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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印度尼西亚华侨
史,便成为摆在我们面
前的一项严肃任务。
经过4年多的努力,温
广益和三位同志翻阅
了数百种中外文献,夜
以继日地写作,《印度
尼西亚华侨史》终于
脱稿(初稿60余万字),
后经全国侨联副主席
洪丝丝审阅，提出修
改意见,又再次删改,
由北京海洋出版社于
1985年正式出版(50万
字 ) 。 这 本 图 文 并 茂
( 共 有 历 史 图 片 5 0 余
幅 ) “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 , 第 一 本 较 为 全 面
系统的华侨史著作”
问世后,好评如潮, 《
华声报》、《广东侨
报》、《福建侨报》
等以及有关的学术刊
物 都 作 了 推 荐 和 评
论/同行学者指出,“
此书为中国解放后第
一部国别华侨史,是中
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中的一个重要成果”,
认为“学术性强、观
点正确、资料扎实可
靠,堪称是一部具有相
当高的学术价值、很
值 得 一 读 的 著 作 ” ;
有的则指出,此书的出
版“打破了中国华侨
史 研 究 的 沉 寂 局 面 ,
它 是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中国学者写出的一部
颇有分量的华侨史著

作”,等等。后来此书
获得福建省人民政府
1988年颁发的“福建
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1979-1987) "三等
奖。

当时温广益接受
此项任务时,他还只是
一位助理研究员（相
当于讲师）；另者，
由于当时的客观原因,
该书只写至印度记西
亚独立之前(1945年)
便嘎然收笔。

研究与教学
并举

1983年温广益自
厦门调至以研究历史
为主的广州中山大学

东 南 亚 研 究 所 , 从 事
研究和硕士研究生的
教学工作。他在这个
岗 位 上 工 作 了 1 0 年 ,
直 至 退 休 。 这 期 间 ,
先后于1986年和 1992
年提升为副教授和教
授。1987年至1990年
被 委 任 为 副 所 长 , 主
管研究生的教学和外
事工作。自1985年至
1992年,他迎难而上,
先后给研究生开东南
亚近代史、印度尼西
亚史、有关东南亚的
外国史籍评论和华侨
华人问题讲座等课程,
指导了6名研究生的
硕士毕业论文以印度
尼西亚和新马课题研
究为主）。

除教学外，他还
积极接受来自各有关
方面的写书任务。例
如,调来中山大学的次
年,即接受广东人民出
版社关于主编《广东
籍华侨名人传》的任
务。在与有关写作人
员的合作下,经过3年
多的努力,终于在1988
年由该出版社正式出
版(约17万字)。此书
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第一本较为系统的有
关广东籍华侨人物的
传记,书中共收入具有
代表性的华侨人物24
名 ( 包 括 巴 中 已 故 校
长司徒赞) ,还附有21
幅历史图片,堪称图文
并茂。通过对这些华

侨人物的立传,有助于
人们对华侨的历史地
位及其作用的认识。

在盛世修志的大
好形势下,1987年他在
编写《广东籍华侨名
人传》的同时,还应邀
参与由广东省侨办和
侨联牵头主编的《广
东省志·华侨志》其
中第五章“祖籍广东
的华侨人物传略” (
共100余名)的编写工
作。他用了数年时间
完成该任务,井为自已
能参加几乎百年才一
遇的修志工作而引以
为荣。后来经过各方
面和有关人员的数年
努力,此书已于1996年
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正
式出版。

除从事著述外,由
于任务的需要或参加
国内外学术会议的要
求，自1978年至1997
年 , 先 后 撰 写 了 有 关
会 议 论 文 4 7 篇 , 共 5 0
余 万 字 , 这 些 论 文 都
已先后发表于国内外
有 关 学 术 刊 物 上 , 有
的还被收入到有关的
论文集中。其中为配
合中印(尼)复交的需
要,应侨务部门之请所
撰写的论文“中国印
度尼西亚复交对印度
尼西亚华侨华人社会
的影响”（发表于广
东侨史学会的《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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