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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朱棣去世后
，

由他儿
子朱高炽继位

，

是为明仁宗
。

明仁
宗提心吊胆当了

20

年的皇太子
，

可皇帝只当
10

个月便离开人世
，

给他本人和历史留下
了诸多的遗憾

。

仁宗自幼性情温
和

，

为人忠厚
，

接受深厚
的儒家正统教育

，

以民为
本

、

宽以待人的思想较为
浓厚

。

早时朱元璋为了培
养皇孙

，

让他与另外三位
孙辈分头去检阅军士

，

他
总回来最晚

。

朱元璋问
他

，

他答道
：“

早晨天气特
别冷

，

我等军士吃过早饭
后才检阅

，

所以回来晚
了

。 ”

朱元璋听后夸奖他
：

“

我这孙子懂得体恤下人
了

！ ”

又有一次朱元璋问
他

：“

上古尧
、

汤时期水旱
灾害不断

，

老百姓靠什
么

？ ”

他答说
：“

靠圣人有
恤民之政

。 ”

朱元璋听后
更为高兴

：“

我这孙子有
君人之识啊

！ ”

在他当太
子期间

，

经常深入民间了
解百姓疾苦

。

有次在山东
境内深入民房

，

看到许多
百姓穿得破烂不堪又锅
底朝天

，

慨叹不已
，

当即
命令山东布政施

（

行政长
官

）

停止收税
，

发放官粟
赈济贫民

。

明宗即位后
，

仍然高举儒家
“

以仁治国
”

的大旗
，

认真实施
“

文
教治天下

”

的治国仁政
。

他在登基
之初

，

立即通令天下
，

与民休息
，

减轻老百姓负担
，

并为此制定许

多具体实施细则
。

有次他听说徐
州

、

淮安等地百姓严重缺粮
，

而官
府却急着催征租税

，

马上诏令给
予减免和抚恤

。

有大臣
提出不同看法

，

他说
：

“

朕为天下之主
，

救民
如救火

，

不可与民计较
锱铢银两

。 ”

另有一次
他听说宦官到四川采伐树
木骚扰百姓

，

马上派大理
少卿弋谦前往查处

，

临行
前又特地交代

：“

你要替朕
严厉处置这些侵害百姓的
人

，

不要畏惧
。 ”

他对身边
官员纳谏如流

，

能够体贴
官员和将士的苦衷

。

有次
他看到寒风凛冽

，

便想起
戍边兵士可能挨寒受冻

，

马上签发一道敕书
，

赐给
戍边将士钞币购置寒衣

。

明宗广施仁政
，

就是对
侍从李时勉严施暴政

。

他
因后宫生活不加节制

，

纵
欲过多而导致身衰体弱

，

李时勉公开上书劝他少近
妃嫔

。

他听后勃然大怒
，

命
卫士将他打得气息奄奄

，

然后拖进监狱
。

到他临死
时

，

仍对李时勉耿耿于怀
：

“

时勉当廷辱朕
！ ”

看来
，

开展批评和自我
批评也要讲场合

，

把握好
分寸

。

明仁宗不管怎么说
，

总算是一位儒家理想主义
的仁君

，

虽后宫生活有些过失
，

在
个别场合提醒他一下就行了

，

可
你这个李时勉偏要公开上书

，

难
怪不能起到警醒他的作用

，

还要
被他打得个皮开肉绽

。

明仁宗广施仁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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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靖县靖城镇
尚寨村有一座小山

，

形
如圆珠

，

因夹于镜山与
磨石山之间

，

形如二龙
抢珠

，

故称宝珠岩
。

山
顶多怪石

，

下有溪流左
右回绕

。

明洪武二十九年
（

1396

年
），

由洪武二十
七年

（

1394

年
）

登科中
举

，

次年中进士
、

官居
余干县承的黄仁义

、

庠
士卢遂

、

黄功等人率领各乡耆老
，

启禀县令杨通
，

蒙核准后在宝珠岩
兴建周濂溪祠

，

设立社学
，

以尊崇
理学为宗旨

，

祠正中供奉宋理学家
周敦颐

。

周敦颐是北宋哲学家
、

理
学家

，

道州营道
（

今湖南省道县
）

人
，

曾知南康军
。

因筑室庐山莲花
峰下的小溪上

，

取营道故居濂溪以
名之

，

后人遂称为濂溪先生
。

著作
有

《

太极图说
》

和
《

通书
》

等
，

后人编
为

《

周子全书
》。

周敦颐是宋理学之
开祖

，

他的学生中有程赬
、

程颐两
兄弟

，

史称二程
，

是宋代著名的理
学家

。

后来的朱熹是程颐的四传弟
子

。

周濂溪祠地处山清水秀的宝
珠山

，

据
《

南靖县志
》（

乾隆版
）

记
载

，“

祠以圆山五峰为屏障
，

榜眼大
帽为藩篱

，

天马诸山
，

势如星拱
，

明
灯继晷

，

如珠发炬
，

自此
，

地多出科
目

。 ”

这里环境优美
，

空气清新
，

是
学习的好地方

。

来这里求学的学
生

，

在老师的教诲下
，

发奋苦读
，

科
举考试榜上有名

。

最早登科第的是
明永乐九年

（

1412

年
）

的辛卯科
，

当
时在学学生

7

人上省赴试
，

有
5

人
齐中举人

。

到了永乐十三年
（

1416

年
），

这
5

人中又有一人榜眼及第
，

一人中进士
，

所以有
“

宝珠瑞气多
，

七子五登科
”

的佳话
。

这
5

人登科
第仕途情况如下

：

李贞
，

永丰里人
，

十岁能文
，

志
行超卓

，

明永乐十三年
（

1416

年
）

榜
眼及第

，

授翰林院编修
。

参与编修
《

四书五经性理大全
》。

后来因为不
肯参与修佛书

，

被贬高州教授
，

其
子孙入籍高州

。

江澄
，

字守礼
，

雁塔总人
，

明永
乐十三年

（

1416

年
）

登进士
，

授户部

郎
。

赖清
，

明永乐九年
（

1412

年
）

辛卯科举人
，

沈
府

（

属辽宁沈阳
）

教授
。

张骥
，

明永乐九年
（

1412

年
）

辛卯科举人
，

耒
阳

（

属湖南衡阳道
）

训导
。

卢闰
，

明永乐九年
（

1412

年
）

辛卯科
，

新野
（

属河南南阳府
）

教谕
。

到了明英宗正统九年
（

1444

年
），

余慈再次登第
甲子榜

。

以后
，

由于
“

居民竞取山石
，

由是
科名吨减

”，

到了明正统九年
（

1444

年
），

周濂溪祠倒塌
。

明嘉靖二十五年
（

1546

年
），

山城
下碑人黄美中中举

，

做了松阳县令
，

重
新兴祠办学

，

发出请帖延聘四方名贤
前来讲学

，

社学再次兴盛
。

到了明末清
初

，

周濂溪祠又一次被废
。

清康熙三十四至三十五年间
（

1695

至
1696

年间
）

和乾隆八年
（

1743

年
），

乡贤和文人曾两次议论重
修社学

，

但都没有实施
。

直到嘉庆十七
年

（

1812

年
），

由当时的县正堂太老爷
刘朝祚

、

学正赵鉴等官员和本县的知
名人士筹资第三次修建社学

。

现存清
嘉庆年间重修祠碑刻一座

。

“

文化大革命
”

中
，

周濂溪祠遭受
破坏

。

1998

年
，

地方知名人士和当地
群众筹集资金

，

第四次修建周濂溪祠
。

新建筑为大式大木歇山斗拱
，

周围廊
式

，

殿堂建筑面积
158

平方米
，

雕梁画
栋

，

金碧辉煌
。

周濂溪祠旁有建于明洪武元年
（

1368

年
）

的道源亭
，

亭柱留有明代石
刻

：“

镜山耸峙峰头直探天根
，

珠海环
流水面长披太极

。 ”

亭始建时为木构
，

清乾隆年间
，

由木构改石构
，

为六角空
心三层三檐

，

平面呈六角形亭阁式
。

通
高

12.32

米
，

第二
、

第三层均有石栏
杆

，

为花岗岩石构
，

石板条衔接缜密
，

工艺精巧
。

清举人吴士霖诗曰
：“

古道
?不可攀

，

濂溪祠下仰珠山
，

也知此
日吟风月

，

谁识当年乐孔颜
。 ”

站在宝珠岩上极目远望
，

一座座
青山葱茏郁翠

，

一片片蕉园硕果累累
，

一幢幢厂房栉比鳞次
，

青山
、

绿水
、

蓝
天

、

白云
，

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

令人
心旷神怡

，

浮想联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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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多年来
，

闽
、

粤
、

琼总
是有一大批士农工渔商不畏
海途艰险

，

漂洋过海
，

到南洋
一带谋生存

，

一大批人被瞒
骗

，

被绑架
，

到外国当苦力
，

“

卖猪仔
”。

当他们稍有粒积
，

便通过私人邮政
———

初期的
水客和稍后的侨批局

，

把辛
苦血汗钱寄回国内赡养亲
属

。

后来
，

各国国家邮政机
构

、

银行机构逐步把侨批局
纳入管理

。

不论是私营邮政
，

还是国家邮
政机构时期

，

一般来说
，

侨批上除了
常规的地址姓名之外

，

左上角通常
还写有汇寄的金额

。

在国家邮政机
构尚未覆盖的穷乡僻壤

，

送侨批的
专门或兼职人员都能把侨批送达并
取得回批

。

福建省漳州市正处在两大侨
区

———

泉州
、

潮汕之间
，

虽然华侨人
数远少于这两大侨区

，

虽然侨批的
运作和这两大侨区相似

，

借助地理
因素

，

漳州侨批仍有它的特点
。

一
、

天一信局
。

一位文化程度不
是很高的年轻人

，

跟随他的从兄
，

到
人生地不熟的南洋谋生

。

南洋华侨
生活圈里

，

应该早就有了为华侨侨
眷送信汇款的原始的水客

，

所以
，

郭
先生的起步应该是受到那些水客的
启蒙

。

当时新加坡
———

中国厦门的轮
船客票

，

价格在
3~12

元之间
。

侨批
局同时也必须用这笔资金选购南洋
的货物到唐山变卖

，

才能够本并有
些许利润

。

因为华侨的汇款一般只
有

4~8

元钱
，

手续费亦很低廉
。

因
此

，

侨批局也兼做海商
，

有些本身就
是海商然后兼营侨批业

。

从水客
，

到天一批馆
，

到天一批
郊

，

再到正式向邮政部门登记的
“

天
一汇兑银信局

”，

完成从丑小鸭到白
天鹅的嬗变

，

郭有品及其哲嗣的奋
斗史

，

也是华侨奋斗史的缩影
。

天一信局在南洋有众多的分支
机构

，

包括闽南人较少的越南
、

缅
甸

，

在漳州
，

在泉州也设立了分支机
构

，

当时要打破畛域的阻隔是要有
很大的胆量

，

也必须与当地有很好
的人脉关系

。

“

天一信局
”

是老实的
，

他的招
牌含义就是经商赚钱

，

他成功了
。

因此
，

集邮界的侨批研究家
，

侨
批爱好者认为

：

天一信局不是最早
的侨批机构

，

也不是经营时间最长
的

。

泉州不少侨批局
，

潮汕不少侨批
局

，

成立时间比他早
，

寿命比他长
。

但是
，

天一局首创了国际汇兑通信
网络机构

，

从私人邮政
、

汇兑到受国
家邮政

、

国家银行的监管
，

与商业银
行联手

，

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

因此
，

我们认为
，

天一信局在中
国侨界的侨批局中是成立时间最
早

，

经营时间最长
，

业务量最大
，

影
响最广的侨批局之一

。

他的倒闭
，

甚至在闽南引起动

荡
，

约半年之久才逐渐平息
。

天一侨批封也成了我们收藏爱
好者苦苦追求

，

不吝时间
、

金钱去搜
集

、

研究的重点物证
。

二
、

漳州侨批转口有两大节点
。

侨批运营流程
，

从收集信款
、

船
运转口过海关

、

解汇送信收回批
，

漳
州侨批与潮汕

、

泉州等地并无差别
。

但是
，

因为亲缘血缘地缘的关系
，

漳
州侨批有两个出海关口

，

一是厦门
，

二是汕头
。

这是漳州侨批与潮汕
、

泉
州侨批的不同之处

。

这是一个很显
著的特点

，

在侨批收藏实践中
，

这特
点越发明晰

。

1

、

厦门
：

西文列强以坚船利炮
，

打开了老大帝国的国门
，

厦门和汕
头

，

被列为通商口岸
。

随着舶来品
、

洋布
、

鸦片的涌进
，

他们在南洋群岛
及古巴等地

，

需要大量劳力
。

通过欺
骗

、

绑架等手段
，

大批
“

猪仔
”

被源源
不断地运往海外

。

中国口岸暂时集
中囚禁中国劳工的

“

猪仔馆
”

有三
个

：

厦门
、

汕头
、

香港
。

国内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
削

，

迫使农民
、

市民多次进行反抗起
义

，

却招来更加残酷的迫害
。

失败的
起事者被迫逃亡海外

。

天灾人祸
，

迫使士农工商走向
海外

，

以求一饱
，

以求生存
，

以求发

展
。

从他们中寻得商机
，

发展壮大
的侨批局

，

当然同时还会兼理新侨
的出入通关

，

办大字
，

代找工作等
等

，

他们走的线路
，

当然也是熟门熟
路

，

从哪里来
，

到哪里去
。

九龙江流域及其周边地区
，

以
及溯江而上的漳平

、

龙岩
，

侨批
(

包括
正批

、

回批
)

的通关
、

转口
，

理所当然
要通过厦门

，

早期还没有邮政机构
监管

，

侨批信用戳
(

一般为复合戳
)

经
常会留下厦门的痕迹

，

如批局在厦
门的地址等等

，

后期就有厦门的各
种各样的邮戳

、

邮政副戳
。

1938

年
5

月
，

日本占领了厦门
。

对于关系沿海一带百姓的生计的侨
批业

，

他们不敢赶尽杀绝
，

有个别侨
批局留在厦门本岛

，

但大多数侨批
局

，

以及华侨银行
，

中国银行驻厦门
机构

，

仓皇逃往
“

万国租界地
”

鼓浪
屿

，

艰难维护侨批业的生存
，

维护沿
海侨眷与海外侨胞的联系

。

大量侨
批通过

“

交通船
”

运到
“

过水
”，

即漳
州的石码一带

，

然后转运泉州
、

漳州
内地

。

后来泉州线侨批另辟转运点
，

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

2

、

漳州南部的几个县份
，

东山
、

云霄
、

诏安等地
，

他们侨批转口节点
在汕头

，

因为地缘的关系
，

他们与潮

汕比厦门更为接近
。

虽然语
言同为

“

闽南语系
”（

不是闽
南话

）。

他们与潮汕语言相
同

，

习俗相近
，

血脉相融
，

婚
姻相通

。

在抗战中
，

潮汕与
漳州同属一个情报网

；

潮汕
闽南共产党的红色政权

，

同
属一个领导机构

。

他们与潮
汕乡亲共同欣赏悠扬清丽
的潮剧

。

可以说
，

凡是潮剧流传
的地域

，

侨批的走向就和潮
汕侨批一致

。

所以
，

这几个县份
，

漳
州的南部

，

侨批转口节点是在汕头
。

因此
，

侨批上出现
“

中国汕头诏安
**

地
”

就不会令我们感到奇怪
。

抗战初胜
，

1945

年
9

月初
，

盟军
重新占领新加坡

、

马来亚
、

印尼
，

死
里逃生的华侨涌进批局

，

涌进邮局
，

向唐山寄来大量的信函
，

询问祖国
亲人的安危

。

首只从新加坡出发的
带来侨信侨批的轮船

，

于是年
10

月
中旬抵达汕头

。

而携带侨信侨批到
达厦门港的轮船

，

到达时间应在
10

月下旬
（

具体船期看海关档案里可
能会有

）。

当然
，

任何情况都有例外
，

原因
是这些华侨聚集地以某一地区侨民
为主

。

如果有诏安
、

东山
、

云霄的某
些华侨掺杂在泉州

、

同安
、

漳州九龙
江流域的华侨聚居的地方

，

他们就
近投寄的侨批就是从厦门海关进
出

，

然后才送到其家中
，

这情况在早
期并不多

。

有一枚侨批封是送海澄
（

现龙海市
），

不知道什么原因从汕
头转口

，

所以就嗦了
。

请看它的邮
路

：

背面
：

1937.6.2 5

：

30PM

仰
光大圆戳

仰光
SOR

小半圆戳
汕头中英文

26.6.17

多寄信
平信平快挂号快递航空机盖戳

转
：

厦门和记信局椭圆戳
厦门茂泰信局无框戳横式无

框英文戳
厦门中山路茂泰信局盾形戳
*

新信局包工到厝专分大银
不取工资无框红色戳

正面
：

三格式中英文厦门机盖
戳

侨批上还盖着一个
“

T

”

字欠资
戳

。

浩瀚的侨批
，

大比例存在潮汕
，

漳州
、

泉州
、

厦门以及其它一些地
区

，

这些侨批
，

一般情况下都以汕
头港

、

厦门港转口
，

漳州在潮汕
、

泉
州大侨批区得天独厚

，

兼具这两大
转口港

，

成为独具特色的奇观
，

研
究漳州侨批可以兼顾两大侨批区
的特点

。

《

侨批档案
》

已被列入国家档
案遗产

，

潮汕
、

泉州的领导和同好
们出了大力

。

作为这一串珍宝中的
一环

，

兼具潮汕
、

泉州特点的漳州侨
批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

� � � �

1

、

冬至在月
头

，

要寒年暝兜
；

冬至月中
方

，

无雪双无霜
；

冬至在月
尾

，

要寒正二月
。

2

、

清明来
，

墓门开
，

立夏至
，

墓门闭
。

3

、

正月寒猪
，

二月寒牛
，

三月寒
死布田

（

插秧
）

夫
。

4

、

未吃五月粽
，

棉裘不甘放
。

5

、

麦仔青
，

甲蚤
（

跳蚤
）

咪
，

麦仔
黄

，

甲蚤团
。

6

、

六月初三
雨

，

芋仔蕃薯壳
大升杵

。

7

、

四月芒种
雨

，

五月无干路
，

六月晒石铺
，

七
月火烧埔

。

8

、

雷陈
（

鸣
）

未惊蛰
，

十天九
出日

，

若是雷打惊蛰
，

阴雨四十九日
。

9

、

冬至红
，

年暝淡
（

湿
），

冬至乌
，

年暝苏
（

干燥
）。

10

、

六月一雷去九台
，

七月一雷
九台来

。

� � � �

钓鱼
，

雅称垂钓
，

是一项高雅的
娱乐活动

。

自古便引起文人墨客的雅
兴

，

不仅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
的垂钓诗

，

而且也有不少雅趣无穷的
垂纶联

。

清代状元刘镒
，

曾游江西吉安望
仙山

，

有感于山中的关帝庙年久失
修

，

关羽塑像残存
，

在庙壁题一上联
：

“

独岭孤山
，

一神像单刀匹马
。 ”

之后
，

观者络绎不绝
，

许多骚人
墨客竞相吟对

，

都未成功
。

消息传到
一老渔翁时

，

他沉吟甚久
，

对道
：“

隔
河两岸

，

二渔翁对钓双竿
。”

对句陈述
渔翁河畔对钓之乐

，

奇巧严整
。

宋朝朱熹
，

题咏漳州开元寺一
联

：“

鸟识玄机
，

衔得春来花上弄
；

鱼
穿地脉

，

抢将月向水边吞
。 ”

游水吞
月

，

其景清丽
，

其态多姿
。

杭州西湖清莲寺题有一副楹联
：

“

鱼有化机参活泼
；

人无俗虑悟清
凉

。 ”

此联以观者
、

钓者之人无俗虑
，

衬写鱼儿的活泼
、

可爱
，

别有情趣
。

太清池
，

位于青岛崂山
，

碧水一
泓

，

四时不竭
；

朗月当空
，

清风水浪
，

堪称胜境
。

池旁有钓鱼台
，

古人曾题
咏一副楹联

：“

一蓑一笠一髯翁
，

一丈
长竿一寸钩

；

一山一水一明月
，

一人
独钓一海秋

。 ”

上联用五个
“

一
”

字描
绘出钓翁的衣着

、

年龄
、

钓具
；

下联也
用五个

“

一
”

字写出钓翁所处之地
，

置

身之时
。

全联绘山水
、

明月
、

秋色
，

状
髯翁独钓闲情

，

极富诗情画意
。

明代孝宗年间
，

广东饶平有位曹
宗

，

七岁便能吟诗作对
。

一日
，

他到海
边玩耍

，

遇到出海渔民归来
。

渔民们
早闻曹宗之慧名

，

却不怎么信
，

于是
一位渔民对曹宗说

：“

你如果能对出
我的对子

，

送你一条大鱼
。 ”

曹宗请他出上联
，

渔民道
：“

沙马
钻沙洞

，

沙蒙沙马目
。 ”

联中的
“

沙马
”

是鱼名
，

此联对七
岁的孩子来说当然难对

。

岂料曹宗眼
珠一转

，

对道
：“

水牛食水草
，

水浸水
牛头

。 ”

渔民佩服
，

又见他人小力弱
，

故意送他一条十多斤重的大马鲛鱼
。

谁知曹宗用绳子穿过鱼鳃
，

把鱼放进
水中

，

借水之浮力将大鱼带了回家
。

当代文坛名家叶圣陶撰联吟钓
趣的佳话

，

广为流传
。

古稀之年的叶
老赠吕剑一联

：“

观钓颇逾垂钓趣
；

种
花何问看花雅

。 ”

此联源于叶老
1939

年旧作
《

浣溪纱
》。

当时
，

叶老已由上
海迁到四川

，

住乐山东城外一草舍
，

舍前篱内栽植花木
，

篱外有小溪
，

时
有垂钓者寻趣

，

叶老因之作赋
《

浣溪
纱

》。

由叶老赠联不仅可知其情怀
，

而
且亦可晓得叶老当年虽未垂纶

，

但仍
深知举竿投钩之乐

，

否则
，

他不会对
四十年前蜀地乡间观钓之趣记忆犹
新

。

垂钓妙文趣联
⊙

周洪林辑

天气谚语
⊙

王秀丽

福建漳州侨批
⊙

邹求栋苏通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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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批信封正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