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篷壁

蕤
圜政

饕
畲室

编
印

赢氆⋯，Ⅷ；虽匿}

度
肇————●■■—一■●■—■■-
——●■—■——一

倚
藏目I位A

I 9 8 7



●

●

序

“国有史，邑有志黟，意在明兴衰而详兴革，修志是盛

世时历史的要求，而编纂华侨志乃时代赋予的任务。

华侨，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华侨身在异国，根在

祖国，他们是炎黄子孙，海外赤子·他们远涉重洋，奔走异

国，有一页血泪史，他们赤耿输诚，反馈祖国，又有一本光

荣史。全面介绍华侨出国的历史及现状，和华侨爱国爱乡的

贡献事迹，是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祖国的强弱和华侨的荣辱与共，当前我国为“四化’’建

设，繁荣经济，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振兴中华是华侨

的意愿，要引进外资和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侨资侨才，更是

一股不可轻视的力量。我们不能忘记华侨在推翻满清帝制时

的资助，抗日时期和解放战争中华侨青年奔赴延安，投身革

命的爱国行动。家乡遭受自然灾害时华侨的捐赈，和爱护桑

梓捐资兴学的事实，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期效忠祖国的表现。

我们如实总结他们的光荣历史，向他们介绍侨乡面貌，宣扬

和落实各项华侨政策，给我们侨务工作拓展方向，是可以激

发华侨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的。

为缅怀华侨前辈爱国爱乡的业绩，激励侨胞为祖国和家

乡的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搜集有关华侨资料，编纂《肇庆

华侨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总结过去，拓展未来，是

时代赋予的任务，更为明确了。

《肇庆华侨志》编纂委员会





我市新加坡归侨在国针使

过的部舒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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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澳籍华人冯生先生一贯热

心家乡教育事业，图为他参加肇

庆中学物理教学人楼奠基仪式。

一星马商要肇庆 t澳门肇庆高要
同乡会会长廖星南先 同乡会第二届理监事

生向港演肇庆同乡会 就职庆典。

第一届会长龙禧先生 图为该会负责人
献锦旗。 与肇庆来宾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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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南第二次归侨代炙夫会摄影甾念
‘

‘韧具规模的肇庆市“侨寓新村”建筑群体。

一龙博朱洪钧先生近年分别向家乡赠送了两酃汽车。最近又与旅居澳大利

亚

谁澳乡亲赵王珍、用

光、何钜光

梁成及侨眷黄瑞兰蹭车支持市侨办侨联

开磋矫务工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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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 -

肇庆地处西江下游，接壤珠江三角洲。清末肇庆迭受兵

祸匪患，加以军阀官吏鲸贪，人民生活困敝。自海禁开放

后，肇庆许多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为生活出路而奔走海

外，大多数是以“契约华工’’通常称为‘‘卖猪仔"的方式

被胁迫出国的，嗣后也有以同宗，同乡关系带引出国的。出

国的路线多数先到港澳再过埠移居海外，由于南洋诸地距我

方较近，且尚待开发，故移居新加波，马来西亚，越南等地

为多，如鼎湖蕉园村100年前便有人去马来西亚，黄岗镇的

华侨赴新加坡创业已有70年历史，睦岗镇的华侨多居住在越

南。二战以后，肇庆华侨后代，已转移到美、欧、澳各洲。

据1987年的调查统计资料，肇庆籍侨胞已扩展至30个国家和

地区，华侨、华人已有3800余人，留居港澳同胞有万余人。

改革开放以来，因出国继承财产，因婚姻关系家庭团聚，自

费出国留学等，人数陆续有所增加，而留居在港澳的同胞，

不断的移民，华侨人数不断上升。

初移居海外的侨胞，多为殖民者作当地开发资源的苦

力，与穷山恶水，烟蛮雨瘴，毒蛇猛兽作斗争，如垦植橡

胶，开采矿业等劳力工作。当时国家积弱，华工沦为殖民者

奴隶，备受欺凌和压迫，以后又经常受到排华风潮的迫害，

景况是很苦的。但我侨胞有中华民族艰苦卓越神精，勤劳俭

朴美德，经过辛勤劳动，艰苦奋斗；求得了自身生存和发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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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多数人能积累资金，打下经济基础，职业起着变化，现

在肇庆籍华侨在外从事工商企业，矿业、服装业、饮食业、

银行业，菜园主，椒园主已大不乏人，而在文化、科技领域

中也有教师、教授，医生护士，职员，技师、工程师，律

师、飞机师，获得：硕士、博士学位者在所多有。甚至有人

接受居住国的勋衔，成为当地名流富绅，他们对居住国的经

济、文化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社会地位日益提高，有些人参

加居住国的国籍，成为华人称号。

华侨、华人并没有忘记祖国和家乡，除将辛苦得来的侨

资，汇给亲属赡家外，在我国推翻帝制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时期，华侨的捐献，是革命军财政的支柱，抗日战争

时期，肇庆华侨在新加坡就有鬻子救国的轰烈义举。华侨

青年奔赴延安参加救国事业，都尽过力量。周总理对华侨曾

经作过高度的赞扬说： “华侨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华侨有支

持参加革命的光荣传统’’。华侨总是关心国家命运，渴望祖

国富强的，振兴中华是拳拳赤子的心，自“改革开放"政策

实施以来，华侨向本市投资，捐赠日益增多，引进外资总额

已达3千多万元，捐赠有5 O 7万元，仅澳大利亚华人冯生先

生独自捐赠肇庆中学电教大楼及图书仪器总值人民币84万元

(折合港币420万元)。肇庆引进大型项目的先进设备就有

38项之多，为肇庆经济的繁荣，作出贡献。

华侨多具恭敬桑梓，落叶归根的思想，近年来从印尼、

马来西亚、新加波、越南、缅甸、美国，英国、日本等地回

肇庆定居或颐养天年的归侨为数有254人，他们挟在国外的

资蓄、技术和先进的生产经验，回来为国家的建设作出贡

献，他们有不少人参加了工农业，企业，运输业的经营，也

有不少人参加了机关．团体，文教卫生的单位工作，成为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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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优秀干部，企业管理的先进人物，肇庆归侨参加中国共产

党，成为党的骨干，做出成绩为人民所敬仰。

肇庆华侨眷属和港澳属为数众多，侨属有2500人，港澳

属超万人，他们在建国以后，都和广，大人民群众一同劳动，

各安所业，建无区别，不少人成为有名的专业户。

肇庆侨汇逐年有所增多，侨汇是随着国内外客观因素和

侨务政策的各种原因而增减变化的，肇庆的侨汇从1950年至

1987年的37年间，每年都有增长，据资料统计1987年的侨汇

比1950年增长百分之百强．高峰期是1979年侨汇赡家费和建

房费激增至127万美元，因之。华侨商品销售额也逐年增长，

华侨存款显著增大，1987年肇庆华侨存款已有140万美元，

支持和活跃了肇庆城乡的经济建设。

华侨热爱祖国是矢志不渝的，祖国是关怀华侨的，从建

国之日起，国家在《共同纲领)>中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上已确认华侨的权益和利益，国家根据崇高的法则，保护

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实行“适当照顾"展开侨务工作。

但建国十七年来，侨务工作不断受到“左"的干扰，道路

是坎坷不平的，“文革’’期间在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

线压制下，侨务工作被迫停止活动，归侨，侨眷在不同程度

下受到迫害，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极左路线才得到

纠正，开展了新时期的侨务工作。肇庆市于1978年4月恢复

侨务办公室及归侨联合会的活动。在这十年问为加强与海外

华侨的联系，宣传新时期的政策，为侨改户的落实，拨乱反

正，为归侨，侨眷在文化大革命及历次运动的冤，’假，错案

进行平反，安置归侨、侨眷的知识分子工作，落实侨房政

策，并贯彻落实侨务政策中的各项工作，侨务部门是全力以·

赴的。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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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密切华侨关系，增进相互了解，用请进来的方式，邀

请华侨中的中，上层人士组团归国观光访问，多方帮助归

侨，侨眷从政治上，生活上解决疑难问题，巩固与海外华侨 ．

的桥梁。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后，为把侨务工作与经

济工作结合起来，积极引导侨资为“四化"建设。除了请进

来，我们还走出去，通过港澳这个桥梁做好侨务工作。采取
-

多种方式，使海外华侨及港澳同胞，为家乡的经济繁荣而引

进外资，充实生产与建设，改变侨乡的落后面貌，力图拓展

新章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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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记

t t

●

● 华侨

1887年新加坡肇庆会馆成立，。由旅新华侨司徒长、黄硕，

汤五，何显达等倡议组织，是肇庆十六属人士在新

加坡所组织的联合总会，肇庆籍会董有罗日升先

马来西亚霹雳要明会馆成立，始创人何；照轩先生

(华人事务裁判官大小霹雳太平局绅)。首届总理

冼料先生，副总理李炳芬先生。

新加坡高要会馆成立、冼丽初先生为筹办主席，及

后于1968年有肇庆籍人士龙禧、黄道深先生等为永

远名誉会长。 ．

新加坡要明同乡会联合会成立，会董16人，有肇庆

岑振陆先生等。

袄城高要会馆成立，前身为要邑公司，戗立时间为

1918年之前，1952年3月成立袄城高要会馆，名誉

会长有苏猷庆、冯国全等先生。

雪兰莪高要会馆成立，发起人为陈树超，梁桂芳等

先生，黄景安先生当选为首届会长。

马六甲肇庆会馆成立，前身为肇庆公所，已有百余

年历史，1961年改名为肇庆会馆，许顼义，张德义

先生被选为正副会长。●’。 ． ，

新加坡颐安堂成立，在新加坡16属会馆领导下，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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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社会工作、罗日升先生为首届堂长。

1968年吡叻金宝高要会馆成立，筹委正副主席有慕容材、

廖星南、龙禧先生等。

港澳同乡会·

1970年旅港高要同乡联谊会成立，创始人为邓应镛、梁

兰，何兆轩，廖福等先生，后改为侨港高要同乡联

谊会有限公司。

1983年澳门肇庆高要同乡会成立，会长为伍义先生，副会

长为周光先生。

1984年香港肇庆各邑同乡会成立，创始人永远名誉会长首

届会长莫贵良先生，副会长有龙禧、梁池先生等。

1986年港澳肇庆市同乡会成立，首届会长为龙禧先生，副

会长为周光、朱洪钧、黄永刚先生等。

1963年香港宋隆校友会成立，后改为肇庆宋隆同乡会，理

事长李广林先生。

侨务

1961年是年下半年召开肇庆市归侨、侨眷、港澳属代表大

会、成立肇庆市第一届归侨，侨眷，港澳同胞联合

会，会址肇庆市正东路。

1961年肇庆市华侨旅行服务社在肇庆市江滨路落成，开展

华侨、港澳同胞接待工作。

1966年

6

年

年

年

年

“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

侨务工作被迫停止活动。

全国侨联恢复活动。

肇庆市华侨商品供应公司组织成立。

恢复肇庆市侨务办公室，开展侨务工作。

召开肇庆市归国华侨代表大会，选出第=届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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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

1980年

1980年

1980年

1982年

1982年

1982年

1983年

1984年

1984年

1984年

1985年

会，设会址于天宁北路65号三楼。

肇庆市成立华侨，港澳同胞春节接待小组，由吴必

安市长为组长，加强接待工作。

肇庆市革命委员会开始确认侨改户工作及平反在历

次运动中和“文革"期问归侨，侨眷的冤，假、错

案工作。
’

肇庆市侨务办公室为落实归侨，侨眷知识分子政

策，开展工作。 ．

肇庆市侨联企业公司以股份集资成立开业。 、

肇庆市华侨大厦筹建竣工、隆重剪彩开业，接待华

侨、华人，港澳同胞。

肇庆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办成“归侨之家"，被评为

肇庆地区侨务系统先进集体，由应晋姬代表单位赴

北京出席全国侨联大会，并登台领奖。黄笃阵被选

为全国侨联会委员，李世辉为省侨联委员。

市侨务办公室及侨联会组织归侨教师20多人，组成

参观学习团到福建省厦门市参观华侨博物馆、集美

文化城。
‘

美籍华人张亦文教授回肇参观，讲学。

召开有肇庆市四套班子的领导和各部，委，办，局

各专业公司、居民委员、会公安派出所参加的侨务

工作会议。

肇庆直航香港的西江轮剪彩开航，开辟直航香港的

航班促进肇庆与香港的交通。

肇庆市成立侨房落实办公室，加强落实侨房政策的

措施。 ．

《肇庆乡音》大型彩色画册经一年的努力编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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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付印完毕，出版并举行盛大的剪彩活动。

侨办副主任傅锦玲与侨联主席黄笃阵，科长陈安厦

等应邀到澳门参加澳门肇庆高要同乡会三周年会

庆，广泛接触来澳门与会的华侨、开展侨务工作。

成立市侨务办公室党组，孙重勇同志为书记，傅锦

玲同志为副书记。

召开肇庆归国华侨联合会代表大会，选出第三屈委

员会。

侨办企业侨建实业公司成立，开展经营侨房建筑业

务，并兼营商业。

召开全市侨务工作会议，有各机关单位领导人等90

余人参加会议。

侨办主任孙重勇及侨务科长赵善枢到香港，召开落

实侨房政策座谈会，并宣扬侨务政策，解答侨胞疑

难问题。

肇庆市华侨大厦改扩建工程竣工，成为接待华侨，

外宾，港澳同胞的高级宾馆。

侨办副主任傅锦玲、科长陈安厦、侨联主席黄笃阵

等赴港参加港澳肇庆市同乡会成立典礼。

成立((肇庆华侨志》编纂领导小组，开展搜集资

料，进行编纂工作。

广茂铁路火车直通肇庆，使侨务接待工作更为方便。

侨办主任孙重勇，副主任黄笃阵、傅锦玲、科长陈

安厦，侨联主席李世辉等同志应邀到澳门参加澳门

肇庆高要同乡会第三届理监事就职典礼。 ．

侨办副主任傅锦玲同志参加市招商团到澳门进行招

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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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肇庆华侨

第一节 华侨的产生

肇庆旅外侨胞已有百余年历史，从清末大开海禁后，距

今一百多年前，肇庆鼎湖东蕉园村，便有人出国到马来西

亚，发展至今已有400余入，80多年前，郊区的岗尾村，沙

湖村，陆续刭新加坡埠谋生的，现在发展至200余人，黄岗

镇村民赴越南者为数至众，景山岗青莲村百分之七十的人曾

到过越南，现有还有200人左右在越侨居，惜因战事失却联

系，据调查资料统计，肇庆籍的华侨，已达3864人，留居港

澳的同胞有11000余人。目前肇庆归侨有254人，侨属有2900余

人，港澳属更多。

华侨的出国、多是为生活寻求出路而背井离乡的，在清

末民初卜肇庆受封建主义的盘剥，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加

以军阀混战，兵祸，匪患频仍，自然灾害侵袭，经济困顿，

工农业恹恹一息，民生日敝，小手工业者和广大农民，为求

生存，不借离别家庭，远涉重洋，寻求生计，，他们有些是受

骗的‘‘契约华工舻(1lp俗称的卖猪仔)，有些是由水客包带

出国，及后有因“血缘，，，“地缘万等关系而陆续就道的。

华侨史是一本血泪史，也是一本光荣史，是诚不虚传的。

肇庆华侨初到国外，所操者都是苦力工作，举新加坡情

况面论，新加坡原是一个不满500人的荒芜渔村，是由粤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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