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日据时期大陆台湾研究状况述评

褚静涛

内容提要　1895 年日本侵占台湾, 推行殖民统治, 引起大陆地方人士及

爱国知识分子的关注, 他们设法赴台, 了解台湾近代化的进程, 俾益于地方建

设。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 在台北设领事馆, 海峡两岸的交流得以加强, 大陆

有关方面拓展了对日据下台湾社会的研究, 特别是福建省政府对台湾的大规

模考察, 获得丰富的感性认知。抗日战争爆发后, 围绕收复台湾, 国民政府成

立台调会, 加强对台湾的研究, 翻译、编辑出版多种资料, 制订接收计划, 为中

国于 1945 年 10 月收复台湾做了必要的准备。

关键词　日据时期　大陆　台湾研究

1895 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遭到惨败, 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

本侵略者。在日据台湾的 50 年里, 祖国大陆人民并没有忘记遭受

日寇蹂躏的台湾同胞, 尽己所能, 展开对台湾情况的介绍与研究,

为中国最终收复台湾做了必要的准备。笔者查阅了一些图书、报刊

资料, 试图对日据时期大陆台湾研究状况作一述评。挂一漏万之

处, 尚祈批评指正。

一　大陆对日据下台湾研究的草创 (1895- 1927)

20 世纪初,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创办了许多杂志, 介绍西方

的新知识, 鼓吹资产阶级革命。他们利用在日本的有利条件, 开始

关注台湾问题, 如《浙江潮》经常刊发介绍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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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的文章,《江苏》杂志发表关于“台湾三百年史”的文章。1903 年,

爱国志士通过实地游历, 在《游学译编》上撰《台湾纪略》一文, 对日

据下的台湾情况作了初步介绍, 并指出: 通过现在的努力,“务使中

国土地不以尺寸与人, 则十年百年以后, 举中国而恢复台湾焉可

也”。① 这代表了那时中国进步人士对处理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

在日本残酷的殖民统治下, 台湾的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民国初年, 大陆的地方政府为了取鉴台湾经济发展的经验, 多次派

人赴台考察。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省做了可贵的尝试。1915 年,

福建省立甲种农业学校校长何缵带学生渡台旅行, 返闽后由邱文

鸾、刘范徵、谢鸣珂撰写《台湾修学旅行报告书》, 介绍台湾的农林

建设。不久, 江苏省长官公署委派王树榛为首的江苏省赴台参观

团, 考察台湾的劝业共进会、总督府、行政区划、财政、交通、农业

等。返回南京后, 王树榛撰《参观台湾劝业共进会报告书》, 详述赴

台的过程, 比较了日本治台与清朝治台的得失。

1916 年 4 月, 汪洋奉福建巡按使委任, 赴台湾参观劝业共进

会, 周游全岛, 历时 17 天,“考察其政治风俗及拓殖之程序, 复搜罗

其最近之统计, 归而作《台湾视察报告书》”。该报告凡 29 章及附

录, 图片 60 余幅, 6 万字, 涉及日据下台湾的土地、林野、行政区

划、气候、户口、教育、司法警察、农产 (附移民)、工业矿产、金融贸

易、邮政、电报电话、交通、卫生等。由于作者根据亲身考察及台湾

总督府公布的大量统计资料编写而成, 内容翔实, 立论公允, 为研

究日据台湾 20 年来大陆的第一部专著。作者痛叹:“予谓日人治

台, 其他政策不足畏, 此 (指教育日语等) 则根本政策, 再二十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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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游台纪略》, 秦孝仪、张瑞成编:《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一集《国父孙先生与台

湾》, 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 1989 年, 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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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无人知历史所从来矣。”①

1919 年, 大陆一青年学子辗转到台湾留学, 适逢连横撰写的

《台湾通史》出版, 通读之后, 有感于:“自从日本割了台湾后, 一字

也没有再讲了 (指 1895 年 11 月以后) ⋯⋯以我看来, 这三十年来

的台湾史, 比较从前更加重要得很 (过去尚有台湾府志⋯⋯等等)。

不信, 将来只有日本殖民发达史而已⋯⋯台湾的历史, 全在我们汉

民族的责任呵。不是掠夺者会替我们做的。”他通过实地调查、访

问,“得亲近了台湾的老前辈多人, 藉知道台湾革命的状况”, 并在

台湾某图书馆里, 找得很多革命党的证据, 例如余清芳的谕告文、

罗福星的宣言书及自叙传等。回到南京后, 他根据收集到的材料,

于 1925 年写成《台湾革命史》,“这本小册子是叙述台湾近三十年

( 1895- 1925) 的革命伟业”, 凡 19 章, 3 万字, 描述了台湾人民反

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 分为“初期革命”和“中期革命”, 包括林大

北、刘德杓、陈发、詹阿瑞、蔡清琳、刘乾、黄朝、陈阿荣、罗福星、张

火炉、李阿齐、赖来、罗阿头、余清芳等人的革命事迹;“最近的革命

运动”涉及政治、思想、读书、家庭、文学、妇女、国语、宗教、文字、道

德等层面, 评述了 1919 年后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

的解放运动, 特别是大陆的五四运动对台胞的影响, 坚信“台湾革

命未来的成功”。② 该书是大陆第一部研究日据台湾近 30 年来岛

内人民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专著, 对大陆民众了解台胞的革命斗

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南京暨南学校求学的长沙学子袁克吾, 通过与海外侨生的

联系, 得悉台湾的近况, 遂有志研究日据下的台湾。毕业后, 他设法

赴台, 问禁采俗, 旁览日人专籍, 广为搜讨, 穷数载之力, 于 19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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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汉人编著:《台湾革命史》, 新民书局 1925 年版, 第 114 页。

汪洋著:《台湾》, 中华书局 1917 年版, 第 1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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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编写成《台湾》, 凡 3 编, 计 16 章, 及有关台湾总督府等照片

14 幅, 约 12 万字。第一编涉及台湾的历史、地理、人口; 第二编着

重阐述了日据下的台湾政治, 涉及中央行政、地方行政、法制、警

察、财政、教育、宗教、交通、实业、金融、少数民族等; 第三编为结

论, 其中有语:“吾人试平心思之, 以我国今日之景象, 反映台湾, 立

见日本对于台湾之政治, 不论其为精神, 为物质, 皆有积极充分之

计划⋯⋯至今日我民族不能愤发有为者, 即缺乏热心与毅力也。欲

救此弊, 端赖教育。”① 作者根据台湾总督府大量统计资料编撰而

成, 侧重探讨日据下台湾社会的诸多层面, 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

值, 代表了当时大陆对台湾研究的水平。故该专著甫问世, 即引起

大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清朝末年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中国社会动荡不安, 执政当局

根本无暇顾及日据下的台胞的安危。在与日本接触的过程中, 一些

地方人士得悉台湾经济发展较快, 为了取鉴其中的经验教训, 他们

自发通过民间渠道, 设法赴岛内参观考察, 耳闻目睹, 获得了大量

第一手的材料, 开始对日据下的台湾进行介绍与研究, 出版几部专

著, 取得初步的成果。一些爱国学子, 十分关心遭受日本殖民统治

的台胞, 他们辗转赴台, 探讨日据下的台湾社会、政治、经济等情

况, 宣传台胞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事迹。囿于条件的限制, 这些研

究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但毕竟有助于大陆各界对日据下台湾社

会的了解与重视。

二　大陆对日据下台湾研究的拓展 (1928- 1937)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 为处理大陆劳工赴台及两岸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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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袁克吾编著:《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27 年版, 第 2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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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往来等问题, 与日本协商, 决定在台北设置领事馆, 于 1931 年 4

月成立。当国民政府派驻台湾的第一任总领事林绍南抵达台北时,

受到台胞热烈欢迎。1934 年驻横滨总领事林彝民、副领事张振津,

调任驻台。①至 1938 年 2 月, 台北领事馆关闭。台北领事馆努力搜

集台湾总督府的调查资料和统计数字, 并予以分析研究, 如《台湾

保甲诸法规》、《昭和八年台湾贸易之回顾》、《最近台湾对华南贸易

概况》、《台湾红茶大发展之新纪录》、《去年台湾茶输出概况》、《台

湾十年来实施酒专卖制度》、《日关税改正与台湾贸易品新旧税率

比较观》等, 刊登在《外交部公报》上, 对大陆有关部门及时了解日

据下的台湾情况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国民党内有“日本通”之称的陈仪, 于 1934 年受命出任福建

省政府主席。他有感于福建经济的凋弊, 渴望取鉴日本治台的经验

与方法。在他的促成下, 由福建省建设厅厅长陈体诚带队的“考察

台湾实业团”于 1934 年 11 月 13 日至 28 日, 对台湾进行大规模的

考察, 返闽后编成《台湾考察报告》, 约 22 万字。陈仪作序, 指出:

“此次组织台湾考察团, 派赴台湾考察, 即欲输入关于各种建设上

之知识, 藉为闽省建设之考镜也。查台湾产业发达之历史, 虽为时

不久, 然其发展之过程如何, 所用之方法与所采之步骤如何, 举足

为闽省振兴产业之参考, 此就纵的关系言之, 有考察台湾产业之必

要, 一也。闽省与台湾仅隔一衣带水, 自然之环境既同, 所生之物产

无异, 自气候地质以至农林渔牧殆无一不同, 台湾前此所用以经营

各种产业之方法, 在足为吾人考证之资料, 此就横的关系言之, 有

考察台湾产业之必要, 二也⋯⋯分二十一章, 举凡米稻、甘蔗、制

糖、园艺、茶叶、林业、水利、农林机关、渔牧、电气事业、铁道、专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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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台湾新生报社编:《台湾年鉴》, 台湾新生报社 1947 年版, 第 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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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整理、财政、警政、教育、卫生, 以及麻疯病治疗、鸦片专卖

等。”① 考察团一致认为, 台湾总督府的高度集权颇值得大陆各省

借鉴:“台湾总督府除军权外, 有统治全岛之权, 一切法令虽经其内

地政府敕令公布, 但均系因地制宜, 由总督府拟订者。高等法院亦

隶于总督之下, 故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不分立, 政治上之运用如

手之使臂, 臂之使指 (注: 此处请与吾国各省之情形互相比较)⋯⋯

此种制度, 虽难尽适用于吾国各省, 而在一岛之内事权之统一, 职

责之分明, 则非吾国各省所能望其项背也。”② 1935 年 10 月, 南京

国民政府派陈仪“以视察名义进行地方外交”, 率代表团赴台, 在日

据台 40 周年大会上“观礼”。陈仪赴台后参观了日月潭水力发电

所、嘉南大圳、港湾设备及矿山、制糖工厂、大学、气象台等, 获赠

《台湾法令汇编》。日本台湾总督府的组织形式和行政效率, 给陈仪

留下深刻的印象。③

日本在台湾推行鸦片专卖政策, 据称效果颇佳, 在大陆禁毒人

士中引起争议。中华国民拒毒会指出,“自主张鸦片公卖之徒, 鼓动

簧舌, 颠倒是非, 政府乃派人赴台湾查公卖之制度, 拟图仿效。本会

反对最烈, 惟对于台湾烟禁之材料, 颇感缺乏”, 乃派黄嘉惠“赴台

湾实地调查, 以明真相, 嗣为对方诬陷, 中途折回”。④ 黄嘉惠根据

收集到的有关材料, 编著《台湾烟禁一瞥》, 叙述日据下的鸦片政

策、渐禁政策的采用与罪恶、新旧鸦片政策的比较介绍、新特许问

题研究、反对新特许运动、附录, 约 2 万字, 揭露了台湾鸦片专卖的

弊害, 及日人狼心之阴毒, 颇堪发人猛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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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黄嘉惠编著:《台湾烟禁一瞥》, 中华国民拒毒会 1932 年版, 第 1 页。

钱履周:《陈仪主闽事略》,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陈仪生平及被害内

幕》,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32 页。

同上, 第 24 页。

陈体诚等著:《台湾考察报告》, 福建省建设厅, 第 1-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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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惠祥越海而东, 亲历台北, 取阅书志图纪, 复跋涉究荒, 采集

标本, 摄影留说, 编著成《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 分“番情概

说”、“标本图说”、“游踪记要”三篇, 并附人物、风景、习战、跳舞等

图。①

日本占据台湾后, 即展开大规模的社会调查, 并出版了一批学

术专著。大陆学者对日本台湾研究状况作了介绍。杨开渠翻译了

日本人坂口著的《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 该书分 5 章, 包括台湾

之领有、资本主义化、教育、政治、民族运动, 约 8 万字。叙述日据

30 年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 对日治下的殖民政策、政治发展、经

济、土地、度量衡、资本家的企业、财政与资本主义化、阶级的关系、

台在日本帝国主义中之地位、殖民地借贷关系作了相当详尽的探

讨。②

大陆各界对日据下的台湾情况比较注意, 许多报刊杂志都刊

载有关台湾方面的文章, 涉及台湾社会的方方面面及经济的各个

领域。《边疆半月刊》等杂志发表了大量关于台湾的文章, 如 1937

年第 1 期发表了谢衣苓的《最近台湾经济及交通情况》一文, 介绍

了贸易发展、专卖、运输等。第 2 期发表了由佐佐木静吾著、朱孝曾

译的《台湾一瞥》, 作者将库页岛与台湾相比, 强调日本对台湾殖民

统治的重要性。译者指出日本在台湾推行的同化政策的恶毒性。还

有, 1929 年《农声》发表了侯过的《台湾产业视察报告》; 1931 年《国

际贸易导报》发表了《日本改良台湾糖业生产之锐进》,《新亚细亚》

杂志发表了方保汉翻译的《日本南进政策下之台湾》; 1932 年《工

商半月刊》发表了《台湾茶叶之过去与现在》; 1934 年《女声》杂志

发表了李文清翻译的《台湾女工的生活》; 1935 年《中国农村》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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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杨开渠译:《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日本人坂口著) , 神州国光社 1930 年版。

林惠祥编著:《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 台北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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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李元明翻译的《台湾农家负债之分析》,《东方杂志》发表了市隐

的《台湾大地震》; 1936 年《申报周刊》发表了陈北溟的《台湾的准

备与华南》, 等等, 不下 100 余篇。①

南京国民政府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攻势, 委屈求全,

设立台北领事馆, 虽出于经济上的目的, 因此得以及时获取大量第

一手的台湾总督府的资料, 而能及时掌握岛内政治、经济、社会各

方面的情况。陈仪等人为了发展地方经济, 对台湾进行了大规模、

多门类的经济考察, 获得了极其丰富而珍贵的感性认知。大陆对日

据下台湾研究的领域与内容都有了相当大的拓展, 如对台湾禁毒

的研究、高山族生活习惯的调查, 都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准。这反映

了台湾问题备受祖国大陆同胞的关注。

三　围绕收复台湾展开的研究 (1938- 1945)

1937 年 7 月,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 年 4 月

1 日, 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公开表态,“台湾是中

国的领土⋯⋯必须针对着日本之积极侵略的阴谋, 以解放高丽、台

湾的人民为我们的职志”。② 这极大鼓舞了台胞的抗日激情, 纷纷

辗转回到大陆组织团体参加抗战。1941 年 12 月 8 日, 珍珠港事件

爆发。次日, 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 向中外宣告“所有一切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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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讲词》, 秦孝仪、张瑞成编《中国现代史史

料丛编》第三集《抗战时期收复台湾之重要言论》, 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1- 2 页。

陈汉光:《开罗会议后重庆出版台湾图书汇目 (附: 光复前内地杂志刊载台湾文献辑

目)》, 李汝和主编《台湾文献》第 20 卷第 2 期, 第 156- 1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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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合同, 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 一律废止”。① 据此, 中日过去

所订的条约当然废弃,《马关条约》对台湾的束缚完全消失。1943

年 11 月 26 日, 蒋介石在开罗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

共同签署了《开罗宣言》, 明确表示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

中国之领土, 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 归还中华民国”。②

围绕收复台湾, 国民政府的下属机构及社会团体、组织等对日据下

台湾展开细致的研究, 兹分述如下:

(一)台湾资源调查委员会的研究成果

1943 年 5 月,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完成了《战后台

湾问题》的研究报告, 论证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 战后台

湾的地位, 其领土与主权, 必须归还中国, 我们在战后处置台湾, 亦

应以‘收复失地’为标识。根据历史, 台湾早系我领土, 战后自应归

还我国, 根据国际公法来讲, 马关条约载明‘永远让与日本’字样,

而自宣战后, 其条约自归失效, 台湾在战后自应归还中国。根据上

述, 我们反对国际共管台湾, 要求领土与主权的先属然后谈设

防”。③

《开罗宣言》发表后, 国民政府开始筹划台湾的收复工作。1944

年 3 月, 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处向蒋介石拟具收复台湾准备工作

事项, 提出:“调查日寇过去统治台湾之方式及其有关法律与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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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战后台湾问题》, 秦孝仪、张瑞成编《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三集《抗战时期收复

台湾之重要言论》, 第 100 页。

陈志奇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之《开罗会议经过》, 台湾渤海堂文化事业有限

公司 1996 年, 第 6037 页。

《国民政府对日宣战》, 秦孝仪、张瑞成编《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三集《抗战时期

收复台湾之重要言论》, 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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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情以为拟订将来我国订定治理台湾之各种单行规章之参考”。①

4 月 17 日, 国民政府在中央设计局辖下成立台湾资源调查委员会

(下简称“台调会”) , 作为负责收复台湾工作的职能机构, 任命行政

院秘书长兼全国总动员会议主任陈仪为主任委员。

台调会的主要任务是: 搜集有关台湾资料; 调查台湾实际状

况; 研究有关台湾问题的意见及方案; 编辑有关台湾的资料刊物。

除任用中央设计局所属人员外, 还聘用各相关单位的人员, 如外交

部、财政部、国际问题研究所等, 以及台籍人士和专家, 如李友邦、

谢南光、李万居、黄朝琴、丘念台等台籍人士为委员或兼任专门委

员。台调会成立之初, 各项资料极为缺乏, 而“实地调查因交通太不

便, 无从着手”。在成立的第一次委员会议上, 台调会就重点讨论了

搜集资料的方案。之后, 发动了广泛的渠道进行搜集。

经过艰苦的努力, 台调会分类翻译台湾法令, 编辑台湾概况,

出版有《日本统治下的台湾行政制度》、《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教育》、

《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交通》、《日本统治下的台湾财政》、《日本统治

下的台湾社会事业》、《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卫生》、《日本统治下的台

湾户政概要》、《日本统治下的台湾贸易》、《日本统治下的台湾警察

制度》、《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专卖事业》、《日本统治下的金融》、《台

湾地方行政制度法规》、《台湾财务法令选辑》, 及日本统治下的台

湾工业、糖业、电气煤气及自来水、农业、水产、林业、矿业、水利等

资料, 约 150 万字, 均交中央训练团印发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参

考。还“绘制了五万分之一琉球地图、十万分之一及一百万分之一

台湾地图。其中琉球部分已晒出交军令部。台湾部分一百万分之

一地图一种业已出版”。盟军对台湾军事、工业等设施的轰炸, 也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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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行政院秘书处呈蒋介石电》, 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

(上) , 南京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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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作了详细的统计。①

在广事搜集、整理资料的同时, 从 1944 年 5 月中旬开始, 台调

会着手起草《台湾接管计划纲要》, 反复斟酌, 拟就《台湾接管计划

纲要草案》, 于 1945 年 3 月经蒋介石核准签发, 正式公布了《台湾

接管计划纲要》。又制定《台湾地政接管计划草案》、《台湾金融接管

计划草案》、《台湾警政接管计划草案》、《台湾教育接管计划草案》,

作为该纲要的试行细则。②

通过研讨, 台调会认为, 如何处理台湾的行政区划、土地问题、

公营事业最为重要。1945 年 2 月, 台湾土地问题研究会成立。成员

除台调会人员外, 还包括地政署、中央设计局土地组人员和立法委

员。到 5 月, 共召开 12 次会议, 讨论台湾土地现状, 完成《台湾土地

问题研究会报告书》, 依据国民政府政策和台湾接管计划拟定了具

体实行方案。③

1945 年 2 月, 成立台湾行政区划 (域)研究会。到 4 月, 共举行

4 次会议, 讨论行政区划各项问题, 如“行政督察专员制度”、“乡镇

区域之划分”、“台湾保甲制度”、“县市区域之划分”, 研讨省政府、

县市政府与乡镇保甲的组织及各级民意机关的设立问题。5 月, 完

成《台湾行政区划 (域) 研究会报告书》, 拟定新的台湾市县名称和

划分。④

1945 年 3 月, 台调会成立台湾公营事业研究会, 负责研究台

湾接管后的公营事业的管理和发展。日本在台湾 50 年的殖民统

治, 建立起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工业经济体系, 生产力的整体水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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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同上书, 第 115- 123 页。

同上书, 第 67- 72 页。

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 , 第 49- 57、124- 132 页。

《台调会三十三年度工作报告》、《台调会工作大事记》等, 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

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 , 第 3-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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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陆各省。陈仪主张,“台湾在日人统治之下已是资本主义化, 但

我们收复后, 对于一切产业必须国有或公营”。①

收复台湾后应实行何种行政体制, 台调会及当时在重庆的台

籍人士多主张采用不同于各省、而类似于日本在台总督府的行政

体制, 也有人主张“全盘改变日本统治时的制度, 建立省政府, 推行

当时通行的一切法令规章”, 但陈仪等人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台

湾接管计划纲要》规定:“接管后之省政府, 应由中央政府以委托行

使之方式赋以较大之权力。”到了 8 月, 陈仪又向蒋介石提出不在

台湾建立省政府, 而设行政长官公署, 作为过渡机构, 蒋介石予以

首肯。9 月 4 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公布, 规定:“台

湾省行政长官公署, 于其职权范围内, 行发布署令, 并得制定台湾

省单行规章。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 受中央之委任得办理中央行

政。台湾省行政长官, 对于台湾省之中央各机关有指挥监督之

权。”②

(二)台湾革命同盟会与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的研究成果

1941 年 2 月, 在大陆从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台籍志

士, 在重庆联合组成台湾革命同盟会。为了促使大陆同胞注意台湾

问题, 掀起复台运动的宣传。1942 年初, 在该会的策划下, 获得重

庆国际文化界和报界等 17 个团体的热烈支持, 定同年 4 月 5 日为

“台湾日”, 发起规复台湾的宣传浪潮。本着“宣传先于组织”的设

想, 于 1943 年 4 月创刊《新台湾》杂志, 编撰“台湾问题丛书”, 有系

统的介绍台湾的历史与地位, 启发为收复台湾而奋斗的决心, 以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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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 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

情》(上) , 第 113- 114 页。

《台调会会议纪录》, 秦孝仪、张瑞成编《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四集《光复台湾之

筹划与受降接收》, 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1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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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宣传。1943 年国民党中央成立直属台湾党部。台湾党部编印《台

湾问题参考资料》, 参与台湾光复的舆论宣传等等。①

1943 年 11 月, 翁俊明撰《改造台胞国民性之意见》, 认为“台

胞的优点在于勤勉耐劳, 富于冒险精神, 他们有不畏艰难, 披荆斩

棘, 开拓新天地的勇敢精神, 所以个人孤力奋斗之能力极强。他们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勤俭刻苦, 安份守己, 与人互以有利共处, 不

相侵犯, 故在安定的社会秩序下, 其个人事业之成就, 殊是令人惊

叹与佩服”; 其缺点是“缺乏组织能力”、“缺乏服从精神”、“缺少礼

节”、“轻生前重死后”、“易迷信多疑惑”。主张从言语、中华礼教、传

统道德伦理、团体训练等方面加以改造。②

李友邦著《台湾革命运动》, 收录其抗战以来的讲话稿 15 篇,

“认为祖国抗战与台湾革命已是不可或分的”, 宣传台胞反抗日本

殖民统治, 心向祖国, 论述了中国抗战与台湾革命的关系、收复台

湾的意义与重要性及台湾建省的必要性。③

1944 年 6 月, 黄朝琴撰《台湾收回后之设计》, 内容包括: 台湾

之收回与外交问题, 军事之部署、人事、日人之去留及其财产之处

分问题, 行政机构、警察制度、财政、货币制度、专卖事业、国营糖

业、台湾之资源与工业化问题, 教育问题。作者就收复台湾的准备

工作, 特别评述日据下的政治、经济、教育等, 尔后提出接收时可具

操作的方案, 对陈仪的影响较大。④

·82·

《抗日战争研究》2000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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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 8 月, 丘念台向国民党中央呈《复台大计管见》, 包括

党务要纲、军务要纲、政务要纲、经济要纲、教育要纲, 指出“以台治

台, 国人主之; 主者尚德, 辅者惟才, 不弃其才, 不扰其民。民以民意

为治, 台可服矣。苟视为接收宝库, 群起享用; 用人惟亲, 弃法尚情,

贪污苟且, 残虐其民, 则民必叛而独立, 而共管, 势甚累卵”。提纲携

领, 就收复台湾的具体操作办法, 列出图表, 予以明示。①

1943 年 9 月, 谢南光撰《台湾的民族运动》, 叙述了台湾民族

运动的发展历程。② 1944 年下半年, 柯台山相继撰写了《台湾收复

前之准备建议》、《台湾收复当时处理提案》(治安大纲)、《台湾收复

后之处理办法刍议》(政治大纲) , 就收复台湾提出可具操作性的建

议。③

1945 年 4 月, 台湾革命同盟会在重庆发刊《台湾民声报》,“拟

吁请祖国人士正视台湾民众所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开罗会议后, 台

湾问题虽已引起国人的普遍而热烈的讨论和注意, 但是大多只偏

重于丰富物产的研究和调查, 往往忽略台湾人民的特性和心理”。

“台湾自满清统治下的所谓‘三年小叛, 五年大乱’以至日本时代的

数十次暴动革命, 其起因都是反抗异族的统治, 而欲争取其应享的

自由。他们虽经日寇的残酷压迫, 可是其初衷则始终未尝有所改

变。这是应请国际人士加以了解和同情的”。④6 月, 孝绍发表《试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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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台湾民声报发刊词》, 秦孝仪、张瑞成编《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二集《台籍志士

在祖国的复台努力》, 第 291- 292 页。

柯台山:《台湾收复前之准备建议》等, 秦孝仪、张瑞成编《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

二集《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 第 269- 288 页。

谢南光:《台湾的民族运动》, 秦孝仪、张瑞成编《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三集《抗战

时期收复台湾之重要言论》, 第 141- 163 页。

丘念台:《复台大计管见》, 秦孝仪、张瑞成编《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二集《台籍志

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 第 364- 3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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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我是台湾人来提出三项意见》, 提出:“推行‘做’的三民主义, 要

台湾实行地方自治, 要祖国上下以留东五十年老留学生看待台湾

人民。”① 台胞的一番肺腑之言, 有感而发, 语重心长, 却不是陈仪

等负责接收的人员所能细加体察的。

8 月,“台湾重建协会”在重庆成立, 该会着重探讨了台湾重建

中的各项问题, 出版了《台湾重建协会成立大会特刊》。在特刊上,

许多人士就台湾重建中的政治、教育、财政金融、地政、工业、农业

各项问题发表了看法, 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议。如吴健华的《论重建

台湾政制之原则》、郭绍宗的《对于台湾工业建设之意见》、薛人仰

的《台湾教育之重建》、陈齐昌的《台湾财政金融之重建问题》、杜振

亚的《新台湾地政建设浅议》、欧阳才的《台湾农业的检讨与将来的

发展》。②

(三)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

战时最高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 从 1940 年 4 月召开第一届第

五次大会起, 至 1945 年 7 月第四届第一次大会, 均分别有数位参

政员连署提出台湾复省、建军、建政、培育人才等议案, 经讨论后决

议送请国民政府相关单位参办。③ 福建临时参议会于 1944 年 4 月

第二届第二次大会, 亦提出改善台胞生活、恢复台湾省制、培养台

湾师资、迅作复台准备等议案。④

1944 年 10 月, 王子毅编成《台湾》, 凡 6 章及附录, 约 8 万字,

内容包括台湾的历史、地理、日据下的台湾、少数民族族概况、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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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秦孝仪、张瑞成编《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四集《光复台湾之筹划与受降接收》。

秦孝仪、张瑞成编:《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四集《光复台湾之筹划与受降接收》,

第 2 页。

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 , 第 76- 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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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命运动、战后台湾问题, 充分论证了台湾回归祖国的必要性、

可行性及重要意义。①

1945 年 2 月, 李洁非编成《台湾》, 表示:“为抛砖引玉之图, 草

此简编, 以稔国人, 使能以此小册, 而引起台湾研究的风气与专著

的发行, 更有助于今后台湾革新的大计与建设的实施, 则此编之

作, 为不虚已。”② 凡 8 章, 约 10 万字, 包括台湾的地理、历史、民族

与人口、风物杂记、经济概况、台湾的民族精神、日据下的台湾、收

复台湾对于中国的重要性。

1945 年 9 月, 福建省立南平中学开设了“认识台湾”的课程,

编写《台湾之研究》的教材, 约 2 万字, 包括台湾的沿革、居民、地

势、土性、交通及港湾、教育、日本统治机构、专卖、农产等。建议光

复台湾后要注重教育, 应在漳泉等地选择通闽南语之教师; 维持行

政区划的旧制; 对于一些科研机构应保存。③

1945 年 10 月, 陈纯仁编成《台湾》, 凡 8 章, 约 6 万字, 主要参

考了有关台湾问题的专著、论文、统计资料等编写而成, 内容涉及

台湾的历史、地理、当地人生活、经济资源、日据下的台湾、台湾的

革命运动等, 通俗易懂, 为大陆军政人员赴台从事接收与建设工作

提供了参考资料。④

胡焕庸编著的《台湾与琉球》, 叙述了台湾的地形、河川、气候、

居民、农产、林产、水产、矿产、交通、贸易, 附地图等, 约 3 万字。⑤

柯台山编著的《台湾概览》,“尽量采取现实情形及七七事变前

后有关各种数字, 予以分析整理, 藉供研究台湾之参考及我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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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胡焕庸编著:《台湾与琉球》, 京华印书馆 194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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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之借镜”①, 内容包括台湾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 (特别注重

日据下的台湾经济) , 约 11 万字, 为工具书性质的日据台湾史, 具

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徐子为、潘公昭合著《台湾综览》, 出版时取名《今日的台湾》

(上下册)。1945 年 7 月陈仪作序于前。徐子为自序:“三十二年秋,

余适奉命至东南前线工作, 负责规划台湾事宜, 诸同志佥谓向陷区

收集资料或较有得, 予诺之不敢忘, 其后以职务关系, 出入陷区, 即

从事收集, 有所得即乞归雨潘公昭先生为译述。”②该书分 18 篇 73

章 370 节, 内容包括地理、重要城市、住民、历史、政治、经济设施、

抗日革命运动、经济、产业、专卖、建设、社会、文化、诗文教育、学术

等等, 及附篇 3 章, 近 30 万字。参考了日本大量统计资料、研究成

果, 材料至 1944 年左右, 为研究日据下台湾的一部力作。

郑伯彬编著《台湾新志》。“作者从事日本战时经济之研究, 常

感日本殖民地状况之不明, 迨开罗会议宣言台湾于战后归还祖国,

乃决意先事台湾新志之写作”③, 根据台湾县志、闽省府所藏书档

中台湾之记载、美国关于台湾之新著等, 于 1945 年 5 月定稿于重

庆, 涉及台湾的历史、地理、气候、种族人口、产业总论、农业资源、

林业、矿产、工业、交通、总论、附图及统计表, 近 6 万字。

综观大陆围绕收复台湾的准备, 翻译、编辑出版日据下台湾资

料几十种之多, 专著十余部, 资料较全, 条理清晰, 阐述明确, 对扩

大祖国大陆同胞对台湾问题的了解与认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大

陆的报刊杂志对台湾问题十分关注, 经常有专版予以介绍, 刊登颇

有广度和深度的文章。特别是台调会的研究成果, 代表了当时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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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据下台湾研究的最高水准, 为中国最终收复台湾作了理论上

和实践上的准备, 功不可没。由于处在战争状态, 海峡两岸的官方

与民间交流管道基本上中断, 大陆同胞已很难再赴台进行实地考

察和调查研究, 因此对于 1937 年以后, 特别是皇民化时期台湾社

会的变迁, 缺乏切身的感受与体验, 只注重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高

效率一面, 以致于陈仪等人决定在中国收复台湾后承袭台湾总督

府的遗产, 设立高度集权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 在经济上推行垄断

政策、统制政策, 而不顾及遭受日寇蹂躏 50 年之久的广大台胞的

心理感受与现实利益。我们在不否认大陆对日据下台湾研究的成

就的前提下, 也要看到,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 极力想割

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 与日本对台湾大规模而富有成效的社

会调查与研究相比, 大陆对日据下台湾的研究仍处于一个相对较

低的层次, 许多结论也只停留在纸面上, 拟定的一套接收方案在实

际操作过程中难免处处碰壁。

(褚静涛, 1966 年生, 南京大学历史系 98 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刘　兵)

·33·

日据时期大陆台湾研究状况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