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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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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收复台湾”的主张，它是随着抗战形势的发

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步推进，中共调整抗日方针政策及对台湾问题认识深化的结果。这一

时期的革命圣地延安，聚集了一批台湾革命者，成立了若干包括台湾团体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组织，出版了台湾问题小册子。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亦积极报道台湾现状，宣扬台湾革

命。两岸同胞于此联手共同抗日，延安大地留下了台湾的印记，延安舆论场传播着台湾的声音，为

中共与台湾的早期联系历史写下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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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延安作为中国革命圣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红

色中心，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源地。和中央苏区时期与台湾间一衣带水不同，地处西北的延

安与东南海上的台湾远隔万水千山，历史上二者之间未曾有过密切的关系。那么随着中共中央的

到来，延安是否发生过与台湾相关的活动? 曾经与台湾有过数度密切接触的中国共产党，在远征大

西北后制定过怎样的涉台政策? 换句话说，延安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台

湾在其中究竟曾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 这是我们在继中央苏区时期党的涉台问题研究之后迎来的

又一焦点课题。本文即拟围绕上述问题展开探索，以进一步揭示中国共产党与台湾的早期历史

联系。

一、“收复台湾”的提出

1935 年 10 月 19 日，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抵达陕北

吴起镇，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延安时期的开端。我们曾经指出，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

党是十分关注台湾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警惕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台湾从中国南部的福建对

中央苏区发动进攻，破坏中国革命。［1］那么，离开了与台湾一水之隔的福建，在千里之外的大西北

内陆地区逐步立足的中国共产党人，其与台湾的关系又会呈现出怎样的一种状态呢? 与人们一般

的印象不同，中国共产党与台湾之间非但没有隔绝，反而发展出了鲜明的台湾问题主张，那就是

“收复台湾”口号的提出。
1936 年 7 月毛泽东同志在陕北保安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长谈时，直接触及了台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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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中国的迫切任务是收复所有失地，而不仅仅是保卫我们在长城以内的主权。这就是说，

东北必须收复。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2］1937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

的谈话中再次重申了收复台湾的主张: “中国的抗战是要求得最后的胜利，这个胜利的范围，不限

于山海关，不限于东北，还要包括台湾的解放。这是我们对准备抗战的意见。”［3］这是中国共产党

的主要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收复台湾”的政策主张，它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
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收复台湾”论，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奇思妙想，而是中共对台湾问题认

识的深化和延续，是“九一八事变”以来全国人民抗日斗争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共领导抗日反帝

运动向前推进的必然结果。台湾问题与反帝斗争密切关联。如所周知，反对帝国主义、视帝国主义

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后台而必须予以彻底摧毁，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贯方针。
早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共便极端重视将土地革命与反帝斗争相结合，“中国革命目前阶段的特点，

是在两个伟大的革命潮流的汇合，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土地

革命。因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主要内容。这一个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

命正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开展着。”［4］“要使群众中每一个人都了解目前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东

三省和屠杀中国民众的祸害，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大战的危机紧迫，以及进攻苏联压迫中国革命的

危险，而鼓动起他们反日反帝的热情，并使他们了解土地革命与反帝运动是不能分离的，反对帝国

主义瓜分中国压迫中国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仍是目前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5］面对凶残的

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将中国殖民地化的威胁，日本殖民地下的台湾被作为殖民地化后人民悲惨

命运的参照物而被树立在人民面前。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策划了苏区反帝大同盟的设立，特别安

排台湾同志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由他们现身说法揭露殖民统治下日寇的残暴和民众的悲惨命运，号

召支持台湾人民的反日斗争。毛泽东、博古在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也着重介绍了

来自台湾的革命者。毛泽东指出:“高丽、台湾、安南的代表”的参与表明“共同的革命利益，使中国

劳动民众与一切少数民族的劳动民众真诚地结合起来了”。［6］博古在同一场合也说: 台湾代表的出

现，“证明了苏维埃运动不仅是中国的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的唯一的解放的道路，而且同样的还是

东方殖民地的一切被压迫民族解放的道路”。［7］

与此同时，在苏区的台湾革命者深信台湾作为“在日本压迫下的少数民族”，他们的命运与中

国革命息息相关。1932 年 6 月 23 日，《红色中华》刊登了一篇台湾来信，信中指出“中国革命和台

湾革命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并且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以及一切殖民地民族革命都有绝

大的关系的。中国革命的进展，就是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也是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国内及在

殖民地的统治力量( 政治的及军事) ，同时某国殖民地革命的进展，也就是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

的统治力量。”［8］在台湾革命者看来，抗日战争的爆发既是危险也是机遇，因为祖国抗战的胜利才

是台湾摆脱日本殖民地地位的唯一机会。1934 年，在中央苏区的台湾同志联合朝鲜、越南同志接

连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苏区韩国、台湾、安南民族代表拥护反日

五大纲领通电》呼吁:“最近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了反日五大纲领，号召一切不愿做帝国主义奴隶

的中国人一致起来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我们认为这一反日纲领是目前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

主义侵略的唯一的正确的主张，是挽救目前中国危亡的最具体的步骤和方法，我们表示完全的拥

护，我们号召在中国苏区白区的韩国、台湾、安南人立即与中国民众一样的武装起来，站在民族革命

战争的最前线去，夺取国民党一切武装，武装民众自己，参加一切革命斗争，推翻国民党统治，为独

立、自由、与完整的苏维埃中国而斗争到最后一滴血! 东方被压迫民众团结起来! 武装保卫中国革

命!”［9］而《在苏区韩国、台湾民族代表为拥护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台湾及韩国等同志表达了拥

护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期盼坚持抗日、并肩战斗的决心: “全中国全苏区民众们! 我们曾做

过日本帝国主义宰割下的奴隶，我们是亡国奴，我们被日本帝国主义剥得干干净净，我们在白区还

要受国民党法西斯蒂的摧残与压迫，我们忍不住这种痛苦，坚决到苏区来了，我们在苏维埃政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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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劳苦群众一样的享受一切的自由与权力，我们相信: 苏维埃和红军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及一切

帝国主义，能够解放全中国劳苦民众，并且能帮助我们韩台民族去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我

们韩国台湾民族将用民众的武装暴动来响应你们的神圣的抗日战争!”［10］最后，从他们发布的口号

“苏维埃中国万岁! 韩国、安南、台湾独立解放万岁!”“中、韩、台抗日民族联合战线万岁!”［11］来

看，显然，作为殖民地下的东方弱小民族，只有结成抗日民族统一阵线，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

维埃革命力量，才能最终达成从日本帝国主义下“独立解放”的目标。
随着中国东北沦陷和中国抗日战争的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依从着全国人民的意

志而进一步发展变化。早期中共的斗争着眼点在于揭露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的图谋，号召反对

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同时开展反帝斗争，“革命与苏区的发展，尤其是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以

及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大战将要爆发，更使革命战争的对象，不仅与国民党军阀作战，且要与帝国

主义直接作战，这就使战争的性质要开展到反帝国主义，同时也反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战争。”［12］到

了长征及延安时期，面对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矛盾的急剧尖锐化，响应共产国际建立国际反法

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也顺应着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做出了调整，主张为

了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必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1935 年 8 月 1 日中共

中央发布《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八一宣言) ，呼吁“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

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实施抗日救国十大政策。这份宣言也提

到了台湾，即“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 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 作友军”，共同

抗击日本帝国主义。［13］12 月 25 日党的瓦窑堡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

议》，强调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抗日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

反日同盟者。”“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加入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

战线策略的总路线。”［14］1936 年 2 月发布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召集抗日救国

代表大会通电》，则更号召“立刻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讨论并决定下列紧急问题”:

一、对日绝交宣战，讨伐“满洲国”，收复失地。
二、公开宣布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与卖国借款的完全无效。
三、惩办丧权失地卖国殃民的最高当局。
四、立刻颁布对日作战的最高动员令，动员全中国的海陆空军对日作战。
五、号召与帮助全中国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参加对日作战，拿所有兵工厂军械库的武

器来武装抗日反卖国贼的人民。
六、正式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并实现苏维埃中央政府提出的十大纲领。［15］

这一历史性文献的意义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在国内率先提出了对日宣

战并废除中日间不平等条约，收复失地的政策宣示。［16］如所周知，台湾正是腐败的清政府因甲午战

争失败被迫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而割让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既然废除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

《马关条约》势必包含在内，宣战、废约、复土———通电喻示着台湾的收复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

长远目标之一。因此，紧接着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的时候，先后两次提出了“收复台湾”的

主张，实乃顺理成章，因为它正是中国共产党涉台政策发展及抗日方针政策调整的逻辑结果。

二、延安的台湾印记

抗战时期的延安，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与台湾的关

系相较于中央苏区时期既有承继也有发展。承继的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殖民地弱小民族的理论，发

展的是新时空环境下的台湾问题新策略。相关的主要台籍活跃分子，既是中央苏区时期的延续，更

多的则是延安时期的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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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指出，中央苏区时期已有不少的台湾革命者参与其中，［17］但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的失败，红军长征之后最终抵达延安的仅有蔡前( 即蔡孝乾) 一人。［18］延安时期蔡氏曾先后出任苏

维埃内务部长、白区工作委员会委员，短暂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长等要职。随着抗日敌后战

场的开辟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展现的坚定意志，加上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的

不抵抗政策与正面战场的困境，使得延安从僻处一隅跃而成为全国抗日青年心目中的革命圣地，大

批进步民众和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其中就有不少台湾人。同时，原在各地的台湾籍共

产党人也来到延安，较著名的如张志忠，后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即“抗大”学习。［19］同在

抗大的台湾人还有冯志坚、丘刚明等。此外，投身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台湾人有沈扶、李焕之，乃

至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也有台湾人的存在。［20］据日本外务省情报部 1938 年搜集的情报资料显示:

“从中国各地及朝鲜、台湾、菲律宾、黑龙江、西藏、江南、上海、厦门等各处汇聚的青年已达四千人

以上。其中百分之十为中国共产党员，此外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有一千五百人。现正在此地以

林彪为校长、罗孺( 瑞) 青为教务长的抗日大学中学习。其半数为第八路军的下级军官，其余为一

般青年学生。”所学除了军事课外，“政治训练课程包括: 列宁主义、中国现代史、宣传原理、群众组

织、大众歌咏等。”［21］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机密情报则称:“对工人农民的煽动演说也是他

们的实践课目之一。”［22］

在延安的台湾同志积极参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运动。在台湾历史上，1895 年 6 月 17
日是日本首任殖民总督桦山资纪在台北宣布开始实施统治的日子，之后殖民当局将每年的这一天

设置为所谓的“始政纪念日”，大肆庆祝。而对于台湾民众来说，这是一个屈辱时代的开端，是“台

耻日”。1941 年的这一天，在延安的台湾同志响应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组织了“台湾独

立先锋社”，成员达 20 余人，负责人为蔡前。对此《解放日报》予以了热情的报道: “为了建立台湾

人民解放斗争的报导机关，促进和加强台湾反日统一战线，在延安台湾人士已于本月十七日———台

湾人民反日斗争纪念日成立‘台湾独立先锋社’。是日，除台湾同人撰稿纪念外，并发表宣言。”［23］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所谓“台湾独立”，是要将台湾从日本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是殖民地人

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正义事业。［24］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进攻苏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恶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威胁。
中共中央迅即发出了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号召，“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

反对国际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民主而斗争。”［25］9 月 22
日，在中共中央的直接指导下，朱德同志召集在延安各东方民族代表( 包括日本、朝鲜、台湾、越南

等等) ，决议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紧接着会议发表公告指出: 日本帝国主义继奴役台湾

等殖民地民众后，又使得“东方各民族十万万的人民正处在严重的生死关头”，要求“我陕甘宁边区

及各抗日根据地内东方各民族的一切团体、组织，立即选派代表，准备提案，赶赴延安。”［26］大会筹

备组和代表大会均有来自台湾的代表，他们并在大会发表专门讲话。10 月 31 日，东方各民族反法

西斯大同盟宣告成立，朱德、林伯渠及“台湾同志”蔡前等 37 人等组成了同盟执行委员会。中共中

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刊登社论《东方各民族团结起来》，指出“数十年来在日寇铁蹄下辗转呻吟的

高丽、台湾人民，今年来惨遭日寇屠杀奴役的中国沦陷区人民，和最近被日寇蹂躏宰割的越南人

民———他们所遭遇的非人生活正是东方一切民族的‘前车之鉴’。”［27］

1942 年 1 月 5 日，世界青年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开幕，台湾代表位列其中，《解放日报》发表

《中国青年反法西斯大会的收获》一文为之鼓与呼:“此次大会，出席代表二百二十八人，其中有来

自大后方各省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华中各地区、上海、香港及沦陷已经十年的东北哈尔滨等各种

不同地区的青年，有汉、蒙、回、藏等各种不同民族的青年，有侨居海外的华侨青年，有日本、朝鲜、台
湾等其他东方民族的青年，有学生、军人、艺术工作者、工人、农民等各种不同职业的青年，济济一

堂，充分表现出中国青年的团结精神。”［28］会议发表《致日本殖民地青年电》称: “朝鲜、台湾、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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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青年，你们生活在日寇奴役下面，已经数十年于兹，现在世界反日战线已广泛形成，这正是你

们奋起击碎日寇所加于你们头上的枷锁，恢复你们独立自由的最好良机，中国青年将是你们最忠实

最密切的战友。”［29］

从上述一系列活动可以看到，台湾这一字眼在此被反复提及。一方面台湾作为被殖民被奴役

的日寇铁蹄下悲惨命运的反面典型，发挥着深刻的警醒作用; 另方面台湾同志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

抗日活动又营造了东方各民族团结一致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热烈氛围，鼓舞了延安乃至各根据地

人民的抗日斗志。
在延安，我们还看到有关台湾问题的小册子出版。1941 年延安《解放》杂志第 126 期刊载一则

消息:《关于日本问题的一般知识的简易教程———〈日本便览〉出版了》。［30］《日本便览》由八路军总

政治部敌工部日本问题研究会编撰，大众日报社出版。其中下册第八章即为《日本帝国主义铁蹄

下的朝鲜和台湾》，以相当的篇幅介绍了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实况。相关内容有“台湾怎样变成

日本的殖民地”“台湾对于日寇的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怎样统治台湾”“台湾民众的反日斗争”
等。书中写道: 台湾作为日本的粮食来源地、商品倾销地、投资场所和军事重镇，有着十分重要的战

略意义。日本在台实施总督专制统治和民族同化政策，压迫剥削台湾人民，“然而台湾人民不是驯

顺的绵羊，他们有着反抗异族压迫的光荣传统，四十余年来，为了自己的生存和自由，台湾民众从未

停止他们对压迫者的反抗。”［31］“他们为争取民族的生存和民主自由所流的血写下了近代台湾史上

最光荣最灿烂的一页。”［32］“自七七事变发生，中国抗日战争开展以来，久受严重压制下的台湾民众

始有恢复斗争的机会和条件，和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一样，中国英勇的抗日战争

激动了台湾民众。”［33］书中最后指出:“日本国内人民及朝鲜台湾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的兴起，是

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条件。同时，鲜台人民的反日斗争，在中国抗日战争的配合之

下，一定能够获得胜利。”［34］对海峡两岸人民相互支援共同赢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充满信心，展

示台湾民众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爱国主义情怀。
1942 年 6 月，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了蔡前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台湾》一书，较为系统地论

述了台湾的历史文化和殖民地下台湾社会状况。全书共分七章，除第一、二章描述台湾的地理、人
口、物产和台湾早期历史外，其余各章均围绕着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对台湾的经济掠夺、台湾工

农之现状、台湾人民反抗斗争展开。对于撰写该书的宗旨，其序言中写道:“我们研究台湾，不只是

要了解台湾本身的情形，还要了解日寇一般的统治殖民地的方针和政策，同时还要学习台湾民众与

日寇斗争的经验与教训。”［35］蔡前将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 一、“武力统治”为

主时期( 1895—1918 年) ，这一时期里，“日本对台湾的政策是用武力的恐怖政策，镇压台湾人的反

抗”; 二、“同化主义”时期( 1919—1932 年) ，“所谓‘日本延长主义’者，即是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

文化上完全同化于日本”; 三、“战争与法西斯军部统治”时期( 1933—1942 年) ，加强军备，强迫训

练台湾青年，重现法西斯军人政治。日本殖民者将美丽富饶的台湾作为“日本原料及粮食的供给

地”“日本商品的贩卖市场”“日本金融资本家投资的市场”，以及“日本财阀、资本家对台湾产业的

独占和日本政府的专卖独占”。“总括起来说，作为殖民地台湾的经济，是完全隶属于日本政府及

其金融资本家的垄断和支配之下，而成为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最后作者在结论中强调:“目

前台湾革命的任务是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台湾的民族独

立运动已经成为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斗争的一支力量。台湾民众具备着斗争的优良传统，我们相

信，在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斗争中，台湾民众必将和过去一样现出其英勇的战斗姿态，并且获得最

后胜利。”
综上所述，从台湾人奔赴延安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洪流，到作为东方弱小民族一员与其他被压

迫民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配合中共中央抗日宣传，再到编写小册子研究台湾问题、宣扬台湾革命、
呼应祖国抗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台湾人的身影活跃在陕甘宁边区。“台湾”这两个字，在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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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圣地延安留下了自己的鲜明印记。

三、《解放日报》与台湾

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由《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而来，创刊于 1941 年 5 月 16
日，终于 1947 年 3 月 27 日，共计出刊 2，130 期，是延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播陕甘宁边区及各根

据地消息、团结教育民众、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励全民抗战的影响力最大的报刊。毛泽东在

发刊词中阐明了报纸的方针和任务:“本报之使命为何? 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中

国共产党的路线，也是本报的使命。”“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始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

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36］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包括国共合作下的

共同抗日，也包括对殖民地民众和东方弱小民族的团结抗日，日本殖民地下的台湾势必亦涵盖在

内。《解放日报》贯彻党的路线方针，积极宣传报道台湾，支持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在延安舆论场

上传播来自台湾的声音。
检索从 1941 年创刊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 1945 年间《解放日报》与台湾相关消息报道和评论，

举其要者，可大致列表如下:

表 1 《解放日报》台湾消息报道、评论统计表

序号 标 题 刊载时间

1 《纪念六一七———台湾人民反日斗争日》 1941 年 6 月 17 日

2 《日在台湾实行志愿兵制》 1941 年 6 月 22 日

3 《台湾独立先锋队在延成立》 1941 年 6 月 22 日

4 《朝鲜青年联合会支会昨日在延成立》 1941 年 7 月 9 日

5
《朱德司令召集在延东方民族代表座谈会 出席日印鲜台越泰蒙回藏
等代表 决筹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

1941 年 9 月 22 日

6 社论《东方各民族团结起来》 1941 年 9 月 30 日

7 《反法西斯阵线包围下的日本经济》 1941 年 10 月 9 日

8 《妇女团结到反法西斯战线上来》 1941 年 10 月 12 日

9 《台湾的今昔》 1941 年 10 月 23 日

10 《东方反法西斯代表大会 代表齐集明日开幕》 1941 年 10 月 26 日

11
《东方反法西斯大会第三日 日、鲜、荷印代表报告 吴玉章同志号召消
除民族偏见》

1941 年 10 月 29 日

12 《东方反法西斯大会胜利结束 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 1941 年 11 月 1 日

13 《建立东方各民族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1941 年 11 月 25 日

14 《台南出现英飞机》 1941 年 12 月 16 日

15 《台湾发生大地震 死伤数百余人》 1941 年 12 月 19 日

16 《中青反法西斯大会致各国青年文电》 1942 年 1 月 15 日

17 《台湾革命同盟筹开临代大会》 1942 年 3 月 5 日

18 《台湾志士复土运动》 1942 年 3 月 23 日

19 《台湾沦亡纪念日 在厦志士投弹袭敌》 1942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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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标 题 刊载时间

20 《帝国疾病蔓延 台湾人民惨被剥夺》 1943 年 7 月 22 日

21 《在日寇强迫动员下 台湾人民肉体支出的一斑》 1944 年 8 月 20 日

22 《美航舰飞机与在华空军 联合猛袭台湾》 1944 年 10 月 13 日

23 时评《美军袭台湾之役》 1944 年 10 月 21 日

24 《今日之台湾》 1944 年 10 月 21 日

25 《美机千架 猛炸台湾琉球》 1945 年 1 月 5 日

26 《美军攻势逼近敌国 台湾日督仓皇易人》 1945 年 1 月 9 日

27 《美机大举出袭台湾 毁敌酒精生产十分之九》 1945 年 7 月 4 日

28 《日寇长期剥削下 台湾人民穷困不堪》 1945 年 9 月 19 日

29 《台湾的土著民族 为雾社暴动 15 周年纪念而作》 1945 年 10 月 28 日

资料来源:《解放日报》各年选编。

纵观上表所引《解放日报》的涉台相关记录，可以将其划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首先是对延安涉

台活动的报道。这些活动是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开展起来的，并且得到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关怀，理所

当然获得了党报的特别关注。譬如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的成立，便是由朱德亲自主导，毛泽东

亦莅临大会致辞。因此，这类报道出现的次数和所占篇幅最多，相应的影响也最广。其次是对台湾

的介绍。中央苏区时期，由于闽西历史上就与台湾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少客家移民迁徙赴台，两岸

间交往不绝，因此苏区的民众原本对台湾就不陌生。而陕北与台湾远隔千山万水，广大根据地民众

对台湾基本上没什么了解，在这样的情形下，该报对台湾的介绍就更有价值。延安军民可由此及时

地获取台湾相关信息，形成一定程度的台湾问题意识，这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无疑有着积极

的意义。再次是宣传在大陆台湾志士的抗日活动。抗战爆发后，不甘为亡国奴的台湾同胞纷纷响

应祖国的号召，在前线和大后方成立了多个抗日团体，投身于抗战的洪流之中。该报对台湾义勇

队、台湾革命同盟会等台湾人抗日团体活动予以积极报道，并表达了对“台湾志士复土运动”的坚

定支持。最后是对盟军胜利消息的传达。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加强，越来

越多盟军对日作战的胜利消息随着该报的报道传播到了延安，其中有不少跟台湾战场有关。这些

无疑有助于鼓舞根据地军民的士气，提振在延安台湾革命者的抗战必胜信念。
我们还注意到，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与台湾相关文章有不少是由在延安的台湾人撰写的。

如创刊后不久便刊发的《纪念六一七———台湾人民反日斗争日》和对台湾较翔实的全面介绍文章

《台湾的今昔》，均由蔡前执笔。文章描述了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英勇抗争的事迹，指出: “在

日寇铁蹄下的台湾人民，虽然他们在孤岛上很难获得外援，但他们从未停止过对统治者的斗争。”
“虽然自九一八事变后，台湾各革命团体受到暴日的残酷镇压，大多数干部都被捕入狱，然而在极

端恐怖的环境下还坚持地下活动。七七事变后，在华的台湾志士组织了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国民

革命青年党等，并组织了台湾义勇队在抗日前线上服务着。”在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

必予台湾民族以莫大的兴奋和鼓励。这样伟大的力量，将推动台湾民族为推翻日本法西斯统治而

奋斗到底。”［37］同时，文中还表达了台湾民众对两岸携手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中国人民

的伟大抗日战争兴奋和鼓舞了台湾人民。”“台湾人民始终和伟大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为打倒共

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到底。”［38］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检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台湾相关的事件和活动时，可以发现尽

管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对日政策的调整，适时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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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复台湾”的政策主张，但党的各级组织在实际执行层面上仍与之有所脱节。延安的相关涉台活

动和宣示，依然沿袭着中央苏区时期的一贯做法: 即将台湾定位于东方弱小民族的一分子，与同处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归于一类，而不是将它单独分离出来处理。因此我们认为，在当时的中共议

事日程上，台湾问题虽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显然还没有被摆上突出的位置。换句话说，这一时

期延安尚未形成明确、系统的对台政策。
在台籍干部的培育上，也出现了较大的失误。蔡前( 蔡孝乾) ［39］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任弼时

同志策划下从漳州动员进入中央苏区参加中国革命和反帝斗争的“台湾同志”。任弼时本人曾经

亲自主导过台湾共产党的创立，对台湾同志有着较深厚的感情，对其寄托了颇大的期待。从中央苏

区到延安，蔡氏先后担任苏区反帝大同盟负责人、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东方各

民族反日大同盟执行委员、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 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 等重要职务，是光

复前最受倚重的台籍干部。不可否认他曾为台湾革命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

献，但整体看来，蔡前在工作上似乎并未取得突出的成绩。或许正因为如此，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作为唯一参加过长征的台籍干部，蔡孝乾并未获得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的资格。而

抗战胜利后将他派往台湾主持地下工作，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不能不说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蔡孝乾的被捕变节投敌无疑给党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早期的所谓贡献并不妨碍他将被永远钉

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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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aiwan in Yan'an Period

Chen Xiaochong

Abstract: Comrade Mao Zedong clearly put forward the idea of“recovering Taiwan”during the Yan'an period．The as-
sertion that he made was based on the adjustment of the anti－ Japanese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by the CPC and the deepe-
ning understanding of the Taiwa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nti－ Japanese war situation and the gradual
advancement of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Yan'an，the holy land of revolution during that period，which gath-
ered a group of Taiwan revolutionaries，established a number of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organizations，including
Taiwan groups and published pamphlets on the Taiwan ．Liberation Daily，an organ newspaper of the CPC Central Com-
mittee，also actively reported on Taiwan's current situation and publicized Taiwan revolution．The compatriots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joined hands to resist Japan．As a result，the land of Yan'an left the mark of Taiwan，and the public opinion field of
Yan'an spread the voice of Taiwan，which wrote a new page for the early history of contact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aiwan．

Key Words: Yan'an period，recovery of Taiwan，Liberation 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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