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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少年团述论

陈小 冲

抗 日战争时期
,

在祖国东南战场上
,

活跃着一支由居留大陆的

台湾少年儿童组成的抗 日队伍 —台湾少年团
,

他们或深入前线

劳军慰伤
,

或在后方鼓动宣传
,

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成长
、

壮大
。

本文

拟对台湾少年团的成立
、

发展情形做一综合叙述
,

并就其中若干问

题进行考析
,

不妥之处
,

敬祈指正
。

一 台湾少年团的成立及其组织

在谈台湾少年团之前
,

有必要简略 回顾一下台湾义勇队的成

立情形
,

因为少年团本身乃是义勇队的一个下属团队
。

年底
,

台湾籍爱国民主人士李友邦
,

为抗击 日本侵略者
,

在国共两党的支持和帮助下
,

以集中在福建崇安的台湾人为主干
,

于 年元月正式成立台湾义勇队
,

开赴浙东前线
,

参加抗 日战

争
。

与此同时
,

李友邦也从崇安带出了 名少年儿童
,

组成台湾少

年团
,

以后逐渐扩大成为一支上百人的队伍
。

①

成立台湾少年团的意义何在 李友邦在《为什么组织台湾少年

团 》一文中做了系统的论述 第一
,

少年儿童是民族的幼苗
,

是国家

民族的未来和希望
。“

无论哪一个国家或民族
,

所以能继续存在
,

并

且能健全而强盛起来
,

是由于他们有优 良的民族后继者
” 。

因此
,

对

国家民族事业继承者的少年儿童的培养和教育
,

具有重要的战略

① 张毕来 《台湾义勇队 》
,

《革命史资料 》第 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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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

第二 台湾少年 儿童
,

是台湾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和新台湾的

建设者 肩负着争取 民族解放和台湾民主 自由的双重任务
。 “

台湾

要得到真正的解放
,

决非仅仅赶跑 日本帝 国主义在台湾的 一 些统

治者便成的
,

他必须
一

于推翻 日阀的统治后
,

建立起 一 个强固的 自由

幸福的新台湾来
,

才能保持和巩固 已获得的胜利
。 ”

第三
,

组建台湾

少年团是台湾少年儿童 自身的迫切要求
。

在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

湾
,

少年 儿童所接受的是 以 日语为主的奴化教育
,

身心健康被扭

曲
。

回到祖国大陆的台湾少年儿童
,

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
,

需要有

关台湾革命和建设的特殊课程教育
,

这在一般学校中是无法获取

的
。 “

在祖国抗战的烽火中
,

他们是迫切地要求着
,

尽他们的力量
,

做一点他们所能做的工作
,

并且希望
,

能在工作中去锻炼 自己
。 ” ①

概而言之
,

新创建的台湾少年团担负着双重的任务
,

一方面
,

从少年儿童正常的健康成长出发
,

实施普通教育
,

努力创造尽可能

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另一方面
,

按祖国抗战和台湾独立革命运

动的需要
,

向他们灌输抗 日战争的道理和台湾革命及建设的理论

知识
,

并组织他们参加祖国抗 日活动
。

②

早期台湾少年团的组织状况
,

未见明确的纪载
,

从各类资料推

断
,

它至少有以下几部分
,

即台湾义勇队队部 团长 指导员、小

队长 团员
。

后来
,

随着队中人数的增加
,

台湾少年团在组织上相

应地更加健全和完善
。

台湾少年团组织系统的运作状况是这样的
“

组长要 向股长报告工作
,

并且提 出困难
,

每星期六举行的股务会

议 上便讨论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
,

并定出下
一

周的工作计划
。

各股

股长要每天写股的工作 日记
,

并经常向队长提出工作困难
,

每天生

活会议上要 向大家报告昨天做过的工作
,

并且规定今天要做的工

作
。

队长是直接领导各股长的
,

他经常帮助各股解决困难
,

队长有

① 李友邦 为什么组织台湾少年团 》
,

《台湾先锋 》第 期
② 参阅王 晓波 《日据时期的台湾独立革命与李友邦将军 》

,

《台湾研究集刊 》 。年

第 一 期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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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时
,

在 团务会议 上可 由指导员解决
,

最大的问题
,

召 集全体 大

会讨论
。 ” ① 显然

,

台湾少年团的组织原则基本上接近于 民主集中

制
,

自上而下的指令与 自下而上的民主相结合
,

充分发挥少年团 各

位团员的 自主 自立精神
,

义勇队队部指派的指导员只是起着协调

和辅导的作用
,

重大问题则 由全体大会讨论决定
。

台湾少年团团长由台湾义勇队队长李友邦兼任
,

他对台湾少

年团的关怀与和蔼可亲的态度
,

被当时的记者称作是这群少儿
“

大

众的家长 ” 。

② 在政治态度上
,

他追随孙中山三民主义主张
,

属于国

民党中的左倾激进派
,

因而在态度上比较接近共产党
。

义勇队的秘

书长张一之是共产党员
,

他还 曾在义勇队中秘密成立了共产党支

部 李友邦本人并不知情 年
,

张一之曾出面保释 了两名义

勇队员
,

而这两人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党员
。

③ 不过
,

台湾义勇队和

台湾少年团毕竟是国民政府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下属
,

后来直

隶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

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中虽

然曾有共产党员的秘密活动
,

但它仍是属于国民党的队伍而不是

共产党的队伍
,

这是确定无疑的
,

共产党员在义勇队中的活动只能

是地下的
。

共产党在台湾义勇队中成立党支部后
,

也曾尝试着在台

湾少年团中创设台湾共产主义少年团的秘密组织
,

不过没有成功
。

据张毕来 即义勇队秘书张一之 回忆

⋯ ⋯其次是建立一个
“

台湾共产主义少年团
’, ,

用共产主义理想来

培养后一代
。

这个工作
,

当时支部指定由李炜同志负责
。

第一步吸收了

几个小朋友参加
,

成立了一个小组
。

李炜对他 们讲八路军
、

新四军的故

事
。

后来
,

其中有个小朋友无意中把台湾少共团的活动讲给父母听
。

我

们得知这个情况
,

感到这样搞下去
,

容易暴露我们的共产党员身份
。

向

吴毓同志汇报后
,

他指示马上停止
。

以后这个台湾少共 团就没有再发

⑧ 《新生活的开始 》
,

《台湾先锋 》第 期
。

② 王石林 《在台湾少年团 》
,

《东南 日报 》南平
,

年 月 日
。

③ 符维健 《台湾义勇队在龙岩 》
,《福建党史月刊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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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

也没有再活动
。

总之
,

从此没有再提起
。

①

此后的台湾少年团
,

再未见到共产党的活动
,

少年团的整个组

织
、

教育和工作训练
,

都掌握在台湾义勇队队部和李友邦的手 中
,

与共产党没有丝毫的联系
,

这和义勇队的状况有所不同
。

其所以如

此
,

部分原因是天真烂漫的少年儿童对共产党革命道理的接受必

须经过一段较长时期的教育
,

这当中随时有被外界察觉的危险
。

更

主要的是因为共产党在义勇队的活动本身是秘密的
,

尽管当时是

第二次 国共合作时期
,

但国共双方的矛盾
、

斗争始终存在
,

共产党

员在义勇队的活动
,

既不能让国民党政府察觉
,

也不能让义勇队的

其他成员发现
,

因此
,

他们无法放手组织和发展台湾少年团员去组

建台湾共产主义少年团
,

这是客观条件的限制所决定的
。

关于台湾少年团的人数问题
,

王晓波先生提 出了二个数字
,

一

是《台湾义勇队队员名册 》所载 名
,

一是严秀峰所云 名
。

②

我们估计这是不同时期台湾少年团的数字
。

不过
,

最初成立的时

候
,

台湾少年团的成员并不多
,

参与创建活动的张毕来回忆说
,

他

们从福建崇安带回 名少年儿童
,

于 年元月正式成立台湾少

年团
,

可见
,

初创时的人数应是 人
。

③ 汀华的一篇文章则为我们

提供了进一步的线索
,

他说
“

我们一共集合了十八个人
,

最大的十

四岁
,

最小的七岁
,

在闽省 地集中
,

后改赴浙 地受训
。 ” ④ 这个

数字乍看似乎与张毕来的回忆有出入
,

事实上
,

这应该是台湾少年

团正式组训时的人数
‘

台湾少年团成员是分两批从福建崇安抵金

华的
,

第一批在 年元月
,

由李友邦率领
,

成员为 人
,

直到该

年 月
,

华云游撰写的有关台湾少年团介绍文章题 目还是《六位小

台胞 》第二批则由张一之率领赴金华
,

时间是在 年 月中下

① 张毕来 《台湾义勇队 》
,
《革命史资料 》第 辑

。

② 王 晓波 《李友 邦与台湾义 勇队初探 》
,

收入《海峡 两岸首次台湾史学术交流论文

集 》,

厦门大学出版社
,

年版
。

③ 张毕来 《台湾义勇队 》
,

《革命史资料 》第 辑
。

④ 汀华 《回头看看 》
,《台湾先锋 》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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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
,

张的 回忆录是没有提到 人数
,

但显然有参加少年团的成员在里

头
,

他说
“

我们过这三地 龙泉
、

云和
、

丽水 时
,

都由台胞用 日本话

或闽南话讲演
,

小孩子也讲
。 ” ① 上述两批人员聚集之后

,

开始训练

工作
,

人数大致应为汀华所云 人
。

此后
,

陆续有个别人员分散加

入台湾少年团
,

这类人员数目无法统计
。

年
,

台湾少年团得到 比较大的扩充
。

该年 月
,

台湾少年

团重返崇安招收新团员
,

报名者相当踊跃
,

不过一些家长不太放

心
,

所以免不了做些宣传工作
。

据小队长王正南的回顾
,

这次增加

了 名新团员
。

② 在这之外
,

还有不少少年儿童接踵参加
,

严秀峰

所云 人
,

即为 年 月衙州第一台湾 医院成立时台湾少年

团的数字
。

③ 另汀华文章的报导
“

去年年终 按指 年 又开了

一次总检讨
,

又拟 了一个新计划
,

这时团体的人数也增加 了
,

从十

余人增至六十余人
,

这样团的生活又开始进入新的阶段
。 ” ④ 可知

。年底的台湾少年团有 余人
。

年 月
,

台湾少年团决定再赴福建崇安进行宣传工作
,

除了调查台胞在闽生活状况
,

汇报前线抗 日形势之外
,

一项重要的

任务
,

就是
“

号召在闽台湾少年参加本团
” ,

汀华说此行相当顺利
,

“

许多少年要求参加本团
。

不过
,

因经济关系
,

当时只先答应了二十

余人加入
” ⑤ ,

则这时的台湾少年团应在 至 人左右
。

年夏
,

浙东局势紧张
,

金华失陷
,

台湾义勇队转进福建龙

岩
,

此后在闽南地区坚持抗 日救亡活动
。

这一时期台湾少年团的人

数
,

李云汉依据《台湾义勇队队员名册 》统计为 人 ⑥ ,

陈三井所

① 张毕来 《台湾义勇队 》
,

《革命史资料 》第 辑
。

② 王正南 《我们增加了新的力量 》
,

《台湾先锋 》第 期
。

③ 严秀峰 《抗战时期的台湾义勇队 七 》
,

《中外杂志 》第 卷第 期
。

④ 汀华 《回头看看 》,《台湾先锋 》第 期
。

⑤ 同上
。

⑧ 李云汉 《国民革命与台湾光复的历史渊源 》
,

台北
,

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

年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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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国民革命与台湾 》则记为 人 ① ,

后者没有注明出处
,

与前者

比较相差一人
。

不过
,

根据王晓波查阅 年
、

月份台湾义勇

队名册
,

队职员总人数为 人
。

② 倘若以李云汉揭载的义勇队

人
,

加上陈三井所载少年团 人
,

则恰好是 人
。

所以我

们怀疑两份名册应该是同一时间
,

即 年五六月间的文件
,

此

时台湾少年团的人数应为 人
,

而不是 人
。

综合以上分析
,

我们可将台湾少年团各时期的人数列举如下

年 月 人 年 月 人

年 月 人 年 月 余人

年 月 一 人 年 一 月 人

二 台湾少年团的工作与学习

台湾少年团所处的时代
,

是 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
,

中华民族

面临生死存亡关头的时代
,

这一时代特征
,

决定了台湾少年团从成

立伊始
,

就肩负着抗击 日本侵略者的历史使命 同时
,

由于少年儿

童 自身的特点
,

又迫切需要培养知识技能
,

以便更好地参加祖国抗

战并为建设新台湾做准备
。

因此
,

工作和学习
,

是台湾少年团的两

大基本任务
。

正如任癸指出的那样
“

台湾少年比一般的少年的责

任更重大
。

身上担负着将来的重大使命
,

好像命运 已决定他们是未

来的挑脚的苦力
,

一挑很重的担子在等候着他们
,

重担的一边是打

倒 日本帝国主义
,

为五百多万台胞争取解放
。

还有一边呢 是创造

将来
,

建立 自由平等的新台湾
。 ’,’’他们想要担负将来的这些重大使

命
,

在今天除了加紧工作
,

努力学习外
,

再也没有第二个办法
。 ” ③

① 陈三井 《国民革命与台湾 》
,

台北
,

近代中国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② 王晓波 《李友邦与台湾义勇队初探 》
。

③ 任癸 《台湾少年团工作 与学习生活的点滴 》
,

《台湾先锋 》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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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来看看台湾少年团参加祖国抗战工作的情况
。

张毕来在谈到创建台湾少年团时曾称
“

那几个小朋友也组成
‘

台湾少年团
’ ,

做宣传工作
。 ” ① 也就是说

,

台湾少年团的工作任

务
,

从一开始就定位在宣传方面
,

这显然是从少年 儿童的特点出发

考虑的
,

他们活泼天真的个性
,

自然纯真的情感
,

在宣传 上能够起

着一些大人们所无法达到的作用和效果
,

当时全国各地也有不少

成功的经验
,

如朝鲜三一少年团
、

浙江的小小剧团
、

厦门的儿童剧

团等等
。

至于直接对敌作战
,

一般地说
,

那是成年人的事情
。

台湾少年团的宣传工作
,

大抵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 分赴各地巡回演讲
。

以台湾少年团创建的 年为例

该年 月
,

他们参加金华县儿童节
,

扩大宣传发表《告祖国小朋友

书 》, 月
,

在金华二仙桥教当地小学生唱 日本反战歌曲 月
,

全

体团员赴浦江兰溪举办演讲会
,

对金华县各乡进行流动宣传
。

在以

后的几年中
,

巡 回演讲工作 日益加强
,

取得 了较好的成果
。

事实上
,

这种演讲活动并不是在特地举办的演讲会上才出现
,

台湾少年团

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进行积极的宣传
,

因而在各地可以常常听到

他们稚嫩的嗓音所发出的抗 日呼号
。

年 月
,

少年团在诸暨

县展开宣传工作
。

一天早上
,

他们正在刷写标语
, “

标语是那样的大

而美术
,

行人多很惊异
,

转观的人逐渐的加多
,

他们看见观众不少
,

便抽出一个人来宣传
,

就反站在扶梯上
,

那样和气的问着土人家乡

的事
,

先是问答
,

后来便讲演 日本统治台湾的故事和抗 日的大道理

来
,

听众不禁为之神往
、

感佩 在众人的称誉下
,

有送茶来给他们喝

的
,

有送营养来请他们吃的
,

他们是那样谨慎而礼貌的应接着
。

’’②

二 组织文艺演出队
,

进行抗 日救亡鼓动宣传
。

利用形式多样

的文艺演出进行宣传活动
,

是台湾少年团主要的
、

也是收效最大的

工作
。

年 月
,

组建不久的少年团便在金华公演了戏剧节 目
,

① 张毕来 《台湾义勇队 》
,

《革命史资料 》第 辑
。

② 何蜀英 《工作在浙东前哨的台湾少年团 》
,

《台湾先锋 》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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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
,

便不断在各个地方
、

各种场合上演 了不少精悍
、

易懂的文 艺

节 目
,

如快板
、

演唱
、

舞蹈和话剧
,

已知的剧 目有《打杀汉奸 》
、

《为了

大家 》
、

《台湾之路 》等
,

这些演出活动加上抗 日救亡的内容
,

备受各

界的欢迎
。

在欢迎南洋侨胞联欢会上
,

侨胞代表激动地说
“

连这样

小小年纪的小同胞们都担负起这样伟大的工作
,

这是我们大家所

敬慕的
。 ” ① 在崇安的文艺演 出

,

一连公演 了两天
,

小小的崇安 山

城
,

竟有一千多人汇聚观看
,

少年团在事后总结此行的收获时说

,’
、

使祖国同胞感觉到 台湾人对祖国抗战
,

帮助很大
、

联络祖国

同胞及台胞的感情
、

扩大了少年团的社会影响
、

提高了 自身的

艺术水平
。 ’, ② 台湾少年团的装备是简陋的

,

许多舞台设备必须 向

当地机关
、

学校借用
,

即使有了正式编制之后
,

他们的条件同样十

分艰苦
· “

一只 口 琴
,

一个木鱼 两把胡琴
,

一 个小鼓
,

一个小锣
,

一

支短笛
,

便是他们的全部乐器
。 ” ③

三 慰劳前线官兵
,

鼓舞抗战士气
。

台湾少年团成立后
,

日军

侵占了杭州
、

萧山一带
,

并不时沿着浙赣线南犯
,

敌我双方处于拉

锯战状态
。

浙东地区不断有军队的调动
,

前方后撤伤兵来往于途
,

为了鼓舞前线士气
,

台湾少年团经常组织小分队深入军中进行动

员宣传
,

收到较好的效果
。

年 月
,

他们与基督教军人服务团

共同发动募捐活动
,

替东沙洲前方将士募捐 月
,

与小小剧 团合

作召开军 民联欢大会
,

提高军 民抗战情绪 月
,

赴兰溪某地兵站

慰问伤员 年 月
,

更深入紧临战场的徐家码参加劳军活动
,

他们
“

带 了一颗热情的心
,

把台湾人参加祖国抗战的意义
,

以及在

后方的工作
,

向将士们报告
,

再唱了几首歌
,

给将士们一种精神上

的安慰
。 ” ④ 在烽火连天的战地

,

经常可以看到台湾少年团的身影
,

尽管前方危险
,

但紧张
、

刺激的战地生活
,

仍然吸引着广大台湾少

① 朱行记 《兄弟会 》
,

《台湾先锋 》第 期
。

② 《台湾少年团通讯 》
,

《台湾先锋 》第 期
。

③ 王石林 《在台湾少年团 》
,

《东南 口报 》南平
,

年 月 日
。

④ 李炜 《少年团赴浙东前线工作前后 》,《台湾先锋 》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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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团的成员们
, “
有一次要到前线工作

,

照规定这次的人数不能太

多
。

但是小朋友们个个都愿去
,

争先恐后地请求
,

结果为了工作人

数的限制而不能去的小朋友
,

有的整天在苦闷
,

在懊恼
,

有的整天

连饭都不吃 ⋯⋯” ① 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顽强精神及对工作的

热情
,

于此表露无遗
。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之外
,

他们还开展 了其他丰富多彩的活动
,

诸如在街头陈列缴获之战利品
,

出版《台星 》刊物
,

刷写抗战标语
,

参加对敌广播
,

与国内其他少儿团体密切联络
、

相互鼓励等等
。

他

们的辛勤努力
,

给紧张的浙东前线及闽
、

赣等地注人 了一股清新的

空气
,

给在抗战中的苦斗的人们
,

增强了必胜的信念
。

台湾少年团的创建
,

正如李友邦所说的那样
,

是为了适应居留

大陆的台湾少年儿童的特殊需要
,

这种特殊需要的一个重要方面
,

就是特殊的学习需要
。

作为一名从 日本殖 民地台湾出来的少年儿

童
,

不仅要学 习普通的知识
,

更要学 习有关的政治
、

军事及台湾史

地知识
,

以便更有效地协助祖国抗战
,

收复和建设台湾
。

因此
, “

培

养台湾革命的后备军
”

成为少年团的教育方针
,

而学习也被列为台

湾少年团的首要任务
。

初创时代的台湾少年团
,

学 习条件艰苦
,

各项工作尚未步入正

轨
。

早期只有一位专职的女指导员
, “

课本部 都 没有
,

其余的设备

可想而知 没有油印机
,

单凭着指导员嘴巴说出一些材料
,

课堂的

布置是非常简单的
,

几张小标语和几张小桌小凳
,

再加上一张二尺

左右大的小黑板
,

像一个简陋的私塾一样
。 ” ② 教学课程除了普通

知识外
,

还有台湾史地
、

风俗习惯
、

台湾革命史迹
、

中日关系史
、

日

本在台的奴化政策
、

台湾革命理论
、

三民主义等等
。

由于战局的需

要
,

最初两年台湾少年团将相当一部分时间倾注在宣传工作上
,

学

习和教育
,

在时间上不完整
,

内容上也不够系统
。

正规化的学习生

① 任癸 《台湾少年团工作与学习生活的点滴 》
,

《台湾先锋 》第 期
。

② 汀华 《回头看看 》
,

《台湾先锋 》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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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

应始于
“

台湾少年团三个月教育计划
”

的实施
。

年第二次浙东战役时
,

台湾少年团 由宁波
、

金华
、

龙游
、

衡州一路撤到江 山县的一个宁静村庄
,

在那里获得难得的安定并

开始了有计划的系统学 习生活
。

根据《台湾少年团三十年度夏季三

个 月教育计划 》
,

按年龄将全体团员分成甲组和 乙丙组两大类
,

对

甲组
, “

以提高其政治认识为中心
” ,

对乙丙组
, “ 以提高文化水准为

教育中心 ” ,

故而在课时分配上
,

甲组的政治常识
、

时事
、

抗战地理

三门实用政治课程占每周总课时的 强
,

乙丙组则以国语和算

术等基本知识为主
。

课程内容 甲组为政治常识 包括三民主义
、

台

湾革命问题
、

抗战理论等
、

时事
、

抗战地理
、

算术
、

日语
、

儿童问题
、

写作
、

歌咏
、

军事操
、

戏剧舞蹈 乙丙组为国语
、

算术
、

常识
、

抗战故

事
、

歌咏
、

军事操
、

戏剧舞蹈
。

系统的学 习
,

使台湾少年团的成员收获不小
,

他们总结道 第

一
,

提高了政治文化水平 第二
,

从教育上推动了生活的进步
。

转进福建龙岩之后的台湾少年团
,

由于对外宣传活动相对减

少
,

学 习的时间多了起来
。

这时候的学习条件虽有改善
,

但总的来

说
,

仍然是艰苦的
。

教室很简陋
,

四根竹柱上面
,

横放着一块长方形

的门板
,

在上面放满 了字本
、

书籍
、

算盘
、

笔黑和 儿本破烂的小字

典
。

尤其
“

感到最困难的
,

是教材教具的缺乏
,

和教师的不易聘请
” 。

然而
,

就在这样的条件下
,

台湾少年团的学 习活动
,

依然是那么有

声有色
。

当时的台湾少年团团员曾溪水回忆道
“

我们现在很着重

基本知识的学 习
。 ”“

过去是侧重于艺术宣传方面
,

开罗会议以后
,

我们感到责任的加重
,

因此
,

现在很注意基本知识
,

如国文
、

史地
、

理化
、

台湾革命史等
,

另外加授 日语和军事
。

但有许多困难
,

比如理

化
,

就没有器具
、

药品
,

及人材
,

请一个人
,

没有经费
。 ” ①

他们不仅在课堂上接受新的知识
,

在课外
,

也注重于从现实中

学 习
,

他们出版的墙报
,

上演的戏剧
、

舞蹈
,

很多都是 自己编排的
,

① 雷洪 《台湾少年团三个月教育计划的拟定与实施 》
,

《台湾先锋 》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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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管理
、

自己创造
” ,

就这样
,

在台湾少年团这温暖的大家庭里
,

一批收复和建设台湾的生力军
,

茁壮成长起来
。

三 一份 自传资料的分析

年 月
,

台湾义勇队刊物《台湾先锋 》第 期推出少年

团专号
,

这是迄今所见到的有关台湾少年团状况的较集中的文献

汇编
,

其中最珍贵的是一份由少年团成员亲 自撰写的自传资料
,

稚

嫩的语言中
,

流露出纯朴的情感世界
,

极富史料利用价值
。

这份 自传资料共计 则
,

它是由少年团的干部和部分团员所

撰写的
,

他们中年龄最大的 岁
,

最小的仅 岁
。 ① 从这份 自传资

料中
,

我们可以作如下儿点分析

第一
,

从台湾少年团成员的家庭迁居祖国大陆的时 看
,

可分

为两个时期
,

一为抗战前就在大陆定居 一为抗战爆发后 回到祖

国
。

从 比例看
,

似乎前者居多
。

第二
,

他们参加台湾少年团
,

大致有以下几种途径 一是父母

为台湾义勇队队员
,

子女亦参加台湾少年团
,

这既能让子 女接受教

育和锻炼
,

又解决了父母戎马住惚无法照料的困难
,

例如杨德荣

说
“

我的爸爸是义勇队队员
,

他就要我参加台湾少年团
,

我也非常

愿意
,

就参加了
。 ”

黄钟灵则说
“

我的爸爸现在在义勇队里工作
,

两

个姐姐也都在少年团
,

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年纪都还小
,

将来

长大了
,

都要他们来参加少年团
。 ”

二是来 自福建崇安的台童教养

所
。

七七事变后
,

出于对台湾人的不信任
,

作为预防措施
,

福建当局

将沿海一带的台湾人集中遣送到 闽北崇安进行垦殖工作
,

组建了

台民垦殖所和台童教养所
。

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就是以这批

台湾人为基干创建起来的
。

此后
,

义勇队又曾回到崇安招收队员
,

包括少年团成员
,

就人数上说
,

这是台湾少年团的主要来源
。

许文

① 《自我介绍 》
,《台湾先锋 》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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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就说
,

他原住厦 门
, “
二十六年 年 厦门形势非常紧张

,

政

府就把我一家人送到后方 即崇安 来
,

后来听说有一个台湾义勇

队少年团
,

我就想来参加
,

过没有几天
,

我就离开 了我的妈妈
,

来参

加这个 团体
。 ”

谢天应也说
“ 以前我是在福建崇安

,

后来我来参加

台湾少年团
。 ”
三是

,

经各方动员和宣传
,

从各地零散招收的团员
。

例如朱悼说
“

我 本来是在 中心小学读书的
,

后来听说组织少年

团
,

我就很愿意参加少年团
,

一起工作学 习
,

和大家一 起进步
。 ”

林

超也说
“

我 在福州读书
,

后来台湾义勇队有一个队员
,

叫我来参

加少年团
,

我想
,

少年团可以使我进步
,

将来可以做一 个更有用的

人
,

我就来参加了
。 , , ①

第三
,

台湾少年团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
。

自传资料中有两则十

分引人注 目
,

一位 岁的男孩林长淦说
“

我身体不大健康
,

一到

天黑眼睛就看不见 了
,

这完全是营养不 良的缘故
。 ”

另一位女孩廖

月英写道
“
我的身体非常不好

,

时常生病
,

这完全是 日本帝国主义

压迫我们
,

使我们生活非常苦
,

肚子都吃不饱
,

哪里还谈得上营养

呢 年纪小小的时候营养不足
,

现在就容易生病了 ” ②从字面上分

析
,

小作者们讲的可能是参加少年团之前生活困难
,

造成营 养不

良
,

所以现在经常生病或患夜盲症
。

但他们都是十岁出头的少儿
,

倘若能够得到充足的营养和 良好的治疗
,

身体状况复原是有可能

的
。

这件事本身表明
,

台湾少年团的生活条件
,

相当的艰苦
。

请看

一则 日记中记载他们是如何吃早餐的
“
⋯ ⋯ 晨练结束后 从一里

路外的队部把粥和开水送来了
,

每人都尽量的喝了开水
,

再喝稀

饭
。 ” ③ 这种先喝足了开水再喝稀饭的进餐方式

,

绝不是出于什么

美容或保健的特殊需要
,

而是为了尽可能地节约粮食
。

当时的浙东

前线
,

粮荒十分严重
,

饥民暴动
、

抢粮事件时有发生
,

奸商们则囤积

① 《自我介绍 》
,

《台湾先锋 》第 期
。

② 同上
。

③ 《新生活的开始 》
,

《台湾先锋 》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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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奇
、

哄抬粮价
。
① 加上台湾少年团经费十分紧张

,

生活条件相当

艰苦
。

因而尽管义勇队的大人们尽心照料
,

在客观条件的限制下
,

少数体质较弱的少年团员还是患上了疾病
。

然而
,

就是在这样的条

件下
,

台湾少年团还是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活动
,

小小年纪
,

不畏艰

难困苦
,

委实令人钦佩
。

最后
,

关于他们参加台湾少年团的动机间题
。

我们相信
,

少年

团成员参加这一组织的动机是各不相同的
,

从 自传资料分析
,

至少

有 以下两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 一个方面是
,

台湾少年团生动活

泼
、

丰富多彩的生活
,

吸引了这群天真烂漫的少年儿童
。

岁的女

孩王正北说
“

我不喜欢在小学校里念死书
,

一点趣味也没有
,

就来

参加台湾少年团
,

这里是读活书的
。 ” ② 在闽北崇安的台童教养所

,

台湾人是监视居住的对象
,

那里的少年儿童更向往 自由和多彩的

集体生活
。

年 月少年团到台童教养所招收新团员的时候
,

获得热烈的响应
,

据当时参加招收工作的人称
“
全所的台童都十

二万分的欢迎
,

我们派了一位同志报告在金华的生活及工作情形

给他们知道
,

大家都愿意来
。 ” ③ 这当中

,

除了带有朦胧的抗 日救亡

意识外
,

还有一种新奇
、 “

好玩
”
的念头在里面

,

对这一群年仅十岁

上下的少年儿童
,

我们不能苛求什么
,

何况在加入 台湾少年团之

后
,

他们的思想观念有了质的飞跃
。

徐光的成长经历
,

便充分地证

明了这一点
,

他说
“

我在前几年
,

只知道读死书
,

只会在母亲身边

撒娇
,

现在呢 啊 比起来真有天地之别
,

我现在是少年团宣传股

长
,

可以讲很多的大道理 我们为什么要打倒 日本帝 国主义
,

怎样

打倒它
· · ,

⋯我们将来还要把台湾弄得好好的
,

嗯 】你看我们有没有

这个本领
。 ” ④ 第二个方面是

,

自传资料中所叙述的投身少年团动

机
,

是经过少年团教育后思想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写作的
。

因此
,

这

① 竹影 《浙东前线食粮恐镜 》
,

《浙江潮 》旬刊 第 期
。

② 《自我介绍 》
、

《台湾先锋 》第 期
。

③ 《台湾少年团通讯 》,《台湾先锋 》第 期
。

④ 《自我介绍 》,《台湾先锋 》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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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所使用的文字与他们参加少年团当时的思想动机
,

可能有所不

同
。

由于资料的限制
,

在这里
,

我们仅以许文清的例子来作一个说

明
。

他在 自传中写道 我来参加的 目的
,

是为
一

了帮助祖国抗战
,

全

个台湾五百三十万少
、

民的 自由和解放
。 ’

心 但是
,

许文清的另 一篇

回忆文章所叙述的情形并不是这样
。

他说
,

年全家从 台湾 回

到福建石码定居
,

受到一名保长的陷害
,

父亲被县里抓去拷问
,

还

用肥皂水灌他 后来的新县长一听我们是台湾人
,

就要把我们关起

来
,

过了不久
,

一家人便被迁送到闽北
。

文章中充满了对迫害其一

家的各类人物的愤怒和仇恨情绪
,

最后他说
“

以后我的爸爸听到

有一个台湾革命团体
,

他就把我送到这个团体来学习
,

我就做了少

年团的团员
,

准备做一个反对恶势力的革命者
。 ” ② 两者对 比

,

可以

发现其中有相当大的差异
。

就许文清这一个案而论
,

他参加少年团

的原始动机
,

乃是出于无法释怀的家仇
,

是为了对抗一切恶势力
。

因此
,

自传中反映的是加入少年团后
,

团队灌输给他的抗 日救国及

台湾革命的道理
,

反映他的思想觉悟 已经开始从一家一户之仇的

小我提高到一国一 民族之恨的大我的发展过程
,

这不能不说是少

年团在教育上的一大成功
。

台湾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 史
,

历来与祖国大陆有密切的

联系
,

从荷据时代郭怀 一领导 的反荷起义到近代的抗法战争
,

乃

至 日据时代的抗 日游击战争
,

祖国人 民都以极大的热忱支援了台

湾人民
。

到了抗 日战争时期
,

台湾人民所组成的台湾义勇队和台湾

少年团
,

则反过来协助和支援了祖国人民
,

他们在
“

保卫祖国
,

收复

台湾
”

的口 号下
,

并肩作战
,

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外来侵略面前同仇

敌汽的英勇精神
,

在台湾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写下了光彩的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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