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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挥剑鹭岛，三次突袭

人称厦门“活地图”的龚洁老先生，在原日军厦
门总部所在地兴亚院旧址为采访组介绍说，这栋日
本风格的建筑，当年驻有日军统治厦门和汕头的最
高机构。至 1945年抗战胜利后，驻厦日军最后一位
司令官原田清一海军中将在投降书上签字。

1942 年浙赣会战后，李友邦率台湾义勇队撤
出浙江转战福建，10 月，进驻福建龙岩。此后，
台湾义勇队在军事上有过3次壮举。1942年6月17
日，台湾省被日本占据 47周年时，台湾义勇队在
厦门对日军总部兴亚院发动武装突击。这天深
夜，散布各个预定地点的突击队员迅速集中到兴
亚院附近，随着一声令下，早有准备的突击队员
迅速向兴亚院投掷数百枚手榴弹，强烈的爆炸瞬
间使兴亚院内变成一片狼藉，震天的爆炸声把日
本侵略者从梦中惊醒，他们匆忙调集人员前往兴
亚院救火。在一片混乱中，隐蔽在各个角落的队
员们把早已准备好的各种抗日宣传传单，像天女
散花似地散发在厦门的大街小巷。厦门民众奔走
相告，抗日武装已经进攻被日本人视为坚固堡垒
的厦门，日本强盗的末日即将来到。

之后，台湾义勇队于当年 6 月 30 日在厦门虎
头山炸了日军的海军油库；7月1日，在厦门日伪
政府成立3周年的庆祝会场上，爆炸了数十枚手榴
弹，当场炸死日伪军数十名，给日伪军的心理造
成极大震撼。

突袭厦门的成功，鼓舞了台湾义勇队的士
气。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
战胜利，台湾光复，李友邦十分振奋。他对台湾
青年们说，“我们为了不当日本顺民而在大陆度过
了一二十年的流浪生活，饱尝了人生的甜酸苦辣
而幸存下来，今天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爱国的台湾
同胞，堂堂正正地回家乡去见父老兄弟了。”回台
湾前夕，李友邦在厦门南普陀后山巨石上写下

“复疆”两个遒劲的大字。

金华：台湾义勇队的诞生地

金华，当年浙江政治文化中心，抗
日斗争前哨。1939 年初，台湾爱国志士
李友邦带领 30多位台胞来到这里，在市
区原酒坊巷 80 号正式成立了台湾义勇
队，同时成立的还有台湾少年团。此后7
年，台湾义勇队逐渐发展成为台胞参加
祖国抗日斗争中人数最多、活动范围最
广、影响力最大的抗日团体。

台湾义勇队的影响在短短时间里迅
速扩大，到1940年3月，国民党政府不得
不批准台湾义勇队的合法身份，正式委任
李友邦为少将队长。郭沫若、李济深、邵力
子均为台湾义勇队刊物《台湾先锋》题了
词。

“台湾义勇队当年在金华主要开展了
四方面的工作。”原金华市台办主任、史
料研究专家金振林向记者介绍说：“第
一，对敌政治工作。义勇队成员熟悉日
语，他们翻译日军文件，审讯并教育俘
虏，深入敌伪组织获取情报等。第二，
医药救护工作。1939 年，台湾义勇队在
金华成立抗战时期第一家医院，之后，
又相继在衢州、兰溪、建阳成立了三家
医院。此外，他们还开展了生产报国和
巡回宣传工作。”

1942 年金华沦陷，台湾义勇队回到
福建继续坚持抗日工作。

金华市政府 2006 年在原来“台湾医
院”的旧址，建起了“台湾义勇队纪念
馆”。2个展厅展出老照片60余张，文物
近百件。该馆去年入选国务院公布的第
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场馆、遗址名录。
参观者不乏台湾客人。我们采访这天下
午，恰好有一个两岸学生参访团来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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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然投身祖国抗战 转战数省写下传奇

寻访台湾义勇队的抗战遗迹
杨雨文 安 梁 青 松 陈 静 李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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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年前，一支由台湾同胞独立组成的抗日义

勇队，在台湾光复运动先驱李友邦将军的带领下，

胸怀“保卫祖国，光复台湾”的爱国信念，积极投

身祖国抗战，其斗争足迹遍及浙赣闽等地，影响远

及东南亚。近日，多家涉台媒体记者组成的采访团

历时10天，沿着当年台湾义勇队留下的足迹，寻访

和记录他们立下的伟大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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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邦，1906年 4月出生于台北县芦洲乡李氏望族之家。在台
北师范学校上学期间加入蒋渭水等抗日先驱所领导的“台湾文化协
会”。1924年3月，参与袭击台北新起警察派出所，遭到日本殖民当
局通缉，他连夜逃离台湾来到大陆，同年4月赴广州，9月进入黄埔
军校第二期就读。

“七七事变”后，李友邦指出：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1939
年他在浙江金华组建“台湾义勇队”及“台湾少年团”。1943年开
罗会议确定，日本应将所窃取的中国领土，如满洲、台湾、澎湖列
岛等归还中国。台湾义勇队扩大编制为总队，李友邦升任中将总队
长。1945年台湾光复后队员们返回台湾。1952年李友邦在台湾白色
恐怖中遇害，年仅47岁。

今年度台湾高校招收大陆学生揭晓。7月 6日，
台湾学士班招陆生发榜，总共 115所学校录取 2024
人。连同之前的硕博士、技校招生人数，今年共有
3238人被台湾高校录取，人数创5年来新高。

今年是台湾大专院校第五年招收陆生，其中
公办大学是第二年招收大陆学生，每校仍是5个名
额。不过公立的招牌很具吸引力，如台湾大学材
料工程系招收1人，有223人报名；新竹交通大学
电子工程系录取1人，报名人数达167人。

■ 青睐台湾高校的“国际化”

陆生赴台就读分为学士班和硕博士班。今
年，台湾核定 135 所高校的 1175 个专业招收 2134
名大陆学生赴台读大学，共有 4817 人报名，比去
年 多 305 人 。 被 录 取 2024 人 ， 招 生 成 功 率 达
94.8%。研究生也以录取1087人创新高。

今年陆生最爱的私立大学前十位依次是：铭
传大学、淡江大学、中国文化大学、逢甲大学、
辅仁大学、东海大学、中原大学、静宜大学、世
新大学、实践大学。有 20 所岛内高校知名度较
低，今年没有招到任何陆生。

淡江大学国际部李佩华表示，大陆的大学普
遍不用英语授课，相比之下台湾学校成了陆生眼
中“较国际化”的一个选择。像淡江大学，12 个
专业全采用英语授课，连体育、军训都用英文。
陆生毕业后，许多能申请到纽约大学、哥伦比亚
大学等名校继续深造。

陆生就读专业方面，财务金融仍排第一，其
次依序为电气工程、企业管理、外国语文、会
计、视觉传播设计、产品设计等。

■ 闽、浙赴台学生最多

今年被录取的陆生中，有 806 人来自浙江，
670人来自福建，合计约占总录取人数的 73%。余
下依次是：广东 168 人，辽宁 155 人、北京 81 人，
上海、江苏、湖北都是48人。

一位陆生分析，浙江虽是沿海大省，但本身
985工程大学只有浙江大学一所，福建也只有厦门
大学一所，因此陆生来台意愿高；广东学生因为
地域关系，不少去了香港；京、沪、江苏本身优
质大学多，成绩好的陆生不是留在本地就是出
国；至于湖北、辽宁开放较晚，生源还有待开发。

■ 没有看起来那么美

台湾教育部门虽在去年小心谨慎开放公立大
学每校每年5个学士陆生名额，但招生专业却一年
一变，很多陆生表示，这种招生方式像是在猜谜。

台大今年提供地质科学系等 5 个系各 1 个名
额，有的陆生看傻了眼：“怎么跟去年完全不一
样？”对此台湾大学教务注册组主任洪泰雄表示，
想招陆生的科系较多，怎么分配？只好抽签。后
来招到的陆生成绩非常好，是台湾建中、北一女
等名校的水准。他表示，除非台教育部门逐渐放
开陆生名额，否则今后还得继续“抽奖”。

有大陆家长透露，担心这次台湾选举若民进
党上位，陆生赴台政策会更趋保守，明年不打算
送孩子到台湾读书。加上陆生纳入健保案至今未
通过，新北市八仙游乐园尘爆事故中两名受伤陆
生3个月后的医疗费没着落，还有“三限六不”限
制，都可能影响明年赴台就读陆生的意愿。

学士班录取2024人 公办高校受青睐

赴台读大学人数见长
雷 蕾

本报台北7月7日电（记者
吴亚明、张稚丹） 连日来，台
湾各界通过举办演讲会、研讨
会、图片展、邮品展等形式，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78 周年，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中国统一联盟在台湾大学
举办“纪念七七抗战演讲会”，活
动包括合唱、独唱表演，及主题
演讲两大部分。中国统一联盟主
席戚嘉林表示，希望透过抗战歌
曲的演唱情境，唤起社会对抗战
时中国军队保卫祖国的记忆，透
过主题演讲，传承抗战中国记
忆，致力民族复兴。

台湾的新党主席郁慕明等
上百人，前往台北中山堂前的

“对日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纪念
碑”献花，向在抗战中牺牲的
同胞表达敬意与哀悼。

台湾的“国史馆”、“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与台北故宫博
物院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举办为期
3天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共同回顾
和省思抗战的历史和意义。参与
这场“战争的历史与记忆：抗战胜
利七十周年”研讨会的学者表示，
如果没有中国抗战胜利，难以想
象现在的台湾会是怎样。

台湾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发
表声明表示，“七七抗战”是中
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这是中
华民族自救解放运动史上，从
百年屈辱到民族振兴的一次重
大转折。面对民族危难，当时
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
民也未置身其外，秉持着“欲救台湾，先救祖
国”之信念，台湾青年也以实际行动前仆后
继奔赴祖国大陆参与抗战。这是两岸中国人
民共同的宝贵的历史经验与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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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台北7月7日电（记者张稚丹、吴
亚明） 为筹备今年将在厦门举办的第十一
届 海 峡 两 岸 图 书 交 易 会 （简 称 “ 海 图
会”），厦门和台湾双方的主办单位今天在
台北举办征展活动，介绍展览规划及参展
办法。据介绍，今年的海图会将于 9 月 12
日到 14 日在厦门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举
办，邀请大陆400家以上出版单位和图书公
司、台湾250家以上的出版社参展。

自首届海图会2005年于厦门举办，之后
每年由厦门和台北轮流举办，迄今已成功举
办十届，参展图书累计达 100 余万种 762 万
册，实现图书销售采购 3.12 亿元人民币码
洋，达成图书版权贸易和业务合作项目1388
项，成为连接两岸出版界的成熟平台。

海图会在台北征展

7月7日是“七七事变”78周年纪念日，香港民建联、工联
会及香港索偿协会等多个团体的代表100余人游行至日本驻
港总领事馆请愿，强烈要求日本正视侵华历史、警惕军国主
义复辟，向战争受害者作出赔偿，并抗议日本政府推行安全
保障关联法案（安保法），威胁地区安全。图为香港工会联合
会代表手持横幅参与游行。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摄

港多团体游行纪念“七七事变”港多团体游行纪念“七七事变”

新华社香港7月6日电（记者苏晓） 记
者6日获悉，香港赛马会日前与广东省体育
总会签订谅解备忘录，向后者拨款 1500 万
元人民币，资助广东省内4个城市建设社区
体育公园，进一步深化两地的体育合作。

根据备忘录内容，香港赛马会将于本
年度拨款资助肇庆市、惠州市、梅州市及
从化市建设社区体育公园。获资助建设的
社区体育公园，将备有多项体育器材或设
施，包括足球场地、篮球场、羽毛球场或
攀岩场等。

香港赛马会成立于 1884 年，是香港最
大慈善公益资助机构。作为一家非牟利机
构，香港赛马会 2013／2014 年度的慈善捐
款达36亿港元。

福建武夷山市是当年李友邦将军带领台湾同胞前往浙江金华组建台湾
义勇队的前站。市档案馆余良生馆长向我们介绍说，1938年前后，当地大
约有台胞400多人，从事垦荒种地，或在樟脑厂和医疗队工作。

余馆长为我们搬来 4本民国时期的档案，我们发现，有一封由台胞曾
慧英于1940年2月11日呈报给当时崇安县政府刘超然县长要求加入台湾义
勇队的申请书，还有一封台湾义勇队少年团于1940年6月26日到崇安开展
抗战宣传活动并进一步扩大组织而发出的邀请函，“我们是一群台湾的小朋
友，不甘忍受敌人的压迫，在困难中逃出了虎口，跟随我们的父兄，帮助
祖国做各种宣传救亡的工作……”

75年前，在大陆的这群台胞，在生活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发挥所长，
为祖国抗战服务。当时大陆从政府到民间，都对这支力量给予了毫无保留
的“热烈爱护与赞助”。

武夷山区仍保留一处台湾义勇队少年团写的抗日标语。采访组在县志办
和武装部人员的带领下，翻山越岭，在苍屏峰大岩洞，在一处避风避雨的所
在，头顶上方的巨岩足有一个篮球场大。当年台湾义勇队少年团指导员黄中
一写的标语清晰展现在面前——“打倒日寇，保我中华。1940年7月3日”。

在闽西寻访的过程中，正当雨季，时常下大雨。我们来到距龙岩市50
公里远的龙崆洞。这是个形成于近 3亿年前地壳运动的天然遗址公园，在
洞口，吸引我们的是几句题词。手电照射下勉强辨认出上面写着：“中央直
属三民主义青年团，台湾，1944年12月”字样以及12处的个人签名。

台湾义勇队1942年10月移驻龙岩城，至抗战胜利后撤至台湾，这些字迹是
当时副总队长张士德及区队长陈唯奋率领10名队员在龙崆洞留下的历史印记。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时，张士德率先回台湾，成为首批进入台湾接收
国土的人。抗战胜利后，台湾抗日义勇军在台面临着艰难的接收任务。军
情复杂，一方面要面临负隅顽抗的日军，一方面要周旋于国民党嫡系的排
挤，但最终还是被国民党当局解散，甚至被罗织罪名，投入牢狱。台湾至
今仍然健在的10多位老队员，每每提及此事，不禁声泪俱下。

港赛马会将拨1500万元
资助广东省兴建社区体育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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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义勇队干部班女同志合影

陆生洪缨在淡江大学毕业典礼上
发言。 新华社记者 才 扬摄

武夷山：密林留存抗日标语

龙岩：龙崆洞的签名龙岩：龙崆洞的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