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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国内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长期的重要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

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华侨、归侨和侨眷的特殊情况，贯彻“一视同仁，适当照

顾”的八字方针，在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等运动中，采取了相对灵活、宽

松的政策，照顾华侨、归侨和侨眷的利益，及时、稳妥地解决了涉及华侨、归

侨和侨眷利益的许多重大问题，调动了广大华侨、归侨和侨眷的积极性和爱国

热情。但是，1958年到 1960年，中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错误地

发动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侨务工作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和破

坏，使归侨、侨眷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福建是中国第二大侨乡，1950年代末，全省归侨、侨眷人数达二百万人左

右，约占全国归侨和侨眷的 10%。国内侨务工作也是中国政治工作的重要部分，

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与侨务工作结合起来，对福建“大跃进”运动

中的侨务工作进行研究，具有典型性、代表性，从侨务的角度细化“大跃进”

左倾错误的表现，可以为今后侨务工作的开展和侨务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

本文对建国初期的侨务政策和福建在各方面的侨务工作、“大跃进”的兴

起与发展进行梳理，结合福建省档案馆馆藏资料、会议资料、人物回忆录、报

纸等材料，归纳总结了福建在“大跃进”时期，对归侨、侨眷进行社会主义教

育，发动其参加生产劳动，以及侨务工作中“左”倾错误的重要表现、影响，

对侨务工作进行纠正和调整等内容。

“大跃进”时期，各项侨务政策都是在坚持保护归侨、侨眷正当权益的基

础上制定的，其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左”倾错误严重泛

滥，使得侨务工作也打上了“左”的烙印，严重侵犯了归侨、侨眷的利益，从

而影响了海外华侨与中国的关系。虽然，许多侨务工作者认识到了工作的失误，

并积极制定相应政策、下达命令予以纠正，然而在整个社会环境、国家总的方

针政策得不到纠正的情况下，正确的侨务政策也无法真正落实。

关键词：“大跃进”；福建；侨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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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omestic and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is a long -term important work. According to 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of overseas Chines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nd overseas Chinese

family dependant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arried out the policy, equal

treament and proper care, against domestic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early days of

People's Rupblic of China. In the Land Reform,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and other

political movement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dopted a series of relatively flexible,

relaxed policies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overseas Chines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the relatives and dependants. These measures not only timely and securely

solved the major issues involving the interests of overseas Chines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ir families, but also mobilized their patriotic intiative and

enthusiasm.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socialism in an all-round way from

1958 to 1960,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rongly launche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ovement and the people of the commune movement, so that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were disturbed and destroyed by radical thoughts, and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the relatives and dependants were subject to varying degrees of impact.

Fujian has been China's second largest hometown of overseas Chinese

(qiaoxiang). In the late of 1950s, the number of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relatives in Fujian was about two million, accounting for about 10% of the country's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relatives. Since domestic work of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political work, Studying on Fujian’s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by combin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ovement and the

people's commune movement, that is typical and representative. The paper refin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ov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verseas Chinese,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work of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mbined with the Fujian Provincial Archives collection materials, meeting

information, memoirs, newspapers and other materials, the paper elaborates overs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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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Chinese domestic policy and Fujian’s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work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lso generalizes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Fujian. In addtion, the paper sums up

Fujian’s socialist education for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relatives to

encourage them to participate in productive labor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

Furthermore, this paper also deals with the important performance and influence of

"left" errors in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and corrects and adjusts the work of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In the period of Great Leap Forward , all the overseas Chinese policies were

formulated on the basis of protect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ir relatives, so their basic directions were correct. But, as

the opportunism had spread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interests of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ir relatives were violated in the work of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In the whole social environment, although many overseas Chinese workers

have recognized the mistakes of their work, actively formulated the corresponding

policies and issued orders to correct them, when the country's overall policy has not

been corrected, the correct policy of overseas Chinese wasn’t really put into effect.

key words: The Great Leap Forward; Fujian;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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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1

绪 论

一、选题思路及意义

中国的侨务工作分为国外侨务工作（针对海外华侨华人，是外交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和国内侨务工作（服务于归侨、侨眷，专门针对归侨、侨眷制定具体

的方针政策，是国内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后，国内侨务成为侨务工作的

中心。国内侨务政策的制定依据于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因此，各个历史时期党

的总方针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侨务政策的正确与否。如果党和国家所制定的

大政方针是充分考虑国情的特点，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实际的，那么侨务政策的

制定也就有了科学的依据；相反，如果党和国家制定的总方针有了失误，那么侨

务政策也就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与失误。
①

1956年底，中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9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方

针和总战略目标。为了适应这一时期的需要，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侨务工作的

方针政策，按照“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原则，对归侨、侨眷实行“一视同仁，

适当照顾”的八字方针，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鼓

励他们和国外亲友保持联系，扩大和加强了华侨爱国统一战线。然而，1958年，

全国上下以“三面红旗”，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指引，开始进入了“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时期”，提出农业、工业“大跃进”的计划指标，大炼钢铁，大办人民

公社，助长了浮夸不实、急于求成之风，“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对中国社

会造成严重灾难。1958年至 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

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出现的一次严重失误。中央和学术界都对“大

跃进”时期的失误和经验教训高度重视，从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分析，以期能在今

后的发展中时刻警醒世人，不可重蹈覆辙。

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全社会大跃进的背景中，国内侨务工作不可避免

的受到影响和冲击。组织广大归侨、侨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与工农业生产劳动，

①
毛起雄，林晓东：《中国侨务政策概述》，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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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一时期国内侨务工作的中心任务，其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但是 1958年 5月

召开的中侨委二届一次扩大会议，根据全国社会主义大跃进的风向，提出了“侨

务工作凡是可能跃进居先的，应该力争跃进居先”的口号，1959年侨务工作又

提出“一切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口号，以致于在执行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归

侨、侨眷是国内侨务工作的主要对象，也是因有“海外关系”而被国家赋予特殊

政治身份的一个群体，在各种政治运动中都受到了专门侨务政策的特殊对待。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开始后，党和国家更急迫地引导归侨、侨眷进入社会主义的轨

道，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那么在“大跃进”的浪潮中，“跃进、加速”“左”

的侨务工作的指导下，归侨、侨眷是如何参与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中去

的呢？

福建是中国著名侨乡，50年代后期，全省有将近二百万的归侨、侨眷，约

占全国归侨和侨眷的 10%。研究“大跃进”时期福建的侨务工作，分析归侨、侨

眷在这期间受到怎样的冲击，对“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整风运动产

生怎样的认识、影响，具有典型性。高华在《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

——以 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一文中提到“站在 21世纪的历史门槛，回顾和研

究 50年代的历史进程，在充分肯定新国家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还应看到 50年

代的多重面相：大环境的巨变确实对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但

有没有不同于主流的潜层意识？”
①
同样，“大跃进”运动也具有多重面相。从

侨务工作和归侨、侨眷的角度研究“大跃进”时期的历史，为“大跃进”研究做

一个补充，也为今后的国家制定正确的方针路线、侨务政策提供借鉴。

二、相关概念及界定

第一，关于“归侨”。根据 1957年中侨委发布的《关于华侨、侨眷、归侨、

归国华侨学生身份的解释》，归国华侨是华侨回国后的通称（简称归侨），不论

回国时间长短，也不论是自行回国或被迫回国，都可称之为归国华侨。同时还规

定凡侨居国外的华侨子女（包括父母未出国而子女被亲友携带出国者），从国外

回来求学，现在还继续在国内学习的，就是归国华侨学生。
②
在本文中，有些地

方只提到归侨，其中也包含归国华侨学生。

①
高华：《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 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

第 40期，第 82-90页。
②
毛起雄，林晓东：《中国侨务政策概述》，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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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于“侨眷”。1957年中侨委制定的《关于华侨、侨眷、归侨、归

国华侨学生身份的解释》对侨眷的定义是：（一）华侨在国内的配偶和直系亲属。

（二）华侨在国内的旁系亲属和义父、母、子、女，其生活来源经常依靠华侨接

济者。（三）华侨在国内的旁系亲属，虽不依靠华侨的接济为其生活主要来源，

但与华侨未分家者。（四）归侨在国内结婚的配偶，只有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

才算侨眷：（1）配偶本人具有上述规定的三条之一者；（2）归侨再出国者；（3）

归侨的直系亲属仍侨居国外者。（五）归侨从国外带回的配偶及其他亲属，如果

是中国人，应当是归侨；如果是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只有在加入中国国籍后，归

侨再出国或归侨的直系亲属仍侨居国外的情况下，才算侨眷。

侨眷的身份不是永久的，如因华侨在外死亡或已归国而失去上述前三条构成

侨眷身份的条件者，原则上侨眷的身份消失。

本文所研究的“大跃进”时期的福建侨务，是针对归侨、侨眷的国内侨务工

作，不涉及对福建的国外侨务工作。文中国内侨务工作都简称为侨务工作。

三、研究现状

进行学术研究首先是要了解学术界对研究对象的研究现状，只有在全面了解

和科学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能避免研究的重复性，并借鉴已有的研究

成果，进行正确的创新。

1.福建“大跃进”运动研究现状

从八十年代至今，关于中国“大跃进”运动的成果较多。美国学者麦克法夸

尔(R. MacFarquhar)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革命的中国的

兴起》
①
和迈斯纳(M.Meisner)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

史》②，在考察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以独到的视角对“大跃进”和人

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发展、出现的问题、纠正、调整等进程进行了综合的分析

和探讨。在国内学者中，林蕴晖的《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1958-1961）》
③
对“大跃进”运动细节的研究最为突出，实用了详实和丰富的

史料。但是，这些著作都是以中国整体作为研究空间，几乎没有专门关于福建“大

①
（美）麦克法夸尔（R. MacFarquhar），(美)费正清编,谢亮生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

年.革命的中国的兴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②
（美）迈斯纳（M.Meisner）著，杜蒲，李玉玲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③
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香港：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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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运动中的福建侨务与归侨、侨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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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进”运动的论述。

目前，对福建省“大跃进”运动的研究并不多，主要是在何少川先后主编的

《当代中国的福建》
①
、《当代福建简史》

②
，和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

《中共福建地方史（社会主义时期）》
③
对此有专门的章节论述。此外，中共福

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共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分别编辑了《“大跃进”运动（福

建卷）》
④
和《漳州“大跃进”运动》

⑤
两部“大跃进”运动资料丛书，对福建省、

重点市、漳州各县的“大跃进”运动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

的资料支撑。关于福建省“大跃进”运动的研究论文也较少，主要有林强的《天

灾乎？人祸乎？—福建“大跃进”运动再认识》
⑥
一文。该文从七分人祸三分天

灾分析导致大跃进灾难的原因，并对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进行阐述。成波平的

《福建连江县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⑦，对连江县的“大跃进”和人

民公社化运动的情况和失误做了详细的描述。吴其乐《闽北“大跃进”之反思》

⑧
，从党内外民主生活不够正常，忽视客观规律，对生产瞎指挥等六个层面闽北

地区“大跃进”的严重后果作了反思。彭勇的硕士论文《福建省“大跃进”运动

研究》
⑨
，在论述了福建省“大跃进”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了该省“大

跃进”运动的成绩及恶果，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论文对福建“大跃进”运动研

究的角度、材料的运用上还不是很充分。

2.福建省的侨务工作研究现状

对国内侨务工作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侨务政策上，关于这方面的论述相较于国

外侨务工作的研究来说比较少，尤其是对建国后至文革前这段时期的侨务工作研

究尚缺乏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毛起雄，林晓东的《中国侨务政策概述》⑩，国务

①
何少川：《当代中国的福建》，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

②
何少川主编：《当代福建简史：1949-1999》，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

③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著，林强主编：《中共福建地方史（社会主义时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2008年。
④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大跃进”运动（福建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

⑤
中共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漳州市档案局（馆）：《漳州“大跃进”运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年。
⑥
林强：《天灾乎？人祸乎？——福建“大跃进”运动再认识》，《福建党史月刊》，2001年，第 1期，

第 25-28页。
⑦
成波平《福建连江县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党史研究与教学》，1989年，第 3期，第 22-24

页。
⑧
吴其乐：《闽北“大跃进”之反思》，《福建党史月刊》，1998年，第 7期，第 37-39页。

⑨
彭勇：《福建省“大跃进”运动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⑩
毛起雄，林晓东：《中国侨务政策概述》，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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