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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递速

一段尘封的携手
——《台湾先锋》杂志中的两岸革命者收复台湾的努力

陈忠纯

2019 年底，笔者在台北“中研院”
人文社会科学联合图书馆所典藏的“戴国
辉文库”中，发现了寻觅已久的《台湾先
锋》原刊，里面刊载了其时两岸革命者关
于台湾革命的认知与主张，借此了解了该
刊背后一段被尘封的往事。

20 世纪 20 年代后半叶，部分台湾左
翼青年在孙中山和国民革命的激励下，来
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并于 1926 年 12 月
成立“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该会的主
旨为“将希望寄托于支那民族革命的发
展，以打倒台湾的日本帝国主义，完成民
族革命为目标”，希图与祖国一道，追求
中华民族的独立，并解放台湾。他们认
为，祖国的革命取得成功是台湾革命成功
的前提，两岸民族运动应该互相帮助互相
推动，被称为“台湾光复派”。为了进一
步吸纳力量，该会又于次年3月筹划组建

“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台湾先锋》 即
为青年团的机关报。该刊创刊于1927年4
月，自诩“台湾唯一革命的机关刊物，是
台湾人唯一的生命”。不过，从作者的构
成看，虽以台湾籍的革命者为主，如林文
腾、张月澄、张深切等 （台湾籍作者主要
署笔名），但还有不少大陆人士及一名韩
国人士，其中包括了戴季陶、方鼎英、安
体诚、李励庄、施存统等早期国民党左派
人士或中共早期活动家。从内容上看，该
刊致力于推动台湾革命运动，特别强调两
岸革命运动间的密切关系，且被以往所忽
视的是，大陆人士的主张居主导地位。但
由于之后革命形势的演变，当事者或因为
受到迫害，或政治立场转变，甚少提及这
段历程。今天，重新回看这段历史，会发
现早在国民革命时期，来自两岸的革命者
就已经一道确定了台湾革命在祖国革命中
的特殊地位。

两岸革命者在辛亥革命后的再度合
流，要追溯 1919 年大陆与台湾留日学生
在东京联合成立的“声援会”。该组织虽
然未及推行计划的活动便告解散，但台湾
学生林呈禄、蔡培火等人后来成为台湾民
族运动的骨干。不久，蔡惠如等部分新民
会员便转到上海等地，一面联络在大陆的
台湾学生，一面与中国国民党取得联系。

台湾学生在国内众多的政治势力中，
选择中国国民党作为主要合作对象，是因
为后者吸收了“民族自决”主张，并提倡
反帝反殖民的“民族主义”。在20世纪20
年代，受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尤其俄国十
月革命和列宁、威尔逊“民族自决权”思
想的影响，国人开始重新理解反帝反殖民
问题。孙中山即敏锐地吸收“民族自决”
论，调整“民族主义”主张，认为：“俄
国的主张和威尔逊的主张是不约而同的，
都是主张世界上的弱小民族都能够自决，
都能够自由。俄国这种主义传出以后，世
界上各弱小民族都很赞成，……世界人类
便生出一个大希望。”改造后的“民族主
义”已经超越了狭隘的“排满”意识，上
升为彻底摆脱外来压迫，与世界范围内的
弱小民族一道打倒帝国主义殖民掠夺，实

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而大陆与台湾更应
联合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质
言之，“民族自决”论启发了国人反帝反
殖民的思想，使他们认识到日本殖民台湾
是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收回台湾则是中
国人实现“民族自决”的合理要求。这
样，大陆革命者有了与台湾同胞合作进行
反帝斗争的理论依据和自觉，有力地促成
了两岸民族主义者的合流。如著名台籍革
命者李友邦十分崇尚孙中山的民族主义，
将之作为珍贵的“精神食粮”。当时，包
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大陆报纸时常刊文揭露
日本对台湾的残酷殖民统治以及介绍台湾
民众的民族运动，基调则以支持台湾革命
运动、呼吁两岸合作抗日为主。

“国民革命”时期，广州因其浓厚的
革命氛围吸引了来自台湾的革命者，逐渐
成为台湾革命青年的活动中心之一。广东
革命军政府为鼓励台湾同胞“多多地来到
祖国”，参加国民革命，提供了一些便利
的条件，“特别收容，不取学费，还可供
给你们的食费与用度”，使之“养成健全
而革命化的青年”。随着国民革命逐渐进
入高潮，两岸革命知识分子不再仅仅要求
祖国关心台湾同胞的命运，而且提出将两
岸革命运动结合起来的新主张。关于这种
新认知，最具代表性的著述之一，就是

《台湾先锋》。
《台湾先锋》首先转载了戴季陶为该

会所作的演讲稿 《孙中山与台湾》，为
该刊的立论定了基调。戴文的核心是阐

释孙中山关于台湾问题的主张：“总理对我
说：‘我们对日本问题，最少限度的主张，
有三个：一，要日本废除与中国所缔结的一
切不平等条约；二，要从台湾与高丽两民
族，在最少限度使能自治的实现；三，要日
本对俄国不可反对俄国政治的政策，并不可
阻止俄国与台湾和高丽接洽，这就是我们要
主张最少限度的事项。’”其中最重要一
点，是“要日本废除与中国所缔结的一切不
平等条约”。他认为，台湾民众所争取的

“台湾议会”，不过是“一时的策略”而已，
最终的目的当是彻底打倒“帝国主义”。而
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应该联合所有的“弱小
民族”，将“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一并打
倒。足见，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
约，收复台湾，是孙中山、戴季陶对解决台
湾问题的基本思路。其他作者由此进一步申
说：“我们要主张马上取消中日一切不平等
条约！尤其是废除 《马关条约》，促成‘收
回台湾’的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时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
期，联俄联共是国民党的决策。故戴季陶也将
联俄，以俄为师的思想投射到了解决台湾的问
题上。弱小民族的解放既离不开苏联的支持，
自然就“不可阻止”俄国与台湾的接触。

戴季陶对台湾抱持着的深厚民族情感。
他着重论述了台湾革命的性质及与大陆革命
的关系，提出台湾革命与全世界的民族运动
联结的落脚点，实在于与中国革命的结合。
戴氏开头便强调：“台湾民族是我们中国的
民族，台湾领土就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日本

用强权的武力把我们的土地夺去，把我们的
台湾同胞做奴隶；这就是悲痛的感情。”他
不仅反复提及两岸革命者应该联合起来，还
认为孙中山所希望的完全独立的中国，本身
包含了台湾的内容，即已将台湾革命纳入中
国革命的进程之中，且只有台湾革命完成，
中国才能取得完全独立。

其他文章则围绕戴季陶的演讲词作了进
一步的阐说。他们认为过去台湾革命运动失
败的原因，是没有掌握“正确的革命理论及
组织的行动”。现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及
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的指引下，革命者知道
应该联合起来。该刊呼吁全面地动员台湾各
类民众群体，实现“台湾革命化”，“接受现
代潮流中列宁主义和孙文主义之指导”，“成
立有组织有方法有恒性的革命先锋”，并投
身祖国的“国民革命”运动。

在该刊作者们眼中，台湾与祖国大陆本
就是一体的，无论既往的革命传统，还是当
下的革命斗争，两岸都分不开。他们回顾了
台湾同胞自明郑以来的革命历程，说明“台
湾的民族革命运动是中华民族的最光辉灿烂
的革命运动！”台湾革命者仍然也属于“中
华民族 （义） 勇军”。

该刊作者还指出，大陆应主动援助台湾
革命，这不仅因为台湾同胞曾帮助过大陆的
辛亥革命，我们应该“投桃报李”，还因为

“何况台湾，原是中国的一部，台湾人民，
就是我们的同胞”，更因为国民党的革命纲
领有此责任，“因为台湾同胞得不到解放，
中国国民革命算不得成功。”且只有台湾独
立才能实现中国完全独立：“我们援助台湾
的独立，即可以完成中国完全的独立罢。”

总之，大革命时期的两岸革命者受“民
族自决”论的启发，把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
治的民族革命纳入祖国的革命事业中，视之
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提出支持台湾独立并
回归祖国的革命路线。大陆人士之前寄希望
于有朝一日国家复兴了，能收回台湾；而此
时则进一步意识到了，收回台湾对于国家复
兴有着特殊的意义。据张深切回忆，《台湾
先锋》反映两岸革命者关于台湾革命的基本
观点，影响甚大。

两岸革命者已经在探索合作抗日并收复
台湾的具体办法。但遗憾的是，这一段合作
的历程却因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实行“清
党”，“国民革命”失败而不了了之。不过，
两岸同胞的合作并未就此停顿。无论共产党
或者国民党，均未放弃联合反帝的民族解放
路线。中共部分继承了这一思想，指导台共
成立。国民党也未完全放弃“反帝”使命，
继续关注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台湾革命
形势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国人已经认识
到，台湾的解放是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完全独
立的必然要求。全面抗战爆发后，“民族自
决”理论成为大陆援助台湾革命、联合两岸
同胞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重要思想基础。
1940 年，李友邦组建台胞抗日队伍台湾义
勇队时，还复刊 《台湾先锋》，以纪念和继
承大革命的遗志，“使我们生 《台湾先锋》
与祖国革命有共同命运之感”。

（作者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

“和剧中男主角沛民的人生轨迹相似，我
的父亲也是在那个年代从大陆前往台湾。每逢
中秋、端午等中华传统佳节，祖籍安徽合肥的
父亲都会在家中的小院子里烧些纸钱，老泪纵
横地仰望天空，喃喃地说，要带孩子们‘回
家’。小的时候我并不理解父亲的这一举动，
但长大后我慢慢理解，那是父亲始终放不下的
心结。所以今年年初，我就立下一个心愿，如
果这部剧今年还能在大陆演，即便演出一场，
我也一定要来，我要和所有演职人员一起讲好
这个两岸团圆的故事。”11月11日，两岸原
创话剧《漂洋过海来看你》在上海歌剧院上
演。剧目出品制作人、台湾知名表演艺术家沈
欣华在演出开场前分享了如上心绪。

沈欣华介绍，此轮演出因受两岸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影响，演员全部由大陆演员担纲。沈
欣华提前一个月便启程来到上海，按照防疫规
定完成集中隔离后，出现在排练和演出现场。

《漂洋过海来看你》2018年在上海人民大
舞台首演，此轮是在大陆各地巡演数十场后，
再度回到沪城舞台。剧目讲述了一个温情而感
伤的爱情故事：1947年夏天，大陆青年沛民
在家乡的大槐树下与恋人宋英分别，并许下一
年后用大红花轿迎娶她的诺言。此后沛民被迫
去了台湾，两人再见已是40年之后。上一代
未能兑现的爱情，成就了后辈的两岸姻缘。

“这部舞台剧可以说是两岸文化交流的‘结
晶’，剧组中的多位主创和演员，都来自台湾。”
该剧编剧、导演李宗熹也来自台湾，是大陆台商
二代。1949年，李宗熹的奶奶从上海到了台
湾。1987年，两岸恢复正常交流往来。彼时上小
学三年级的李宗熹清晰地记得，一天放学后，父
亲拿着一封信对奶奶说：妈，上海来信了！奶奶
一时怔住，流着泪喃喃道：“念，赶快念！”

李宗熹回忆，后来家里持续收到上海来的
信，都是奶奶的姐姐写来的。1989年，李宗

熹的父亲陪着奶奶回到了上海。“父亲说，姐
妹俩见面的那一幕，让他一生难忘。”同年，
李宗熹的父亲也来到上海，成为第一批来到大
陆发展的台商。在大陆完成戏文专业的学习，
李宗熹一直有一个心愿，想创作一部讲述两岸
恢复正常交流30余年间两边家庭的情感故事。

出品一部反映两岸民心相通、渴望尽早团
圆题材的舞台剧，也是沈欣华的一个心愿。沈
欣华最初曾因主演台湾电视连续剧《昨夜星
辰》，在20世纪 80年代末被大陆观众知晓。
2018年因为一次文化交流活动，她与上海晶英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艺术总监陈英武相识，两人
一拍即合，决定联袂担任制作人，出品一部反
映绵延两岸两代人爱恨别离的家庭故事舞台剧。

“父亲离世时，两岸尚未开放探亲，在台
湾有很多老人带着不能魂归故土的遗憾离世，
我创作这台舞台剧，也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
带父母‘回家’，帮他们实现未了的心愿。”沈
欣华说，她当下的最大的心愿是，待疫情稳定
后，让《漂洋过海来看你》在台湾剧院里上
演，“希望将这样的两岸血脉情讲述给台湾年
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两岸本是一家人，两岸同
胞终会走到一起。”

盼过春夏终相逢
两岸原创话剧《漂洋过海来看你》上海站落幕

本报记者 修菁

“我曾经多次到山西交流与旅行，切身感受到山西纯朴
的美、进步的美、历史的美、文化的美。这次展览汇聚了山
西各地的非遗精华，台湾观众可以沉浸在山西文化的浓郁香
气之中，就像品尝醇厚的山西老陈醋一样。”11月 8日，

“守望精神家园——第七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暨美丽
中华行活动在台湾高雄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开幕。回忆起山西
行留给自己的美好印记，台湾中华翰维文化推广协会会长陈
春霖向台湾观众做了如上分享。

本次活动由中华文化联谊会、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与台湾人间文教基金会、中华翰维文化
推广协会共同主办。

中华文化联谊会、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会长张旭在视
频致辞中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无法动摇我们继续深化两岸交
流合作的坚定信念，两岸同胞要继续手牵手、心连心，和衷
共济、团结向前，共同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深
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文化台湾基金会荣誉董事长洪孟启、中华两岸旅行协会
理事长许晋睿、高雄市山西同乡会理事长林寿山等台湾各界
人士出席开幕式。洪孟启在致辞中高度评价此次活动带来的
精彩内容，期待两岸交流合作进一步深化。

据了解，本次展览活动由中央文史馆研究馆员、非遗保
护专家田青担任总策划，以三晋文化为主线，通过“实物+
图片+视频”相结合的方式，集中呈现山西传统手工技艺、
传统美术、传统戏曲、山西曲艺等10个类别的非遗项目传
承保护成果，其中长子响铜乐器、孝义木偶、剔犀等项目在
台湾难得一见。主办方还推出体验工作坊，结合两岸专家教
学与交流，让台湾同胞亲自动手感受山西非遗文化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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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新国） 2021年河北文化宝岛
行暨第三届冀台太极文化交流会于11月10日在邯郸
市永年区启幕，冀台两地30余家武术社团，300余
名太极名家和太极拳爱好者参加活动。两岸观众约
100万人次在线观看实况直播。

本届活动由河北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和台
湾中华全球洪门联盟共同主办。受疫情影响，活动采
取云端线上交流方式，分别在河北邯郸永年区和台湾
高雄市设立两个网络交流会场。活动共设太极演武
会、云端话太极、“脸书”推太极和在台设立杨氏太极
文化推广交流总会四个板块。冀台两地太极拳习练者
分别进行精彩表演，永年区太极名家讲解太极由来和
习练要领，台湾太极大师分享了太极文化交流体会。

河北省台办主任魏四海表示，任何困难都阻挡不
了两岸交流的脚步，两岸交流走深走实，两岸同胞走
亲走近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太极同仁，
以太极文化天人合一，融合相生的理念，登高望远，
顺势而为，当好中华文化的坚守者，当好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的推动者。

2021河北文化宝岛行
暨第三届冀台太极文化交流会启幕

本报讯 （记者 范文杰） 11月 2日，由海峡两
岸旅游交流协会 （以下简称“海旅会”） 主办的
2021“美丽中华·黄河之旅”推广活动成功举办。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该活动创新使用

“线上”模式共谋两岸文化和旅游领域交流合作新
篇章。

该活动主要针对台湾市场的旅游推广，在北京、
宁夏、河南、山东、四川、上海、安徽、台北、高雄
设置9个会场，通过线上互动向台湾旅游业界、高校
代表和媒体介绍旅游品牌资源、新线路、优惠政策、
景区恢复情况和安全防疫措施。

在“黄河之旅”推介中，宁夏、河南、山东文旅
部门分别介绍了当地特色文旅资源，多角度展现了各
自的形象与魅力。视频连线展示内容丰富、形式活
泼，生动多元地呈现了黄河流域古老与现代交相辉映
的风采。

作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和全
国全域旅游示范（省）区创建单位，本次线上推广，
宁夏以地方特色美食为切入点，通过旅游美食线、自
然风光线、人文历史线相互交织的推荐手法，向台湾
同胞介绍了宁夏塞上雄奇与江南秀色有机融合的独特
风光和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碰撞交融的历史文化，让
台湾同胞更好地感受了宁夏之奇、宁夏之美。

2021“美丽中华·黄河之旅”
推广活动成功举办

本报讯（记者 照宁） 11月7日，2021年海峡
两岸江夏文化论坛在厦门举办。60多位两岸黄氏宗
亲欢聚江夏堂，共同研讨传承江夏黄氏忠孝文化。

活动当天，厦门市思明区个体私营商会台商分会
会长黄启璋，专程带儿子一同参加论坛。“我儿子先
到福州读福建医科大学，去年在厦门很幸运地考上医
生执照，他就是典型的大陆对台优惠政策的受益
者。”黄启璋表示，不敢说他给祖先争光多少，主要
是想让孩子发扬传承黄氏忠孝家风家训。

“天下黄姓出江夏，万派朝宗江夏黄。黄姓历史
悠久，厦门江夏也是黄姓的一个重要发祥地。”厦门市
江夏文化研究会会长黄伟煌说，“江夏黄”作为一个姓
氏代名词，成为海峡两岸黄姓华人共同的历史记忆和
文化符号，“研究传承江夏黄氏忠孝文化，是传承中华
民族的优良传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对于
推进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据台湾黄氏宗亲总会理事长黄清山介绍，黄姓是
台湾第三大姓氏，两岸黄姓族人有着不可分割的亲情联
系，开展黄氏宗亲交流活动对于促进两岸文化交流有着
正面积极意义。“宗亲文化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情感
相通的纽带。希望借此论坛活动，发挥民间组织在两岸
交往中的作用，加强两岸民众的文化认同。”他说。

据悉，本论坛由厦门市江夏文化研究会与台湾黄
氏宗亲总会、金门县宗族文化研究协会共同倡办，每
年举行一次活动，首届论坛于2019年9月在厦门江
夏堂举办，迄今已成功举办三届。

海峡两岸江夏文化论坛在厦门举办

11月13日，海峡两岸青年时尚创意节暨首届长
江杯金裳奖总决赛及颁奖典礼在武汉和台北同步进
行。经过武汉、台北两地专业评委评比，最终评出金
裳奖、银裳奖、铜裳奖、优秀新裳奖等4个奖项12
件作品并现场颁奖。由台湾亚洲大学两位学生递交的
参赛作品《格式化》最终胜出，获得金裳奖。

据悉，本届大赛吸引了台湾地区17组参赛队伍参
加，分别来自台湾亚洲大学、辅仁大学等13所台湾高
校。获奖学生除了获得奖金的奖励外，还有机会成为
武汉服装产业特约设计师，武汉红T时尚创意街区余
中华形象推广发展协会现场签署合作协议，将为他们
提供免费办公空间用于开创服装设计工作室，并为他
们提供免费来汉进行服装产业考察、学术交流等机会。

颁奖典礼上，武汉台资企业协会会长萧永瑞在武
汉会场连线表示，希望通过继续举办这类有特色、有
内涵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搭建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就
业的交流桥梁和纽带，促进汉台时尚创意产业交流合
作，凝聚两岸青年携手创新、共同打拼的共同力量。

“武汉有市场、有空间，台湾优秀设计师前来发
展大有可为。”对于参赛的台湾学生作品，武汉专业
评审、独立服装设计师胡社光认为参赛的台湾学生创
新强、点子新，在运用新材料、废旧物品、台湾风俗
元素等方面较为成功，其中不少作品非常成熟，可直
接在汉完成产品转化、走向市场。

本次比赛由武汉台资企业协会主办，武汉市台湾
青年创业就业服务中心、台湾时际创意传媒、红T时
尚创意街区共同承办。

（刘红星）

云端连线发掘台湾设计新秀
首届长江杯金裳奖落幕

《台湾先锋》 创
刊于1927年4月，自
诩“台湾唯一革命的
机关刊物，是台湾人
唯一的生命”。该刊
致力于推动台湾革命
运动，特别强调两岸
革命运动间的密切关
系。今天重新回看这
段历史，会发现早在
国民革命时期，来自
两岸的革命者就已经
一道确定了台湾革命
在祖国革命中的特殊
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