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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字之義為「寄居海外」，故僑民

就是寄居海外的國民；僑胞就是寄居海外的

同胞。

依我國《憲法》第三條：「具有中華

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故持有中華

民國國籍（護照）而僑居中華民國領域外者

即為「僑民」。又依《國籍法》第一條、第

十一條、《國籍法施行條例》第三條內容，

中華民國國籍法採血統主義及喪失許可制

度，故「僑居國外，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未

經內政部許可喪失國籍者。」即為僑居國外

之國民（夏誠華，2005，p.101）。又依《
國籍法》第一條第一款規定，生時父為中國

人者，屬中華民國國籍（陶百川等，1999，
p.1215）。國籍可由個人的出生取得，因此
國人（男性）移居海外所生下一代自然取得

中華民國國籍（夏誠華，2005，p.101）。
從以上之法令規定觀之，「僑民」可有

兩種：一為持有中華民國國籍而寄居海外

者；二為只要是「中國人」所生而寄居海外

者。第一種人身份明確，無有疑義；第二種

人可有各種不同的解讀空間，因而爭端四

起，譬如「僑民三等論」、新僑、老僑的各

種說法。

不管如何，「僑民教育」似可作如下之

定義：「僑民所受的教育」。進而言之，又

可分為「僑民所辦的教育」（如各地的華文

學校）與「政府對僑民所施的教育」（如海

外台灣學校――台商子弟學校）。教育部僑
民教育委員會的業務主要即是針對後者的服

務，而僑務委員會第二處（文教處）的業務

主要即是針對前者（廣義的僑民、僑胞）的

服務。我國中央政府對兩種身份的「僑民」

都有專業單位為其服務，在當今世界各國

中，是深具意義的特色。

辦理僑民教育有什麼意義呢？茲就其犖

犖大者舉以言之。

第一：滿足華人熱愛教育的願望

中華民族是世界上各民族中最熱愛教

育，甚至最熱衷教育的民族之一，這從海外

三千多萬華人開辦三千多所華文學校可得明

證。華人所到之處，無論當地政府的態度如

何，或堂而皇之地興辦華文學校，或拐彎抹

角地實施華文教育，其以教育方式延續文化

傳承的努力令人感動。筆者於若干年前曾多

次率團前往緬甸（Union of Myanmar）培育華
文學校師資（何福田，1998），得知緬北的
一、二百所華文學校董事長、校長及若干董

事，幾乎都被緬甸政府以興辦華文學校的罪

名逮捕入獄，但華人仍然前仆後繼，不肯中

止，且有人來來回回入監「七次」之多，真

是一報還一報。沒想到發生在三國時期（第

三世紀），諸葛孔明率蜀漢之兵，五月渡

瀘，「七摛」孟獲的故事，遲至二十世紀，

華人僑領反被緬甸政府「七摛七縱」，誰說

「君子報仇三年不晚？」事過1700多年，舊
賬才消。

華人這種熱愛教育的精神不是普通的禁

令所能阻擋，所以辦理僑民教育才能滿足海

外華人的願望，其意義之重大，非接觸僑教

者不能體悟。

第二：推動不露痕跡的外交工作

在平時，僑民教育工作即是一國外交的

哨兵，它是了解當地國家最方便、最根本、

最徹底的途徑。因為僑民生活在當地國家，

與當地人文政經狀況，自然多有接觸，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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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濃於水的民族感情，只要母國稍加善待其

僑民，則僑民即可成為外交的義工；要是母

國對僑民不加聞問，令其自生自滅，則僑民

可能由引頸長盼而終至失望，其後果不言而

喻。今日，我國外交遭致嚴竣的挑戰，揮灑

空間極為有限。朝野都知道：僑務可扮演外

交第二軌道的角色，而「沒有僑教就沒有僑務

」是僑委會的口號，可見所謂「僑務可扮演

外交第二軌道的角色」，其關鍵在僑教才是

外交第二軌道。可是，政府花在僑教的用心

與實質經費是外交部大把大把援外經費的

零頭，何以如此不成比例？真是令人費解。

我國向來注重表面上的邦交國數字而花

費不貲，金援一停隨即斷交，令人氣結。何

不花點心思，轉而做些只花小錢即可獲致可

長可久的第二外交軌道角色的工作！

第三：符應全球學習華語文熱潮

因為二十世紀末葉就已傳出：「二十一

世紀是華人的世紀」，佔全球人口大約五分

之一的華人成為世界舞台的新星，華語文成

為世人的最愛。職是之故，台海兩岸掀起華

文教學熱，這固然是符應全球學習華語文熱

潮所必需；但筆者以為：滿足全球華語文熱

的主要市場應該是散佈各地的華文學校。

所以，在聯合國、各教育先進國家都重

視華語文的當下，儘管正體字、簡體字的爭

辯，或運用什麼拼音教學，吵鬧不休，除非

我們在這一波的熱潮中，決定做壁上觀，自

認無能為力，否則，我們對僑民教育不能無

動於衷，必須及早研擬因應對策。

台灣的教育工作者，不論是教師或行政

人員，如果有適合的時間，應該到海外去看

看華人在教育方面所做的努力，去體察華人

為教育所付出的可歌可泣的心血，相信您會

因為感動而改變您對僑民教育的看法。

教育工作者對海外僑民教育的協助當然

是必需的，然而力量有限，各行各界如果能

對海外僑民教育有所了解，進而給予應有的

協助，那才是國家之幸，華人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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