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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华侨志·凡例

凡 例

一、本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准确地记述惠州地区有

关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归侨侨眷及侨务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记事，’上起事物在惠州地区的发端，下限断止1 997

年。

三、本志设《概述》、《大事记》，各章节及《附录》，均为平行排

列。全书除引用原文外，均以第三人称记述。文体采用现代汉语、

记叙体。

四、本志设《人物志》。人物立传按照“生不立传"的原则处理。

五、本志记述历史朝代、机构、官职、地点、人名，均按当时称

谓。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年；地点一律沿用历史或习惯称谓，必要

时加注今名；名词、名称，一律采用中文名称。

六、本志有关数据采用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市统计局缺乏

的用主管部门或主办单位正式提供的数字。记述历史事件中的计

量时，仍按当时使用的旧计量单位记载。

七、书中字体，除必要的繁体字外，一律用国务院1 956年公

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化字及1 964年公布的《简化字总表》

的简化字体。

八、本志部分资料来源于海外有关社团、华侨历史研究学者

编写的资料及本市县(区)档案馆资料，还有市、县(区)侨务部门

提供的档案材料，包括报刊摘录，部分资料来源于《广东省志·华

侨志》。本志各章节中有关上述资料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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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

=辛jP右四

彭德怀(前右一)、何香凝(前右三)．廖承志
同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的华侨代表合影

1950年．何香凝会见从印尼回国考察的华侨工商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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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惠州昔为禹贡扬州南域，春秋战国为百越之地，秦时为南海郡，汉代为

南海郡博罗县。南朝为梁化郡。隋朝时称为循州，唐朝复称循州，北宋天禧四

年改称惠州。辖归善、博罗、龙川、河源、兴宁、长乐、海丰七县。明洪武元年称

为惠州府，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龙川I、兴宁、长乐、和平、永安(紫金)、长

宁(新丰)、连平州等十县一州。清朝雍正九年起，惠州府辖归善、博罗、龙川、

河源、紫金、和平、连平、海丰、陆丰、新丰十县，称“惠州十属”。海外社团至今

沿用。

惠州地处广东东南沿海，接大亚湾、大鹏湾直通南海，经香港至马来半

岛最近，具优越的地理环境。惠州人进入海上贸易和移民出洋较早、较多，这

与惠州的地理条件和环境有直接关系。惠州是广东省有名的侨乡之一，在历

史上惠州华侨对祖国和家乡有过重大贡献，这是惠州人引为自豪的历史一

页。华侨华人众多，毗邻港澳，是惠州发展经济的优势。

宋朱或《萍洲可谈》认为：“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番”。“华侨’’

称谓起于19世纪末。这之前，中国海外移民被称为“唐人"“北人’’、“中国贾

人’’或“华人流寓者”等。“唐人住蕃，为工为商，十年、二十年不归，称为华

侨”。华侨是居住在外国的中国公民。长期以来，于华侨所在国多采用出生地

主义，或血统主义与出生地主义相结合的国籍法，导致许多华侨具有双重国

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后，主张解决历史遗留的华侨双重国籍问题。

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印度尼西来万隆亚非会议上宣布：中国不主张双

重国籍。1980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籍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

籍”。已经取得所在居住国国籍的中国血统华人，称为外籍华人，或简称华

人。对于外籍华人在中国的产业及其他合法权益，中国政府仍按侨务政策予

以保护和照顾。

惠州人移居海外，有史料记载，大体始于晚唐或宋初，唐代“循州是临海

而居的，造船业尤为发达。造的大船长20丈，容400多人。”循州人乘坐大海

船，扬帆远航，到南洋各地，进行海口贸易，或“住蕃”。早期移民多因通商贸

易滞留当地，主要聚居在交通、贸易较发达的东南亚各地港口。囿于当时交

通不便和历代王朝的禁令，他们大都与当地民族通婚、融合，同祖籍故土甚

少联系。明隆庆、崇祯年间(约1567—1644年间)，海禁放宽，海上贸易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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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出海商人“十倍于昔’’。明郑和“七次下西洋”，以马来半岛马六甲为中

途站。当时马六甲已发展为一个颇具规模的东西贸易中心。惠州人扬帆到马

六甲，最初进行贸易，有部分人做矿工，开采锡矿，也有部分人开荒垦殖，从

事农业。至十八世纪末，到马六甲的惠州人约有3000人，他们在那里建造中

国式的平房，集中居住，初步形成了华侨社会。此外，也有因避战祸而移居海

外的，如宋末元兵大举侵入江南，惠州城破后，避难者与“诸文武臣流离海

外”，飘流到南洋各地定居，创家立业。

惠州人大批移居海外，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朝廷腐败、连年战

乱、民不聊生。许多破产农民、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和小商贩，被迫离乡别井

到南洋谋求生路。这些出洋谋生的人，大致有两种情况：自由移民和契约移

民。自由移民多为亲友串引挈带，也有只身铤而走险者；而“契约移民”则是

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开发殖民地和本国资源，而从惠州十属地方掳掠拐贩

去的大批所谓“契约华工’’(俗称“猪仔’’)。当时，清朝政府屈服于西方殖民者

的压力，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让西方殖民者以香港、澳门为基地，在广

东沿海城市设立招工馆所(俗称“猪仔馆”)公开招募“契约华工’’。这些“契约

华工”被拐卖到海外，成为失去人身自由的苦力，过着非人的生活。“猪仔"的

出国史是一部充满血泪、受尽凌辱的苦难史。据有关史料统计，自1800年至

1925年间，惠州府属十县出国的契约华工超过50万人。此外，为响应太平天

国革命而在1854年(清咸丰四年)由翟火姑领导的农民起义；辛亥革命时

期，由孙中山发动的惠州三洲田起义(1 900年)和惠州七汝湖起义(1907

年)，这几次起义失败后，有不少起义者流亡海外。惠州人大批出洋谋生的浪

潮一直连续到1949年建国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国际形势的

发展变化和居住国政策法令的变化，许多华侨为谋求长期生存和发展，自愿

加入或由当地法律规定而取得所在国国籍，成为外籍华人。据本世纪80年

代的估计，已经加入所在国国籍的华人，约占原华侨总数的百分之八九十。

而且东南亚华侨、华人还出现了再移民现象，主要流向北美、西欧和大洋洲

一些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近几十年，香港、澳门同胞移居澳洲、北美、

西欧也为数不少。随着中国实行开放改革政策，侨乡人民或出于继承财产、

亲属团聚、婚姻关系和出国留学等原因，移民海外的人数逐年也有所增加。

惠州市籍的华侨华人遍布世界五大洲，但主要还是居住在东南亚地区，据不

完全统计约有40万人。

华侨在海外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为了生存与发展，失去依靠的环境使他

们更能发挥出聪明才智和增强吃苦耐劳的力量，用克勤克俭，开拓进取来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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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家业。其劳动所得，大部分汇回“唐山”赡家，或置田买地建屋，也有不少回

乡娶亲，以为长远之计。期间少数经营得法的小商贩或自耕农，积累了一些

资本后，或垦殖大片荒地，或开采矿产，不断奋斗便逐渐成为富商、垦殖园主

或矿场主。早期华侨，在东南亚地区，主要在垦荒、种植、橡胶园、采矿中充当

劳工，或经营小本生意做小商小贩，有的经营专门往来国内与南洋之间替人

携带钱物，以及传递书信，串引乡人出洋或带“番客”返乡的“水客一生意。当

代的华侨、华人各方面已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在六十年代以后，华侨、华人

的经济结构变化最大。由于华侨、华人素质的提高，新一代华裔逐渐掌握了

现代的专门知识和科学技术，不少人已成为有名望的教授、工程师、建筑师、

会计师、律师和医生，也有的担任当地政府的要员。这样他们与其父辈祖父

辈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华侨移民后，往往流向或聚居在同一地区，形成华人区、唐人街或华埠。

鸦片战争后，华侨一旦出国，便成了“海外孤儿”。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只有

靠自身团结。随着华侨社会的发展，一种以血缘、地缘、业缘关系为基础，以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贫苦疾病相扶持”为宗旨的华侨社团，逐渐发展起来。

血缘性宗亲社团，是同宗姓氏的组织，如众多的“某氏宗亲会”。地缘性的社

团，有的最初是以“公司”名义出现的帮会组织，逐渐发展成立按祖籍县、州、

府属组成的同乡会馆，或按方言语系成立的语系会馆。如公元1805年在马

六甲建立了第一家“惠州会馆’’，以后发展到几乎马来亚每州都有惠州会馆

的组织。就是在百分之九十的华侨成为外籍华人的情况下，华侨社团的作用

仍然具有生命力，这主要是在敦睦乡谊、弘扬乡帮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还要

进一步争取华侨、华人在当地的政治地位和权益，并促进华人融入当地的主

流社会。

随着华侨社会的发展和侨团的建立，华侨教育也随之兴起。较早兴办的

是中国传统的学塾。如先贤叶德来于1884年从惠阳淡水家乡聘请了举人叶

树纲(据《清·光绪·惠州府志》记载：叶氏与邓承修同年中举人)到吉隆坡

任私塾，教学生读《三字经》《增广贤文》、《古文观止》等，要求学生练书法，绝

对要用毛笔书写。1905年新加坡惠州府籍华侨与广州府、肇庆府籍华侨(广

惠肇)共同创办“养正学堂”(1911年改称养正学校)。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

了清朝的封建统治，推行新式教育，海外侨胞亦起响应。1913年雪兰莪惠州

会馆在原私塾的基础上创办新式小学，取名“循人学校”，以示饮水思源，承

先启后之意。再后来，华人学校有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应该说，华人教育继承

了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文明建设，起了极大的推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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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虽然华文教育一直受到居住国与中国国家关系的影响，但华文教育一直

受到华侨社团的扶植和支持，在艰难中得以巩固和发展．表现出很强的生命

力。这也是中华文化的力量所在。

惠州籍华侨在聚居较早的东南亚地区，开荒、采矿、种植经济作物，参加

城市、港口、交通建设，或经营工商农渔各业，都引进当时中国较先进的生产

工具和技术，为促进当地经济、文化发展，作出过积极贡献，被载入史册。如

有“吉隆坡王”之称的叶德来，是开发和重建马来亚吉隆坡的功臣。原新加坡

莱佛士博物馆门前竖立的华人铜像，金字碑文写着：“华人素以坚忍耐劳著

称，新加坡、槟榔屿、马六甲三府暨马来所属今日之繁荣，得诸华人能力贡献

者，良非浅鲜”。可见华侨为当地的开发和建设贡献之巨。

华侨出洋谋生，寄人篱下，备受凌辱，故心系祖国，渴望祖国富强。华侨

的爱国之情，深如大海。他们为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为中国的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华侨是辛亥革命的支柱。孙中山于1894年在美国创立兴中会，有不少

是惠卅I籍华侨，最著名的要数廖仲恺、林海山等。孙中山领导的10次武装起

义，其中有2次在惠州，都是孙中山派华侨回来组织发动的。“3·29”广州起

义牺牲的72位烈士(后考证实为86位烈士)，就有31位华侨志士，其中罗

仲霍烈士是惠州人氏。整个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多次到马来亚，在新加坡

和吉隆坡等地发展中国同盟会组织，筹集军饷，在后来发动讨袁斗争和北伐

战争中都得到了惠州会馆和整个华侨社会的响应和鼎力支持。所以孙中山

誉称华侨为“革命之母。” 一

’在抗日战争时期，惠州籍华侨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1937年“7·7’’

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海

外华侨响应中国共产党“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号召，于同年8月

15日，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在新加坡成立了“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

兵难民大会委员会”，新加坡惠卅I会馆主席戴子良任委员。10月10日，南洋

各地45个爱国华侨社团，共同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

总会)，主席陈嘉庚，委员有惠州府籍侨领黄伯才、戴子良等7人。1938年lo

月中旬惠州沦陷后，南洋各国各地惠州府籍华侨于当月底成立了“南洋英荷

两属惠州(十县)同侨救乡委员会(简称南洋惠侨救乡总会)。黄伯才任主席、

戴子良、孙荣光任副主席。从此，南洋华侨发动起轰轰烈烈的支援祖国抗战

的救亡运动。从人力、物力、财才上给予全国及东江地区的抗战以有力的支

持。如1938年12月由南洋惠侨救乡总’会发起组织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



1946年至1948年，在国内战争期间，东江地区连年大旱灾、大水灾，粮

荒严重，饿死3、4万人。南洋华侨又慷慨解囊，损巨款购买暹罗米4万吨，面

粉奶粉上千吨，和大批衣物、药品，救济惠东宝海陆丰五县灾民，真正体现了

“血浓于水”的亲情。

1 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大批华侨，尤其华侨青年，

带着报国的赤子之心，放弃海外较优裕和温馨的家庭生活，冲破各种阻力，

毅然回国参加工作或学习深造，这批归国华侨，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

贡献。

中国共产党一贯关心华侨，重视华侨问题，建国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尽力保护国外华

侨的正当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明文规定要保护华侨和归侨、侨眷

的合法权益。“一视同仁，适当照顾”是侨务政策的基本原则。同时，党和政府

还制定了一系列侨务方面的政策和方针。为归侨、侨眷创造较为安定的工作

生活环境。调动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但由于有一股“左”的思潮

长期干扰，各项侨务政策得不到切实贯彻。在过去的历次运动中，华侨和归

侨、侨眷的正当合法权益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例如，土改时，发生了看侨汇

提高侨户阶级成分，追余粮追到海外，错误没收华侨房屋等偏差。尤其在“文

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横行，把华侨和归侨、侨眷正常的“海外关系”视

为“反动的社会基础”，导致归侨、侨眷中发生了大批冤假错案，归侨、侨眷的

合法权益遭到严重损害，海外侨胞爱国爱乡的感情受到极大挫伤。

1 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全面拨乱反正，关于“海外关

系”，邓小平明确指出“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中央重申了“一视同仁，不得

岐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侨务政策基本原则。各级侨务机构和归侨组织

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归侨、侨眷中的冤假错案获得平反昭雪，历次政治运

动中遗留下来的华侨房屋、成分等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各项侨务政策的贯

彻落实，重新焕发了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爱国国乡的热情。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惠州侨乡的经济建设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

时期。在新形势下，各级侨务部门和侨联组织明确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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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服务的轨道，积极开展对外联系，_走出去，请进来"，大量引进资金，技

术设备和人才，为当地经济建设作贡献。今日惠州侨乡，城乡面貌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1979年一1996年，全市共签订利用外资合同项目7000宗，合同

利用外资80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36亿美元，其中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

胞资金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全市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城镇建设日新月异、铁

路、高速公路横贯市内，现代化通讯设施完备，能源充足，精神文明建设受到

重视和加强。

1988年一1996年，祖籍惠州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捐资兴办公益事

业的款物总值17亿多元。其中新建、扩建大中小学612间，镇级医院15间，

还有一批敬老院。惠州侨乡正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东江将永远记住那些她哺育过的为社会作过贡献的儿女。

东江还将期待着拥抱离开她，但能给她带来自豪和骄傲的儿女!



-7·

惠州中山纪念堂

中山公园廖仲恺纪念碑

黄埔军校东征阵亡烈士纪念碑

羽镯到，，型童两_嘲朗例冀一



先惠
生州
赠市
送华
锦侨
旗中

学
领
导
向
杨
勋

f 一

昴

二

届

世
界

惠
川I

同

乡
R
一

景

大
会
王
席
厶

1 996年10月香港惠

州侨社团的代表杨钏、朱百

祥、林德祥接受田业如副市 -

长移交“世界惠州同9恳亲

大会轮值纪念杯”时留影

‘，：．{‘§●‘!量』

·：I I#耐鞫演—· ·‘P一达● ■ ≈

一I，：I熏±：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