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答谢妈祖三炷香》：真情记录侨乡樟林历史文化信息的潮州歌册 

 

历史上的潮汕地区，人多地少，因生活所迫，一批又一批的潮人向海外移民，拓展生存空间。特别是

从清朝开始，一批批潮人“荡到无，过暹罗”，乘坐红头船漂洋“过番”。几百年过去了，潮人遍布世界

各地，主要是在东南亚，这就成就了“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的局面，使得“有潮水的地方，就

有潮人”，潮汕乃成为著名侨乡。随着侨乡的形成，反映华侨、侨眷生产生活、信仰崇拜、节庆等为主要

内容的侨乡文化应运而生。于是，有了华侨故事、华侨歌谣、华侨俗语、华侨戏剧、华侨习俗等等，华侨

歌册也是其中之一。 

 

 

 

 

潮州歌册是用潮汕方言诵唱的民间说唱本子，是一种民

间说唱文学，主要流行于潮汕、闽南地区，在港澳台、东南亚

潮人中也有流行。
[1]
2008 年，潮州歌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录项目名单。作为一种民间文化遗产，潮

州歌册俗中有雅，成为“中国说唱文学的百花园里一朵绚丽

多姿的小花”。
[2]
  

创作并流传于澄海樟林的《游火帝歌》与《答谢妈祖三炷

香》是华侨歌册的代表作。《答谢妈祖三炷香》真情地记录了

侨乡樟林的历史文化信息。 

 

一、形成并流行于侨乡樟林的歌册《答谢妈祖三炷香》 

一 

韩江水，白披披，穿山越岭到海边，莲峰下，风水生，樟林古港洋船兴。 

话说起，乾隆年，塘西林厝糕饼店，店主名叫林阿樟，父亲早年去过番， 

可惜病死葬义山，留下孤儿共寡妇。林母心灵手又巧，夜做包子日糕点， 

咸甜双拼绿豆糕，葱珠朥淋猪肉包，母子两人勤劳作，家中略有小积蓄。 

林樟心中也阔达，后生间里排第一，隔乡表叔教拳脚，闲时栗堤举石担， 

姿娘仔间成偶像，几个姑娘看在目，常到糕店凑热闹，林母笑笑知来意。 

隔壁木婶来说媒，女慕男来事易成，标致姑娘任你选，切莫错过好时机， 

媳妇就在您身边，林母一听笑纹纹，静问阿樟看中谁，“龟殊鸟才守铺头， 

鲲鹏展翅过大洋，我承父志过番去，先立业后才成家。” 

二 

二月初、游火帝，六街四社闹猜猜，灯橱吊了百多个，潮剧请了八大班， 

隆都纸影十二棚，潮阳英歌百单八，饶平布马舞成双，府城鲤鱼戏龙舞， 

潮州锣鼓伴醒狮，喇叭吹得云锦裂，横笛声穿过寨墙，杀鸡卤鹅食滂沛， 

家家户户亲戚来。林母有侄王阿二，携妻带儿来做客，左手提尾松头鱼， 

右手挎篮大番薯，入门头声亲姑母，身体健康无白发，二声问候阿樟弟， 

近来可有练拳脚，三声拉开家常话，犬儿阿春不读书，四声说到办洋船， 

合乡举债建大船，侄儿身缺几千文，姑母如能通借兑，洋船回乡加倍还。 

林母听了回后房，叫声阿樟来商谈，洋船之债如遇险，便可免还一场空， 



如若洋船回乡转，获利便可平分摊。阿樟听后细思吟，回头便对阿母说， 

不说获利不获利，鸟多枝毛身会热，众人拾柴火焰高，表叔有事应相助， 

才是至亲贴骨人。林母听后笑颜开，我的孩儿好胸怀，床下钱柜拖出来， 

龙银拿出近百个，侄儿顺风好好去，姑母在家候你来。六月六、门环响， 

林母开门吃一惊，阿二妻子穿白鞋，乌发插着白绒花，不敢进门泪满面， 

叫声姑母我好惨，阿二洋船遇台风，一队十三葬海塘，家中无了主心骨， 

叫我下辈靠谁人。好姑母，细劝慰，天灾人祸实难料，叫阿樟，再拿银， 

安慰表嫂离家门，阿樟送嫂心也酸，叫声阿嫂勿悲伤，春弟如若无事做， 

叫伊来铺学做包，只要有心勤奋发，便可立业再成家。表嫂听后心烧烧， 

便叫阿春来过乡，自此学徒糕饼店，成了阿樟好手脚。 

三 

俗话说，行洋船，有沉船，有出米，洋船遇风实难料，洋船顺风人眼红， 

金箱银盆搬进港，全乡欢笑闹猜猜。阿樟跟母细商量，再扣家底摊股份， 

不信林家不上运。好母亲，细思量，妈祖庙内求签诗，头支签，应外出， 

二支签，应出海，三支签，细细摇，还是应该到外洋。既然妈祖指方向， 

林母回家扣家底，压箱嫁妆拿出来，阿樟摊股上洋船，鞭炮声中离港门， 

母亲泪眼把手扬，愿儿顺顺到番畔，有赚无赚无交挂，明春顺风把家还。 

四 

洋船升帆到海面，忽闻海盗在劫财，船队只好回头转，泊在港嘴汕头仔， 

海盗入港横霸霸，劫货纵火成连营。阿樟等人急上岸，请到官兵已太迟， 

官兵隔岸如观火，谁愿奋身与贼拼，海盗抢烧逍遥去，欲哭无泪众船工。 

林樟无奈回乡转，命运待我真不该，一惨表叔遇台风，二惨本人遇贼帮， 

妈祖妈祖您显灵，再到殿前求三签，头支签，应出外，二支签，应出海， 

三支签，应出洋。阿樟家底已扣尽，剩下条命与时日，回家叫母蒸甜棵， 

东陇竹铺买市篮，腰缠水布再上船，任你前面海水黑，任你前面风浪粗， 

冲破恶雾过洋去，不信我等不上运。 

五 

顺风船，到曼谷，奇真奇，三宝竹，稳扎海港不可拔，和尚庙、养鳄鱼， 

老老实实不咬人，和尚说是被贡迷，细看铁链锁脚边。日落山，海堤边， 

夜风吹椰叶披披，单人望月泪涟涟，一时想起老父亲，身葬义山无人拜， 

明早上街备香烛，义冢山上寻坟碑。义冢山上奇真奇，坟碑塑成红船帆， 

下刻死者家与乡，方向统一朝唐山，可知前辈死番地，魂魄还思回故里。 

阿樟拜倒尘埃地，老父老父你好惨，身葬义山单伶伶，儿今过海来看您， 

你若有灵助儿发，如若无运保平安。祭罢沿路下山来，忽见路边一兄台， 

浑身是血倒路面，一女俯身哭哀哀，对面一群恶刺流，呵七道八好嚣张。 

林阿樟，好架势，“你等打人无天理”，刺流仔，围攻来，阿樟施展少林拳， 

上击鼻骨下肚脐，打伊落花又流水，抱头鼠窜叫哀哀。林樟转身扶兄台， 

原是兄妹祭母来，遇到流氓来调戏，兄长力薄被贼欺，幸得兄台出手助， 

请到我铺食杯茶。阿樟和伊随车行，耀华力街米铺行，其父闻之笑颜开， 

多谢阿樟好兄台，猛猛冲上功夫茶，开口潮音多悦耳，胜如他乡遇故知。 

老伯原是潮州人，一家来暹开米行，流年不顺妻先去，留下大男与小女， 

男的山巴购粮货，女的铺头理账务。阿樟细说己苦情，刚到埠头无着落， 



先到义山祭父亲，无想遇到这桩事，老伯听后细思量，你说上埠无着落， 

不如来店当伙计，也免在外漂与流。阿樟一听中心怀，上埠即有落脚点， 

连声应承心头舒。自此米铺多出力，老板静静看在目，平安批寄唐山去， 

老母闻知心也安。 

六 

回头再说兄妹俩，兄叫来俊好青年，温文尔雅有文化，心胸阔达好男儿， 

山巴曼谷来回走，采购加工一把手。妹叫来姝雅姿娘，轻声细语淑女样， 

面如满月眼如星，樱唇勿抹自然红，热带女子早成熟，年已十六情窦开。 

阿樟与伊有食陪，日间同扛一包米，夜来理数到天明，劳动培育并蒂莲， 

辛勤浇出幸福花，眉来眼去情意合，如胶似漆存层纸，姝父装愚不开嘴， 

静候花开自然红。光阴似箭已一年，阿樟年底寄批钱，姝父出银一大拨， 

阿樟连说不敢受，老板却说理应该。唐山回批母亲字，知儿贵人相扶持， 

要儿勤谨多回报，家中媒人已上门，不日回唐娶新人。臭阿樟、有心计， 

将批故意来姝看，姑娘心房如鹿撞，如果唐山娶新人，我在暹罗居二人， 

思罢静告老慈父，妹父回问女意思，“全凭父亲来做主”，姝父一听笑呵呵， 

好婿就得先选择，唐山如先娶草头，你若慢嫁是阿妹。前铺叫樟后房谈， 

臭阿樟、面红红，说是婚姻父母配，说要回批唐山去，母亲之命才应承。 

姝父听后笑吟吟，你俩二人情意同，我已早早看在目，现即去信樟林埠， 

你母来批必应承。不日唐山回批来，阿母来信喜开怀，全凭亲家来做主， 

娶得佳妇回唐来。择日成婚闹猜猜，亲朋好友来相贺，都夸来姝配阿樟， 

安生嬷旦天生成，珠壁联合喜成双。 

七 

自此翁婿无不谈，说到洋船志难忘，如若合家办船业，定叫暹唐都发家， 

唐山那边传佳信，政府大赞运米业，如若顺风过黑洋，金盆银山可得来。 

姝父听后细思量：阿樟来俊好郎舅，如若同心办船务，我在后面来出力， 

天时地利已齐备，人和就在我家中，此时不博待何时，生生死死赚几年。 

即叫阿樟与来俊，我出银子尔钉船，争取来春顺风行。 

八 

阿樟山巴寻好柴，林中忽遇老邻居，一看原是阿木叔，为何流落在山巴。 

木叔一听泪淋淋，叫声樟弟听我言，我来番畔近十年，时运不济来山巴， 

每日伐木度生计，日食难度无积蓄，多年无批去唐山。阿樟连说您荒唐， 

木婶在家眼欲穿，你速回批唐山去，后随洋船回家门。却说木婶公婆亡， 

剩下独身难熬煎，阿兄阿嫂托信来，不如暂时回娘家。一日思后实无计， 

担上竹筐往巷口，准备回家见兄嫂，忽见一只大猪母，气势汹汹把她挡， 

东巷不通行西巷，母猪再到西巷口，西巷不通行南巷，母猪南巷把妇挡， 

南巷不通行北巷，母猪守在北巷口，看来天意托母猪，不让回家把路挡， 

只好担筐回家转。天亮忽闻门环响，批脚来到家门口，高声木叔寄批钱， 

不日随船回乡转。木婶接批忆夜事，知是妈祖托猪来，等我回家候夫君， 

急塑泥猪妈祖台，亥爷得有妈祖福，离奇好事合乡知。 

九 

话分两头说阿樟，来年洋船钉三双，六只展鹏似凤凰，装满大米及香料， 

鞭炮一响出港门，来俊来姝与木叔，一同上船回唐山。天风好顺送船行， 



一飞飞到妈屿外，已见莲峰故家乡，心胸涨涨似海潮。忽听一声火炮响， 

侧面杀出黑帆船，贼头外号铁乌鸦，跳上洋船叫喳喳，“海上财物见有份， 

要过留下买路钱。”阿樟已是过来人，耐下心性与周旋，红利分成贼二成， 

今后贼船米与菜，洋船过境要供给，达成协议可合作，要过贼境做暗号， 

桅杆顶上吊棕蓑，保你无事过黑洋。阿樟已知贼厉害，汕头仔港火连营， 

现今无奈食盐水，自此种下祸根头。 

十 

洋船到港闹猜猜，老母挂杖喜盈盈，金包银箱全不顾，一心只想抱孙儿， 

笑看媳妇个肚皮，肚路尖尖是男孙。一群奴仔爬上船，高声朗朗唱歌谣， 

“洋船到，猪母生，乌豆仔，带上棚。”全港上下喜洋洋，紫气充满樟林埠。 

自此洋船下南洋，北上苏杭走京津，来俊苏杭晾雅妹，便学陈三与五娘。 

看到苏州园林美，船载奇石建西园，西园大门圆又圆，圆门之后有天地， 

假山如狮蹲池前，水榭亭阁在后畔，八个景点八个样，苏杭落在樟林乡。 

十一 

阿樟雄心大发展，要建库房与码头，近年洋船有盈利，岳父在泰银两足。 

古港堤边建长街，栈房靠在河港畔，小艇载货到后门，前面就是货栈铺。 

外地客商都来到，货物多样数不清，泰国来的米木材，内地运出糖茶布， 

福建凤凰好茶叶，江西枫溪雅陶瓷，南洋神纸好锡箱，东陇杂成过番畔。 

港内洋船数百计，九街六社樟林埠，旅店餐馆百多间，土布丝绸装满船。 

洋船出海获利多，政府税收不可无，全省税收总额计，五份一份樟林埠， 

金樟林啊银东陇，闽粤客商如云集。 

十二 

鲜花虽好无百日，六旺三衰轮流转，本该平稳商贾家，却有惊变在眼前。 

有人看到阿樟发，便来登门讨秘诀，好阿樟，胸怀阔，静叫各船学他样， 

船过黑洋吊棕蓑，便可无事与平安。一日同港出三船，一船吊棕过黑洋， 

二船吊棕过黑洋，三船阿春来压阵，海盗有疑开炮轰，阿春爬上桅杆上， 

高嚷阮是阿樟船。不管你是哪路船，海盗火炮只管轰，阿春被炸落海面， 

尸体浪卷入黑洋。凶耗传来樟林埠，春母立时发了疯，手拿菜刀奔港嘴， 

对着洋船胡乱砍，洋船洋船你怪兽，食我夫来夺我儿，夫哙归来儿归来， 

声之凄厉人落泪，自此徘徊樟林港，活活成了女疯子，虽有樟母等照料， 

人已失形成行尸。 

正是： 

行船走海三分命，红头船上血淋淋。还有一事更夺命，朝廷派来新税司， 

得知阿樟等有钱，请伊税衙食清茶，要借大银建税衙。阿樟一听眉紧锁， 

税衙自有官款拨，何用摊派众船户，洋船过海贼抽利，现今贪官再过刀， 

如若答应做下去，不日倒账无奈何。思来想去把口开，我虽办有几条船， 

财权在暹岳父中，应该去信请示伊，本人实在无主意。狗官一听翻了面， 

你与海盗早勾结，敬酒不喝喝罚酒，大清律例套你身，看你知死不知死。 

阿樟被锁大牢中，急坏来俊众亲人，幸有俊妻苏州人，兄长为官在京城， 

急将冤情写成册，急送京城达天听。皇帝派来大钦差，一到樟林众拦轿， 

状纸如雪臂如林，都告贪官太无情，官兵无力束海盗，洋船过境被贼欺， 

如若不听海盗话，人船资盗实难避，青天老爷应辨明。钦差一审气冲天， 



骂声税司坏心肠，朝廷专款建税衙，何应盘剥众船户，身为朝廷个命官， 

贪墨百姓肥己身，本为同僚应同济，但你做事太荒唐，判你充军去海南， 

永世不得回中原。二审阿樟通匪案，你的案情有可谅，大清律例不容情， 

没收家产与船队，放你小命可逃生。 

十三 

南海水，白披披，阿樟郎舅站海边，合家登上红头船，咬紧牙关再出洋， 

我爱潮汕难容我，海外再创新潮汕。自此暹罗开米行，生意做入巴山内， 

安南金边也开店，东南各国开商行。一日郎舅拜妈祖，忽见庙前一拐乞， 

细看确是铁乌鸦，一怒抓起便要揍，乌鸦开口多求饶，叫声樟爷听我言， 

你出事后我遭殃，朝廷派官假招安，我等海盗骗上岸，全部被杀我逃命， 

一逃逃到曼谷港，跳上岸来脚折断，身无分文难渡生，贫病交加做乞丐。 

阿樟一听笑开怀，你为海盗害众生，今遭报应理应该，可知冥冥有天理， 

人有作恶天便知，看你断脚可怜相，给你龙银一百个，做个生意度余生， 

平时到庙多拜佛，吃斋补你恶生涯。 

十四 

光阴似箭已十年，阿樟在暹成座山，泰中侨胞推选伊，众推侨领好领头。 

忽报潮汕遭风灾，厝倒人死惨哀哀，赤子之心怀家乡，贩灾捐粮救众生。 

万袋大米装上船，急奔潮汕家乡来，樟林古港闹猜猜，众颂华侨救燃眉。 

澄海县令闻此事，奏章速报皇帝知，圣上闻之心欢欣，龙颜大悦把旨传， 

赤子之心天可知，免去以前刑罚事，容你定居桑梓地，再创船队办船行。 

阿樟接旨泪涟涟，一生与船结相枉，再谢妈祖三次签，才有我等的今天。 

正是： 

潮汕男儿有志气，肚困炊棵去过番，黑海白浪水滔滔，海盗官府双压迫， 

死葬义山成座山，侨胞回乡有架势，祖辈都是辛苦人，一部歌册红头船， 

让你听后细思吟。
[3]
 

二、歌册《答谢妈祖三炷香》真情记录的侨乡樟林历史文化信息 

《答谢妈祖三炷香》歌册见诸澄海苏北中学苏北区校友会副会长陈鹏先生编著的《夜泊东陇河》一书。

据他介绍，《答谢妈祖三炷香》歌册是他采集樟东侨乡之红头船故事创作的。歌册真情记录了侨乡樟林诸

多的历史文化信息。 

其一、樟林：著名古港、著名侨乡、“红头船故乡” 

《答谢妈祖三炷香》歌册第一部分开头几句话是：“韩江水，白披披，穿山越岭到海边，莲峰下，风

水生，樟林古港洋船兴。”简单的几句话，给我们的历史文化信息是丰富的。 

 

古代的樟林是一片靠海的山地，因为广植

樟树而得名。据樟林天后宫碑记、樟林扩埠碑

记、风伯庙碑记等记载：樟林古港于明天启三

年(1623年)创建商埠。 

《答谢妈祖三炷香》歌册第七部分唱到，

“唐山那边传佳信，政府大赞运米业”；第十

四部分说“政府大赞运米业”。 

历史的事实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

廷初驰海禁，由“片帆不准入海”变成“准其



出入贸易”。
[4]
商民纷纷集资，造船出海。康熙六十一年（1722），又准与暹罗进行大米贸易，樟林港远

洋航海事业遂应运而生。 

为便于辨别、管理，雍正元年（1723），清廷规定各省商、渔船的标识，并进行审批、登记、发牌，

规定广东商船大桅杆上部及船头均油红漆，乃称红头船。樟林成为红头船故乡。 

《答谢妈祖三炷香》歌册第十一部分唱到了樟林港埠的繁盛情景，这与澄海县志等地方文献记载基本

符合，无疑为清代初中期樟林港口发达、红头船贸易繁盛作了很好的注脚。 

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在樟林设立巡检司。乾隆、嘉庆年间的樟林，港口达到全盛期，是樟林港埠

早期的黄金时代，其时港埠规模已建成“八街六社”，停泊大商船 112艘。 

乾隆《澄海县志》载，其时，粤海关在澄海设立税口共 5处：樟林口、东陇口、南洋口、卡路口、南

关口。广东省在澄海征得的税银占总金额的 1/5，
[5]
而樟林口居五口之首。由此可见樟林港埠发展之快速，

地位之重要。 

《答谢妈祖三炷香》歌册第十部分唱道：“自此洋船下南洋，北上苏杭走京津”，记录的是樟林开港

后，货如轮转，红头船商人坐北串南的历史信息。 

自入清之后，“各属出洋者，必来樟林赴船”，樟林港成为“闽粤浙客”的“往来要衢”，承担着“分

达诸邑”“转输全潮”的海运任务，成为潮汕早期的海上门户、丝绸之路，被喻为“通洋总汇之地”“河

海交会之墟”，
[6]
是潮汕地区海上贸易的枢纽。 

据史料记载，至咸丰时，樟林港远洋的红头船多达一百多艘。每年乘季候风，北上宁波、苏杭、上海、

天津、青岛、大连、日本；南下番琼、安南、暹罗、实叻、三宝陇、苏门答腊、汶莱、北婆罗洲、新西兰、

澳大利亚等地。《澄海县志》记载，“每当春秋风信，扬帆捆载而来者，不下千百计。高牙错处，民物滋

丰，握算持筹，居奇囤积，为海隅一大都会。”
[7]
 

樟林港名扬海内外。光绪元年(1883)，英国出版的世界地图已赫然标上“樟林”的名字，发来中国的

英国货物，只要写上“中国樟林”，就能够收到。 

 

《答谢妈祖三炷香》歌册唱及阿樟等樟林

人过番泰国，它记录的是樟林以及潮汕、梅州

乃至其他福建、江西各地居民，到樟林乘坐红

头船过番，在海外谋生、艰苦打拼的苦难历史。 

樟林埠成为潮汕地区早期移民出国、对外

拓展的重要口岸。据清嘉庆《一统志》记载，澄

海商民领照赴暹罗买米，40余年间米船回樟者

不过十之五六。1934年，太平洋国际学会选择

樟林作为调研对象，出版了《樟林社会概况调

查》。调查数字显示：全乡户数 4973户，移民户数 1318 户，占 26．5％
 [8]

 

 

据统计，自雍正至咸丰这 100 多年间，从

樟林港乘红头船飘泊到暹罗去的潮属民众多达

150万人，占了潮汕地区人民早期“下南洋”人

数的 60%以上。
[9]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

下令关闭宁波、厦门港口时，福建南部，梅县地

区民众也前来樟林搭乘红头船“过番”。郑皇哒

信大帝之父郑镛（暹名坤博）、陈黉利的先祖陈

宣衣公、泰国副总理披猜、曼谷市长披集、国会



下院颂萨·杰素拉暖副议长等的祖先都是移民的先驱者，都是在樟林港乘坐红头船飘洋过海南渡暹罗的。

樟林成为潮汕著名侨乡。 

其二、主人翁林樟原型：著名樟林红头船商人林五 

《答谢妈祖三炷香》的主人翁是林阿樟，就是林樟，倒过来就是樟林。可以说，这一歌册写的是林樟，

实际上是以樟林为背景，唱侨乡樟林、唱红头船故乡樟林的。 

按照樟林乡土历史资料，《答谢妈祖三炷香》的主人翁林樟是以林五为原型的。林五兄弟是著名红头

船商人代表人物。林五经营家族的振发行，亲自参与红头船远洋航行，一年往返暹罗二次，将潮汕土产陶

瓷、咸菜、菜脯等土产运往南洋诸港，又把暹罗大米以及东南亚名埠的荖籽、洋藤、优质木材、胡椒等物

运回潮汕，保持了民间海贩商人的经营特点。由于他经营有方，管理井然，且有胆识，获利甚巨，家族的

海贩业迅速扩张，振发行的红头船从一号增至三号，有万昌、万盛、万隆三条红头船。万昌号是当时一艘

负有盛名的大洋船，二百年后樟林人还把万昌的中桅作为高大的象征。 

林五有功名身份，与官府有交往，如林五与惠潮嘉道署长随何玉林有交往，何玉林甚至将道台的书籍

及对联送给林五，何玉林还托澄海知县何青让林五代销货物和借贷银两。而澄海县知县何青似乎与林五有

更深的交往，他还为林五祖祠题联。樟林人还传说林五等人与当朝大臣蔡新之子有密切关系。但他不以富

贵凌人，具有平民商人的风范，他生活于樟林商民之中，乐善好施，居乡有道，不少无业乡亲就是搭乘振

发行的红头船移民暹罗、实叻、安南等地，深得乡里好评；他的员工大多来自隔村的月窟乡，林五待员工

和善，办事公正，也得到员工的爱戴。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随着林五家族商业的发展，林五在樟林创建

新兴街洋船栈，林五还在新兴街创建了奉祀其祖淑滋公的义祖祠和奉祀其父万达公的达祖祠，建设了林氏

家族兄弟的三座大型私宅“朝议第”，使新兴街成为樟林最繁华的街市之一。 

林五与同乡友好林泮结金兰之交。林泮也是樟林重要的红头船主，家族所建的“西塘”园林别墅为潮

汕有名的苏式园林别墅。 

林五、林泮虽然是有功名身份的人，但也是与海盗交通的红头船商人，据说林五因为其货船遭海盗朱

愤及郑老童等“屡次邀截”，被迫与海盗首领交涉，“备银赎回”，因此与海盗首领朱愤等“熟识交好”，

进而与海盗合作，代收商船港规，“给单验放”。樟林一带还流传林泮得力于外号“金钩剪”海盗大王支

持的故事，林泮的船队在桅顶上挂棕蓑为记，就可免受海盗骚扰；又传说他的私第有地下暗道通往南社港，

其货栈瑞丰仓也有为走私货物或为海盗销赃的仓库。嘉庆十年（1805）三月，广东巡抚孙玉庭上奏林泮、

林五交结海盗与接济洋匪，嘉庆立即指求两广总督审办：“林泮、林五二犯交结盗首，接济洋匪，尤为罪

大恶极。着那彦成、百龄速行提讯明确，问拟斩枭，以昭炯戒”。
[10]

林五、林泮也很快被官府斩枭。 

从内容看，《答谢妈祖三柱香》歌册写的主人翁林樟，情节基本与林五接近。 

其三、艰苦创业、奋力拼搏：潮汕华侨成功的密码与突出精神 

红头船商人的航海生活充满艰巨性、险恶性。海寇海盗是潮汕商人从事长途海贩贸易的重要威胁。康

熙年间，潮汕海寇活动猖獗，每年“三四月东南风盛，粤中奸民哨聚驾驶，从南澳入闽，纵横洋面，截劫

商船”。
[11]

商船时常遭遇海盗，海盗往往“截流以劫之，稍近则大呼落帆”，而商人“不能御敌，又船载

重货，难以自脱，闻声落帆，惟恐稍迟，相顾屏息，俟贼登舟綑扎或收其财物”。
[12]

尽管商人或可能苟全

性命，但巨额财货即被洗劫一空，孑然一身漂流于汪洋大海之中。 

对于乘坐木帆船航行于大海之中的红头船商人来说，大海的狂风巨飙与凶波诡浪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

威胁，“出没巨浸，与风涛争顷刻之生”。
[13]

红头船商人也历经艰险，随时有葬身鱼腹的危险。不少红头

船商人在海难中船破人亡，如清代的澄海红头船巨商黄俊德就是在由苏州返潮汕的航行中，遇海难身亡。 

红头船商人的海贩贸易充满冒险性。红头船商人以海船为商业贸易工具，其海船本身即投资巨大，一

艘航海商船，“大者，广可三丈五六尺，长十余尺；小者，广二丈，长约七八尺”，可容纳数百上千人，

载重 3至 4千担，其建造投资，少则数百成千两白银，多则上万两白银。
[14]

但商船一旦遇上海难，其巨额

商船投资即刻化为乌有。巨大海贩贸易风险投资还表现在巨大的海贩商品规模上，一艘商船所载的货物价



值往往高达数万两白银之多，商船不具备任何保护手段，航行于波涛险恶与海盗出没的海洋之中，其风险

足以使人惊魂动魄，但长期冒险于海上的红头船商人却能安之若素，“冒险射利，视海如陆”。
[15]

 

 

但海贩业的巨额冒险利润，又促使红头船

商人奋不顾身，养成在商业经营中的冒险精神。

红头船商人挺而走险，或倾其家产独资造船，

或集资造船，甚至远赴暹罗造船，特别是一些

大商人，往往独自拥有一艘或数艘航海商船，

以船主身份分享巨额海贩冒险商业利润。他们

的巨大财富依靠冒险而来，以生命为代价来博

得财富，敢于挥斥巨金作更大的商业冒险。 

红头船商人坚信“小小生意能发家”，敢于冒险；信奉“铜钱出苦坑”，艰苦奋斗。正是这种发财致

富的强烈愿望以及坚忍不拔的意志，红头船商人以“巨舰高桅，扬帆挂席”的姿态，劈波斩浪，穿越重洋，

赚取利润。这正是饶宗颐先生所强调的“拓殖成就”的红头船精神。北京潮人商会会长张善德先生认为：

“海洋环境的磨炼，造就了他们以变求生，冒险搏命，艰难创业，不怕竞争”的文化性格。
[16]

  

长年累月的海上航行，晒黑了红头船商人的皮肤，浸咸了红头船商人的身子，却铸就了敢为人先、冒

险开拓、勇往直前的红头船精神。 

《答谢妈祖三炷香》记录的就是樟林红头船商人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的历史。主要有四位乘坐

红头船勇闯天下的樟林人。 

第一位是林阿樟的父亲。林阿樟的父亲早年过番，病死他乡，葬于义山，留下妻儿，孤儿寡母，相依

为命。林阿樟父亲病死他乡，是什么病没有交代，但从过番人的种种口述与回忆可以看到，其时南洋生产

生活条件恶劣，离乡背井，不仅水土不服，而且异国他乡，“人地生疏，番仔挈刀”，只能拼生死于度外，

艰苦打拼。第二位乘坐红头船勇闯天下的樟林人是阿樟的表兄王阿二。他二月出样，六月就因遇大风而葬

身大海。阿樟是歌册中记录的第三位乘坐红头船勇闯天下的樟林人，也是歌册大写特写的成功商人。作为

歌册的主人翁，林阿樟之所以成功，是他“龟殊鸟才守铺头，鲲鹏展翅过大洋，我承父志过番去，先立业

后才成家。”谢绝母亲为他张罗的婚事，继承父亲勇闯天下的遗志。接过父亲的接力棒，勇闯天涯海角。

林樟是成功的，但成功背后却是艰辛、冒险、勇敢拼搏。他回唐山也遇海盗海贼。第四位是同乡阿春。阿

春出洋，遇海贼。“阿春被炸落海面，尸体浪卷入黑洋。” 

从歌册我们可以看到，侨乡樟林人乘红头船到南洋谋生，充满艰难险阻，是冒险，是用生命作赌注。

正如歌册中所说的，“行船走海三分命，红头船上血淋淋。” 

红头船出洋贸易的历史，是一部充满与艰难险阻斗争的历史。歌册记录了以林樟为代表的樟林红头船

人在出洋过番、谋生过程中碰到的种种艰难险阻，包括恶劣环境、海盗海贼、风灾，还有官府。《答谢妈

祖三炷香》歌册充分反映了樟林红头船商人，也就是潮汕华侨艰苦创业、奋力拼搏的历史，艰苦创业、奋

力拼搏是潮汕华侨成功的密码与精神所在。 

其四、团结互助、扶危济困：潮汕华侨的优秀道德品质 

红头船终年在海上航行，红头船商人为海而生，为海而活，乃至为海而死。海上航行，行到流路，遇

到急流，碰着大风，那是一场恶斗，是一生死博斗，不齐心协力，不奋力冲拼，战胜倾风恶浪，后果不堪

设想，往往可能船翻人沉。因而，在长期与大风大浪作斗争中，锤炼了红头船商人团结协作、同舟共济的

道德品质。 

阿樟是樟林红头船商人，头次出洋受阻，二次出洋到泰国曼谷，路见不平救了上山祭母的来俊兄妹，

幸运得到来俊父亲的帮助，不仅站稳了脚，而且在来俊家开的米店当伙计，到了年底就有钱寄回家，在勤



奋做事在过程中，收获了爱情。后来又得到岳父的资助，钉大船，跑唐山，做起大贸易，发财致富。无庸

置疑，阿樟人生转折与成功，固然有其艰苦奋斗努力，但是，无岳父家的提携帮助是完全不可能的。 

帮助是互相的，彼此的。阿樟得到他人帮

助，他将这一精神传递下去，帮助他人。阿樟帮

助乡人阿木叔。阿樟上山寻好柴造船，遇到老

邻居阿木叔，知道他困难，乃出手帮助，使他有

钱寄回家乡饲养妻儿。同乡阿春遇海盗被炸落

海面，尸体浪卷入黑洋，其母立时发了疯，阿樟

母等全力照料，互帮互助。 

回报桑梓、家乡故土。阿樟听知潮汕遭风

灾（应该是 1922年“八二”风灾），家乡厝倒

人死惨哀哀，以赤子之心，捐粮救家乡众生。 

团结互助，这是潮汕华侨成功的秘诀。《答

谢妈祖三炷香》真情记录了潮汕华侨团结互助、扶危济困的历史。 

其五、妈祖：潮汕华侨重要的俗信 

潮汕濒海，民间妈祖崇拜十分盛行。“未上红头船，先拜妈祖娘”是当时樟林的习俗。他们每次出洋，

必到妈祖庙跪拜，他们每到一处停靠歇息，必上妈祖庙祈愿。妈祖庙是红头船贸易一个亮点。樟林古港这

块方圆不到 2平方公里的地方，先后建了五座天后宫。即灵感宫、外陇宫、城内天后宫、暗芒宫、新围天

后宫。 

 

城内天后宫位于新联乡，建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庙宇内部布局最不平常之外，就是在天后像右前

方的庙门一侧，有一头面对天后、虎视耽耽的大猪塑像，当地人称之为“亥爷”。关于城内天后宫妈祖与

亥爷（一尊泥塑的猪像）同拜的由来，樟林民间流传一个生动故事。 

清光绪年问，樟林北社林厝有一寡妇陈氏，生一遗腹，取名亚猪。孤儿寡妇，日食难度，境况十分凄

凉。乡村老对此深为同情，常劝说陈氏改嫁另寻生路，陈氏起初不肯，后来饿得没有办法，只好横下心改

嫁。这天早上，她穿珍藏多年的那套蓝衫乌裙的结婚礼服，背起未满三岁的儿子准备到媒人间去相亲。刚

行至北社栅门脚，忽见一只大乌猪满身污泥迎面冲来，两只大耳朵不停扇动，一支猪尾左右摇摆，陈氏躲

避不及，被拨得满身污泥，不敢前去见人，只得抱着孩子坐在路旁痛哭，经人劝释后回写之。后因生活所

迫，陈氏又起改嫁之念，一天早上再整衣裙，牵着儿子，改道从河美棚门出去。才出棚门外，只见一口大

乌猪向她冲来，又是弄得满身污泥，陈氏触景伤情，抱起儿子，回到家中大哭一场，从此立志不嫁，母子

相依为命，求乞度生。直至亚猪十五时，与人结伴乘红头船到暹罗谋生，由亲戚提携，在一小公司做伙计，

他每月寄钱回家奉养老母，自己生活十分俭朴。时日一久，渐渐积有了几个钱，又与人合股驶洋船，发了



洋财。后来亚猪回到家乡，对母亲极为孝道。生子亚象，聪颖过人，延请名师，勤读书史，中了秀才，陈

家自此家境日益富裕。 

那年，适逢北社七圣夫人生日，宫前演戏酬神，陈氏前往观看时，又有一口大猪到她身边乱闯，驱赶

不开，后来竟尾随她归家，遍问乡人也不知猪主是谁，觉得诧异，便把它养起来，那猪三餐来食，食后出

门不知去向，一直至死。陈氏想起当年，多亏神猪显圣，方免改嫁离乡，妈祖是水神，儿子能过洋行洋船

发财，是妈祖保佑。于是，在樟林石头城内南门边建起天后宫，正殿立妈祖像，右边塑一泥猪立于案上，

称为亥爷，与妈祖一同受乡人供奉。因此樟林一带流传有“亥爷得份妈祖宫，妈祖得份亥爷福”的口头禅。 

歌册《答谢妈祖三炷香》所记录的“亥爷”由来，与上面的故事有点出入。歌册第八部分所歌唱的是

阿樟上山寻好柴建船，巧遇流落在山巴阿木叔，木叔婶等不到木叔回归，准备回娘家，出门受到母猪阻拦，

隔日即接到木叔寄回的侨批，于是“急塑泥猪妈祖台，亥爷得有妈祖福，离奇好事合乡知。”虽然有点出

入，但却是真情反映“亥爷得份妈祖宫，妈祖得份亥爷福”这一民间故事的由来，这一独特妈祖文化现象

的由来。 

 

歌册《答谢妈祖三炷香》总共十三部分，第

三四部分分别由两处唱及阿樟所求三签，妈祖都

显灵，指示阿樟出洋谋生。而因为有妈祖保佑，

阿樟 “冲破恶雾过洋去，”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终获事业、财富、爱情、名声。所以，歌册后面

唱阿樟，“再谢妈祖三次签，才有我等的今天。” 

其六、侨批：潮人优秀传统家风的历史见证 

侨批，又称“番批”，是海外侨胞通过民间

渠道及后来的金融邮政机构寄回国内、连带家书

或简单附言的汇款凭证。一封封侨批，就是一封

封家信，就是一封封深情厚重的家书。潮汕侨批记录了潮人先辈漂洋过海，身处异域而艰苦创业的苦难历

程，反映了“热爱祖国、情系故里、吃苦耐劳、坚忍不拔、勇于开拓，笃诚守信”的潮人精神，
[17]

是潮人

优秀传统家风的历史见证。 

“过番”到东南亚的潮汕人，在异国他乡忍受种种艰难困苦。他们秉承潮汕人“铜钱出苦坑”的艰苦

创业精神，不畏艰辛，不辞劳苦，努力拼搏。当他们赚到一点点钱时，就毫不犹豫地，千方百计地寄回家

乡，赡养父母，照顾妻小。在华侨的家乡，凡家庭的生活费，以及教育、卫生、信仰的各种费用，基本上

是靠侨批。“潮人仰赖批款为生者，几占全人口十之四五”。
[18]

故侨眷收到批信时，“或读信而泪下，或

接款而大喜。”
[19]

有的甚至“因深切思念亲人，竟忘情地抱住水客，

埋头痛哭起来。”
[20]

。 

 

歌册《答谢妈祖三炷香》多次提及寄批。第五部分唱道：阿木叔

“每日伐木度生计，日食难度无积蓄，多年无批去唐山。”后来，木

婶接到批脚带来的木叔批钱，十分高兴，“接批忆夜事，知是妈祖托

猪来，等我回家候夫君，急塑泥猪妈祖台，亥爷得有妈祖福，离奇好

事合乡知。”阿木叔家的侨批故事，反映了侨乡与对海外潮人的经济

联系，体现了侨批对侨乡经济的重要性。 

歌册《答谢妈祖三炷香》第五部分唱道：“自此米铺多出力，老

板静静看在目，平安批寄唐山去，老母闻知心也安。” 第六部分唱

道：“光阴似箭已一年，阿樟年底寄批钱。” 阿樟在外打拼，时刻



思想家乡母亲，一赚有钱，立马寄回家里，赡养母亲，浸透着浓郁的亲情，体现强烈的责任感，显露海外

潮人的优秀传统家风。 

2020年 10月 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视察汕头侨批文物馆强调指出，“侨批记载了老一辈海外

侨胞艰难的创业史和浓厚的家国情怀，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
 [21]

习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是对侨批文化的高度评价，是对海外侨胞的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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