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节 漂泊港台及异邦 慎终追远根难忘

一、香港韦氏

香港原属广东东莞县一个小村，原名就叫香港，它是往中原转运“莞香”（名贵香

料）的出口小港，莞香“香气馥郁，沁人心脾，一香在宅，满屋芬芳”。它的使用方法

也很特别，不擦不烧，而是隔水蒸煎，水滚气腾时，香料随热气而挥发，故香气特别

清冽，当时的中原皇城，上品价如黄金。东莞是产地，南运至九龙香妙头（即今之尖

沙咀）后集中港岛石排湾这个小港转运往广州。1841 年以后香港逐步发展成商埠，鸦

片战争后，1848 年 8 月签订《南京条约》被割让英国，变成了殖民地。1898 年英国又

强行租借九龙半岛深圳河以南地区，租借期为 99 年。至 1984 年 9 月 26 日中英签署《关

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才确认香港于 1997 年 7 月 1 日回归中国。香港包括香港岛、

九龙半岛、新界及离岛（共 235 个离岛），全境面积 1070 平方公里，2010 年人口为 709.76

万人，97%为华人。

香港韦氏计在万人以上，多从事小本经营业，闽粤桂籍多，较知名的人士有广西

平南县迁去的容县籍韦云淞的侄子韦超（高级会计师）、从广西马山县迁去的韦瑞群（曾

任原香港国际娱乐制作公司经理，香港艺术团团长），而事业有大成者如从广东迁去的

韦诚富等子孙。清道光年间的港商巨富韦鲁宁即从广东迁来。

香港著名电视、电影制作人韦家辉(1962-)，曾担任电视及电影编剧、导演、监制

等职。作品包括有极受欢迎的长篇电视剧，以及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的作品。

韦家辉 1981 年加入香港无线电视台编剧组，之后升任编审，曾参与改编金庸原著《神

雕侠侣》、《鹿鼎记》为电视剧，五年后晋升创作总监，作品《义不容情》、《大时代》

等成为一时经典。1995 年首次执导电影，作品为《和平饭店》，1996 年加入杜琪峰创

建的银河映像，在银河映像的首部作品《一个字头的诞生》就大获好评。

二、台湾韦氏

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上，台湾曾被西班牙、荷兰、日本

先后占领过。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重归中国的版图。1949 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

因，台湾与祖国大陆处于分离的状态。60 多年来，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

发生了巨大变化。台湾岛是中国的第一大岛，位于祖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台湾扼

西太平洋航道的中心，是中国与太平洋地区各国海上联系的重要交通枢纽。

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在《禹贡》中记载：“岛夷卉服、厥薤织贝，厥包桔

柚，锡贡”。“岛夷”也就是中国南方各省古代越仆族之一。可见，台湾自古就是中国

的神圣领土。《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载，吴主孙权于 230 年曾派遣将军卫温，诸葛



直率军到过台湾（时称夷州）。吴人沈莹著《临海水土志》中对台湾作了详尽描述；夷

州在临海郡（今浙江）东南，相离有两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很多，四面是山，土

地肥沃，生长五谷，又多鱼肉，等等。隋称台湾为“流球”，隋炀帝三次派人前往台湾。

唐时为避战乱，有人移居澎、台。南宋已有军民屯戍澎湖。元称台湾为“溜球”，并在

澎湖设了“巡检司”（1335 年），管理澎台民政，隶福建泉州同安县（今厦门）。明郑和

到台湾，并于 1563 年设了巡检司，1597 年台湾岛已有船 20 艘、兵 800 人。1620 年福

建海澄县人颜思和泉州南安人郑芝龙率大批移民移居台湾。1638 年福建大旱，当时政

府组织数万人渡海（每人发白银三两、三人者牛一头）至台垦殖。这是我国第一次有

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向台湾移民。明嘉庆二十三年（1544 年）第一艘葡萄牙船只途经

台湾近海，因见岛林如画，称为“福摩萨”（美丽之岛）。1604 年 8 月 7 日荷兰占领，

年底被驱走。1622 年 7 月又卷土重来，复被驱走。1626 年西班牙占领基隆，1642 年荷

兰攻占西班牙据点，取而代之，台湾沦为殖民地。1662 年 2 月郑成功收复台湾。1684

年清政府在台南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辖台湾凤山，诸罗等三县。1885 年正式设立

台湾省，第一任省长巡抚刘铭传。1895 年 4 月 17 日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日本，1945

年收复。台湾由大小岛屿 88 个组成，面积 35989 平方公里，2010 年人口为 2316.21 万

人，治所台北市。

史载渡台韦氏先驱者为韦念南，100 多年后的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 年），安徽阜

阳人韦崇雅出任凤山县丞，咸丰十一年（1861 年）江苏宜兴韦廉任澎湖海防通判。据

《台湾通志》1953-1954 年统计，台湾韦氏 209 户，在台湾姓氏中居第 131 位。另据台

有关部门的调查，台湾韦氏总人口约 1.6 万人，主要分布于台北、苗栗、彰化、台南、

高雄各县，台中亦有少数。据考，其祖承关系有三：一为早期宦官落籍者，如嘉义韦

氏。二为从福建、广东来的捕鱼及经商落户者。三为 1945-1949 年从大陆渡台定居者。

韦福成、韦濂、韦卓民、韦永宁、韦安仁、韦德懋、韦文贵、韦宗仁、韦德宏、

韦三居、韦杨尉（女）、韦三贵、韦三和、韦玉柱、韦金龙、韦国泰、韦国安、韦国雄、

韦国瑞、韦基松、韦基昌、韦登鸿、韦正全、韦运宪、韦榜桀、韦羡谦、韦肇华、韦

家禄等都是在台韦氏中对韦氏文化研究的热心人物。

三、海外韦氏

定居或旅居海外的韦氏相当可观，知名人士亦很多。可以说是遍布五大洲。但相

对集中于东南亚和南洋一带，欧美、非洲、澳州亦有。海外韦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

推动了当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传播着世代的友谊，其功德不可磨灭。

1．亚洲韦氏



以越南和新、马、泰为主，大多数为两广、云贵的韦氏迁入。他们都凭着地缘关

系，按交通便利条件而至，或因经商而往，或因打工而来，亦有少数是政治原因而去

的。好些人在当地搞起了一番事业，开辟了新境界，赢得了当地群众的支持和好评。

如越南，可以远溯到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平交趾时期，就有韦氏流戍或迁徙到越南。历

经唐宋，去越南的韦氏更多。尤以到越南北部高平、谅山、同宣、北大等地的为众。

而最知名的是发迹于广西桂东南平南、桂平、容县一带的韦经公世系，其 22 世孙韦善

广还任过越南安南省的副省长。其子孙已在越南繁衍成新的支系。广西的壮族和云南

的傣族伴带着越南的岱族和侬族，其韦氏都有着较亲密的宗亲戚族关系。又如泰国，

当地的韦氏为了有组织地进行工作，成立了泰国韦氏宗亲总会，其第八届理事和工作

人员，就有韦炎辉等 30 多人。据查，现在居留在泰国的韦姓知名人士约有韦郁等 120

人。族居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的南洋韦氏其知名的有韦浩玑、韦团信和韦元有等

约 40 多人。此外，亦有不少人旅居菲律宾，以福建和两广的韦氏移民居多。大都以经

商和经营房地产业为主。有一学者韦培德住在马尼拉，长于工业管理，任教于台湾和

美国各大学。还有一旅居日本的国际知名人士韦晴光，原籍广西宾阳人，1988 年汉城

奥运会，他与陈龙灿配对，决赛中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扳两局，以 2 比 1 击败前南

斯拉夫选手普里莫拉茨／卢布莱斯库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一枚奥

运会金牌。1991 年，韦晴光从国家队退役，同年远涉重洋东渡日本，1997 年加入日本

国籍，改名为伟关晴光，直到 2007 年 10 月 4 日退役。在他的运动生涯中，曾代表中

国队获得过亚洲杯冠军、世锦赛和奥运会双料男双冠军。在代表日本队打球期间，获

得过亚锦赛男单亚军、亚运会男团季军、世乒赛男团季军，并四次获得全日本选手权

比赛男单冠军，曾创下了以 42 岁“高龄”夺得全日本男单冠军的纪录，堪称奇迹。

从唐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越南高平、谅山、北大、同宣等省份都有中国韦氏由

广西、广东、云南大批量的迁入，迄今他们已在当地生根开花，如韦经的二十二世孙

韦善广曾出任过安南省的副省长，在越南，他的子孙已形成许多支系。实际上，中国

历代的移民在越南已发展成岱族和侬族等少数民族，其中也包含韦氏子孙。

2．欧洲韦氏

由于地缘的关系，在欧洲旅居的韦氏，以到俄罗斯的较多。早年从东北移民到莫

斯科，知名的有韦贤九等人。另外，在十年“浩劫”时期，据称，从四川、贵州和广

西等省区，有一批韦氏经西北到达新疆越过国界到阿拉木图定居。相应的在西欧则较

少，但有些人很有名，如韦德霖，随着家人在葡萄牙定居，他于 1957 年生于里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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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党；1980

年，毕业于里斯本大学法律系，任该校法律助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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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与人合著法律书；1986 年，以社会党



身份出任澳门行政政务司。另外，欧洲籍的韦氏，还有韦诚、韦耿曜等人，均属于功

成业就的开拓性人物。

3．美洲韦氏

居留美洲的韦氏以美国较多，而美国又以纽约为最。据查，约有百多家。基本上

由致公堂代为传达联系。除了纽约，在美国居留的韦氏比较多的就是洛杉矶了。在这

个号称中国文化城的洛杉矾市，约有韦氏 20 余家在此定居。另外，在夏威夷也有几家，

韦氏移民，有一从广州移民去的韦山，还在此开设国术馆和中药店。然而，真正传播

文化的却是留居在旧金山的韦氏。其中有一个叫韦更生斋，原籍广东人，现任旧金山

敦风诗社社长，是海外著名词人，《二十世纪中华词苑大观》，收了他六阕词。平时在

美国文坛很活跃，1983 年在三藩市出席岭南同学会春宴，轻歌曼舞，彼此唱酬，十分

融洽。在旧金山还有一个美籍华人韦晓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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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两年，又考取旧金山交响乐团第二提琴席位，两年后再考取该团第一席位。

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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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旅居美国的还有两个作家、词人。一是韦玮，1957 年生，原籍广西南丹，壮族，

作家、编导，在广西彩调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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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编导之《体操王子——李宁》，荣获美国国际评估学会授

予的“国际杰出节目奖”；一是韦鼎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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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发表过许多诗文，为善文能

武的知名人士。旅居加拿大的有韦忆明，从台湾移民而去，现在多伦多市开办一家公

司。至于旅居南美的韦氏，大多数是 1949 年解放前夕离开大陆的，以粤桂两省移民居

多。

据纽约估计，在纽约的韦姓约 100 余家，其联络由“致公堂”代为转达。美国洛

杉矾中国文化城的许引经夫人是从菲律宾移民去的，估计洛城有韦姓廿多家。总之，

旅居美国的韦氏比较分散，多属后期移民者。

4．非洲韦氏

旅居非洲的韦氏，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数较少。据说全南非的韦氏不超过 100

家，多分散在开普敦、伊丽莎白港等地。其他东非、西非的就更少了。

5．澳洲韦氏

旅居澳洲的韦氏逐渐增多，许多年青人留学后即定居在澳大利亚人数也不多。现

在知道的，只有定居在澳大利亚的韦善益和韦同芳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