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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简介

南昌市是江西省归国华侨、侨眷较为集中，

移居海外的华侨、华人、港澳同胞较多的城市之

_o

本志忠实于历史，记述了从1330年至今的

660年的南昌华侨及归侨的历史与现状，热情地

赞扬了华侨和归侨，侨眷，为发展侨居国的经济

和祖国的建设事业作出的贡献，客观地记述了建

国以来南昌市在宣传贯彻党的侨务方针政策以及

开展侨务土作的情况，充分肯定了老一辈侨务工

作者所取得的成就。它将激发广大归国华侨、侨

眷、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故

土之情，为今后进一步做好侨务工作，奠定了坚

实基础，提供了宝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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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史骏飞

欣闻《南昌侨务志》编纂完成，表示祝贺。

地方侨务工作，是本地区党委和政府执行党

和国家侨务政策、处理侨务事项的重要工作。建

国以来，我市侨务工作在省、市党委、政府的领

导下，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认真贯彻党的各

项侨务政策，积极沟通与海外侨胞的联系，努方

为国内外侨胞热情服务，排忧解难，大大激发了

他们的爱国热情，使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充分发

挥聪明才智，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国际地．

位的提高，改革开放的深入，侨务工作日益显示其

重要作用。我市各级党组织加强了对侨务工作的

领导，侨务部门积极开展工作，党的各项侨务政

策不断得以贯彻落实。全市广大归侨、侨眷、海



外侨胞、港澳同胞心情舒畅，精神振奋。他们关

心和支持家乡的建设事业，捐款捐物，兴建学校

和福利事业，造福桑梓，‘为搞活经济牵线搭桥，

引进资金、技术、设备；对促进我市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和对外友好合作交流，发挥了重要作

用o

《南昌侨务志》就是以南昌市侨务事业历史与

现状为主要内容的专业志书，该书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总结了我市侨务事业的历史

经验，体现了党的侨务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具有

侨务部门的自身特色。该书的编纂对于正确认识

南昌市侨情、宣传党的侨务方针政策，推动侨务

工作的政策研究和实践，都有着重要意义。目

前，南昌市有侨务工作对象三万余人，分布在世界

三十四个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做好侨务工作，有

利于加快我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有利于

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有利于促进我国同世界各国

人民的友好交往。因此，各级侨务部门要在认真

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遵循党的侨务方针、政策、。，

·2巴



结合本地、本单位的实际，努力探索侨务工作的

新形式、新方法，进一步开创我市侨务工作的新

局面o

《南昌侨务志》作为新的志书门类不可能尽善

尽美，希望在今后的续修中加以充实、提高、完

善。对于全体修志人员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应

碲侨办之约，草拟几句，不成体例，权当为序。。

1990年12月

作序者为中共南昌市委副书记史骏飞



凡。·一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力求做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思想性、科学

性与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记述南昌侨务工作的历史与现状，

编纂重点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南昌侨务工作，特剔

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南昌侨务事

业的发展，以突出时代特点和侨务工作特点。

三，本志采用的资料来自各级档案馆，图书

馆以及当事入、知情人，编纂时一般不注明出

处。

四、本志是一新的志书门类，立足于南昌

市。所收资料力求翔实可靠，以“宁缺勿滥黟为

原则o
’

一

‘

五、本志上限为公元1 840年，下限为公元

1990年，还有少许资料上溯至公元1330年。



六、本志所采用的统计数字及公元纪年，除

少数保留原资料中数字外，一律以阿拉伯数字著

录。

· 七、本志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次

政治运动，不单独设立章节，所涉及的人和事，

均按时间顺序编入有关章节。

八、本志记述归国华侨、华侨眷属，一律简

称为“归侨"， “侨眷"；江西省人民委员会、

南昌市人民委员会，简称为“省人委"、 “市人

委”，江西省人民政治协商会、南昌市人民政治

协商会，简称为“省政协”。 “市政协’’，江西

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南昌市人民政府侨务办

公室，简称为“省侨办"、 “市侨办"；江西省’
’

归国华侨联合会、南昌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简称

为“省侨联，，， “市侨联"；文化大革命期间的

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南昌市革命委员会j简称为

“省革委”、 “市革委”。 。

九、凡入传者，均为已故的有社会影响的人

士o
’

：．一·一



概 述

南昌是江西省省会，为全省政治、经济、文

化和科技中心，地处赣江下游，鄱阳湖之滨，是

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以“物华天宝、人杰地

灵万著称的江南历史文化名城。

南昌，始建于汉高祖五年(／h元前202年)。

当时，刘邦命颖阴侯灌婴率兵进驻南昌，设豫章

郡和南昌县，据传，南昌是取“南方昌盛”和

“昌大南疆力之意。南昌襟三江而带五湖，是古

代南北主要交通枢纽；南昌“控蛮荆而引瓯

越"，又使之处于重要战略地位。所以，南昌一

直为历代政权所偏重，或郡或州或府皆设于此。

随着历史的演变，南昌城名曾数度更易：．汉称

“豫章秒，j唐称“洪州"，宋称“隆兴"，明称

矗南昌万。1926年，北伐军攻克南昌后，正式设

立南昌市o

1927年8月1日，在这里举行了震撼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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