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节 宗亲足迹遍寰宇 五洲四海书华章

在 2010 年 5 月 7 日开幕的由上海世博会美国馆的首席赞助商、美国华裔精英组织

“百人会”发起的“美国华裔——同一家人”展览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是由上百面显

示屏组成的“百姓墙”，它不断显示出中华“百家姓”姓氏文字，伴随这些姓氏出现的，

是该姓氏美国华裔的头像。据介绍，“同一家人”照片墙活动在美国 350 万华裔中产生

了很大影响，有 500 多个华人姓氏、1 万多名美国华裔上传了他们的照片，提供了各自

的姓氏、祖籍以及美国现居地等信息。其中，也有韦氏家族的成员。

中国人到外国侨居，传说开始于周秦时代，但有史可查的是汉朝。公元前 124 年，

汉武帝建立了中西交通，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每年都有使者和人民的来往，多则几

百人，少则百多人。中国自汉朝已开辟与东南亚和印度、伊斯兰卡的海上交通。由于

开展海外贸易，中国商人、水手开始向东南亚进发，其中一部分人定居下来，成为第

一代海外移民。

唐朝时期，中国人移居国外逐渐增多，许多外国人称海外华人为“唐人”，华侨回

国也称回“唐山”。到了公元 10 世纪以后的宋、元时代，我国沿海居民因受连年兵乱

的影响，尤其是福建、广东受元军的残酷摧残，纷纷逃往海外避难谋生。

中国人大量移居东南亚始于明朝。郑和下西洋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海上远征，

郑和率领 200 艘船舰组成的船队浩浩荡荡的在南洋各地访问。从 1405 年-1433 年的 28

年间，郑和 7 次下西洋，率船队远航 30 多个国家，最远到达非洲东岸及红海沿岸港口。

在西方殖民者入侵东南亚之前，从中国移居到东南亚的华人主要是在通商贸易的需要

上移民海外。至 16 世纪，特别是 17 世纪西方国家相继侵入东南亚各地以后，随着东

南亚各国逐步沦为殖民地，中国人主要作为劳动力而移居东南亚，跟随已定居海外的

亲友赴东南亚学习做生意或从事劳工。

在十九世纪，是欧洲殖民主义在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也是世界大移民潮的开始。

清嘉庆以后，大清的可耕地开始严重不足、官吏日益腐败、官民染上鸦片瘾等，此时

民间有了过剩的劳工，同时欧美各国开始强盛，因此满清被迫同意让平民远赴海外当

欧美殖民地的劳工。清末鸦片战争以后，民间发生饥荒的次数增加，贫穷程度已难以

形容，到处有穷人和乞丐，上百万的广东和福建人为了改善生活，都兴起赴海外当劳

工的意向。很多福建人选择在东南亚与他们在明朝时期已定居海外的前辈学习和工作，

广东人也有不少；广东省的台山有最多人移居海外。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土客冲突时期，

有些人被卖到秘鲁、巴拿马、墨西哥、古巴一带。

目前的海外华人，主要生活于当地华人为相对多数民族的新加坡及在当地华人为

相对少数的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与越南。这些地区的海外华人主要



是在十六到十九世纪从福建、广东以及海南省籍出来的移民。而从十世纪到十五世纪

的移民主要是前往马六甲与东南亚。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海外华侨华人地域分布也在发生着变化，其显著特征是由集

中渐趋分散，即由高度集中于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向亚洲以外地区，尤其是欧、美、

澳地区逐渐分散。

然而，韦氏的海外迁徙，最早大概始于隋朝时期。据史料记载，在韦伯被武丁灭

掉之后，豕韦国人相约以国为姓，并分成三路人马向东北、河南、陕西等地避难。向

东北逃去的第一路人马，经今北京市琉璃河到辽宁省喀左县。约 200 年后，喀左县元

哲子孙又逐渐向北迁至今辽宁省辽阳县、鞍山市一带，叫豕韦、矢韦、室韦。春秋、

战国时，辽阳、鞍山豕韦人有一些再迁到今吉林省松花江、黑龙江流域两岸，称室韦，

后分大室韦、小室韦、北室韦、东室韦、西室韦、黄头室韦、婆莴室韦、达垢室韦、

深末恒室韦、蒙兀室韦等。南北朝，蒙兀室韦从松花江流域迁到今蒙古自治区，与当

地人民同居、通婚，成为貉族、蒙古族等民族。如南北朝时期全图就有“室韦”的地

盘。到了隋朝时期，北方还有“室韦”的地盘，后来，室韦人散布于今新疆以及国外

阿富汗、伊朗、印度、巴基斯坦、蒙古、乌克兰、克里米亚、窝瓦河中游、高加索和

中亚、布利雅特等地，横跨欧亚两大洲。

据有关资料，当今海外华侨华人中的韦氏数量也相当可观，足迹遍布五大洲，知

名人士也不少。现将海外的韦氏分布情况简述如下。

1．亚洲的韦氏
以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为主，大多数祖籍为广东、广西、云南和贵州。

他们都凭借地缘关系，按交通便利条件而至，或经商而往，或打工而去，也有少数是

政治原因而来的。其中一些人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取得了辉煌的业绩，赢得了当地群

众的支持与爱戴。越南的韦氏渊源，可以追溯到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平交趾时期，就有

韦氏留戍或迁徙到越南。历经唐朝以来，去越南的韦氏更多，尤以到越南北部高平、

谅山、同宣、北大等地为最。而最知名的是发迹于广西平南、桂平、容县一带的韦经

世系，其子孙已在越南繁衍成了新的支系，22 世孙韦善广曾任安南省副省长。越南的

岱族和侬族，与中国广西的壮族、云南的傣族之间的韦氏，都有着较亲密的宗亲戚族

关系。在泰国，当地的韦氏还成立了泰国韦氏宗亲总会。其中在泰国的韦姓知名人士

就有韦炎辉、韦郁等 120 多人。旅居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的南洋韦氏，其知名的有

韦浩玑、韦国信和韦元有等 40 多人。此外，还有不少旅居菲律宾的，主要是福建、广

东和广西的韦氏移民，大都以经商和经营房地产为业。居住在马尼拉的学者韦培德先

生，长于工业管理，任教于台湾和美国的大学。旅居日本的国际知名人士韦晴光，原

籍广西南宁市，曾获奥运会兵乓球男双冠军，后改名为伟关晴光。



2．欧洲的韦氏
旅居欧洲的韦氏，以到俄罗斯的较多。早年从东北移民到莫斯科的，知名的有韦

贤九先生。在阿拉木图，有一批定居的韦氏，他们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从

四川、贵州和广西等省区经西北到达新疆越过国界而来的，其中不少是当年的“红卫

兵”。虽然在西欧定居的韦氏较少，但有些人名气却很大。如葡萄牙的韦德霖，1957 年

他生于里斯本，1974-1985 年在社会党里斯本区联盟任职。1978 年创立社会民主左翼

联盟党，1980 年毕业里斯本大学法律系，留校任法律助教，被选为波尔图选区国会议

员，曾在国会参与修改宪法。1983 年 4 月，再次当选国会议员。有法律专著问世（与

人合著）。1986 年，以社会党身份出任澳门行政政务司。另外，旅居欧洲的韦氏中，还

有韦诚、韦耿曜等人，均属于功成名就的开拓性人物。

3．美洲的韦氏
侨居美洲的韦氏，以美国较多，而美国又以纽约为最，约有 100 多户；其次则是

洛杉矶市，约有 20 多户。另外，在夏威夷也有几户韦氏移民，其中的韦山先生，还在

那里开设了国术馆和中药店。在美国的韦氏名流，大都出自文化艺术界。旅居旧金山

的韦甦斋，海外著名词人，原籍广东，现任旧金山敦凤诗社社长，《二十世纪中华词苑

大观》收有他的词。旧金山的美籍华人韦晓壮，1961 年生，原籍广西上林，5 岁学琴，

19 岁考入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音乐学院，21 岁毕业后，考取美国交响乐团小提琴副

首席。此后两年，又考取了旧金山交响乐团第二提琴席位；两年后再考取了该团第一

提琴席位。他随团赴世界各地演出，并多次举行个人独奏音乐会，26 岁获得“终身演

奏家”荣誉。旅居美国的韦玮，作家、编导。1957 年生，原籍广西南丹，壮族。在广

西彩调团和广西民族声像艺术公司等文艺团体工作多年，现为美国波蒙娜艺术家协会

会员。他编导的《体操王子——李宁》获得美国国际评估学会授予的“国际杰出节目

奖”。美籍华人韦鼎峙，原籍广西融安，与其兄弟韦鼎烈同为抗日期间空军军官。后来

韦鼎烈定居香港，他则定居美国，在海外发表了许多诗文，是能文能武的知名人士。

至于旅居南美的韦氏，大多是 1949 年离开大陆的粤桂两省移民。

4．非洲的韦氏
人数较少，比较有名气的是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开饭店（广东餐馆）的老板韦明。

据他所说，全南非的韦氏约 20 户左右，分散在开普敦、伊丽莎白港等地。

5．澳洲的韦氏
人数也不多，现在知道的，只有定居在澳大利亚的韦善益和韦同芳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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