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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分布在 世界各地
,

国际影响极大
。

不仅对侨居国做

出了巨大的贡献
,

对祖国的革命和经济建设也是一 支重要的

力量
,

他们有着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
。

一
、

华侨的出国 从华侨的出国史中
,

可以认识到
,

华

侨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是有其深远根源的
。

早在秦汉时期
,

随 着我国对外交通
、

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发展
,

陆续有人到海

外
,

据日本大藏长官调查
,

公元 5 40 年 ( 日本钦明天 皇元年
,

中国梁武帝大同六年 ) 日本有
“

秦 民
” 了,

05 3户
, 3 万多人

。

日本过去称中国人为
“

秦 民
” ,

因为从秦朝开始有中国人到

外国
。

秦灭亡后
,

仍称中国人为
“

秦民
” 。

大约在三世 纪
,

有中国商人
、

工 匠在 日本定居
,

随后又 有不少进入柬埔寨
,

沿着伊洛互底江
、

亲墩江进入缅甸
、

印尼
、

马来半岛
、

菲律

宾等地定居
。

阿拉伯人马素著有 《黄金牧地 》 一 书
,

记 述在

公 元 9 43 年 (五 代后晋天福八年) 三佛齐 (在苏门 答 腊 ) 有

中国人从宰垦植
。

据查是唐末黄巢起义时逃避战乱而来的
。

由此看来
,

中国人定居海外的历史是相 当长的
。

明初因侨乱

实行海禁
,

但仍有很多中国人出居
。

明初郑和七次下西洋
’

到达 南洋
、

印度
、

波斯
、

东非等地三 十余国
,

看到了居住在

那里的中国人
。

1 61 8年出版的张燮 《东西洋考》 粗略统计
,

在爪哇新村 ( 革儿昔 )
、

杜板两处就有两千多家中国居民
。

在加里曼丹有两千多人
。

苏门答腊的巨港有数千人
,

吕宋这

数万人
。

马来半岛也有为数不少的华侨
。

从十六世纪下半期

( 明朝后期 ) 海禁开放
,

华侨人数大增
,

直至 1 8 4。年鸦片战

一从伦景

爱国爱乡是华侨的光荣传统

争
,

约有 1。。多万人
,

主要定居在东南亚地 区
。

鸦片战争后
,

中国人大量出国
。

1 8 6 0年起
,

形成移民海外的高潮
。

1 90 8年
,

华侨有 9 00

万
,

遍布东南亚
、

北美
、

南美
、

中美
、

澳大利亚
、

新西兰
、

非洲等很 多地方
。

到1 9 4 9年
,

估

计有华侨 1
,

3 0 0万人
,

形成
“

有海水处就有华侨
” , “

侨乡无落 日
” 。

现在海外约有华侨
、

华

人 3 , 。。。万人
,

国内归侨
、

侨眷2 ,
00 0万人

,

他们与海内外约一亿人有联系
。

华侨为什 么 出国 ? 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
,

中国人出国多
,

其原 因主要有三 点
:

第一
,

中国封建制度腐朽没落
,

贫苦人民出海以谋生路
。

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
,

特别

是鸦片战争后
,

在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下
`

沦为半殖民地
、

半封建社会
,

广大人 民
,

尤其是贫苦

农 民
,

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
,

灾难 时发
,

走投无路
,

不得不离乡背井去海外

谋 生
。

第二
,

殖民主义者强迫和利诱中国人民出海去充当劳动力
。

到十六世纪初
,

西方殖 民主

义者疯狂便 占东南亚 等地
,

同时北美
、

南美
、

大洋洲等地都处于开发之 中
,

极需大量的廉价

劳动力
,

西 方许多国家和殖民主义者就千百 万计引诱和强迫中国人到海外去 当苦力
。

并用苯

力在 中国沿海劫掠人 口 ,

还 骗中国人去当
“

契 约劳工
” 。

菊萄牙
、

西斑牙人到了广东沿海
,

“
到劫行旅

” , “

掠买 良民
,

筑 室立寨
” 。

1 8 6 0年
,

英法联军攻占北京
,

强迫清政府签订北京

条 约
,

使
“

英民
”

公开版运
“

契约华工
”

得到了
“

合法
”

的保障
。

美国等其他国家也纷纷援

例而行
。

十九世纪中期
,

仅在美国从辛最繁重劳动的华侨就达数十万之多
。

第三
,

中国有部分人为逃避魏乱和政治迫害而出国
。

南宋
、

明朝灭亡 时
,

由于异族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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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

有人逃亡国外去
。

最显著的是在大平天国失败后
,

它的残余力量和支持者不 甘于清朝统

治者的屠刀下生活
,

大量流亡到东百亚各地
。

1 9二7年第一 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
,

又有一批人

彼迫 流亡出国
。

二
、

华侨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华侨的历史完全是一部血泪史
、

奋斗史
,

华 侨 自身 的特

点
,

促成了华侨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

华侨身在异国遭受歧视
、

凌辱的命运
,

砒砺了华侨刻苦耐劳
、

坚韧顽强
、

开拓进取的个

性
,

铸成他们很强的凝聚力和对故国的向心力
。

旧中国国力衰微
,

华侨栖身海外
,

倍尝寄人

篱下之苦
。

他们开荒
、

开矿
、

种植果蔬
、

甘蔗
,

小商贩
,

有的从艰苦经营中自强发家
,

成为

工 商业家
。

近代华侨资本增长很多
,

在 《 出使四 国日记 》 一 书中说
,

新加坡
“

华 人 实 业 八

成
,

洋人不过二成
” 。

有
“
以商至富数百 万金

”

的华侨 巨商
。

梁启超在 《新大 陆 游 记 》 中

说
,

华人杂碎店
,

在纽 约有3 00 家
, “

芝加哥有一家
,

而投资1 0万金
,

门如市焉
” 。

华 侨 的

经济地位在世界各地 已经 稳固的确卒了
。

美国
“

时代
”

杂志统计
,

全世界华侨
、

华人的固定

财产超过 1
,
0 0 0亿美元

,

东南亚华人 总资产 约5 0 0亿至 6 00 亿美元
,

东南亚 一 些国家 的 新 兴 工

业
,

华人掌握的达助%

—
7 0 %

。

大量的政治家
、

巨商
、

企业家
、

科学家 出现在华侨当中
。

孙 中山在檀香 山创立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
,

陈启源在南海县兴办中国近代第
一家 民族资本的企业

,

何麟书在海南岛开辟中国第一家树胶种植园
,

杨仙逸于广州装配 中国

第一 架飞机
。

华人
、

华侨科学家
、

高级知识分子
,

仅美国就有1 0万人
,

美国第一 流的科学家

十二
、

三万人 中
,

华人占 3 万人
。

华侨由于血 缘
、

地缘关系
,

又长期寄人篱下
,

产生强烈的

思乡之心
,

身居国外
,

心 系祖 国
,

爱国思乡不仅身居 中下层的华侨是这样
,

就是腰缠万贯的

商贾也是如此
。

广大华侨渴望 中华振兴
,

积极支援和踊跃参加祖国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
。

他们参加 了

祖国历次革命和救亡运动
。

1 8 9 4年
,

孙 中山在檀香 山创立 中国第一个 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
。

首先参加和给 予赞助的就是华侨
,

成员中78 %是华侨
。 1 9 0 5年联合组成立同盟会

,

在华侨集

居的地方都建有支部
,

下设分会及通讯处
,

仅南洋就有 1 0 0多个
。

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发动

的十几 次起义 中
,

有不少华侨英 勇参加
,

黄花岗了2烈士中
,

明确是华侨的有二 十几人
。

资金

绝大部分由华侨捐 出
。

黄花岗起义计划选八百人组成敢死队
,

华 侨就达五百多人
,

许多人是

写了绝命 书回来参加起义
。

武昌起义前后
,

华侨也组织 了绝死 队回国参加革命
。

华侨出资创

办报刊
,

进行革命宣传
,

遍及东南亚
、

日本
、

美洲等地
。

陈天华 的 《警世钟》
、

《 猛回头》 ,

邹容的 《革命军 》 是 当时宣传 革 命 的 代表作
。

辛亥革命初年
,

华侨捐资赞助革命达五
、

六

百万元
。

陈嘉庚一次为孙中山筹资 5 万元
。

工 商业家李卓锋几乎全部家产捐献革命
,

他把孙

中山发给他的功万元革命债券烧掉
,

表示为革命不要报酬
。

有的把卖豆芽菜
,

挑水赚的钱积

存起来
,

全部捐献给革命事业
。

抗 日战争时期
,

华侨积极筹娠捐款
。

从1 9 3 7年到1 9 4 2年
,

共捐

资3 8 7 , 7 3 6
,
O。。元

。

许多华侨工 资不高
,

每月从工 资抽出一部分捐献
。

在困难复杂的情况下
,

为杭 日部队筹款捐药和医疗用品
。

更多的华 侨回 国从军
,

奔赴延安
,

到杭 日前线
。

爪哇回国

的女青年英雄李林成了抗 日军队指挥员
,

屡建战功
,

与 日寇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

壮烈牺牲
。

有三千六百华侨回国建立机工 队
,

参 加 运 输
,

担任司机和汽车修理 工
。

解放 战争中
,

华侨

在国内外支持和参加人 民解放战争
。

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
,

强烈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

打内战
,

强烈反对蒋介石就任伪总统
。

并直接参加人 民解放 战争
。

解放后
,

华侨拥护中国共产

党
,

支持和参加祖 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

并参军保卫祖 国
,

有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献出生命
。

华侨为中国的经济建设禅心尽力
,

积极支援和踊跃参加祖 国的建设事业
,

这是华侨历史

的光荣传统
。 “

实业救国
”

是近代华侨爱国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
。

许 多侨胞抱着振兴中

华 的信念回国投资设厂
,

创办各种实业
。

从 1 8 6 2年至 1 9 4 9年
,

华侨在国内投资两万 五千起
,

资金 约七亿元
,

它对引进外国科学技术和发展 我国民族经济起 了重要媒介作用
。

例 如 陈 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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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办的广东继 昌梁丝厂
、

上海的南洋兄弟烟草公 司
、

中南银行
、

海南岛的琼安树胶公司
、

合

山的新宁铁路
、

烟 台的张裕酿酒公司
、

杨仙逸在广州大沙头开辟机场
,

并装配了国内第一 架

飞机
、

广东巧 明火柴厂
、

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是中国近代第一位倾资办学
,

大搞智力投

资
,

并获得丰硕成果的
,

资金近一亿美元
。

新 中国的成立
,

华侨怀着报国之志积极参加 祖 国建设
。

建国初期1 0年之 内
,

投资兴办农

场 2 6个
,

垦植面积十余万亩
。

如永春的柑桔园
、

海南的橡胶园等
。

并先后吸收侨资兴建一 百

多家地方企业
。

特别是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
,

在互利的条件下
,

投资设厂
,

洽谈贸易
。

1 97 7年

以来
,

广东全省 引进投资使用的外资达 2 6亿多美元
,

其中华资占80 %
。

福建到 1 9 8 5年底
,

外

商投资达 8 6
, 9 0 0万美元

,

其中华资占7 0 %
。

侨资多数用于中小型企业
,

数 量 较 多
,

分 布面

广
,

特点是提供技术
、

设备和资金
,

合资合作办厂
,

开发资源
,

因而对 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

独特的意义
。

如福建省福清县 3 年就利用侨资完成了2 2项较大工程
,

其中有年产 5 0 0。吨的华

侨雄头厂
。
全县工 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 1 2

.

2 %的速度递增
。

全国有归侨
、

侨眷知识分子 40 万
,

很多是骨干带头人
。

中国科学院正
、

副院长 7 人中
,

有 6 人是归侨
。

学部委员15 名女委员中
,

归

侨占11 名
。

1 9 81 年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会选出29 名主度团成员中
,

有了5名是 归侨
。

许多

归侨科学家做了不少开拓性的工作
。

钱学森被西方称之为
“

中国的导弹之父
” 。

陈宗基是我

国水土流变学和岩石学的莫基人
,

他为三门峡大坝
、

葛洲坝
、

南京长江大桥
、

攀枝花
、

大冶钢

铁基地
、

塘沽码 头等重大工程做 了突出贡献
。

王运丰带着一 吨重的图书资料回国
,

为内燃机

工业和电子计算中心 的建设做 了贡献
。

肿瘤学界莫墓人吴桓兴1 95 2年建立了中国第一 个放射

生物学系
, l 肠 8年创办了肿瘤专科医院—

日坛医院
。

人工 合成核搪核酸主持人王 德宝
,

海

带遗传育种莫基人方宗熙及钱三 强
、

卢嘉锡
、

王大晰等对我国的物理
、

化学
、

光学等作出特

殊贡献
。

华人杨振宁
、

李政道
、

丁肇中等对我国科研
、

人才培养付出大量心血并应聘任职
、

讲学
、

捐赠
、

搞科技交流等起了重大的突出作用
。

陈嘉庚先后捐资 88 0多万元
,

用于 兴 建
、

扩建学校
。

仅广东用侨资兴办大中小学二 千余所
, 1 9 80 年以来

,

接受办学捐款 1 3 , 。。。万元
。

捐建医院一 百 多所
。

由华侨海外同胞筹建的大学有汕头大学
、

孙文大学
、

五 邑大学
、

海南大

学
、

黄河大学等
。

在 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

华侨在侨居国同当地人 民一道促进社会进步
、

经济繁荣和科技的发展第二 次世界大战前

日本统计
,

华侨在东南亚投资达 1 0 5 , 4 4 3万美元
,

经营许 多 重要产业
,

在马来西亚 经营的锡

矿和橡胶业
,

产量都占世界第一位
。

全世界华侨
、

华人的固定财产超过一千亿美元
,

东南亚

新兴工业华人掌握的达 60 %一 70 %
。

华侨的巨大作用为世界所公认
。

新加坡博物馆里就有一

个华人塑像
,

纪念华人开发马来西亚 的功绩
。

1 9 6 4年
,

美国内华达州纪念建州一 百年
,

在维

吉尼亚市建立了华工 纪念碑
,

州长宣布每年 1 0月2 4 日为向华人先驱者致敬 日
,

碑 文写着
:

“

华人先驱
,

功彰绩伟
。

开矿筑路
、

青史名著
” 。

华侨还和当地人民并肩作战
,

为当地的独立运动贡献了力量
。

从 1 5 93 年到1 7 6 2年华侨在

菲律宾反抗西斑牙殖民统治
,

先后举行多次起义
,

杀死过西 班牙驻菲律 宾总督
,

遭受殖民者

六次屠余
,

其中两次死了五万 多人
。

福建人刘亨牌赴菲律宾参加反西班 牙战争
,

被举为副帅
,

死时
,

菲律宾为他举行国葬
。

华侨在印度尼西亚反抗荷兰殖民统治
,

受到荷兰殖民者的残酷

迫害
,

于 7] 40 年1。月正式起义
,

荷兰殖民者进行大屠杀
,

处死监禁的五 百名华侨
,

杀死 医院

里的妇女儿童
,

七天 之内达万余人
。

鲜血染 红了 巴达维正 的溪流
,

历史上称为
“

红溪事件
” 。

在古 巴参加独立 战争
,

反抗西斑牙统治
,

因而哈 瓦那街上建有了
“

华侨纪念碑
” 。

华侨还参

加俄国十月革命
,

有的获得列宁勋幸
,

在列宁的卫 队中就有7 0多个中国人
.

在反法西斯战争

中的国际纵队中有一 百多人的中国支队
。

正确的了解华 侨的历史及华侨的地位和作用
,

正确认识 华侨形象
,

会真正发 挥 这 个 优

势
,

为经济建设服务
,

为振兴中华
,

加强社会主义 四化建设服务
。

【资任编粗 申笑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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