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时期台籍人士在大陆
的抗日复台活动研究述评

周大计　曾庆科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 日本帝国主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

国的《马关条约》, 强使台湾与祖国大陆分离达半个世纪。自割台噩

耗传到台湾起, 台湾省人民就开始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抗日战争全

面爆发以后, 在大陆的台籍人士又积极参加祖国抗战, 为争取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收复台湾而英勇奋斗。他们的活动在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史和台湾地区的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为此, 笔

者根据周元正编的《台湾地区抗日战争史著作论文索引》, 创刊以

来的《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台湾研究集刊》、《台湾研

究》等杂志, 以及台湾地区出版物所刊载的有关论著索引所提供的

信息与成果, 就海峡两岸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试作综述, 以

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一　研究现状

　　目前对抗战时期台籍人士在祖国大陆的抗日复台活动的研

究, 主要集中于对台湾义勇队及其领导人、台湾革命同盟会及其主

要干部的活动方面, 并已取得以下进展:

　　 (一) 基本搞清了台湾义勇队的筹组、发展情况及其成员的来

源; 基本搞清了台湾义勇队的主要抗日活动及其与其他台籍革命

团体, 与国共两党的关系; 区分了台湾独立革命党的主张与今天具

有特定政治内涵的“台独”主张的根本差异。其主要论文有: 台湾地

区学者王晓波的《李友邦和台湾义勇队初探》、《日据时期的台湾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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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革命与李友邦将军——兼论台湾革命青年团和台湾义勇队》; 大

陆学者林真的《台湾义勇队的筹组及其在福建的活动》、《抗战时期

福建的台湾籍民问题》; 楼子芳的《略论台湾义勇队的抗日活动》;

符维健的《台湾义勇队在龙岩》; 刘芳健的《李友邦与台湾义勇队》;

李林的《活跃在抗日前哨的台湾少年团》; 陈小冲的《台湾少年团述

论》; 李青的《在祖国抗日战争中的台湾少年团》等。它们主要解决

了以下问题:

　　11 台湾义勇队队员的来源。多数论者认为, 台湾义勇队队员

主要是来自闽北崇安的台湾籍民。① 林真则进一步探讨了抗战时

期福建台湾籍民的状况、闽台当局对台湾籍民所采取的措施, 以及

如何评价台湾籍民的问题, 指出崇安台湾籍民在福建当局的支持

下, 后来参加了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②

　　21 台湾义勇队的筹组和发展。林真叙述了台湾义勇队的筹组

过程: 七七事变后李友邦修正了台湾独立革命党党章, 受朝鲜义勇

队和闽北崇安台湾籍民的影响组织台胞参加抗日。1939 年 1 月成

立了台湾义勇队, 后来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批准正式成

立。③ 楼子芳则将台湾义勇队的成立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即

1938 年夏至 1939 年 2 月的筹建时期; 1939 年 2 月至 1942 年夏的

前期 (驻金华时期) 和 1942 年秋至 1945 年底的后期 (驻龙岩时

期)。④

　　31 台湾义勇队的抗日活动。根据王晓波、楼子芳的研究, 台湾

义勇队的主要活动是: 宣传教育工作; 对敌政治工作; 医疗工作; 生

产报国工作; 组织台湾少年团; 积极促成大陆台胞抗日力量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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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① 林真则进一步指出, 台湾义勇队迁驻龙岩后除继续开展上

述工作外, 又建立了三青团, 积极进行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②

　　41 台湾义勇队与国共两党的关系。王晓波认为, 台湾义勇队

并非受共产党的指使而成立, 而是当李友邦号召在祖国大陆的台

胞组织台湾义勇队之后, 中共地下党才派员协助的。③ 林真进一步

分析了国共两党对台湾义勇队的态度及其与台湾义勇队的关系。

他指出, 台湾义勇队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表现为: 第一, 该队的宗

旨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主张一致。第二, 中国共产党在台湾义

勇队的筹组和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第三, 李友邦与中共地下

党关系密切。国民党对台湾义勇队的态度则有一个变化过程, 即从

筹组到正式批准前是“怀有戒心, 迟疑不决”; 从正式成立到迁往龙

岩“态度较为积极”; 从迁驻龙岩到复台则“放任不管”。总之, 国民

党对台湾义勇队始终怀有深深的戒备之意, 在此前提下的态度视

自己的政治需要而定。④

　　51 李友邦的台湾独立革命党与今天的“台独”的区别。王晓波

依据大量史料论证了日据时期的“台湾独立”不同于现在的“台独”

活动。当时的“台湾独立”是指台湾先独立于日本, 然后归返中国。

今天的“台独”分子则主张台湾从中国分离。二者在精神上和民族

立场上正好是相反的。正因为有这种区别, 所以当中国对日宣战后

李友邦即宣布台湾革命的任务, 已由“独立自由”进入“保卫祖国,

收复台湾”阶段, 开始进行台湾复省运动。⑤

　　61 台湾少年团的组织与活动。台湾少年团是台湾义勇队附设

的由在大陆的台胞之少年子女组成的抗日团体。李林、李青的论文

·201·

①

②

③

④

⑤ 王晓波:《日据时期的台湾独立革命与李友邦将军——兼论台湾革命青年团和台湾
义勇队》,《台湾研究集刊》1990 年第 2、3 期合刊。

林真:《抗战时期福建的台湾籍民问题》,《台湾研究集刊》1994 年第 2 期。

王晓波:《日据时期的台湾独立革命与李友邦将军——兼论台湾革命青年团和台湾
义勇队》,《台湾研究集刊》1990 年第 2、3 期合刊。

林真:《台湾义勇队的筹组及在福建的活动》,《台湾研究集刊》1991 年第 4 期。

王晓波:《李友邦与台湾义勇队初探》, 台北,《五月评论》1988 年 9 月号; 楼子芳:
《略论台湾义勇队的抗日活动》,《抗日战争研究》, 1993 年第 4 期。



较全面地叙述了台湾少年团的主要活动情况。① 陈小冲则就成立

台湾少年团的目的、意义, 该团的任务, 成员情况及组织状况等进

行了分析考证。②

　　 (二) 分析考察了台湾革命同盟会形成的原因、过程及其主要

活动。其主要论文有: 台湾学者李云汉的《抗战期间台湾革命同盟

会的组织和活动》; 吕芳上的《台湾革命同盟会和台湾光复运动

(1940—1945)》; 大陆学者杨光彦等 3 人撰写的《台湾革命同盟会

述论》。它们主要论述了以下问题:

　　11 台湾革命同盟会形成的原因。杨光彦等人认为, 台湾革命

同盟会得以形成的原因为: (1) 全民族抗日的大气候, 国共两党第

二次合作,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推动。这是该会成立的社会政治条

件。(2)各台胞抗日团体均以抗日复台为奋斗目标。这是成立该会

的思想基础。(3)李友邦等人的努力和战时陪都重庆各种政治力量

荟萃, 又为该会的成立提供了重要条件。③

　　21 台湾革命同盟会的组建过程。李云汉、吕芳上充分利用台

湾地区所存档案资料, 较早、较详细地论述了这个问题。杨光彦等

在吸收并借鉴这些成果的基础上, 进一步将台湾革命同盟会的成

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 1937 年 7 月至 1939 年底, 在大陆的各台

胞抗日革命团体以台湾独立革命党为核心, 初步组合成两大革命

团体阶段; 自 1940 年初至 1940 年 7 月底, 以台湾独立革命党和台

湾民族革命总同盟为基础, 联合其他团体, 组成台湾革命团体联合

会阶段; 自 1940 年 8 月至 1941 年 2 月 10 日, 台湾革命同盟会正

式成立阶段。④

　　31 台湾革命同盟会的组织状况。吕芳上在其论文中初步论述

了台湾革命同盟会的组织状况及其组织机构沿革; 分析了台湾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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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同盟会的宗旨和纲领。①

　　41 台湾革命同盟会的主要活动。杨光彦等叙述了该会的主要

活动, 这就是: 广泛开展舆论宣传; 积极参加组织活动; 组织会员参

加抗日复台工作, 包括派遣代表返台组织斗争、加强对台湾义勇队

和台湾少年团的领导、协助祖国政府筹备收复台湾等。②

　　 (三) 对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台籍代表人物和研究取得一定成

果。海峡两岸的学者对李友邦、李万居、翁俊明、连震东、黄朝琴、丘

念台等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台籍代表人物进行了程度不同的研究,

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

　　大陆发表了李仲的《台湾义勇队队长李友邦》、彭澎的《台胞抗

日领袖李友邦》、宋亮的《台湾〈人民导报〉社长宋斐如》等文章; 出

版了杨锦麟的专著《李万居评传》。它们分别记述了李友邦、宋斐

如、李万居在抗日时期的祖国大陆从事抗日复台活动的情况。其中

《李万居评传》是大陆地区第一部研究李氏生平活动的专著, 也是

笔者目前所见到的大陆地区唯一的一部研究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台

籍代表人物的著作。在这部评传中作者十分中肯地分析道:“参与

抗战是李万居前期政治活动生涯中最为重要的构成, 也为其后期

政治活动生涯的展开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前提。”作者认为, 任何人

都不应抹煞李万居等为代表的台籍人士在 1945 年前后国民政府

收归台湾主权准备工作期间所做出的各种努力。“恰恰是这批后来

被称为‘半山’的人士, 最早表现他们强烈认同台湾, 认同中华民族

的意识, 并且以他们对台湾历史与现实特殊性的认知, 提出在台湾

光复之后, 由于当局轻视台湾同胞诸多建言可能产生种种隐忧的

警告”。③

　　台湾地区学者的成果, 除前述王晓波的两篇论文外, 还有严秀

峰的《李友邦与中国抗战和台湾光复》。专著则有黄敦涵的《翁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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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编年传记》、谢文玖的《耿耿赤子心——翁俊明传》、郑喜夫的

《连故资政震东年谱初稿》、李新民的《爱国爱乡——黄朝琴传》、苏

云青的《念兹在兹——丘念台传》、曼池的《珠沉沧海》①等。这些年

谱和传记分别记述了传主在抗战时期的大陆所从事的活动, 但其

中大部分文学色彩较浓。此外, 庄永明等编著的《台湾近代名人

志》(共 5 册)、《风云论坛》编委会编辑的《台湾近代名人志》(共两

册) , 也对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台籍代表人物作了简要介绍。

　　在台湾地区学者的论著中, 王晓波较为注意揭示人物活动的

思想根源。例如, 在论述李友邦与台湾义勇队的活动时, 他介绍了

李友邦在抗战时期的政治思想——认为日本对台湾的殖民地政

策, 导致台湾社会分化成为三个阶级, 即经过日本资本主义改造后

的地主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 无产者与劳动阶级。主

张占台湾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群众与小资产阶级相联合, 同日本

帝国主义作斗争, 争取整个民族的独立。王晓波认为, 这显然是偏

向以工农无产者为主的台湾民族革命路线, 与国民党“一大”时孙

中山所主张的中国革命路线相一致。李友邦的上述思想之所以能

够形成, 是因为: 第一, 其早期在台湾所受的影响; 第二, 其 20 年代

以后的革命实践。在 20 年代的广州, 李友邦参与筹组台湾革命青

年团, 并积极推动该团开展各种活动。1927 年国民党“清党”, 作为

国民党左派组织之一的台湾革命青年团无法存在。李友邦则继续

在祖国从事革命活动, 以复组的台湾独立革命党主席的名义成立

了台湾义勇队 (实际上 20 年代并未能组成台湾独立革命党)。② 这

些分析显然有助于人们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人物。

　　 (四)综合性研究。除前述专题研究的成果外, 海峡两岸学者还

发表了不少综合性研究的论著。

　　其主要论文有: 大陆学者林其泉的《台湾同胞和祖国的八年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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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吴国安的《论台湾同胞参加祖国抗日战争的活动及其历史意

义》; 台湾地区学者邓耀秋的《台湾志士在抗战期间返本归宗的活

动与贡献》; 曾乃硕的《国民革命和台湾光复运动》; 吕芳上的《台湾

同胞参加抗日战争》、《台湾志士和祖国抗战》、《抗战时期在大陆的

台湾团体及其活动》、《抗战期间在祖国的台湾光复运动》; 郑梓的

《抗战时期对于收复台湾之舆论反映》等等。这些文章论述了台湾

同胞在台湾岛内和祖国大陆的抗日活动及其意义。其中吕芳上的

几篇文章对抗战时期活跃于祖国大陆的台湾革命同盟会、台湾义

勇队和国民党中央直属台湾党部的组织与活动作了较为全面的论

述。郑梓的文章则从收复台湾的舆论反映这一角度描述了台湾人

士的抗日复台活动, 较具特色。

　　综合性研究的专著有: 台湾学者李云汉的《国民革命和台湾光

复的历史渊源》; 宋龙江的《台湾春秋》; 陈三井的《国民革命与台

湾》; 蒋子俊的《国民革命与台湾的关系》等。这些专著都尝试着从

更为深远的历史背景中透视台湾光复和台湾省人民的抗日斗争。

其中, 李云汉的《国民革命和台湾光复的历史渊源》一书资料比较

翔实, 对研究台湾光复问题较具参考价值。

　　除此之外, 在台湾“教育部”主编的《中华民国建国史》“抗战建

国篇”中, 陈三井也对台籍人士在大陆组织的抗日复台团体及其活

动进行了论述。

二　主要分歧

　　在上述研究成果中, 海峡两岸学者的共识较多, 但也存在一些

不同意见。这主要有:

　　 (一)关于组成台湾革命同盟会的团体。

　　李云汉、王晓波认为, 抗战时期在华南地区活动的台籍革命团

体有 6 个, 即谢南光领导的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张邦杰领导的台

湾革命党、陈友钦领导的台湾青年革命党、李友邦领导的台湾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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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党、柯台山领导的台湾国民党和黄光军领导的台湾光复团。①

以吕芳上为代表的第二种意见认为, 台湾革命同盟会由 5 个团体

组成, 即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台湾革命党、台湾青年革命党、台湾

独立革命党和台湾国民革命党。② 目前笔者所见到的《台湾革命同

盟会纲领》印证了第二种观点。

　　 (二)关于《台湾民声报》创刊的原因。

　　李云汉认为:“至民国三十四年四月, 政府已在积极进行收复

台湾的准备工作, 台湾革命同盟会为配合这一新形势的到来, 又创

刊了《台湾民声报》, 以扩大宣传的效果。”③ 杨锦麟则认为, 当时在

如何接收台湾问题上, 台籍人士提出的各种建言, 重庆当局并未完

全采纳,“使得当时参与台湾调查委员会的台籍人士心存失望, 考

虑寻找另一个能自由表达意见的舆论阵地。这种愿望促成了《台湾

民声报》于 1945 年 4 月 16 日正式创刊”。④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台籍人士在大陆的抗日复台活动的关

系。

　　海峡两岸的学者对此存在明显的认识差异。台湾地区的学者

大多强调国民党对台籍人士抗日复台活动的指导, 只字不提中国

共产党对于台湾革命同盟会的支持。相比之下, 大陆学者对这一问

题的论述较为客观、全面。他们指出, 抗战时期国民党在开放部分

民主的同时, 一些有识之士为台胞各抗日团体的统一而努力; 国民

党中央组织部、台籍国民党员对台湾革命同盟会的成立做了一些

有益的工作。⑤ 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华日报》、《解放日报》、

《群众》等报刊上大力介绍台胞的抗日复台活动; 呼吁祖国人民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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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杨光彦等:《台湾革命同盟会述论》,《抗日战争研究》1995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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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汉:《抗战期间台湾革命同盟会的组织和活动》, 台北,《东方杂志》第 4 卷第 5
期。

吕芳上:《台湾革命同盟会与台湾光复运动 (1940—1945)》,《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
报告 (三)》, 台北, 1982 年。

李云汉:《抗战期间台湾革命同盟会的组织和活动》, 台北,《东方杂志》第 4 卷第 5
期; 王晓波:《李友邦与台湾义勇队初探》, 台北,《五月评论》1988 年 9 月号。



持他们的斗争; 推动在大陆的台籍人士建立抗日联合阵线; 运用自

己的影响力帮助台湾革命同盟会开展工作。①

三　若干思考

　　在对上述研究状况进行初步考察后, 笔者形成一个总体看法,

这就是: 抗战时期台籍人士在大陆的抗日活动的研究范围有待拓

宽, 研究深度有待加强。

　　就拓宽研究领域而言, 笔者试举三例作为参考。

　　第一, 对奔赴大陆进入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台籍

人士之活动的研究。目前笔者尚未见到这方面的论文和专著, 而仅

见到若干回忆文章。

　　第二, 对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其他台胞抗日团体的研究。如前所

述, 目前研究所及只有台湾义勇队、台湾革命同盟会和国民党中央

直属台湾党部 (严格地说, 国民党中央直属台湾党部不能算作“台

胞抗日团体”, 但因其成员大多同时是台湾革命同盟会的成员, 故

在此一并列论)。对其他组织, 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

究所、台湾工作团、粤东工作团、闽台协会、国民党中央设计局台湾

调查委员会等, 则基本没有涉及。

　　第三, 对台籍人士在收复台湾问题上所提建言的研究。正如前

面所介绍的, 这些建言在当时基本未被国民政府采纳。应当说, 不

重视台湾地区的特殊性, 是后来导致“二·二八事件”的重要原因

之一。那么, 当时台籍人士的建言有哪些内容? 国民政府为何不予

采纳? 这为人们提供了哪些历史借鉴? 迄今为止, 笔者尚未见到这

方面的专论。

　　就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 进一步向深度开掘而言, 下述问题似

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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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对台湾革命同盟会的研究。例如: 组织台湾革命同盟会

的各台胞抗日团体的情况; 这些团体在台湾革命同盟会成立后的

活动及其相互关系; 台湾革命同盟会与国共两党的关系; 台湾革命

同盟会的解散问题; 如何评价台湾革命同盟会的性质、地位与作用

等等, 都有认真考证、公允评价的必要。

　　第二, 对抗战时期在大陆台籍代表人物的政治主张与活动的

研究。这批人士在抗日复台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中部分人参

加了赴台接收工作, 在国民党治台初期他们比较活跃。研究其政治

主张与活动, 研究历史为其提供了怎样的舞台, 他们又是如何扮演

其各自的角色。相信这不仅对历史研究本身, 而且对透视当代台湾

地区的政治生态都有重要意义。

(作者周大计, 1953 年生,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副教授;

曾庆科, 1969 年生,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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