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0年李引桐写给国专校董事会的批
信，提及国光中学建款需通过源兴信局转汇。

▲1950年李光前写给国专校董事会的
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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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李光前先生诞辰130周年。这位近代杰出的华人
实业家、教育家和慈善家，享有“南国之光、华社先贤”之美誉。

在他的家乡南安，有这么几件侨批档案，记录着他诚信立
世、造福桑梓的故事。

以 诚 立 业

南洋公司经营侨批，不仅需要营业执照，更需要有良好的
信用，才能获得侨胞的信任。李光前创办于1927年的南益公
司无疑是侨胞的好选择。华侨在新加坡寄出侨批后，南益信
局统一汇寄至位于厦门的捷兴信局，尔后分交南安洪濑、码
头、山头等家乡的信局，交由信差按址直达侨胞家中，再拿到
回信作为凭证。

海内海外，一来一往，侨批信局因诚信而立，因诚信而
兴。后来，侨汇需求增多，汇款和批信分而并行，信局和银行
展开了分工合作。

捷兴信局就是通过李光前参与创办的华侨银行进行转汇
的。李光前接任华侨银行董事会主席后，在银行增设民信部
经营侨批，与中国交通部邮政储金汇局合作，规定凡在国内通
邮并设邮政分局的地方，均可代为转交，同时接受侨批局的委
托，代为解付侨批款、递送侨批。当时，捷兴信局的通汇范围
遍及福建、广东、广西诸省。

全 情 奉 献

李光前对公益事业，尤其是在捐资助学上的倾情支持与
无私奉献，深受岳父陈嘉庚的影响。现今，我们能看到有关李
光前的侨批，内容大都与其捐建家乡教育有关。

1938年，李光前在故乡南安独资创办国专小学。1943
年，创办国光中学。“平时需要教育，战时更需要教育！远处国
外，在祖国办教育也可略尽国民义务。”李光前在致友人的信
中说。创办国光中学时，他正被迫滞留美国，在东南亚的产业
已被日本没收，为使国光中学书声不辍，他甚至典卖衣物、汽
车、手表。

新中国成立后，李光前寄回巨款扩建国光中学，其间多次
写信给国光中学校董事会，事无巨细地询问学校复课、建设进
度、建设工料价格、外汇变化、用料等情况，同时委托时任泰国
南暹公司总经理的李引桐（编者注：旅泰马来西亚华人，祖籍
泉州南安，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其“一等功臣”荣誉称
号，被誉为中马建交的“和平使者”）负责学校、医院建设款项
的筹集和学校日常经费、教职工薪津。从李引桐寄回的批信
中可了解到，为保证每月一日准时向教职工发放薪津，南暹公
司会逐月按照薪津的预算汇款至学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李光前委托回国定居的陈嘉
庚主持国光中学扩建。嘉庚先生为此殚精竭虑，几度赴国光
中学实地考察。因年事已高，他不能频繁往返现场，就常给校
董会致信，在校舍选址、规划设计、施工材料、经费调拨等方面
提出了很多具体意见（下图）。

赓 续 传 承

1967年李光前逝世后，他的三个儿子李成义、李成智、李
成伟继承其遗愿，博施济众、造福社会。

1991年李成义三昆仲在家乡南安倡立南安市芙蓉基金
会，用于支持家乡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交通发展等，至今累计
捐赠总额3亿多元人民币。李成义三昆仲获福建省人民政府
授予的“福建省捐赠公益事业突出贡献奖”和“惠泽桑梓”金质
奖章、牌匾和荣誉证书。

斯人虽逝，“光前裕后”，此诚然。 （林金福）

侨批档案中的“光前裕后”

▲1950年李成义写给国光中学校董事
会的批信。从中看出，而立之年的李成义已
开始替父亲处理兴教办学之事。

▲华侨银行吉隆坡分行汇往厦门华侨银行的汇票，收款人
为“捷兴号”，汇票背面有“捷兴号”章和经理李成田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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