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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各级档案馆馆藏有涉

及台湾义勇队的历史档案多种，整

理和研究此部分档案的工作始于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全省各地档

案馆民国档案目录中心的建成联

网，又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台湾义

勇队的档案文献。福建省档案馆的

编研人员，在全面了解省馆馆藏档

案的基础上，又沿着当年台湾义勇

队走过的路去追寻、搜集相关的档

案史料。他们先后到了省内的武夷

山市、龙岩新罗、晋江、厦门等地档

案馆及浙江、南京等省外的省级、
国家级档案馆，获得了不少从未公

布过的有关原始档案。
台湾人民具有光荣的爱国主

义传统，抗战时期台湾同胞与祖国

大陆同胞同仇敌忾，共同奋战，抵

御外辱。台湾义勇队就是其中突出

的例子，在中国抗战史上占有一定

的地位，也为台湾光复作出了贡

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抗战前后台胞在祖国

台湾义勇队是抗战期间由散

居在祖国大陆生活的台胞组成的、
有正规军编制的抗日队伍。因地理

和历史的密切关系，所以台胞在祖

国大都散居在福建、浙江、广东三

省，其中以居福建的为最多，在福

建的又都集中在厦门、福州、晋江

三处，据当时政府调查，约一万人。
在浙江、广东的则在平阳、澳门一

带，人数不详。在祖国的台胞主要

有以下三种人：一是曾在台湾做反

日工作，因不堪压迫逃回祖国者；

二是来祖国经商者，占多数；三是

在祖国工作的。
抗战开始后，日本当局迫令

台胞回台，第一种人坚不回去，在

沦陷的厦门甚多，因此被日寇杀

害。在晋江等地者，亦表示誓不返

台。在浙江的因来既久，更不顾及

日本命令。关于福建台胞不愿回去

的情况，当时福建的报纸曾有详细

记载，他们在晋江成立“抗日复土

同盟会”，积极工作，购买救国公债

和参加各地献金运动。留在福建的

倾向革命者占十分之八九，在浙

江、广东的则一向不与日本浪人相

关，极为良好。留在福建崇安者男

女老幼共 421 人，在连城的 79 人，

散居在各县调查未完者不详，估计

八九百人之多。在崇安、连城这二

县台胞系由福建省府指定移居地

点后集中的，多半来自晋江、福州，

业医者很多，大多有家庭父母妻

子。在祖国的台胞均甚希望在祖国

政府提携之下参加抗战。
在闽台胞赴浙参加抗战

因为要参加祖国抗战，所以

李友邦赴台胞集中的福建崇安组

织台胞。赴闽系由浙江省党部主任

委员谷正纲介绍他与闽省党政当

局。1938 年 11 月，台湾同胞李友邦

等 2 人由浙江到福建，先至崇安

（今武夷山市）视察台民垦区，该区

集中有台民 400 余人，李友邦等人

对台民宣传，他即以参加祖国抗战

的主张，向留崇台胞详细说明，台

胞极愿参加，并写有一封长信给李

友邦，除抗战的意见外，并提出几

个具体的要求，其原文如下：

抗日爱国的台湾义勇队

陈咏民

（福建省档案馆，福建 福州 350003）

中国精品档案解析之十四

在闽台胞赴浙参加台湾义勇队电报

·冲 击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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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辈中业医者颇多，愿组织

在华台胞医疗队，在后方做伤病兵

民之医疗工作。2、吾辈中亦有年富

力强者，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参加

抗战。去秋以来，留汉口之日、韩人

曾有国际纵队之组织，朝鲜同志固

无论矣，而日本民众尚且反抗日本

军阀，彼等且能之，而吾辈台胞独

不能之乎？故欲组织义勇队，参加

是项国际纵队，望政府予以补助。
3、其他亦曾有学过救护术者，亦有

虽未学过而愿参加此类工作者，请

准给予短期训练后，组织台胞前线

救护队到前方从事救护工作。4、吾
辈多善操日语，能日文，愿做军队

中之政治工作，如对敌宣传等。
李友邦接到台胞请求后即赴

福州，晋谒党政当局，陈肇英特派

员对台胞参加抗战极为赞同，而福

建省府主席陈仪则面示三点：第

一，他们即欲参加抗战，很好，政府

可予以各种方便，各种补助，并可

由独立革命党负责组织率领参加。
第二，若一部分不能立刻工作，欲

暂留崇安，政府当予以补助 使其

生活安定。第三，出而参战之家属，

政府可酌予以给养。李友邦会陈仪

后，回到崇安时，留崇台胞当即请

求组织台湾义勇队，并开会讨论办

法等。离崇安后回到浙江，李友邦

即将一切情形向浙江省党政当局

陈述，并请求补助，浙江省政府黄

绍 主席和谷正纲主任委员十分

赞同，并准给予协助，已由浙省政

府和省党部会呈中央请求指示办

法。
台湾义勇队在浙成立

1939 年 1 月 由 台 胞 李 友 邦

在浙江金华负责筹备，并由桂林

行 营 政 治 部 批 准 自 1 月 起 拨 经

费。1 月 20 日台湾义勇队筹备委

员会正式成立，由李友邦、张一

之、郭汝侯、林心平、张应璋五人

任筹备委员并开始工作。台湾义

勇 队 的 组 织 计 划 草 案 主 要 内 容

有：一、宗旨 1、参加祖国抗战，驱

逐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以求中

华民族之自由解放；2、发展台湾革

命运动，争取台湾之独立与自由，

俾得重返祖国，共同建立三民主义

之新国家；3、联合远东被压迫民

族，打倒日本法西斯强盗，保障东

亚永久和平。二、工作 1、瓦解敌

军工作；2、教化日台俘虏；3、贡献

特殊技能，协助国防生产；4、从事

国内及国际宣传；5、号召台胞来华

参战；6、组织前方救护队、慰劳队、
医疗队等。

1939 年 3 月 11 日，第一批从

福建崇安县选送台胞石琨玉等 22
名赴浙参加台湾义勇队协同祖国

抗战，并由张一之率领赴浙江金华

集训。当时崇安县长认为台胞服膺

祖国参加抗敌工作，表现大民族团

结精神，增强抗战力量，意义深长，

特地召开茶话会招待，并召集各界

举行欢送大会热烈欢送，以资勉

励。训练完毕后队员的工作计分医

疗、救护、对敌宣传及贡献特殊技

能、协助国防生产等方面。工作地

区以闽、浙、粤等沿海各地为主。因

东南沿海各省台胞为数甚多，愿参

加者颇众，第一支队正式成立后，

即须开始筹组第二、第三……支

队，台湾义勇队总队长李友邦给福

建省当局函陈：台湾义勇队应扩大

组织，尽量罗致台胞参加抗战，提

出义勇队拟在闽设一通讯或办事

处，以便闽方工作得以经常进行。
此后在福建省府的支持下又有数

批台胞先后由政府派车赴浙参加

台湾义勇队，他们还得到政府发放

的旅费、服装费、生活费等补助。
先后由闽浙皖等省召集台胞

二批计 63 名（内少年团 9 名）集中

金华。开始编队“预备训练”，并展

开一般文化工作，以 3 个月为期，

课目计分军事、政治、经济、历史、
语言及对敌宣传技术等各科，均以

抗战建国纲领为依归，内容充实。
同时，本“学行合一”的精神，在当

地展开各种抗战后援工作，备受各

界赞誉。
实际工作概况：募捐慰劳伤

兵，提高军民抗敌情绪及鼓励前线

将士杀敌的精神，慰劳前线负伤归

来的官兵，是抗战中迫切需要的一

件事。队员初到金华，急于要作实

际的工作，于是联合全国青年会军

人服务部，发起募捐慰劳前线归来

的伤兵，由全体男女队员、少年团

团员等分成 10 个小组，用各种不

同的方式，分头劝募，如化装表演、
街头歌咏、演讲……均以慷慨悲壮

的抗战史事为题材，激动观众的同

情，使自动捐输，结果良好。定期出

版壁报，以通俗浅显的图画文字，

暴露敌人在台湾种种政治压迫、经
济榨取及台湾独立革命活动的事

实。讲报多在晚上举行，由全体队

员轮流担任，报告一日的国内外时

事，以引起民众对于时事的注意。
参加当地政府主持的第二期抗战

·1939 年台湾义勇队成立时留影

·冲 击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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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抗战转入第二期，我方已由

被动变为主动，形势日趋有利，各

地政府、各救亡团体皆扩大宣传，

使民众普遍明了抗敌的形势日趋

好转，更加奋发坚持到底。全体队

员亦自动参加，负责在近郊一带巡

回工作。参加献金：持久抗战，争取

最后胜利，“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的原则，无疑是充实持久抗战最主

要的力量。浙省文化界事业委员会

发起救亡献金运动，台湾义勇队即

首先响应，推动宣传，不遗余力，尤

以队员的自动献金，竭其所有，对

社会人士影响颇大。招待俘虏，瓦

解敌军，促使敌人内在的崩溃，普

遍鼓动敌人的反战情绪，削弱敌军

作战的斗志。队员多善操日语、韩
语，与日韩俘虏谈话，从事教育俘

虏、感化俘虏的工作。义务医疗伤

民：敌机狂炸金华，在城区闹市投

弹数十枚，烧毁房屋数百幢，民众

受伤颇多，被难同胞身体既受创

伤，而又无家可归，队员业医者占

2/3，皆长于救护治疗，出动大批队

员协同防护团为被难伤民义务治

疗 。少年团招待金华各界，指挥全

场参加人士歌咏，并与金华儿童团

开联欢会，给予各团体很深的印

象。少年团公演话剧，抗战中发动

儿童宣传实为宣传最好方式。少年

团来金华后，于课余参加各项工作

外，并公演话剧“最后一课”、“小战

士”，观众千余人，获得很好的效

果。
台 湾 义 勇 队 在 当 局 的 支 持

下，经过一年的奔走，基础既备，台

胞在金华训练约 160 人，内分义勇

队及少年团两部，工作努力。还出

版《台湾先锋》月刊，着重报道台湾

义勇队的工作，又辟有《台湾少年》
专栏，报道少年团的情况。《台湾义

勇队队歌》和《台湾少年团团歌》这

两首歌均由张一之作词，《台湾义

勇队队歌》由贺绿汀谱曲，两首歌

都在《台湾先锋》上发表。主要的思

想内容是：“民族团结抗日”、“解放

台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台湾

义勇队队歌的歌词是：“我们是抗

日的义勇军，是台湾民族解放的先

锋队。要把日寇驱出祖国，要把他

在台湾的镣锁打碎。为正义抗战，

保卫祖国，解放台湾，把日本帝国

主义整个摧毁，整个摧毁。我们是

抗日的义勇军，是台湾民族解放的

先锋队”。
转战浙闽胜利返台

1940 年 6 月，台湾义勇队得

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正

式批准，李友邦被委任为少将总队

长。台湾义勇队在浙江金华、衢州、
兰溪、福建建阳设立四所“台湾医

院”，在服务期间，受到各地患者的

高度评价，收获很大。不仅医务方

面如此，与其他各方面的密切关

系，使得社会各方对该院及台湾义

勇队都获得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1942 年夏初，浙赣战起，金华

沦敌，台湾义勇队被迫南撤福建，

虽物质损失重，而敌忾之心则有增

无减，1942 年 10 月 14 日队部奉命

移驻闽西龙岩。积极开展沿海工

作，进一步开展抗战宣传活动。普

通宣传：经常与地方各机关配合，

如各种纪念日的活动，发动从军活

动，扩大节约献金运动，以及筹募

欢送征人与征属慰劳金等等劝募

工作。到闽南各地宣传，文字宣传

除经常配合当地党政军团于各种

纪念日时绘制标语、漫画及纪念特

刊外，并出版定期《台湾青年报》，

风行于闽浙赣粤及全国各省，尤以

闽粤沿海一带销数最多 。特种宣

传：如进行对敌日台语广播，以及

组织喊语队、印发中日文传单口号

等等。社会服务，战时服务劝导市

民实行人口、物资疏散。发动大规

模慰问出征军人及征属运动（包括

精神物质方面）。下乡劝募鞋袜劳

军运动，计募捐达 2 万元。从事防

空救护等战时工作。传递情报，密

派交通员潜入敌后，利用村民打探

消息。参加生产劳动服务等。
台湾义勇队少年团也举行大

规模宣传工作及慰问伤兵，并发出

“告祖国小朋友书”。台湾少年团团

员们以小小的年纪，在福建崇安、
连城、漳州、永安等地广播宣传，慰

问演出，希望各地小朋友在“保卫

祖国、收复台湾”这个口号之下切

实和我们团结起来，共同努力，把

一切力量配合着祖国神圣的抗战，

来争取最后的胜利。
台湾义勇队转战浙、闽各地，

在宣传鼓动、对敌政治工作、战地

医疗、武装斗争等方面卓有贡献。
1945 年 9 月抗战胜利后台湾义勇

队移驻漳州，1946 年 7 月留厦台湾

义勇队返回台湾。他们在祖国抗战

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翻阅一页页历史档案，看到

有关台湾义勇队的真实历史记载，

不禁令人沉浸在当年的烽火岁月

中。更深切地感受到以李友邦为总

队长的台湾义勇队的将士们，是那

样风尘仆仆，在烽火连天的抗战艰

苦岁月里，为了“保卫祖国，收复台

湾”而奋战。不仅使我们更加深刻

地理解台湾义勇队的英勇事迹，也

更加钦佩当年台湾同胞热爱祖国、
抗击日寇、收复台湾的豪情壮志。

2006 年是台湾义勇队队长李

友邦将军诞辰 100 周年，在浙江金

华市台湾义勇队队部酒坊巷 18 号

原址建成的“台湾义勇队纪念馆”
也在 10 月正式开馆，我们应邀参

加了纪念活动和开馆。福建省档案

局在研究编纂出版台湾义勇队档

案的基础上，于 2007 年 7 月 6 日，

即抗战爆发 70 周年前夕，在福州

举办了“抗日烽火中的台湾义勇队

档案图片展览”，当年的台湾义勇

队少年团团员、现已七八十岁的四

位代表林云、黄莘、张秀卿、林超仁

应邀出席了展览。展览吸引了众多

观众前往参观，炎炎夏日挡不住人

们的脚步。台湾义勇队这支几乎被

人遗忘的台胞抗日队伍，从“历史

深处”走来，他们的形象和事迹逐

渐明晰起来。海内外数十家媒体纷

纷报道，取得了极为轰动的社会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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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30 年，历史见证了中华民族这一变革新图强的伟大时期──
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到家庭联产承包，从沿海经济特区兴起到西部大开发战

略，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确立到政治体制的大胆探索，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

新，从百废待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华大地春

潮叠涌，激荡着春的动律。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

件下的伟大觉醒，孕育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中华民族在复兴的征途

上，正以百倍的信心，昂首迈向“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锦绣前程。
●70 年前，抗日烽火燃遍中国大地。在祖国的东南沿海、崛起了一支由生

活在福建的台胞为主力建制的台湾义勇队，他们以“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为宗

旨，转战闽、浙、皖等省开展抗日活动，为全民族抗战的最后胜利和宝岛台湾回

归祖国作出了突出贡献。《抗日爱国的台湾义勇队》从历史的深处走来，为我们

揭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共赴国难的悲壮情怀。台湾义勇队不仅是台胞参加

祖国抗日的代表，更是台胞拥护支持祖国的象征。
●近些年，随着对档案文化研究的深入，档案在文化记忆、个人记忆、社会

记忆重构和恢复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不可回避的是，尽管维护公民的文化权利

是保存完整、真实的社会记忆的前提，而当民众与社会记忆相逢之时，民众记

忆往往归于沉默，成为失语者，集权精英记忆则成为信史、正传。《维系档案

“魂”———社会记忆·文化权利》一文，在阐述只有典范历史和边缘历史的合鸣,
才能唤起完备的社会记忆，才是真实历史观点的同时，提出社会记忆理论是对

档案文化内涵、外延进一步丰富的学术见解。
●厚植“真实的学问与训练”是胡适先生的学术主张。编辑本期文章，有感

于其中完整系统的学术训练和学养积累。《对称性视域中的数字化档案与青年

信息资源》、《对档案负价值的探讨》、《文书定义论略》，研究定位与思考能力都

体现着专业娴熟的匠心。
●“述而不作”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自孔子始。至今，仍被奉为我国档案文

献编纂的经典原则。经典是思想的高峰，不仅在诞生之初即融入了思者的精

血，在后世的求索中更融合了追随者的生命。《论档案文献编纂的“述”与
“作”》，将“述”与“作”的关系置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背景下分析，以求昌明旧

学，融会新知，促进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
●中国古代公文制式繁缛，虽然历代制诰重臣、名家都有佳篇垂世，但就

公文文风的“华实之争”历朝皆尽有表现。相对于文风之争的激烈，关于公文表

述雅俗的论辩就较为平和。公文作为统治阶级的治国重器，其雅其俗，政治话

语权都归统治阶级拥有，从此侧面亦可一窥专制集权下统治阶级在向上与向

下管理模式间寻求平衡的矛盾。
●2008──多难之年，但毕竟我们已携手走过；展望 2009，祝

新老读者、作者，家兴、业兴，也共同祈愿：国运昌隆，生民安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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