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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獻與華僑史研究： 

從地方史料看五邑地區的”僑鄉文化” 

黎志剛、袁子賢 （澳洲昆士蘭大學歷史系） 

僑鄉，是海外華僑的故鄉，僑眷聚居的地方。隨著華僑的出國與回歸，政治、經

濟、文化和地理等因素的影響，經過歲月的推移逐漸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區域僑

鄉文化。1本文旨在梳理華僑史研究概況，並以五邑大學廣東僑鄉文化研究中心

團隊的學術發展為範例，進而從跨國(transnational)視角，討論如何整合僑批、地

方文獻與碉樓建築等物質文化與史料，應用於未來僑鄉文化的學術研究。 

一、 區域研究和華僑史研究 

在人類學家史堅雅(G. William Skinner)的推動下，區域史是目前中國學術界的發展

重點。商業史學者從地方商幫與經濟網絡的梳理，發掘地方史料建立地域史學，

我們可以從黃鑒暉(2002)山西票號的史料中，瞭解山西商人流動概況與地區之間

的關係，以及對魯商、徽商、及晉商的研究。延伸區域經濟史學的脈絡，華僑史

的學術發展，開始關注華僑與地方消費產業的發展，如黎志剛(2003、2006)、崔

海霞、何品(2012)、葛濤(2011)，都聚焦於僑商與上海百貨公司的經營概況、黎志

剛(2000)透過上海企業家李承基先生的口述歷史，幫助我們理解上海企業家在上

海的面貌、中山大學的邱捷(2012)則側重廣東士紳與商人群體，也涉及對中山商

人的關係。 

 

從國際移民史的大方向來看海外華僑史，王賡武(1969)著重於南洋地區的華僑史

研究、顏清湟(1995)完成近代中國海外華僑史的綜合論述。林金枝(1988)幫助我們

瞭解海外華僑和近代中國企業的投資與發展關係。劉宏(2007)關注新馬地區華人

的身分建構過程與祖籍地的連繫，並對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有深入的研究。劉渭平

(1989)整理華僑移民澳洲的發展與僑居地社會之間的關係、郭美芬(2011)運用澳洲

悉尼、墨爾本國民黨檔案，探討華僑的政治活動與中國政局間的交互影響。林杰

(Ling Chek, 2001)梳理華僑對澳洲昆士蘭地區農業發展的貢獻與影響。周敏(2006)、

陳勇(Chen Yong, 2000)則分別關注美國華人社會與舊金山華僑社群的歷史變遷。

李明歡(2002)、羅晃潮(1994)探尋歐洲與日本的華僑史。海外華僑史的論述，在諸

位學者的努力推動下，日趨完整且日漸豐富。在國際學術領域，更有《華人研究

國際學報》、《華僑華人歷史研究》與《Journal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等重量

級期刊，致力推廣國際史觀的華僑史研究。 

 

僑鄉發展於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東南沿海廣東和福建地區因具區位優勢，且受到

不同推力與拉力影響，產生人口大量外遷與中西文化交融的區域形態，演變出一

種有別於中國傳統鄉村社會、邁向兼容與開放的「僑鄉文化」。2 

 

                                                      
1 劉權《廣東華僑華人史》(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2), 第 411 頁。 
2 梅偉強《台山歷史文化集第一編：「金山伯」的故鄉》(北京: 中國華僑出版社, 2007), 第 6-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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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是海外移民人數最多的省份，擁有潮汕、中山與五邑等著名的僑鄉，為研

究僑鄉文化的重鎮。就學術脈絡的發展，華南學派的陳春聲(2000)、蔡志祥(2003)

則以歷史人類學的方法，分別梳理潮汕地區的商業網絡、以及潮汕僑鄉與越南華

僑之間的關係。1991 年成立的「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推動地方文獻的蒐集

與整理，出版一系列「潮汕文庫」文史叢書，並發行《潮學研究》刊物，建立潮

汕地區僑鄉文化研究的學術平台。中山地區僑鄉的研究，也在中山市政府包括社

科聯、珠海市政府、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及上海社科院等學者推動下，豐富了香山

文化的研究群體，胡波(2007)對中山商人及香山文化的推動建立起主導地位，黎

志剛(2003、2006)則先從招商局檔案、《申報》與地方文獻中，分析香山地區華僑

商人的特色與考察其商業網絡的建構模式；再就僑匯與僑報中的廣告，幫助我們

理解中山地區移民之於家鄉建設的貢獻。此外，五邑，更是海外重要僑鄉，本文

將著重介紹其研究團隊概況。 

 

二、 五邑大學廣東僑鄉文化研究中心 

五邑地區，是廣東最富盛名的僑鄉，因台山出洋人口眾多3、僑匯影響甚大4、被

列為世界遺產的江門開平碉樓保存完善、與豐富的五邑銀信檔案5及地方文獻，

具有完整的學術研究條件。2013 年，在廣東省檔案館與福建省檔案館聯手合作、

以及串連相關學術單位，共同進行 1 萬 6000 多件僑批與銀信檔案的論述整理，

並成功申請聯合國世界遺產世界記憶的項目6；其中，五邑大學廣東僑鄉文化研

究中心團隊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 

 

2006 年開始，五邑大學的僑鄉研究團隊與江門市宣傳部、江門市社會科學界聯

合會，在黨委書記兼主任王克、副校長張國雄、梅偉強、劉進與譚金花等的帶領

下，共同組建省級的「五邑大學廣東僑鄉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團隊，致力於地方

文獻與檔案的整理，並發展五邑地區僑鄉文化的研究。7 

 

從系統性的地方文獻整理，五邑團隊出版具有工具書性質的研究書籍，如：劉進、

李文照(2011b)整理江門五邑僑匯與政府檔案、知名的前美國華僑史研究之父麥禮

謙(2012)梳理美國華僑與團體的中英姓名對照，幫助我們解決華僑人名英譯的混

                                                      
3五邑地區台山出洋人口眾多，且分布於美洲、大洋洲等地區。參考梅偉強、關澤鋒《廣東台山

華僑史》(北京: 中國華僑出版社, 2010), 第 156 頁、第 188 頁。江門的華僑博物館也有大量五邑華

僑文物收藏。 
4在歷史上曾有台山一縣的僑匯收入幾乎佔全國僑匯的三分之一。參考梅偉強《台山歷史文化及

第一編：「金山伯」的故鄉》(北京: 中國華僑出版社, 2007), 第 8 頁。 
5廣東僑批保存十分豐富，數量高達十六萬件之多，其中五邑銀信最少有四萬多件。參考劉進、

李文照《銀信與五邑僑鄉社會》(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1), 第 224 頁。  
6參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申請計畫網站：

http://www.unesco.org/new/en/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flagship-project-activities/memory-of-the-world/regi
ster/full-list-of-registered-heritage/registered-heritage-page-7/qiaopi-and-yinxin-correspondence-and-remittance-do
cuments-from-overseas-chinese/ 
7感謝劉進教授提供五邑團隊學術研究概況的資料，以及諮詢的協助。 

http://www.unesco.org/new/en/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flagship-project-activities/memory-of-the-world/register/full-list-of-registered-heritage/registered-heritage-page-7/qiaopi-and-yinxin-correspondence-and-remittance-documents-from-overseas-chinese/
http://www.unesco.org/new/en/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flagship-project-activities/memory-of-the-world/register/full-list-of-registered-heritage/registered-heritage-page-7/qiaopi-and-yinxin-correspondence-and-remittance-documents-from-overseas-chinese/
http://www.unesco.org/new/en/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flagship-project-activities/memory-of-the-world/register/full-list-of-registered-heritage/registered-heritage-page-7/qiaopi-and-yinxin-correspondence-and-remittance-documents-from-overseas-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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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問題。在運用地方文獻理解五邑地區僑鄉文化方面，劉進、李文照(2011a)從銀

信檔案中探討五邑地區僑鄉社會的變遷、姚婷、梅偉強(2009)從僑刊－《新寧雜

誌》的發展，觀看華僑與僑鄉之間的關係。在綜合性的論述上，梅偉強、李文照

(2012)、張運華(2011)，論述華僑在中國革命與政治運動中扮演的角色與貢獻。梅

偉強、關澤鋒(2010)詳盡整理廣東台山華僑的歷史脈絡。在大眾地方史學的部分，

《台山歷史文化集》從出洋人口的動機、路線、檔案、銀信、僑刊鄉訊、新寧鐵

路、宗教與古城鎮發展等議題，出版 10 本深入淺出的書籍，對公共史學的推動

貢獻甚大。此外，在台山市地方稅務局與官員黃雄飛先生等熱心人士的推動下，

成立「僑鄉稅收歷史文化陳列館」，致力保存、整理與展覽台山地方的歷史文物

與銀信檔案，提供學術研究資源。 

 

副校長兼常務副主任張國雄，是主持研究廣東僑鄉文化的核心人物，推動五邑地

區僑鄉文化的深耕教育，進行廣東僑鄉歷史文化的研究調查工作(2011)，並與周

敏、張應龍等學者，合作籌辦兩屆「國際移民與僑鄉研究」國際會議。首次於

2010 年 9 月上旬登場，與會有 40 多名來自世界各國與兩岸三地的學者專家，透

過國際移民理論與政策、海外華人移民的專題研究、與中國僑鄉案例研究的脈絡

梳理，會後集結 23 篇論文，編輯出版《國際移民與僑鄉研究》論文集，其重大

貢獻在於將華僑史置於國際移民的視野，討論華僑群體與其他國際移民的共性與

異性，突破既往以中國本位主義的研究窠臼，而以社會理論深化僑鄉文化的論述，

由內而外的連結海外華僑社會與中國內部僑鄉間之關係。2012 年 11 月中下旬，

五邑大學廣東僑鄉文化研究中心、中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所、與美國舊金山大學

族裔學院亞裔研究系共同合辦第二屆的研討會議，就國際移民理論、政策、海外

華人移民研究、海外華人與中國僑鄉研究、及中國僑鄉研究等主題，提出 61 篇

論文。他們也有計畫將文章集結成書，增加我們對五邑地區華僑史的認識。 

 

在江門開平碉樓的研究論述上，具有建築史專業背景的譚金花，則從城鄉發展與

建築文化的視角，重新詮釋碉樓之於地方城鎮發展的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意

義，並為開平碉樓申請世界遺產的推動做出傑出貢獻。 

 

綜言之，五邑大學廣東僑鄉文化研究中心團隊，大抵從三個脈絡進行僑鄉文化的

學術研究，分別為：地方文獻、僑批和碉樓。 

三、 僑鄉研究的論述發展與考察：地方文獻、僑批和碉樓 

 

(一)、從地方文獻梳理《廣東台山華僑史》與台山歷史文化集叢書 

 

篇幅長達 613 頁的《廣東台山華僑史》是五邑團隊從地方文獻整理華僑史的重要

代表作之一，探尋從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一個多世紀中台山華

僑國際移民的奮鬥故事；透過本書，讀者可以瞭解台山僑鄉的歷史成因，以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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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移民的動機、歷程、路線、方式與移民地的生活狀況、社會與政治環境。海

外華僑的貢獻，並不僅限於其與僑鄉之間的關係，更在於對移民地的貢獻，以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扮演的角色。本書第二篇從美洲與大洋洲的華僑史進行考察，

歸納華僑之於移民國的貢獻為：1.開採金礦、2.參與重大建設、3.從事商貿活動、

4.開發新城鎮、5.參加反法西斯戰爭。作者從跨國視野，再拉回到華僑與僑鄉發

展，透過僑批資料梳理，深刻地描繪僑鄉社會的日常生活，不僅衣食住行、甚至

語言與思考模式都呈現深化的中西文化交融過程。本書亦討論台山僑鄉與中國東

南沿海和香港、澳門之間的關係、並就晚清至民國時期台山的僑務工作進行政策

上的梳理、第五篇則介紹台山僑界的名人志略。 

 

此外，《台山歷史文化集》叢書，提供一個大眾視角的地方文化概述，從多元的

地方文獻中，探討僑鄉的歷史背景、形成原因、考察華僑出洋的動機、過程與網

絡、並介紹在地的城鄉發展、音樂與宗教，以及華僑對僑鄉文教與建設的貢獻，

如僑刊、新寧鐵路…等。透過這十個不同主題的系列叢書，讀者可以概括性的瞭

解台山僑鄉文化的不同面貌。 

 

 (二)、僑批的社會意義《銀信與五邑僑鄉社會》 

 

華僑匯款回國，有”銀”必有”信”，銀是華僑的血汗錢、信是華僑對親人的思

念；所謂銀信，就是結合僑匯與書信的”僑批”，承載著華僑對家庭的責任，寄

託僑眷的希望。8銀信緊密的連結海外華僑與在地僑鄉的政治、社會、經濟與宗

族的網絡，也反映著中西文化交融的方式。《銀信與五邑僑鄉社會》從豐富的銀

信檔案中，梳理五邑地區僑鄉文化形成的歷史脈絡，以及探究僑鄉文化所反映的

歷史意義。傳統中國鄉村社會是一種靜態的體系，但僑鄉則透過銀信作為媒介，

展開動態的延展與融合過程；換言之，僑鄉文化的形成，象徵著社會體系從封閉

移轉至開放，人際網絡突破地緣的限制，以業緣作為連結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思

考的視角也從單一發展至多元，是東西方文化在跨國環境下日常生活的反照。 

 

就世界體系的發展而言，銀信的流動亦展現西方價值體系，透過人與人親密的互

動模式，進入中國社會，呈現一種中西文化互動與植入過程。《銀信與五邑僑鄉

社會》一書不僅分析銀信背後的政治經濟意義，更從文化遺產的價值去重新理解

華僑華人的集體記憶。 

 

 (三)、碉樓建築與僑鄉文化 

 

2010 年電影《讓子彈飛》，不但在票房上表現亮眼，其取景的開平碉樓場景，更

                                                      
8參考劉進、李文照《銀信與五邑僑鄉社會》(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1), 第 6 頁、第 100 頁、

第 108 頁。 



5 
 

吸引廣大遊客的蒞覽，也炒熱僑鄉文化的旅遊風潮。類似於炮台、炮樓的碉樓建

築是廣東地區建築的一大特色之一，兼具住宅與抵禦海盜來犯的建築型態。一座

碉樓，如同一座堡壘，集居一群家族，形成一個特殊的社會與文化現象。五邑團

隊中心主任張國雄與譚金花，是推動開平碉樓成功列入世界遺產的重要功臣，張

國雄從中國碉樓的歷史與分布進行完整的考察，並比較五邑碉樓與其他地區的不

同之處，在於其中西合璧的建築模式，亦反映僑鄉文化中，西方思維對地方建築

的影響。9譚金花(2007)，則從建築學與城鄉發展的角度，理解碉樓如何影響地方

社群的日常生活。廣東僑鄉文化研究中心，不僅將碉樓運用於學術研究的範疇，

更成功的以碉樓形塑地方文化，亦增加地方旅遊與觀光的經濟效益及僑鄉藝術文

化的深入探究。 

 

四、 地方文獻和跨國華僑史研究 

五邑僑鄉，是華僑社會的一個縮影，能幫助我們觀看近代中國與世界連結的過程。

五邑團隊在地方文獻的整理、保存與解讀上，都有極為顯著的貢獻。本節將從跨

國史(Transnational history)的角度10，跳脫區域疆界與國家框架，整合多樣化的文

獻，討論如何更動態的進行華僑史研究，並提出一些未來學術研究的建議。 

 

(一) 整合不同形態的地方文獻，觀看華僑與僑鄉的跨國體系 

 

現階段僑鄉文化的學術研究，多側重於地域性的發展，或以單一僑居地華僑會刊

的史料為文本進行分析，本文建議未來可結合僑鄉與僑居地的地方文獻、刊物以

及僑批檔案做整合性的探討，將有助我們理解僑居地與僑鄉的感情聯繫，且能更

細緻的凝視兩個端點所建立的國際網路。 

 

以 1936 年澳洲台山縣華僑鄺修錄致其兒女的兩封信為例(附錄一、二)11，家書中

詳細記載僑匯流動的過程與路線，以及幣制、金市與物價的關係，字裡行間亦流

露出父親的叮囑之情，並反映僑居地的生活，以及華僑從世界觀的角度分析中國

政局與外交環境的問題。此外，在「我中國人要個個堅心團結起來，定制某國之

死命，勿使他壓迫我中國人太甚也」等文字中，亦能夠理解在離散(diaspora)環境

中，華僑如何形塑他們的國族認同，以及其愛國精神與對中國的實質貢獻。 

 

僑批記錄個人與家庭的跨國經濟流動與情感聯繫，但是我們可以再透過僑鄉與僑

居地的檔案、僑刊、同鄉會與商會等社群組織，更完整的描繪僑居地與僑鄉，兩

者間構聯的政治、經濟、社會與商業網絡，並探討不同機制(agent)在跨國網絡中

                                                      
9參考五邑大學廣東省僑鄉研究中心網站，張國雄科學研究文章〈中國碉樓起源、分布與型態〉。 
10Ann Curthoys and Marilyn Lake, eds. Connected Worlds: History in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1.4,(2006) : 1296. 
11 感謝劉進教授提供指引上述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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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與意義。(見圖一) 

 

 

 

 

 

 

 

 

 

 

 

跨國華人社團 

會館 同鄉會 

宗親團體 匯業總會 華僑聯合會 

僑批公會 僑批公會 

同業公會 

商會 

同業公會 

商會 

圖一、僑批網絡示意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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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從僑刊僑訊進行跨國連結的分析 

 

僑刊、鄉訊是華僑的集體家書，亦為聯繫溝通海內外鄉親的橋梁和紐帶。12 五邑

地區僑刊、鄉訊的資源豐富，在海外大學圖書館13及五邑地方檔案館，皆能查閱

以下重要僑刊：《台山旬報》、《文疆月報》、《南社月刊》、《赤溪月報》、

《台山今昔》、《沙浦月刊》、《浮山月報》、《東坑月刊》、《新寧鐵路月刊》、

《紫陽月刊》、《四邑旬報》、《新寧雜誌》、《風采月刊》、《自治雜誌》、

《三省月刊》、 《甘聲》、《北坑雜誌》、《南村月刊》、《四邑僑報》、《海

晏民報》、《樓光月刊》、《穎川月報》。 

 

從僑刊鄉訊中的廣告、文訊與出版發行網絡，都能作為僑鄉與僑居地鋪陳國際網

路的各個端點，值得進一步深究。再者，透過僑刊與相關檔案，如五邑地區檔案

館藏有的《新寧鐵路檔案》、《新寧鐵路公司節略》的整合研究，我們也能以新

寧鐵路和交通做為範例，理解僑匯之於僑鄉發展的運用與貢獻，以及華僑如何參

與僑鄉經濟的建設。 

 

(三) 運用物質文化、口述歷史與城鄉研究的學術取徑觀看跨國網絡的建構 

 

在跨國史研究的脈絡下，僑鄉不再只是地域的文化，而是一種幫助我們觀看或建

構一種跨國的「網絡」。因此，我們必須整合不同的學術研究取徑，從國際的視

野，重新理解華僑史。學者可從物質文化去瞭解僑批、碉樓與五邑華僑博物館、

僑居地的舊金山華僑博物館、墨爾本澳華博物館與本迪戈的金龍博物館…等保存

的華僑歷史文物、衣服、船票、輪船時間表、照片、娛樂與宗教活動用品…等，

來建構物品傳記，並幫助我們瞭解五邑地區華僑的穿著式樣與生活習慣，以及理

解僑鄉與僑居地的交通運輸方式與動線、再透過僑刊廣告訊息的輔助，亦能釐清

船票的波動與消費物價之間的關係。總的來說，僑匯與運輸都能夠幫助我們瞭解

跨國體系的構建。 

 

其次，我們也能應用 GIS 的研究方法，從資料數據的整理與分析中，描繪僑鄉與

僑居地的地理概念，以商品流動、人口分佈、交通運輸等圖層分析，更全盤的觀

看華僑跨國網絡的建構。在網絡的研究上，學者可從城市與城市之間的聯繫，探

討不同僑居地與僑鄉之間的關係，並透過僑刊的經銷地點、銷售數字等資訊中，

理解移民的分布及其構建的社群網絡。 

 

再者，如何更細緻的理解僑居地與僑鄉的日常生活，五邑研究團隊已關注到這方

                                                      
12 余定邦”華僑華人與祖籍國關係初探”《國際移民與僑鄉研究論文集》(北京: 中國華僑出版社, 

2011), 第 166 頁。 
13 如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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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議題，取徑華南學派的歷史人類學方法，走進地方社會裡進行考察。學者可

進行更全面的口述歷史及田野調查，從訪問資料中凝視其集體記憶，並理解華僑

群體觀念與文化上的改變，讓華僑史研究的朝向細緻化與動態化的發展。 

 

另一方面，庶民經濟的檔案，也能幫助我們瞭解華人文化在僑居地中的調整，墨

爾本大學博士生 Nichol Barbara (2012)，在其博士論文中，就以墨爾本的餐館為例，

從五邑華僑建立的廣東菜系與食譜在澳洲的適應、改變與轉型。從這樣的研究中，

我們亦能看到以文化做為一種事業，在異國環境中，如何進行生存的改變。 

 

(四) 僑居地與中國僑鄉的分層研究 

 

目前華僑史的研究，多著重於個別僑鄉的發展，缺少一個宏觀的視野，將福建、

廣東各地的僑鄉，放在同一個人文與經濟地理的概念上，進行橫向的整合討論。

我們建議學者可透過各地中華總商會、華僑投資事業的發展歷程，瞭解不同僑鄉

群體的競合關係，也就是周敏與張應龍指出的社會網絡的建立與社會資本的累積。
14同時我們也可以社會科學分析的方法，探討在僑商團體介入或主導的慈善與宗

教活動中，不同社群網絡之間的複雜性。此外，華僑的移民與歸鄉的移動經歷，

帶給僑鄉社會的教育與文化上的影響，諸如各華僑宗親會成立的地方圖書館，都

能幫助我們理解地方宗族與出洋華人，是如何集體型構地方的僑鄉文化。最後，

從微觀的角度，以家庭與個人的經驗，理解華僑落地生根的心理認同轉變，與跨

國婚姻在親密關係中的意義。此外，華僑的日常生活更是不容忽視的課題。 

 

僑鄉文化是理解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資產，本文歸結以上四點學術研究的建

議，期待華僑史的同行好友共同合作，能有更嶄新的學術風貌，共同合作構建一

動態的華僑史研究。 

 

 

 

 

 

 

 

 

 

 

                                                      
14 參考周敏”從社區研究的視角看族裔性對移民社會適應性的影響”《國際移民與僑鄉研究論文集》

(北京: 中國華僑出版社, 2011), 第 16-38 頁。與張應龍”排期文化：一種獨特的僑鄉文化” (北京: 中

國華僑出版社, 2011), 第 193-19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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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澳洲台山華僑鄺修錄致其子振成家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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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澳洲台山華僑鄺修錄致其女月瑛家書 (交由其子振成轉交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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