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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文献信息建设的重要性
及其与“一带一路”的关系

壹

The Importance of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One Belt One Road



1.1  华侨华人文献信息建设的重要性

加强对如此庞大的特殊群体相关文献信息建设，

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华侨华人移民历史悠久，特别是1840年以后开启大规模海外移民的历史；

 当今，海外6000多万华侨华人广泛分布于世界198个国家和地区，国内侨

乡归侨侨眷达3000万；

 华侨华人在我国近现代革命斗争与经济建设中的事迹、功勋卓著，值得纪念

与弘扬；

 作为百年侨校的暨南大学，侨生众多、华侨华人的文献收藏和研究居于国内

前列，“侨”字特色明显。



1.2  华侨华人文献信息建设与“一带一路”的关系

华侨华人是“一带一路”的先行者、见证者、传播者与受益者。

华侨华人文献
 为当今“一带一路”的政策制定与方案实施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与借鉴；

 为“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与开展提供多方面的信息支持；

 在促进中外交融与互动方面具有独特的渠道和途径。



华侨华人文献信息建设
现状综述

贰

The Actuality  of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2.1  国内外华侨华人文献信息建设概况

暨南大学图书馆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图书馆、华侨大学
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是三家收藏华侨
华人文献最为集中的机构。

国侨办直属的北京华文学院对华文教育
资料收集较为丰富。

一些侨资性大学，如厦门大学、汕头大
学、五邑大学、温州大学等均对华侨华
人专题文献进行不同规模的收集与整理。

美国国会图书馆、俄亥俄大学图书
馆邵友保华侨华人文献中心、康奈
尔大学图书馆东南亚图书馆等机构
均有不同规模的收藏。

各地华侨博物馆也有大量的华侨华人民间文献收
藏，如厦门华侨博物院、江门华侨博物馆、中国
华侨历史博物馆、广东华侨博物馆、汕头华侨历
史文化中心等机构。



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面向海外华侨招生的学校，素称“华侨最高学府”。

 1906年 清政府于南京创立暨南学堂。

 1927年 迁至上海，更名为国立暨南大学。

 抗日战争期间 迁址福建建阳。

 1946年 迁回上海。

 1949年8月 合并于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高校。

 1958年 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文革”期间 一度停办。

 1978年 在广州复办，为国侨办直属重点院校。

 1996年6月 暨南大学成为全国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的大学。

 2011年4月 国务院侨办、教育部、广东省政府签署共建暨南大学协议。

 2015年6月 学校入选广东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高校。

2.2  暨南大学侨校特色与华侨华人文献信息建设历史回顾

（1）暨南大学的侨校特色



光绪皇帝御准设立暨南学堂

2.2  暨南大学侨校特色与华侨华人文献信息建设历史回顾



“暨南”二字，源自《尚书·禹贡》篇：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意即

面向南洋，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远播于五洲四海，表达了崇高

的办学使命。一百多年来，暨南大学为海内外培养了各级各类人

才近30余万人，他们来自全球五大洲160多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

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侨务工作，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和港澳的繁

荣稳定，为弘扬中华文化，联系全球炎黄子孙做出了重要贡献。

2.2  暨南大学侨校特色与华侨华人文献信息建设历史回顾



1978年（广州复办）以来学生来源分布

目前，学校共有在校学生50696人，其中海外及港澳台学生12288人。港澳台
侨和海外学生总数多年来高居全国高校首位，继续承载着“华侨最高学府”的责任
与荣光。

2.2  暨南大学侨校特色与华侨华人文献信息建设历史回顾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简史

 1927年，暨南大学成立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开展东南亚及华侨华人的研究，是国内

第一家专门研究华侨华人的学术机构，名师云集、研究成果卓著。

 1981年，经教育部批准，暨南大学在全国率先成立华侨华人研究的专门学术机构——

华侨研究所，由著名学者朱杰勤教授担任所长。

 1984年在国内招收首批华侨史方向博士研究生。1996年后华侨华人研究被纳入国家

211工程1-3期重点学科建设行列。

 2005年获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侨华人研究），后设立“暨南大学华侨

华人研究文献中心”。

 2006年11月，学校成立华侨华人研究院，次年4月学校敦聘国侨办原副主任、全国政

协常委刘泽彭同志为研究院院长兼基地主任。

 2011年成立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

2.2  暨南大学侨校特色与华侨华人文献信息建设历史回顾



暨南大学图书馆概况

暨南大学图书馆创建于1918年，现由校本部（石牌校区）、南校区（番禺校区）、珠海

校区、华文学院、深圳旅游学院图书馆5个馆组成，馆舍总面积80099平方米。截止2016年

12月，所有校区共有各类印刷型文献392万册，现有中外文数据库180种，中外文电子书约

223.1万种，电子期刊5.1万种。

2.2  暨南大学侨校特色与华侨华人文献信息建设历史回顾

（2）华侨华人文献信息建设历史回顾与简况



2.2  暨南大学侨校特色与华侨华人文献信息建设历史回顾

（2）华侨华人文献信息建设历史回顾与简况

1995年，成立“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

2005年，授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2009年，命名为“彭磷基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

2009年，举办第四届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国际会议

2010年，举办广东省侨刊乡讯捐赠仪式暨学术研讨会

2011年，成立华侨华人民间文献展示室

2016年初，酝酿筹建“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



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

 收藏华侨华人、华文文学、华文教育、华语传媒
等“四华”文献3万余册

 各类华侨研究学术期刊、侨刊乡讯、华人社团特
刊400余种、1万余册

 自建有8个华侨华人专题数据库，数据量达25万
余万条

 编辑出版《侨情简报》（月刊）、《侨情综览》
（年度工具书）

 与厦门大学、华侨大学、香港大学图书馆、美国
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邵氏海外华人文献研究中心等
海内外文献机构建立长期的交流与合作关系

 已成为国内收藏华侨华人研究资料种类齐备、数

2.2  暨南大学侨校特色与华侨华人文献信息建设历史回顾

（2）华侨华人文献信息建设历史回顾与简况



“一带一路”视野下华侨华人文献信息建设
举措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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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带一路”建设大潮中，我馆为顺应时代发展需求，抢抓时代发展契机，开创与
引领华侨华人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新局面，具体建设思路与举措有如下几点：

3  “一带一路”视野下华侨华人文献信息建设举措与思路

加强华侨华人历史
文献信息的收集、
整理与研究

加强侨刊乡讯等
文献建设

筹建“一带一路”
涉侨数据库

开发“一带一路”
涉侨智库资源

整合“四华”文献资源，
建设实体分馆——

“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
①

②

③ ⑤

④



华侨华人历史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对于挖掘、揭示与展现海外先侨艰苦创业以

及对居住国、祖（籍）国革命与建设的巨大贡献有着重要意义，受到海外华侨华

人的交口称赞，并推动与促成多起海外华侨华人捐赠其先祖历史资料的感人事迹，

增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的感情与联系。

为此，我馆建成“华侨华人民间文献展示室”，经过多方搜集与精心整理，

现收藏有1000余种晚清民国时期相关华侨华人的证章、契约、票据、侨批、口

供纸、邮票、中餐牌、明信片以及广告单等珍稀民间文献原件，是全国唯一一家

专门收藏华侨华人民间文献的主题展室。

3.1  加强华侨华人历史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



本馆收藏的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华侨华人民间文献

1855年古巴华侨卖“猪仔”合同
1908年美国土生华人伍亚忠申请

在华儿子入境美国的宣誓书

3.1  加强华侨华人历史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

契约
合同



中国国民党海
外党员登记证

1894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
华人劳工居住证明

加拿大广东华侨的出
生证（1930年）

3.1  加强华侨华人历史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

证章



美国华人护照（1919年）

1930年中华民国驻澳总领事馆签
发的《侨民登记证》

马来亚高州会馆会员证柳州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委员会工作人员胸章

3.1  加强华侨华人历史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

证章



票据

1912年美国纽约埠宁阳
会馆发的出港票 华侨港澳同胞饼干、糕点购买证

美洲土生抗争苛例筹款大
埠同源会经费收条

3.1  加强华侨华人历史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

广东省侨汇商品供应证（贰拾元）



来自20多个国家的侨批

侨批俗称“番批”、“银信”，专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汇寄至国
内的汇款暨家书，是一种信、汇合一的特殊邮传载体。广泛分布于海外以及国内福
建、广东潮汕、江门、梅州以及海南等地。

3.1  加强华侨华人历史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

侨批



口供纸（长280cm，宽24cm)

局部（谭来顺，民国十一年）

口供纸

3.1  加强华侨华人历史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



3.2  加强侨刊乡讯等文献建设

侨刊乡讯号称华侨华人的“集体家书”，是我国侨乡特有的民办刊物，主要是由

海外乡亲资助并面向海外华人社会发行的一种特殊刊物，记载了大量连通海内外乡亲并
颇具价值的信息，为侨乡历史与文化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现收藏有全国各地侨
刊乡讯300余种、1万余册，覆盖国内现有侨刊乡讯的比率达90%以上，成为海内外该
类珍稀资源收藏最为集中的机构。此外，还收藏有海外涉侨期刊报纸数十种。



馆藏陈笃生族谱

陈笃生，1798—1850年，祖籍福建漳州，生于马六甲。其家族早年
到马六甲，以种植业为生。历20多年的经营，遂成巨富与华商领袖。
1846年新加坡当局封其为太平局绅，为第一个获此荣衔的华人。平
生乐善好施，排解侨胞纠纷，为世人称颂。

侨乡族谱是指广东、福建等地侨乡的族谱资料中含有大量海外华侨华

人的个人信息，包括移民经历、居在国、子孙等信息，是海外华侨华人回
国寻根问祖的重要依据。

3.2  加强侨刊乡讯等文献建设



馆藏《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全50册

《闽粤侨乡卷》为大型丛书《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的首卷，选印闽
粤著名侨乡家谱40余种，对研究清朝至民国间福建、广东等地的社会状
况、宗法制度、人口变迁、人物传记、以及中外交通史、海外华人史都
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3.2  加强侨刊乡讯等文献建设



具备基础：自建有8个华侨华人专题数据库，据量达
25万余条；1个图书全文数据库，含2万种图书全文

3.3  筹建“一带一路”涉侨数据库

为全面系统地收集整理与开发利用“一带一路”涉侨文献信息，
我馆加大对该类信息来源的调研，对其主要网络信息来源平台进行
资源分布、采集技术与手段等方面的考察，并结合自建的八大数据
库进行整合与信息挖掘，拟筹建“一带一路”涉侨专题数据库。

研究著述

政策法规

新闻报道

合作案例

一带一路
涉侨数据

库



“一带一路”涉侨智库资源可
分为华人政治、华商、文教、科技、
医药以及华文传媒、华人社团组织
等一系列智库资源，搜罗列出其中
外文名称、所属国家或地区、联系
方式、与中国的关系以及主要活动
与贡献等文字、图片与视频信息。
实现一个平台三个面向，将其打造
成一个公开、自助式网络平台，面
向华侨华人、侨务工作者、专家学
者等群体提供“一带一路”涉侨信
息服务。

3.4  开发“一带一路”涉侨智库资源

华商

智库资源

华人医药

智库资源

华人文教

智库资源

华人科技

智库资源

华文传媒

智库资源

01
华人社团

智库资源

02

0405

06 03

“一带一路”
涉侨智库系统



2016年11月16日，值暨南大学110年校庆，暨南大学图书馆隆重
举办“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揭牌仪式，同时举办“孙中山与华侨”、
“近代广东侨汇”展览以及“华侨华人文献资源建设经验交流会”。来
自省内外图书馆、华侨华人文献收藏机构的领导嘉宾，学校、相关学院
/部处领导80余人参加揭牌仪式。

3.5  整合“四华”文献资源，建设“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



北美华人图书馆员协会、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
总会、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等10余家海内外华侨文献
收藏机构发来贺信、贺词。

3.5  整合“四华”文献资源，建设“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



揭牌仪式被《世界日报》、《菲律宾
商报》、《中文导报》 （日本）、《欧
洲侨报》、《中国日报》、 中新网、国
际在线、中国社会科学网等 60 余家海
内外媒体关注和报道。

3.5  整合“四华”文献资源，建设“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





先后收到马来西亚华校校董、青田县档案局以及海内外华人社团、
华侨华人30余批次、近2000册的涉侨文献捐赠。

我校副校长宋献中接受马来西亚华校校
董邹寿汉捐赠华侨文献一批

史小军馆长接受广东省岭海档案馆
李楷瀚馆长520余件的侨批档案捐赠

3.5  整合“四华”文献资源，建设“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



世华馆面积1700平方米，馆藏与华侨华人紧密相关的中外文专业图书3万余册，
许多图书为国内罕见的非公开出版物。为紧密切合华侨华人研究自然形成的几大领域，
同时也为配合学校相应学科建设，馆藏分为华侨华人、华文文学、华文教育与华语传
媒等“四华”文献专区，并设有民间文献与侨刊乡讯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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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

华文文学

华文教育

华语传媒



收藏《民国华侨史料汇编》、《海外华人百科全
书》、 《近代华侨报刊大系》、《华侨华人百科全书》
等大套丛书与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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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侨华人文献专区
涉及华侨华人、归侨侨眷、侨务工作的著述



严歌苓华文文学作品 研究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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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华文文学文献专区
指中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文学作品及其研究著述，现已收藏近1000种。

http://book.bookday.cn/book/cover?isbn=undefined&size=L
http://book.bookday.cn/book/cover?isbn=undefined&size=L


海外华文学校教材、
试题、刊物、研究
等文献500余种，
近期计划赴东南亚
华文学校进行调研
并收集资料。

华文学校专刊、特刊、纪念刊等马来西亚华文教材

研究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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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华文教育文献专区



华文报刊及其相关研究著述，华文报刊主要有美国《侨报》、《星岛日报》、
《澳洲新报》、 《大汉公报》等数十种现报现刊及历史报刊，此外还收藏印尼《生活
报》数据库等数字资源与近百种研究著述。

华文报刊 华语传媒研究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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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华语传媒文献专区

http://www.admaimai.com/NewsPaper/NewsletterUrl.aspx?id=2536
http://www.admaimai.com/NewsPaper/NewsletterUrl.aspx?id=2536


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蓝图

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

侨刊乡讯专区 华侨华人民间文献展示室 华文教育文献专区

侨乡族谱室 涉侨缩微胶片档案室

华侨华人文献研发室

自建数据库检索利用室

华文文学文献专区
华侨文化体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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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文献专区

华语传媒文献专区

涉侨出版物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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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目标

建成一所集文献服务、资源开

发、文化交流与学术研究等多功能

为一体的特色鲜明、资源丰富、类

型多样的专门文献收藏机构。

远期目标

打造一所集华侨华人文献收藏、阅览、

展示、教育、交流、体验、研究与资政为

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多功能的独立场

馆，成为我校在华侨华人、华文文学、华

文教育、华语传媒等研究领域最完备的文

献保障库，同时也是一个面向侨研、侨务、

华侨华人与社会各界的涉侨信息智库，最

大限度地彰显百年暨南的侨校特色。



“世华馆”宣传册（一）



“世华馆”宣传册（二）



问题与倡议

肆

Questions and Proposal 



4.1  问题

华侨历史文献与海外文献信息的收集难度较大，经费尚显不足

华侨华人文献的研究与开发力度有待加强

如何更好地契合“一带一路”进程中各类文献信息需求

由于华侨历史文献广泛分散于民间、保存条件差、部分文献价格昂贵，收集经
费、渠道及整理力度有待加强；此外，海外文献是华侨华人文献信息的重要组成部
分，海外文献与海内文献两者相互印证，特别是华文教育、华人社团、华人宗教以
及外语类等海外文献急需完善补充，但由于地理相隔、缺少联系等缘故，当前最为
迫切地是要加强联系，加强投入，拓展收集途径。

华侨华人文献机构多从文献收藏与整理的角度去从事相关工作，研究与开发的
力量不足，且华侨华人文献涉及多语种、多学科，文献信息工作人员与研究开发人
员相互脱节，需要相关领域专家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一带一路”进程中所需的各类文献信息涉及面广泛、具体需求各异，就华侨
华人文献信息工作而言，如何跳出主要服务于教育科研的狭小格局，更紧密地契合
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需求，值得广泛深入地探讨。



倡议政府与社会各界在文献收集、资金投入等方面给予支持

致力于国外6000万华侨华人以及国内3000万归侨侨眷这样一个庞大群体的文献信息建

设是一项宏伟而又光荣的事业与使命，由于文献机构获取的资源与投入有限，为此，我

们发布了《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筹）文献资料征集通告》、设立了“世界华侨华人文

献馆发展基金”，倡议政府部门与社会各界给予更多地关注、支持与投入。

.

倡议海内外华侨文献收藏机构及社会各界加强合作

华侨华人文献信息建设的加强将有助于其他民族更好地认识与理解华侨华人历史渊源与

文化特征，有助于华侨华人融入当地社会以及全球文明的交融与互动，本身就是“一带

一路”进程中一项重要的文化举措，需要海内外文献机构、华人社团与华侨华人以及社

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与通力合作。在此，倡议海内外专家学者多加呼吁、社会各界通力合

作，寻求务实有效的合作途径，建立可行的合作机制，共同推动全球文化交融与互动。

4.2  倡议

.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