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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这世纪更迭，千年转换的历史性时刻，我们奉献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
》。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中国家级重点项目。
本项研究是由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牵头，在中央及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大力支持下进行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采用统一规划，按行政区划组织力量开展的大规模的、系统的关于地方教育史
的研究。
这一研究的开展，是中国教育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教育史作为一门学科，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初创到发展、兴盛的历程。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清除极左思潮干扰，端正学科研究方向，系统搜集整理积累资料，拓宽研
究领域，深入开展专题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有力地推动了教育史学科的建设，使
中国教育史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科学体系，成为教育科学领域里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一门学科。
　　从以往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成果来看，关于古代教育史的描述，多为汉族聚居的文化发达的黄河中
下游、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历代居于政治中心地带的教育状况。
近现代教育史研究则较为注重京、沪、宁与东南一带新教育产生的地区。
这种侧重，自然有其合理的因素，因为这些地区一般来说代表了当时全国教育发展的水平与主流。
但是，过去对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忽视了其他地区，特别是边远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以及各民族教
育交流融合的历史，因此还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如实地反映整个中国教育史的全貌。
开展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试图弥补这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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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福建华侨华人捐资办学史》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反映福建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爱国爱乡，为发
展福建教育事业，慷慨解囊，捐资办学的历史面貌与现状的史书。
编写工作得到海外乡亲及侨乡教育行政领导、广大侨办(含捐助)学校的大力支持。
为了不辜负海外乡亲的殷切期望，为了使史书能真正达到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注重科学性是确
保史书质量的关键。
一是丰富翔实的史料。
福建华侨、华人捐资办学近200年，有档案详细记载的资料很少，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资
料，只有一些刊物、报纸的零星记载，大量的史料是由有关侨办学校提供，因年代久远，对所提供资
料只有通过整理、甄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多方印证，才能入史；二是史书结构科学合理，突出
特色。
福建华侨、华人捐资办学历经清朝、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各个历史时期华侨、华人
捐资办学各具规模和特点。
清朝1827年，福建华侨捐资办学发端，侨办学校数量少、规模小；民国时期在陈嘉庚先生带动下，涌
现了一批杰出的捐资办学人物，陈嘉庚先生历经三个时期，以他在民国时期捐资创办饮誉海内外的集
美学村和厦门大学为高峰，因此，民国时期以陈嘉庚先生倾资兴学的感人事迹为重点；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至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数以千计的福建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慷慨捐资，捐资额有达上
千万的，捐建(含侨助)对象从幼儿园到大学，形成捐资办学高潮。
承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本人意愿，实事求是，秉笔直书。
只有注重科学性，才能使《福建华侨华人捐资办学史》成为一部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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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清末～“文革”时期）　　第一章 清代的华侨捐资办学　　第一节 福建华侨的源起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繁荣强盛的朝代，也是当时世界上以高度文明著称的国家。
随着海上交通、对外贸易和中外政治、文化交往的发展，有少数福建人移居东南亚及日本等地的一些
港口，从事商业或手工业活动。
在菲律宾智省的马亚辛发现的郑国希之墓，其墓碑立于唐高宗显庆六年（661）。
郑氏原籍南安县，是东南亚地区已发现的最早的福建华侨的坟墓。
　　公元960年建立的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国家统一后，商业、手工业更为兴盛，由于贡赋、漕运多取海道，促进了航海业的发展，加上当时西
北通向西亚和欧洲的“丝绸之路”中断，北宋朝廷为了增加收入，采取了奖励海外贸易的政策。
当时在广州、泉州、明州等口岸相继设置了专管对外贸易的市舶司。
从此，闽南一带到南洋经商的人增多。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原后，致力于拓展海运和对外贸易。
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11月，元兵进入福建，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设市舶都转运司于杭
、泉二州”，“每乡召集舶商，于番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航，依例抽解。
”当时泉州上升为“行省”，不仅是福建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全国著名商港，摩洛哥旅行家伊本
·白图塔也称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为了宣扬国威，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及与亚、非各国互通有无的需要
，大力开展皇室贸易。
据《明史》“市舶”条记载，永乐三年（1405年）“八月丁巳，令吏部依洪武初制，于浙江、福建、
广东设市舶提举司”，并免征关税放行。
为了沟通与南洋各国联系派郑和下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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