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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历史上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关系源远流长，且不说远古时代海峡陆桥连接下两岸一度为通途，即便
是从有确切文字记载的三国时期开始，就已经有不少的大陆居民陆续前往这个美丽的宝岛捕鱼、交易
，若干台湾居民也由于种种原因来到大陆，直到宋元时期台澎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
荷兰殖民者占领台湾之后，一面将台湾作为东西方贸易的中介地，另一面开拓岛内糖、鹿皮、鹿脯等
资源以供外销，而大陆移民第一次大规模迁徙到了台湾，形成多处汉人聚集区。
明郑时期郑成功三代将中华文明移植到台湾，逐渐形成中华文教社会体系，台湾社会与祖国走向融合
发展的轨道。
清代大批闽粤移民进入台湾，筚路蓝缕，垦拓经营，与少数民族一起开发了全岛南北。
政制上台湾成为福建的一个府，近代之后更建行省。
随着海峡两岸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全方位密切连接，台湾逐渐与大陆趋同，其作为中华文明浸淫
之地，伴随大陆移民从移民到定居及与原住居民的交相融合，其所形成的台湾人其实就是堂堂正正的
中国人。
近年来，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史研究正成为史学界的热门课题，出现不少成果。
在专著方面，如林仁川、黄福才教授的《闽台文化交融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周文顺教
授的《台陆关系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张春英教授主编的《海峡两岸关系史》（四卷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徐晓望教授的《早期台湾海峡史研究》（海风出版社2006年版）、唐
次妹博士的《厦门与台湾》（鹭江出版社1999年版）等。
在论文方面，如杨国桢教授对清代闽台土地制度渊源的剖析；陈支平、郑振满教授对闽台两地宗族关
系、土地经营的探索，陈孔立、邓孔昭、李祖基教授对闽粤移民渡台开发的研讨，杨彦杰教授对于客
家移民台湾问题的分析，黄新宪教授对历史上闽台教育交流的研究，徐晓望教授对早期海峡史及妈祖
信仰的关注及林国平教授对两岸民间信仰源流的探讨，等等。
不过我们发现，以往的台湾与大陆关系史研究存在一个重要的薄弱环节，这就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
湾与大陆关系史的研究。
在台湾与祖国大陆关系发展史上，日据时代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时期：首先，台湾与大陆关系发生了巨
变。
随着腐败的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被迫将台湾及澎湖列岛割
让给了日本，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台湾与大陆从原先中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转变成为中
国与日本殖民地之间的“特殊”的关系，即从国内关系变为“国际关系”。
其次，两岸同胞的身份也发生了改变，《马关条约》规定，在两年的期限之后仍留在台湾的住民，被
编入日本籍，身为日本籍的台湾人来到大陆，成了台湾籍民；大陆同胞前往台湾，因为后者成了日本
“领地”，于是变成所谓的外国人或侨居者，被称作华侨，出现“台湾华侨”这一特殊群体，同为中
华民族的两岸同胞被人为地割裂开来。
第三，日本殖民者为了巩固其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在岛内实施同化政策，加紧从思想、文化、教育乃
至宗教等等方面强制植入日本文化，限制、消除中华传统文化，试图将台湾人改造成为畸形的日本人
。
在两岸关系上，实施“拿台湾拉开中国而与日本相结合”的政策，限制两岸人民的往来，台湾被越来
越隔离于祖国。
日本帝国主义还利用台湾人中的不良分子——所谓“台籍浪人”为其侵华活动服务，在大陆地区制造
同胞间的裂痕。
对于日据时期这一海峡两岸关系史上的特殊五十年，海内外史学界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在日本，主
要研究者为天理大学已故的中村孝志教授，他利用日本外交史料对于台湾总督府对福建的扩张政策、
台湾籍民在厦门、福州的活动及对闽文化侵略等等，进行了细致的研究，除发表大量学术论文外，并
编辑出版了《日本的南方参与与台湾》（天理教道友社1988年版）一书，堪称日据时期台湾与大陆关
系史研究的开拓者。
笔者以往与中村教授曾有诸多学术交流，先生曾对笔者发现、整理、运用清廷档案史料研究台湾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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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来信给予鼓励和支持，并慨赠其研究著作，本书也是作为对中村教授的致敬之作。
在台湾，成功大学梁华璜教授的《台湾总督府的对岸政策研究》（稻乡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对日
据时期殖民当局限制两岸往来的“渡华旅券”制度、台湾籍民问题、厦门事件等等进行了探讨；台师
大吴文星教授的专著《日据时期在台华侨之研究》（学生书局1991年版），就所谓“台湾华侨”问题
做了开创性的研究。
卞凤奎博士《日据时期台湾籍民在大陆及东南亚活动之研究》（黄山书社2006年版）一书则详尽描述
了台湾籍民的地域分布和生存状态；此外还有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许雪姬研究员对台湾中华会馆、在
“满洲”的台湾人的研究及口述史料整理（《台湾中华总会馆成立前的台湾华侨——1895—1927》，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0期，1990年；《他乡的经验——日治时期台湾人的海外活动口
述访谈》，《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务——来自海峡两岸的探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钟
淑敏研究员对三五公司、海南岛台湾人的研究（《明治末期台湾总督府的对岸经营——以三五公司为
中心》，《台湾史研究》（日本）第14号，1997年；《台湾拓殖株式会社在海南岛事业之研究》，台
湾《台湾史研究》第12卷第1期，2005年）等。
在大陆，相关研究相对较少，主要有台盟中央汪毅夫教授的闽台社会、文化关系及两岸文化研究（《
闽台缘与闽南风》，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福建省档案馆林真教授的闽台关系档案研究（《福
建省各级档案馆藏闽台关系档案评介》，《台湾史研究》1995年12月）、浙江大学娄子芳教授的台湾
义勇队研究，厦门大学陈在正教授的李友邦研究（《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三青团”与台湾光复》，《
台湾研究集刊》2010年第1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禇静涛副研究员的台湾人在大陆抗日活动研究（
《台湾革命同盟会与台湾光复》，收入《台湾建省与抗日战争研究》，厦门：鹭江出版社2008年版）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黄俊凌博士对崇安台湾籍民的研究（《抗战时期福建崇安县的台湾籍民——心
态史视域下的考察》，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等等。
本书尝试对海峡两岸关系史中日据时期的此一断层进行链接，以图填补该研究领域的若干空白点，以
方便人们对于这段历史的整体了解；针对前期研究偏向于台湾义勇队、台湾籍民的状况，增加譬如两
岸人员往来、经贸联系、文化交流等等的探讨，力图从总体上把握该阶段海峡两岸关系的各个领域的
特点；在书中我们还搜集藏于各地的稀见史料，包括原始档案、报章杂志等，在资料上有了较大的突
破；在占有大量一手资料和审慎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日据时期海峡两岸关系发展史的看法，我们
的基本观点是，尽管日本殖民当局的隔离政策使得海峡两岸的往来受到种种限制，但在两岸同胞的共
同努力下，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仍然在夹缝中求得了生存和发展，如人员往来上，大批大陆劳工依旧源
源不断地赴台工作；文化交流上，来自祖国的书籍、报刊依然突破藩篱，在台湾岛内广泛流行；岛内
同胞不畏专制高压坚持以各种手段传播祖国文化，这些都是典型的例子。
也正因为海峡两岸同胞以深厚民族情感、不顾重重阻力往来交流，日本殖民者离间、分化两岸关系的
图谋才没有得逞，经历异族半个世纪统治的台湾同胞的民族性得以坚持不坠。
本书资料搜集得到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文献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单位的大力协助，台湾研究
院及历史研究所的同仁在工作中给予诸多关心和支持，在此谨表谢忱。
陈小冲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据时期台湾与大陆关系史研究>>

内容概要

《日据时期台湾与大陆关系史研究(1895-1945)》以台湾与大陆关系史中日据时期的此一断层进行研究
，填补了该研究领域的若干空白点，方便人们对于这段历史的整体了解。
针对前期研究偏向于台湾义勇队、台湾籍民的状况，增加譬如两岸人员往来、经贸联系、文化交流等
等的探讨，从总体上把握该阶段海峡两岸关系的各个领域的特点；在书中作者还搜集藏于各地的稀见
史料，包括原始档案、报章杂志等，提出了对日据时期海峡两岸关系发展史的看法：尽管日本殖民当
局的隔离政策使得海峡两岸的往来受到种种限制，但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仍
然在夹缝求得了生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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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小冲，男，1962年8月生于福建松溪，1982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专职研
究人员，现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集刊》常务副主编、教授。
出版专著：《台湾民间信仰》（1993年）、《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2005年），发表学术论
文《贸易、战争与谈判——1622-1624年澎湖危机述论》、《论台湾抗日运动与台湾人意识》、《试论
日据时期的台籍日本兵》、《台湾1937：皇民化运动与林献堂》、《日据时期台湾移民问题初探》等
数十篇，主持或参加多项国家、省部级重大科研课题。
主要研究方向：殖民地时期台湾历史、台湾与大陆关系史。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据时期台湾与大陆关系史研究>>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割台后台湾与大陆关系的新变化 第一节日本据台与闽粤移民之中挫 第二节《对岸事情》
所载之日据初期台湾与大陆关系史料 第三节割台后台湾与大陆贸易关系的新变化——以金顺益案为中
心 第二章台湾总督府的“对岸经营” 第一节台湾抗日运动与总督府的“对岸经营” 第二节对福建路
矿权益的渗透与扩张 第三节福建官脑局案与日本南进政策 第四节日僧在闽布教及其与台湾总督府的
关系 第三章台湾籍民问题 第一节档案史料所见之清末日籍台民问题 第二节档案史料所见之清末“归
化”台湾籍民 第三节日籍台民与治外法权 第四节日本殖民者“对岸扩张”中的台湾籍民 第五节抗战
时期的台湾籍民问题 第四章两岸经贸、人员及文化往来 第一节日据时期的台海两岸交通 第二节日据
时期的大陆赴台劳工 第三节日据时期台湾与大陆的文化联系 第五章台湾人的抗日活动 第一节九一八
事变：一个台湾的视角 第二节“七七事变”与台湾人 第三节抗战时期的台湾少年团 第四节台胞在大
陆抗日活动及其对台湾前途命运的思考 第五节台湾革命同盟会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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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其四，福建政府必须饬令地方官报告各地脑务，严禁人民私自制造及买卖。
如地方官怠慢而有私制私卖者，一经拿获，罚款两倍，分一半与三五公司。
地方官自行拿获者，则一半赏与地方官，另一半由中国政府与三五公司折半均分。
 显而易见，新二十条实置国际交往之准则于不顾，无视中国主权，强制包揽福建通省脑务，插足缉私
事务，干涉中国内政，甚至向福建政府指手画脚，发号施令，直视中国政府于无物，骄横霸道，无可
复加，其侵略扩张真面目，至此暴露无遗。
这一举动，实际上已将福建当局逼到死胡同里，不得不做出最后的抉择。
杨文鼎、黎国廉在联名致技师的函件中指出：“议改办法二十条，利权太重，要挟太过，比原订合同
更为难堪，实属无可商办。
”但从“曲全交谊”“和平议结”的立场出发，仍愿作出较大幅度的让步，另拟办法八条，以谋互相
妥协，并声明：“倘仍坚执私见，必欲侵蔑中国利权，惟有禀报政府照会贵国领事，按照合同，秉公
办理，别无善策。
”《酌改官脑局办法八条》内容如下： 一、三五公司借款20万元，前由官局出名承借，原约本无利息
，现议改认年息5分，由改定之日，另行起算借期，分六年归还，期内无论何时，福建政府可将此款
一次还清，此约即行停业。
如福建政府一年之内归还原本，其利息只可照一年核算。
 一、因借款之故，福建官脑局愿将所出之脑。
全数卖与三五公司，以期所借本息逐渐清还。
 一、三五公司派适当之代表人专驻福建通商口岸地方，以买售官局所出之脑，其薪金由三五公司自行
发给，官局不能承认。
 一、脑务系中国内政，所有理财用人设局办事，均由福建政府作主，三五公司所派之人，不得丝毫藉
口有所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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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据时期台湾与大陆关系史研究(1895-1945)》以台湾与大陆关系史中日据时期的此一断层进行研究
，填补了该研究领域的若干空白点，方便人们对于这段历史的整体了解。
尽管日本殖民当局的隔离政策使得海峡两岸的往来受到种种限制，但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台湾
与大陆的关系仍然在夹缝求得了生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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