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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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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２０ 世纪 ２０
—

８０ 年代石狮永宁蔡 氏

家书 为 中 心 的讨论

丁 汀 张 侃

摘要 闽 南 民 间保存的 大量侨批 ，
内 容反映华人跨 国流动所 带来

了政治 、 经济 、 文化的 全球影响 。 本文整理 了 石獅永宁 的蔡天保家族

四 百 多 封价批书信 ， 探讨 了 华侨家戾与 全球网 络互动 的 多 方 面 内 容
，

诸如蔡氏海外营生与价乡跨 国 网络 ， 留 守妇女与 家庭事务的跨国运作
，

归价身份与侨 乡 公益的跨国代理
，

“

冷战
”

格局 与 华侨 家庭的跨 国联

系 ， 挤出 国 门与 幸福家庭的 策略选择 。
从而认为

，
蔡氏 家庭的持续跨

境流动 ，
目 的是利 用跨国 资源 ，

为 家庭成 员 塑造幸福 生活 。

华人跨国流动带来政治 、 经济 、 文化的全球影响 ，

一

直为学界所关注 。

其中以侨批 （银信 ） 为基础而展开的侨汇及其网络也很早得到经济史 、 华侨

史学者的分析。 侨批是海外华侨寄给国内亲友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 ， 说明华

侨汇往家里的款项 ，
同时也记录了移民家庭的 日常生活 ，

以及海外华侨与侨

乡亲友的跨国联系 、 社会经济关系和情感交流 ， 有意无意地反映全球化背景

之下侨乡社会的内在变迁 。 近年来 ，
研究者从侨批家信入手 ， 关注跨国家庭

的生存情况 、 移民网络 、 侨乡社会转型和侨妇群体的生活状态 。
？ 闽南民间

① 陈春声 ：＜从家书到公共文献
一从陈子 昭书札看海外潮人与家乡 的联系 ＞ ， 李志贤主缠 ：

（海外潮人的移民经验 ＞
，
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旬 、 新加坡灌州 八邑 会馆 ，

２００３ 年 ； 杜式敏 ：

（从潮汕侨批看海外潮人的女性观＞ ， 《汕头大学学报 ＞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 ； 陈丽园 ： ｛从侨批看胯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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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华侨的跨境流动与追求
＂

幸福
ｎ

的家庭策略

保存有大量侨批 ， 近年来 ， 在多方力量的努力下 ， 出版 了 《闽南侨批大

全 》 第
一

辑 （ １ ５ 册 ）

？
、 第二辑 （ １ ５ 册 ）

？
， 收录 １ ９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２ １ 世

纪初闽南地区侨批及相关资料 １ 万多封 ， 包括侨批 、 回批 、 汇票 、 汇款单

据 、 电汇单 、 侨批账册等 。 其中第
一辑的第 ２ 册收录了石狮永宁的蔡天保

家族四百多封书信 ， 蔡天保生于 １９０４ 年
， 卒于 ２０００ 年 ， 书信跨度为 ２０ 世

纪 ２０
－

８０ 年代 ， 主要关涉蔡氏四代人在菲律宾 、 石獅永宁 、 香港地区等地

的生活境遇以及家庭活动的各种信息 。 本文希望借助这批相对完整的华侨

家庭书信 ， 以微观研究和长时段观察的方式探讨华侨的移民网络 、 海外营

生 、 家庭事务等内容 ， 在勾勒普通华侨家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生活图景的

基础上 ， 探究华侨家庭的 日常琐事与全球网络互动关系 ，
以及他们如何依

托跨国资源 ，
面对不同历史情境而为

“

幸福家庭
”

奋斗的策略选择。

一

侨乡跨国网络与蔡氏的海外营生

石狮永宁是历代王朝管控海洋的军事要地 ， 宋代设
“

永宁寨
”

，
元代

设巡检司 ， 明代设永宁卫 ， 其辖地甚广 ，

“

东滨大海 ， 北界祥芝及浯屿寨 ，

南连深沪 、 福全 ， 为泉襟裾
” ？

。 永宁港 （ 包括梅林 、 外高 、 沙堤等港口 ）

作为泉州港的属港 ， 也是古代海外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宋元以来 ，
永宁

民众不断移居东南亚进行商贸活动 ，
姑嫂塔是航海标识 ， 也寄托从事海上

贸易者的家庭情感 ， 史籍载 ，

“

宝盖山
，
山颠有石塔 。 可以望商舶 。 宋绍

人的教育与社会传承 （
１９ １ １
—

１９４９
） ＞ ， 《东南亚研究＞２０ １ １ 年第 ４ 期

；
郑莉 ： 《 日 常生活 中的国际联

系 （
１９５０
—

１９９０ ）
—

安溪湖头李氏书信解析＞
，

＜华人研究国际学报＞２０ １２ 年第 ４ 卷第 ２ 期
；
沈惠

芬 ： 《构建东南沿海侨乡女性生活史 ： 侨批资料的价值和利用＞ ， 《福建论坛 》
２０１ ３ 年第 ７ 期 ； 邓达

宏 ： 《潮 汕侨批史料 ：
原生态

“

草根
”

文献
一

兼论侨乡教育＞
， 《发展研究＞２０１ ３ 年第 ３ 期 ； 刘进 ：

《对乡村的疏离与依恋 ： 华侨家庭在华南与北美之间的跨国生存透视
——

广东开平关崇瑶家庭书信为

例＞
，
刘进主编 ： 《 比较借鉴与前瞻 ：

国际移民书信研究 ＞ ，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 １４ 年版 ； 张静 、 黄清

海 ： 《从闽南侨批看近代中华文化的跨国传承》 ， （华侨大学学报＞２０ １ ５ 年第 １ 期 ；
田璐 、 肖文评 ：

《从侨批看民国初期梅州侨乡 与印度尼西亚地区近代教育的发展
——以梅县攀桂坊张家围张坤贤家族

为中心 ＞
，

＜地方文化研究＞２０ １５ 年第 １ 期
；
肖 文评 、 王灌 巾 、 钟敏丽 ： 《民 国时期客家华侨商业观

探析一
一以粤东梅州攀桂坊张楚贤家族侨批为 中心 ＞ ， 《嘉应学院学报＞２０ １７ 年第 １０ 期 ； 陈进国 ：

（士的精神与家族教化
——以林连玉家书的记忆书写为例＞ ， 《原道＞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等 。

①本书编委会编 ： 《闽南侨批大全》 第一辑
，
福建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 ６ 年版 。

②本书编委会编 ： 《闽南侨批大全》 第二辑
，
福建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 ８ 年版 。

③ （明 ） 何乔远 ： ｛ 闽书＞
， 卷四十 ，

择圈志 。

？

１０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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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何乔远 ： （闽书 》

，
卷七

，
方域志 。

李天锡 ： 《宋末元初旅菲华人董柳树轩考＞
，

＜华侨大学学报＞ （ 哲社版）
１９９９ 年第 ４ 期 。

《安海志 》 修编小组编 ： 《安海志 ＞ ，
１９８３ 年 自刊本 ， 晋江县印刷厂 ， 第 １ ３９ 页 。

石狮市永宁镇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 《永宁镇志＞ ， 方志出版社 ２０ １６ 年版
，
第 ３ １０ 页 。

全球史评论 第十五辑

兴中 ， 僧介殊所建 ， 而俗名之姑嫂塔。 谓昔有姑嫂嫁为商人妇 ， 商贩每久

不至 ，
姑嫂登塔而望之 ， 若望夫石然

” ？
。 宋末元初 ，

永宁沙堤董氏十四世

董柳轩到吕宋谋生 永宁龚氏自元代开始聚居沙堤村 ，
不断至海外经商 ，

以在马尼拉活动最为突出 。 明代隆庆开港 ，
允许私人出洋 ， 泉州

一带居民

依靠族 亲关 系而互相牵 引 向 外播迁 ，
如 《安海 志 》 载 ：

“

隆 庆 年间

（
１ ５６７

－

１ ５７２
） ， 吕宋开洋 ， 募华人为市 ， 初无应者 。 镇商李寓西 、 陈斗岩

首航与贸 ，
获利归 。 安平人乃多从而趋之 ，

几至十家而九 。 去者或久居不

归
，
间有籍居生长子女者 。

” ③ 蔡氏也有不少人迁移到菲律宾 ， 如 《石狮容

卿蔡氏族谱》 记载了马尼拉第二次屠杀而殁于吕宋的族人 。 永宁华侨
“

邻

带邻
”

和
“

亲带亲
”

作为海夕卜移民活动的两种基本模式 ， 形成了地缘 、 血

缘 、 业缘等相结合的多层次网络。

蔡天保家族居住于永宁小街 ， 他们依托海外移民网络而向外迁移 ， 也

带有浓厚的
“

邻带邻
”

和
“

亲带亲
”

色彩 。 蔡天保的姑姑蔡注嫁给永宁沙

堤的菲律宾华侨龚丕领 ， 在 １ ８９０ 年代左右 ， 龚丕领开始在马尼拉从事镜商

生意 ， 如 １ ９３２ 年
“

龚协益
”

专用的镜商用笺中登载广告谓 ：

本号 自 开设 以 来 历 有 四 十余年
，
专 营 镜业

，
直接选 办欧美 原 料 ，

如各种玻璃片 、 大 小水银镜 以及人物 山 水纸 中 西镜线 等 ， 色 色 具备
，

应有尽有
，
质料优美 ，

耐久不 变 。 并聘 良 师 ， 专心磨琢 ， 自 造玻璃连

柜 ， 各款花镜 、 喜寿联幛 ， 均具特色 ，
既可任意 选择 ， 而 且价格公平

，

早 受侨界赞许 。 倘 蒙赐顾
，
极表欢迎 ， 本主人龚 显 投启 。

广告登载人为
“

龚显投
”

， 是龚丕领和蔡注夫妇的次子
，
他继承父亲

产业并扩大经营规模 。 １ ９３０ 年 ， 菲律宾六桂堂宗亲总会成立之际 ， 龚显投

担任了副主席 。

？
其兄龚天赐也继承父业 ， 与弟弟

一起经营镜业
， 在宿务

主持
“

龚益兴镜厂
”

。 乡土社会以家族 、 家庭为纽带而组成 ， 家族和家庭

中的成员
一

人在国外立足后 ，
就有责任带其他成员出国 ，

因此家庭是移民

①

②

③

④

？

１０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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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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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基本载体 。 龚氏具有
一定的经济基础 ， 蔡注随夫移居菲律宾 ，

就为

弟弟蔡强 （蔡天保的父亲 ） 来菲提供帮助 。 蔡强在 １９ １ ９ 年前到菲律宾投

奔姐姐谋生 ， 在袭天赐的商店里工作 。 而后龚天赐和蔡注又策划让蔡天保

以
“

龚约
”

的名字申请到菲律宾 。 因为美国殖民政府制订的 《排华法案》

规定 ，
在菲律宾的中国商人凡是每年缴纳税收超过 ２５０ 比索者 ， 均可偕妻

子儿女前来 。 按照这
一

条款 ， 不少具有这
一

资格的商人有时会在家乡携带

—

名冒充自 己子女的孩子来到菲律宾 ， 也就是伪装证书和身份入境 龚

氏在菲律宾开设产业并拥有
一

定资产 ， 也拥有这
一资格 ， 因此也按照这

一

模式让蔡天保申请来菲律宾 。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 ， 他们分别在农历九月廿

八 、 十月初五写信给蔡强之妻董氏 ，
嘱咐蔡天保赴菲律宾时不要出差错 。

？

蔡天保在 １９２０ 年农历二月初十顺利抵达菲律宾 ， 亦在龚家店铺工作 。 除此

之外 ， 蔡强的女婿陈植育也于 １ ９２４ 年到菲律宾谋生 ， 长期在宿务
“

龚益

兴镜厂
”

任职。

③ 蔡家父子翁婿获得谋生手段完全得到蔡注的支持 ， 是建

立在与袭家的姻亲关系之上海外移民活动 ， 可见姻亲网络在华侨移民活动

中所发挥主要作用 ， 而以蔡注为代表的华侨女性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媒介

角色 。

移民到东南亚的华侨一旦条件成熟 ， 他们往往脱离姻亲关系的依托 ，

独立经营产业 。 １９２０ 年开始 ， 蔡强开设菜仔店 （ Ｓａｒｉｓａｒｉ Ｓｔｏｒｅ ） ， 如 ＩＷＯ

年 ５ 月
，
蔡天保给母亲董氏的信中说 ：

“

父亲大人现今业菜仔店利路 。

” ④

菜仔店出售柴米油盐酱醋及其他 日用生活必需品 ， 遍布菲律宾的城市的大

街小巷与 乡村 。 有学者将菲律宾华侨的商业结构总结为 ：

“

卡倍希拉
”

（ 头

家 ，
Ｃａｂｅｃ ｉｌｌａ）

－华侨代理人一华侨经营的菜仔店
一

当地农民 。 菜仔店作

为华人商业网络的末端 ， 既是进口货物的分销店 ， 也是本地农产品的收购

①庄 国土 、 陈华岳等 ： 《菲律宾华人通史＞
， 厦门大学 出版社 ２０ １２ 年版 ， 第 ３ １３ 页 。

② 龚天》寄董氏信 （ １ ９１
９ 年 １ １ 月 ２０ 日

） 、
蔡注寄董氏信 （

１９ １ ９ 年 １ １ 月 ２６ 日
） ， ＜闽南侨批

大全＞
，
第一辑

，
第二册 ，

〇２＿００９
、
０２
－

０ １０
， 第 １０

＿

１ １ 页 。 注 ： 本文所引 书 信均出 自 《 闽南侨

批大全＞ ， 其中的 日期 ， 除无 日 期和无法判定具体 日 期 的书信外 ， 其余均转为公元纪年 。

③ 参见陈植宵与 家乡 的联系 ，

０２
—

１２６
、

１ ２９
、

１ ３６
、

１ ４０ 、 １４ １ 、 １
４４

、
１４９

、
１５ １

、
１５３

、
１ ５７

、

１６６
、

１７ １
， 时 间跨越

１９２８
—

１９ ３３
年 ， 第

１ １２
、

１ １６
、

１ ２２
、

１２５ 、 １ ２６
、

１２９ 、 １３５ 、 １
３８

、
１４２

、
１ ４７

、

１ ５５
、

１６ ２页 。

④ 蔡天保寄董氏信 （
１ ９２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 ）

，

〇２
－

０ 丨７
， 第 丨７ 页 。

？

１ ０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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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 甚至在农民青黄不接之际
， 成为金融借款的主要来源？ 。 蔡强经营菜

仔店 ， 说明已经有了财富积累 。 但蔡强单身在外 ， 身染赌博恶习 。 蔡注无

法管束之际
，
只好写信给弟媳董氏告知相关情形 ，

１９２０ 年 １ １ 月的信中说 ：

“

强弟本欲往山顶 ， 因我挽留并劝他回家 ， 而他不肯准 ， 云因无项 ， 故不

回归 。 闻番连回家有言及强弟胜赌
， 存款寄我处 ， 实无□情 。 前

一所欠西

偏□项 ， 现已还清 ，
勿念

， 专数条利息 ，
□均送免 。

” ② 蔡注与董氏通信 ，

一

方面让董氏及时了解蔡强的经济状况
；
另一方面希望董氏劝解蔡强嗜赌

的恶习 。
１Ｗ１ 年蔡强回 乡 ，

１ ９２２ 年继续南渡 ， 抵达菲律宾后 ， 蔡天保还

写信告慰母亲 ：

“

严父现已作菜仔店 ， 身体亦已全安 ， 请勿介 。

”

③ 菜仔店

是小本生意 ， 时局有变或经营不善 ， 就无法维持。 １９２３ 年 ， 菜仔店停业另

谋出路 ， 蔡强写信告诉董氏 ：

“

日前菜仔店经已停止矣 ， 现要再觅他处再

整別业 。

” ④ 蔡强的经济困境在于赌博 ， 蔡注给董氏的信描述了相关情形 ，

“

赌博输了 ， 我欲责他 ， 尤常触他之怒 ， 不敢到余处 ， 现时身游无项可存 ，

七月间亦无项可寄 。 天保每月薪水 ２０ 元 ， 他逐月写信寄 １ ０元 ，
且年节加

寄 ， 自 己亦缺衣裳衫裤 ， 焉有存款
”

？
，

“

至今赋闲四 月之久 ， 无意寻觅生

理 ， 况自菜仔店收盘所存 １ ９４ 元
”“

现时尚无做菜仔店
” “

现尚未有生理利

路
”

。
？ １９２４ 年 １ ０ 月 ， 蔡强不得不回 乡 ， 但所染恶习仍未改正 ， 蔡注在信

中
一

直劝告 ：

“

近闻吾弟仍是赌博 ， 若此行为何能教于子见耳 。

” ⑦

蔡强返乡后 ， 留在菲律宾的蔡天保出现了问题 。 他结交番婆 ，
致使店

面亏损数千元？ ， 蔡注写给董氏的信中说 ，

“

两三月来结识番女
， 置生意于

不顾 ， 终 日与番女过 日
， 店中亏本千余元 ， 均系耗费无着

”“

令郎天保近

①庄国土等 ： （菲律宾华人通史＞
，
厦门大学出版社 ２ ０１ ２ 年版 ， 第 ２

１
６ 页 。

② 蔡注寄董氏信 （ １９Ｍ 年 １ １ 月 ８ 日 ） ，

０２
—

０２３
，
第 ２３ 页 。

③ 蔡天保寄董氏信 （ １ ９２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 ，
０２
－

０ ３３
，
第 ３３ 页 。

④ 蔡强寄董氏信 （
１
９２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 ，

０２
－

０６２
，
第 ６２ 页 。

⑤ 蔡注寄董氏信 （ １ ９２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 ，

０２
—

０６９
， 第 ６０ 页 。

⑥ 蔡注寄董氏信 （
１９２３ 年 １ ０ 月 ２５ 日

） ，
０２
－

０６９
， 第 ６０ 页 ； 蔡注寄董氏信 （

１９２ ３ 年 １２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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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注寄董氏信 （ １ ９２４ 年 ８ 月 １３ 日 ） ，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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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８
，
第 ６９ 页 。

⑦ 蔡注寄蔡强信 （
１９２４ 年 １ ０ 月 ３０ 日 ） ，

０２
－

０８２
， 第 ７３ 页 。

⑧ 蔡注寄董氏信 （
１９２４ 年 ８ 月 １ ３ 日

） ，

０２
－

０７ ８
， 第 ６９ 页

； 蔡注寄蔡强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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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
”

的家庭策略

来□□放荡 ，
生理无顾

”

。

① 蔡注和丈夫龚丕领决定让蔡天保回 乡改过 自

新 ，
１９２４ 年末 ， 蔡天保回到永宁 。 在此情形之下 ， 家庭生计出现了问题 。

１９２５ 年元旦 ， 蔡强计划再次赴菲 。 但蔡注来信告知 ，
马尼拉掀起排华风

气 ，
导致华侨商人受到劫掠 ， 不少菜仔店受到暴徒扰乱而闭歇 ，

劝其暂时

不要南渡
？

。 计划搁置后 ， 蔡强在 １９２５ 年农历二月二十五 日去世后不久 ，

董氏为蔡天保操办了婚事 ， 并策划蔡天保在此赴菲律事宜 。 在此过程中 ，

蔡强嗜赌欠下的债务问题 ， 成为蔡注和董氏常沟通的话题 ， 蔡注让债主宽

Ｐ艮期限 ， 等待蔡天保 日 后外出谋生再奉还欠款 。

③ 于是 ， 蔡天保在家乡处

理完父亲丧事及自 己婚事后 ，
再次南渡到

“

龚协益
”

工作 。

２０世纪 ３０ 年代 ，
菲律宾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 ， 商业呈现萧条状态 。

蔡天保给董氏的信中写道 ：

“

店中因市场冷淡 ， 银□困乏 ， 无可支预 。

” ④

１９３５ 年 ，

“

龚协益
”

无法维持而倒闭 。 蔡天保失业后 ， 只能暂到其他友人

店中任职过渡 。
⑤ 蔡天保妹夫陈植育一直在宿务的

“

龚益兴
”

店内工作 ，

到了１９３５ 年 ， 也可能受
“

龚协益
”

倒闭影响 ， 不得不重新寻找工作 ， 他

在给岳母董氏的信中写道 ：

“

婿自今冬来菲 ， 仍作漂泊 。

”？

１９４１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
陈植育在美骨地区领导地下抗 日组织

“

抗

日反奸大同盟
”

，
后来担任了

“

菲律宾华侨抗 日 游击支队美骨大队
”

的大

队长 。 由此可见 ， 陈植育辗转从宿务到黎牙实备市发展 ， 并参加了抗 曰游

击战争 。
⑦ 蔡天保与家人失去联系 ，

无法得知他在菲律宾的具体生计 ，
战

后与家乡妻子恢复联系时 ， 他告诉妻子 ：

“

夫此处平安 ， 现仍营谋生理 。

” ⑧

蔡天保可能与朋友合伙在马尼拉开设了
一家名为

“

首都镜商
”

的店铺 ，

①蔡注寄董氏信 （ １
抑４ 年 ８ 月 １３ 日 〉 、 蔡箴寄舅母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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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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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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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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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Ｓ＞０

－

９ １ 页
； 蔡注寄董氏信 （

１ Ｓ
＞２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
０２
—

１ ０６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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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蔡天保寄母亲信 （
１９３２ 年 ４ 月 １ １ 日 ） ，

〇２
＿

１５９
， 第 １４ ８ 页 。

⑤ 蔡天保寄母亲信 （
１９３５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

〇２
＿

１８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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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编撰委员会 ： 《永宁镇志＞ ， 方志出版社 ２０ １ ６ 年 ， 第 ３０６ 页 。 战后 ，
陈 氏经营船货生意 ，

还曾

任黎牙实备市 中华商会会长 。 １９４ ８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１９４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

，
陈植育寄蔡天保 的信 ，

０２
—

２９６
、

３６２
，
第 ２８４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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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天保寄施双治信 （ １ ９４５ 年 ７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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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７ 年蔡天保返 乡后 ， 仍收到马尼拉蔡火炎寄来书信 ， 报告
“

首都镜商
”

的经营状况 ， 并附以侨汇 。
？

在国内外局势极为不稳局面之下 ， 华侨网络发挥着联络互助作用 。

１ ９３ ８ 年 ， 厦金地区被 日军占领 ， 晋江南部民众的粮食来源被断 ， 永宁也面

临严重的缺粮情形 。 旅菲永宁同 乡会组织救济委员会向菲律宾各地华侨发

动募捐 ， 陈植藻 、 陈植育即被派往菲的棉三美示等地进行劝捐款项。 后来

通过福建救济会协助 ，
购买的大米运到永宁平籴 。 同年 ８ 月

， 宿务旅菲永

宁同乡会派名誉顾问陈汉宗 、 特派专员陈植藻回国指导工作 。

② 陈植藻与

陈植育为族亲 ， 后来与蔡天保成为亲家
，
陈植藻在菲律宾也从事镜商 ， 开

设
“

昌明镜厂
”

。 蔡天保娶妻施双治 ， 其妻弟施性谈 、 施性水等人亦在菲

律宾谋生 ，
就与蔡天保形成了亲友圈 ，

互相支援 。 可以说 ，
姻亲 、 同 乡 、

同业所交织构筑的社会网络为蔡天保等人的海外生计提供基本保障 ， 也是

应对国际变局的有效手段 。

华侨家书内容包括万象 ，
涉及家庭事务的方方面面 ， 诸如婚姻嫁娶 、

岁时习俗、 祖先祭祀 、 宗教生活等 。 由于在海外谋生的主要以男性为主 ，

虽然他们寄回侨汇维持家计 ， 并要求留守家乡的妻子要孝敬老人 、 服从家

庭 ， 但是侨乡女性也因此在延续家庭 、 周旋 乡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陈

达讨论华侨社区女子地位时 ， 对此已有深刻说明 ：

“

男 当家人如旅居南洋 ，

年长的妇女如在乡 ， 即做家主 ， 处理一切家务
”

，

“

女子当家以后 ， 凡家庭

经济 、 儿女训晦 、 社交及家长所应负的责任都托付于她 ， 因此女权的伸张

是必然的趋势
”

。

？

董氏作为留守侨乡 的家主 ， 在蔡天保家庭事务的处置上具有极大权威 。

子女婚事均以董氏意见为主 ， 起了决定性作用 。 １ ９２３ 年正月 ， 小女儿水贝

①蔡火炎寄蔡天保信 ，

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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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５ 、 ３你 、 ３５７ 、 ３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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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５ 页 。

② 郑澄坚 ： 〈旅菲永宁 同 乡会与平籴会＞
，
载于 ｛石狮文史资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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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３ 年 ， 第

４２
＿

４ ３ 页 ； 郑天应 ：＜永宁华侨倡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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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乡危＞
，
＜石獅文史资料＞ ， 第 １ ８ 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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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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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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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
＂

的家庭策略

过世之后 ， 董氏即按照闽南风俗 ， 赶在百 日之 内让大女儿蔡文雅出嫁成

婚 。 此事未与丈夫蔡强商议 ， 以至蔡强来信质询 ：

“

为何
一

成就要过门 ，

不挨延几月 。 先付信前未通知也 ， 未知男家有父母兄弟否 ，
或出外 ， 或在

家 ，
何乃太速就要迎娶 ， 何也？

”

① 董氏并不理会蔡强的反对意见 ， 反而叮

嘱蔡天保帮忙置办嫁妆 ， 蔡天保遵从母命 ， 从菲律宾寄去花线毯
一

块 、 大

镜一个 、 布三庄小镜二个 、 山水镜
一个 、 茶盘

一块等物 ， 并托人从厦门购

买手表
一块 。

② 在菲律宾的蔡注 、 龚天赐 、 龚显投等人也汇款回永宁祝贺

婚事 。
③ 董氏极为关注蔡天保的婚事 ， 希望将自 己外甥女可变为儿媳 ， 因

此在书信中不断催促让蔡天保回家娶亲 ？ 蔡强对此有不同意见 ，
１９２３ 年 ４

月写信告知董氏暂缓婚事 ， 其理由是蔡天保没有存款 ， 尚未 自立 ， 而菲律

宾生意
一时难以获利 ，

如果筹办婚事 ， 家 中还要修繕房厝 ， 资金不足。
④

由于蔡天保为男 丁 ，
其婚事的意义有别于女儿 ， 为了支持弟弟意见 ，

１ ２

月 ／ 蔡注写信给董氏 ，
董氏之前选的女子年龄过大 ， 认为应选择十五 、 十

六岁的女子为宜 。
⑤

１９２４ 年 ， 蔡强回乡 后 ， 开始亲手操持蔡天保婚事 ， 即

使人在病中 ， 仍心系此事 。 蔡强不久病故 ， 按照闽南风俗 ， 儿子定亲之

后 ，
父母

一

方不幸去世 ， 必须提前举办婚事 ， 即丧事百 日内可办喜事 ， 否

则要等到三年
“

脱孝
”

才能嫁娶 。 民间将提前举行的婚礼称为
“

尽孝娶
”

“

拖孝娶
” “

趁孝娶
”

。 如地方民俗学者描述的 ，

“

孝服内孙男娶亲 ， 以儒

家为违礼 。 但泉俗可以容许 ， 称
‘

尽孝娶
’

。 其事为子已订婚 ， 媳妇未过

门而翁姑死 ， 家务乏人主持 ，
若要待三年除服才娶亲 ， 未免旷 日持久 ， 故

权宜之计 ， 在丧期内娶亲
” ？

。 董氏赶着蔡强逝世百 日 内为蔡天保举行了婚

事
，
并写信给姑姑蔡注 ，

告知天保将于 １ ９２５ 年农历四月完婚。 蔡注并不清

楚女方的具体情况 ，
只能在回信中重申 亡弟蔡强不同意聘董氏外甥女的意

见 ，
另外嘱咐董氏要调査女方家中是否妥当 。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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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祭拜是家庭 日常事务的重要内容 ， 侨乡社区对此尤为重视 ， 他们

除了相信祖先具有操纵儿孙祸福能力之外 ，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以各种隆

重的祭祀礼仪彰显海外经济状况 ，
维系他们在侨乡 社区的身份与地位 。

蔡注等人在海外无法按照年节参与祭祖仪式 ， 就寄钱托付弟媳董 氏做好

先父先母忌 日 的祭祀活动 ，
这成为她在多年家书中一定要嘱咐的事宜 ，

如 １９２２ 年的信中 写 ，

“

顺便付上清银贰元 ， 以作先君忌辰之用
，
祈笑

纳
”

；

“

兹付上洋银 ４０ 元
，

２０ 元以作食先母之忌
”

；
１ ９２４ 年的信中则为

“

此 ２ 元系欲与八 月十三之用
”

；
１ ９２５ 年的强调为母亲作忌 ，

“

四月 做先

母忌神 ，
此款欲添用

”

，
１９２６ 年信中再特别说明 ，

“

四 月间先母忌辰 ， 姐

因烦心
一

时忘记 ， 兹逢便付上银贰元
”

。
② 除了家祭之外

，
普渡作为闽南

社区的重要风俗 ， 其功能在于抚慰无所归属的孤魂野鬼 。 所谓
“

普渡
”

，

就是毎年要在农历七月的
“

中元节
”

举行宗教仪式 ， 以丰盛的食物超度

饿鬼 。 由于普渡对于侨乡家庭和社区均极为重要 ，
海外亲友也常常委托

在 乡亲属主持举行或汇款贴补 。 蔡强在菲经营不善 ，
资金并不充裕 ， 普

渡之际 ， 在信中嘱董氏不必太过丰富 ，
若节俭更妙 。 蔡强去世后

，
蔡天

保赴菲律宾经商 ， 成为家庭经济的主要供给者 ， 董氏也想让蔡天保回 乡

举行普渡 ， 但蔡天保回信也以经济条件不佳为由而拒绝回 乡 ， 承诺等经

济好转再回家 。

③ 相对而言 ， 蔡注的经济条件较好 ， 永宁举行普渡之前 ，

她就分批汇款给董氏贴补费用 。
④

华侨虽然远在海外谋生 ， 但他们对原乡 的地方神明极为尊奉 。

一

方面

在侨居国分香建庙 ，
构造精神信仰空间 ； 另一方面也委托家 乡亲人代向原

乡神灵祈福求愿 。 其中后者就常常通过书信往来沟通而实现 。
１ ９２２ 年

， 蔡

注写信给董氏 ， 请董氏代她为丈夫龚丕领向沙堤村三王府祈运 。
⑤ 三王府

①陈达 ： 《南洋华侨与 闽粤社会 商务印书馆 ２０ １ １ 年 ， 第 １３３ 页 。

② 蔡注寄董氏信 （ １９ ２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 ） ，

０２
－

０３５
， 第 ３６ 页 ； 蔡注寄董氏信 ，

０２
—

０４ ７
，
第 ４２

页 ； 蔡注寄董氏信
（

１９２４ 年 ８ 月 １ ３ 日 ） ，

０２
—

７８
， 第 ６ ９ 页 ； 蔡注寄董氏信 （

１９２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 ）
，

〇２
—

１００
，
第 ９ ２ 页

；
蔡注寄董氏信 （ 丨咖 年 ６ 月 ９ 日 ） ，

０２
—

１ １３
， 第 １ ０３ 页 。

③ 蔡强寄董氏信 （ １９２５ 年 ５ 月 ３ １ 曰 ） ，

０２
－

０７５
， 第 ６６ 页 ； 蔡天保寄母亲信 （ １９３４ 年 ６ 月

３０日 ） ，
０２
—

１８２
，
第１７４页 。

④ 蔡注寄董氏信 （
１９２４ 年 ７ 月 ２７ 日

） ，
０２
－

００ ３
，
第 ４ 页

； 龚天？寄 董氏信
（
１ ９３４ 年 ８ 月 １

日
） ，

０２
—

１８３
， 第  １７５页 。

⑤ 蔡注寄董氏信 （
１ ９２３ 年 １ 月 １ １ 日 ） ，

０２
—

０４０
，
第 ３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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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祭拜王爷的宫庙 。 王爷信仰在闽南民间社会十分盛行 ， 其职为
“

代天巡

狩
”

， 具有驱疫送癟 、 消灾赐福 、 保境安民的责任 。 王爷宫有祭祀
一

位王

爷 ， 也有祭祀多位王爷 。 台湾以祭祀池 、 朱 、 李三位王爷最为普遍
？

， 永

宁祥芝港的
“

斗美宫
”

是祭祀池 、 朱 、 李三位王爷 。 １７ 世纪以后的诸府王

爷香火就随着海洋贸易的船只和闽南移民传播到南洋各地
？

，
在菲律宾华

人中 ， 王爷信仰极为兴盛并长期传承？ 。 虽然我们在书信中并不了解蔡注

为龚丕领向王爷祈运求福的原因 ，
但显而易见 ， 他们仍笃信原 乡神明的灵

验与庇护功能 ， 因此会委托家人前往举行仪式或捐赠钱财。 永宁城隍庙为

永宁城的核心庙宇 ， 凭永宁设立卫的军事地位而得以建造。 虽然为王朝祀

典庙 ，
但是随着卫所地方化的进程 ， 城隍也演变成地方神明 。 蔡注儿媳妇

蔡香身在菲律宾 ，
也托舅母董氏去永宁城隍土地公求财 ， 请求土地公保佑

其丈夫和小叔有财气 ，
表示 日后回家定当谢神还愿 。

？

董氏作为留守主妇 ， 代理了蔡注作为华侨主妇在侨乡应处理诸多家务 ，

而这些事务也都是通过家书而完成的 ， 比如蔡注孙儿要过十六岁 的成人

礼 ， 需要筹备若干礼品分发给 乡邻与亲友 ， 蔡注让董氏去永宁街上询问稞

店和粽店做棵粽的价格 ，
以为筹备。

？ 蔡注曾汇款银 ８ 元给董 氏 ， 交代其

中 ４ 元是拨给姑刘的侄女做周岁打脚链的费用 ，

⑥ 等等 。

婢女 、 螟蛉子也是华侨家庭内部书信特有的交流话题 。 华侨家庭的主

要劳动人 口跨国流动之后 ， 国 内家庭的劳力就缺少了 。 为了补充劳力或者

为了保持侨眷的体面 ， 部分华侨家庭购买婢女来充当劳力 ，

“

凡家内的扫

除 、 烹往及
一

切杂务均由婢女担任
”

？
。 蔡注在回乡前 ， 曾托董氏代为购买

婢女 ， 后以 ２７ ０ 元买了
一

名五六岁女婢？ 。 对于购买幼女为女婢的做法 ，

①蔡相焊 ： ｛ 台湾 的王爷与妈祖＞ ， 台厚出版社 １ ９８４ 年版 ， 第 １ ０２ 页 。

② 王琛发 ： 《闽南王爷在南洋 ： 跨国信仰 的国际性 、 历史感与在地化 》 ， 《 闽 台文化研究》

２０ １７ 年第 ４ 期 。

③ 施振民 ： （旅菲晋江华峰同乡会沿革 ＞ ， 洪玉华编 ： 《施振 民教授纪念文集》
，
菲律宾华裔

靑年联合会 １９９２ 年 ， 第 ３０４ 页 。 李天锡 ： 《华侨华人民间信仰研究＞
，
中国文联出版社 ２〇〇４ 年版 ，

第 ２５８ 页 。

④ 蔡香寄董氏信 （
１９２６ 年 ６ 月 ９ 日

） ，

０２
－

１ １ ３
，
第 １〇３ 页 。

⑤ 蔡注寄董氏信 （
１９２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

〇２
—

１ ０６
，
第 ９７ 页 。

⑥ 蔡注寄董氏信 （
１９２５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 ，

０２
—

１０８
，
第 ９９ 页 。

⑦ 陈达 ： （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
，
商务 印书馆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１４ ５ 页 。

？ 蔡注寄董氏信 （
１９３４ 年 ５ 月 ２７ 日

） ，

〇２
—

１ ７Ｓ
， 第 １６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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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达认为具有经济核算的理性成分在内 ，

“

因为买入幼女 ， 家主妇只须给

她饮食及衣服 ， 将来她长成了 ，
做工是不付工资的

” ？
。 蔡注返菲后 ， 将女

婢寄养在董氏身边 ， 让董氏好好教育女婢 。 但女婢被买进家门后 ，
没有为

家中增添财气
，
蔡注对此非常不满意 。 就想让董氏转卖给 乡里需要者 ， 再

买
一

个美貌的女婢 ， 其在信中询问董氏 ：

“

女婢不知乖巧合用否 ，
若不合

用者而逢有贩者发卖婢女 ，
祈即将此女婢与其交换 ， 但要选择其乖巧伶俐

方可收买
” ？

。 随后 ， 蔡天保亦来信与母亲讨论此事 ， 并建议 ：

“

听闻前杆

柄阿米家中想要买一婢女 ， 可让母亲代询问 。

” ③ 华侨出洋后 ， 往往是数年

或十余年才回家
，
因家中没有儿子或少子 ， 常常以采取抱养螟蛉子 （ 也称

为义子或契子 ） 以为后裔 。 陈达认为 目 的在于要使祖祠的香火不致断绝 ；

要使外洋的事业有人继承 。

？
新加坡 《三州府文件修集 》 卷三 《通商书

札》 中的
“

本坡福长春号之才副洪作霖遗嘱书
”

是
一

份相当特殊的侨批 ，

这份遗嘱写于 １ ９ 世纪末 ， 其中部分内容就涉及购买螟蛉子之事 ，

“

将其银

随时代弟买螺蛉
一

子 ， 交于大姊 ， 代为抚养 。 买童子之项 ， 约
一

百元之左

右 ， 其余则附交殷实铺户生息 ， 以作养儿使费
”

？
。 具体而言 ， 抱养一般为

６ 岁以下的孩童 ， 与抱养家庭并不
一

定具有血缘关系 ，
接近人 口够

，
因此

需要以一定的资金为基础 。 除了购买费用外 ， 抱养家庭还要准备培养孩子

成长的费用 。 对此家庭内部要进行较为周密的讨论 ， 其中也会发生不同意

见 。 比如蔡天保内弟施性谈因与妻子在抱养之事上存在分歧 ， 于是在写给

姐姐施双治信中 ， 表示 自 己因为经济不宽裕 ， 暂时不同意妻子要购买螟

蛉子 。
⑥

一

般而言 ，
侨汇是华侨家庭的基本经济来源 ， 相对于普通家庭而言

，

他们在 日常生活开支之外 ， 也留有余资 ， 他们往往采取放贷进行生息保

①陈达 ： （南洋华侨与 闽粤社会＞ ， 商务印 书馆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１ ４５ 页 。

② 蔡注寄董氏信 （
１９２ ８ 年 ５ 月 ４ 日 ） ，

０２
—

１２７
， 第 １ １ ３

—

１ １４ 页 ； 蔡注寄董 氏信 （ 六月廿一

日 ） ，

０２
—

１ ６２
，
第 丨５ １ 页

；
蔡注寄董氏信 （

１ ９３３ 年 １２ 月 ３ １ 日 ） ，

０２
—

１７６
， 第 １６７ 页 。

③ 蔡天保寄母亲信 （ １ ９３４年 ４ 月 １７ 日 ） ，

０２
—

１７９
， 第 １７０

—

丨 ７１ 页 。

④ 陈达 ： 《南洋华侨与 闽粤社会 ＞
，
第 １４４ 页 。

⑤ 转见林伟钿 、 陈景熙＜从一封特殊侨批刊闽南华侨的商业网络
——以 〈三州 府文件修集 〉

洪作霖遗嘱书为案例 ＞ ， 陈荆淮主编 ：＜海邦剩馥 ： 侨批档案研究 ＞
，
Ｂ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 １６ 年版 ，

第 ６２ 页 。

⑥ 施性谈寄施双治信 （ １ ９４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 ） ，

０２
—

２０６
，
第 １ ９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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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 其中比较富裕的侨属的放贷数额也相 当大 ， 放贷对象有周边 乡 里民

众
，
也有店铺商人 ， 蔡注的经济条件较为优渥 ， 董氏成为其侨 乡债务代理

人 ， 其资金通过侨汇到董氏手中再转贷到周边 乡 民 。 与此同时 ， 债款利息

和本金也由董氏收取 。 如债务发生周折与纠纷 ， 蔡注就在通过书信嘱托。

比如 １ ９３４ 年的信就是讨论此事 ：

郭 扁君前 欠贰佰元 ， 余令天保查 问 ，
而 他答 于去年十 月 寄 回 清 还

矣
，
祈 暗查 向＆仕 ， 是否 有还也 。 前水用 及贴 旧 欠余 之项 至今均 未还

清
，
析 即 通知 般仔可也 。 而般盘欠 余贰佰元 ， 嘱 余 向Ｍ讨来 ， 但 因

生理零淡
，
余虽 有通知 ，

但亦未还也 。 並皇欠 余之项未 知还否 ，
此 后

人家若来清 ，
还不可再借他人 ， 切切 。 而鱼土欠余之项 ， 嘱 向 其子讨

还 ． 余乃令天保 向他讨 ， 答 一店 员 只作度食耳 。
①

根据这封书信可知 ， 依托董氏的中介作用 ， 蔡注向郭扁君、 般仔 、 杭

仔 、 乌长等人放贷 ，
２００ 元金额也非小数 ， 可见蔡注的生利资本具有

一

定

规模 。 从书信表述内容看 ， 借款因各种原因而被拖欠 ， 也说明 当时民间放

贷风险 ，
她 自己又远在万里之外 ， 只好通过书信予以嘱托交代董氏处置 。

三 蔡天保与侨乡公益的跨国代理

随着抗 日战争结束 ，
百废待兴 ， 海内外华人对祖国与家乡 的建设充满

期待 ， 华侨在同 乡会的推动下 ，
捐资参与地方公益建设 ，

以推进侨 乡的现

代化进程。 抗战期间 ， 涵溶小学因侨汇短缺而停办。 此时则由旅菲永宁同

乡会理事长陈植鱼以及陈增沛 、 倪泽芳 、 倪泽民 、 陈植萼 、 陈植藻 、 陈松

根等人组成校董会着手复校 。
② 与此同时

， 华侨抗 日反奸大同盟主席 、 《华

侨导报》 社长许敬诚和总部部长吴紫清主动与马尼拉中华商会主席薛芬

士 、 副主席施性水等人共同商议战后华侨恢复旧业等事项。 因此如何筹集

华侨资金 ， 如何使用公益资金 ，
如何实现公益事业 ， 如何达到公益 目 的 ，

①蔡注寄董氏信 （
１ ９３４ 年 ９ 月 ７ 日 ） ，

０２
—

１ ８４
， 第 Ｉ％ 页 。

② 郑应 、 李扬 ： 《永宁办学史话》 ，
见＜晋江文史 资料选辑第 ６ 辑＞

，

１ ９８５ 年 ， 第 ３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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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反馈公益效果 ， 均为当时面对的问题 。
１ ９４７ 年 ６ 月

，
蔡天保从菲律宾

回到永宁居住 ，
积极参与家乡的公益事务 ，

一

直服务到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再度赴

菲为止 。 蔡天保在两年多的归国居留期间 ， 除了在永宁经营家业之外 ，
以

归侨身份充当在菲律宾的永宁同 乡会与在永宁的旅菲永宁同 乡会驻乡办事

处的桥梁
， 扮演了侨 乡公益的跨国代理人角色 。 旅菲永宁同 乡会成立于

１ ９３４ 年
，
旅菲永宁同乡会驻乡办事处成立于 １ ９４７ 年 ６ 月 １５ 日 。

？ 设立 目

的就是联系海外华侨和承办永宁地方事务的作用 ，
该办事处在 １９４７ 年 １ ２

月在 《泉州 日报》 刊登多条鸣谢乡侨捐赠启事？ ，
即为例证 ：

本 次永宁蔡泽洽先 生在 菲为 令 郎 完婚 。 蔡君本 其节 约 与 热 心公 益

事业之精神 ， 相 应本处之节 约 建设故 乡 运 动 ， 乐将婚 事 节 省 用 费 国 币

二千 万 捐 献本处 ， 作为 重建永 宁孝女姑祠 （ 寄骸所及旅客 殡仪馆 ） 之

用
，
钦佩之余 ， 谨此鸣谢 。

此次永宁蔡木燕 先 生 为 其新构荔 口 山 庄举行 落 成典 礼 。 蔡君本其

节费 用 热 心公益 事业之精神 ， 遵奉本处节 约公约 节 约 从事 ， 并将亲 友

贺礼 （ 建设礼券 ） 及节 省费 用 国 币
一 千五百 万 元 捐 献本处作

，
为 重 建

永 宁孝女姑祠 （ 寄 骸所及旅客殡仪馆 ） 之用 ， 钦佩之余 ， 谨此 鸣谢 。

上述致谢辞提及的
“

孝女姑祠
”

即
“

孝女姑庙
”

，
也称为

“

孝女姑

宫
”

， 位于永宁西门外 ， 奉祀刘氏孝女 ， 此次重建 目 的是改为寄骸所并作

为旅客殡仪馆 ， 纯属地方公益
，
这说明旅菲永宁同 乡会驻 乡办事处已通过

华侨网络筹资建设地方事业 。 启事中所鸣谢的蔡泽洽早年赴菲经商 ， 后担

任菲律宾华侨商会会长 、 永宁同乡会会长 ， 后来成为 １ ９５４ 年成立的菲华商

联总会
“

主席团
”

的成员 。
？ 蔡泽洽在 １９２５ 年与旅菲侨亲组成校董会 １２

①石狮市永宁镇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 《永宁镇志＞ ， 方志出版社 ２０ １６ 年版
，
第 ３０６ 页 ； （永宁

组乡谊促进会 ， 敦睦族邻消灭械斗＞ ，＜晨＊报＞ ，
１ ９４ ８ 年 ６ 月 。

② 《旅斐晋江永宁同乡会驻乡办亊处鸣谢启亊 ＞ ， （泉州 日 报＞ ，
１９４７ 年 １ ２ 月 。

③ 萧衊淸 ： （ 中菲外交关系史 ＞ ， 台北正 中书局 １ ９９５ 年版 ， 第 ５７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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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华侨的跨境流动与追求
“

幸福
”

的家庭策略

人创建了永宁小街蔡氏宗祠的繁峰小学 。

？ 蔡泽洽在 １９４８ 年回 乡 ，
被推荐

为永宁镇商会维持会会长 。
？ 可见他在菲律宾或家 乡 永宁均热心参与公益

事务 。

公益事业的展开需要
“

可信之人
”

的运作。 也就是说 ， 海外华侨华人

捐助侨乡事业 ，
都希望自 己的资金能用到实处 ， 但因无法在场监督以及不

熟悉 乡情 ，
就选用他们信任的中介人协助相关事务的展开 。

？ 蔡泽洽 、 蔡

木燕等人逐渐返回菲律宾 ，
就寻找代理人展开地方公益 ， 蔡天保成为他们

的人选 。 蔡泽洽与蔡天保在菲律宾就互相熟悉情形 ， 蔡泽洽回 乡之前 ，
他

写信给蔡天保 ：

天保 宗兄 惠鉴 ： 敬启 者
，
忆 自 别 后 ， 念念 殊深 ，

遥祝迩 来起居清

吉
，
诸凡顺 适为颂 。 兹 逢快轮之便 ， 付上 国 币 贰拾 万 元 ，

又 内 夹票 一

张 国 币 壹佰万 ， 到希笑 纳 自 备香烟之敬 。 外 地安善 ， 顺 此 告慰 ， 专 此

并祝万 安 。 宗 弟蔡泽洽 启 ，
西 历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 ９ 曰 。

？

在书信之中 ， 蔡天保与蔡泽洽两人以宗兄 、 宗弟相称 ， 可见他们在菲

律宾的交情匪浅 。 鉴于蔡天保的海外网络 ，
旅菲晋江永宁同 乡会驻乡办事

处的常务理事张清泉于 １ ９４８ 年 ４ 月 ４ 日致信蔡天保 ， 邀请他参加驻乡办事

处并担任理事 ，
该信内容为 ：

查本处
４

趣 事蔡 木 燕 等 人 因 事先后 出 国 ，
本处第 十 二 次会议讨论 ，

素仰 台 端热心 公益 ， 决议聘请递补理事之缺用 ， 特 函 请查 照 希于本 月

五 曰 下午 三 时 出 席 就职 ， 事 关 桑梓福 利 事业 ， 谅蒙允 诺为 荷 ， 此致蔡

天保先 生 。

⑤

①郑天应 、
李显扬 ： 《永宁侨亲兴学百年史话＞

，
＜石狮文史资料＞ ， 第 ２１ 辑 ，

２０ １４ 年 ， 第

４９ 页 。

② 蔡世山 ： （汉林楼＞ ， （永宁乡土＞ ，２０ １５ 年秋卷 。

③ 陈蕊 ： ＜关于侨乡优势的思考
——

广东灌州大吴村旅外乡亲捐 资公益亊业调研报告＞
，

《华

侨华人历史研究 ＞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 。

④ 蔡泽洽寄蔡天保信 （
１ ９４８ 年 ５ 月 ９ 日

） ，

０２
—

２９２
， 第 ２ ８０ 页 。

⑤ 旅菲晋江永 宁同乡会驻乡办亊处寄蔡天保信 （
１９４８ 年 ４ 月 ４ 日

） ，

０２
—

２８ １
，
第 ２６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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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评论 第十五辑

蔡天保出任驻乡办事处的理事之职后 ， 不仅处理驻乡办事处的公益事

务 ， 而且也接手海外宗亲会倡议的各种事务 。 如农历的五月 、 六月 、 七月

之间
， 蔡天保不断收到来自菲律宾华侨捐款 ， 倡议修缮蔡氏宗祠 。 １ ９４８ 年

农历六月廿六 日
， 蔡宗华写给蔡天保和蔡泉孝的信中告知募捐者为厚助 、

友走 、 泉渊 、 国桂 、 国良 、 国的 、 友福 、 友意等蔡氏族人 ， 他们各自捐助

２０元用于修缮位于永宁小街的蔡氏祠堂 。 蔡宗华还在信中要求蔡天保回信

报告汇款开支 ， 以便募捐者知晓详情 。 再之 ， 就是催促蔡天保尽快开工 ，

以便在农历八月迎祖祭祀 。

？１ ９４８ 年
， 蔡泽洽与大仑蔡孝忍倡议大修港边

蔡氏家庙之际 ， 蔡宗华也在给蔡天保的信中提到 ，
让蔡天保等蔡泽洽回 乡

后共同商议。
？ 农历七月十二 日

，
居住在马尼拉的蔡 国的寄给蔡天保信 ，

之名共有十
一人捐款菲律宾币 ６７０ 元 ， 用作农历八月忠烈公迎办之用和修

缮宗祠 ， 在菲同人会议将捐款交给蔡天保处理 。
③

１９４９ 年 １ 月 ， 蔡宗华再

次写信给蔡天保 、 蔡泽洽 、 蔡泽埋 ，
感谢他们对家乡的鼎力支持。

④ 可知 ，

蔡天保作为代理人 ， 对家乡地方事务的精细处理
，
获得了海外宗亲的满意

和赞赏 。

．

正因为蔡天保在公益事务上的尽责尽心 ，
海外华侨也委托他帮助亲友

和调解问题 。 如 １ ９４８ 年 ４ 月
， 蔡国的写信委托蔡天保和施双治照顾即将在

家乡分娩的妻子 ，
即认为

，

“

兄乃忠实可靠之人 ， 又以至戚至亲□□故 ，

敢再烦扰也
”

。
⑤ 蔡天保还受亲友的委托代为调査对象的情况 。

“

兹因小儿

年屈弱冠 。 家室犹虚。 近有
一

知己友人介绍内坑乡姓李者 。 其父在菲谋

生 。 李仔昌 。 其母名蔡甲 。 现该女入学读书 。 请表兄代为一行 。 细详探査

其德从如何 。 容貌如何。 请于下邦来函示知 。 对于此事望兄切勿外扬。 因

□他 日有所阻扰之时 。 免被外人所笑焉 。

”？ 这是蔡天保在菲的表妹吴夜治

写来信札 ， 起因是有人为吴氏儿子介绍对象 ， 此事较为私密 ，
吴氏不希望

夕Ｎｉ ， 就请蔡天保代为调査此对象的品德与容貌情况 。

①蔡宗华寄蔡天保信 （
１９４ ８ 年 ８ 月 １ 日 ）

，

０２
—

３０ ５
， 第 ２９９

—

３０ １ 页 。

② 蔡宗华寄蔡天保信
（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 １ 日
） ，

０２
—

３０５
，
第 ２９９

—

３０ １ 页 。

③ 蔡国的寄蔡天保信 （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 １６ 日 ） ，

０２
—

３ １ ３
，
第 ３ １ １ 页 。

④ 蔡宗华寄蔡天保信
（

１９４９ 年 １ 月 ８ 日 ） ，

０２
—

３３６
，
第 ３３７ 页 。

⑤ 蔡国的寄蔡天保信 （
１９４ ８ 年 ４ 月 ２２ 日 ） ，

０２
—

２７ ５
， 第 ２６０ 页 。

⑥ 吴夜治寄蔡天保信 （农历十二月初八 ）
，

０２
—

３３４
，
第 ３ ３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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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华侨的跨境流动与追求
＂

幸福
”

的家庭策略

四
“

冷战
”

形势与华侨家庭的跨国分布

１ ９４９ 年 ９ 月
， 蔡天保再度赴菲律宾。 此后 ， 受到

“

冷战
”

形势的影

响 ，
菲律宾政府以防止共产党渗透为理由 ，

大幅度减少中国移民进入菲律

宾的名额 ， 人数大幅度减少了 ， 从每年 ５〇〇 名限额到 ５０ 名
，

１９５０ 年 ， 菲

律宾完全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移民入境 。
① 在此情况之下 ，

侨眷无法通过

申请移民到菲律宾与家人相聚 。 为了解决这
一问题 ，

“

赴港会亲
”

应运而

生
，
即让华侨与侨眷分别前往香港会面 ，

香港成为海外华侨与侨乡亲友沟

通的中转站 。 不过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之下 ， 归侨和侨眷经常受到不公正对

待 。
１ ９６ １ 年中侨委 、 省侨委发布妥善处理归侨 、 侨眷财产 、 侨汇被侵犯的

问题的指示 ， 但是当时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 实际未能得到很好解决 。

？

在此情形之下 ，
１９６２ 年 ， 蔡天保之妻施双治已 申请到香港生活 ，

而蔡泉

清 、 蔡金鹏 、 蔡秀琴等三孩子留在永宁家中 。 后来蔡秀琴嫁给陈植藻之子

陈民钦 ，
移居到马尼拉。 蔡泉清娶妻施玉旋 ， 生育三儿

一

女 ： 蔡铭峰 、 蔡

健康 、 蔡显荣和蔡美美 。 此外 ， 蔡天保在菲律宾还娶
一

菲女 ， 并育有一子

名为蔡金典。
③

永宁位于闽南沿海 ，
在台湾海峡长期维持军事对峙中 ，

此地属于
“

冷

战
”

前线 ，
局势也相当紧张 。 在此

“

冷战
”

态势下 ， 蔡家形成菲律宾 、 香

港 、 永宁三地居住的局面 ， 蔡天保 、 施双治与他们留在永宁的儿女保持书

信往来 ，
以三地通信模式维系跨国家庭的信息沟通与情感交流 。 Ｉ％２ 年 ７

月 ，
蔡天保担心沿海发生战事 ，

通过香港妻子的书信得知儿子们情形后 ，

写给蔡泉清信中讨论内迁德化的利弊 ：

泉清吾儿收 知 ， 前 日 接 来信 ， 谓 恐 战 事发 生 ， 搬迁往德 化 暂 避 。

当 时余则 去 信表反对 ， 该信未知收 到 。 据 尔母 来信 谓 ： 尔 们 已迁 往 曾

厝坑尔岳家暂避云云 。

…… 当 时 时 局 不定 ， 人 心 惶惶 ，
沿海 一 带 居 民

①吴泰主编 ： 《晋江华侨志 ＞
，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 ４ 年版 ， 第 ３９ 页 ； 庄国土 ： 《华人华侨与

中国的关系 ＞ ， 广东离等教育 出版社 ２００ １ 年版 ， 第 ３ １８ 页 。

② （石狮市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 ： （石狮市华侨志＞ ， 九州 出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版 ，
第 １９０ 页 。

③ 参见蔡美美家庭成员及海外关系 ，
０２４６

， 第 ４４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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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 内 地搬退 ， 以 防万 一 ， 固 为 上策 ， 但且不 可迁徙遥远 的地 方 。 德化

地处交通不 便利 ，
且 向该 处冷热 不 常 ，

尔们儿女 幼小 ，
万 一不 合风 土 ，

可 奈何？ 余意 除非 当 局 指定迁 移地 点 ， 迫使前往居 住
，
否 则 万 勿 搬家

过于遥远 。
一 方面 时局 安定时搬 回 来较 为便利

；

一 方 面亦是 □□□故 乡

家 中 家具 以 防失落 。 理尔 暂 居岳 家甚为 妥 当 ， 非 到 万 不 得 已 ， 切 勿 另

迁别处 至要 。
①

蔡天保认为德化交通不便利 ， 加上天气冷热无常 ， 担心年幼的孙辈会

不适应环境而生病。 他特别指出 ， 除非政府有指定地点搬离 ， 否则不要搬

到过远住所 。 蔡天保赞成儿子暂避到附近曾厝坑岳父家 ， 便于回迁且能顾

全房宅 。
８ 月 ， 蔡天保又写信给蔡泉清 ：

“

尔们还在岳家暂避 ， 余意时局较

为平静可以搬回 自己老家 ，

一

切较为便利 ， 此系余之意思 。 至时局是否安

定
， 则须尔们身居内地方能明白情形也 。

”？ 面对不稳定的时势 ， 在外的家

庭成员以求神抽签等方式来获得指示成为民间社会平复焦虑的
一

种选择 ，

施双治挂念儿女安危 ， 就到宫庙祈福求签 ， 并将结果寄给蔡泉清 ：

“

我 曰

前曾问佛祖抽签询问你等返家的情况 ， 家乡若是平定
， 你们要快回家 。

” ③

动荡不安的时局状态下 ， 家人安危最容易成为跨国家庭书信关注的焦

点 。 不过 ， 毕竟家庭生活由 日常事务组成 ， 家庭成员在书信中所论及的内

容仍以家长里短为主 ， 诸如家庭纠纷 、 亲友交往 、 孩子教育等 。 在华侨家

庭中 ， 妯娌关系也颇为复杂 ， 其和谐与否也常是海外亲友关注的问题 。 在

香港的施双治常常写信劝告蔡泉清之妻 ， 即大儿媳施玉璇要其与蔡金鹏之

妻处理好关系 ， 若妯娌关系不和 ， 会被他人贻笑 。 而蔡秀琴与施玉旋通信

时 ， 亦提到妯娌关系不睦问题 ， 蔡秀琴表示已写信去批评蔡金鹏 。 信中安

慰施玉璇 ， 并说 日后大家都要去香港居住 ， 但不会
一

直住
一

起
，
凡事要忍

让
，
以免让旁人议论 。

？
亲友交往方面 ， 当女儿乔迁新厝之际 ，

施双治特

别写信 ， 吩咐儿子蔡泉清要准备送母鸡庆贺妹妹搬入新家 ， 并要将鸡仔笼

①蔡天保寄蔡泉淸信 （ １９６２ 年 ７ 月 １４ 日
）

，
０２
—

３ ８６
，
第 ３８４ 页 。

② 蔡天保寄蔡泉淸信 （
１９６２ 年 ８ 月 ８ 日 ）

，

０２
—

３８７
，
第 ３８５ 页 。

③ 施双治寄蔡泉淸信 （ 七月 廿七 日 ） ，

０２
—

３８５
，
第 ３８３ 页 。

④ 施乌双寄施玉璇信 （ 农历四月 廿九 日
） ，

０２
—

３８２
， 第 ３ ８０ 页

；
蔡秀琴寄施玉璇信 （

丨 ９８０

年 １ １ 月 ５ 日 ） ，

０２—Ｍ８
， 第 ４４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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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抹红 。 而当亲家翁大寿以及侄女十六岁成人礼时 ， 施玉璇写信给施双

治
， 请教如何准备才是妥当之举 。 施玉璇在准备了

一

系列的食物及贺礼

后 ，
写信向婆婆汇报情况 ， 请婆婆再拨汇款项到家 。

？１９７５ 年 ， 蔡泉清申

请赴港成功后 ， 留下其妻施玉璇留守永宁 。 此后
，
蔡泉清经常写信回家 ，

关切孩子的教育和 日常行为 。 在书信中 ， 鼓励他们要好好学习 ，
以便 曰 后

来港发展等 。 同时也叮嘱帮助母亲干活 ， 要团结友爱 。 当 他从书信中得知

孩子学会抽烟及与人打架时 ， 就写信威胁 ， 如果他们不改正就停止寄钱 ，

并勒令各自写信告知具体情况 。

②

从家书内容看 ， 蔡家保持了畅通的资金输入渠道 。 施双治移居香港后 ，

蔡天保就将汇款寄给施双治后 ， 再由施双治转汇内地 ， 现在保存的资料中

就有
“

香港交通银行人民币信汇通知书
” “

香港浙江兴业银行人民币信汇

通知书
”

。
？
蔡天保在菲律宾组建了家庭 ， 需要负责家庭开销。 与此同时 ，

香港和永宁两地家人的 日常生活也由其负担 ， 经济压力相当之大 。 当蔡泉

清等人因欠款而写信求助时 ， 他在回信中叮嘱要节省开支 ， 并表示下不

为例 ：

前接来信
， 谓在 家 尚 欠人 家二 三 百元

，
云云 。 近 日 曾 汇 款给 尔母

亲 ， 嘱 其在香港设 法 转 汇 内 地给 尔
，
以 便还清前 欠 债 项 。 今 后 尔 们 在

家 ， 对于 费用 切须尽力 节省 。 因 现在 汇水高 ，
且外地 商 况不 振 ，

余要

负 担 尔们 港 、 内 二地家 费 ， 其实 不 胜 负担之 苦 ，
以 后 百 事侵借 ， 余无

法再为 尔请还 。

？

在中国大陆执行计划经济的时代 ， 物资供给较为紧张 ， 华侨家庭颇难

适应
， 海外亲友频频寄去或托人带回食物 、 药品 、 衣服布料 、 肥皂等 曰常

生活用品 。 尤其经历三年自然灾害之后赴港的施双治对物资紧缺的状况深

①施双治寄蔡泉淸信 （ １ ９６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 ，

０２一０５
，
第 ３９３ 页 ； 媳妇寄婆婆信 （

１９ ７８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 ，

０２—Ｗ２
， 第 ４３８ 页 ； 施玉璇寄儿子信 （

１ ９７９ 年 １ 月 ３ １ 日 ） ，

０２—Ｗ３
，
第 《９ 页 。

② 蔡泉淸寄孩子信 （
１９７ ５ 年 ３ 月 ６ 日 ＞ ，

０２＾１ ７
，
第 ４０６＾０９ 页

；
蔡泉淸寄蔡铭峰 、 蔡健

康信 （
１９７６ 年 ２ 月 ２９ 日

） ，

０２—？４
，
第 ４ １９ 页 。

③ 见 １ ９６２
、

１９６３
、

１９６４ 年蔡 天保寄蔡泉 淸信汇 通 知 书
，

０ ２
—

３ ９１
、

３９２
、

３９３ 、 ３９４ 、 ３９５ 、

３９６ 、
３９７

、
３９ ８

、
３９９

、
４００

、
４０ １

，
第

３８８
—

３９ １页 。

④ 蔡天保寄蔡泉淸信 （
１ ９６２ 年 ８ 月 ８ 日 ） ， ０２

—

３８７
， 第 ３８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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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双治寄蔡泉淸信 （ １９６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 ，

０２
—

３％
，
第 ３８７ 页 。

施双治寄蔡泉淸信 （ １９６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 ，
０２
—４０５

， 第 ３９３ 页 。

施双治寄蔡泉淸信 （ １９７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 ） ，
０２
—Ｕ １

， 第 ４０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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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触 。 而当时国务院为了缓解困难时期物资供给的压力 ， 已决定对归国

华侨及港澳同胞自带 、 代带和邮寄进 口的粮食 、 副食品等一律免税放行 。

１ ９６２ 年 １ ２ 月 １ ０ 日 ， 施双治给蔡泉清等儿女寄送物品后 ， 就另外发信交

代 ：

“

古历八月 间寄去包裹五件 ， 咱家三件 ，

一

包给乌瑾 ，

一

包乌纯 。 包

里有金微素 ， 麦片
一

罐给外婆乌爱 ，

一罐给妹妹秀琴 ，

一罐自用 ， 咱家三

罐麦片 、 片糖二公斤 ， 其他物品是乌硕要交给乌勒用的 。

” ①
１９６９ 年 １ ２ 月

，

施双治的来信又说 ：

“

９ 月付去包裹三个 ，

一包草绿及
一包红灯绒给阿美做

一

套 ，

一

包绒泥给阿萍 ， 剩下给孙儿做……特来告诉我们买
一

块彩可预备

给秀琴应酬 ， 如果没有处买 ，
可以来信告知 ，

我寄去 。 两包红灯绒给秀琴

之子做周岁 ，
是四码或二码… …你们不要误会

，
不是全给她……前寄两个

包裹肥皂 ， 每包三条 。 如果打税若轻 ， 可再寄 ，
但如果税重 ， 就不可能再

寄 。

”？１９７３ 年 １ ２ 月 ， 施双治在信中说 ：

“

母八月间付去三包雪文 ，
十一

月付去一大包裹十二码丁心良布 ，
又二小包裹也是丁心良布 。 二包雪文 ，

二包味精。
……如果粮食贵 ，

可将布去换粮食薯干来保存 。

” ？ 除了药物 、

麦片、 布料 、 肥皂 、 味精外 ，
施双治还寄去大米和面粉 ， 并建议蔡泉清 ，

如果粮价贵 ， 可用布料去换取粮食等 。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 ， 华侨家庭受到

海外和香港亲友的物资支持 ， 并以多余物资换取所需其他东西 ， 维持了较

好的生活水准 。

由于物资紧缺 ， 因此分配过程中 ， 家庭成员之间也容易发生矛盾 ， 为

此需要海外亲人写信调节 。 如 １ ９７ １ 年 ４ 月 ， 在家乡的蔡秀琴特意写了两页

纸的信件详细向哥哥蔡泉清说明物资情况 ，
表明并非自 己故意留用 。 从信

的内容和语气可知
，
蔡秀琴不满哥哥的误解 ，

只好将物资经手及全程在场

的亲友
一一列出

，
让哥哥自己去询问对质 。

自 母亲往港至今
，
由 我处 转 你东 西 要给谁 ， 我 从来 没有贪心 留 下

用 ， 而不 给人们
，
或者换坏 的 留好 的 。

……这些东西不 止是 阿美看见
，

玉 燕 、 陈扁 也看见 。 内 面 只有 一包糖果 ， 这包糖果 我 只 有拿 十粒左右

①

②

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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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给阿□ 、

一心 吃 。 拿这几 粒 时 ， 阿 美也在 场 。 这是 我待人老 实 ， 不

然我 也会拿一 半 ， 也没有什 么 可说 的 。 那 知你还不相信 ， 还认 为 是寄

两包 。 你 可写 信 问 母亲 一 下
……若实如何 ，

请你到 我家 与 我家姑坐谈 ，

询 问
一 下 。

…… 一切可 与 我家姑坐 谈询 问 ，
写 信 问 母 亲 ，

一切 可 了 解

清楚 ，
最 后你才会知 道你妹及 民 钦是什 么 样 的人 。

①

五 挤出国门与幸福家庭的策略选择

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 ，
蔡天保即有意让长子蔡泉清做大字赴菲发展 。

②

“

字
”

在闽南话中 ， 指的是各种文书凭证 ， 所谓
“

大字＇ 就是
“

出国居留

证
”

（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

ｃａｒｄ
） 。 这种

“

大字
”

在闽南侨乡是公开买卖的 。 无奈因各

种缘由 ，
蔡泉清并未赴菲 ，

留在永宁家 乡从事教师工作 。

“

冷战
”

时期 ，

蔡天保的妻子施双治抵达香港生活 ， 并从香港开始接济和支持内地亲友。

１ ９７ １ 年 ６ 月 ，
国务院颁发的 《关于华侨工作的若干意见 》 《关于华侨、 侨

眷出入境审批工作的规定》 ， 并放宽华侨侨眷出入境限制 。 虽然手续复杂 ，

条件严苛 ，
但拉开了侨乡新移民的序幕 。 香港 当局也放宽国内华侨侨眷赴

港定居的条件 ，
若其父母在南洋或香港 ， 经向公安部门 申请 ， 获准后可移

居香港 。

③
香港成为侨 乡新移民的主要中转站 ， 根据港英政府年报 ，

１ ９７ １

年获准移居的中国大陆人为 ２５３０ 人 ，

１ ９７２ 年即激增到 ２〇３５５ 人 ， 带来
一

个新移民的小高潮 。
④ 蔡天保家族成员抓住这个历史机遇 ， 陆续申请前往

香港 。
１ ９７ ３ 年蔡泉清申请赴港 ，

１ ９了４ 年 ， 获批前往香港 。 １们５ 年 ， 蔡泉

清成功抵港 。

⑤ 蔡泉清顺利赴港后 ， 蔡天保也开始考虑让孙子申请来菲律

宾接业 ， 如蔡天保写信给蔡健康说 ：

①蔡秀琴寄蔡泉淸信 （ １９７ １ 年 ４ 月 ７ 日
） ，

〇２
－４０６

， 第 ３９４
＿

３９５ 页 。

② 蔡天保寄施双治信 （
八月 十 三 日 ） ，

〇２
—

２２０
，
第 ２１ ０ 页 ； 蔡天保寄施双治 、 蔡泉淸信

（
１０ 月 ３ １ 日 ） ，

０２
—

２２３
， 第 ２ １３ 页

；
蔡天保寄施双治 、 蔡泉淸信 （

１２ 月 １ ５ 日 ） ，

０２
—

２２４
， 第 ２ １４

页 ；
蔡天保寄施双治信 （

五月初四 ） ，
０２
—

２ ３１
， 第 ２２０ 页 。

③ 《石狮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 ： 《石狮华侨志＞ ， 九州出版社加３ 年版 ，
第 ３—４ 页 ；

石狮

市永宁镇地方志编撰委 员会 ： 《永宁镇志 ＞ ， 方志出版社 ２０ １
６ 年版 ，

第 ３ １６
—

３Ｈ 页 。

④ 李明欢 ：＜

“

侨乡社会资本
”

解读——以福建当代跨境移民潮为例＞
，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２００ ５ 年第 ２ 期 。

⑤ 蔡泉淸寄施玉 璇信 （
丨９ ７５ 年 ５ 月 １ １ 日 ） ，

０２
—４ １９

，
第 ４ １ １

－４ １３ 页 ； 施 玉 璇 申请 书

（ １９８２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 ，

０２—４５１
， 第 

４４９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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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天保寄蔡健康信 （
１ ５？７５ 年 １０ 月 ５ 日 ） ，

０２—１２０
， 第 ４ １ ４ 页 。

蔡泉淸寄施玉璇信 （
１ ９７５ 年 １ １ 月 ２５ 日 ） ，

０２— ＞２ １
，
第 ４ １ ５ 页 。

蔡泉淸寄施玉璇信 （
１９７ ７ 年 ４ 月 １ ２ 日 ）

，

０２＾２８
，
第 ４２ ３ 页 。

余现 已 七 十 多 岁 孱 弱之 躯 ， 犹如风 烛残年 ，
每值操理 商务

，
精神

则感 不济 。 对余菲 地独 营 一 间 商铺 ， 目 下 生 意 无甚 兴 旺
， 可 谓 缺乏人

手助理商 务 。 孙儿年轻之人才 并有 文化之程度 ， 故余 即 急切 汝速 向 人

民政府 申 请来 菲接余之财产 。 查余今年 以 来助数 封信给汝 向人 民政府

申请未 卜
，
汝为何 至今 尚未 能获得人民 政府批准 出 国 。

①

与此同时 ， 蔡泉清也写信给妻儿 ， 说明蔡天保想让施玉璇及四位孙儿
一同申请来港团聚 ， 并催促妻子一旦收到信件 ，

立即向人民政府 申请赴

港 。

② 于是施玉璇开始在 １９乃 年 、 １９７７ 年申请赴港。 １９７６ 年
， 蔡天保从

菲律宾寄了
一

笔钱让蔡泉清在香港开设四和中 药行 。 为了有生意帮手 ，

１９７７ 年的家信往来中 ， 蔡泉清就不断催促妻儿快点来港团聚和帮忙照顾在

港的母亲 ：

妻夫分别 天各 一方
，
未稔 夫妻何 时 可 重逢 ， 实 系 使夫 万分焦 急 。

据家父 的 意 思 ， 急 切 汝 暨 四 个男女儿速 申请来港 ， 侍奉余家母 。 他 云
，

如母 子五人若抵达港地 ， 议决要 购 一层楼 给汝母 子居住 。 余父答 应 汝

母子 ， 若荣幸抵港之后 ， 要给余及余长子往菲接业 。 余 目 下 万分 火急 ，

汝母子五人早 日 来港未 卜
，
汝母子 申请 出 国 手续如何

，
希速示知 。

③

１９７８ 年 ５ 月
， 蔡铭峰写信给祖父请求做调字 ， 并告知祖父永宁大队 ９５％

的侨属都做了调字 ， 表明 自己也想赴菲接业。 所谓
“

调字
”

， 就是侨乡居民

申请出国 ，
必须向出入境管理部门提交的国外亲属或相关机构提供的信函或

证明材料 。

一般情形是申请者在国外的亲属向所在国相关部门提出申请 ，
如

果所在国同意探亲申请 ， 就发动
一

份准许申请者前往该国探亲的文件 ，

一般

为一份贴有申请者照片 、 填有申请者基本信息的表格。 由于其形式类似国内

的
“

调令＇被侨乡民众俗称为
“

调字
，，

。 蔡天保随后即寄去来入Ｍ和财产

①

②

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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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 并在信中表示自己年事已高 ， 需要孙儿来菲律宾帮助自 己的事业 ， 希

望政府能早日批准让孙儿来菲 。

①
１９７８ 年 １０ 月 ， 蔡铭峰获批准出境 ， 前往香

港 。
？ 施玉璇非常开心 ， 写信给蔡天保 ：

“

此乃幸福之开端
，
即以时念梦翁姑

大人棠荫 ， 则今朝幸福之道路是皆大人之功勋也 ③

蔡铭峰顺利赴港后 ， 蔡泉清督促蔡健康申请出境 。
１９８ １ 年 １０ 月 ， 蔡

泉清写信给儿子蔡健康 ， 让其早日 来香港帮忙规模宏大的中药行 ， 还说明

祖父允诺要健康
一

份股份 ， 催促早 日 申请出境来港接业 。
１９８２ 年 Ｉ２ 月 ，

蔡泉清再次写信给蔡健康 ，
要求与已有四五年感情基础的高丽珠订婚 ，

由

此高丽珠可以申请 出境 。 在信中 ， 蔡泉清叮嘱蔡健康要勤俭孝顺 ， 来港与

父亲
一

同创造富裕又幸福的生活 。

？ 同年 １ ２ 月 １２ 日
，
施玉璇、 蔡健康 、

蔡显荣母子三人往港会夫的 申请终于获得批准 。

⑤

蔡天保女儿蔡秀琴及其孩子申请赴菲亦经过海外亲友的多重努力而得

以实现 。 １９７５ 年 ６ 月 ， 菲律宾总统马斯科访问中国前 ， 发布了两项法令 ，

以解决了逾期游客问题和简化入籍手续鼓励华侨归化 ， 为华人加入菲律宾

国籍打开方便之门 。
⑥ 借助形势转变之际 ，

１耵５ 年 Ｉ ２ 月 ， 陈植藻为让儿媳

蔡秀琴和孙儿赴菲团聚 ， 致信晋江县公安局 ：

侨 民 陈植 藻 ， 原籍 晋 江 永 宁 乡 ， 自 少 旅菲 律宾 。 现在 宿 务开设 昌

明镜厂 ， 规模 可 观 。 前 此 为 次 男 陈 民 钦 家眷 （ 即 媳 妇 蔡秀 琴及 其子

女 ） 申 请 出 国 来菲作永久居 留
，
曾 经奉上数 函 及 菲 华晋 江永 宁 同 乡 会

证 明 书
，
慨子 申 请迄今未 蒙批 准 ， 引 以 为 念 。 良 以 菲 律 宾 政府移 民 政

策刻变 时翻 ， 深恐投资条 例有所 改版 受 则 影 响 ， 所及对 于次 男 民 钦所

决定之投资事宜 以及在菲 继 承父 业 等 事将成 泡 影 。 况 藻年事 已 高 ，
风

①蔡铭峰寄祖父信 （
１９７８ 年 ５ 月 １２ 日

） ，

０２
—

＞３ １
，
第 ４２６

－４２７ 页
；
蔡天保寄蔡铭峰信 （ １ ９７８

年 ８ 月 ５ 日 ） ，

０２
－４３３

， 第 ４３０ 页 。

② 蔡铭峰寄东明 、 衍前信 （
丨９７９ 年 １ １ 月 ２１ 日 ） ，

０２４５
， 第 ４４ １ 页 。

③ 施玉＊寄蔡天保信 （无 日 期 ） ，

〇２
—４４ １

，
第 ４ ３７ 页 。

④ 蔡泉淸寄蔡健康信 （
１ ９８ １ 年 １０ 月 １ １ 日 ） ，

０２
－４５０

， 第 ４４８ 页 ； 蔡 泉淸寄蔡健康 信

（
１９ ８２年 １ ２月１７日 ） ，

０２—４ ５２
， 第

４５０页 。

⑤ 施玉璇申请书 （ １９ ８２ 年 Ｉ ２ 月 丨２ 日
） ，

〇２
—Ｗ １

， 第 ４４９ 页 。

⑥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 广州华侨研究会编著 ：
《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政策 ＞

，
暨

南大学 出版社 １ ９８９ 年版 ， 第 １９９
一

２０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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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残年
，
且长男 嘉种 （ 其妻蔡 丽卿及其子女现居家 乡 永 宁 ）

一 度来务

视察 曾 经表 示无 意 接业 ， 是 以 决定将权交 与 民钦 管 理 ， 借 以 维持 内 外

家庭之生 活 ， 现 民钦 已在鄙 厂 店 经理 一切事物 ， 只 待家眷来 菲 办理投

资手续 ， 便为 菲律 宾永久居 民 。 藻最近到 氓市迳赴我驻 菲大使馆拜访

萧特办 ， 就此事征 求他 的意 见 ， 经蒙 竭 力 指导 ， 并谓 我 人 民 政府 对于

侨眷 出 国 尽董放宽 ，
几 中 有 申 请大都批准 。 藻再度行 函 呈 请 以 期 早 曰

批准放行 ， 为 此用 将特据清奉达 ， 惟希贵执事体念侨 情 ， 而 予媳 妇 蔡

秀琴及其子女 以利 便则 无任感荷之至 。

？

陈植藻在信里阐明前有永宁同 乡会的证明书 ， 无奈未通批准 。 接着 ，

陈植藻将 １ ９７ ５ 年菲律宾的移民政策 、 陈民钦的接业和投资计划 ，
与蔡秀琴

家眷南来的关联性进行分析 。 陈植藻特意言明已拜访了驻菲大使馆的萧特

办 ， 从官方渠道认定蔡秀琴及家眷的申请是符合现下人民政府对侨眷出国

尽量放宽的情况 。 以现有资料来看 ， 虽然不明确蔡秀琴是何时抵菲 ， 但可

以肯定 ， 至 １ ９７８ 年她已在菲律宾生活了
一

段时间 。 可见海外华侨能灵活及

时利用中菲双方的政策形势和根据自 身情况进行策略说明 。 从蔡家 、 陈家

成员在申请赴港赴菲的过程可以看出 ， 除了有长年坚持不懈的精神外 ， 他

们具备了处事灵活的作风 。 譬如 ， 在蔡铭峰顺利申请赴港后 ， 施玉璇在新

年之际就嘱咐蔡铭峰要从香港寄送贺卡问候永宁派出所和公社的诸位同

志 ， 以保持联络 。
②

蔡家 、 陈家申请赴港赴菲 ， 除了为家庭成员团聚和家族接业的考虑外 ，

形成了追求创造
“

富裕幸福家庭
”

的共同 目标 ， 他们常在三地往来的家信

中互相鼓励要创造
“

幸福生活
”

，
全家应团结

一

致为此 目标努力奋斗 。
？
蔡

天保在菲与番婆育有
一

子 ， 名为蔡金典 。 蔡秀琴到菲律宾后 ， 写信给蔡泉

清 、 施玉酿告知 自 己在菲的情况 ，
提到番婆和蔡金典 。 蔡秀琴在信中说 ，

①陈植藻寄晋江县公安局 申请书 （
１９７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 ） ，

０２
－４２２

， 第 ４ １６ 页 。

② 施玉璇寄儿子信 （
１ ９７８ 年 １ ２ 月 ８ 日 ） ，

０２
－４３９

，
第 ４３５ 页 。

③ 施玉璇寄蔡天保信 （
无 日期 ） ，

０２—Ｗ １
，
第 ４３７ 页

；
蔡泉淸寄蔡健康倍 （

１９ ８２ 年 １ ２ 月 １７

曰 ） ，
０２

￣

＾５２
， 第 ４５０

－

＾５ １ 页
； 蔡铭峰寄蔡健康 、 蔡显荣 、 蔡美美信 （

１９８３ 年 ６ 月 ２ １ 日 ） ，

０２
—

４５４
， 第 ４５３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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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华侨的跨境流动与追求
“

幸福
”

的家庭策略

蔡金典很令人疼惜且温和可亲 ， 对外甥也十分疼爱 。
① 之后

，
施玉旋与在

香港的蔡泉清 、 蔡铭峰联系时 ，
得知蔡金典来香港相聚见面 ，

表示非常欣

慰
，
提议让婆婆施双治与丈夫蔡泉清带着小叔蔡金典回 乡游玩。 随后施玉

璇还亲 自写信给蔡金典 ， 盛情遨请他回 乡
一

游和欢度春节 。 十天后 ， 施玉

璇又写信给在香港的婆婆 ， 建议婆婆带小叔金典
一

同返乡过节 。
②

六 结语

在国际移民理论中 ，

“

推
一

拉
”

曾是揭示人口动因的重要观点 ， 由 此

形成全球体系的跨国移民的分析认为 ， 跨国移民的实质是边缘国家融入核

心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中 ，
结果边缘国家的社会经济 、 政治结构发生剧

变 ， 传统生活方式难以为继 ，
于是在推力与拉力的综合作用下 ， 产生了国

际移民 。 当然 ，
移民形态千变万化 ， 国际移民学者亚历杭德罗

？

波茨

（ Ａｌｅ
ｊ
ａｎｄｒｏＰｏｒｔｅｓ ） 由此指出 ， 千万不要指望有

一

种宏大理论能够解释移民

的毎一个问题、 毎一个层面 。 号称面面俱到的理论只能是空谈 ，
没有哪

一

种理论可以独立提供解读国际移民的捷径 。
③ 上述逻辑在大尺度的宏观经

济分析中具有一定合理性 ， 但将移民活动放置于微观的家庭个案之中 ， 需

进行更为细致的讨论分析 。 家庭为跨境移民提供了经济 、 情感 、 网络等方

面的资源 ，
移民策略选无法摆脱家庭条件的束缚 。 在此脉络之下 ， 家庭被

作为移民生活的基本单位 ， 家庭生活史成为展现华人跨国生活的重要方

法 。

④ 张少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
提出了移民跨国实践的

“

做家
”

之分

析概念 ，
以此讨论移民家庭再造的过程和逻辑 ， 展现流动的家庭如何在传

统文化理想和跨国生活现实之间被塑造 ，
指出移民家庭的实践建立在成员

①蔡秀琴寄蔡泉淸 、 施玉璇信 （ ２ 月 ２４ 日
） ，

０２—Ｍ９
，
第 ４４７ 页 。

② 施玉璇寄蔡铭峰 、 蔡來淸信 （ １２ 月 １５ 日
） ，

０２— １３７
、
０ ２一３８

， 第 ４３３一１３４ 页 ； 施玉璇

寄金典信 （
１ ９７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 ，
０２Ｋ）

， 第 ４３６ 页 ； 施玉璇寄施双治信 （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 ２８ 曰 ） ，

０２４２
，
第 

４３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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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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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０ １ ３
， 转 自李 明欢 《当代西方国际移民理

论在探讨 ＞ ， 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２０ １０ 年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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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评论 第十五辑

跨国移动的空间轴和生命历程的时间轴之上 ， 表现为各种家庭关系被不断

重组 ，

一方面是空间形态上不断
“

做家
”

， 另
一方面是在代际更替的意义

上持续
“

做家
，，

。

①

蔡天保的家族书信的时间跨越将近
一

个世纪 ， 勾勒出了
一个闽南华侨

家族四代人跨国的生活状态 、 生活习俗 、 经济活动等内容 ，
同时也是众多

华侨家族的缩影 。 在
“

做家
”

的理论参照下
， 将不同时代的蔡家跨国流动

进行梳理后可以看到 ， 蔡氏家庭的跨境流动 ， 核心 目 的就是为家庭成员塑

造美好生活 。 比如蔡强开始依托侨乡 跨国网络 ， 通过姐姐 、 姐夫的帮助赴

菲营业 ， 而后经过 自己的努力实现经济独立 ，
迈出了跨国行动的第一步 。

其妻董氏也积极予以辅助 ， 并借助家庭国际化的态势 ， 成为海外侨亲委托

进行侨乡 日常事务处置的代理人 ， 并以女性权威维持家庭在 乡土的地位 。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 ， 蔡天保利用海外营业而建立的人际网络 ，
回 乡参与侨

乡地方事务 ， 服务公益
，
得到好评

，
建立起了社会权威 。

“

冷战
”

对峙时

期
，
同
一

家庭成员离散各方 ， 于是海外华侨与国内侨眷以香港为中转 ，
延

续信息 、 经济 、 物资等方面交流 。 而后借助政治局势放松 ，
大部分蔡氏家

族成员赴港 ， 他们利用香港的经济优势而落地生根 ， 并在此谋求
“

幸福家

庭
”

。 这种形态如陈国贲研究华人家庭得出的两个观点 ： 其一
， 华人家庭

的 （短期 ） 分散是为了保存家庭而作出的理性决定 ，

“

家庭的分离是为了

超越时空的相聚
”

； 其二空间上分散的家庭形成了
一

种持续跨国的策略模

式 ， 推动了华人全球扩散的可能与延续 。
② 这种追求

“

幸福
”

的美好向往

所产生的移民动力 ， 已非推
一

拉理论能进行充分解释的 。 所以 ， 从个体家

庭的家庭策略出发分析全球化的深刻影响 ， 是理解跨国生活和全球社会的

重要视角 。

（ 丁 汀 ， 厦 门 大学 历 史 系博士研 究生
；
张侃

，
厦 门 大学历 史 系教授 ）

①张少春 ： （
“

做家
”

：

一

个技术移民群体的家庭策略与胯国实践＞ ， （开放时代 ＞２０ １４ 年第 ３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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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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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９－

１ ５６ ？ 转

自刘宏 《跨界亚洲 的理念与实践 ： 中国模式 ？ 华人网络 ？ 国际关系＞
，
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版 ，

第 ４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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