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0月17日 星期四 编辑：肖姣姣 校对：江涛 组版：刘涛
人文河洛08

除法律许可之外，未经本报书面授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非法使用本报享有版权的内容。 联系电话：0379-65233520■ 版权声明

“上市梁，下市黄”，是梅州流传很广的一句话，意指梅州历史
上文化教育发达的“心脏”地带红杏坊和攀桂坊的两大书香家族，
其中，“下市黄”便是黄遵宪家族。

黄遵宪纪念馆坐落于梅州市东郊周溪之畔的攀桂坊，由人境
庐、恩元第、荣禄第建筑群组成。人境庐是黄先生的书斋，建筑兼
具西洋风情和园林意境，曲径回栏，花木掩映，景致清雅。进入人
境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黄遵宪先生的雕像。汉白玉半身像的坐
基上，“黄公度先生（1843-1905）”“远见卓识 万古流芳”两行行楷
字体端庄厚重。背景墙上方的“近代变法先驱”几个大字醒目灵
动。下方是黄遵宪先生的诗作《远归》：“人人相见各开颜，载得春
风入玉关。邻里关心问筐箧，儿童拍手唱刀环。且图傍岸牵舟住，
竞说乘槎犯斗还。海外名山都看遍，杖藜还看故乡山。”

从诗作中可以感悟到他放下功利的心境和爱国爱家的情怀。
他是一位诗人，倡导“诗界革命”，主张“我手写吾口”，强调诗歌要反
映现实、关注民生。这种改革精神，正是客家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从中原迁徙到南方，客家人克服了重重困难，开创了新的生活。
这种勇于改革、敢于创新的精神，一直流淌在客家人的血脉之中。

谈及黄遵宪先生的文化贡献，不能不提他对客家文化的传承
与弘扬。他通过诗歌创作将客家的风土人情、民俗文化展现得淋
漓尽致。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客家文化的内涵，也为后人研究客
家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他无愧于“诗界革新导师”“近世诗界
三杰”的美誉。

从资料得知，黄遵宪先生还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史学家。
梅州位于广东省的东北部，其中客家人占了总人口的97%，从

这里出发走向世界各地的客家人也成群结队，故被公认为“世界客
都”。市内建有中国客家博物馆。馆内的黄氏族谱记载：“僚公，字
海虎，号良臣，登南宋孝宗隆兴二年进士，初任大理寺丞，后擢琼州
太守，俸满归田。道由梅州经过，见山水清秀，遂立宅焉，居西厢五
马坊水巷口，籍韩莆第一里……”

“敦孝悌，睦宗族，和乡邻，明礼让，务本业，端人品，隆师道，时
祭扫，戒争端，莫为非，敬尊长，守法律，崇谱系。”在家训家规的熏
陶下，黄氏一门人才辈出，有清朝太傅黄斌全，中国民主革命家、
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建人和领导人黄琪翔等。在抗战时期，梅江区
西阳镇黄坊村出了三将二十四校，梅县区松源镇宝坑村也有“一村
四将军”之美谈。

据记载，黄氏最早的发源地在今河南省
潢川县西部一带。《光州志》（点校本）里有云：

“黄帝之子二十五人，为姓一十有二，其结姓
分国，见之于古籍者，一曰光。”潢川古时叫作光
国，后又称为黄国。而黄姓的太始祖为云公，
是正式受赐姓黄的第一人。清乾隆年间《光
州志·附余卷之四·光州志略序》载，唐之光
州，“……盖河洛之奥区，战守之要壤”。可见，
黄氏家训家风的形成与河洛文化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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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洲的客家人约6万人，分布在11个国
家和地区，其中澳大利亚最多，有4.5万人。非
洲的客家人约8万人，分布在12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毛里求斯约3万人，留尼汪岛有2万多人。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阿瑟顿镇，有一条唐人
街，街上有一座侯王庙，这里供奉的侯王，名叫
侯裕疆，是太平天国岚王。

侯裕疆是梅州松口客家人，1852 年，带领
一群客家子弟参加了太平军。1863年，他被封
为岚王，归属康王汪海洋部。1864年天京陷落
后，汪海洋部转战于闽赣粤边界，侯裕疆任水师
主将。1866 年 1 月，太平军与湘军会战于梅
州，太平军大败，汪海洋战死，太平天国运动彻
底失败。

侯裕疆带水师残部突出重围，从松口港起
航，经过 3 个月的航行，到达澳大利亚昆士兰
港。他们到这里的一个原因是，1850年这里发
现了金矿，陆续有华人劳工来此淘金。侯裕疆
带水师官兵到这里后，落地生根，在这里建立了
唐人街。1903年，侯裕疆在这里去世，其部从
为他建立庙宇，就是侯王庙。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客家人最多，有2万
多人。在19世纪中后期，墨尔本一带发现了大
量的金矿，那时为了与美国旧金山区别开来，墨
尔本有了新金山的别称，中国沿海的东莞、深
圳、香港等地的客家人纷纷漂洋过海奔赴新金
山矿区淘金，成为墨尔本最早的客家先祖。

客家人第二批大规模南迁墨尔本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与新金山时代客家移民不同的
是，这一批人来自一个叫东帝汶的东南亚岛
国。早在200多年前，广东梅县的部分客家人
就迁徙到东南亚的东帝汶，并靠着勤劳的双手
在那里逐渐过上了富足的生活。1975 年东帝
汶发生内战，东帝汶的客家人不得不再次远走
他乡，几经辗转，他们来到离东帝汶最近的国家
澳大利亚，并定居在墨尔本。

毛里求斯共和国位于印度洋西南方，为非洲东
部一岛国，整个国土由毛里求斯岛和其他小群岛组
成，国土面积 2040 平方公里，人口 126 万（2023 年
年底数据），居民主要由印度和巴基斯坦裔（69%）、
克里奥尔人（欧洲人和非洲人混血，27%）、华裔

（2.3%）和欧洲裔（1.7%）组成。
这里的华人绝大多数都是广东的客家人，这些

人当年为躲避战乱和饥荒乘船来到了这里。毛里求
斯的华人数量虽不是最多的，但是在非洲各国中毛
里求斯华人占总人口比例是最高的。

华人在毛里求斯占的比例虽只有2.3%，但影响
非常大，这里有大量的企业都是华人开办的。毛里
求斯的25卢比纸币上面印有客家人朱梅麟头像，这

也是唯一被印在外币上的海外华人。
1911年，朱梅麟出生于毛里求斯，他祖籍是梅

州，是第二代华裔。他的父亲以经营食品和杂货为
生，朱梅麟自幼随父从商。1942年，朱梅麟当选毛
里求斯华商总会主席。1968 年，毛里求斯宣布独
立。然而，由于经济结构单一，失业率惊人。朱梅麟
建议政府利用毛里求斯的港口优势，成立出口加工
区。朱梅麟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找来大批投资者，
发展纺织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1991年，朱梅麟因病去世。毛里求斯政府感念朱
梅麟在推动民主、发展经济等方面的杰出贡献，特于
1999年发行印有朱梅麟头像的25卢比纸币作纪念。
另外，毛里求斯首都路易港一条街以其名字命名。

留尼汪岛为法国的一个海外省，是西南印度洋
马斯克林群岛中的一座火山岛，面积 2512 平方公
里，人口 76.6 万，居民主要为马达加斯加人、非洲
人、欧洲人、印度人、华人和克里奥尔人。4万华人
中，有一半多是客家人，流行客家话。

华侨移居留尼汪岛始于1843年，法国总督在新
加坡和马来西亚招募259名华工到该岛垦殖，这是
第一批华工。

1875年前后，出现第二次中国人向留尼汪岛移
民的高潮，这次主要是来自广东梅县的客家人，为自
由移民相继到来的。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最后一次大规模招募
华工之后，中国人常常单个来留尼汪岛。1910年，就有
108名中国人乘船到留尼汪岛。从1911年起，平均每
年都会有200名中国人移居留尼汪岛。

华工主要从事甘蔗和香料的种植，留尼汪岛以
出口农产品为支柱，甘蔗种植为主要资源。蔗糖占
出口额85%，全岛60%人口靠糖业为生。该岛也是
法国香料工业的原料基地。居民的定居和社会的演

变都和岛上农业变革有着紧密的联系。种植园几乎
成为人们活动的核心。

除华工外，早期赴留尼汪岛的华侨大多从事小
商小贩，经营杂货、粮油食品零售业，有的从事农产
品的加工和经销。早在1910年，岛上已出现100家
有名的华人商店。现在留尼汪岛的华人华侨，主要
从事商业和加工业。

留尼汪有3个关帝庙（也是华族祠堂），里面供
奉着关公及岛上华人大姓（如陈、刘、周）的族谱。每
逢清明节及农历七月十四，当地华人便在此过节、拜
祭。位于首府圣但尼的“利涉堂”是岛上最大关帝
庙，中式建筑外形，很是气派，名字寓意“祖上是涉水
而来，保佑顺风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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