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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离散群体家国意识的呈现
———以 １８８０—１９２０ 年的潮汕侨批为例

林　 丹　 谢灿明

摘要： １９ 世纪末至 ２０ 世纪初是中国历史上重要且动荡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 来自潮汕地区的华人群体面临着背井

离乡、 文化冲突和身份认同等复杂问题， 其情感表达、 思想观念和书写模式的变化都在侨批中得以体现。 本文借助

ＬａｎｃｓＢｏｘ 语料库分析方法， 对 １８８０ 年至 １９２０ 年的潮汕侨批文本进行高频词统计和词语搭配分析， 旨在探索华人离散群

体家国意识的生成过程。 通过对侨批文本的语言特征研究， 揭示了华人离散群体对家庭、 家乡和祖国的眷恋、 思念， 并

展现出对家庭、 孝道的坚持和家国意识的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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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华人离散群体是指移徙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在海外

的华人社群， 他们面临着背井离乡、 文化冲突和

身份认同等复杂问题。 移徙是在个人需求、 生计

挑战和机遇、 压力、 紧迫性和不确定性的背景

下， 根据关于移徙前景和替代行为选择的可能结

果的不完整信息作出的决定［１］。 清末民初是中国

近代史上较为动荡和变革的时期， 中国经历了甲

午战争、 义和团运动、 辛亥革命、 经济大萧条、
社会形态转变等一系列重大变故， 对中国社会和

华人离散群体产生了深远影响。 潮汕地区在中国

的海外华人离散群体中具有重要地位， 许多潮汕

人移民到东南亚、 美洲和其他地方， 形成了庞大

的华人离散群体。 侨批是华人离散群体与祖国

亲人之间沟通的重要方式， 也是表达家国情感

的重要途径。 选择以侨批为例进行研究， 可以

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分析和解读， 深入了解华人

离散群体在特定时期的家国意识表达和思想变

迁。 同时， 侨批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文献， 具

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丰富

的信息和材料。
鸦片战争后， 西方势力聚集于中国海港

（Ｋｕｈｎ， ２００６） ［２］， 臭名昭著的 “苦力贸易” 时

期一直持续到 １９２０ 年［３］。 随着欧洲企业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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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西方资本涌入东南亚， 劳动力需求为成千上万

富有冒险精神的华南移民进入殖民时期的东南亚

铺平了道路［４］。 因此 １８ 世纪末至 １９ 世纪初是潮

汕移民以及潮汕侨批形成的重要时期， 逐渐形成

具有地方特色的书写模式及语言特点。
二、 研究现状综述

侨批是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汇寄

至国内的汇款暨家书， 是一种信、 汇合一的特殊

邮传载体， 是研究华人离散群体的重要媒介。 随

着移民潮的增加， 关于侨批及离散群体的研究逐

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通过梳理有关侨批及华人离散群体的研究现

状发现， 将侨批及华人离散群体结合的研究甚

少， 如魏宁楠 （２０２３） ［５］ 以闽南侨批为例， 创新

性地通过心理学的角度剖析侨批文本中海外侨胞

“自我” 的建构过程。 葛博强、 陈祖芬 （２０２２） ［６］

选取福建、 广东两省侨批档案政府规章的条文，
运用比较研究法归纳异同点， 为我国侨批档案立

法提供启示和借鉴。 外文侨批研究则如刘宏、 张

慧梅 （２０２０） ［７］考察了侨批贸易在建立和巩固新

加坡作为东南亚最重要移民走廊的地位方面所起

的作用， 并探讨侨批与移民走廊的当代关联性。
国内关于语料库的研究， 多集中于语料库建

设及外语教学研究。 以中国知网为例， 以 “语料

库” 为主题进行检索，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共检索

出相关期刊论文 １２. ７ 万篇， 其中外国语言文字学

科的研究就有 ３. ６ 万篇 （占 ２３％）， 中国语言文字

学科 ２. ２ 万篇 （占 １４％）， 而侧重于汉语分析的占

比甚少。 如喻童 （２０２２） ［８］基于物性结构理论考察

了 ２０ 个植物词在现代汉语植物词义项分布， 并提

出具体优化方案； 陶颖、 李士毅 （２０２２） ［９］基于论

元结构理论对现代汉语 “看” 的义项分布情况进

行描写， 以期为描写清楚现代汉语常用词的义项

分布情况提供方法和理论的参考。
从现有研究可看出， 学界在侨批研究上已取

得丰硕成果， 诸多先期研究为本课题提供了坚实

基础。 侨批的实证研究与文本收集互为补充， 为

本课题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和方法参

照。 但其研究成果多集中于资料收集和文献分

析， 理论研究稍显不足， 而基于语料库方面的侨

批语言分析研究更少。 本文采用 ＬａｎｃｓＢｏｘ 语料

库， 对 １８８０—１９２０ 年的 １７１ 封潮汕侨批文本进行

语料库构建， 生成 “清末民初潮汕侨批语料

库” （２）， 并利用词频分析、 词语搭配和语义分析

等功能， 以深入研究华人离散群体的家国意识生

成过程。
三、 研究结果与讨论

本文使用的语料库工具是 Ｌａｎｃｓ Ｂｏｘ ６. ０（３），
利用其 Ｗｏｒｄｓ 功能提取高频词汇， 剔除无效词

汇， 建立高频词汇列表。 研究利用其 Ｇｒａｐｈｃｏｌｌ
功能生成高频词汇可视化搭配图谱， 直观展现

侨批文本的高频词汇及其搭配特征。 数值设定

为： 跨距选择左 ５ 至右 ５， 搭配强度选择互信

息 分 值 （ Ｍｕｔｕ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 ＭＩ）， 阈值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选择搭配频率 （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５ 次以上。

（一） 清末民初潮汕侨批文本高频词汇及高

频词丛使用特征

本研究从 １７１ 封清末民初潮汕侨批中提取高

频词表， 并将属于同一语义的词汇合并统计， 得

到频次在 １００ 次以上的前十高频词汇列表 （见表

１）。 这些高频词汇主要包括大元 ／大银 ／银 ／元 ／银
元 ／圆 ／英银、 大人、 跪禀 ／禀者 ／敬禀 ／叩禀 ／膝下

等。
表 １　 清末民初潮汕侨批文本高频词汇列表

序号 高频词汇 频次
１ 大元 ／大银 ／银 ／元 ／银元 ／圆 ／英银 １３４６
２ 大人 ４１８
３ 跪禀 ／禀者 ／敬禀 ／叩禀 ／膝下 ３７８
４ 母亲 ３１８
５ 回家 ／回唐 １８１
６ 平安 １５５
７ 查收 １３６
８ 家中 １２９
９ 兄弟 １１６
１０ 福安 １０１

　 　 通过对这些高频词汇的分析， 可以发现以下

特点：
１. 表示具体概念的名词使用频率最高，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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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 ／大银 ／银 ／元 ／银元 ／圆 ／英银、 大人” 等词

汇， 体现出华人离散群体对家人、 家庭生计的责

任感与重视程度。 其中， 代表货币语义特征的

“大元 ／大银 ／银 ／元 ／银元 ／圆 ／英银” 等词汇的频

繁出现， 说明了华人离散群体在经济上支持家人

和家庭的重要性。 《劳动力迁移新经济学》
（Ｓｔａｒｋ＆Ｂｌｏｏｍ， １９８５） 将家庭置于移徙决策的中

心， 认为家庭能够通过将单个家庭成员分配到特

定的收入来源， 从而选择替代移徙方案， 来分散

收入风险和控制不确定性 （ Ｈａｇｅｎ［１０］， ２００８；
Ｍａｓｓｅｙ 等人［１１］， １９９３）。 他们将自己的收入稳定

和家庭生计视为重要的关注点， 并通过侨批与家

人分享他们在海外的经济状况和生活状况。 根据

劳动力迁移新经济学框架， 家庭将移民送到国

外， 希望收到汇款， 随后用于投资新的活动或防

范风险 （Ｔａｙｌｏｒ， １９９９） ［１２］， 这类语义词汇的使

用频率也说明了他们经济支持家人和家庭的责任

感和重视程度。

图 １　 侨批的货币名称

在收集到的潮汕侨批中， １８８０ 年至 １９２０ 年

时期使用的主要货币形式是银元。 该时期的钱币

流通包括了许多不同的名称， 比如 “洋银” “大
银” “银” “英银” “龙银” 等。 这些银元广泛流

通， 成为该时期侨批贸易中使用的主要货币。
“大人” 是清末民初潮汕侨批语料库中使用频

次第二的词汇。 “大人” 一词指代的是长辈或家族

中的重要人物， 如 “母亲大人” “伯父大人” 等，
他们在家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负责照顾和支持

家人。 “大人” 潮汕音为 “ｔｕａ７ ｎａŋ７” ［１３］， 表示尊

重、 敬重的意思， 用于称呼地位高的家庭成员［１４］。
“大人” 一词在闽南话中有两个义项， 一是指与小

孩相对的成年人， 二是指对老者、 长者或父母叔伯

等长辈的敬称。 侨批中主要用了敬称的义项。 “大
人” 一词用作敬辞在汉代已经产生， 如 《后汉书

·苏章传》： “祖父纯， 字桓公……三辅号为 ‘大
人’”， 李贤注： “大人， 长老者之称， 言尊事之

也。” 《史记·高祖本纪》： “高祖奉玉卮， 起为太

上皇寿， 曰： ‘始大人常以臣无赖， 不能治产业，

不如仲力’。” 《汉书·淮阳宪王刘钦传》： “博辞

去， 令弟光恐云王遇大人益解， 博欲上书为大人乞

骸骨去”， 颜师古注： “大人， 博自称其母也。” ［１５］

……因此敬辞 “大人” 跟在亲缘关系术语后， 能

用来传达写批人对收批人的高度尊敬， 强调社会中

的层次等级关系。
２. 用作修饰词的敬语频次高， 如 “跪禀 ／禀

者 ／敬禀 ／叩禀 ／膝下” 等词汇， 反映了华人离散

群体对家人、 长辈的尊敬。 就家庭而言， 家庭被

视为国家的原型： 家庭是一个迷你国家， 国家是

一个扩大的家庭［１６］ （ Ｌｅｕｎｇ ａｎｄ Ｎａｎｎ， １９９５）。
这些词汇的使用传达了他们对家庭和传统价值观

的珍视。
“禀”， 潮汕音 “ ｂｉŋ２ ” ［１７］， 是 “卑幼向上

长” 陈述说明情况时的敬语动词。 《宋书》 中下

对上言事时， 也常用谘禀、 拜禀、 奉禀等敬

语［１８］。 在收集的 １７１ 封侨批中， “禀” 字出现了

３１０ 次， 大部分用于侨批正文的开头。 “禀”， 是

一种文体。 晚清时期正经历由书札发展为公文［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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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 用于下级对上级、 属员对长官、 民众对

官府陈述事宜的未经规范的上行文种。 在乾隆初

年， 随着禀文用于公务的日益普及和频繁， “禀”
才逐渐具备公文性质， 其语义经过扩大， 成为上

行文种的标志。 于是， 下属官员致上司的公务信

函就常用 “谨禀” 或 “敬禀” 等字样起言， 故称

为 “禀文”， 这也是清代公文信函与侨批信件的

言语表达形式相似的原因。
同时， 侨批中不同的收批对象使用的敬辞不

同， 具体如下：
父母、 祖父母： “＋长辈 （大人） ＋直系亲属＋

敬辞 （膝下 ／跪禀）”， 如 “慈亲大人膝下” “母
亲大人跪禀” 等；

伯叔、 兄长： “＋长辈 （大人） －直系亲属 ＋
敬辞 （尊前）”， 如 “伯父大人尊前福安” “亚献

哥大人尊前福安” “叔台大人尊前” 等；
弟、 侄： “ －长辈 （族弟、 弟台） －直系亲属

＋敬辞 （玉照 ／阁下）”， 如 “开物族弟玉照” “亚
（阿） 达弟台阁下” 等；

妻子： “－长辈 ＋直系亲属 ＋敬辞 （妆次）”，
如 “林氏贤内助妆次” “陈氏荆妻粧次” 等。

前两类敬语 “膝下、 跪禀、 尊前” 等词汇的

使用， 都形象地表达了写批人身为晚辈对长辈的孝

顺、 恭敬之势， 并强调收批者是高于自己的亲属级

别， 这两类敬语的使用体现了华人离散群体对家庭

关系的重视； 而寄给晚辈、 妻子的侨批则明显不再

加 “大人”， 且用 “玉照、 妆次” 等词汇， 其中

“妆次” 特用于写给妻子的侨批使用， 这种更为亲

昵和温情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华人离散群体对家人的

深情眷恋。 通过与家庭保持联系， 自我模糊了家和

远方之间的界限， 寄批人通过反复的身份构建、 暗

示， 强化自身的文化认同和归属感。
３. 目的性强的动词组合使用频次高， 如 “回

家 ／回唐 （塘）、 查收”， 显示出华人离散群体对

家庭、 家乡的回归欲望及迫切关注。 家是一个通

过社会和情感关系、 利用物质和想象元素创造归

属感的概念。 由于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 家的界

限可以超越房间和墙壁， 触及社区、 城市甚至国

家［２０］。 在侨批文本中， 华人离散群体不乏对回归

家庭的渴望， “自当收拾回家， 母亲祈勿挂念”
“自晓回塘” “一准回塘” 等， 一方面是华人离散

群体爱国情怀的体现： 许多华人离散群体对自己

的祖国怀有浓厚的爱国情感， 不仅在侨批中直接

表达 “回塘” 的愿望， 许多侨批的封面更使用了

加盖 “爱国纪念” “国耻纪念” 等印记； 另一方

面， 中国移民通常缺乏土地所有权或在公共部门

就业的机会［２１］， 经济差距导致华人与当地族群关

系并不融洽［２２］， 因此离散华人渴望回到祖国， 对

中国的历史、 文化和传统保持着深刻的认同， 频

频在信中表达对家乡土地和亲人的思念， 封封侨

批更是直接附上侨资， 而批信中高频使用的词汇

“查收” 也是华人离散群体对家庭、 家乡乃至祖

国的关切的直接表现。
４. 以祝愿赞颂为主要内容的祝福语使用频次

高， 如 “平安、 福安、 阖安” 等这类词汇经常出

现在侨批的正文或末尾， 以表示华人离散群体对家

人的敬意和美好祝愿。 侨批的祝福语有相对固定的

语言结构和表达形式： “祝颂对象＋祝颂内容”， 如

四字结构的 “弟叔均安” “盒 （阖） 室均安” “合
屋吉利”； 五字结构 “富祥兄财安” “亚松叔均吉”
“铭叔台文安”； 六字结构 “满门伯姆均安” “合屋

老少均安” “此请平安胜吉” 等。

图 ２　 １９１１ 年侨批封

面印有 “国家纪念”
图 ３ 　 １９１１ 年侨批封面

印有 “国耻纪念” 四字

“祝辞” 最初用于祝颂和祈祷， 后来随着祈祷

功能的逐渐弱化和祝颂功能的不断强化， 祝颂语演

变成以祝愿赞颂为主要内容的礼仪语言， 具有求福

避祸、 趋利避害的心理满足功能［２３］。 侨批祝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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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存在于正文的末尾， 其内容主要是对家中长

辈、 亲戚的美好祝愿和关怀， 每一封侨批中几乎对

所有的长辈都会一一献上祝辞。 其语言结构从两字

到八字不等， 也有一些短句的结构形式， 简单的语

言结构贯穿着海外侨民与侨眷之间深厚的挂念之

情， 可谓达到 “见字如面” 的效果。
同时， 侨批中特定的收批对象存在较为固定

的祝辞搭配， 以语料库中最常出现的两类收批人

母亲 （慈亲） 及妻子为例进行分析：
母亲： “ ＋长辈 （大人） ＋直系亲属 ＋祝辞

（福安 ／金安 ／万福金安）”， 此搭配在 １７１ 封侨批

里共计出现 １０６ 次， 如 “母亲大人尊前万福金

安” “慈亲大人尊前福安” 等；
妻子： “－长辈 －血亲 ＋祝辞 （闺安）”， 此搭

配在 ２４ 封侨批里共计出现 １８ 次， 如 “林氏贤内

助闺安” “陈氏荆妻粧次闺安” 等。
这种相对固定的搭配展示了华人离散群体对

家庭成员的特殊情感表达， 以及华人离散群体对

母亲和妻子的深厚感情， 同时也展示了他们在侨

批中对收批对象的特殊关注。
潮汕侨批在往来交际中逐渐形成了独有的书

写模式并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潮汕侨批的书写模

式具有祈求平安和祝福、 表达思念和亲情、 涉及

亲属关系称谓以及使用特定祝辞等特点， 这些特

征反映了潮汕侨民对家人、 家乡的深情厚意， 以

及对长辈和传统文化的尊重。 通过祝福语表达对

家人的关怀， 体现了重视家庭价值观和家族情感

的强烈意识。
（二） 清末民初潮汕侨批文本高频词汇搭配

特征及华人离散群体的家国意识构建

语料库语言学研究表明， 意义非由孤立的词

语产生， 而依赖于词汇的共选词。 ＧｒａｐｈＣｏｌｌ 是

Ｌａｎｃｓ Ｂｏｘ 的关键功能， 为搭配研究提供高效便捷

的可视化图表。 ＧｒａｐｈＣｏｌｌ 功能可识别搭配并将其

显示在表格中以及搭配图或网络中。 在可视化图

表中显示每个搭配的以下信息： 状态 （ ｓｔａｔｕｓ）、
位置 （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统计 （ ｓｔａｔ ）、 搭配 （ ｃｏｌｌｏｃａ⁃
ｔｉｏｎ） 和语料库中任何位置的搭配频率 （ ｆｒｅｑｕｅｎ⁃
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ｏｃａｔｅ ａｎｙｗｈｅ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ｐｕｓ）， 这有助

于观察并区分节点词搭配的强度、 频率、 分布

性、 关联性等［２４］。 本研究选取清末民初潮汕侨批

中的部分高频词汇， 运用 ＧｒａｐｈＣｏｌｌ 绘制可视化

图谱分析其搭配特征， 结合文本探究侨批语言对

华人离散群体的家国意识构建所发挥的作用。
１. 货币语义特征的 “元 ／银” 等词汇的搭配

特征及华人离散群体形象构建

如图 ４、 图 ５ 所示， 按 ＭＩ 从高到低排列，
“元” 的搭配词分别为陈氏、 银、 收用、 应用、
母亲、 查收等； “银” 的搭配词分别为大元、 付

来、 寄来、 元、 母亲、 收入等。

图 ４ 　 “元” 搭配图谱

图 ５　 “银” 搭配图谱

（１） “元 ／银” 搭配陈氏、 母亲、 银、 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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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性词汇， 体现了华人离散群体对家庭、 家

人的重视和期望。 汇款是特殊的货币， 其价值

与其他货币不同［２５］ 。 汇款是处理不平等、 缺

席、 怀旧和思乡的一种方式［２６］ 。 这种较高关联

度的表达方式， 反映了华人离散群体深厚的家

庭观念和对家庭幸福的渴望， 货币是海外华人

离散群体维系其原籍地社会关系并将跨国关系

联系起来的工具。
（２） “元 ／银” 搭配收用、 应用、 查收、 付

来、 寄来、 收入等动词性词汇， 强调了华人离散

群体对金钱流动和财务管理的关注， 能够在经济

上照顾家庭、 支持社区、 在原籍地投资房产或创

业往往是移民的原因［２７］。 货币汇款将海外华人离

散群体与原籍地联系起来， 体现跨境关系， 并塑

造跨国社会领域。 这种较高关联度的表达方式表

明， 他们对家庭财务的管理和发展有着积极的态

度， 希望通过经济稳定为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条

件。
２. 敬语 “跪禀 ／膝下” 等修饰词的词汇搭配

特征及华人离散群体形象构建

如图 ６、 图 ７ 所示， 按 ＭＩ 从高到低排列，
“跪禀” 的搭配词分别为大人、 母亲、 膝下尊前、
万福金安等； “膝下” 的搭配词分别为大人、 母

亲、 跪禀、 尊前、 禀者、 万福金安等。

图 ６　 “跪禀” 搭配图谱

图 ７　 “膝下” 搭配图谱

（１） “跪禀 ／膝下” 搭配大人、 母亲等名词性

词汇， 体现了华人离散群体传统家庭范式中对家

中长辈的尊敬和敬畏之情。 个人在儒家家庭本位

的思想中从来都不是那个人生价值的终极归宿，
个人只有在家庭这个共同体中才呈现出其价

值［２８］。 当华人离散群体在离乡背井后， 这种对家

庭的深厚情感与对家人的无限关怀与期望， 通过

侨批中这些特定的词汇搭配方式， 得到了更为鲜

明和突出的体现。
（２） “跪禀 ／膝下” 搭配跪禀、 尊前、 禀者、

万福金安等修饰性词汇， 强调了华人离散群体对家

中长辈的敬意和顺从。 同时， 这也是移民努力维持

文化身份和网络［２９］的表现。 这种特殊的词汇搭配，
反映了华人离散群体对家族观念和文化传统的坚

守， 承载了他们对家庭和谐与团结的深切期盼。
３. 目的性动词 “回家 ／回唐” 等词汇的搭配

特征及华人离散群体形象构建

如图 ８、 图 ９ 所示， 按 ＭＩ 从高到低排列，
“回家” 的搭配词分别为母亲、 不能、 大人、 自

晓、 兄弟等； “回唐” 的搭配词分别为兄、 大元、
洋银、 付来、 寄来等。

“回家 ／回唐” 搭配母亲、 大人、 兄弟、 大元

等名词性词汇， 代表了华人离散群体对家乡、 家

人和祖国的思念和热爱。 对于华人离散群体来

说， 回家是连接家族和根源的纽带， 是重新联系

和团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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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回家 ／回唐” 搭配自晓、 付来、 寄来等

动词性词汇， 突出了离散群体在离开家乡、 远离祖

国过程中的付出， 这种表达方式带有强烈的情感色

彩， 华人离散群体之所以离乡背井、 异国谋生， 既

是为了维持家庭的生计， 也是为了能在保障家庭生

计后尽早与家人团聚， 因此侨批中多次出现 “自
当收拾回家” “速即回家” 等表述， 对于 １８８０－
１９２０ 年的华人离散群体而言劳动性迁徒是暂时性

的， 他们对归家有明确的态度意向， 这些搭配强烈

地表达了他们归家的迫切愿望和坚定决心。
４. 祝辞 “平安 ／福安” 等词汇的搭配特征及

华人离散群体形象构建

如图 １０、 图 １１ 所示， 按 ＭＩ 从高到低排列，
“平安” 的搭配词分别为身体、 内外、 大人、 不胜

之欣、 家中 ／阖家、 两地等； “福安” 的搭配词分

别为大人、 母亲、 慈亲、 尊前、 台前、 满门等。

图 ８　 “回家” 搭配图谱

图 ９　 “回唐” 搭配图谱

图 １０　 “平安” 搭配图谱

图 １１　 “福安” 搭配图谱

（１） “平安 ／福安” 搭配身体、 大人、 母亲、
慈亲、 内外等含义扩展类词汇（４）， 代表了华人离

散群体的情感和价值观。
移徙伴随着各种强烈的情绪， 从离开亲人的

愧疚到对危险旅程和安顿在陌生地方的焦虑， 负面

情绪往往占据了中心位置［３０］。 根据本体安全［３１］的

概念， 长期的家庭分离会因为 “无法预测自己

（和家人） 的命运” ［３２］而产生一种普遍的不安全状

态。 在华人社群中， 平安和福安被视为非常重要的

价值观。 平安意味着没有灾祸和危险， 健康和安

全； 福安则代表幸福安稳、 吉祥如意。 因此， 当身

体、 大人、 母亲、 慈亲、 内外等含义扩展类词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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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 ／福安” 搭配时， 表达了对身体健康、 家人幸

福和内外安宁的祝愿和关怀， 为华人离散群体提供

心理慰藉， 同时促使原籍地留守者从事预期行为，
实现离散群体和留守者双方心理上的安全互惠关系。

（２） “平安” 搭配不胜之欣 （如图 １２）、 家

中 ／阖家、 两地等代表家庭团聚的词汇， 是华人

离散群体内心深处对家人团聚、 幸福安康的深深

祝愿和期盼的生动体现。 这些词汇组合饱含着华

人离散群体对家的眷恋与对亲人的牵挂， 是他们

情感世界中最真挚、 最深沉的表达。

图 １２　 “平安” 在侨批文本中的搭配

（３） “福安” 搭配尊前、 台前等敬辞类词汇，
表达华人离散群体对家中长辈的牵挂和敬意。 尊

前、 台前等敬辞类词汇在侨批文本中常用来表示

对长辈的尊敬和敬重， 这种 “敬辞＋祝福” 的书

写模式体现了华人文化中对长辈的尊重和传统观

念范式。
以上对清末民初潮汕侨批文本高频词汇搭配

图谱的分析， 揭示了潮汕侨批在书写模式上的搭

配特点。 这些相对程式性、 有规律的搭配特征，
呈现出华人离散群体对家庭、 家乡和祖国的眷

恋、 思念和向往。 华人离散群体通过使用这些词

汇， 展示了对生计、 传统价值观、 血脉联系和国

家繁荣的追求， 其背后反映的是华人离散群体对

家庭、 孝道和国家观念的坚持和家国意识的执

着。
四、 结语

侨批作为一种信、 汇合一的载体文献， 成为

维系华人与祖国联系的重要媒介， 其中蕴含着丰

富的历史、 文化和社会信息。 本文通过自建语料

库 “清末民初潮汕侨批文本”， 深入统计文本的

词频、 分析搭配特点和语义， 发现晚清民初时期

潮汕地区华人离散群体的家国意识生成是一个复

杂而多元的过程。
首先， 华人离散群体对家人、 家庭的重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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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在侨批中得以展现。 尽管华侨的移徙打破了

中国传统中 “父母在， 不远游” 的信念， 然而，
侨批的出现却证明了华人与故土的纽带没有被切

断， 反而以一条坚实的链条将华人、 家庭和故乡

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这些信件表达出了华侨对家

人的思念和关怀， 体现了他们对长辈的尊重和重

视、 兄弟姐妹及晚辈的牵挂和爱护。 他们不仅在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存款寄予家中以应家需， 更

细致地将款项分发给每位家人， 表达他们对家

人、 家庭的重视和责任。 其次， 华人离散群体对

家庭、 家乡和祖国的眷恋、 思念和向往在侨批中

得以体现。 尽管身处与祖国分离的现实和外部社

会的歧视与压力中， 华人离散群体积极地维系与

家乡的联系。 侨批中敬辞、 祝福语的规律性表

达， 正是华人离散群体对家庭生计、 传统氏族等

级观、 血脉联系的恪守。 最后， 华人离散群体对

宗族文化、 孝道文化以及家国责任的执着追求在

侨批中亦得以呈现。 侨批文本表达方式的规律性

及书写模式的程式化， 反映了华人离散群体的家

国意识构建。 保持了强烈的家国情感及对家庭、
传统和根源的珍视， 是华人离散群体对自身身份

认同的表达与实践。
综上所述， 侨批作为华人离散群体与祖国之

间一种特殊的邮政载体， 不仅起到了联结华人与

家国的重要纽带作用， 而且是华人离散群体对家

庭、 家乡和祖国眷恋、 思念和渴望的情感烙印，
更是华人离散群体对家庭、 孝道和国家观念、 家

国意识的认同与实践。

注释：
（１） 潮汕侨批中的回 “唐” 和回 “塘” 通常被视为同一

个字， 这是由于书写者的个人表达习惯引起的异体

字现象。 在传统潮州方言中， “唐” 和 “塘” 的发音

相似， 字形上也有相似之处， 因此在不同写批人的

侨批书信中会出现混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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