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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侨和外籍华人

李合敏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对外交往历史的文 明古国
,

古代就有人侨居国外
。

在漫长的

历 史 发 展中
,

逐渐形成为世界上侨民最多的国家
。

由于长期的人口 自然增长和人为的

跨国迁移
,

特别是在大部分人加入 了侨居国国籍后
,

数字统计工作更加 困难
。

因此
,

关

于近年世界上究竟有多少华侨华裔
,

国内外向无精确统计
,

只能根据有关部门或人士的

估计作为参考
。

近年较通常的说法是 3。。 o万左右①
,

其分布遍及世界各地
。

长期以来
,

海外华侨不仅拼手脉足
,

与侨居国人民友好相处
,

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
,

而且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的使者
,

为中外经济
、

文化交流写下了令人

难忘的篇章
。

尤为可贵的是
,

作为炎黄子孙
,

海外华侨始终不忘赤子之情
,

始终系念着

祖国
,

无论是在推翻帝
、

官
、

封三座大山的战争年代
,

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

都为

祖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

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

本文根据既有资料
,

对华侨的艰 辛

历程和光辉业绩及其分布作一概略论述
。

反对佛 鬼是范哗精神生活的需要
。

但另一方面
,

范哗的欲 壑难填
,

当他的某种欲望在生

时难以满足时
,

他又寄希望于灵魂不死
,

这就是他大叫
“ 当相讼于地下” 、 “

若有灵
,

自当相报
” ( 《 宋书

·

范哗传 》 ) 的原因
。

另外
,

象范哗这种人
,

即便是 明白了一些真

理
,

也难以坚持到底
。

卖论求利
,

对范哗来说 ; 并非一件难事
。

总之
,

一个唯利是图
、

品格低下的人不可能会有一个坚定 钩信念
。

这是造成范哗思想矛盾的另一个原因
。

第三
,

范哗毕竞是一个史学家
,

而不是哲学家
,

这使他不可能对一些哲学问题进行

深入的探讨
,

以便作出一致的 回答
。

在我国古代
,

不少的思想家在回答一些哲 学 问 题

时
,

尚陷入 自相矛盾之中
,

因此
,

范哗在哲学思想方面出现矛盾就不足为奇了
。

第四
,

范哗编著 《 后汉书 》 组
`

态度相对来说不如班马严肃
。 《 宋 书

·

范 哗 传 》 记

载
: “ 元嘉九年冬

,

彭城太妃莞
,

将葬
,

… … 哗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宿广渊 许
,

夜 中 酣

饮
,

开北储听挽歌为乐
。

义康大怒
,

左迁哗宣城太守
。

不得志
,

乃删众家 《 后汉书 》 为

一家之作
。 ” 删编 《 后汉书 》 不是素愿

,

而是为了一时的排遣郁闷
、

消磨时光
,

加土他

本人
“ 常耻作文士

” ( 《 狱中
一

与诸甥侄书 》 )
,

因此他写史的态度不 仅与司马迁的
“
欲

以究天人之际
,

通古今之变
”

( 司马迁 《 报任安书 》 ) 的创作目的无法相比
,

即使同班

固此 “ 潜精研 患
”
二十余年的写作态度也难同 日而语

。

以这样的态度去
“ 侧众家 《 后汉

书 》 为一家之作
” ,

难免露出拼凑 的 痕 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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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居民移居海外
,

历史非常久远
,

可以追溯到商
、

周
、

秦
、

汉
,

特别是 自唐朝以

后
,

人数渐渐增多
。

这一历史事实从华侨的称呼也可看出
。 “

华侨
”
一词的使用是在清

末
。

1 9 0 4年 ( 光绪三十年 )
,

清朝外务部在一份奏请于海外设立领事的折子里说
,

设领
“ 经费支出无多

,

在华侨受益什大
” ②

。

而在此以前
,

所用的称 呼 是
“
唐 人”

、 “
华

人
” 、

,’ J 匕人 ” 、 “
华民

” 、 “
中华人

” 、 “
华工

” 、 “ 商董” 等
,

华侨自称 则 常 用
“
唐人

” 。

直至今天
,

不少地方的华侨仍有
“
唐山

” 、 “
唐 人

” 、 “
唐 文

” 、 “
唐 人

街
” 的说法

。

这一方面说明唐代国强势盛
,

声誉远及海外
,

影响延至今日
,
另一方面也

说明唐代对外交往发达
,

向海外移民人数较多
。

所以
,

一般认为中国人侨居国外的历史

巳经有 1 0 0 0多年
。

中国人移居海外
,

历尽艰辛
,

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有本质的不 同
。

唐 宋 至

今
,

华侨出国及其在海外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③
。

从唐宋至明朝中后期的海禁开

放
,

是华侨开始大量出现和广泛分布时期
,

华侨人数约有 10 余万
,

大多居住在今日东南

亚地区的印尼
、

新加坡
、

马来西亚
、

越 南
、

泰国
、

菲律宾等地的东西交通贸易中心
。

从

明朝 中后期海禁开放至鸦片战争爆发前
,

是华侨出国大量增加和华侨经济逐 步 确 立时

期
,

华侨人数增加至 1 00 万 以上
。

但总的来看
,

其分布仍然囿于亚洲
。

从鸦片战争至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前
,

是华侨人数剧增
,

形成华侨遍布全世界的格局的时期
。

第二次世

界大战前
,

海外华侨已经达到 I O n 。万左右
,

其活动范围也从亚洲扩大到全世界
。

从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
,

是海外华侨社会经济
、

政治地位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
。

在上述

几个阶段 中
,

尤 以第三阶段最为重要
,

是华侨急剧增加并形成现有规模的阶段
。

这种情

况的产生
,

是由当时特有的社会历史背景所决定的
。

对于中国人旅居海外
,

从唐宋 以来的历代封建政府多持苛刻态度
,

出海前 力 加 禁

止
,

出海后便斥之为
“
化外之民

” 。

到了清代
, “ 闭关锁国

”
成为国策

。

华侨由于接触

西方文化较多
,

亦被视为
“ 洪水猛兽

” ,

唯恐其影响在国内散布开来
,

危及他们昏庸腐

朽的统治
,

所以清廷的海禁政策更为严厉
。 《 大清律例 》 规定

: “
凡 国人在蕃 托 故 不

归
,

复偷漏私回者
,

一经拿获
,

即行正法
。 ” 此外

,

中国人历来安土重迁
,

从不轻易离

乡远行
。

受此种种限制
,

清代早
、

中期以前
,

对海外移民数量不多
,

少数违禁出走海外

的也主要是前往 南洋地区
。

进入十九世纪
,

国内人口 增长迅速
,

耕地 日显不足
,

不少人迫于生计
,

只得 冒险出

国
。

据记载
: “ 闽

、

粤之轻生往海外老
,

冒风涛
、

蹈覆溺而不顾
,

良由生齿日繁
,

地狭民

稠
,

故无室无家之人
,

一往海外
,

鲜回家者
。 ” 、

④特别是鸦片战争 以后
,

西方殖民者依

仗
“ 船坚炮利

” ,

摧毁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藩篱
,

中国开始沦为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
,

几千年来自给 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
,

大批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破产
,

百业凋敝
,

民

不聊生
。

为了逃避帝国主义
、

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
,

中国东南沿海许多破产的贫

苦农 民和城市小手工业者不得不 冒着生命危险
,

背井离乡
,

远渡重洋
,

到异国谋生
。

国

内频繁的政治动乱
,

也使一些人接踵逃亡海外
。

二十世纪初到抗 日战争前夕
,

由于军 阀

连年混战
, .

内忧外患
,

进一步迫使夭批劳动人民出国谋生
。

据估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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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 的迫害
,

仅逃往新加坡的人就有 36 万之多
。

达7 8。万⑤
。

,

` 、 一方面
,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尤其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

19 3 5年
, 4

华侨人数已

西方殖民者 在 东 南

亚
、

美洲
、

非洲和大洋洲的殖民地开采矿产
,

经营种植园
,

修建城市
、

码头
、

港 口
、

铁路

等
,

迫切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
。

在贩卖
“ 黑奴

”
被禁止以后

,

吃苦耐劳
,

工资低廉的华

工便成为他们掠夺的主要对象
。

清政府屈服于西方列强的压力
,

允许西方殖民者在 中国

任意招募华工
。

于是
, “
契约华工

” 在一个时期内成了中国人移居海外的重要成分
。

所谓
“ 契约华工

” ,

是指中国劳动人 民
“
应募

” 到海外出卖劳动力
,

与外国资本家

或其代理人订立契约
,

成为失去人身 自由的苦力
,

实际上是变相的奴隶
。

他 们 被当 作
“ 猪仔

”
贩卖

,

当时仅在澳门一处专为贩运
“ 猪仔 ” 、

牟取暴利的
“ 猪仔 馆 ” 就 有 3 00

多家⑥
。

他们被打上烙印
,

装上苦力船
,

从中国运往世界各地
。

当时
,

从澳门航行到美

国加州要 75 一一 1 00 天
,

到古巴要 5 个月左右
。

在这漫长的航程中
,

华工在船主和武袋人

员的押运下
, “

栖身于船舱底部的箱子和绳缆之间
” , “ 几乎不见天日

” ⑦
,

受尽病
、

饿
、

渴
、

闷
、

打
、

淹以及其他折磨和凌辱
,

死〔 盒高得惊人
。

据统计
,

18 47 一一 18 7 3年

间开往美洲的苦力船
,

海上死亡率最低的为 2 2 %
,

最高的竞达到 64 %⑧
。

人们将运载华

工 的苦力船称作
“ 浮动地狱 ” ,

是一点也不过分 的
。

在海上历尽磨难
,

九死一生
,

到达 目的地的华工
,

在异国谋生的经历也充满了辛酸

和血泪
。

例如
, “ 在南非矿场

,

华工们的生活条件极差
。

他们工资低廉
,

每个工作 日的

报酬仅有一先令左右
;
被集中在工栅里

,

每个工栅分上下两层
,

挤住 3。多人
; 没有任何

卫生设施
,

普遍患疟疾
、

肺炎
,

风湿等病
。

仅 1 9 0 6年上半年
,

就有 9 3 5名华 工 丧生
,

同

年因病被遣送回国的人数高达 1 167 名
。 ” “

南非华工还饱受歧视和虐待
。

在南非华人不

得与白人同履车道
,

如碰到白人必须半跪请安
。

矿场华工不得随意高开宿舍
,

即便经准

许外出
,

亦不得超过 4 8小时
。

许多矿场的资本家还设立私刑
,

体罚华工
。 ” “ 他们在讼

兰士瓦金矿场辛劳了几年
,

为殖民者们创造了巨额财富
,

而 自己却无所积蓄
,

去时两手

空空
,

回国时依然贫困如故
。 ” ⑨由于繁重的劳动和恶劣的生活条件

,

许多人不到契约

期满就容死他乡
。

并且
,

华工们的
“ 契约 ” 还常常被一再 延 期

。

据 估 计
,

从 18 “ “一一

妙 25 年间
,

出国的契约华工总数约有 3。 。万人
,

其中有 1 00 万人丧失了生命
,

有30 万人受

伤致残
,

死伤两项合占总人数的 43 % L
。

除了在世界各地从事开荒
、

种植
、

开矿
、

筑路等各种繁重的劳 动以外
,

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期间
,

还有
“
十万零二千 四百名中国人于一九一八年被运至欧洲战场

” , “ 他们

要冒着敌人的战火挖战壕
” , “

打骂
、

惩罚
、

军队纪律和居住条例压迫着他们
:

禁止走

出营地
,

禁止接近法国市民
,

无故停工停发工资五天
,

拒不执行命令关押十五天
,

企图

逃跑者要受
`

十字架
’
刑

,

即把逃兵用绳子绑在三角木架上示众
·

一
” 。

⑧在俄国
,

也

有
“ 不少华工被驱赶到前线的危险之区和军事之地

,

挖掘战壕和服各种繁重劳役
。

其生

活之苦
,

牛马不如
。

当时
,

被迫逃亡的华工
夕 `

有被打死者
,

有被火车轧死者
,

冤声遍

野
,

闻者伤心
,

见者惨 目
’ 。 ” L

在政治腐败
、

国力衰弱的旧中国
,

海外华侨倍受寄人篱下之苦
。

当帝国主义者
、

殖

民主义者急需发展本国资本主义
,

开发殖民地时
,

他们不惜使用种种卑劣的手段劫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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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约达七
、

八百万元⑥
,

对辛亥革命的发动
、

组织
、

宣传 以及稳定政权等方面
,

都起了

重大的作用
。

孙中山先生曾称赞
“
华侨为革命之母

” 。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华侨为支持省洁大罢工捐款 3帕多万元
,

占罢工 总 费

用的 1 / 2 以上L ; 还广泛联络各国工人群众
,

牵制帝国主义的力量
,

给予国内工人斗

争很大声援
。

在北伐战争 中
,

海外华侨纷纷成立
“
北伐后援会

” 、 “
华侨救国团

”
等组

织
,

开展支持北伐的宣传
、

募捐
、

回国参战等活动
。

抗日战争时期
,

华侨和国内人民同

仇敌汽
,

纷纷组织起米
,

从各个方面有力地支援国内的抗日战争
。

从 19 37一一 19 4 2年
,

华侨对国内的捐资共达 3 8 7 。。多万元L
。

当时海外成立的众多的华侨抗 日救亡团体 中
,

以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发起成立的
“ 南洋华侨筹贩祖国难民总会

” ( 简称 “ 南侨总

会” ) 的人数最多
,

影响最烈
,

贡献最大
。

该会成立宣言说
: “

中国之抗战
,

宾为御侮

而战
,

实为自卫 而战
,

实为维护国际盟约而战
,

实为保 障世界和平而战
” ,

号 召 南 洋

8 。。万华侨
“
今后宜更各尽所能

,

各竭所有
,

自策 自鞭
,

自励自勉
,

踊跃慷慨
,

贡 献 于

国家
” L

。

在南侨总会的统一领导下
,

南洋华侨或捐款捐物
,

或推销公债
,

或抵 制 日

货
,

或回国从戎参战
。

仅 自愿回国服分
、

支援抗战的华侨司右L和机工
,

征滇缅公路上就

有 3 2 。。人
。

为了了解国内抗战清况和
“ 慰劳前线将士和后方同胞

” ,

使
“
华侨更加努万

抗战工作
” ,

陈嘉庚发起组织了
“
南洋华侨回国慰分视察团

” ,

于 1 9 4 。年 乙月回国
,

近

行了长达 10 个月的考察工仔
。

陈嘉庚还排除阻挠
,

亲 自到延安慰问
,

受到毛泽东
、

朱德

等同志曰亲切接待
。

慰问团回到南洋以后
,

将国内军 民英勇抗 日杀敌 日。事 迹
,

我 军 必

胜
、

日寇必败的前景
,

间南洋各地侨胞广为宣传
,

更加激发了南洋华侨的爱国热情
。

抗

日战争胜利以后
,

许多华侨爱国团体反初蒋介石独裁和友动内战
,

拥护中国共产党沈出

的联合政府 的主张
,

为祖国解放作了不 懈的努力
。

新中国成立 以后
,

海外华侨欢欣鼓舞
,

热烈拥护新生泊人民政府
,

投资发辰祖 国经

济
,

积饭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

据统计
,

建国以来先后有近百万华侨回国龙后
。

主国

归侨
、

价眷知识分子约有拍万人
,

其中有不少是出类拔萃的高
、

中级知识分子
,

有的还

担负着我国教育
、

卫生
、

科研和工程技术部门的领导职务
。

中国科学院正
、

副院长
`

: 人

中
,

有 q 人是归侨
; 370 名学部委员中有女委员 l 。名

,

归侨就占丁 1 1名@
。

钱学森
、

钱

三强
、

钱伟长
、

陈宗基
、

华罗庚
、

卢嘉锡
、

吴恒兴
、

王大瑞
、

方宗熙
、

王德宝
、

黄量
、

王运丰等
,

便是人们熟知的
、

为我国的物理学
、

地球物理学
、

数 学
、

化 学
,

医 学
、

光

学
、

生物学
、

药物学等学科作出卓著贡献的归侨科学家
。

对于促进祖国民族经济的发展
,

华侨在不少方面起了开创性的作用
。

中国近代史上

第一家民族资本企业
,

是南洋华侨陈启源 18 7 2年征广东南海县创办的继 昌隆缥丝厂
;
清

代商办铁路只有 5 条
,

而共中的潮汕
、

福建
、

新宁 3 条铁路主要是依靠侨资兴办的
; 日

本华侨卫星轩 1 87 9年在佛山开办的巧明火柴厂
,

是中国民族火柴业的开端
;
中国第一家

现代化酿酒厂
,

是南洋华侨张振勋 19 9 4年在山东烟台创办的张裕酿酒公司
;
第一个把树

胶引进国内
,

在海南岛乐会县开辟中国第一家树胶种植园 ( 19 0 6年 ) 的 人
,

是马来亚华

侨何麟书
;
中国第一家飞机装配厂的筹建者

,

是中国空军的先驱一一美国华侨杨仙逸…

…
。

据不完全统计
,

从 1 8 62一一 19 4 9年
,

华侨在国内投资的企业有 2 5 5 10 宗
,

资本达 1
.

28

亿美元@
。

此外
,

巨额 的侨汇对平衡经济落后的旧中国国际收支
,

有着十分 重 要 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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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即使在新 中国成立 以 来
,

侨 汇 收入作为对祖国经济建设的补 充
,

也 是 十 分必要

的
。

捐资兴学
,

发展祖 国的文化教育事业
,

是华侨的光荣传统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米
,

国家振兴有望
,

国外侨胞和港澳同胞为祖 国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而捐资兴学
,

更成

为热潮
;
截止到 19吕3年肠

,

仅广尔省的让外华侨
、

华商和港涣同胞捐资办学的款物总值

就已超过 :
.

1亿人民币⑧
。

在闽
、

粤两省
,

由华侨捐资兴办的大
、

中
、

小学 校 有 1 8。。余

所⑧
。

其 中
,

国陈溢庚先生顽资弹心 8lJ 办 的集头学村和厦门大学⑥
,

更是在国内乃至世

界都享有盛誉
。

仅厦门大学建校 60 年来就培养了 2 0。。O多名毕业生
,

其中不少人 成为 著

名科学家和专门人才
,

为祖国的繁荣昌盛
,

为人类的发展与进步
,

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

三

在侨居国
,

华侨同当地人民和睦相处
,

共同劳动
,

以其过人 的勤劳和智慧
,

为开发

和建谈侨居国起过并正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

许多国家的官方和民间舆论对此均有高度

评价
。

在美 国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兴建的横贯东西的中央太平洋铁路中
,

华工是铁路西半段

的劳功主力
,

其数量 占工人总数的 4 / 5
。

华工承担了筑路工程中最艰苦时工作
, “

他

们 从加利福尼亚经过西耶拉山相落基山的陡峭沟山脊往东铺设铁路
,

在冰封高寒幼山顶

和酷热的荒原进行了无比艰苦的劳动
,

他们的死亡率与前线的伤亡相等
。

所以
,

美国第

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
,

是用华工的血汗筑成的
。

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总裁利兰
·

斯坦福

不得不承认
: `没有华工

,

这条主要的国家交通干线的西段
,

就不 能在国会法案所要求

的时限内完工
, 。 ” L由于大批华工参与修建的中央太平洋铁路 以及雨

、

北太平洋铁路

的筑成
,

把位于关国东西两端的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连接到一起
,

对美国经济的发展
,

特别是对西部资源的开发
,

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

据统计
, “ 由于华工筑路及开垦荒

地
,

在这一时期使加利福尼亚共增加朗川 .7’ 值 2 .

8 97 亿美元
。

18 5。年到 1 87 0年
,

丈
卜`
利 福

尼亚州税收的一半直接取 自中国劳工的血汗钱
” ⑧

。

为了表彰华工在美国经济的开发建

设 甲所立下的历史功勋
,

1 9 6 4年美国西部的内华达州纪念建州 1 00 周年讨
,

特花 维 吉尼

亚市建立华工纪念碑
。

碑上用中英两种文字镌刻着
“
华人先驱

,

功彰绩伟
。

开矿筑路
,

青史名垂
” 。

在华侨集 中的乐南亚
,

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可看到华工的不朽功勋
。

马来西

亚的橡胶和锡矿产量高居世界首位
,

当年这些重要产业都是由华侨率先经营的
,

并且工

人绝大部分是华工
。

对此
,

前马来半岛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曾经说过
: “

假如没有中

国人
,

就不会有现代的马来亚
” ,

而
“
如果没有现代马来亚的助力 ( 指橡胶 )

,

欧洲和

美国的汽车工业就永远不会有这样大的发展
” @

。

对侨居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
,

争取 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斗争
,

华侨也给予同情和

支持
,

同他们并肩战斗
。

在哈瓦那大街上
,

有一座为纪念在古巴反抗西班牙的独立战争

中建立功勋的华工而建的华侨纪功碑
,

碑上刻着
“
在古巴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逃兵

,

没

有一个是叛徒
” _

的妙语
。

在俄国十月革命期间
,

参加苏俄赤卫队和红军的华工超过四五

万人L
,

组成 了中国班
、

排
、

连
、

营
、

团以及中国的红色国际支队
,

配合苏俄赤卫队和



红军
,

英勇抗击白俄匪军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千涉
。

列宁的卫队中
,

就有” 多个中国人
,

李富清还担任了卫队的组长
。

中国战士严守军纪
,

吃苦耐劳
、

晓勇善战
、

忠于职守 以及

他们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
,

得到了当时的许多红军领导人如基洛夫
、

奥尔忠尼启则等的

高度评价
。

苏联政府 曾给战 牛在高加索的中国独立营签署了如下鉴定
: “ 包清山指挥的

支队虽然在物质上得不到保证
,

远离家乡
,

忍饥挨冻
,

但毫无怨言地在
; }二高加索 山区完

成了无数次战斗任务
。

不管是歼灭零星散匪
,

或是打击反革命领导的装备良好的白军
,

他们都是真正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典范
,

部是保护劳动人民权利的忠诚卫士的典范
” 。 L

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

世界各地的华侨同反法西斯的各国人民共同行动
,

并肩战斗
,

特

别是东南亚地区的华侨
,

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为此牺牲
。

在越南人民长达20 多 年 的 抗

法
、

抗美斗争中
,

华侨英勇参战
,

用鲜血谱写了中越友好的篇章
,

受到胡志明主席的赞

扬
。

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后
,

海外华侨
、

华人 的人 口绝对数有很大增长
,

各国华侨和华人

的科学文化水平和经济事业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

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经济地位也

都发生了不少变化
,

成为被世人瞩目的一支力量
,

从而揭开 了华侨历史的新篇章
。

不少

华人参加了当地的政治活动
, “ 在泰国目前的政界人士中

,

中国血统人 占68 %
,

其中有

的人出任总理
、

副总理和部长多 在美国有中国血统人在州政 府 和 空 军 中 任 高 级 职

务
” ⑧

。

华侨的文化水平显著提高
,

高级知识分子大量增加
,

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相当

突出
。

在美国各民族中
,

华人的平均文化程度最高
。

目前
,

美国约有华人百万左右
,

只

占美国人口 傲 0
.

5 %
。

但他们当中群星灿烂
,

人才辈出
,

有 10 万多人是从事教育和科 学

技术工作的教授或专家
,

其中有 3 0 0 0 0人被认为是美国第一流的科学家和 工 程 技 术 人

员
,

占美 国第一流人才的 1 / 4
。

其中
,

荣获诺贝尔奖金的杨振宁
、

李政道
、

丁肇中以

及陈省身
、

吴健雄
、

高馄
、

贝幸铭
、

林同炎
、

王安
、

丘成桐等
,

更是在国际上颇负盛名

的华裔专家学者
。

人才济济的华人知识分子在美国工作
、

定居
,

对美国社会经济文化的繁

荣和发展
,

作出了重大贡献
,

致使美国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 “

美 国的财宫在犹太

人 的 口袋里
,

智慧在华人的脑袋里
。 ”

目前
,

全世界中国血统人的资产总额超过 13 0。亿美元①
。

华人经济成为所在国国民

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中

,

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在马来西

亚
,

华人经营的企业的对外贸易额占全部对外贸易总额的 8。 %
,

全 国有20 多家华人是拥

有亿万家产的财团
;
在菲律宾

,

华人资本占全菲总资本的20 % @
。

就世界范围来看
,

在

华人经济中尤 以金融业
、

房地产业和旅游业最为瞩目
。

不少华资银行开始突破 国 别 界

限
,

达到国际营运规模
,

跻身于世界大银行之列
。

泰国现有的 16 家国内注册银行均有华

人资不
,

其资金总额 占泰国银行总值的70 %
,

为 3 。。 o多亿株
。

其中
,

创办于 19 44 年的华

资盘谷银行是东盟国家最大的金融机构
,

居世界 5 00 家最大银行的第 1 9 4位
。

到 19 81 年上

半年
,

其资产总额 已达 1 3 3 8亿殊
,

从业人员 16。。。人
,

在新加坡
、

日本
、

美国
,

欧 洲 及

港台等地设有分行
,

国内分行达 2 00 多家
,

成为促进泰国经济 稳 定 和 发 展 的一 大 支

柱@
。

在大约 50 万人左右的加拿大华人中
,

已拥有总值 40 多亿加元的房地产
。

自1 97 。年

以来
,

华人在美国购置的房产
,

平均每年超过 2亿美元
。

华人经营的旅游业
,

主要是设立

旅行社 以及餐馆
、

纪念品商店
、

运输公 司等
。

据估计
,

现有的华人旅行社
,

其数量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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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多
,

约 3 00 余家 , 次为 日本
,

约 3Q 家⑧
。

四

由于历史和地理上舀
_

J原因
,

海外华侨和华人的祖籍主要是在我国的东南沿海
。

其中

以广东省最多
,

福建省次之
。

广东省的侨乡最集中的有三个地区
:

韩江流域的潮汕平原

和兴宁
、

梅县地区
,

珠江三角洲的台山
、

开平
、

恩平
、

中山
、

新会
、

宝安等县市
,

海南

岛东部的文昌
、

琼山
、

乐亭
、

万宁等县
。

福建省的侨乡主要位于中部沿海
,

福清
、

晋安

和南安是全省侨眷最多的三个县
,

其次为福州
、

厦门两市
。

如前所述
,

华侨
、

华人的海外分布也只能采用约略数字
,

并且采用的数字在统计时

间上也是难以统一的
。

尽管如此
,

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出其分布大势的
。

从大洲来看
,

以亚洲最多
,

美洲次之
,

非洲最少
;
从地区来看

,

东南亚最多
,

占总数的90 % ; 从分国

来看
,

人数在 100 万以上的有印尼
、

马来西亚
、

泰国
、

新加坡
、

菲律宾
、

美国等 6 个国

家
,

其中以印尼最多
,

达 600 万人 ( 参见附表 )
。

附表 1 我国华侨
、

华人人口分洲统计表

万人

19 4 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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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7 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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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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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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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亘二
一

…一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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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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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人 口地理 》 上册

,

第 3 42 页
,

华东师大出版社
,

19 8 4年
。

附表 2 我国华侨
、

华人人口分国 ( 地区 ) 统计表

,

大洲 爵一豪一{
华侨

、

华
从

口

}
统计年份

1
大洲

华侨
、

华人人口
统计
年份

亚洲
印 尼

马来西亚

泰 国

新 加 坡

菲 律 宾

缅 甸

越 “
`

南

〔0 0 0 0 0 0

4 5 3 1 0 0 0

4 5 0 0 0 0 0

19 2 2 6 60

10 0 0 0 0 0

7 0 0 0 0 0

7 0 0 0 0 0

1 9 8 3

19 8 0

19 7 8

19 8 4

19 8 3

19 7 8

1 9 8 3

印 度

日 本

柬 埔 寨

文 莱

南 朝 鲜

沙特阿拉伯

老 挝

13 5 0 0 0

7 9 12 2

5 0 0 0 0

4 5 0 0 0

3 0 0 0 0

3 0 0 0 0

1 0 0 0 0

1 9 80

1 9 8 2

1 9 8 3

1 9 7 8

1 9 8 3

1 9 8 3

1 9 8 3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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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本表据郑 民等编著的 《 海外赤子一一华侨 》 第 2 03 一刁 08 页资料整理编制
,
表

中仅列出拥有华侨
、

华人 9 50 人以上的国家或地区
。

注释

①②③骨LL⑨@ @ ⑧L郑民等 : 《 海 外赤子一华侨 》 ,

第2 。“
、

`
、

2
、

`“
、 ’ 4

一 15
、

6 8
、

7 2
、

1 3 9
、

19 1
、

1 57 、 一5 8一 1 59 页
,

人民出版社 19 8 5年版
。

④颜斯综
: 《 南洋众浏 》

,

载 《 小 方壶斋典地丛妙 》 ,

再补篇
,

第十杖

⑤⑥林国章
: 《 外籍华人与华侨 》 ,

载 《 世界知识 》 ,

19 8 5年 16 期
。

⑦⑧ 〔法 〕 牛朗索瓦
·

德勃雷 : 《 海外华人 》 中译 本
,

第3 4
、

1 2 6一 127 页
,

新华出

版社 19 8 2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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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举
·

胜 利
·

反 思

一一谈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彭成兰

建国初期
,

我国成功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

这是中国共产党对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

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上的伟大创举
。

是毛

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
。

今天
,

在全国人 民积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候
,

认真回

顾和总结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光辉业绩和历史经验
,

对于繁荣社会主义

经济
,

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

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
,

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马克思主义认为
,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首要任务
,

是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
,

建立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
。

这是一切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原则
。

正如马克思和

恩格斯在 《 共产党宣言 》 中所说
: “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

,

应当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洽
,

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
,

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

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

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 ” ①

⑨黄知捷
: 《 二 十世纪 初的南非华工 》

,

载 《 历史知识 》
,

19 8 4年 第 6 期
。

LLL孙成木等: 《 十月革命 史 》 ,

第29 8一 29 9
、

29 7
、

3 0 6 页
,

三 联 书 店 1 9 8 。年

版
。

⑥中山 大学历 史系东南亚历 史研究室等
: 《 菲律宾史稿 》 ,

第 170 页
,

商务印 书 馆

19 7 7年版
。

⑨L@ 中国美国 史研究会
: 《 美国史论 文集 ( 19 8里一 19 8 3 ) 》

,

第34 6
、

43 2
、

4 33 页
,

三联 书店 19 8 3年版
。

⑥LL @ L连贯
: 《 华侨与新 中国侨务政策 》 ,

载 《 中国 百科年鉴 ( 19 82 ) 》
。

、 `

L曾瑞炎
: 《 陈嘉庚与杭战 》

,

载 《 历 史知识 》
,

19 8 5年 1 期
。

、

L 曹均伟 : 《 近代 中国侨资企业 小 史 》 ,

载 《 历 史知识 》 ,

19 8 6年 2 期
。

⑧张高等
: 《 陈嘉庚倾 资兴学 》 ,

载 《 百科知识 》 ,

19 8 4年 1。期
。

@ 国@ 转引 自欢华 侨和 华人近况 》 ,

载 《 文摘报 》 ,

19 83 年 2 月 1 1 日
。

一 7 7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