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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归国侨生安置工作探析

上官小红

［摘 要］ 侨生作为国内外联系的纽带，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建国后，

出于种种原因，大批侨生归国，中国在归国、选籍、出境方面也做出了争取侨生

的努力，并相应开展安置工作，华侨补习学校便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安

置工作秉持 “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原则，并与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相结合，

其目的不在于将侨生特殊化，而是弱化他们的特殊性，使其适应、认可并融入中

国社会。侨生安置工作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侨生自身特点和国内客观存在的

困难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安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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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讨论的“归国华侨学生”，系指在海外出生，并于新中国成立后归国

的华侨青年学生。二战后，海外华侨子弟在居住地升学受挫，家境优裕的华侨纷

纷将子女送回中国求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激发了一些热血青年对中国的

向往，甚至不顾父母反对而悄然回国; 或征得家人同意，只身回国求学; 部分侨

生随父母回国。妥善安置侨生，并对之加以适当照顾，成为侨务工作的重要内

容。归国侨生长期生活在中国，与海外亲人联络不绝，对中国有较为全面的了

解，他们与海外的往来家信配合着其他侨务工作，向海外传达着新中国的形象。

归国侨生对于当时中国所力求的 “扩大华侨爱国统一战线，支援解放台湾”有

着重要的政治意义，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

目前学术界对建国后的侨生研究聚焦于当代华文教育，而对于建国后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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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侨生安置研究只在归侨安置研究中略有提及①，对侨生回国情况、归侨安置

原则等问题，往往点到即止。相对于普通归侨安置研究，侨生安置是薄弱环节，

缺乏针对性的研究。侨生安置遍及全国各地，安置原则大体相同，布局较为均

衡，安置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普遍存在。本文以福建省为重点，在多次赴福州、

泉州、龙岩、厦门、漳州等地调研的基础上，查阅福建省档案馆、广东省档案

馆、安溪县档案馆的档案资料，立足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分析侨生归国、华侨补

习学校的设立、侨生安置原则等问题，以期较为全面地探讨归国侨生安置工作的

历史。

一 争取侨生: 归国、选籍与出境

新中国接收侨生并积极引导、协助他们升学、就业，这不但是归侨安置工作

的一部分，也是出于与台湾争夺侨生的需要。据 1955 年广东省统计，陆续回国

的华侨学生与青年约有 7 万人 ( 华侨学生约 5 万人) ②。1956—1957 年，福建省

安置了 1000—2000 名侨生就学③，至 1958 年，有些侨生尚未安置。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侨生人数出现了大幅上涨的情况，1962 年以后侨生人数又急剧减少，

从这一时期福建省的安置统计情况 ( 表 1) ，可窥见其趋势。

表 1 1960 年以后福建省归侨安置情况统计表

年度 总人数
侨居地 安置情况

印尼 缅甸 新马 菲律宾 其他 农场 工矿等 回乡 就学

1960 26，341 25，560 17 425 72 267 14，644 2888 2870 5939

1961 5475 5420 1 30 14 10 3745 223 975 532

1962 327 308 — 16 — 3 38 3 26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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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侨安置研究中的侨生研究，参见庄国土: 《中国政府对归侨、侨眷政策的演变》，《南洋问题研
究》1992 年第 3 期; 张小欣: 《“九三○”事件后中国对印尼归难侨救济安置工作论析》，《华侨华人历史
研究》2011 年第 2 期; 童蓉: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政府安置印尼归侨政策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
位论文，2011 年; 上官小红: 《归侨与侨乡社会: 福建安溪归侨安置研究 ( 1949—1960 ) 》，厦门大学硕士
学位论文，2014 年。华侨教育研究中也略有涉及，参见庄国土: 《论台湾当局的华侨教育政策》，《台湾研
究》1994 年第 2 期; 杨柳平: 《1949—1978 年海峡两岸华侨教育比较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1 年。

《复有关华南华侨学生与青年工作》，1955 年 3 月 12 日，广东省档案馆，档案号: 209 － 1 － 27 －
154 － 156。

《当前我省侨务政策的几个问题》，1958 年 2 月 22 日，安溪县档案馆，档案号: 0048 － 002 － 0041
－ 0024。



( 续上表)

年度 总人数
侨居地 安置情况

印尼 缅甸 新马 菲律宾 其他 农场 工矿等 回乡 就学

1963 440 — 82 182 104 72 14 31 382 13

1964 694 22 169 247 159 97 35 44 594 21

1965 1365 95 453 474 268 75 257 32 1034 42

合计 34，642 31，405 722 1374 617 524 18，733 3221 6117 6571

注: 就学学生数量是对侨校的统计，其他学校学生数量未统计。

资料来源: 《1960 年后新归侨安置情况逐年统计表》，1966 年 3 月，福建省档案馆，档案

号: 0148 － 002 － 1752 － 0004。

从表 1 可知，仅在 1960 年，福建安置到侨校升学的侨生人数达到 5939 人，

1961 年也还有 532 人，而此后几年大幅缩减。表中只计入侨校学生数量，因此数

字并不准确。据 1962 年的 《关于侨生工作的调查报告》显示，自 1960 年以来，

回到福建省的归侨学生共有 13，000 余人。至 1962 年，在福建省 “各高等学校学

习的侨生有 2288 人，普通中学约有 3700 人，集美华侨补习学校有 1900 人。此

外还有 6000 余人分布在各中等技术学校，或跟随家长安置在华侨农场和各地侨

乡小学继续学习”①。此后，侨生的数量总体上大幅减少，表 1 统计虽不精确，

仍可见基本趋势。1966 年，福建接待的 325 名归侨中，安置在学校的仅 6 人②。

可见侨生人数已经极少。1960 年左右是侨生归国的高峰期，这是东南亚国家

( 尤其印尼) 排华浪潮所致; 也可能“由于中国大陆复办暨南大学及创办华侨大

学，相当一部分海外侨生赴祖国大陆深造”③，因此，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出现个别年份侨生人数激增的情况。其中，后者本不应造成随后侨生人数

的减少，但因中国国内社会运动造成的消极影响，抵消了华侨学校的积极效果;

印尼归侨人数占了这一时期总归侨人数的 90% 以上，可知前者是最主要的影响

因素。排华时期的侨生数量激增，造成侨校资源紧张，一些学校进行了合并，以

节约教学资源。1958 年暨大与华侨补习学校合并④，1959 年潮安华侨子女补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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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侨生工作的调查报告》，1962 年，福建省档案馆，0178 － 017 － 0048 － 0052。
《1966 年度接待安置新归侨情况统计表》，1967 年 1 月 4 日，福建省档案馆，0148 － 002 － 1752 －

0006。
张亚群: 《海外侨生赴台湾升学述评》，《台湾研究集刊》2002 年第 3 期。
《建议召开专门会议 解决有关暨大与华侨补校合并的一些问题》，1958 年 7 月 25 日，广东省档案

馆，档案号: 214 － 1 － 137 － 12。



校更改为华侨初级中学①。1960 年，因短期内在校师生从 2000 多人突增至 4000

多人，校舍紧张，集美补习学校侨属子女补校停办②。

据 1962 年 2 月统计，广东省 “省属 14 间高校中，有华侨学生 1404 人，港

澳学生 298 人。市属 51 间中学，有华侨学生 3371 人，港澳学生 401 人。广州华

侨补习学校有华侨学生 827 人，华侨小学有华侨学生 447 人。”③ 可见，侨生以中

学生为多，特别是以在中学补习以待考入大学的人数居多。

侨生回国集中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前与 1960 年前后两个阶段，前期，

国家持积极鼓励的态度，吸引侨生与归侨，并予以妥善安置。20 世纪 50 年代后

期，随着取消双重国籍政策的落实及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对侨生的政策也

相应地发生了转变，与建国初期积极鼓动侨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态度相比，此

时要低调得多。1958 年，中侨委指出，鉴于当前国内外实际情况，特别是华侨

本身的利益，华侨需要长期在国外居留，就应该参加当地的经济、文化事业，促

进中国与侨居国的友好关系。在处理华侨学生回国升学问题时，对于高中尚未毕

业的学生，要劝告其父兄妥善地安排他们在侨居地继续就学④。“这不但符合实

际需要 ( 事实上绝大多数华侨学生都留在当地升学或就业，不可能回来) 和华

侨的长远利益，而且符合我国外交政策和侨务工作的根本方针。”⑤ 其后，印尼

排华造成侨生再次出现回国高潮。随着印尼排华运动逐渐平息与中国国内社会运

动的开展，华侨回国人数大幅度减少，只有零星侨生回国。

侨生回国后，先于沿海口岸的华侨招待所等待安置。1954 年，广州设立了

归国华侨学生投考中等学校委员会，负责办理华侨学生升学问题。对于适龄侨

生，相关部门根据侨生祖籍地及其在国外已完成的学业进行酌情分配，分别安置

往广东、福建、云南等省。“多数侨生祖籍在广东、福建，因而都希望分派回原

籍或沿海城市，不愿意分配到西南和西北去。”⑥ 但分配工作仍以国家统一分配

为主，安排到华侨补习学校的侨生往往祖籍各异。侨生被安排到各个学校，就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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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潮安将昔埠华侨补校改为华侨中学的批复》，1959 年 9 月 1 日，广东省档案馆，档案号:
314 － 1 － 142 － 164 ～ 164。

《集美文史资料》 ( 第十辑) ，内部发行，2000 年 12 月，第 13 页。
《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归国华侨学生、港澳学生团结教育工作的报告 ( 二稿) 》，1962 年 4 月，广东

省档案馆，档案号: 215 － 1 － 294 － 052 － 057。
《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方针政策若干问题》，1958 年，安溪县档案馆，档案号: 0048 － 001 －

0021 － 0036。
《传达贯彻归国侨生教育工作方针政策若干问题》，1958 年 4 月 19 日，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

0178 － 013 － 0016 － 0013。
廖中才: 《难忘的岁月——— “侨生”生活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

委员会编《相思·友谊·故园情———台港澳及海外文史资料专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101 页。



东省而言，暨南大学和各地华侨中学向海外多招华侨学生、港澳学生，这些学生

约占学生总数的 80%，其他大中学校每年也录取一部分华侨学生、港澳学生①。

确定学校后，侨生被安排进入相应年级学习。若是水平不及，则给予安排补习，

以使之顺利升学。

取消双重国籍的政策提出后，归国侨生也面临着国籍选择问题。国家的政策

是“着重激发他们做中国人的光荣感”，“鼓励和争取绝大多数具有双重国籍的

人，在自愿原则下，保留中国国籍”，不在国内主动挑起选择国籍的问题，不进

行“三好政策”的宣传。政府单方面认为，在国内具有双重国籍的归侨和归国

华侨学生“自认不存在双重国籍问题，也不愿意做外国人”，因此不存在选籍的

问题。此观点显然没有正视问题的本质。他们更多考虑的是，从现实方面，若归

侨、侨生选择外国国籍，将会给侨务工作带来麻烦，“如果众多的人去选择外国

籍，在管理工作上势必造成许多困难”; 而从根本上说，归国侨生选择外国国籍

是对新中国的不信任，“在政治上影响不好”。因而对选籍问题上动摇的人，将

会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为尽可能地争取侨生，国家通过积极的引导和消极的选籍

宣传来争取归国侨生选择中国国籍。与此相反，对于身在海外的侨生的家人，国

家则认为，“因考虑到本身的处境及切身的利益”而选择侨居国国籍是 “很自然

的”，并应劝导侨生充分尊重国外亲人的自愿，不要阻挠国外亲人的选籍， “一

个家庭内存在不同国籍是正常的”②。

除了选籍方面的有意引导之外，国家还对侨生、归侨出境进行严格管理。据

厦门市统计，1962 年 1 月至 11 月，已出境的侨生共有 343 人。其中往南洋的有

47 人 ( 柬埔寨 11 人，北越 10 人，印尼 9 人，新加坡 2 人，菲律宾 8 人，马来亚

5 人，泰国 1 人，河内 1 人) ，到港澳的有 296 人。这一年，已出境和正在申请出

境的人数较以往任何时期都有显著增加③。鉴于两岸关系紧张与人口外流的现

实，以及归国侨生出境可能带来政治上的负面影响，除出境继承家业、会亲等请

求给予批准以外，国家规定，暑假期间，沿海部分地区的学生 “一般不批准出

境”，且“鉴于往年有些华侨学生到港澳后，不能转往侨居国”，因此，除非确

定能取得侨居国入境证明者，原则上一般不批准华侨学生出境④。严格的出境管

理造成了侨生的不满与国内外华侨的不安，当此后管理松懈之时，出境的人数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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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215 － 1 － 151 － 016 － 017。



然迅速增加。

总而言之，虽然对于归侨和侨生回国的态度有些变化，但是，鉴于海外高校

华侨教育的缺失，中国有担负侨生教育的责任，因此对于欲回国就读高校的侨

生，国家一直都持欢迎态度; 而对于中小学侨生，中国则逐渐由不加以区分地欢

迎，转向劝勉侨生尽量在侨居地完成中学课程，再回国就读大学。一方面是争取

侨生的努力; 另一方面是国内学生人数的剧增，学校的不敷需要，且为处理好与

他国的外交关系，国家渐趋于鼓励侨生尽量在侨居地完成高中学业。

二 华侨补习学校的设立

根据学业水平不同，归国侨生被分配至相应的各级学校继续学习。东南沿海

重点侨乡的大多数中小学校每年皆负有接收安置一定数额侨生的任务。

与普通归侨相比，侨生具有年龄小，以归国求学为目的的特点。20 世纪五

六十年代回国的侨生，知识水平与综合能力参差不齐，且普遍汉语水平较差，年

龄偏大; 侨居地所学课程与国内存在差异，归国后难以适应新课程，以致考试成

绩不佳，未能顺利升学，这给人留下侨生知识水平不高的观感。考虑到部分侨生

或文化程度较低，或因语言障碍而暂时无法顺利升学，或归国未赶上考期，国家

为给予适当照顾，华侨补习学校这一特殊历史产物便应运而生。

侨生大批回国，原有中学难以容纳。为了解决侨生升学问题，北京、广州、

厦门三地的华侨补习学校相继成立。此后，昆明、桂林、汕头、海南等重点侨乡

也创办了华侨补习学校。同时，福建省侨委还积极鼓励华侨创办学校或补习学校

( 班) ，以分散的、小型的为主，利用当地的房屋和师资力量，采取 “以生养校”

的办法和争取华侨对办学的支持来解决经费，尽可能满足侨生的升学需求，“减

少一些不必要出去的青少年出国”①。1955 年，晋江市召开了华侨子女补习学校

会议。报告显示，当时晋江市已在各县建立了一些不对外公开招生的华侨子女补

习学校，专为升学考试落榜的侨生提供补习场所，且不限制入学年龄，超龄学生

参加补习后仍能继续升学②。许多公办与私立的归国华侨补习学校的创办，是保

障更多侨生顺利升学的重要举措。华侨补习学校的建立，不仅是为了帮助侨生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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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使之将国外所学与国内课程衔接，也分流了大量的归国侨生，暂时缓解中等

学校和大学的接收压力。

厦门集美华侨补习学校即是最早创办的华侨补习学校之一，由陈嘉庚倡办。

陈嘉庚鉴于东南亚华侨教育受阻的情况，担忧海外华侨子弟与广大华侨一样，

“心随境变，乐不思蜀”，因而积极鼓励侨生回国读书。同时，另设补习班，帮

助考试未及格者。集美补校于 1954 年开始正式招生，担负着接待安置、补习教

育、政治审查、分送入学等四项任务①。这类华侨补习学校区别于普通中学，也

区别于侨办学校，专为协助侨生升学而准备。

集美华侨补习学校设有初、高中各年级补习班及初、高中预备班和大学先修

班 ( 约分别相当于今小学六年级、初三、高三) ，安排不同年龄、知识层次的侨

生入班短期学习; 从回国时起至 7 月，侨生可参加国家统考，按成绩高低到各级

学校升学②。集美侨校还设有“理工、医农、文科三大类大学先修班，后来又增

设华大预科班、高一、二、三若干正规班和文化补习就业班。学校发展规模 2300

人，人员定编 252 人。”③ 1962 年时，该校的大学先修班和高三原有学生数 491

人④，全校接收侨生 1900 人⑤。

这一时期，侨生回国数量众多。考虑到多数侨生出身工商业或职员家庭，政

府强调侨生的学习、生活费用，应该由家庭汇款解决，这也是争取侨汇的一个途

径。据调查，福建农学院全院侨生 212 人，“家庭经济状况大部分是良好的”。在

海外从事工商业有较大财力的占 78%，侨民小商贩占 22%，无力汇款的只占侨

生总数的 8. 2%，其中多数是 1957 年及 1958 年回国的⑥。“以生养校”是华侨补

习学校采取的解决经费困难的办法。

华侨补习学校暂时容纳了大批回国侨生，但它毕竟不是正规学校，而是以专

门补习功课，短期内 ( 一般为一年，必要时可延长至两年) 协助侨生提高文化、

政治知识水平，以便其参加升学考试为目的。华侨学生在补校不能升级补习，一

般只能留原级补习，编级考试时，如果程度太差，还要降级补习⑦。

华侨补习学校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因循建国后侨生大量归国与其后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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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华产生的大批侨生回国升学而生，但随着这一历史时期的消逝，国内外局势发

生变化与侨生数量减少，各地普通中学附设的补习班足以容纳零星陆续回国的侨

生之时，特为大量侨生升学而设的华侨补习学校的使命也宣告终结。60 年代后

期开始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侨生开始受到冲击，侨生与国内其他学生都被要求

上山下乡，此后侨生归国陷入了低潮。而华侨学校或因为师资、财政等方面的问

题，或因为从私立向公立发展的办学方针而停办或改制、转型。总体来看，华侨

补习学校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开始式微，“文革”时受到重创，集美补校 “广

大师生上山下乡，1971 年被迫停办，校产被分光，校舍被占用”。文革结束后，

1978 年，国务院决定复办集美侨校。复办初期，困难重重，一无校舍，二无设

备，三无教师，四无学生，百废待兴①。其后又经历一系列的变化，集美补校演

变成今天的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其他华侨补习学校也相继经历了 “文革”期间

停办，70 年代末复办及转型，进入新时期转而从事华文教育的过程。

三 “一视同仁，适当照顾”原则

中共中央于 1957 年提出“一视同仁，适当照顾”原则，意在从全国人民的

利益出发，在共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对归侨侨眷适当照顾②。侨生同属归

侨群体，自然也成为这一原则的实施对象。

“一视同仁，适当照顾”是将侨生与国内学生同等对待，但因侨生长期居住

海外的特点，以及其经济与政治意义，又对之进行适当的政策倾斜。在就学上，

侨生升学可享受 “同等成绩，优先录取”的优待，但不予以免试录取或降低分

数录取。此外，鉴于侨生的年龄偏大，因此投考普通高中的侨生年龄，按国内规

定的年龄标准放宽了一、二岁③。侨务部门要求 “在安排侨生计划时，应充分考

虑侨区侨乡的特点，侨区教育事业的指标不宜压缩得过低，侨乡的学校应适当多

录取一些侨生及依靠侨汇读书的侨属子弟，侨办学校在招生时更应该比较多地录

取华侨子女。”1961 年，福建省高中毕业程度的侨生有 1300 多人，福建省教育

厅和侨委会要求贯彻“同等成绩，优先录取”，适当照顾侨生、侨属生的入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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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省内各大学招收新生时，侨生的比例应该不低于 10%①。尽量录取侨生入

学，一方面是为争取侨汇，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政治方面。侨生回国达到求学目

的，即可避免其申请出国，在政治上争取侨生的目的便已达到。但因学校招生名

额有限，“同等成绩，优先录取”仍不可能满足所有侨生的升学要求。1961 年，

福建省高等学校招生中录取了 “约有侨生高中毕业生一千一百人的半数左右”②。
1962 年，集美华侨补习学校的大学先修班和高三原有侨生数 491 人，报考 414

人，顺利录取仅为 35 人③。因此，即使放宽录取标准，每年仍有大量侨生投考

失利。

对于落第侨生，国家无力包下来让他们逐级升学，而是贯彻另一种 “包下

来”的精神，对他们抓紧思想教育，稳定情绪，安排部分侨生回原校或到补习学

校补习; 同时“下马”大专和中专，即安排华侨学生就读大专和中专，少数不

愿继续学习的，则安排他们就业④。家境好的侨生家庭往往要求入读高中和四年

制、五年制的大学，不愿去读中等专业学校和学程较短的专业学校和训练班⑤;

但安置的方向主要还是面向劳动生产，因而国家要求考不上学校的侨生要有参加

劳动生产的思想准备⑥。实际上，多数落第的侨属生的升学就业问题无法解决。

如 1962 年华侨集美学校落榜侨生中，安排留校补习的有 254 名，其余的或投亲，

或少数被安置往国营华侨农场和其他去处，尚有 52 名侨生难以安置⑦。因侨生回

国目的是升学，所以安排其从事农业劳动往往引起他们的抵触与排斥，国家可提

供的岗位和个人意愿也难以协调。

对侨生的“适当照顾”还体现在生活上的关注。侨生长于异域，侨居地的

生活习惯、生存环境与中国差异甚大，归国后常难以适应。福建省侨委经过一番

调查，发现侨生在学校生活遇到诸多困难，食堂伙食差，副食品供应、学校的物

资设备和侨生日常生活、学习用品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因此，省侨委要求学校办

好食堂，建议商业部门改善对侨生的副食品供应，建议各有关部门积极设法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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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侨校所必需的物资设备及侨生所必需的日常生活用品①。补习学校还为经济

困难的侨生提供助学金。集美华侨补习学校的助学金分为三等，每月分别为 13

元、11 元、9 元②。对申请助学金的经济困难者，评议给予优先照顾。除为侨生

入学、经济等提供各种便利之外，侨校还开展文娱活动，在元旦、春节时，组织

节日联欢，使侨生能尽快融入新环境。

在“一视同仁，适当照顾”原则之下，宣传与思想教育从未被忽视，宣传

教育与适当照顾同步并行。通过对侨生的政治工作，学校经常对侨生进行劳动教

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以期不断提高他们

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觉悟。侨务部门有组织地安排学生经常写信与海外亲

属联络。家信贯彻报喜的原则，联合运用侨报、侨乡报、乡刊、乡讯等宣传工具

传达中国新面貌，保持华侨与中国的联系，并争取侨汇。同时，政府和学校时刻

关注侨生的思想动态，诸如总结学校里的侨生 “情况一般较好，政治上求进步，

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不断提高，约有 10% －15%的侨生已入团，有少数已入

党”，“学习一般也较努力，其中少数是优秀生，生活作风也在逐步变化，大多

数都参加学校劳动，一般能认识国家困难，对当前较为艰苦的生活条件很少有怨

言”③。又如评价福建农学院全院侨生 212 人，“思想进步，表现积极的有 66 人，

占 31. 1%，表现一般的有 123 人，占 58%，回国后对生活劳动还没有习惯，对

党的政策方针认识比较模糊的有 23 人，占 10. 9%。”④ 这些数据与判断究竟是否

准确，思想表现的好坏难以界定，有些也许是根据情境需要而主观判断的结果。

一份档案文件记载了集美中学高三第十班的 5 个侨生 ( 吴、庄、贺、邱、

王) 的日常谈论内容，涉及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政治生活和其他一

些重大问题⑤。从谈话中可见，他们对与国外迥异的中国现状表示不满。中国囿

于现实环境无法满足侨生预期的生活; 且侨生来自海外，对中国情况不熟悉，尤

其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隔阂尤深，为此政府采取加紧思想教育的对策。有关政府

部门认为“在国内学生思想认识上已经解决或基本上解决的问题，对归国华侨学

生来说完全是新的问题”，因此强调，密切结合侨生的思想特点，采用各种适当

·041·

东南亚研究 2017 年第 1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侨生工作的调查报告》，1962 年，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 0178 － 017 － 0048 － 0052。
笔者对厦门市泰国归侨联谊会会长叶波通先生的访谈记录，时间: 2013 年 10 月 15 日。
《发“努力做好侨生、侨属工作”的发言提纲》，1962 年 1 月，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 0178 －

017 － 0037 － 0001。
《福建农学院侨生工作总结》，1960 年 4 月 9 日，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 0218 － 001 － 0116 －

0027。
《关于加强侨生当前的思想教育妥善安排寒鹭生活的意见》，1962 年 12 月 20 日，福建省档案馆，

档案号: 0178 － 024 － 0349 － 0088。



的方式，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补课”，使他们与国内学生共同进步①。此外，归

国华侨学生补习教育是国内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

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方针，侨生毫不例外地被希望培养成为具有社会

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鉴于社会普遍认为侨生大多出身中上层，生活优

裕，缺乏劳动习惯，侨务部门要求补习学校要着重对他们进行劳动、爱国主义教

育，使其树立劳动观念，增强爱国主义思想。

认真考察“一视同仁，适当照顾”原则，会发现这一原则最终意在使侨生

及其他归侨适应国内的具体情况。“适当照顾”只是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临

时举措，照顾不是为了特殊化②。“一视同仁，适当照顾”原则与社会主义思想

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弱化侨生的特殊性，使之认可并适应于中国社会。

四 侨生安置工作的不足与困难

如上所述，侨生安置工作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有些情况殊难令人满意，安

置工作在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困难。

( 一) 侨生安置工作的不足

地方上侨务工作人员的紧缺和侨务政策的缺失使侨务工作开展受挫，难以应

对侨生安置的各种问题; 且侨务部门与相关学校对侨生及侨生在国外生活情况了

解有限③; 对一些有技术专长的侨生，各地未能据其专长分配合适岗位，致使他

们所用非所学; 对回国后人地生疏，确有困难的侨生，政府也未能加以有效帮

助。广东省侨务部门于 1962 年的总结中认为，各校的指导帮助、检查监督不够，

缺乏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 其次，在一些学校中，未能全面贯彻当时的侨务政

策，强调“一视同仁”而忽视 “适当照顾”，“对华侨学生和港澳学生的缺点看

得较多，优点看得较少，要求偏高偏急，工作方法简单粗糙”。侨务工作上的偏

颇和政策上的变幻无常，使得“有些华侨学生不要或不敢多要侨汇，有些侨汇证

不敢享受优待，国外寄回副食品不敢公开吃，带回国内的衣服也不敢穿; 有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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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方针政策若干问题》，1958 年，安溪县档案馆，档案号: 0048 － 001 －
0021 － 0036。

《传达贯彻归国侨生教育工作方针政策若干问题》，1958 年 4 月 19 日，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
0178 － 013 － 0016 － 0013。

《关于归国华侨职工安置工作的情况和意见》，1956 年，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 0048 － 002 －
0014 － 0030。



话也不敢讲”，有少数单位甚至认为华侨学生海外关系复杂，不好培养而拒绝录

取①。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仅影响了侨生升学安置工作，也影响了整体侨务工作

的开展。

侨生安置工作是中国侨务工作的重要部分，也是统战工作的内容。中央文件

中常见批评地方侨务部门对中央有关指示学习领会不够的内容，尤其是地方侨务

工作者对华侨情况了解不够，“不能充分认识到做好侨生和侨属生工作的重大政

治意义，特别是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政治意义和它的经

济意义”，表现在工作上的一般化，甚至官僚主义作风，没能很好地从华侨学生

特点出发，措施上“不够具体、落实和有力”。对于新中国来说，安置侨生的政

治意义更是大于经济意义。在政策界限上，有些学校对侨生海外关系、接受侨汇

等问题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反映在建团、建党、毕业鉴定、政治审查、招收新

生等工作上，都有不符合中央政策精神的情况②。

( 二) 侨生安置工作的难度

侨生的自身特点加大了侨生安置工作的难度。

首先，归国侨生往往年龄偏大，升学安置难度大。国家规定，投考初中的国

内学生，不得超过 17 岁 ( 应届毕业生除外) 。然而，归国侨生中，超过这一年龄

标准的侨生不在少数。因此，中侨委规定将年龄放宽，初一超龄为 20 岁，以此

类推，但不予以免试录取或降低分数录取。不过，在此规定下，超龄的侨生仍甚

多。据 1964 年 1 月调查，福建省集美华侨补习学校超龄超期学生共有 261 人，

“其中有 68. 2%集中在先修班和几个补习班”③。在安置中，侨务部门往往左右为

难，不得其法。

其次，侨务部门希望将超龄侨生安置到农场或企业等相关部门工作，但侨生

归国目的是求学，因而抵触劳动，不安于居。正如被安置于农村的归侨一样，被

安置于县城或城镇中学的侨生也常有不满情绪。这些侨生 “绝大多数是单身归

国，国外家庭及其本人中心思想是为了求学，因此就学迫切，本身一贯少参加劳

动，缺乏习惯，缺乏劳动观点。一旦不能达到目的，打击必定很大，对动员参加

劳动思想抵触很厉害”④。有些侨生虽分得土地，却不懂得耕种，而在号召以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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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归国华侨学生、港澳学生团结教育工作的报告 ( 二稿) 》，1962 年 4 月，广东
省档案馆，档案号: 215 － 1 － 294 － 052 － 057。

《发“努力做好侨生、侨属工作”的发言提纲》，1962 年 1 月，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 0178 －
017 － 0037 － 0001。

《关于安置侨生的通知》，1964 年 4 月 6 日，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 0148 － 003 － 3102 － 0049。
《安置侨生侨青就学问题的专题报告》，1954 年 8 月 13 日，安溪县档案馆，档案号: 0048 － 001 －

003 － 0066。



动为荣的中国是无法容忍的。针对此类情况，政府往往采取反复教育的方式，以

期从思想上根本改变侨生的想法，让他们积极参加劳动，将学习与劳动相结合。

国家规定，“归国华侨学生的升学和就业，必须服从国家统一分配”，“经分配后

到处流动的，只能说服回原校学习”①。这种政策和教育方法，实际上能取得多

大的效果，是值得探讨的，侨生对于未能称心如意的分配和对劳动教育的抵触之

心，是显而易见的。侨生对中国社会存在不适应或不满情绪，都会对侨务工作安

排产生抵制。

而有些年龄偏大的侨生，则迫切要求就业。多数同学要求在城市的工厂和其

他行业工作。身居国外的家长也关注侨生回国能否升学和就学，且家境好的侨生

家庭希望读高中和四年制、五年制的大学，不愿读中等专业学校和学习时间较短

的专业学校和训练班; 希望读工科、医科、农科等大学，不愿读师范; 大学毕业

后工作希望安排在南方、福建或城市，不愿到西北、西南和农村。大多数侨生如

果不能达到就学目的就要求出国升学，极少数侨生准备考不上学校就选择就业，

但就业只愿意从事工业和商业，拒绝从事农业②。

按政策规定，包括侨生在内的归侨有优先被安排在城市就业的待遇，但囿于

城市工作岗位有限，落第侨生的升学就业问题无法解决，不少侨生与家长认为在

国内没有前途，要求出国。厦门市 1961 年已出国的侨生和侨属生有 300 多人，

晋江石狮公社 1960 年 9 月上旬申请出国的有 80 人，学生占 55%，晋江南侨中学

一个月中要求出国的有 79 人③。而申请出国被认为具有政治上的重大影响。

此外，侨生安置办法不够全面细致与稳定，未能密切联络海外华侨社会，也

使侨生的积极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余 论

侨生回国升学现象是伴随着华侨社会的形成及其与中国社会的紧密联系而产

生的，海外华侨倾向于将子女送回中国接受教育，而特殊时期的华侨归国潮加大

了侨生回国的数量。中国对侨生的积极态度不仅意在争取侨汇的经济意义，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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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当前工作问题 ( 初稿) 何香凝主任在华侨事务委员会第二届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谈的报告》，
1958 年，安溪县档案馆，档案号: 0048 － 002 － 0041 － 0054。

《发“努力做好侨生、侨属工作”的发言提纲》，1962 年 1 月，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 0178 －
017 － 0037 － 0001。

《关于归国侨生教育工作的联合报告》，1962 年 3 月 24 日，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 0133 － 001 －
0644 － 0088。



于广泛争取华侨对新政权支持的政治意义。侨生回国不仅有利于传达中国的新形

象，更是新政权获得海外华侨社会认可的表现。而大量侨生回国又催生了华侨补

习学校这一特殊历史产物。侨生对中国知之甚少，“只是抱着一股热情，认为祖

国就是可爱毫无缺陷的”①，但中国的现实与其想象相出入带来的心理落差逐渐

抵消了新中国带来的民族自豪感，面临的经济困难和国籍选择也让侨生望而却

步。当侨生回国潮最终归于沉寂，华侨补习学校也随之转型，国籍变迁与认同的

转化使得侨生的途经升学逐渐由华侨教育转向华文教育。而“一视同仁，适当照

顾”原则既兼顾侨生的特殊性，又平衡着两个极端，以同化异，使其不因特殊而

孤立。这一原则是推动侨生融入中国社会的加速器，但并未保障侨生免受 “海外

关系”带来的冲击。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这一原则修正为 “一视同仁，不得歧

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许多归国侨生也选择前往香港与海外其他地方，而

中国大陆并未与这些侨生保持足够的密切联系，这与台湾积极联络侨生校友的举

措形成鲜明对比。

【责任编辑: 石沧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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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广东华侨中学综合报告》，1957 年 1 月 17 日，广东省档案馆，档案号: 215 － 1 － 264 － 070 －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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