫妻施 氏

惠 ， 出本钱一千五 百贯 ， 限四年 回 赎交 ， 每年现还利钱二百二 十五贯
，
常

年口得少 欠利钱 。 兹彼等 仝应将 归东 此土廇 一所 ， 由前人有造 买私土庸 ，

归东有构作瓦家 、 前后 二屋并东厨一所 ， 坐落在本社香定处地分。 东有砖

墙
，
近前许氏 宁 、 前许 氏智砖墙 ； 西近彼土庸砖墙 ； 南近大路 ； 北近前吴

氏和砖墙 ， 兹 已 留与 陈 氏禄居 。 东西 回近依如词 内颇 。 彼等情应 断卖 与 清

人 吕 润垣价钱二千二百贯 ， 然彼亲弟克诗欠 面未便立契 。 第属在亲家 恳求

先领取此钱二千二百贯 ， 将回赎此土庸在施 氏 惠 。 限 以 明年正 月 ， 亲家 吕

廷辉南来 ， 彼等一齐会面立断卖契 。 恐 口 无 凭 、 立词为 照 。 兹词 由 有权执

单开一张 、 内连络二所 。 立契口情 、 收 回 此单开 。

嗣德十
一

年七 月 初 四 曰

立词 人李 长正手记

亲弟 李克讲手 记

亲子李 国 懿 李 国心 手 记

写词 人李长正 字记②

① 《会安町家文书 》 ， 第 1 2 6
—

1 2 8 页 。

② 同上书 ， 第 1 0 8
—

1 1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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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认为 ， 中国传统家庭以父权为主导 ， 妇女对财产的处置权有相 当

大的限制 。 近年阿风等对徽州等地的契约文书进行研究 ， 认为妇女在土地

等大宗财产买卖中具有重要的权利 已对前人的看法进行了补正 。 不过

这些契约仍以母子相商等面 目 出现 ， 可见是以
“

寡母
”

的身份出现在立契

现场 。 上引各类会安契约的立约人也有寡妇 ， 但总体上显示了女性在社会

事务和财产分配上的独立地位和活跃程度 ， 与 中国家庭中 的妇女有较大差

另 Ｉ

Ｊ 。 究其原因 ， 海洋性 的商品经济环境和
“

两头家
”

婚姻起到了主要作

用 ， 这些妇女在财产的继承和分配上获得更多发言权和主导权 。

三 两头家中的
“

闺怨
”

会安的华人家庭模式通常是 ： 男人在外面经商赚钱 ， 甚至多年在外 ；

妇女在家主持家庭事务 ， 承担抚养孩子的义务 。 妇女在家族生活中起着重

要作用 。 会安家谱 中有不少例子记载母亲 、 祖母以及家族妇人的事迹 。

《周氏族谱》 记载的老祖母 ， 其形象颇具典型性 ：

吾祖母家口 口 手 ， 抚 育双 方 ，
日 应 辛 勤 ， 务 农 课子 ， 言 行 端 严 ，

闺 门 口 憝 。 无 而 ， 扩 张 商 路 ， 导 引 财源 。 且又 粗知 道理
，
重 学 崇 儒 ，

曾有延师教导 。 子孙及长 ， 间 营 庠序 ， 从 学有年
，
□口不 弟 柿 ， 亦 命

口 。 提此则 知 吾祖母之 贤 ， 及 创 业 之难 ， 与 其 实 巳 治 家之 方 法 ， 足为

子孙今后世代 明 鉴 。 吾伯 父 维屏在家专务农 ， 不 幸 先逝世 。 伯 父维祯

亦相 继 而 去 。 独 吾先严 幸得 少 留 ， 奉事吾祖母得 二 十余年 ，
承 捐 文 阶

九 品 ， 后 亦先 吾祖母而 去 。 及后数年 ， 吾祖母 因 此 衰 思 成 病 。 药 石 不

灵 ， 旬 日 亦弃世而逝 矣 ，
下葬于 山铺社口口处 ， 坐 亥 向 己

，
继立石碑 ，

奉缘吾家履历
，
念此

一段
， 未尝 不痛 切 涕 泪者也 。

会安华人家庭模式与本土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 ， 因此族谱文本按照

儒家道德规范而编撰 ， 所描述的女性也以贤妻良母形象出现 。 从社会习俗

① 阿风 ： 《明清时代妇女的地位与权利 》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0 0 9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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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舆论而言 ， 跨界经济活动导致的
“

两头家
”

也被大众所认可 ， 是正当行

为 。 但毕竟涉及夫妻生活 ， 以生理与心理而论 ，

“

闺怨
”

成为必然的情绪 。

“

商人重利轻别离
”

， 不仅仅发生在以往学者已普遍提到的原 乡家庭 ， 也发

生在侨居地家庭之中 。

会安嘉应帮 《叶氏族谱》 中收录了
一

份在会安经商商人的诗稿
——

《南行杂咏 》 。 诗稿 由广东丰顺人叶遇春所作 ，
编定于同 治六年 （

1 8 6 7
） ，

落款为
“

嘉应帮 ， 叶遇春 ， 潮州府丰顺县
”

， 同 时盖有
“

同春堂
”

印戳 。

现存会安阮太学街有
“

叶同源
”

的老字号 ， 即为丰顺人叶氏所创 ， 其子孙

回忆先袓 1 8 6 5 年来越南卖药。 以此对应
“

同春堂
”

以及诗稿中 的
“

药店

纪事
”

， 大致推断叶遇春当时可能以卖药为生 。 诗稿现共存
一

百二十多首 ，

分为下列几种类型 ：

类型
｜诗 名

桂岭紫瀛赠糖并诗一绝余以原韵步 、 邓辉著奉 旨入京祀澄汉宫演戏 、 和 双梧还初志 、

交往与故人承天邓辉著 吟 、 越南明江蔡秀德五旬 生子诗 、 与奠盘府侄 、 明江社陈绍 病愈

予赠一律 、 秀俊和吟一律 、 福林寺上人 、
红杏尚书

游圆觉寺 、 鳙堂感兴 、 游伏波庙题、 游澄汉宫题 、 就洋商会馆题 、 先贤祠 、 来远桥 、

名胜义祠 、 福林寺 （二首 ） 、 清 明亭 、 孔 圣庙 、 春 日 锦铺亭上望 、
三台古寺 、 近水人家皆

入画

春 日旅思 、 夏 日旅思 、 秋 日旅思 、 冬 日旅思 、 郊行晓望 、 重九旅思 、 寒夜题 、 秋夜

旅行雨旅感 、 秋夜雨旅感 、
重阳旅思 、

旅寓寒多 、 和义安罗峰殷敬义秀才同寓旅处之作 、

旅感 、 旅寓 自 感、 寓广南歌

忆故园 、 久客居 、 秋 日与客话旧 、 丁卯 三月 十六 日 梦慈母在原 乡 赤树下 、 又梦春善
，
堂兄同看二猪 、 接家信 、 捣衣曲 、 寄衣曲 、 劝友返梓

除夜有怀 、 中秋 、 八月 十六夜月 蚀 、 重阳值雨 、 九秋 、 十 月 、 满城风雨过重阳 、 夏

至 、 冬至 、 丁卯春 日

红菊 、 白菊 、 黄菊 、 落花、 冬菊移盆 、 菊枕 、 红菊 、 绝句 、 白菊 、
绝句 、 观菊有感 、

＾
慨菊 、 左右修竹 、 乞菊 、 乞菊 、 淡如菊

＾永奠河塞成 、 嗣德丙寅八月 初三承天府贼入朝 门 内变幸 知机而不遇害满朝文武预贺
＾
予北客亦庆一律 、 海市蜃楼 、 丙寅生子诗 、 饥荒 、 药店 即事 、 野桥水碓水

偶题 、 拟读曲 、 有所思 、 静夜思、 和五更读书吟 、 新居闲咏 、 闲吟 、 拟古 、 君子行 、

老将行 、 少年行 、 闲吟 、 客中 自 咏 、 书味夜灯知

？ 1 3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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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型


诗 名


勉学以喻其忐勿 为 自迷 、 解 闷 、 省过 自 作 、 省 己 、 醒世 、 戒吃洋烟 四首 、 醒世六字

教化诗 、 劝学 、 戒吃洋烟诗 、 戒色诗 、 醒世 、 醒世 、 劝和兄弟 、 戒酒 、 旅感复题醒世 、

勉学 、 儒为席 上珍 、 任官惟贤才

＾波璃镜 、 葵扇 、 布枕 、 竹夫人 、 题老者观书 塑像 图 、 千 里镜 、 红 毛番 、 眼镜 、
走

买物
马灯

鸢飞鱼跃 、 赋得凯风 自 南 、 赋得凯风 自 南 、 赋得凯风 自 南 、 赋得秋月 杨 明辉 、 秋 月

字韵明辉 、 賦得秋菊有佳色 、 五言八韵 、 咏天干冠句 、 支数 、 九字吟寒夜 、 七言律 、 关

关雎鸠

风俗会安竹枝词 、 和乩仙诗 、 和 乩仙诗二律 、 和乩仙 诗二律


妇女商妇吟 、 宫女词 、 与夫 留别 、 闺怨 、 渔妇 、 和女子怀春诗 、 贫女咏


叶遇春作为留居越南的客商 ， 在会安或越南其他地方流动经商 ， 他以

诗歌为 日常生活的记录 ， 抒发各种情感 ， 因此诗歌涉及内容和人物也较为

多样 。 由于会安
“

两头家
”

的大量存在 ，
叶遇春对此有所观察 ，

曾撰写诗

描述妻子对丈夫的盼望 ：

《 商妇 吟 》 ： 嫁 作 商 人 妇 ， 求 签 问 卜 多 。 年 年 春信 至 ， 急 问 郎 如

何？ 来 日 语难尽 ，
回 头 眼望 穿 。 江边 渔艇过 ， 疑恐是夫船 。

《 与 夫 留别 》 ： 孤首 回 头 暗 泪 漓 ， 嘱 郎 此去 莫来迟 。 妾 心 却 似 江 头

石
，
雨打风吹 总 不移 。 行李匆 匆 暂 别 离

，
佳 人难挽好征 车 。 惟云此去

知相 忆 ， 莫到 回来廋不 知 。

叶遇春从男性角度叙述闺中思妇的情怀或愁绪 ， 仿照了中 国古典文学

的
“

闺怨
”

之作 ， 描绘了会安民间弃妇和思妇的忧伤 。 其中在这些诸多描

写妇女情感的诗作中 ， 最具代表的是长诗 《 闺怨》 ， 详细地展现了会安妇

女的离别思念之中的各种心理活动 ， 也不妨可视为
一

种写照 ：

独坐 茅庐 半掩开 ， 往来 不定 意 徘徊 。 犬 声寂寂黄 昏候 ， 疑是夫君

入户 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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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评论 第七辑

柔 吐青蚕此妾人 ， 托 居桑 下 受 艰辛 。 临行 自 怨 惊黄雀 ， 又怨西风

雨打身 。

邻扫 门 前复 转眉 ， 暮朝摇 影 日 相移 。 江 头客顾欲私 折 ， 音 眼 窥人

只 自 知 。

木 生连理有 同枝 ，
之于 缘何竟 别 离 。 几度 花 门 春 信至 ， 夜 眠 不 觉

梦相通 。

雨 滴 空 阶连复连 ， 百 思 怎 奈夜相 缠 。 烦 心 欲去 未 除去 ， 贪睡 欲 眠

不得 眠 。

思起春来不 见春 ， 闭 门 深处 日 逡巡 。 私心 只 向 桃 源 洞
，
又恐渔 郎

未 问津 。

清秋燕 子故 飞 飞 ， 来 往 门 前说是 非 。 对对不忘夫 好人 ， 良 人 一去

便相违 。

织就 回 文写锦 诗 ， 女心 不 比 是 男 儿 。 十 年别 后 心 犹 恋 ，
无对 临妆

少 画 眉 。

曰 久愁 多老妾身
，
闭 门 深锁 觉 怀 春 。 年 穷 月 纪 多 相望 ， 错恨街 头

卖 卜 人 。

年年 三 月 病 恹恹 ， 十 指嫩 将针线 拈 。 命仆 安排春 睡稳 ， 梦魂 犹到

客相兼 。

手摺花笺 写 不成 ，
心 中欲 说 口 难 明 。 在 家 曰 少 离家 久 ， 结发还如

处子 贞 。

花正 开时 月 正 圆
，
人生何 事 不 周 全 。 夫妻 正 望如琴 瑟 ， 谁料 相 离

各一 天 。

西望长安未见天 ， 名登虎榜贪 龙 图 。 十 三 经传 君 知道 ， 为 问 齐眉

读得无 ？

求 名 为 利 总 关心 ，
士 向 朝 廷不 报音 。 满 腹 幽怀 难 寄恨 ， 孤 眠 独处

带寒侵 。

郎 去广 州 复 苏州 ，
宝珠贩 后贩 绫 缃 。 丁 宁雁 至 郎 回 音 ，

日 望烟 波

疑 晚秋 。

春晚桃 园 不 得 阴 ， 落花流 水怨独 深 。 红颜 未老 恩 先 断 ， 羞 却 当 年

付耳音 。

世 间 富 贵使人盲 ， 夫 口心 忙 旧 别 乡 。 似 向 口 臣 游 驾 去 ， 缘何竞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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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心肠 。

薄醉微吟斜倚床 ，
幽 思 不 觉 似年 长 。 闭 门 忽 得 月 先入 ， 疑 是夫君

暗还 乡 。

挑灯懒 对史 书 陈 ， 独 卧 床前 寤 此 身 。 风 动 纱 窗 惊妾梦 ， 起来不 寐

更伤神 。

户 外 翠竹喜鹊 叫 ，
不 管 妾 闷 只 自 噪 。 万种 百 结 有所解 ，

一

点 恨恨

未解 了 。

从这些诗歌可以看出 ，

“

两头家
”

涉及了复杂的跨国夫妻生活 。 其实 ，

会安华人作为流动性极强的商业群体 ， 他们不仅在会安经营时建立有利于

商业活动的家庭 ， 而且往来于环中 国海地区 的各个商业埠头时 ， 甚至建立

不止两个家庭 ， 可能会有三个或四个家庭 。 在跨地域的
一

夫多妻生活状态

下
， 流动性强的社会群体与稳定婚姻关系之间存在着极为严重的张力 。 无

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 ， 必然会产生
“

闺怨
”

。

四 余 论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 ， 是个体和社会之间的 中观层次 ， 由 它将

外部的结构性与个体的自主性连接起来 。 不同社会文明体系演变依托着家

庭而形成不同的特征 ， 而家庭的历史也随着时间 、 空间转变而转变。 近年

来 ， 不少研究将家庭视为
一

个能动的主体 ， 以
“

家庭策略
”

（ ｆ
ａｍｉｌｙ

ｓｔｒａｔｅ
？

ｇｙ）的概念进行相关讨论 。 海洋的水域特征塑造着环中 国海流动性特征 ，

海外华人 日 常生活特性是跨越空间 、 文化和政治的界限 ， 表征着
“


一

个紧

张关系 、 持续再适应 的地方 ，

一

个碎裂并正在统合的空间
”

。 尤其在商品

经济的驱动之下 ， 不同水域的人群频繁交往 ， 海陆之间 的人群剧烈互动 。

不少商人远涉重洋 ，
长途贩运 ， 甚至长期生活在异国他 乡

，
使得华商在当

地通婚 ， 这既是客居异域的环境中寻求他 乡生活伴侣的客观需要 ， 亦有便

于华商在当地经商的现实考虑 ，
于是产生了不同于

一

般民众的家庭形态 。

这呈现了家的复杂性以及其根据社会结合条件不断调整的流变性 ， 是
“

小

人物
”

应对社会现实的生存策略 ， 也挑战了传统研究中将家庭视为
一

个稳

定社会组织的出发点 。

．

1 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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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的华人中 ，

“

两头家
”

普遍存在 ， 居住在不同地方的家庭成员

在 自己的位置中谋取不同的生存手段 ， 必须将家庭研究放置在
一

种跨越性

网络予以重新思考 。 华越通婚使华商获得了可靠 、 得力的生意帮手 ， 为 其

经济事业的发展增添了
一

笔无形资产 ， 这成为华商在 当地市场能够独占鳌

头的重要因素 。 婚姻也加速了华商与当地社会的融合 ， 越南妻子通常是其

认识 、 了解进而融入当地社会的桥梁 。 对于定居当地的华商来说 ， 与越南

女子组建家庭意味着无论情愿与否 ， 他们都必须接受与家 乡迥然不同 的社

会环境 ， 必须要进入由妻子的家人 、 亲戚 、 朋友甚至左邻右舍等构成的社

会关系网络 。 华商与周围这些社会关系的互动及其融洽程度也常常能够反

映出他们本土化的程度 。

在华人的经济活动中 ，
以往研究比较关注家族或社团的合作关系 ， 而

少有提及夫妻亲密关系所产生的作用 ，
主要是说明作为理想类型的

“

中 国

人家庭
”

如 彳可流动 。 如王赓武提出的 ：

“

不管华人多富有冒险或企业精神 ，

当越过太平洋或南中 国海 。 他要是没有
一

定程度 的家族支持 ， 或是不属于

一

个家族的 ， 或宛如家族经营网络 ， 如结义兄弟按家族规矩进行活动 ， 就

无法展开生意 。

” ？ 近年来 ， 人类学家注意到在后现代状态下 ，

“

家
”

作为
一

个普世 、 稳定和与某种地理界限相连的概念正不断受到挑战 ， 穿梭于不

同 的地理和社会场景的跨国移民而言 ，

＂

家
”

正变得前所未有的不确定

因此 ， 他们开始关注从
“

家的流动
”

走向
“

流动的家
”

的问题 ， 认为理解

移民在某
一

位置上的生活 ， 需要分析他们在外部结构和文化资源之间 自我

定位及其实践③ 。 田野事实已证明 ， 在跨国生活过程中 ，

“

家庭
”

从形式 、

象征 ，
乃至功能上都已经发生了变化 ， 与移入地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力量

在互动中塑造出来 以此为视角观察 ， 可以看到会安华商在经济发展过

程中 ， 除了
“

华人兄弟网络
”

之外 ， 以土著妇女为妻子的合作网络关系具

有基础性的功能 。

① 王赓武 ： 《中 国与海外华人》 ，
香港商务印书馆 1 9 9 5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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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 ， 跨国婚姻中 ， 家内权力 已不 同于原乡 的家庭结构 。 可

以这么说 ， 在以商业利益为主的婚姻中 ， 性别限制也极易被跨越 ， 女性成

员很容易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导 。 会安华人家庭中妇人做买卖的情形并不罕

见 ，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留有不少文书 。 买卖店铺和土地的契约显示 ， 女性

参与了土地买卖 、 经营着放款生息 的生意 ， 在财产控制上具有
一

定主动

权 。 会安华人家庭的女性具有独立地位和财产处置权 ， 但并不代表家庭的

情感生活
一

定会比原乡 的家庭生活来得美满 。 由于她们与华人的通婚常常

基于利益形成 ， 因此随着华人继续移动 ，

“

两头家
”

甚至演变为
“

多头

家
”

。 家庭矛盾和
“

闺怨
”

也就在所难免 ， 这在
一

定程度上也促成会安妇

女控制财产的动机 。

西方社会学家认为 ，

“

家
”

具有庇护所 （
ｓｈｅ ｌｔｅｒ

） 、 壁炉 （
ｈ ｅａｒｔｈ

） 、 心

灵 （
ｈｅａｒｔ

） 、 隐私 （ ｐｒｉｖａｃｙ ） 、 根源 ． （
ｒｏ ｏｔ

） 、 居所 （
ａｂｏｄｅ

） 和天堂 （ ｐａｒａ
－

ｄ ｉｓｅ ） 七个维度 。
？ 他们所指出 的是 ，

“

家
”

既是覆盖相对范围 的客观空

间 ， 又包含心灵感受的主观空间 。

“

多头家
”

导致的结果是
“

家
”

的分裂

和不稳定 ， 而且随着华人移动的继续 ， 家庭的裂痕存在扩大和加深的可

能 。 从一定程度而论 ， 会安女子的哀怨所表达的 正是这种无法停止 的焦

虑 ， 叶遇春的
“

闺怨诗
”

恰如其分表达了这种情绪 。 当然以男性的角度书

写
“

闺怨
”

， 所展现的不只是妇女的情感 ， 也宣泄着会安华人的群体困扰 。

此问题已超出本文的讨论 ， 有待于 日后以专文分析 。

（ 张侃
，
厦 门大 学 历 史 系教授

；

壬 氏青李 ，

越 南 河 内 国 家大

学 中文 系 讲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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