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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苏华侨华人对中国文化发展的
贡献

王娟

（徐州工程学院，江苏徐州 221018）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江苏华侨华人纷纷回国，积极参与祖国建设，在经济文化领域贡献良多。 改革开放以来，

江苏华侨华人与江苏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益加强，对祖国和家乡的文化认同感较高，他们以回国投

资、参与公益文化事业等方式促进了江苏经济文化的发展。 该文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苏华侨华人历史资料的

梳理，同时与我国其他地区华侨华人群体的比较研究，分析总结江苏华侨华人对祖国和家乡的历史贡献。 研究梳

理江苏华侨华人群体特征及历史贡献， 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江苏华侨华人群体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的特殊

作用及影响,为江苏侨务政策及统战工作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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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verseas Chinese in Jiangsu returned to
China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ancestral country, making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in the e-
conomic and cultural field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in Jiangsu and
th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of Jiangsu have been increasingly strengthened, and they have a high sense of cultur-
al identity with their motherland and hometown. They have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Jiangsu's economy and culture
by returning to China for investment and participating in public welfare cultural undertakings. This article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Jiangsu to the motherland and hometown by sorting out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Jiangsu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com-

paring them with other group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other regions of China. Studying and sorting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in Jiangsu is beneficial for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special role and influence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in Sino foreign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nd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for Jiangsu's overseas Chinese af-

fairs policies and united fron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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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百年屈辱历史， 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综合国力逐渐增强。从国内

来看，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国家逐渐走向繁荣富

强；从国外来看，国际地位日渐增强，在国际上获得

更多的关注和尊重， 彻底摆脱了近代积贫积弱的民

族形象。 新中国成立后，江苏华侨华人纷纷回国，施

展抱负，在各领域努力耕耘，生动诠释了国运兴、侨

运兴的历史必然。

1 江苏华侨华人促进文化教育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江苏华侨华人陆续回国，以

极大的热情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在教育方面突

出的表现就是就职于各高等院校， 并着力创建了大

量的科研院所，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后续人才。

1.1 培养科研人才参与祖国建设

新中国成立伊始， 在江苏省数千名的中高级知

识分子中， 在学术上对我国科教事业卓有贡献的归

国华侨有 400 多人[1]，许多江苏归侨身兼科技和教育

职责，培养了一大批高科技人才，在各个领域都做出

了突出贡献。在工程技术领域，无锡归侨钱伟长被称

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参与创建了中国大学里第

一个力学专业———北京大学力学系， 开创了理论力

学的研究方向和非线性力学的学术方向； 镇江归侨

周志宏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 首先提出了氧气顶吹

转炉炼钢法， 成为我国金属学与金属热处理的带头

人和中国合金钢与铁合金生产的奠基人之一； 在建

筑学领域， 南京籍建筑学家吴良镛先后主持和参与

设计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 北京图书馆、 佛子岭水

库、毛主席纪念堂等重大建筑工程，当选中国科学院

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并荣获 2011 年度“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在生物化学等领域，常州归侨吴定

良任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 成为我国体质人类

学的创始人和奠基者； 苏州归侨冯新德长期从事高

分子化学及其基础理论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成为我

国高分子化学的开拓者及奠基人之一； 扬州籍归侨

科学家王葆仁先后在同济大学、 浙江大学和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等任教， 成为我国有机化学研究的先驱

者之一和高分子化学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此外，许多江苏籍归侨奔赴全国各地，特别是前

往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把自己

的技术和热情奉献给“北大荒”和“大三线”地区。 光

学家王大珩，祖籍苏州，出生于日本东京，1948 年从

英国回国，随后辗转前往东北，先后创建了大连大学

应用物理系、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和长春理工大学等，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将长春理工

大学打造成“中国光学英才摇篮”。 无锡籍归侨唐敖

庆在 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带领团队前往东

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任教，创建该校化学系，

“使理论化学专业人才遍及祖国大地”[2]。无锡籍归侨

朱既明 1950 年从英国归国成功研制高度减毒麻疹

活疫苗等。 许多江苏籍归侨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前往

艰苦地区，奉献自己的力量。

1.2 提升国民素质促进中国文化建设

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提高全社会的精神文明水平、 培养全民族的文化素

质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江苏籍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

在促进中国文化建设方面也做出积极贡献。

常州归侨周有光作为我国著名语言学家， 归国

后陆续发表了多篇关于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论文和著

作，1955 年受邀担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主

持制定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科学

阐释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 南通归侨魏

建功早年曾参加新文化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新华辞书社社长、中

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 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

员等职务，主持编纂了《新华字典》及《简化字总表》

等，为中国文化普及事业作出积极贡献；常州归侨程

曼叔在新中国成立后， 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教

授，创作了《方志敏胸像》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纪念碑

群像》等许多体现革命精神的艺术作品；南京归侨李

小缘是我国图书馆学的先驱者和中国近代图书馆事

业的奠基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南京大学图

书馆副馆长，在图书馆学、目录学、历史学和古文物

研究等方面都有很深的学术造诣，著有《图书馆学》

《云南书目》等著作。

“华侨华人是中华民族一个重要的人力资源宝

库。 ”[3]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急需各方面的人才，

华侨华人的归国， 弥补了社会主义建设人力资源不

足的不足。 江苏籍归国科学家在祖国最艰难的时候

纷纷回归，投身科技事业社会主义建设，在国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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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诸多领域都有建树， 为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

系，也为中国的科教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2 改革开 放后江 苏华侨 华人对 公益 文化事 业的

投入

江苏华侨华人素有造福桑梓、热心公益的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他们积极捐资助学、扶贫助困、募捐

赈灾、弘扬中华文化等，大力投入公益事业，用实际

行动展现了浓浓的赤子情怀。

2.1 积极投入祖国公益事业

在公益事业的投入体现在： 为教育事业提供经

费支持，推动祖国和家乡教育发展；积极回国投资，

帮扶各地经济发展；当祖国遭遇灾、疫之时，踊跃捐

款捐物，与祖国同呼吸共患难；参与文物保护工作并

促成大量流失海外文物回归。

在捐资助学方面， 出于传统文化影响和自身前

瞻性认知，他们深知民族发展的基础在教育，特别是

青少年文化教育。他们积极捐资兴办学校、捐赠教学

设施、设立奖助学，支持江苏乃至全国的文化教育事

业。 据统计，1949 年以前，已有江苏华侨华人开始在

家乡捐资助学。 1934 年无锡籍旅日华侨、上海大中

华橡胶厂创始人薛福基在家乡塘头桥捐资 10 万银

圆创办“尚仁初级商科职业学校”，抗战时期校舍被

毁，他再次捐资 5 000 银圆修复学校，建造了图书馆、

实验室和实习商店一系列设施[4]。 新中国成立初期，

1965 年，在日本经营餐饮业的无锡籍华侨蔡世金向

其家乡玉祁镇捐赠 11 万元， 兴办了镇小学和托儿

所。 1978 年他又向玉祁中学捐赠了 13.3 万元，改善

学校设施。同年，旅居海外的华侨李景良也向无锡县

洛社镇先锋中学的扩建工程捐赠 5 万元[5]。

改革开放后， 华侨华人捐资助学的热情进一步

高涨。江苏籍旅美“钢铁大王”唐仲英 1995 年在美国

创立“唐仲英基金会”。在国内高校设立“唐仲英德育

奖学金”，在中学设立“唐仲英爱心奖学金”，通过捐

资助学提升青少年学生 的民族责任 感和社会责 任

心，目前已有数千名学生获得资助[6]。 唐仲英因此获

得 2008 年 “江苏友谊奖”[7]。 常州籍华侨张永珍自

1994 年至 2001 年先后为江苏省捐款超过 1 亿元，

用于祖国的教育、扶贫、救灾等事业。 新加坡扬州籍

华商牛大鸿，2005 年在美国成立 “新希望教育基金

会”，每年募集 10 万美元的资金，用于支持中国贫困

地区的教育事业，共资助了近千名学生。 2014 年他

又在扬州设立“中华广文公益慈善（香港）基金会”，

资助扬州籍学子的学业[8]。 祖籍扬州江都的朱恩馀，

1988 年在苏州大学设立以其父亲命名的奖学金“朱

敬文奖学金”。后在南京师范大学、扬州师范大学、徐

州师范大学（今江苏师范大学）、江苏农学院、扬州工

学院、南京中医药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高校设立朱

敬文奖学金，并在上述高校建立敬文图书馆。此后在

苏州捐资 15 所小学。 1994 年， 朱恩馀夫妇启动了

“筑基计划”， 在苏北等 9 个县助力小学年义务教育

实施。 据统计，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朱恩馀家族先

后在江苏省内外捐资助学等累计超过 1 亿元。 2021
年 9 月，民政部授予他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9]。 无

锡籍旅美华人吴南燕 2002 年在家乡的江阴峭岐实

验小学设立以父亲名字命名的 “吴文政奖学金”和

“教师进修基金”， 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并资助教师

出国进修。 2005 年捐款 55 万元在峭歧实验小学捐

建吴文政图书馆，2007 年又捐款 12 万元建设了电

子阅览室[10]，使该校的办学条件大大提高。 江苏华侨

华人在海外艰苦创业、成就事业的同时，不忘为祖国

的教育事业慷慨捐助，支持家乡教育事业的同时，也

回报哺育他们的祖国和家乡。

2.2 捐赠及保护中华文物

江苏籍华侨华人群体中不乏文物收藏家， 他们

热爱中国历史文化，不忍中国文物流落海外，于是纷

纷在国外抢购文物，捐给祖国和家乡，让更多流失海

外的文物“回家”。 泰州籍旅英侨领单声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在英国收集中国文物。2011 年他将自己

收藏的 300 多件顶级文物捐赠给家乡， 这批古董总

估价超过 14 亿元，很多是估价过亿元的珍品，如牙

雕八仙摆件、金丝九龙地毯等。泰州市政府专门建立

“单声珍藏文物馆” 保护这些珍贵的海外回流文物。

南通籍华商吴培在海外收藏了 4 000 多件明清外销

瓷器。 2014 年在家乡如皋举办 “明清外销瓷博物

馆”，将中国文物重新带回祖国。 无锡籍武术家费玉

樑共收藏了 2 万多件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 2016 年

宜兴博物馆刚建立时， 他捐献了自己珍藏多年的明

万历年间青花大盘、 英国陶艺家所制作的宜兴提梁

壶等藏品。2019 年在家乡宜兴举办的“沧海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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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玉樑夫妇收藏精品展”，他再次向宜兴市博物馆捐

赠了清代青花瑞兽双狮耳对瓶等 6 件藏品， 向祖国

70 周年献礼[11]。华侨华人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海

外华侨华人的捐赠活动对中华文物的回流发挥了积

极作用，也为保护中华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华侨华人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

引领者；是当代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生力军；也是当

今世界公益慈善事业的贡献者。 ”[12]同其他华侨群体

一样，江苏华侨华人也有着乐善好施、心系故乡、回

报桑梓的高尚情怀。

3 江苏华侨华人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的影响

20 世纪 60—70 年代，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据

统计， 该时期每年因私人事务从境外获准前来江苏

的港澳同胞和旅外侨胞仅有 1 000 多 人 [13]，远远低

于此前每年数万人的规模。 1978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

放后，中国与西方国家建立了更多的联系，江苏华侨

华人较好地发挥“民间大使”的作用，促进中国与世

界各国友好交流。

3.1 发挥专业优势，促进中外科技文化交流

许多卓有成就的江苏籍华侨华人受邀回到祖国

探访，在中西之间架起了友好交往的桥梁。在中美正

式建交之前，淮安籍加拿大华人科学家卢维高、苏州

籍美国华人科学家吴健雄、 常州籍美国华人冯元桢

以及语言学家赵元任等也相继回祖国（籍）访问，为

中美科技文化交流打开了一扇大门。 盐城籍华侨江

应澄在美任教 30 余年， 历任美国伊州大学教授、教

学会主任等。 1972 年以来，他多次回国讲学，率地理

专家来华考察交流， 还积极致力于两岸和平统一事

业。 原籍常州金坛的吴京生，在 1959 年获美国普林

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后留美任教， 先后担任加州理工

学院高级研究员、马里兰大学教授、纽约科学院院士

等。 1974 年，吴京生作为我国第一批邀请的 12 位美

国华人科学家之一来华访问， 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

科委、教委、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及地方邀请，先后 20
多次回国访问、 讲学， 并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名誉教

授、 中国等离子体研究会顾问。 原籍连云港的杨天

全，1949 年赴法国巴黎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总

部工作，历任处长、局长等职。 为了促进中国与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的交流，1975—1982 年， 杨天全曾三

次陪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来华访问， 促进了

中国与该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

3.2 宣传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改革开放后，尤其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中国

出现了出国热潮， 这些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华人成

为宣传中国文化，促进中外民间交往的使者。南京籍

旅俄华侨吴昊，1999 年 10 月在俄罗斯著名学府莫

斯科高尔基文学院攻读博士， 获俄罗斯最高学位评

审委员会颁发的哲学（文学）博士学位证书。 2003 年

6 月他开始在莫斯科创业，为中俄两国文化、教育、

科技等领域的交流牵线铺路。在俄罗斯，吴昊还创办

了一本名为《中国新闻》的俄文版杂志，以讲中国发

展的故事为办刊定位。 吴昊说华侨华人比较通晓当

地语言、了解当地情况、熟悉当地法律，要经常为两

地官方合作和民心相通牵线搭桥。 常州籍归侨殷娟

回国后任教于常州大学。 她在给日本留学生上课或

交流时不断创新形式，以“讲好中国故事”的方式讲

述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 [14]，让日本学生逐渐认识中

日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与不同， 从内心深处认识到

中日友好的重要性。 旅居荷兰的连云港籍女企业家

刘莎莎曾长期在荷兰政府任职， 后成立了咨询顾问

公司，为中国和荷兰的友好交往提供服务。她曾策划

在荷兰乌特 勒支市举办 了 2014 年“自贡中 国龙灯

展”，将中国的“龙文化”介绍到西方，改变西方民众

固有的“龙是邪恶化身”的观念 [15]，使他们更深入地

了解中国文化。

3.3 依托“寻根之旅”，推动青少年文化交流

所谓“寻根之 旅”是在给华 裔青少年们 种下种

子， 以期未来发芽。 祖国始终 是海外华人 华裔的

“根”，带着华裔青少年们回到祖国“寻根”，可以加深

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文化认同感。 1999 年 8 月，邱岭

女士带领 158 名在美国出 生的华裔青 少年开展了

“美国华裔青少年 99 寻根之旅”活动，在人民大会堂

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等国家领导人

的亲切接见。通过寻根之旅，这些华裔青少年第一次

回到祖国（籍），亲历祖国（籍）的发展变化，激发了民

族自豪感。邱女士在美国办学十多年来，不仅注重华

裔青少年汉语教学，更关注中华文化的传承，培养了

很多认同自己祖国、民族和文化的华裔青年，被中国

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总领事冯树森称为“洛杉矶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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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在美国主流社区及南加州侨界都享有盛誉。

出于对青少年文化交流的重视， 江苏省侨联积

极承办和参与“中国寻根之旅”活动之中。 2019 年 6月

至 12 月，江苏省侨联承办了“中国寻根之旅”夏（冬）

令营活动，来自美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

瑞士、澳大利亚、日本、马来西亚等 15 个国家和地区

的近百所华文学校及侨社团的 1 000 多名海外华裔

教师和青少年学生，赴江苏各地学习中华文化，体验

江苏风采。即便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江苏省侨

联仍面向世界各地的海 外华裔青少 年学生承办 了

“亲情中华”网上夏令营活动，来自美国、英国、法国、

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瑞士、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尼

西亚、菲律宾等 32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0 多家华教机

构（组织）的 1 万多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和家长，在云

端领略城市风采、游览名胜古迹、品尝地方美食、追

寻历史文脉、了解名人故事、体验风俗民情、感受非

遗传承等。 “寻根之旅”的热潮说明青少年对祖籍国

有亲近感， 愿意传承和发扬历经数千年形成的中华

文化， 他们将是未来中华文明基因在海外华人社会

的传承者。

3.4 利用自身优势，推动经贸领域的投资合作

加拿大枫叶能源集团董事长姜睿多次推动并深

度参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政企代表团访问江苏， 推动

江苏省与加拿大安大略省 30 多年友好关系，促成两

省企业的数十项合作。 自 2004 年起，姜睿所属企业

率先进入江苏， 投资 5 000 万美元在江苏南京设立

中国总部，并陆续设立 4 个研发中心、两个生产基地

及 30 多家办 事处。 南京 籍旅德华人 侯军 20 世纪

90年代赴德国创业，创立了飞元实业有限公司、专营

节能环保新材料的 ZHLL 公司等。 2017 年侯军担任

德国江苏总商会会长， 通过旗下传媒公司平台宣传

祖国的建设成就、 经济发展动态以及在德华人企业

的发展情况，还致力于促成中德城市和项目的合作，

促成德国丁斯拉肯与扬州缔结友好城市， 还促成丁

斯拉肯城市能源公司与飞元合作投资的清洁能源及

环保项目在中国启动[16]。 江苏津通投资建设有限公

司董事长贡毅在家乡常州创建了津通集团， 倡导以

现代服务业带动先进制造业的 “双轮驱动” 发展模

式，建设并成功运营了津通国际工业园、津通国际智

慧谷等载体[17]。

江苏籍华侨华人凭借丰富的学识及眼界， 努力

促进中外理解互信、合作与交流，搭建了中西方之间

的桥梁，发挥了“民间大使”的作用。

3.5 发挥桥梁作用，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外开

放格局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一带一路”倡议连通

亚欧非三个大洲， 同时积极吸引美洲和大洋洲国家

参与，对于促进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增长、推进

全球化转型发展以及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历史性的

机遇。 目前，约有 4 000 万华侨华人生活在“一带一

路”沿线 国 家 [18]，他 们 发 挥 中 外 交 流 使 者 的 独 特 价

值，加强中国与沿线各国之间的交流合作，促进政治

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同

时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更好实施。 在资

本投资方面，“走出去” 的中国企业与华侨华人可以

凭借各自强大的经济实力实现在资本投资领域的强

强联合。在文化交流方面，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沿

线有着显著的文化背景优势，其兼收并蓄，既能够准

确把握所在国或所在地区的文化特点，又能够与“走

出去”的中国企业保持通畅的沟通[19]。 在风险防范方

面， 江苏籍华侨华人帮助中国企业防范和化解对外

投资的风险。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通过“走出去”，

我国企业与沿线各国分享优势产能，共商项目投资、

共建基础设施、共享合作成果，实现双赢发展 [20]。 我

国企业在世界各国进行海外投资的时间较短， 缺乏

国际合作经验，面临着较高的风险。扬州籍旅比华人

陈默在帮助中国企业化 解危机方面 提供了大量 帮

助。 陈默担任比利时安特劳国际律师事务所大中华

事务部主任， 专门开辟了为中欧交流提供法律服务

和支持的业务，协助江苏乃至中国企业家“走出去”，

对“一带一路”倡议在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落地提

供了服务和支持。在贸易便利化方面，江苏籍华侨华

人推动作用明显。江苏籍华商长期从事商贸经营，积

累资本且建立了发达的商业网络， 可帮助我国企业

降低市场早期开发的难度和成本，从而为“走出国门

茫然四顾的企业提供了便捷的渠道， 也大大降低了

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壁垒和障碍”[21]。 旅居巴西的江

苏华商表现突出， 巴西江苏同乡会常务会长孙月等

人在巴西成立了伦琴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巴西圣天

使服饰有限公司等， 将中国的服装设备运输到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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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本土化生产，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江苏同乡会

副会长唐维主要在巴西经营数码产品，创建“维扬”

手机品牌。带领巴西侨领到扬州考察投资，并多次协

助扬州政府代表团在巴西召开推介会， 帮助家乡企

业在巴西开拓市场。在沟通民心方面，江苏籍华侨华

人积极帮助当地人了解中国及“一带一路”倡议。 旅

居荷兰的江苏籍华人 卢德传曾担 任荷兰华文 报刊

《联合时报》记者，通过报道，帮助当地华人读者群体

了解荷兰社会，也有利于中国企业了解荷兰和欧洲，

拓展海外市场。由此可见，江苏籍华侨华人充分发挥

了“五通”的作用，增强“一带一路”在政治互信、经济

融合、文化包容方面的价值，充分体现出“一带一路”

共商、共建、共享的特点，为中国与沿线各国未来的

友好合作关系打下民间基础。

4 结束语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江苏华侨华人利用自身优

势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在很多领域都有建树，尤

其在经济文化交流中贡献良多。从历史来看，海外华

侨华人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强大的祖国是广大

海外华侨华人最大的庇护， 也是他们民族自豪感的

来源。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新时期，在每一

个祖国和故乡需要的时期， 江苏华侨华人始终心系

祖国和故乡，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拳拳爱国之

心。 他们凭借自己的专业和智慧， 在各领域辛苦耕

耘，厚积薄发，在成就个人的同时，也为祖国的发展

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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