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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章大世界书画家悱会会员叶介夫书写

华侨世家．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

台主任何香凝1 926年路过大余梅岭的诗句

寻乌县旅美华侨

凌硅甫的书法作品

十月专溯寝盖髫≤。花灾雪徽秀霄缘静萄吨，㈠砖岔篱红母



坨
南
县
黄
籍
佳

人
钟
礼
仲
一
晓
钟
一

走
^
差
赣
与
肼

大
蛆

影

念



人生哲学研究会世界总会绘

画委员会主任、会昌县旅居海外

著名画家李秀奎之作

瑞金县旅蓑华侨、画家胡舍俊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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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1年】0月中共赣州地委书记黄名鑫、行署专员刘根三、副专员陈本玮、省侨办副1二任

牛佑民台见香港爱国同胞沈炳麟先生一行和全省沈炳瞵先生捐建工作会议代表合影

先后在地Ⅸ侨办侨联r作^员合彩



一九八八年月行署々口Ⅲ张一d川访

问港澳与州}会主要成员台影

九八八年+__月地委剐书记梅继尧

访问吾港％同乡会}要成员合影



港胞陈亨湖先生一家和他赠送的汽车

港胞廖经慧先生在家乡寻乌佳岭捐建的《思潭桥》



洗炳麟先生在老Ⅸ兴国 瑞金、于都等县捐建学校、医院．图为兴国县住院大楼

《德恩一楼》，于都县保育院《恩美楼》

港胞朱清亮先生在家乡*国捐建崇贤中心小学



990年4A地区侨办接待美籍华人李辉女士、港胞游文珊先生

宁都县归侨郑爱群创办的。梅苑果园



序 言

华侨历史，源远流长。上自秦汉，下至如今。“凡是有海水的

地方，都有华人之存在。”‘哪个地方有华人聚居，哪个地方就有

唐人街“。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帮助他国，提高自己。

赣南人出国侨居，起步较晚，仅百多年历史，是江西华侨较

多的地区。侨胞历尽艰险，经受考验，站住脚跟，不断发展，分

布在世界五大洲。爱国爱乡爱亲人，是华侨的光荣传统。广大华

侨无论在过去，还是在今天，都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流血牺

牲，不懈努力，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孙中山誉称华侨为“革

命之母”。毛泽东称赞著名侨领陈嘉庚为“华侨旗帜，民族光

辉”。千百万华侨报效祖国，后人景仰，永垂青史。瑞金县有个

华侨烈士杨人才，是赣南人民的骄傲，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华侨，在旧中国曾是“海外孤儿”，受尽欺凌，满清朝廷称华

侨“莠民”，华侨地位得不到承认，正当权益得不到保障，归侨、

侨眷无人管理，有关华侨资料，极为贫乏。新中国成立后，人民

政府为保护华侨正当权益和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进行了艰苦

的工作和不懈的努力，华侨地位和侨务工作有了根本性的改观。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历来重视侨务工作，关照华侨。根

据毛泽东提出的“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和周恩来提出

的“我们还应该做好侨务工作，进一步团结海外的一切爱国侨

胞，妥善地照顾在国内的侨眷和安置归国的华侨”的指示精神，

制定一系列侨务工作的方针、政策，并且列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

和侨眷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但是，由于极左的影响，侨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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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歪曲、干扰和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本清源，

拨乱反正，侨务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我区从1979年11月开

始，地区及各县(市)先后成立了侨务工作的专门机构——侨务办

公室和归侨联合会。全面贯彻落实各项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加

强海内外联系。旅外侨胞、港澳同胞在党的政策感召之下，清除

了思想疑虑，激发了爱国爱乡的热情，竞相回乡追本溯源，寻根

问祖、旅游观光、访问讲学；关心故乡和祖国建设，捐助公益事

业、投资兴业、洽谈贸易者到处可见。改革、开放给侨务工作带

来蓬勃生机。

本志遵循“立足当代，厚今薄古”的原则，记述了赣南旅外乡

亲出国的历史和业绩，反映了他们支援祖国和家乡建设的成就，

也反映和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我区侨务工作的概况、

经验和教训。《赣南侨务志》的编写人员不辞辛劳，到本区各地

和省内外调查研究，搜集资料，撰成此书。在“存史、资治、教

育”等方面均有重要意义，它将启迪我们从中窥探侨务工作的发

展轨迹。

历史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编写“侨务志”是以“借鉴历

史，激励来者，更上一层楼”为宗旨。建国四十多年，只是历史

长河中的一瞬。只要有人类社会，就会有华侨的存在，就会有侨

务工作。在伟大祖国现代化建设时期、在实现祖国统一、实现世

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中，侨务工作更是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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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赣南侨务志》主要记述赣州地区华侨、华人、归侨、

港澳同胞及其亲属，同时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侨务工作

活动等概况。全志共分6章16节和附录、序言、凡例、概述、

大事记、编后记。采用现代语文体记述。

二、年代断限：上限不拘，下限1991年。

三、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简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

四、本志人称直书姓名、不称职务、先生、女士、小姐。

五、本志采用公元纪年，数字、数据和年月日，用阿拉伯数

字，其余使用汉字。

六、使用文字除少数地方引用原资料文体外，其余都用现代

语文体。

七、本志记述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贡献，也包括港澳同

胞。

八、人志人物。在世者人与事结合，不在世者用传略。人物

排列先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后归侨、侨眷、港澳同胞眷属和

生卒年月为序。

九、资料来源。赣州地区档案馆、赣州地区和各县(市)侨

办、侨联和国内外、港澳台有关报刊保存、提供的有关文件、资

料，其次是信访，座谈和社会调查搜集的情况。也有文人贤达所

提供的书、信、稿件、卡片和照片等。书中所引用史料，概不注

明出处。

十、地区管辖范围：以1990年为准，含赣州市和赣县、南

康、上犹、崇义、大余、信丰、安远、龙南、全南、定南、兴

国、于都、瑞金、会昌、寻乌、宁都、石城县等1市17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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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赣州地区位于江西省的南部，赣江的上游，简称“赣南”。全

境东、南、西三面与闽、粤、湘为邻，北边与本省吉安、抚州两

地区接壤。它是江西省最大的行政区，纵距295公里，横距219

公里，面积39379．64平方公里。现辖1市、17县，356个乡

镇。全区属于山区丘陵地带，概貌可谓“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

道路和庄园”。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资源丰富，素

有“世界钨都”之称，今有“稀土王国”之誉，是全国重点建设的

18个林区之一和全省木材主要产地之一。可谓“物华天宝，人杰

地灵”。

赣南，这块锦秀山川，富饶土地滋育着7 10万勤劳聪慧的人

民，吸引着古今中外多少名贤重臣、文才武将、学者专家、作家

诗人、华侨先辈、革命志士，创造了不朽业绩。1926年，华侨

世家、革命先辈宋庆龄、何香凝等为支援北伐战争而奔波，从广

州，经大余、赣州，抵达南昌。1929—1934年，毛泽东、朱

德、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陈毅、彭德怀、叶剑英、邓小平

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由井岗山到赣南从事革命活动，足迹遍

及赣南的山山水水，创建了永垂史册的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

根据地，造就了一大批抗日救亡、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才。毛泽东

在此留下了《清平乐会昌》等6篇伟大光辉的革命史诗。1935

年，世称“万金油大王”的爱国华侨胡文虎捐资在赣县、宁都办

学。蒋经国于1939年6月一1945年2月在这里任过六年的专

员。1940年和1950年，被誉为“华侨领袖，民族光辉”的陈嘉庚

两次莅临赣南，给他留下了欢快的记忆。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

新西兰友好人士路易·艾黎在赣州创办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东南区
、

· l‘



办事处，发展工业，支援抗日战争。美藉华人，诺贝尔奖获得

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教授李政道在赣南联合中学完成全

部课业后，升人西南联大学习。美国第一个进入太空、在太空船

上进行科学实验的美藉华人王赣骏博士，祖藉江苏，出生赣州，

少儿时代生活在这里，受完小学教育课程。现在美国洛杉矶某大

学任教授，并兼研究所长，写了不少著作，1980年列人了《西

欧北美名人录》的刘义棠，是兴国县人，由台赴美留学，取得博

士学位。196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由井岗山赴赣

州、瑞金，在八境台留诗：“直下桐木岭，驱车人赣州，双流章贡

合，八境石花收；矿有钨砂著，材多樟树虬，今年又丰产，欢乐

偏山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屈吉坚赞大lil!ll

红色故都瑞金视察工作。

1965年，现代诗人、作家、戏剧家、历史学家，全国人大

副委员长郭沫若来赣州。《登赣州城内八境台》诗云：“三江El夜

流，八境岁华道。广厦云间列，长桥水上浮。林材冠赣省，钨产

甲神州。一步竿头进，力争最上游。”改革开放以来，前中共中央

总书记胡耀邦和国务院总理李鹏曾到赣州视察工作，留下了对工

作的宝贵指示。

赣南，远在秦汉时期就是中央政权统一南疆的通道，唐朝开

元四(公元716)年开辟“梅岭驿道”后，成为我国南北经济、文

化交流和对外贸易的交通要道，形成“五岭之要会，闽粤之咽

喉”。宋、明之际，各地商贾云集，贸易活动颇盛，农副土特产

品远销日本、朝鲜等国。如今的赣南又是江西经济体制改革试验

区。处在我国东南沿海深圳、珠海、油头、厦门等经济特区的腹

地，水陆空交通日趋方便。

赣南人出国成为华侨，最早自鸦片战争以后，十九世纪八、

九、十年代，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出国原因各不相同，

外出谋生者居多。他们离乡背井，历尽艰辛，途经粤闺或香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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