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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阳是古代移民活动的策源地之一，许多海外移民活动可追溯于此。古代时期，信阳人南迁闽、

粤，继而扬帆海外；新中国建立前后，部分信阳人迁居台湾，随后辗转赴海外；改革开放后，信阳人则通

过多种方式直接移民海外。大量移居海外的信阳籍华侨华人为故乡乃至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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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地处中原，控扼南北，自古乃形胜之地。这里经济

发达，人文荟萃，是古代著名的移民中心之一，也是广大海

外华人的祖根地。从北宋时期到现在，信阳人移民海外的历

史已经超过 1000年。 

一、古代信阳的海外移民路径 

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显示：信阳最早的移民活动起自春

秋战国时代。随着南方楚国的崛起，今信阳境内的申国、息

国、黄国、蒋国、蓼国等诸侯国均遭覆亡。流民四散逃亡，

其中大部分向南迁徙，信阳移民史由此开启。 

在随后的数千年间，信阳共形成了四次较大规模的南迁

移民潮。其一在西晋永嘉年间。永嘉之乱使中原社会遭到极

大破坏，一些世家大族和普通百姓被迫迁移，有的循淮河迁

入今安徽境内，有的迁入南方的闽地，“八姓入闽”即发生

于此时。其二是唐前期陈政、陈元光“开漳”。高宗总章二

年（669年），陈政受命率领府兵 3600人及副将 123人入闽

平叛“蛮獠啸乱”[1]409。后来，其兄陈敏、陈敷及其子陈元

光又率 58姓军校南下增援。叛乱平息后，大约有 84姓固始

将士落籍闽南[2]7，形成了信阳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入闽移

民潮。其三是在唐末五代王潮、王审知“王闽”时期。当时，

天下大乱，光州固始人王潮、王审知、王审邽三兄弟率农民

起义军攻入福建，建立了闽国。随军的 83姓将士[2]7，大概

二三万人[3]302，定居福建地区，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领域

对当地展开了一次全面的文化建设活动。其四在两宋之交。

金人南下，淮河流域受创严重，一些北宋士民举家流徙，辗

转来到闽、粤两地。 

这些因为各种困苦和战乱而来到远方的移民，一路上历

经了艰难险阻，具有更坚韧的意志和更积极的开拓精神。面

对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不利自然状况，居于沿海的信

阳移民从北宋时期就开始投身海外贸易，而且不少人还借此

移民海外，建立贸易据点。“我贾贾日本，挂席穷南海”[4]387

就是生动写照。然而，较为常态化的海外移民则出现于明清

时期。 

在世界大航海时代中，福建、广东商业移民活动大盛，

富者出资，贫者出力，为利所驱而四方奔走。明清时期的很

多海外交通著作，都对东南亚的华侨华人情况作了记述。《西

洋番国志》载：“杜板，番名赌班。此地约千余家，中国广

东及漳州人多逃居于此⋯⋯杜板向东行半日许至新村，番名

革儿昔。此地原为枯滩，因中国人逃来，遂名新村，至今村

主广东人也。约千余家。”[5]208《瀛涯胜览》记载旧港“国

人多是广东、漳、泉州人避居此地”[6]25。这些移居东南亚

的华人中相当一部分是陈政、陈元光“开漳”和王潮、王审

知“王闽”时期信阳两次大规模南迁移民的后裔。 

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信阳移民先行徙居台湾，然后再

由台湾移民东亚、东南亚、欧美诸国。光州移民后裔郑成功

率众渡台就是此间的著名史事。郑成功，字明俨，号大木，

福建南安石井人。早在其父郑芝龙时，郑氏就组织民众向台

湾和东南亚各地移民。1661年，郑成功率 25,000名将士攻

打荷兰殖民者驻扎的台湾岛，次年取得胜利，并于台湾岛设

立基地。很多将士就此落户台湾岛。据厦门鼓浪屿郑成功纪

念馆内保存的由郑成功长孙郑克塽撰文、次孙郑克举勒石的

《郑氏附葬祖父墓志》记载，其“先世自光州固始县入闽”。

可见，信阳移民及其后裔构成了明清时期中国海外移民一个

不可忽略的重要部分。 

经过二次移民，古信阳人由闽、粤沿海而迁往海外，成

为最早的华侨华人。他们将先进的中原文化移植到福建、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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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以及台湾等地，并通过海外贸易和移民的方式，加强了中

外文化的交流，从而奠定了海外华侨华人与台湾、与中原的

文化认同关系。 

二、新中国建立前后的信阳海外移民活动 

自古代四次大规模移民活动之后，信阳数百年间没有再

发生过类似的人口迁移，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后才又出现了一

次相对集中的移民活动。1946 年，内战全面爆发。日本侵

华造成的残破局面尚在，新的战争又开始了，从而迫使人口

快速流动。三大战役过后，国民党溃败的迹象已十分明显，

蒋介石开始筹划撤台事宜。从 1949年 5月份开始，国民党

展开大规模的撤退行动，大批人员跟随民国政府入台。据台

湾户口普查资料表明，在 1945—1949年间，大陆迁台人口

总数为 471,463人，另外还有 60万左右的军事人员[7]295。 

这些移民来自全国各地，其中也有一些信阳人。据信阳

市侨联副主席梅金星介绍，在他访问的老一辈华侨华人中，

很多人都是这时从大陆迁台又辗转赴海外的。当时，信阳有

几千人迁往台湾，一部分是被抓走的壮丁，一部分是被迁走

的学生。在光山、潢川等地，很多学生被编成“青年军”，

解放前一起被迁入台湾。《光山县志》记载，时任国民党某

警卫团团长的杨墩周大店人周长泰和时任国民党某部师长

的杨墩高老屋人高志超就是这时赴台的[8]654。除了军人和流

亡学生之外，追随民国政府赴台的还有一些公务员和文教界

人士。毕业于天津直隶法政专门学校的光山马畈汪窑人易守

康，年轻时参加过五四运动，是天津赴京请愿团的代表成员，

1949 年末随供职的国民党第一绥靖司令部迁入台湾[8]651。

潢川县人朱建民，1935 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公法，回

国后任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部研究员、四川大学教授，解放前

夕，以文教精英的身份赴台[9]686。 

抵达台湾后，移民们面临的是更加严峻的现实。大量外

省人入台，致使本就匮乏的物资更加匮乏，日用消费品奇缺，

物价飞涨，1947年物价上涨 77%，1948年为 1144%，到 1949

年 6月时已上升到 1189%[10]6，人们的生活举步维艰。同时，

台湾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都呈现出颓败破烂的景象。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移民对前途充满担忧，于是有条件的就

想办法前往欧美，然后再以家庭团聚的名义将家属接去。此

时，移民最主要的迁移目的地是美国。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次较为集中的逆向移民。自 20世

纪 40年代中期开始，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菲律宾、印尼、

越南、缅甸等地连续发生了多起由当地政府发动的大规模排

华运动，华侨华人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数以十万计的

华人成为难民。恰值此时，新中国成立。消息一出，立即激

发了广大海外华侨华人的爱国热情，很多朝鲜、日本以及东

南亚诸国的华侨华人无不怀着赤诚之心，毅然回到祖国。如：

现信阳市政协常委、信阳市委统战部调研员王林就在这期间

跟随父母从朝鲜回国；罗山县政协原副主席陈清松、平桥区

政协原副主席曾广昌先后从印尼归国；信阳中心医院原副院

长郑国强 1951年从泰国回国；商城县高中教师李娇珠 1953

年从印尼回国；固始县兽医站兽医师郑允香，1954 年被父

亲从新加坡送回祖国求学。 

三、改革开放后的信阳海外移民活动 

改革开放后，随着海外移民政策的放宽，信阳再次掀起

了一次移民潮。这批新移民与以前的移民相比有很大不同，

他们的文化素质普遍较高，移民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发

展空间，移民的方式主要是留学、务工和非法滞留。对他们

来说，维持生存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更好发展。国

外舒适的生活环境、优越的文化教育、领先的科学技术、先

进的管理理念，吸引着众多的青年人。 

范国友，平桥区人，物理学博士。1982 年，他前往美

国攻读物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便留美从事电子显微理

论及应用方面的研究。 

陈群，浉河区人，美国纽约大学终身教授。1987 年，

陈群考取美国肯塔基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一直留

居美国任教。 

郭后扬，固始县蒋集人，著名的华人科学家。1988年，

留学加拿大魁北克大学，1993 年，通过魁北克大学博士毕

业论文答辩，受聘于加拿大原子核聚变研究中心。因研究成

果特别突出，1999 年，他成为美国华盛顿大学首席研究科

学家、TCS实验总负责人。 

邓刚，光山县人，美国礼来公司高级研究员、实验室主

任。1988 年，他前往美国密苏里大学攻读医学博士学位，

之后便留在美国从事心血管医学及药物研究。 

廖秋明，平桥区人，瑞典 LUND 大学医院心胸外科教

授兼实验室主任。1991 年，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瑞典

LUND 大学交流访问。三年后，他荣获 LUND 大学医学博

士学位，并受聘于该校。 

冯军，固始县人，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讲师。1993年，

他前往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然后，奔

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医学院做博士后研究。此

后，一直留居美国，从事医学研究。 

丁国良，平桥区人，医学博士，2000 年应邀赴美从事

心脏电生理学的应用基础研究。 

李剑虹，固始县人，自由撰稿人。2000 年夏，在朋友

的介绍下，李剑虹远赴非洲莫桑比克，最初经商，后来转向

著述，以文字增进中非文化交流。 

与此同时，务工也是信阳人移民海外的一个重要途径。

为了支持革命老区的发展，国家为新县提供了出国务工的名

额。从 1994 年起到现在，新县“每年向韩国、日本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外派劳务人员 1500余人，常年在国外务工

人员 5000 余人，年创外汇 6200 余万美元”[11]。在致富典

型的示范作用下，新县以及周边县乡很多人都渴望出国务

工，于是有些参加国家组织的劳务输出，有些以旅游、婚姻

等方式出国，然后滞留不归，移居海外，务工为生。另外还

有一小部分人以亲属团聚和财产继承的方式移民海外。 

由于移民的渠道非常多，很难统计出究竟有多少信阳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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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正如河南省侨联《中原侨声》杂志主编岳朝晖所

说：“具体的移民人数，估计只有接受国才能准确掌握。”[12]

现在，我们只能借助有关材料对信阳籍的华侨华人数量做一

推测。2010 年，经河南省外侨办重新研究和测算，河南省

公开的海外华侨华人 100万、归侨侨眷 100万，并且指出移

民较为集中的是郑州、洛阳等几个经济发达的市。如果综合

考虑河南省辖市的数量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实力、人口总数，

那么，信阳的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至少有 10万人。 

四、信阳海外移民对故乡的贡献 

众多的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对信阳乃至整个中国的发

展都做出了巨大贡献。辛亥革命期间，广大华侨华人以高度

的爱国热忱，英勇献身革命事业。抗日战争期间，华侨通过

宣传抗日思想、募集经费、参加战争等方式，支持国内抗战。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积极投身于祖国的各项建设，在经济、

科教、文卫、慈善、政府工作等领域执著奉献。 

在经济领域，侨眷韦万根、徐金梅、何后安、李鼎云分

别在信阳建起了维雪啤酒集团、康颜饮料厂、闽融城市生活

垃圾处置有限公司、鼎铭铜业有限公司，为信阳的经济发展

努力奋斗。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投资信阳：潢川归

侨屈晓引进外资 32亿元人民币，在潢川创建康缘生猪生态

园；新县华侨韩启立计划投资 2.5亿元人民币，在新县建立

集仿古大酒楼、老年公寓、仿古商业城、休闲中华苑为一体

的“中华园”。2012 年 3 月 30 日，信阳市侨商联合会揭牌

暨侨商项目投资签约仪式隆重举行，这是全省成立的第一个

市级侨商会组织。在此次签约仪式上，信阳市与侨商企业共

同签署了 8个投资项目，总投资金额 35.08亿元人民币。 

在科教领域，信阳华侨华人将国外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引

入中国，加强了中国和海外的交流。知名华侨华人赵浩生、

郭后扬、陈群、李剑虹等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积极活动，

将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引入中国，将美丽的中国介绍给

更多的海外国家，从而使中国和域外的联系日益紧密。此外，

归侨郑允香艰苦奋斗数十载，投身信阳的畜牧业发展。归侨

李娇珠与侨眷陈东晓在中学教师的岗位上默默奉献，培养了

一大批栋梁。 

在文卫领域，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以同样的热情、不同

的方式，发挥各自的能量。医学家廖秋明活动于中国与瑞典

医学交流的最前沿，将大量图书资料、幻灯片赠送给国内高

校，并从 1995年起每年免费接收 3至 5名河南省一线心胸

外科医生到瑞典 LUND 大学医院学习，为我省培养了几十

名心胸外科医生。归侨郑国强与侨眷陆伟、董爱华、许新等

人在信阳的各个医院，救死扶伤。侨眷杨德干立足潢川，大

力弘扬传统书法艺术。侨眷黄宗杰组建固始县黄氏文化研究

会，向全世界介绍固始的根亲文化。 

在慈善领域，华侨华人纷纷慷慨解囊，为家乡捐资助学、

筹办公益。1981—1991 年，美籍华人李圣炎在信阳县一高

设立“益三奖学金”，连续 10 年奖助优秀学生。1993 年，

加拿大华侨胡汉章，筹集 29.5 万元人民币在新县建立“星

海小学”一所。2002年，美国加州大学叶先扬捐款 20万元

人民币，兴建固始县马岗乡“济民小学”。印尼华侨社团十

三妹教育基金会资助 168万元人民币，帮助信阳 9名贫困高

中毕业生赴印尼总统大学留学。2002 年，日本东京华侨总

会向新县残联捐款 400万日元，援建残疾人职教中心。2011

年，新县华侨韩启立情系家乡，捐款 20万元人民币用于香

山湖管理区乡村公路建设，以实际行动支持家乡发展。目前，

海外华侨华人在信阳捐资助学、投资公益项目 100多个，总

金额 2000多万元人民币。 

在政府工作领域，信阳归侨和侨眷脚踏实地，服务社会。

如信阳市侨联原主席王林、商城县侨联原主席杨光远、罗山

县政协原副主席陈清松、平桥区政协原副主席曾广昌等人，

为国家的侨务事业和统战工作呕心沥血，不仅保护了华侨华

人的权益，同时还为社会主义建设吸引了更多的智力和物

力。侨眷杨天喜、张力、杨中南、林彬、罗玉英、陈仁全等

人，分别在水利、地质、气象、纪检、商务、财政等部门恪

尽职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古往今来，一代又一代的信阳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为

故乡、为祖国的建设和发展殚精竭虑，勤勉耕耘。展望未来，

他们仍将是我们最亲爱的兄弟姐妹，与我们永远心手相连，

共建美丽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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