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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安溪县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编纂的《安溪华侨志》，经过5年

多辛勤耕耘，承蒙侨界贤达及有关人士的关心支持，县志工作委员

会及省、市侨务办公室的悉心指导，凡易其稿，终于在第二届世界

安溪乡亲联谊大会在安溪召开前夕出版。

安溪华侨出国历史悠久，人数众多，足迹遍布世界五大洲。早

年出国的安溪华侨，与当地人民一道，披荆斩棘，为开发和建设侨

居地，作出了重大贡献。新加坡早期的乡村区，有一半的园丘是由

安溪华侨开垦的。安溪华侨与当地人民为争取侨居国的国家独立

和民族解放而并肩战斗，受到当地人民的信赖和尊敬。50年代以

后，他们绝大多数已加入当地国籍，成为所在国公民，为所在国的

建设和发展，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并为增进所在国与中国的合作与

交流而作出不懈的努力。

安溪华侨出国之后，身居异域，心系祖国家乡，时刻关注着祖

国的命运和家乡的发展。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支持辛亥革命，支援抗

日战争，支持创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投资建设家乡。捐资举办

公益事业，兴学育才，修桥造路，赈灾济贫，造福桑梓。海外乡亲对

家乡建设事业作出的贡献，家乡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安溪是中国的著名侨乡，全县近百万人口中，归侨和侨眷约占

十分之三，旅外乡亲近70万人，人数居福建省各县前列。安溪在改

革开放当中引进的大量外资，正是这些热爱家乡的旅外乡亲所发

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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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安溪华侨志》，总结安溪华侨的出国历史，肯定其地位和

作用，这对于探讨研究华侨、华人社会，激励后人承前启后，对于进

一步探讨研究侨务工作，开拓侨务工作新局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和作用。为此，我们克服各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进行编纂和出版

《安溪华侨志》。

编纂《安溪华侨志》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工作，虽然我们尽力收

集各方面的资料，要求尽可能客观地、真实地、全面地反映安溪华

侨历史和侨务工作历史，使其成为科学性、知识性和资料性统一的

志书，但由于客观条件和我们的水平有限，存在资料遗漏和个别记

述差错或有不当之处，是在所难免的。为此，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在编纂本志的过程中，得到各有关单位及诸同仁的热情支持

和大力协助，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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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良田

1994年4月15日



编纂凡例

一、《安溪华侨志》的编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实事求是地反映本县华侨、华人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思

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书根据新方志“详今略古，实事求是”，“以类系事，事

以类从，横向展开，横排纵述”的体例安排篇目，先分类、后分地区。

全书六章，章下分节、目，并有序、概述、大事记、附录和后记。记述

内容突出安溪籍华侨与侨务工作的特色和时代特征。

三、本志书年限上始自明朝，下至1990年12月，个别事项追

述事物需要，不受时限限制。

四、本志书对民国以前历代纪年仍沿用其年号，节中凡多次使

用同一年号’贝Ⅱ在第一次出现时用括号加注相应的公元纪年，并省

略“公元”及“年”等字，记述华侨居住国史事和民国元年以后的史

实，采用公元纪年。

五、本志书酌用“解放前”、“解放后”概指时间，以1949年8月

31日安溪解放的时间为界限。简称的使用，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

以后文中用简称，如“安溪县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简称为“县侨

办”。称谓采用第三人称，如我国、我省、我市、我县、称中国，福建

省，泉州市，安溪县。

六、本志书中统计数字，公元纪年、月份、日期统一使用阿拉伯

数字，星期几、不定数、次第、习惯用语和民国以前的历史纪年使用

汉字。计量单位名称、符号的使用按国务院《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

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执行。历史上及国外使用的计量单位按原

称，旧版人民币一律换算新版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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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志书《人物传》循“生不立传”原则，立传人物均为已故

者，以生年为序。《人物录》亦以生年为序，其余生人重要事迹按

“以事系人”原则分别在有关章节记述，涉及官职，地名按当时称

呼。古地名在第一次出现时注明今地名。

八、本志是华侨志，为主记述华侨，但许多外籍华人曾是华侨，

记述时难以他们的一生按人籍时间前后截然分开，不少外籍华人

在家乡仍有眷属、亲友、祖屋、祖祠、祖墓，他们与祖籍地仍有不同

程度的联系，本志书不可避免地将涉及部分外籍华人，并以附录记

载祖籍安溪的海外名人录。

九、港澳同胞不是华侨，但祖籍安溪的港澳同胞中大多是归

侨、归眷，故将港澳同胞作为附录收入志书。

十、本志书以志、记、述、传、录诸体载，附以图、表、照片。采用

规范的现代汉语白话文和国家颁布的标点符号。由于志书史料来

源广泛，除个别载明出处外，仅在志书之末附载主要参考资料书

目，文中不一一加注，以省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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