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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有代谢，往来

成古晋。

土生华人，对你我

而言，可能都显得陌生。

然而，这个略显陌生和

土气的名字所对应的群

体，曾经是那么的贵气

和洋气！这个极为特殊

的族群，创造过辉煌，拥

有过荣耀。

中国人“下南洋”历

史悠久，人数众多，一部

东南亚华侨史，就是华

侨与侨居地人民友好相

处的历史。在许多地区，

部分华侨男子与土著女

子通婚，形成了华族次

族群———土生华人。土

生华人文化是华侨与当

地民族文化以及西方文

化相互碰撞、对话与融

合的结果，是跨文化交

流的产物，和而不同，美

美与共，极具文化多元

化的特征。此次展览为

主展示新马地区土生华

人的历史文化。

文明因交流而多

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让我们走进展览，一同

领略新马土生华人历史

文化的丰富多彩，感悟

文明交流互鉴的巨大作

用，进而认识建设“一带

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重要意义。

饮其流者怀其源。

据了解，此次展览得以

举办，首先端赖陈嘉庚

先生长孙陈立人先生和

新加坡收藏家陈来华先

生慷慨捐赠珍贵之文物

藏品。陈立人先生更是

全程悉心指导、大力支

持。

（华侨博物院 供稿）

第一部分·海丝遗珠
中华民族探索海洋的历史悠

久绵长，以坚韧的意志开拓出海

上航线，通过海洋与亚非各地区、

各民族进行贸易往来、文化交流，

有力地促进世界多元文明的交汇

与融合。

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中国

移民远渡重洋，前往世界各地尤

其是东南亚闯荡拼搏、谋求生计，

流布四方，并逐步融入当地，生生

不息。

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土生华

人男性称为峇峇，女性称为娘惹，

历史上也一度以“海峡华人”称

呼。学者普遍认为，峇峇娘惹是明

朝移民与当地土著通婚的后代，在

文化上深受当地族群影响，同时又

在很大程度上保留华人特色。

第二部分·多元交融 中国人移居东南亚，中华文

化与当地文化包容共存、和而不

同，形成别具特色的华侨华人文

化。新加坡、马来西亚土生华人文

化，又称为峇峇文化，集中华、马

来及西洋等文化因素于一体，是

多元文化和谐交融的范例。

信仰是民族文化的核心要

素。土生华人作为中国移民的

后裔，在宗教信仰上，秉承中

华传统，敬天法祖，祀奉佛教、道

教神祗；同时，亦入乡随俗，吸收

马来民间信仰及西方宗教文化

成分。

土生华人久居南洋，饮食习

惯深受当地影响。其特有的“娘惹

菜”，在保持中华文化传统的基础

上，集合印度香料、马来咖喱等各

方饮食文化净化，堪称自成一派

的美食。

第三部分·俊彦辈出
早期峇峇或从事商业贸易，

或受雇于欧洲人，或从事种植业；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拓展及橡

胶、黄梨、矿产、房产、金融等业。

在多种文化熏陶、滋养下，峇峇菁

英汇荟萃。秉承华人乐善好施的

传统美德，热心捐资襄助医院、学

堂、会馆、庙宇等公益事业；凭借

累积的财富与声望，第二次世界

大战前，峇峇群体在新马华人社

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基于文化上的认同和经济、

政治上的需要，峇峇社会组建了

许多各具特色的经济、社会、文化

等社会团体，以期到达联谊互助、

扶危济困、共谋生存发展的目的。

1654 年，隐

元法师率 30

僧众东渡日

本，开创日本

黄檗宗。

唐高僧玄奘

（602-664），

29 岁西行求

法，历时十余

年，回国后口

述《大唐西域

记》一书。

马六甲三保井

娘惹卡峇雅短衫，运用中国传统的

刺绣、镂空法以及从荷印引进的布料

和蕾丝花边；其颜色不仅有马来人的

吉祥色土耳其绿，也有中国传统的大

红、粉红；装饰图案，多为中国传统的

花鸟虫鱼、龙凤呈祥等。

娘惹菜肴运用中

式烹饪方法及南洋

食材、香料和配方，

风味独特，其中较为

经 典 的 有 叻 沙

（LaKsa）、椰浆饭

（NasiLemak）、乌达

（Otak-Otak）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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