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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侨批局是华南侨乡专门经营海外华侨华人寄回家乡的信件和汇款的一种民间机构，具

备邮政和金融双重功能，而侨批业是侨乡地区独有的特殊行业。闽南地区是中国的重要侨

乡，而闽南侨批业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数十年时间里经历了曲折的发

展变化过程。闽南侨批业起源于早先的水客业，随着东南亚闽南华侨社会的发展在 20 世

纪 30 年代形成了完整的经营网络和经营方式，厦门是闽南侨批经营网络的中心。闽南侨

批业在发展过程中与国家银行和邮政机构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侨批业与这些国家机构的关

系并非简单的取代和被取代，而是合作和竞争并存。抗战时期尤其是厦门沦陷后，闽南侨

批业的经营中心被迫从厦门转移到泉州，中国银行闽行模仿民间侨批局的运作机制，成为

闽南侨批业的主力军，但是随后太平洋战事的爆发几乎完全切断了侨批业务并产生了“

后二次侨批”问题。战后，闽南侨批业 始了清汇工作，但是国内金融环境恶化导致闽南

侨批业的畸形发展，并产生了侨汇逃避等问题。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对资社会主义改造，

闽南侨批业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成为国家银行系统的一部分，并于 20 世纪 70 年代消亡。

闽南侨批业在其历史发展历程中对于促进侨乡经济发展、平衡对外贸易收支和沟通闽南与

东南亚经济联系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关键词：闽南；侨批业；侨批局；侨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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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seas Remittance Bureau is a kind of nongovernmental institution which operates 

family letters and remittanc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 China. The south of Fujian is an 

important Qiaoxiang of China, whose Overseas Remittance Business experienced a tortuous 

history from 1870s to 1970s. Overseas Remittance Business of Southern Fujian which stemmed 

from Shuike business came into being a perfect business network in 1930s as Southern Fujian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developed better and better. Overseas Remittance Business of Southern 

Fujian be related closely to national bank and postal system and whose center is Xiame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especially after Xiamen’s being occupied, the center has 

transferred into Quanzhou. As the outbreak of Pacific War the business was cut off and which 

led to Overseas Remittance of Last Two Batches. After war, Overseas Remittance Business of 

Southern Fujian began to clear unpaid remittance during wartime, however, Overseas 

Remittance Business tended to develop abnormally because of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domestic 

financial environment. After founding of New China, Overseas Remittance Business tended to 

be a part of national bank system with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and ended completely in 

1970s as an independent business. Overseas Remittance Business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Qiaoxiang’s economy, balancing foreign trade and strengthening economic ties 

between Southern Fujian and Southeast Asia.  

Keywords: Southern Fujian; Overseas Remittance Business; Overseas Remittance Bureau; 

Overseas Remit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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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1

绪 论 

一、历史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闽南人出国定居的历史由来已久，而其中绝大多数聚居在东南亚各地。随着东南亚华

侨社区的形成，定居的华侨心系家乡亲人，必想方设法传递家书、寄送款项赡养，而常年

来往南洋与唐山之间的水客替华侨和侨眷寄送信款，渐成规模，形成了侨批业的前身——

水客业。19 世纪 70 年代始，东南亚殖民经济迅速发展急需大量华人劳工，因此东南亚各

埠的华侨华人社区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水客业已经无法满足华侨人数急速发展的需

要。1871 年，晋江创办了闽南地区第一家侨批局——郑顺荣批局，标志着闽南侨批业的初

步形成。 

信函在闽南语中俗称为“批”，由于赡家养老的传统习俗，华侨寄信回家必定附带汇

款，因此侨批是钱和信的合称，“银信合一”是侨批的主要特点。侨批业务的两个部分“批

信”和“批银”决定了侨批业必然与国家邮政、银行机构之间发生业务联系和竞争。侨批

业的形成早于中国现代邮政和现代金融系统，那么为何民营的侨批业在后者的冲击下仍然

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从 19 世纪 70 年代至 20 世纪 30 年代的数十年间兴起一波中国人移

民海外的高潮，随之兴起的闽南侨批业形成了完整的经营网络，包括南洋收汇局、厦门中

转局、闽南内地解付局和头寸调拨等机构，这些机构相互协作形成一个联系紧密的网络，

这个网络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呢？这个网络对于闽南侨乡和东南亚华侨社会之间的经济文

化联系有何影响？厦门沦陷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给闽南侨批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由于侨

汇对于国家外汇收入的重要意义，战时各方和闽南侨批业自身又是如何应对时局的呢？战

后闽南侨批业的侨汇逃避和黑市运作非常严重，为何侨批业会转向畸形发展呢？建国后闽

南侨批业逐渐被纳入银行体系，闽南侨批业为何走向衰亡？闽南侨批业对于闽南侨乡发展

有何历史意义？本文拟以时间线索为序探讨闽南侨批业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各个问

题。 

本文研究时间限度是 1871 年至 1958 年，即闽南第一家侨批局的建立到闽南侨批业

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虽然早在 1871 年以前侨批业务就随着水客业的兴盛而发展起来，

但是水客业只是一种单一的银信传递，无法构建起一个跨越地区的金融网络，况且只有在

19 世纪 70 年代移民潮的兴起后，侨批业的侨汇功能才被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1949 年以

后，闽南地区的东南亚移民潮基本断流，侨批业务 始萎缩，而 1958 年 始的闽南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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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社会主义改造使其失去作为一个独立行业而必须具备的经营基础，虽然经营网络仍然存

在，但是已经不可逆转地走向终结。 

此外，由于闽南华侨多分布于东南亚地区，闽南侨批业务绝大部分来自于东南亚，所

以本文所述闽南侨批业网络只包括华南与东南亚地区；事实上关于福州、广府地区等地侨

批业的研究则还需考察日、美、欧等地的情况。 

二、学术史回顾 

侨批研究涉及到华侨史、华侨经济、侨乡研究、侨务政策及邮政史、金融史等多个领

域，从清末至今学术成就硕果累累，本文仅就侨批研究学术史做一个简单回顾，其成果大

致可以分为两类：侨汇研究和侨批业研究。 

1、侨汇研究 

侨汇是侨批构成的两大要素之一，侨汇之于中国侨乡经济和国家外汇收入的决定性影

响很早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H.B.Morse 和 C.F.Remer 是 早研究中国侨汇问题的

外国学者。Morse 利用其海关工作人员职务的便利估算了侨汇数额，而 Remer 到华南各地

进行实地调查所得出的数据对后来的侨汇研究影响很大。
1
日本台湾银行很早就注意到侨汇

经营的可观收益，在收集前人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分别于 1914 年和 1943 年完成《侨汇流通

之研究》和《三十年代南洋华侨侨汇投资调查报告书》，对厦门、汕头及香港等地的侨汇

额、侨批局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记载详细，后者着重抗战期间的侨汇情况，补充这

一特殊历史时期研究的不足。这两部著作于 20 世纪 80 年代翻译成中文出版。
2
 

民国时期国内学者对于闽南侨汇研究的代表是吴承禧的《厦门的华侨汇款与金融机

构》、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和张公量《关于闽南侨汇》。
3
吴承禧是政府金融机构的专家，

其根据实地调查和闽行档案从金融学角度出发考察了侨汇的流通特点。郑林宽是战时福建

省政府秘书处秘书，其在 Morse、Remer 和吴承禧的数据统计基础上整理估算了战前闽南

历年侨汇，并论述了侨汇的作用、用途及侨批局的运作等诸多方面，是战前闽南侨汇研究

的集大成者。张公量本人是中国银行闽行经理，长期从事侨汇收汇工作，其论述重点是闽

                                                        
 
1 H.B.Morse, An Inquiry into the Commercial Liabilities and Assets of China in International Trad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e, 
Shanghai, 1904; C.F.Remer,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1926; C.F.Remer, 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 New York Macmillan, 1933. 
2 杨建成主编：《侨汇流通之研究》，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 1984 年；杨建成主编：《三十年代南洋华侨侨汇投资调

查报告书》，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3 年版。 
3 吴承禧：《厦门的华侨汇款与金融组织》，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载《社会科学杂志》第 8 卷第 2 期，1936
年；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1940 年；张公量：《关于闽南侨汇》（翻印版），中国银行泉州

支行，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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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办理侨汇的经过，是研究民间侨批业与银行关系的重要史料。陈达的《南洋华侨与闽粤

社会》包括百户华侨家庭的侨汇收入和使用情况的调查，是研究侨汇对侨乡经济影响的重

要材料。
4
这一时期广东地区的侨汇研究包括刘佐人《金融与侨汇综论》中一系列侨汇研究

和姚曾荫《广东省的华侨汇款》，由于闽粤两地侨批研究的共通性，对于闽南侨汇的流通

过程之考察也大有裨益。
5
 

建国后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根据闽粤沪等地的调查资料整理了《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

业史资料选辑》，涉及侨汇用于工业投资等不同领域的份额。
6
其他涉及侨汇之统计、用途

和意义的学术著作还有很多，例如林金枝就侨汇与华侨国内投资关系的研究，
7
袁丁关于侨

汇逃避和国民政府侨汇政策的研究
8
，以及美国学者吴春熙关于建国后大陆政府的侨汇政策

研究
9
。林家劲等人从广义的侨汇出发将侨汇分为投资性侨汇、赡家性侨汇和捐献性侨汇等，

详细叙述了解放前广东侨汇的情况。
10
  

2、侨批业研究 

建国后尤其是改革 放以来的侨批研究的多把侨批业作为一个整体考察侨批经营网

络、华南—东南亚金融圈、华商网络和侨乡文化等方面。新加坡学者柯木林《新加坡侨汇

与民信业研究》梳理了新加坡侨批业的盛衰变化和新加坡当局的侨汇政策；
11
日本学者滨

下武志在《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制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把侨汇流通放在

亚洲贸易金融圈的角度下考察侨汇的影响；
12
戴一峰从侨批局的制度建构的角度出发考察

了闽南侨批局的发展史。
13
陈春声借鉴档案资料考察了潮汕侨批局的经营方式。

14
陈丽园的

                                                        
 
4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年版。 
5 姚曾荫：《广东省的华侨汇款》,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3 年；刘佐人：《金融与侨汇综论》,载《广东省银行季刊》1947
年第 3 卷第 10 期。 
6 林金枝、庄为玑：《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资料选辑》(福建卷)，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7 林金枝：《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东南亚华侨汇款及其作用》,载《近代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略论近代厦门的华侨汇款

及其作用》，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0 年第 4 期；《略论近代福建华侨汇款》、《析华侨汇款及其作用》，载《八桂侨

史》1996 年第 3 期。 
8 袁丁、陈丽园：《战后国民政府侨汇体系的重建》,载《八桂侨刊》2001 年第 2 期；《1946—1949 年广东侨汇逃避问题》，

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 年第 3 期；《1946—1949 年国民政府对侨批局的政策》，载《南洋问题研究》2001 年第 3
期。《“侨汇逃避问题”的终结》,载《八桂侨刊》2002 年第 2 期；《1946—1949 年间东南亚及美洲侨汇逃避的原因》，载

《东南亚纵横》2002 年第 6 期。 
9 Chun-his Wu, Dollars Dependents and Dogma: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 to Communist China, Stanford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1967. 
10 林家劲等：《近代广东侨汇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年。 
11 柯木林：《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研究》载《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 年。 
12 滨下武志著，朱荫贵、欧阳菲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制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9 年。 
13 戴一峰：《传统与现代: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变迁的再思考———以侨批局与银行关系为中心》，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

究》2004 年第 1 期；戴一峰：《网络化企业与嵌入性:近代侨批局的制度建构(1850s—1940s)》，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3 年第 1 期。 
14 陈春声：《近代华侨汇款与侨批业的经营———以潮汕地区的研究为中心》，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 年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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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论文《华南与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互动关系——以潮人侨批网络为中心》通过分析

侨批网络的构成来探讨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跨国华人社会。
15
焦建华的博士学位论文《福

建批信局与国家邮局及银行之关系研究》考察了侨批局与银行、邮局之间合作与竞争关系。

16
申显扬、黄泽纯及张军等人的学位论文也从不同角度讨论了潮汕或闽南地区侨批业发展

史。其它关于侨批、侨汇研究的论文还有很多，难以一一述及，例如《回望闽南侨批》、《潮

汕侨批》、《潮汕侨批论文集》等侨批文化论文选辑。 

三、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文本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搜集文献和档案资料加以分析。

本文所利用的主要文献资料除了前述论文和专著外，还有泉州中国银行出版的《泉州侨批

业史料》和《闽南侨批史纪述》，两书收录了大量闽南侨批业从业人员的回忆和口述资料，

收集了部分官方侨批档案，是研究闽南侨批发展史不可或缺的资料；集邮专著《闽南侨批

史话》和《东南亚华人与侨批》主要登载了大量侨批实物图片，是研究侨批问题难得的直

观材料；厦门旧海关编写的《海关年度贸易报告》（1865-1881 年）和《海关十年报告》

（1882-1942 年）记载了不同历史时期厦门侨批业的概况；福建省档案馆、泉州市档案馆

和厦门市档案馆保存有大量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其中大多未曾公 出版，是侨批研究的

主要资料来源，其中已出版的文献史料包括《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下卷）、《福建省

侨汇业社会主义改造历史资料》、《厦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资料丛书》、《厦门

工商史事》、《近代厦门经济档案资料》等；各侨乡政协主持的文史资料汇编，如《厦门文

史资料》、《泉州文史资料》和《晋江文史资料》；各侨乡华侨志、地方志如《厦门华侨志》

和《泉州市华侨志》；厦门中国银行的《中国银行厦门市分行行史资料汇编》(三卷)收录

了大量国家金融机构的侨批业政策文件；新加坡南洋中华汇业总会于 1947 年和 1948 年出

版的《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年刊（两集）》登载了大量原始图片和当时《星洲日报》、《南洋

商报》关于侨批业和侨汇的报道，是研究新加坡侨批业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  

四、相关概念 

1、侨批局与侨批业 

经营侨批相关业务的民间机构名称非常多，包括侨批局、银信局、民信局、批信局、

侨信局、信局、批局、批馆、侨批馆、汇兑局、汇兑信局、汇兑庄、金山庄等。早期专营
                                                                                                                                                                                   
 
期。 
15 陈丽园：《华南与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互动关系——以潮人侨批网络为中心》，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年。 
16 焦建华：《福建批信局与国家邮局及银行之关系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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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信件邮递业务的民信局也兼营侨批解送，因此民信局与侨批局之称谓时常混淆。1933

年国民政府邮政总局发布区分民信局与侨批局业务的公告，规定：“专营国内普通信件者，

定名为民信局，不准兼收批信；专营国外侨民银信，及收寄侨民家属回批者，定名为批信

局，不准收寄普通信件。”
17
侨批局始与民信局相区分。现今学界之所以多以侨批局和侨批

业称之是因为 1931 年全国工商业组织同行公会以此相称，见饶宗颐所著《潮州志》的记

载：“二十年全国工商业组织同业公会以批局旧有组织系以华侨批业为名，易混于国内之

华侨团体，删去华侨字样，则批字嫌于不典，或难明其业务实际，乃当局为定名曰侨批业，

各业批商号曰侨批局。”
18
本文因此统称为侨批业和侨批局，而部分所引文献可能出现其它

称呼。
19
 

2、侨汇 

侨汇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侨汇指的是随批信所附汇款，以用途分即为赡

家性侨汇；广义的侨汇指所有华侨汇款，根据用途可分为赡家性侨汇、投资性侨汇和捐献

性侨汇，不同文献所指不同。本文所述闽南侨批业所经营的业务基本是赡家性侨汇，故采

用侨汇的狭义定义。 

 

                                                        
 
17《邮政总局关于区分民信局与批信局及民信局应于廿三年底停业的通饬》1933 年 12 月 8 日福建省档案馆《福建华侨档

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89 年，第 311 页。 
18 饶宗颐：《潮州志·实业志·商业·侨批业》汕头艺文印务局，1949 年，第 73 页。 
19 建国后官方文献多称之为“侨汇业”。1951 年《侨汇业暂行管理办法》规定“凡专营或兼营侨汇之行业（包括水客），

除指定银行外，均称侨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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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厦门沦陷前的闽南侨批业（1871-1937 年） 

第一节 水客时代的闽南侨批 

闽南地区是中国主要侨乡之一。早在唐宋时期，泉州港就已成为当时 为重要的对外

贸易港口之一，据《诸蕃志》记载，北宋时期与泉州港通商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多达 58 个，

是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站。数百年来闽南人民也纷纷扬帆舶海到南洋从事海外商业

活动，宋代泉州诗人谢履的《泉南歌》就有“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之诗句，

很多人因为种种原因在南洋各地定居下来，从而在当地形成了华侨社区。 

勤劳的华侨每当有一点积蓄就会想方设法接济国内的亲人，以资家用。据石狮《蔡式

家谱》记载：“明嘉靖年丁卯四十六年。……娶妇后，遂忘吕宋求赀，迭寄润（钱）于兄

弟，二兄超全家赖之，修理旧字，俾有宁居。”
20
这是关于侨汇的 早记载。这些华侨辛苦

工作，除了自己日常必需的 支外，大多都要寄回家乡或赡养父母，或养育子女，乃至添

置家产土地。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莱特上校在给上司关于殖民槟榔屿的报告中提到：“华

人是槟榔屿居民中 可贵的部分，男女及儿童约共 3000 人。……（华侨）并不是等发了

财才回去故乡，而是每年将所赚的一部分寄回家去，这样做法是很普遍的。因此，一个贫

苦的劳工愿意做双倍的劳动，以赚两三块钱寄回中国。”
21
莱佛士则在《爪哇史》一书中估

测了华侨每年寄回中国的款项，他认为 1810 年中国人在爪哇获得利润 370 万西班牙银元，

其中 100 万用于购买鸦片和纺织品，100 万用于购买盐、油、烟草和其他食品，70 万寄回

中国，100 万元由返回中国者带回。
22
共计每年有 170 万银元的侨汇通过各种途径寄返国内，

约占总收入的 47.22%。 

此外，华侨常年在南洋做工，因为路途遥远、航运不便，一年半载也难以与国内家人

通信，采用银信合一（除家书外另附钱款）的方式既能够与家乡取得亲情上的联系，又可

以取得经济上的联系，“如不在信中附有金钱若干，则带有予对方不详之恐惧预兆，故彼

此通信时必附有金钱若干以示吉兆”。
23
如此久而久之，银信合一（或者称信汇合一）的方

式后来也成为了侨批业的基本特征之一，有汇款而无信件或者只有信件而无汇款都不能称

为侨批，侨批业的经营运作发展成熟时华侨的信件和侨眷的回批是侨批局投递汇款、收取

                                                        
 
20 林金枝、庄为玑：《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资料选辑》(福建卷),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第 24 页。 
21 见 1847 年新加坡出版的《印度群岛和东亚学刊》，转引自朱杰勤著：《东南亚华侨史》，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108 页。 
22 卡德：《中国人在荷属东印度的经济地位》，转引自陈碧笙主编：《南洋华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第 102 页。 
23 杨建成主编：《三十年代南洋华侨侨汇投资调查报告书》,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 1983 年，第 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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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的主要凭证。因此信汇合一这一习惯的形成和消失是侨批业成熟和消亡的重要标志。 

由于南洋华侨社区的华人迫切地想要把银信寄回国，而当时航海交通、金融银行以及

邮政业务尚未建立和普及，于是“水客”行业就应运而生。华侨往往委托熟识可靠的即将

返乡的同乡顺便将家书和钱一并带回家乡，并且付给一定报酬。据载，早期代为寄送银信

一般按金额抽收 10%的手续费，
24
有个别时候利润更高，例如吧城华人公馆公案簿中的案例

记载水客郭景顺替陈俊英携带批信回唐山,“共银 20 元，又送风银 4 元”。20 元是陈俊英

所寄批银,送风银 4元既是付给该水客的酬金，可见利润之丰。
25
这样时间一长，这些返乡

人见有利可图，就专门做起了侨批传递业务，因为长期往返于侨乡与南洋港口之间，这些

人就被称为“水客”。
26
福建泉州新门外王宫村人王世碑于清咸丰元年(1851 年)即在厦门和

吕宋之间往返的船上当船工,并为华侨携带银信。由于他服务周到,信誉日著,华侨互相传

报,托其带银信者日多。世碑遂不再作船工,而以传送银信为业，其后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王世碑在泉州新门外王宫村家中 设了王顺兴信局。
27
随着“水客”行业的发展，“水

客”往往在南洋华侨社区活动，询问华侨是否需要代递信款、代写家书、兑换钱币，称之

为“收批”，然后利用侨汇采办货物带回中国去贩卖，再把回收的钱分发给侨眷并带回侨

眷的回信（回批），有的甚至在返回南洋时又从家乡带来一批批的新移民，因此水客又常

常被称为“客头”。
28
水客往返于南洋和侨乡之间的日期通常由航班而定，例如新加坡水客

每年分为六期：正月、五月、九月三期为大帮；二月、七月、十月为小帮，每次航班前水

客都会到同乡常往的商店、客栈等地收取钱信、招揽生意。
29
 

水客在吸收华侨侨批的过程中，常常利用华侨聚居区的商店和客栈作为固定经营场

所。客栈是新老华侨办理各种手续的地方，同时兼营侨批，具有广泛的人脉网络，是水客

聚集之地；另外华人商店信誉好，甚至为客户垫付汇款，待水客归来后再收取钱款。因为

这些机构得到广大华侨的信任和支持，所以水客与华侨商店、客栈联手形成了侨批收揽、

转送、解付以及存款、垫付的一条龙服务。随着 1843 年 11 月厦门被辟为通商口岸，闽省

人民出海谋生以及猪仔华工数量急剧攀升，“1860 年，人们只要有机会即可从广州、汕头

                                                        
 
24 见《福建省侨汇业社会主义改造历史资料（1949-1958）（初稿）》。 
25 包乐史、庄国土主编：《吧城华人公馆(吧城公堂)档案丛书·公案簿(第二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42 页。 
26 水客在各种方言中有不同的叫法，水客也可以称“走水”，潮汕地区称为“溜粗水“，四邑地区称为”“巡城马”，英

文中旧称“Junk Business”。水客原指经营海外货物的小商贩，由于后来主要转为从事批信业务，所以用“水客”指经营

侨批递送业务的人，见《闽南侨批史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第 11 页。 
27 王清乾：《王顺兴信局的始末》,《泉州文史资料》第十辑,第 23——24 页,政协泉州市文史委编。 
28 所谓“客头”是指引导新客往南洋，为之关照途中生活，代办入口手续，到达目的地为其介绍职业。 
29 许云樵：《星马通鉴》，新加坡新世界书局 1958 年版，第 5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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