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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遵循实事求是的

原则，全面、系统地记述金湾区海外华侨、华人、归侨、侨

眷和金湾区侨务活动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始自明朝，．下限止于2004年。

三、本志记述中的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华

人(也称外籍华人)是指已加入居住国国籍的华侨。归侨是

指回国定居的华侨。侨眷是指华侨、归侨在国内的眷属。

四、凡在金湾区学习、工作、定居而后出国的华侨、港

澳同胞及其在金湾区眷属、金湾区海外华人等人士的历史和

现状，本志均予以记述。

五、本志分七章。横排门类，纵述史实。本志纪年，民

国以前及民国采用朝代年号加注公元纪年。金湾区解放后采

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以志、记、述为主，附以照片。

七、本志在世人物以事系人，记入有关章节。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历史文献、图书和报刊，以

及采访健在的华侨、华人，根据他们的口述，加以整理。



器{坠
日U 舌

．金湾区是珠海市移居海外入口较多的侨乡之一，拥有三

灶镇等全市著名的侨乡，侨乡中有些村镇的人口和其海外人

口是对等的。因此，做好“侨”字文章是我们各级侨办义不

容辞的责任。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金湾区的华侨华人的

历史调查清楚，记录下来。我们这一想法，在不经意中传了

出去，立刻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海内外华侨华人的普遍欢迎

和赞誉。这大大地鼓舞我们进一步写好金湾区侨史，推动金

湾区侨史研究向纵深方面发展的积极性。因此，我们组织有

关人员深入到香港、澳门，走访了许多三灶籍的老华侨和老

华人，认真地聆听他们对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回忆和描述，

做了大量的笔记，拍了不少的照片，我们务求真实地反映金

湾区华侨华人的经历及其特点。这就是我们策划本书的动机。

．金湾区在历史上曾掀起过多次海外移民潮，华侨华人的

祖辈穷则思变，困而思迁，漂洋过海，艰苦谋生，奋发图强，

节衣缩食，赡养父母，抚育妻儿，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同时，在各侨居国，金湾区的华侨华人饱受遭歧视、被

排斥的屈辱和痛苦，至盼祖国强盛，积极支援家乡和祖国的

革命和建设，他们投身于推翻封建王朝的辛亥革命、抗日、



反法西斯毖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为国捐躯，以大智大勇、义

无反顾的英雄行为和气概，谱写了光耀千秋的历史篇章，其

中许多具体生动的故事催人泪下，促人奋进。二战以后，有

些海外侨胞定居异邦。由于政治环境的改善，受教育程度的

提高，金湾区的华侨华人的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他们有

的入积极参政议政，成为政府官员；有的入积极钻研学术技

艺，成为著名学者和艺术家；有的人积极从商或兴办实业，

成为当地知名的大富豪。他们对居住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

会发展作出了贡献，对祖国和家乡的建设给予了大力支持。

我们不能忘记他们，而要把他们的无私的奉献，崇高的品格，

纯洁的乡情，记录下来，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

了解他们，让他们优良的传统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去。

本书的结构体例力图用“史”的笔法来架构，但祖祖辈

辈的金湾区的华侨华人是在不同时期，由不同的诱因和推力

作用走上出洋的道路的；出洋后又散落在不同的国度、不同

的地区；这些地区和国度分别处于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

它们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差异，人的生存环境的不同。

因此，金湾区华侨华人的经历千差万别，很难以某某历史大

事来结构章节，单纯的“史笔”就不容易奏效成书了。只好

大体以时序为经、事类和人物为纬来组织材料，相信读者定

能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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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金湾区是珠海市著名的侨乡之一。下辖三灶、南水、平

沙、红旗四个镇。

金湾区有海外华侨、华人3495人，港澳台同胞9427人，

新老归侨7661人，侨眷12362人，港澳台同胞眷属5374人．

华侨、华人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荷兰、澳洲、新西兰

等。2004年，全区人12达19万，其中户籍人12 11．34万，其

余均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流动人12。

据史料记载，金湾区人出外谋生可追溯至光绪七年。

1881年，三灶人在香港成立了香港安澜轩三灶同乡会，会员

达800多人，大部分都是来往世界各地的船员，后不少船员

到了美国、加拿大、荷兰等地。1840年鸦片战争后，为了开

发北美、南美、大洋洲，西方殖民主义者大肆掠夺贩卖中国

廉价的劳动力，清光绪年间，与三灶一水之隔的澳门曾经是

一个贩卖华工的集散点，大批的华工从这里被贩运到世界各

地。在这期间，大约有500多名三灶同胞被这种形式贩卖出

去。在外彷徨无助的生活环境，使许多乡亲们渴望有一个

“家”，于是在1895年，美国的三灶侨胞，又分别在美国纽

约成立了“三灶公房”和“三藩市仪英工商会”，会员有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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