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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海外华侨的家国情怀发挥了独特作用。本文针对海外华侨家国情

怀的厚植面临着国际环境愈加复杂多变、厚植方法相对滞后和海外侨情发生深刻变化等问题，提出了应当着重从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 4 个维度来优化厚植的路径，即: 持续引导海外华侨参与中国经济建设，以深化经济合作; 坚持

党的统领，以增强政治认同; 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深化文化认同; 更新厚植方式、满足华侨不同层次的需求，以

凝聚社会共识，从而使海外华侨更加紧密地融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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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外华侨家国情怀的内涵
海外华侨是指长期居住在国外，尚未加入外国国籍

的中国公民。海外华侨的家国情怀是指海外华侨对家

的依恋、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对家国共同体的认知、感念、
领悟和实践的深切情怀。追根溯源，家国情怀最早出自

于孟子所提出的“家国一体思想”，他在《孟子·离娄

上》所强调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

身”明晰地诠释了应当将天下、国、家等三者融为一体的

价值理念。在海外华侨家国情怀厚植方面，习近平总书

记所提出的“希望广大华侨坚守中华文化根脉，厚植家

国情怀，同祖国人民一道共圆民族复兴之梦”，既是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又是对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

重大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海外华侨家国情怀内涵的

外延主要应包含以下 3 个方面:

1． 1 文脉赓续的乡土情怀

文脉赓续的乡土情怀是海外华侨家国情怀的重要

组成部分。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海外华侨无论身在何

处，都始终秉持安土重迁、以家为本、尊祖尚礼、守望相

助等以中华文化为本位的家乡价值理念。在这一价值

理念引导下，海外华侨尽管在异国他乡，但一直保持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和对家乡、祖国的热爱，并带

着这种情感特质积极参与家乡和祖国的建设与发展。
例如，海外华侨陈嘉庚自幼生活在重视乡土文化的

家庭中，他的父亲教导他学习儒家经典和古诗词，祖训

教诲他要以乡为本、尊祖尚礼。在这样的环境中，陈嘉

庚从小就对家乡充满了感情，深植了他的乡土情怀。后

来，他前往新加坡深造，依然十分怀念故乡。乡土情怀

驱使他 1920 年向家乡捐资 400 万元筹办厦门大学，创

办船务公司、皮革厂，带动家乡经济发展。然而，他未止

步于家乡建设，他的家国情怀更为深沉，更是积极在全

国兴办学校和企业。他一生创办和资助的学校多达 118
所，支持了全国各地的教育事业，还在上海等地投资兴

办了多家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推
进了经济的发展。

正是陈嘉庚等海外华侨对文脉赓续的乡土情怀的

坚守，他们的家国情怀才更显鲜活深刻。文脉赓续的乡

土情怀作为海外华侨家国情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海外

华侨家国情怀的根基和灵魂，激励着海外华侨在家国情

怀的引领下，参与家乡的建设与发展，并为国家和社会

作出重要的贡献。

1． 2 民族复兴的圆梦情怀

民族复兴的圆梦情怀是海外华侨家国情怀的重要

组成部分。民族复兴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是几代中

国人的共同心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海外华侨虽身处

异国他乡，却始终怀揣着深沉的家国情怀，用实际行动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回望历史，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地

半殖民地社会，许多海外华侨对祖国遭受的屈辱深感痛

心。为支援祖国抵御列强，司徒美堂创办“纽约华侨抗

日救国筹饷总会”，捐资 1400 万美元，展现家国情怀，支

持民族独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钱学

森放弃美国优渥条件，回国投身国防，研发“两弹一星”，

展现家国情怀，助力民族崛起;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鼓励

华侨回国投资，邓毅豪回国投资兴业，引进国际技术，支

持产业升级，鼓舞更多华侨回国助力实现民族复兴梦

想;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

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伟大复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 “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这样的历史契机

下，海外华侨施一公回到祖国从事生物医学研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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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肿瘤免疫治疗方案，为中华民族在医学领域崛起赢得

国际尊重。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海外华侨始终怀揣深厚的家

国情怀，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这些历史充分证明了海

外华侨在民族复兴道路上所凝结的圆梦情怀已成为再

造中华民族认同和激发其支持民族复兴事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

1． 3 天下大同的世界情怀

天下大同的世界情怀是海外华侨家国情怀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全球化时代，海外华侨的家国情怀已不再

是单一的民族主义，而是融合了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和责

任意识。特别是习近平同志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来，海外华侨日益关注祖国的发展，他们深知中国的

和平发展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了维护和平

稳定的国际环境，他们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成为推动

“天下大同”的和平使者。例如，2021 年 7 月 17 日，马里

西南部萨赫勒州发生三名中国人被武装分子绑架事件。
这一消息引起了海外华侨的广泛关注。马里华人社区

侨团领袖朱玉得知后，立即联系中国驻马里大使馆，并

通过华人社区组织确认被绑架者身份，全力协助中国政

府展开救援。同时，他还联络了非洲其他国家的华人组

织，争取国际社会对马里局势的关注，以确保中国公民

安全。在海外华侨的共同努力下，救援行动取得了一定

进展。经过中国政府与马里政府的长期斡旋和谈判，最

终成功解救被绑架的三名中国公民。朱玉等海外华侨

的行动打破了国界的限制，向全球传递着世界一家、天
下大同的世界情怀。因此，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海外华

侨的家国情怀不仅包含着他们对祖国的深切热爱，更包

含一种同声相应、天下大同的世界情怀。

2 海外华侨家国情怀厚植的现实境遇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海外

华侨家国情怀的厚植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这在一定程

度上增进了海外华侨对祖国的情感认同，进而增强了中

华民族的凝聚力。然而，当前海外华侨家国情怀的厚植

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和冲击。

2． 1 国际环境愈加复杂多变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的快速崛起，国际社会的

权力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东升西降的趋势愈加明显。
这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给家国情怀厚植带来机遇的

同时也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其中最显著的就是中美之间

的摩擦和紧张关系对海外华侨家国情怀的厚植产生了

消极影响。
近年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和政治争端不断恶化，

这种紧张局势加剧了两国之间的敌意和不信任，导致海

外华侨成为受害者，不利于其家国情怀的厚植。首先，

随着贸易战的升级，一些在美国的海外华侨企业家因与

中国有着紧密的商业合作而受到美国政府的限制和处

罚，甚至被指控为“间谍”。这种情况使得海外华侨倍感

压力，难以在家国情怀和经济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不利

于其家国情怀的厚植。其次，由于两国之间的敌意加

深，海外华侨容易在社交活动中感受到更多政治对立的

紧张气氛。例如，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海外华侨经常因

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而受到他人的攻击和辱骂。这种

情况使得海外华侨在社交媒体中感到孤立和不安，导致

他们在家国情怀表达上更为谨慎和避讳，不利于其家国

情怀的厚植。最后，在中美摩擦升级的背景下，一些人

经常恶意散布关于中国的虚假信息，煽动对中国的敌意

和仇视。这些虚假信息容易误导海外华侨，导致他们对

祖国产生怀疑、不信任，不利于其家国情怀的厚植。
2． 2 方法相对滞后

总体上看，我国海外华侨家国情怀的厚植方法依然

陈旧、相对滞后。我国传统的海外华侨家国情怀厚植方

法较为普遍的有: 领导组团走访海外侨社、组织本地教

师到国外开展华文教育、邀请和接待海外侨领及侨团宗

亲回国探亲考察等。例如: 2023 年 5 月 15 日至 23 日，

四川省侨办主任文甦率团赴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开展

海外侨团、华校和华文媒体实地走访调研。一直以来，

侨务部门与海外华侨互动方式采取的都是“请进来，走

出去”的策略，互动交流基本上仍以“面对面”为主，对

于当前互联网信息发达的时代来说，此类厚植方法都需

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虽可以取得一定的成

效，但效果维持时间较短，很难达到预期。综上，老思

维、老路子、老方法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海外华侨家国

情怀厚植的需要，因此应该多在创新厚植方法和提高前

瞻性上进行切实的探索和改进。
2． 3 海外侨情发生深刻变化

当前，我国海外华侨的社会基本结构已经与 20 世

纪改革开放时有所不同，海外侨情呈现出许多新的特

点，最显著的就是老一辈华侨逐渐淡出，新生代华侨成

为厚植主体，而新生代华侨表现出的一系列特征给家国

情怀的厚植带来巨大挑战。
根据相关数据整理和分析，新生代华侨具有如下特

征: 首先，新生代华侨对家乡的了解相对有限。他们大

多从小跟随父母到国外生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

国历史的了解不如老一辈华侨那样深入。这导致他们

对于家乡故土的认同逐渐弱化，不利于家国情怀的厚

植。其次，新生代华侨更加依赖信息科技与网络媒体。
互联网的普及使得海外华侨与其长辈相比更容易获取

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信息的碎片化让新生代华侨难

以筛选真实可靠的信息，容易形成对祖国片面或错误的

认知，从而不利于其家国情怀的厚植。最后，新生代华

侨更加注重个人发展。与老一辈华侨大多没有受过教

育，是出于生计和逃避战乱等原因而外出务工不同，新

生代华侨通常接受过高等教育，受到西方文化价值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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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更注重个人自由、个人梦想。这种个人主义倾向

导致他们对祖国的情感不如老一辈华侨那般深厚，从而

不利于家国情怀的厚植。

3 海外华侨家国情怀厚植的路径探析
海外华侨家国情怀厚植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

维度同时全面展开。根据存在的困境和挑战，当前应从

经济维度持续引导海外华侨参与中国经济建设，以深化

经济合作; 从政治维度坚持党的统领，以增强政治认同;

从思想文化维度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深化文化认

同; 从社会建设维度更新厚植方式、满足华侨不同层次

的需求，增强厚植的包容性，以凝聚社会共识，进而更好

地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3． 1 经济维度: 以经济合作为基石，推动华侨参与祖

国建设

首先，支持海外华侨回国创业，持续引导海外华侨

参与中国经济建设。要推动华侨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

的桥梁纽带，带动更多有活力、有潜力、有创新力的“侨

的智慧”留在华夏大地。鼓励其深度参与我国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加深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认

同，增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其次，加强对侨商侨企的纾困帮扶。新冠疫情发生

以来，给海外华侨的经济和生活造成巨大的影响。面对

侨资企业在人员往来和生产经营等方面遇到的诸多困

难，各级部门应提高问题意识，帮助解决企业遇到的实

际困难问题。在新时代背景下，加大对侨商侨企的纾困

帮扶，让他们有更多的成就感和自豪感，增强家国情怀，

认同自己是祖国的一分子，从而更加积极投身到中国的

现代化建设中。
3． 2 政治维度: 以党的领导为统领，增强华侨的政治

认同

首先，在工作领导方面，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要厚植海外华侨家国情怀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党建带侨建，以确保海外华侨家国情怀的厚植始终

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以增进海外华侨对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解与认同。把海外华

侨家国情怀厚植的根本宗旨确定为全心全意为华侨提

供优质而周到的服务，把海外华侨家国情怀厚植的努力

目标确定为使华侨成为奋进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其次，完善涉侨法律体系建设。打造涉侨政策法规

体系，按照国家依法治国的总体布局，加强涉侨立法、政
策完善、法律监督、法律维权、侨法宣传和政策解读工

作，依法维护好海外华侨和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同时

要重视海外华侨领事保护工作，侨务部门要密切配合中

国驻外使领馆做好海外华侨的领事保护和服务工作，为

华侨办实事、办好事，依法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为他们

在当地的生存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3． 3 文化维度: 以中华文化为纽带，增强华侨的文化

认同

首先，以“根”传情是基础。相关部门要选派极具民

间特色的艺术团体，到海外华侨聚居的地方进行特色交

流演出，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家乡的风土人情，让

海外华侨常听乡音、维系乡情，增强对祖国的认同感和

自豪感。
其次，寻“根”活动是方式。海外华侨有珍重乡谊、

念祖溯源的传统，组织“寻根”夏令营让海外华侨返乡观

光、考察或寻根谒祖，通过各种教育、科学等交流活动，

让华侨加深对故乡的历史和现状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认识，增强海外华侨家的概念和爱乡情怀。
最后，以“侨”为桥是关键。通过引导海外华侨做

“中国好故事”的讲述者、“中国好声音”的特殊传播者，

厚植家国情怀、培育友我的力量，以点带面，让更多的海

外华侨及其后代认识祖国，认同大中华，从而发挥中华

文化海外赓续的最大效能。
3． 4 社会维度: 以华侨需求为导向，增强厚植的广

泛性

首先，因人施策，满足不同领域华侨的需求。比如，

对了解中国发展、对特定领域有专门见解、同时又愿意

建言献策的华侨，政府要为其畅通渠道，构建一个有效

的倾听其声音的平台，为热衷公益事业的华侨牵线搭

桥，引导其回报家乡、回馈社会。
其次，与时俱进厚植方式，吸引侨民广泛参与。随

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迎来送往、出国访问等方式已经

不足以满足如今的交流需求。因此，要发展民间华侨活

动，拓展海外联谊，使得党领导下的交流联谊涉及到普

通的海外华侨，密切同海外华侨的联系。可以充分利用

网络社交平台，如开发手机 APP 软件、开通微信公众号

等方式畅通与海外华侨便捷沟通交流的渠道。
最后，进一步增强新时代海外华侨家国情怀厚植的

包容性。新生代华侨与其长辈相比会有更少的刻板印

象和意识形态偏见，更容易接纳新事物，并根据事物的

本来面貌明辨是非曲直。因此，新时代海外华侨家国情

怀的厚植，必须采取和运用有针对性的方法策略，精准

施策，坚持求大同、容小异，坚持最高的原则性和最大的

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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