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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简介

佛山市是我国著名的侨乡之一。她毗邻港澳，濒临

南海，与南洋群岛相近，华侨众多，侨乡广阔。

本志详今略古地记述了佛山市从元朝至今七百多年

来，华侨与侨乡的历史与现状。志中热情地赞扬了华侨

在发展侨届国的经济事业及自己事业的同时，对祖国的

革命和建设事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客观地记录了佛山

市建国以来，在贯彻党的侨务政策及开展侨务工作的情

．况，并对老一辈侨务工作者辛勤工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III

给予了肯定。

本志起到了“存史．资冶，教化”的作用。它将激

发广大海外赤子热爱祖国故土之情，为今后进一步做好

侨务工作提供了借鉴。



△l硐旧年5月2日．用臆束总理．廖承志副

主任接见佛山市旅越南华啻}回置观光团

团长冼亦唐‘前右='一行

△佛山华侨人厦



△佛山市侨务办公$铆廿人台影

雄钰(左二二)，jrl主任：邝崔忠‘{

蜒惠初(右r一)．吴英杰(左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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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在佛山施官酒店会址#目华人报

人公盏基金会主席陈世肾(前左=)等

(1988奄Z)

b 1987年：10月12日．佛山市铆导人叶答(前

右一)，卢瑞华(前左一)．钟光超(后台四)

在佛山市旋宫酒店会址甍糖华人．甍圆国

会女济顾问．美国凳岛国际大使余丽云女
-k：

》佛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欧阳墩在澳门团
都会上致词(1988，2)

同囊冒华人I商再人i-参观佛山祖庙

(i98B年)









组 长邝豪忠

顾 问黄任华

主 笔张沃祺

编写人员 张沃祺黄任华 胡德文

仇佐泉刘燕燕



华侨是侨居国外具有中国国籍的中国人，是祖国

大家庭的成员，同属炎黄子孙，有“海外赤子骨之称。

提起华侨，有些人会想到是发了大财的巨商大

贡，把华侨与资本家画上等号。在“文化大革命”期

间，某些人甚至把有“海外关系厅的人看作间谍，特务

嫌疑，加以鄙视。打倒“四人帮开之后，由于党中央英．

行拨乱反正，这些诬蔑华侨的不实之词才得以澄清。

但直到今天，少数人对华侨还有些隔膜，对华侨的真

实情况还不大清楚。因此，有必要较详细介绍华侨的

情况，宣传侨务政策，使广大群众都知道，华侨大部

分都是劳动人民，至今仍以小康之家为多，有的在海

外仅能糊口而已，即使是那些在华侨中为数很少的腰

缠万贯的侨商，他们许多人的祖辈也有一部令人声泪

俱下的创业史。他们离乡背井，辞妻别子，远渡重

洋，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里谋生，从事奴隶般的劳

动，克勤克俭，艰苦创业。他们虽然身在异邦，仍然

关心祖国的安危蛊表，关怀乡亲父老的生活。当国家

与民族处在危急关头，他们不但解囊捐献，为国殉

难，还回国奔赴前线杀敌，为国捐躯。孙中山先生称

赞“华侨乃革命之母骨。。因此，华侨的历史是一部血泪

史、创业史，爱国史和侨居国人民的友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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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是我国著名的侨乡之一。她毗邻港澳，濒

临南海，与南洋群岛相近，华侨众多与侨乡广阔是·

个突出特点，一种特有的优势。华侨、港澳同胞有热

爱祖国和家乡的优良传统，是促进“四化骨建设和祖国

统一的一支重要力量。

编修《佛山市华侨志》，旨在起到“存史、资治、

教化"的作用。它记述我市华侨、侨乡的历史和现

状。向广大干部、群众和海外人士介绍我市华侨如何

冒着千难万险而飘洋过海的，如何艰苦奋斗发展侨居

国的经济事业以及自己的事业的I如何对祖国的革命

和建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如何关怀和支持乡梓建

设，为侨乡人民谋福利的I我市如何贯彻侨务政策，

开展侨务工作的。希冀本志的出版，有助于对广大群

众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艰苦奋斗教育，以便正

确认识海外赤子的形象，进一步做好侨务工作，激发

广大海外人士热爱祖国故土的民族感情。与此同时，

本甚的编写和出版，也是为了记述老一辈侨务工作者

辛勤工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我愿意和希望现在和今

后从事侨务工作的人士能从中吸取精华，为充分发挥

挤乡的优势，为祖国“四化’建设和家乡繁荣作出更大
． ；

的贡献1
． ．．．． 一



《佛山市华侨志》承蒙市委、市政府领导与各界人

士的支持、帮助，以及编写人员的辛勤笔耕，现在终

于付梓面世了，在此谨书数言以为序。

谭 锡

1989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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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志的编写范围。佛山市于1983年6月实行

地，市合并，所辖范围包括两个区(城区，石湾区)，

五县市(中山、南海、顺德，三水、高明)等(以下简

称为“佛山市含县嚣)。由于所属各县，市均各自编写

本地的华侨志，所以本志的编写范围以佛山市的城

区、石湾区两个区(以下简称为“佛山市区骨)的华侨情

况为主，也含有港澳同胞的情况。因有些港澳知名人

士与海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对祖国的投资与捐

献，往往又和华侨的投资与捐献统计在一起，不易分

开，所以对港澳知名人士的简介以及他们对家乡所作

的贡献等则在行文中与华侨一并记述。

4．因佛山华侨的祖籍多为南海、顺德及邻近县

市，而且佛山又历来属南海县的一个乡(镇)，建国后始

成为省辖市。过去即使居住在城区，石湾区的人，也



是填报“南海’’籍贯的，现在要将这部分人划出来，只

能以他们或他们的先辈长期落籍佛山，就作为“佛山

华侨骨。有些华侨及港澳同胞虽非佛山人，但他们与

佛山有特殊感情，对佛山的建设作出较大贡献的，我

们也恭述一笔。

5．历史纪年。清以前的原则上用帝王名号(附注

公元纪年)，清以后的用公元纪年。尚未确定其确切

年份的，根据调查研究结果用朝代或年代。

6．本志个别地方，如有关侨务机构、人员任免以

及历届侨代会换届的起止时间，由于历史的原因，无

法确定，只好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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