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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县是全国闻名的侨乡。全县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有94．45

万人，遍布五大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绝大多数在东南亚各国，而

以菲律宾为最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次之．

晋江籍华侨出国前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他们有的因环境所

追而移居异国，有的因被西方殖民者诱骗作为华工(猪仔)鼬留在

南洋各岛，有的园反抗封建王朝失败而流亡海外；有的因受政治迫

害而流寓南洋．他们寄迹异邦，以刻苦耐劳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意

志，披荆斩棘，谋求生路，和当地人民一道开发资源，建设社会，进

行文化交流。他们对侨居地的繁荣富庶作出了巨大贡献。

侨胞身居海外，心怀祖国，热爱家乡，对祖国的兴衰、家乡的安

危，人民的祸福非常关心。辛亥革命时期，他们就响应孙中山先生

的革命号召，提供活动据点及经费，汇款支援军饷，回国参加战斗。

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们热血沸腾，奔走呼号，不少人

毁家纾难，甚至回国奔赴沙场，出力捐躯，为抗击敌人．为创建中华

人民共和国，作出了无私的奉献。

在祖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时期，他

们渴望祖国富强昌盛，纷纷捐献物资，协助社会建设，还有不少人

回国服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他们在投资办企业．建学校、建

医院、设立教育基金，以及兴办其他公益事业和文明建设等方面，

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高度的民族意识，爱国爱乡的优良传

统，应该加以发扬，著诸志书，传之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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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在晋江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可是在明，清两代编修的志

书中，却没有系统或较全面的记载，虽偶尔提及，但远远不能反映

出华侨的历史和现状，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盛世修志。编修华侨志，是记载史实，资治当今。垂范后世之

千秋大业。我国自1979年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鼎新葺故，政

通人和，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举国上下呈现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海内外无不同声赞扬。在此新形势下，华侨志的编修，为时代所

需，势在必行。

一部华侨志实是一部华侨奋斗史，也是华侨对祖国对家乡作

出巨大贡献的光荣史。

编纂华侨志，是为了发扬华侨的光荣传统，启迪后人，更好地

建设祖国；也是为了总结侨务工作的经验教训，扬长避短，以便今

后更好地为侨胞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意义十分深远。

晋江华侨志的编纂，为全县之首倡。在编写人员的辛勤劳动

下以及各有关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华侨志得以成书，首次填补了

本县志书在这方面的空白，诚属难能可贵。限于水平，学识，经验

及资料，存在问题在所难免。但祈以此为开端，以待后人不断充

实完善，亦当是对中国华侨史搜集资料和编纂的一大贡献。

＼√

f江县副县长(归侨)

吴良良

199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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