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战祖父连横  

  连横（１８７８～１９３６年），初名允斌，后改名横，字

雅堂、武公，号慕陶、剑花。乳名重送。生于台湾府台湾县（后

改安平县，今台南市）宁南坊马兵营。祖籍漳州龙溪县万松关马

崎社（今龙海市榜山镇长洲村马崎社）。 

    清康熙年间，其祖先连兴位移居台湾，七传而至连横诸兄

弟。连横父亲连永昌是一位好读旧史，喜谈“忠义”的富商。见

连横年少好学，曾买一部余文仪续修的《台湾府志》给他，并诫勉他说：“汝是台湾人，不可不知

台湾历史”。连横１３岁即读完这部府志，但嫌其疏陋，便萌发编修台湾史志的愿望。 

    甲午战败，次年（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清廷割台湾给日本。侵台日军强夺连家老宅

为法院，致连家叔侄昆仲星散，其父忧愤去世。连横集国仇家恨于一身，家居终日手抄杜甫全集，

学作旧体诗，以叙国难家忧之感。 

    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春，连横离开台湾到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不久，因婚事回到台

南，在《台澎日报》主持汉文部。 

    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连横又离开台湾到厦门稍住，主编《鹭江报》，不久回台。 

    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连横携眷来厦门，与黄乃裳（一说与蔡佩香）等合办《福建日

日新报》，任编辑，大力鼓吹民主革命思想，影响海内外。新加坡中国同盟会曾派李（一说姓林）

竹痴（安溪人）来厦门联络，拟将该报办为同盟会机关报。因此报纸言论更为激烈，触怒了清政

府，报社遭封闭。连横只得携眷重返台湾。在《台南新报》汉文部当编辑。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

８年），连横移家台中，任《台湾新闻》汉文部主编。编务余暇，着手编写《台湾通史》，他常对

家人说：“《通史》未就，吾何以对我台湾。” 

    当时台湾在日本占领军的严密钳制下，书生积愤难以直抒，一时结社吟诗成风。连横于１８９

７年与陈少痕等１０人结“浪吟诗社”，后社友零落，乃与赵云石、蔡玉屏、胡南溟等１０数人组

结“南社”。移家台中后，又加盟林痴仙所创的“栎社”。连横以诗“明志”，托物寓意，咏史寄

怀，寄托“亡国”遗民的哀思，宣扬爱国、民主、平等、正义，歌颂民主志士和抗日义士的牺牲精

神，鼓动国人抗击日寇，反对侵略。 

    辛亥革命（１９１１年）成功，连横十分兴奋，写诗热情赞颂武昌起义。民国元年（１９１２

年），为目睹祖国新气象并到各藏书馆阅览史籍，搜集资料，为撰著《台湾通史》作前期准备，连

横借道日本，先到上海，后到杭州、南京、苏州、扬州，又北上天津、北京、张家口，南下保定、

石家庄、邢台、邯郸，再经彰德、卫辉、郑州、许昌、抵汉口，最后又出关到奉天，漫游三年，足

迹遍十余省。其间，初到上海时，曾主编《华侨杂志》；在奉天稍住，曾被《新吉林报》、《边声

报》聘为编辑；民国三年（１９１４年）重返南京，应清史馆馆长赵尔巽之聘，协修清史，主修

《拓殖志》。他借此机会先后乘便阅览文渊阁、清史馆藏书，辑录了《四库全书》中的蓝鼎元著作

《平台纪略》等大量有关台湾资料。春，连横不愿当“弃民”，呈请放弃在台的日本籍，恢复中国

国籍，获中国政府内务部批准，入籍于福建龙溪县原籍。冬，他又因母丧等原因，辞职回台湾。 

    连横回台后，把在大陆草成的游记及诗稿，整理结集成《大陆游记》、《大陆诗草》出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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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以后，除一度重入《台南新报》外，便一直怀着“国可灭而史不可灭，”“台湾无史，岂非台

人之痛”之心志，家居致力于《台湾通史》的编撰。正如他在《大陆诗草•寄少云》一诗中所写那

样：“藏书已得九千卷，论史旁通廿五朝。从此潜心求绝业，名山风雨不动摇。”他历时１０年，

终于在民国七年（１９１８年）完成《台湾通史》，全书有纪四、志二十四、传六十，计八十八篇

共三十六卷，近６０万字，全书起自隋大业元年（６０５年），迄于清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年）。该书《凡例》云：凡千二百九十年之事，网罗旧籍，博采遗闻，旁及西书，参以档案，资料

丰富；而对于台湾同胞英勇顽强反抗外国侵略和艰苦奋斗战胜大自然的光辉事迹，尤详加叙述，以

明台湾乃中国人筚路蓝缕所开辟，台湾自古属中国。国学大师章太炎读后，誉之为“民族精神之所

附”的“必传之作”。《台湾通史》这部充满爱国主义的历史巨著，自问世以来，曾经多次在海峡

两岸出版发行。 

    民国十年（１９２１年），连横就撰史中所得有关台湾历史、山川的诗篇近千首，编为《台湾

诗乘》六卷出版。民国十三年（１９２４年），他创刊《台湾诗荟》杂志，１９３０年，与友人合

办《三六九小报》，以汉诗汉文、笔记掌故为主，向读者灌输爱国思想。《诗荟》每月一期，计出

２２期；《小报》共办五年，计出４７９期。民国十四年（１９２５年），他搜集前人有关台湾的

著作３８种，编定《雅堂丛刊》出版，使海外孤本得流传于世。在日人禁用中文情况下，他创设

“雅堂书局”，专卖汉文书籍、文具。 

    民国十五年（１９２６年）夏，连横移居杭州，编定《宁南诗草》，旋以时局纷乱，于翌年春

返台居住。针对日本侵略者在台湾加紧推进“同化”运动，禁止台湾同胞使用中文和台湾话的情

况，为保存台语，连横在旧作《台语考释》的基础上，于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年）写成《台湾

语典》，全书四卷共录１１７６条词目，凡台湾日用方言，都一一收录其中，并追本溯源，广泛引

证。他在该书《自序》写道：“台湾之语，传自漳、泉，而漳、泉之语，传自中国”，“台湾语，

无一语无字，无一字无来历。”撰写此书，是“惧夫台湾之语日就消灭，民族精神因之萎靡”。他

还拟撰《台湾通史续编》，记载台湾沦陷３０年来史实，以明国耻，而扼于文网严密，未敢动笔。

他后来抱恨说：“此愿未偿，徒呼咄咄……别有难言之余痛也”。 

    民国二十二年春（１９３３年），连横因不愿“长为化外之民”，举家移居上海。打算终老于

祖国大陆。他当着儿子连震东面，感慨地说：“今余之著作已次第告成，而尔辈亦皆有所造就，且

一家均居国内，余心稍慰矣。”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年）６月２８日，他因肝病逝世，享年５

９岁。临终时仍念念不忘收复台湾大事。他对连震东说：“今寇焰迫人，中、日终必一战，光复台

湾即其时也，汝其勉之”。 

    连横眷怀祖国，为维系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尽心尽力，其一生著述，除上述外，还有《剑花室

文集》、《剑花室诗集》、《台湾赘谈》、《台湾漫录》、《台南古迹志》、《台湾史迹志》、

《诗荟余墨》、《番俗摭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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