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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暨南大学
察看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特色馆藏

 2018 年10 月 24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暨南大学，观看校史展览和办学成果展

示，了解学校教学科研、文化学术、人才培养等情况。在图书馆的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简

称“世华馆”），习近平总书记认真察看馆藏文献和实物，与同学们亲切交谈，勉励学校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五洲四海。

习近平总书记在世华馆与港澳台和海外侨胞学生亲切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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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彰显侨校特色，1995 年经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批复，暨南大

学图书馆成立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简称“华人中心”），2005

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侨华人研究）的文献保障

机构，后冠名为“彭磷基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作为暨南大学

图书馆的特色文献部门，华人中心与海内外多家文献机构保持长期

合作关系，于 2009 年成功主办“第四届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

机构国际会议”。 

为更好地服务于侨务工作大局与学校“双一流”发展目标，

2016 年 11 月 16 日，值暨南大学 110 周年校庆之际，世华馆正式

揭牌成立，加强学校优势涉侨学科文献资源建设，拓展文献机构职

能，打造华侨文化宣传与侨生侨情教育基地，进一步彰显本馆的独

特优势。

2019 年 113 周年校庆期间，郭孔丰校董及益海嘉里集团向暨

南大学捐赠 3000 万元，设立“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建设基金”，

支持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建设。世华馆并行挂牌冠名“益海嘉里文

化展览馆”。

暨南大学党委书记林如鹏教授
为图书馆题词

一、发展历程

揭牌仪式

郭孔丰校董、益海嘉里集团—暨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捐赠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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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馆藏特色

世华馆位于校本部图书馆六楼西侧，面积约 1700 平方米。馆藏华侨华人、华文文学、华文教育、华

文传媒及华商经济等学科各类型文献近 5万册 /件，其中华侨华人民间文献、侨刊乡讯及族谱尤具特色。

华侨华人民间文献

馆藏侨批、卖“猪仔”合同、移民口供纸(簿)、入境宣誓单、捐款收据、

侨乡族谱、证章、邮票、中餐牌、明信片以及广告单等晚清民国时期较有特

色的民间文献原件 2000 余件，涉及海外 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古巴华工“猪仔”合同  
（1855）

航空救国捐款收据（1941）

中华民国护照（1920）侨批（1907） 华侨登记证（朝鲜 1932）

口供纸（谭来顺，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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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刊乡讯

侨刊乡讯是经国家新闻出版部门批准、面向海外乡亲发行的报纸和期刊，

素有华侨华人“集体家书”的美誉。现馆藏全国各地侨刊乡讯 300 余种、1

万余册，是海内外该类文献收藏最为集中的机构。

华侨华人族谱
与相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共建，收藏福建、广东、台湾、浙江等重

点侨乡 1949 年以前编修的线装族谱 3000 余册。同步推出“华侨华人族谱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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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发与研究

开发海外侨情、侨务信息、学术资源等 8

个专题数据库，现已累积数据 30 余万条。开

发华侨华人书刊全文数据库；创建数字人文项

目——侨情发展态势数据库。

自 2003 年起，编辑出版月刊《侨情简报》；自 2009 年起，出版年度工具书《侨

情综览》；自2019年起，承担《侨务工作研究》“观点摘编”“各地侨讯”“华埠时讯”3

个栏目的组稿编辑工作。

1、专题数据库建设

2、侨情资料编辑与出版

海外侨情
数据库

侨务信息
数据库

学术资源
数据库

华侨华人
人物数据库

侨务政策
和侨务法规
数据库

侨务政策
（问答）咨询
数据库

涉侨专题

数据库
华侨华人
图片数据库

华侨华人
视频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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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华侨历史文化普及推广

展览馆面积400余平方米，以“侨连四海 华章远扬”

为主题，分为华侨华人、华商经济、华文教育、华文传媒、

华文文学五个部分，通过图文、多媒体、场景模拟等多种

展陈手段，多维呈现华侨华人移民史、创业史、贡献史以

及中外人文交流史。展览馆还将不定期引进或举办相关临

时主题展。

自2017年起，连续举办三届“华侨华人文化周”活动，

成为师生认知度较高的校园文化品牌，受到中国侨网、欧

洲头条、南美侨报网等海内外60余家媒体的报道与转载，

获得图书馆界多项荣誉。

华侨华人历史文化展览馆

华侨华人文化周

1

2

华侨华人
文化周

文化参访

学术讲座

主题展览

知识问答

电影赏析

文化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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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戴小华

自 2015 年起，先后邀请加拿大、马来西亚、美国等

国多位知名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到馆讲座交流，获得良好

反响。

海外华文作家讲座

3

加强与暨南校友、海内外专家学者以及相关文献机

构的交流与合作。

依托学校校友会，成立海外文献收集联络点，拓展

海外涉侨文献的收集渠道，截至 2019 年 11 月，海外文

献收集联络点已签约 19家。先后邀请多位专家学者走进

世华馆，举办讲座进行交流；组织人员赴国内外参加学

术会议，进行文献调研，拓展合作项目。

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陈六使
图书馆交换文献（部分）洪岸副校长为世华馆海外文献收集联络点授牌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12月11日报道）

五、交流合作

美国华文作家陈谦马来西亚华文作家/画家朵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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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展规划

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与统战侨务工作大局，充分发挥侨校优势，拓展海内外联系，加强华侨

华人实体文献及数字资源建设，致力建成一所集文献服务、资源开发、人才培养、文化交流与学术研

究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特色鲜明、资源丰富、类型多样的专门文献收藏与研究机构；建设“华侨华人文

献信息集成平台”，以共建、共享模式，整合世华馆文献、数据库、全球各地涉侨研究收藏机构的各

类型涉侨信息资源，打造一个面向侨研、侨务、华侨华人与社会各界的涉侨信息虚拟馆，最大限度地

彰显百年暨南的侨校魅力。

世华馆发展规划示意图

“五华”文献专区 华侨华人文献信息集成平台

华侨华人数字人文开发平台

华侨华人族谱数据库

华侨华人文化体验平台

岭南华侨人物信息平台

实
体
馆

虚
拟
馆

华侨华人民间文献展示区

华侨华人历史文化展览馆

多功能学生活动室

华侨华人书画艺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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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征集公告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华人，有华侨华人的地方就有暨南人。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致力

于广泛搜集华侨华人文献资料，也注重以文献资料保存和见证全球海外暨南人奋斗的足迹。

欢迎各界人士和海内外校友踊跃捐赠文献，共襄盛举！

征集范围：

（一）正式出版物：各类与华侨华人、归侨侨眷、侨务工作相关的图书、报刊等。包括

华侨华人研究著作、口述历史资料、海外华文报刊、华校教材教辅、侨刊乡讯、华文文学作品、

论著以及其它相关出版物等。

（二）非正式出版物：与海外华侨华人、国内归侨侨眷、侨乡、侨政紧密相关的各类非

正式出版物。包括侨批、口供纸、契约文书、证件、证明、票据、电报、信函、手稿、文件、

照片、宗谱、族谱、家谱以及实物等历史资料原件；华人社团、华文学校、华人企业、华人

宗教的各类非公开出版的专刊、特刊以及各类档案等。

（三）数字出版物：与华侨华人相关的各类数字化资源。包括数据库、音视频资料、光

盘资料、缩微胶卷等。

（四）与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和归侨有关的其它实物和资料。

我们将对惠赠文献的个人或机构回赠“纪念卡”，对所赠文献妥善保管并加以开发利用，

以此嘉惠学林、服务社会。对于价值高、数量大的文献惠赠者，将视情况共同协商回馈方法

与协助措施。我们恳切期待相关个人或机构俯允惠赠 !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601 号

          暨南大学图书馆·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

邮编：510632

联系人：王华

Email：ohqxx@jnu.edu.cn

电话：+86 020-85220287；+86 18665007801（微信同号）

七、文献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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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
尤权一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伊琳娜·博科娃一行

学校党委常委委员一行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一行广东省副省长黄宁生一行

各界重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路线参观世华馆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世华馆后，社会各界迅速掀起重走总书记考察路线活动热潮。截至目前，

图书馆已接待上级领导、侨务部门、图书馆界同行及校内外单位机关团体参观224场，5052人次，

极大提升了世华馆知名度和学校美誉度。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五洲四海的殷切嘱托，世华馆将继续秉

承“宏教泽而系侨情”的使命，加强华侨华人文献建设，拓展华侨华人文化宣传功能，为增强港

澳台侨学生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作出应有贡献。

中国侨联一行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播到五洲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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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Add：广州市黄埔大道西 601 号暨南大学图书馆六楼西侧

邮编 /P.C.：510632

电话 /Tel：+86020-85220287

邮箱 /E-mail:ohqxx@jn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