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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国是一个海外侨胞众多的国家，哪里有海水，哪里就有

华侨华人。长期以来，远渡重洋的华侨华人，在异国他乡谋求

生计、创基立业的过程中，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以自己的勤

劳、智慧，为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发挥了重

要作用。同时，华侨华人关心着祖(籍)国的强盛与进步，从

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诞生，从维护中国

主权完整、民族独立到改革开放、振兴中华，他们都以不同的

方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开展对华侨华人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积极

的现实意义。这不仅有利于让世人更多地了解华侨华人团结互

助、艰苦创业的奋斗史，有利于了解他们对居住国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的成就史，有利于了解他们为祖(籍)国革命、建设

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贡献史，有利于了解他们与当地人

民和睦相处、融入主流社会的发展史；而且更有利于我国总结

开展侨务工作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探索华侨华人生存发展的特

点与规律，了解华侨华人面临的困难与问题，从而为党和国家

制定侨务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提供参考和借鉴，更有针对性

地为华侨华人提供帮助和服务，以推进侨务工作的向前发展。

对华侨华人的研究，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就国外而言，

华侨华人问题作为一个与国际经济和政治发展相关的移民问题，

于20世纪初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兴趣和关注。特别是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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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华

侨华人与祖(籍)国的密切合作，形成了双赢的局面和相互的

联系，更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而成为热点研究的问题。就

国内而言，华侨华人的研究工作可追溯到20世纪初，但发展、

繁荣则是在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纪之交，中国

学术界对华侨华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个阶段体

现了四个特点：一是研究人员队伍的不断壮大，年轻一代专家

学者在继承的基础上崭露头焦，为研究带来兴旺的景象；二是

新的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学术交流更加频繁，相互协作更加密

切；三是学术研究成果显著，文章和著作数量繁多，研究水平

和质量显著提高；四是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冲破了传统观念的

束缚，更加注重现实侨情的研究，而且广泛涉及华侨华人政治、

经济、文化、教育、宗教、人口等领域，形成了多学科交叉、

综合性研究的趋势。

作为全国性的民间学术团体一中国华侨历史学会，自
1981年成立以来，在历任学会领导和历届侨联负责同志、侨界

前辈、专家学者的关心支持下，学会的各方面工作都有了很大

进展，不仅发挥了全国性侨史研究学术团体组织协调的龙头作

用，而且推进了地方历史学会工作的开展，尤其是在资料收集、

研究编撰、著书立说等方面，成绩显著、硕果累累，较好地发

挥了侨史研究“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作用。

21世纪以来，随着华侨华人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发挥

越来越大的作用，国内外学术界也越来越重视华侨华人的研究。

为适应这种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编辑出版《中

国华侨历史学会文库>，旨在为海内外华侨华人研究学者提供展

示研究成果的阵地和开展学术交流的平台。

采访老归侨，征集、出版老归侨口述历史是中国华侨华人

历史研究所三年前开展的一项重要规划，这项规划得到了中国



侨联领导的关心和支持。截至目前，已先后在山西、天津、广

西、海南、广东和福建等六省市区进行了采访。广东是我国第

一大侨乡，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众多，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所在广东省侨联推荐的基础上将44名归侨杰出代表作为采访对

象。《岭南侨彦报国志——广东归侨门述录》即是此次采访活动

的成果。这44名老归侨来自广东的不同阶层和行业，既有省

长、将军，也有一般干部；既有著名侨领，也有普通归侨；既

有国家公务员，也有民营企业家；既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劳动模范，也有普通教师⋯⋯他们在国外就追求进步事业，回

到国内则奋斗在不同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祖国

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青春、智慧和才能。

为此，我们特将广东归侨口述录作为《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文库

之十五》编辑出版。

在此，我衷心希望：《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文库》的问世，有

利于将华侨华人的研究从理论到实践，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从而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林咱；二
200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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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铿铿锵锵的华侨

——陈铿侨口述

被采访者简介：陈铿

侨．女，马来西亚归侨，

祖籍广东澄海，1937年

11月出生于马来亚霹雳

州恬保，1948年回国读

书。1959年考入华南工

学院，毕业后分配到阳江

糖厂工作．先后任技术

员、工程师、制炼车间主
陈铿侨在讲述往事

任殖斟厂长。1989年1月调任阳江市侨联第一届主席，同时兼

致公党阳江市委员会主委。1989--1999年．历任阳江市侨联第

一、二届主席，广东省侨联第五、六届常委，1989_2002年任

致套党阳江市委员会第一、二、三届主委，致公党广东省委员

舍第六、七届常委，1989--2002年，任阳江市政协副主席。

2004年8月退休。

采访时闻：2007年8月20日

采访地点：阳江市被采访者住所

采访者：张秀明 曾国浓许焕客陈水升陈·J，云

胡广

整理者：张秀明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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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37年11月出生于马来亚霹雳州怡保。祖籍广东省汕头

澄海。祖父很早就去新加坡做工，后来在新加坡过世。父亲在

安顺打工，给人做会计。叔叔管铺头。我们小时候住的那条街，

人口很杂，有海南人、福建人，还有印度人和当地的土著。

1948年5月，我祖母、母亲带姐姐铿华、弟弟铿麟和我回来读

书。我哥哥留在那边。那边虽然有华侨学校，但好多人读完书

后都不会写中国字，有些人讲中国话也讲不好。我叔叔就说，

你们三个都回去读书好了。让我们回来学中文，学习中华文化。

我父亲他们都是很爱国的，所以给我姐姐起名叫“铿华”，我是

“铿侨”。小时候听我母亲讲，“父亲给你们姐妹起名叫‘铿华’

‘铿侨’，就是要你们记得你们是华侨，希望你们做一个铿铿锵

锵的华侨”。

我们回到汕头老家，没多久老家就解放了。后来。我们就

在当地的学校读书，读小学、中学。读高中时，我做了两年半

少先队辅导员。1954年5月4日，我加入共青团。1959年我从

澄海第一中学高中毕业，考上了华南工学院化工二系制糖工学

专业。读了五年，1964年7月毕业。那时大学是五年制。读大

学期间，我当了四年系学生会副主席。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

阳江糖厂工作。刚开始在生产科做技术员，后来在制炼车间当

主任。1982年评上了工程师。1983年被提拔为副厂长，主管生

产。1984年被派出学习，在广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参加全国



第一期厂长经理统

考学习班．由于是

第一期．抓得很紧，

我们学习也很认真，

最后还有正规的考

试，还颁发了证书。

在“文革”期

间，我专心搞技术，

不参加任何派别。

当时我的工作很忙。

981年9月阵铿侨被评为工程师

每年11月到次年4月是榨蔗旺季，这段时间要全力投人这项工

作．不能耽搁。榨季过后．进行机器维修，搞1二艺改进，等等。

当时我管好几摊事情，在制炼车间、，￡产科等部门之问跑米跑

去，根本没有时l剐、也没有兴趣参与那些派别争斗。1983年下

半年当副厂长后，蛙初管财务、供销、行政，当时也币懂这些

业务，尽量学，边下边学。后来，一个部队转业于部接手了这

些工作，我就继续管生产，一直到1989年凋到市侨联。

1988年6月，市委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到侨联工作。剐开

始我不同意，因为当时正是榨蔗旺季，我走不扦。我是学制糖

的，对专业一直很有兴趣。我们的糖厂是有好儿千T人的大型

糖厂，每天能榨两干多吨甘蔗。所以我希挚能推迟调动。后来

他们同意了。肖时市委组织部要求我1989年1月份之前必须去

报到。我报到后，开始筹备成点致公党阳江市委员会和阳江市

侨联。1989年4月份，致公党阳江市第一厢委员会正式成立，

阳江市侨联第一次代表大会也顺利召开，我当选为致公党市委

E委和市侨联主席。

市委调我做致公党工作和侨联工作，町能是考虑到我的蚰

．晕铿铿锵锵的华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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鏊瑙题
1983年陈锂侨当选为广东省

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寰

侨身份。因为以前

我一直参加侨代

会。阳江归湛江管

的时候，我参加过

湛江的侨代会；阳

江归江门管后，我

也参加过两次江门

市的侨代会，并担

任江门市第一、二

届侨联委员。1988

年阳江建市前，我

还当过两届阳江县政掷副主席。1983年，我还被选为广东省第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阳江县改市之前．我是县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人大、政协开年会讨论时，我就两边跑。上午参加

人大的讨论会，下午参加政协的会。另外，在糖厂工作时，我

与叶工程师和苏工程师一起，进行工艺改革。在原有设备的基

础上，制成结晶好、颜色好的优质糖(原来我们厂生产的是一

级白砂糖)，出口了两千多吨优质糖，为阳江创汇。当时，这对

一个县级糖厂来说是很难得的。在阳江糖厂工作期间，我多次

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先进生产者”。1985年，我还获得广东

省、阳江县侨务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

筹备成立市侨联的时候．我没有什么经验，就找侨办和一

些老同志了解情况，寻求他们的帮助和支持。阳江建市之前．

侨办、侨联是合署办公的，建市后组织部才将两个部门分开，



这也是我要求的。当时统战部、侨办很支持我。有了他们的支

持，我才能在短短的4个月中完成筹备工作，完成了侨联的工

作报告。

第一届市侨联代表大会召开时，港澳同胞特别是香港同胞

来了很多。之前由于进出境不方便，他们来的比较少。从1989

年到1999年，我连续两届担任市侨联主席。市委、市政府和各

方面都很支持我们的工作。在编制上，给了不少名额；在人员

调动上，也给予不少支持。比如，我建议从农场调一个归侨来

当副主席，就得到了采纳。

在这十年间，我们市侨联配合当地党和政府的工作部署，

在参政议政、维护侨益、为侨服务、宣传联谊和为经济建设服

务等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比如，我们针对城镇房屋拆迁中侨房业主的权益受到侵犯

的情况和华侨农场体制改革等问题提出议案，得到市领导和有

关部门的重视和不同程度的解决，得到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

称赞。我们把信访工作作为为侨服务的重要工作来抓，在落实

归侨工龄工资政策、侨房政策、出国探亲定居以及帮助侨胞寻

找亲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我们也积极开展对外宣传和联络

工作。如在春节、清明等传统节日期间，利用海外侨胞和港澳

同胞回乡探亲、扫墓和旅游观光的有利时机，向海外乡亲宣传

党和政府的侨务政策和投资优惠政策，并组织引导他们到各地

参观考察。还通过向海外乡亲寄送贺年卡、贺年信和乡刊乡讯

等形式，让他们了解党的政策和家乡的变化。

我们市侨联每年春节都到岗美华侨农场慰问老归侨，并分

发慰问金给敬老院的孤寡老人和贫困户。1996年初，天气寒冷，

我们及时送了30多床“拉舍尔”防寒毛毯给敬老院的孤寡老

人；1997年也送了30多件大衣给他们，这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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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国志

大归侨的关怀，使他们愉快地欢度新春佳节。岗美华侨农场与我

们的关系很密切。这个农场的归侨来自印度尼西亚、越南等13个

国家和地区，有5000多人。1997年6月，我们市侨联和岗美华侨

农场组织了一次大型的迎接香港回归晚会。我们也去慰问各区、

县的老归侨。比如，你们这次采访的老归侨张英林，我就去慰问

过两次。原来我工作的糖厂有一个马来西亚老归侨，原是供销科

长，他在马来西亚时参加过革命活动被驱逐出境。跟我是邻居，

我经常去看望他。他的80岁生日是我帮他筹办的。过完80岁生

日后，他回到了马来西亚定居，两年后去世。1993年，我到马来

西亚访问时，他的家人都邀请我到他们家作客。

我们市侨联还与市委、市政府协调，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

尽量帮助解决归侨侨眷的实际问题，特别是他们子女的就业问

题。比如，我与阳春县有关部门协调，将一位老归侨的儿子安

排在电厂工作；还帮市三中一位老归侨的子女由临时工转为正

式工；还帮助安排两个归侨子女到电信局工作等，解决了他们

的实际困难。他们都对我表示感谢，但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他们

的礼品，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

在积极开展“三引进”、为经济建设服务方面，市侨联也做

了不少工作。我们与市委统战部和侨办一起，赴港澳地区进行

联谊，动员他们回来投资。他们回来投资遇到问题找我，我都

会尽量帮他们解决。市侨联第二届委员会期间，协助引进多宗

项目，资金达4000多万元。同时我们也协助海外侨胞和港澳同

胞在家乡兴办公益事业。比如，香港的梁在鸾先生一次就为家

乡捐赠38万元。当时他全家人都回来了，是我陪他回家乡的。

他的家乡是老革命根据地。他的父亲也很爱家乡，为家乡捐建

过图书馆。还有黄文石先生多次为家乡捐赠，前后共捐赠200

多万元。从1989年到1999年，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捐赠阳江公

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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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陈铿侨(左一】与姐姐陈铿华重返马来西亚怡保探亲时留影

益事业达3000多万元。

我在职时也注重开展对外联谊工作。1993年我随省侨联组

织的访问团出访新马泰，拜会了三地的不少侨用。2002年，随

阳江市女领导于部访问用出访过澳大利亚。

从1999年起，我任市侨联名誉主席。2004年8月退休。退

休前，除了市侨联主席外，我一直足市政协副主席兼三胞委主

任，我也是市三届致公党主委，三次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中国致

公党党代会；我还是第四次全国归国华侨代表大会代表、第五

次全国!I={{侨侨眷代表大会代表。

回顾走过的路，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做仆么事都认认真真：

以前在糖厂，奖励很简单，就是发一张奖状．奖品都是水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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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侨彦Q国志

； 类的。后来我有机会评“高工”，但我没有去评，因为当时市委

； 已准备调我出来。我考虑到自己转行了，再评“高工”也没有

! 什么用处。

； 我姐姐陈铿华和我一起回国。她从师范学院毕业后。一直

； 在澄海一中教书。她多次被评为。广东省先进归侨教师”“全国

! 优秀班主任”和“广东省劳动模范”。她是省人大第六、七届代

l 表。我们俩姐妹回国后都很认真工作。听党的话，所以没有受

{ 到什么挫折。高中时，我们俩姐妹常被邀请参加党员的活动，

! 比如晚会、讲座之类，参加听党课，但我们都没有加入中国共

} 产党。我们觉得听党的话，认真搞专业、搞教学就行了。和我

； 们一起回来的弟弟也没有入党，他在澄海邮电总局工作，也已

： 经退休。
：

： 我父亲后来在马来西亚怡保过世，现在哥哥仍然在马来西

亚。他的六个儿女除了一个留在身边外，其余的都在国外。我

还有堂哥堂妹在马来西亚，也有堂弟堂妹在英国、美国、新西

兰等地。他们有好几个回来过。哥哥也曾从马来西亚回来探亲。

现在，国内和马来西亚的生活水平差不多，在马来西亚的亲属

都做小生意。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我各去过两次。我们相互之间

经常来往。



回首人生苦与乐

——陈俊彝口述

被采访者简介：陈俊

牟，男，越南归侨，祖籍

广东潮安．1933年出生在

广东省潮安县，1936年随

母去越南，1947年回国，

就读潮蚤县立中学，1950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3年转业．1954年加八

中国共产党。曾任广东省

潮州市委办套室调研蛆长， 2007年8月．陈俊舞在潮州接受采访

潮州市工业局副局长．潮

安县戏剧院副院长兼文工团团长，潮安县文化馆馆长．潮州市

文化局副局长，1993年退休。

采访时间：2007年8月20日

采访地点：潮州市潮剧团学员培训班接待室(潮州市李厝祠)

采访者：巫秋玉牵章鸭彝印伟 王德强 陈鸿涌

整理者：巫秋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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