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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主席亲切会见华侨戴新民先生．

国光中学校园一角(国光中学供稿)．



△1965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亲切会见李光前先生(左四)

李引桐先生(右三)一行。

陈水俊先生捐建的南安师范大礼堂及教学院(南师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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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历尽磨炼，仍情系桑梓；饱经沧桑。更心存故土，这就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可亲可敬的华侨情怀。她根植“唐山”，

叶茂五洲，果结四海，在一代一代人的±盘．育下，已经长成参

天大树，以骄人的风姿，屹立于亚非拉美，向世人高扬着中

华民族的旗帜，诠释着中华民族的美德，昭示着中华民族的

骄傲。华侨真正是中华民族一笔无可比拟的宝贵财富!

南安有众多的华侨，她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对外交往久

盛不衰．九日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祈风石刻记载着海

交史上灿烂的篇章。在旧社会，国家积弱，列强欺凌，加上

天灾人祸的逼迫，南安的先人们背乡离井，或寓居、或旅

居、或流寓异国他邦，其历史之悠久，为数之众多，足迹遍

及世界30多个国家，在海外华侨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席位。

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一代的南安乡亲继续开拓海外事业，新

移民如雨后舂笋，在各处的领域中崭露头角。这就使南安自

然而然成为当今全国著名的侨乡之一。

南安华侨如同海外数千万华侨一样，他们发扬中华民族

勤劳勇敢、艰苦创业的传统，在侨居国的民族大家庭中生养

发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和居住地的人民一起，披

荆斩棘，胼手胝足，和睦相处，共同创造幸福生活。在东南

亚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烽火遍地

而起，他们与居住地人民肝胆相照，同仇敌忾，并肩共御外

侮，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许许多多的壮丽诗篇．涌现了许许

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历史为他们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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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其侨居的国家独立之后，南安的华侨继续为当地的经济繁

荣和社会事业的进步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不少华侨加入居

住国国籍后，不仅致力于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同时也积

极为促进居住国同中国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发

挥巨大的作用。

华侨、华人身在海外，心系故土，他们时刻不忘“唐

山”的山山水水，他们对故国家园有着永远的情结。当他们

又一次踏上“唐山”的土地，不禁沉浸予地缘情缘和血缘之

中。他们或捐资、或投资、或为两地的交往牵线搭桥，为祖

籍地的进一步繁荣富强，倾注了满腔心血，敬献着赤子忠

心。

南安侨联、侨务办、市志办等组织编写<南安华侨志)，

做了大量工作，这部志书记述的历史年代跨度大。编纂的要

求高，它体例完备、资料翔实、内涵丰富，具有时代特点和

地方特色。是一部价值较高的华侨志书。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欣逢南安举办’98世界

南安同乡联谊会，<南安华侨志>得以在此盛会期间发行，

它将为促进海内外南安人的交往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凝聚

海内外社会力量，再铸南安新辉煌作出贡献。

一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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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ga安华侨志>的编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反映本市华侨的历史与现状，力

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统一。

二、本志根据新方志有关原则，详今略古，全书7章，

章下分节、目。

三、本志下限至1996年12月，部分资料至1997年。志

中使用“目前”、“现在”字样者，概指1995—1996年问。
四、本志历代纪年沿用原年号，并用括号加注相应的公

元纪年。

五、本志公元纪年、月份、日期和统计数字统一使用阿

拉伯数字，计量单位名称、符号按国务院有关规定使用。

六、本志人物传循“生不立传”原则，排列以卒年为

序。在世人物的重要事迹按“以事系人”的原则在有关章节

记述。限于资料，古地名未能全部注明今地名。

七、本志记述的事迹，有些入难以述其国籍，则概称之

为“侨亲”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不在本志记述范围，

但志中有些统计数字的原件统计时未对华侨港澳同胞分开统

计，引用时仍予保留。文中“南安籍”意为“祖籍”。

八、本志史料来源广泛，文中不一一加注，仅在志书之

末附录主要参考资料书目。以省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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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全国著名侨乡——南安市，位于福建东南沿海，与台

湾、金门隔海相望，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海滨邹

鲁，是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故乡。目前，全市面积2036平方

公里，人口146万人，归侨、侨眷74．8万人，海外华侨、

华人142．89万人。近年来该市连续获得全省“十强”县

(市)称号，并跻身全国“酉强”行列，成为闽南地区一颗

璀灿夺目的明珠。

(一)

南安人曾创下了辉煌灿烂的历史。公元260年(三国吴

永安三年)建县，初名为东安县。西晋太康三年改名晋安

县，南北朝先后更名晋平县、梁安县。梁天监中设南安郡，

辖兴化、泉州、龙溪，“南安”之名由此始。后经多次变迁，

自唐懿宗咸通中。南安辖地基本保持至今。南安历史上曾一

度是闽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丰州金鸡古港是著名的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南安的对外开放史上写下光辉

的一页，它也是宋元时期泉州对外通商的主要港口。1993

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南安撤县设市，全市现辖20个镇，

2个乡。

由于经商谋生和宗亲等关系，南安人早在汉魏时期就有

出国旅居，而较多的是在唐代，他们远涉重洋，旅居海外，

足迹遍布东南亚、美洲、澳洲以及西欧诸国。据1993年戡

版的<南安县志>记载，龙朔元年(公元661)，旅居菲律

宾的南安人郑国希卒，葬于菲律宾礼智省马亚辛，为史载福

·--一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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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最早出洋唐人。早期出国的以劳动者为多，他们从事农垦

业、手工业或小商贩。以谋生为主要目的。明洪武25年

(1392)，南安人蔡崇奉敕到中山(今琉球)任翻译，后留居

中山。成为琉球蔡氏始祖，扩大了大陆与海外的文化交流。

据1997年侨情普查表明，南安旅外侨胞主要分布地区

是：马来西亚43万人，新加坡20万人，印尼33万人，菲

律宾30万人，缅甸6．2万人，泰国4．1万人，越南、日

本、朝鲜、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瑞士、

西班牙、丹麦等国家和地区6．59万人。

(二)

南安人在国外定居以后，为侨居地的经济开发作出不可

磨灭的贡献，大力促进侨居地的农垦、矿山、种植、商品流

通等行业的发展，推进了社会的进步。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南安

华侨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实业家，成为当地经济建设的佼佼

者。较早著名者有巨富黄奕住、蔡浅、林路等人。随之有誉

满海内外的粱后宙，组织领导开垦林厝港800英亩荒地，经

过几十年的辛勤开垦和建设，把林厝港开辟成为拥有lO万

入口的繁荣新区，粱也成为新加坡知名企业家。被誉为“橡

胶大王”的李光前，1928年创办南益橡胶种植有限公司，

经营不断扩大，还先后参与创办华侨银行和华商银行，成为

商界巨子。不少华侨、华人涉足金融、证券、科技，开拓新

的领域。1985年，旅美王哲铮博士当选为美国“科技先驱

人物”，同时载人<世界科技界领先名人录)。

华侨华人在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重视文化事业，促进中

外的文化交流。1914年，南安华侨在新加坡假凤山寺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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