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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翻开这本书，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篇篇关于往事的回忆，而且还是几十位耄耋老人跌宕起伏的
人生足迹。
从青葱少年到皓首苍颜，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见证了台湾光复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
书中文章体现着台湾人民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记录着对台湾光复历史瞬间的美好回忆，充满着参与
祖国复兴建设的澎湃激情，凝聚着对两岸早日和平统一的深切期盼。
　　六十多年前，台湾光复回归祖国，先后有两批台湾青年学生由台湾省政府公派到大陆十多所知名
高校求学深造。
他们生长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自幼饱受日本殖民者欺凌：不能说中国话，没有平等的受教育权
利，不时遭到日本人的打骂。
这种连二等公民都不如的生活激发了这群青年人和广大台湾同胞的反抗意识，同时也加深了他们对祖
国的思念和向往。
这群爱国爱乡的台湾青年更是以实际行动表达自己对殖民统治的不满和身为中国人的骄傲。
他们刻苦学习，在不平等的教育环境下，纷纷考上专为日本人开设的中等、高等学校，堪称台湾的精
英学子。
　　台湾光复后，为缓解岛内人才不足的状况，扭转日本殖民化教育的不良后果，加深台湾人对祖国
的了解并传承中华文化，当时台湾省政府组织了两次选拔优秀学生公派到大陆高校学习的考试。
政策一出，立刻吸引了大批台湾青年报名参考。
两次考试共有一百余名学生上榜，分别于1946年和1948年派往大陆。
带着台湾光复的喜悦，满怀学成回台建设家乡的抱负，公派生们挥别家乡亲友，奔赴祖国大陆各地。
这群台湾青年从离开家乡，踏上祖国大陆土地的那一刻起，他们的命运就注定与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
紧密连接在一起，尤其是那些最终留在大陆的公派生们，更是成为站在两岸关系发展历史浪尖上的有
影响者。
　　公派生们深知自己肩负认识祖国、打开台湾与内地隔阂、建设新台湾、建设新中国的使命，到达
内地后，他们发奋学习，积极参加内地的爱国民主运动。
经过以“沈崇事件”为导火索的反美游行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学运的洗礼，以及岛内“
二二八”事件的影响，许多公派生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逐渐认清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并站在了
爱国学生运动的第一线。
身在武汉大学的陈如丰在参加学运过程中被国民党当局残忍杀害，用生命谱写了台湾人民反抗国民党
反动派暴行统治的战歌。
　　新中国诞生前夕，一些公派生相继返乡回台，但仍有近五十名坚持留在了大陆。
经过一系列爱国民主运动的洗礼，他们对国民党当局的统治丧失信心，转而跟随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
路，热情参与新中国的建设。
这一选择无疑是需要牺牲精神和勇气的，很多人就此与故乡亲友分离数十年，再回乡时已是满头白发
，与至亲天人两隔。
这批留在祖国大陆的公派生有的投笔从戎加入解放军，参加新中国的创建；有的继续完成学业后参加
国家建设。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实践着当年回内地求学时的理想：建设新中国，振兴大中华。
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为专门领域的精英，有的还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对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重
要贡献。
　　两岸隔绝后，这批公派生作为留在大陆的台湾人，为两岸交流和两岸关系的发展做了许多实实在
在的事。
他们有的工作在沟通两岸的第一线，有的在本职工作之外仍心系两岸和平和祖国统一大业，利用各种
平台默默努力付出。
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离开了人世，但直到最后一刻，他们心中牵挂的依然是两岸统一、中华复兴的大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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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万千滞留在大陆的台湾人中普通的一群人，又是心向祖国，为两岸和平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挥洒血汗的不平凡的一群人。
　　如今两岸关系已进入和平发展新时期，两岸间呈现出大交流、大发展、大合作的新趋势，但岛内
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受李登辉、陈水扁二十年“去中国化”教育的影响，许多人祖国观念淡漠、国
家认同混乱。
我们推出这本书，再现了六十多年前台湾公派生们爱国求学、亲历台湾光复、参与新中国建设的真实
历史。
本书有助于两岸同胞，尤其是青年一代了解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紧密联系，传承台湾同胞爱国爱乡的光
荣传统，增进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拥有许多共同的历史记忆，都是中华好儿女，彼此根脉相连、血浓
于水。
六十多年前，两岸同胞并肩致力于建设新中国；今天，实现振兴中华的宏伟目标更需两岸同胞携手推
进达成。
希望这本书能唤起更多人当年的记忆，激发更多青年人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民族复兴大业而奋斗的
热情。
不论您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有多少，这都是一本值得您用心阅读的好书。
　　本书由郑坚、陈弘两位公派生建议出版，他们不顾85岁以上高龄，与相关人员一道认真组稿编审
。
他们的爱国爱乡之情和认真负责的精神，令人尊敬。
　　梁国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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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46年即台湾光复的第二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开始公费保送青年精英回大陆，进入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等名校就读。
郑坚、陈弘主编的《见证台湾光复，中华振兴》展现的就是这些学子中的杰出代表数十年来沉淀的历
史记忆。
　　《见证台湾光复·中华振兴：纪念台湾省公费（派）生升学内地大学65周年》有助于两岸同胞，
尤其是青年一代了解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紧密联系，传承台湾同胞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增进台湾同胞
的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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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北京大学我的人生历程无悔的抉择一个台湾学子的奋斗历程我作为台湾公费生的生活历程一个老
台生的期盼语言专家尤宽仁来自祖国宝岛的一位平凡知识人：杨威理我与爷爷的约定浙江大学惟缘深
深怀有一颗中国心考取公费生走上革命路“我们的根在大海的那一边”武汉大学回忆庄德润热血溉自
由 英雄真本色暨南大学国家强人民幸福一个台湾公费生的人生旅途充实的一生忆我的外公徐萌山卢国
松同志生平简介复旦大学感恩故乡 报效祖国回忆台湾回归祖国 怀念恩师平凡中愈见不平凡的儒雅公
仆忆“公费生”父亲二三事厦门大学认同祖根共兴中华到大陆升学公费生彭腾云台湾光复前后照片失
却友情长存同济大学“甘愿做，欢喜受”一生最大喜悦清华大学见证台湾光复和新中国诞生尽职尽责
无悔平生北京师范大学跨海寻真理永远跟党走上海交通大学一个台湾学生的征途上海医学院无悔人生
南京中央大学附属中学拳拳赤子心牺牲的五位公费生附录《新生报》影印件《临别告同胞书（1946年
）》及影印件1947年暑假公费生草山聚会合影1996年公费生50周年聚会合影、签名照片2006年公费生60
周年聚会合影、签名照片2006年公费生60周年聚会致台湾青年同学的公开信台湾省公费（派）生若干
相关信息公费生与台湾省长官公署教育处长范寿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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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本由台湾人编纂的二二八史料　　杨威理一到北大就发生了“沈崇事件”，他和许多公费生
都参与了反美示威游行。
在台湾参加抗日活动被逮捕坐牢好几年的詹以昌逃到北京，给予了北大公费生许多革命道路上的指导
。
他总是大胆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演说，让公费生深夜在他家偷听延安广播，启发公费生的思想。
　　紧接着台湾岛内发生“二二八”事件，一开始台湾公费生不清楚真相，后来透过家人的信件才了
解实情。
由于国民党封锁了消息，公费生去到美国领事馆的图书馆翻阅香港报刊和外国新闻，整理许多信息。
杨威理是北大公费生的领导，在他的组织动员下，加上几位大陆学生提供的帮助，他们一晚上写了十
几张海报，隔天一早贴在北大民主广场的墙壁上。
　　很快地，原本只是发生在岛内的事件，透过公费生的力量，一天就传遍整个北京城。
当晚，北京报馆的记者采访了公费生，翌日刊载此一新闻，这下“二二八”的事情传的更远了，上海
的某家报刊还以头版头条报道了北大公费生揭露“二二八”真相的海报墙。
　　北大公费生虽然距离台湾最遥远，却是最热血的一群。
他们编印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访问北大几位名教授谈论“二二八”事件的记载，一本是当时有关“
二二八”的报刊言论集，这应该是台湾人最早有意识编纂的“二二八”史料。
这里头可能还收录了北大公费生联名发表的《告台湾同胞同学书》。
　　可惜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滞留在大陆的公费生几经颠簸，很多文献资料都丢失了。
也许返回台湾的公费生，或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书库可能还藏有这两本册子。
断简残编，搜罗匪易啊⋯⋯　　不是政治家而是图书馆馆长　　公费生在“二二八”事件中所做的宣
传和努力，引起了北大进步学生的注意。
他们开始接触公费生，让他们参加读书会等活动，传播进步思想。
没多久，包括杨威理在内，半数以上的公费生都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或民主青年同
盟，公费生几乎全数倾向于进步组织。
杨威理则是在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内战导致物价高涨，从台湾寄来的公费人不敷出。
杨威理代表公费生去向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教授求援。
幸得郑氏资助，北大的公费生尚不至于饿肚子。
　　平津战役开打前，杨威理就假扮商人离开北平潜入解放区。
三个月后他同人民解放军再次进城，国民党政府在河北省完全溃败了。
杨威理说，没有一个北京市民不佩服解放军严明的纪律，没有一个老百姓不感叹共产党的廉洁，所有
人都把未来的希望托付给中国共产党。
1949年10月1日，杨威理和北京市民一起参加建国典礼，流着热泪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中国人民要站起来了！
”抱着这样念头的杨威理，开始了在大陆四十年的岁月。
最初杨威理负责整理日本人留下来的书籍，随后中央编译局成立图书馆，杨威理以二十四岁之姿被任
命为馆长，这个万年馆长一直干到退休。
为此他遗憾地说：“我遵照父亲的意愿回到中国，但没有能够成为政治家，命运偏偏逼迫我湮没在书
堆里。
”　　“文革”中瞬息万变的遭遇　　这边要先说明一下杨威理的职位级别，这个职位和他在文革中
的遭遇息息相关。
中央编译局图书馆馆长的级别相当于副司局级，杨威理以台湾人的身份做到这个位子，算是台湾人在
大陆相当高的官位了。
　　文化大革命爆发，在一片夺权声中杨威理非但没事，没有被视为资产阶级当权派打倒，还参与了
中央编译局对局领导的斗争，他还成了造反派的头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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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了“文革”一开始的时候，该斗谁不该斗谁，谁能斗谁不能斗，革命群众也拿捏不住标准。
　　但几个月后，杨威理也成了被斗的对象，失去一切权力和声望。
他的罪名有右派、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海外关系、“台独”分子、祖国分裂主义者。
这里面每个罪名都是莫须有的。
尤其主张台湾自治的谢雪红被打成“台独”分子后，曾经强力支持谢雪红的杨威理，在台盟的言行成
为他的重大罪状之一。
编译局的造反派都是读书人，只兴文斗而不武斗。
但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批斗，对精神是很大的折磨。
　　1968年杨威理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抄家，风琴甚至被分解，以检查里面是否有无线电台。
在单位被劳改、隔离、软禁，工资被扣，这下不只精神折磨，生活还贫困了。
1971年秋，杨威理被下放到江西省进贤县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这又是一个更严峻的劳动改造，
远胜在编译局的劳动强度，精神折磨、生活贫困，又加上了肉体不堪负荷。
直到1973年夏天，他才结束在五七干校的日子回到北京，并且从诸多罪名中被解放出来。
杨威理，可以说已经没有政治上的问题了。
　　多少年后，杨威理对谢雪红的评价是：其台湾高度自治的主张，为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理论所发扬
，而谢雪红的主张更具有开创性与革命性。
杨威理非常认同谢雪红的政见。
因此，自从结识谢雪红后，杨威理一直是她的坚定追随者。
他也为这位两岸交流的先行者的悲惨下场，感到伤心难过。
　　在五七干校的后一年，杨威理被调到猪舍养猪，成了“猪倌”。
他会说闽南话、北京话和日语、英语、德语、拉丁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九种语言。
一个养猪的人会说九种语言，在当地的农民中传开了。
对没有读过书的农民来说，要学北京话都相当困难了，怎么有人能学会九种语言呢？
杨威理自嘲说：“不是九种，是十种，包括猪语。
”在那段苦闷哀戚的日子里，杨威理成了中国少数能和猪对话的读书人。
　　图书馆馆长退休后到日本任教　　“文革”结束后杨威理被平反，回复一切名誉与工作。
此后他忙碌于中央编译局图书馆馆务直到退休。
1989年他到英国探望女儿，后来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定居日本。
　　杨威理在大陆期间除了担任中央编译局图书馆馆长，还曾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二、三届常务
理事，中央国家机关和科学研究系统图书馆学会第一届理事长，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评议委员等。
整体而言，他在大陆的成就乃是建立了一所藏书近百万册、亚洲最大的社会主义史文献的图书馆，并
且在这座图书馆服务了四十个春秋。
　　定居日本后，曾任骏河台大学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讲师，新潟产业大学中国社会史教授，东京都
立大学台湾社会史、中国社会史、日本社会史客座教授，现在是新潟产业大学的名誉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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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们都是台湾光复后由中国的台湾省政府保送回大陆升大学的；我们都出生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
台湾，都在光复时恢复了中国国籍；我们都是台湾光复同归中国的历史见证者。
　　——张克辉（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翻开这本书，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篇篇关于往事的
回忆，而是几十位耄耋老人跌宕起伏的人生足迹。
从青葱少年到皓首苍颜，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见证了台湾光复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
　　——梁国扬（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　　　　他们都是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光复后回大
陆升学的台湾优秀青年。
　　——林丽韫（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原会长）　　　　我想应该将我们这些80多岁的老台湾人
写的这本书，赠送给美国国会研究部，让他们知道：台湾光复时，台湾人对台湾地位问题是如何发言
的，以增加一点台湾历史知识。
　　——郑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原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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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见证台湾光复·中华振兴：纪念台湾省公费（派）生升学内地大学65周年》我们看到的不仅仅
是一篇篇关于往事的回忆，而且还是几十位耄耋老人跌宕起伏的人生足迹。
从青葱少年到皓首苍颜，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见证了台湾光复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
书中文章体现着台湾人民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记录着对台湾光复历史瞬间的美好回忆，充满着参与
祖国复兴建设的澎湃激情，凝聚着对两岸早日和平统一的深切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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