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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东南亚华侨史丛书总序　　朱杰勤　　这部东南亚华侨史丛书策划于1982年，中经组织人力，进
行研究，分科编写，征求意见，反复修订，定稿付印种种程序，至今天才能与读者相见。
趁这套丛书出版的机会，我作为主编，受有关方面的委托，谨将我们编写这部丛书的原因、目的和经
过敬告读者。
　　华侨史的研究和编写很有必要。
华侨是中华民族移居海外的一部分，所谓&ldquo;海外赤子&rdquo;。
我们研究和编写以各族人民为主体的本国史，就不能不涉及华侨史，编写中国通史和地方史都包括华
侨。
最近各省、市和自治区正在进行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凡有本地人侨居海外者，都特辟华侨一栏以载，
以备将来国史的采摘。
可见华侨史既是地方志的重要内容，又可备修国史者参考。
　　华侨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他们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出身；有些因反抗封建王朝，失败后流亡海外；有些饱受地主阶级压迫和剥
削，失去土地，无以为生，而移居异国；有些被西方殖民者欺骗掳掠，威逼利诱，而留在南洋各岛。
他们具有刻苦耐劳的体质和坚强不屈的意志，未离开祖国前，已受尽旧社会的歧视和阻挠；出洋时，
又历尽旅途风波的险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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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越南华侨史》不设总的体例。
各国华侨史的体例由作者自定。
只有这样，一方面，可以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另一方面，由于作者主攻方向并不一致，而东南亚各
国的历史背景又各不相同，各国华人社会的历史发展，虽有一般规律可循，但仍有特殊之处，不能一
概而论，还是由作者自定体例为宜。
关于华侨史时期的划分亦同样由作者自己掌握。
作者可以根据历史事实，由古到今，按顺序论述。
一般要求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或东南亚各国独立自主时期为止。
至于东南亚各国独立后，华人社会性质的变化，华人处境及其前途，可由作者作简括适当的说明，或
另作专书来沦述。
我们要求作者要实事求是地反映华侨历史情况，还要从我国对外的方针政策出发，既尊重以平等待我
的民族，又团结第三世界的国家，不偏不激，立论得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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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中越关系与越南华侨　　自古以来，越南就是我国的友好邻邦。
中越两个民族之间有着长达2000多年的传统关系，越南华侨史与中越关系史密不可分。
因此，将越南华侨史置于历史悠久的中越关系演化进程之中来加以描叙，或以越南华侨史来折射和凸
显中越两国关系发展史，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中越之间的历史联系，最早可以上溯到秦代以前。
中国古籍中记载了许多关于神农、颛顼、尧、舜、禹&ldquo;南抚交趾&rdquo;或&ldquo;南至交
趾&rdquo;的传说。
如《淮南子》卷九《主术训》篇日：&ldquo;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hellip;&hellip;其地南至交趾，北
至幽都，南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
&rdquo;《尚书大传》卷上《归禾》篇载：&ldquo;尧南抚交趾，&hellip;&hellip;交趾之南有越裳国。
周公居摄六年，天下太平，越裳以三象九重译而献白雉，日：&lsquo;道路遥远，山川阻深，恐使之不
通，故重九译而朝。
&rdquo;&rsquo;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越南史籍《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卷一《鸿庞纪》以中国古籍为本，亦载称：&ldquo;周成王时，我越始
聘于周，称越裳氏，献白雉。
周公日：&lsquo;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
&rsquo;命作指南车，送还本国。
&rdquo;　　以上传说虽然不能尽当信史看待，但所有这些记载，毕竟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了上古时期
中越两国关系业已存在的初始信息。
有史可征的中越关系始于公元前3世纪的秦代，迄今历时2000多年。
2000多年来的中越两国关系，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一、郡县时期，或称&ldquo;内属
时期&rdquo;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中原，继而挥师南下，平定扬越，于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置桂林、南海、象郡。
尽管三郡当中的象郡辖域问题至今仍有纷见，但我国学术界的主流意见始终认为，象郡管辖范围约在
现今越南的中部和北部。
所据主要是，《汉书&middot;地理志》、《水经注》等古籍均记载秦所置象郡在越南北部和中部。
自19世纪末起，先后有越南、法国、日本等国学者提出，象郡位于今广西西部和贵州南部一带，理由
之一是秦朝的统治力量并没有到达越南，之二是《山海经》等书也曾提到象郡位于今广西、贵州、湖
南三省问。
此说不确。
《山海经》等古籍所载象郡乃当时长沙王所置，与秦时的象郡本不是同一地方，亦即说，此象郡非彼
象郡也。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有秦一代，交趾地区被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秦王朝灭亡后，南海郡尉赵佗发兵击并了桂林和象郡，建立南越国，象郡被赵佗划分为交趾、九
真二郡，归属南越国管治。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西汉政权平定南越，将其辖地分置九郡，分别为儋耳、珠崖、南海
、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
其中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均在今天的越南境内。
交趾郡在越南北部，辖有10个县，郡治设在龙编（今河内市）；九真郡在越南中部以北的清化、义安
一带，辖有7个县，郡治设在胥浦（今清化市）；日南郡在越南中部的广平以南地区，辖有5个县，郡
治设在西卷（今顺化市附近）。
三国时期，吴置交州，设刺史，统辖交趾、九真、日南三郡。
两晋时期，交州隶属西晋。
南北朝时期，交州由宋朝统辖。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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