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籍志士与台湾复省

稽静涛

台湾光复并复为中国一行省，与台籍志士的努力不可分开。

海峡两岸的学术界对台湾光复的研究已取得多项成果，却对台籍

志士与台湾省制的设计未能加以关注，分离势力乱称"台湾光

复与台人无关"①。 本文拟考察台籍志士与台湾复省的密切关系，

剖析他们对台湾省制的建言，探讨高度集权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

署制度为何令台籍志士感到失落。

一台籍志士坚持回归祖国

1920 年代，台籍青年承先人遗忘，辗转来到内地。 在广东 、

北京、武昌、上海、南京等地，他们组织团体，有北京台湾青年

① 如诩草闵等著{国民革命运动与台湾上台北，中央文物供应性. 1980; • 

拿倪主蜻《国民革命与白田上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 1980; 目芳上'

《蒋中正先生与自陶先重). (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忖幢靠) lP\五圃，

台北. 1986; 理孔晒. (先重韧期台湾的行政佳曹公'嗣). (台湾研究靠

刊) 1- 年lP\ 1 期 s 左班主损{国民踵府与台湾光lO. (历史研究) 1996 

年lP\~剿，幡威. (国民草府古碑调查垂员壶述诠). (由情研究.f'J)

1998 年112 期 s 楠'楠. (国民草府幢直由离考艳). (南京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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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韩台革命同志会、上海台湾青年会、厦门台湾同志会、闽南

台湾学生联合会 、 中台同志会、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 、 台湾民主

党等，从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 。

台籍青年组织的抗日团体曾寻求国民政府的支持，但蒋介石

害怕剌激日本侵略者，严禁各级党政机关与台胞的抗日组织接

触，大陆一度高涨的反对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的斗争渐趋沉寂。

台籍青年痛感只有祖国强大，才能拯救台胞，遂投身祖国的国民

革命运动。

祖国抗日军兴，岛内外台胞，欢欣鼓舞，认为祖国抗战必

胜 ， 建国必成。 李友邦成立台湾义勇队，参加抗战，还组织台湾

少年团 。 台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已成为祖国抗战不可分割

的-部分，台胞求解放的出路不在于台湾独立或自治.而是重返

祖国怀抱，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①

为此， 1939 年 12 月.台籍志士柯台山在重庆分析了台湾解

放的出路"吾人苟有志为台湾革命事业而奋斗者，应绝对以拥

护祖国抗战成功，与光复台湾解放台胞为两大原则，本此原则，

努力以趋，方可达到吾人预期之愿望。 盖拥护祖国抗战与收复台

湾.在表面上观之，虽为两事，其实则为一事也。 拥护祖国抗

战.即为谋台胞解放之前奏，欲谋台胞解放，必须祖国抗战成

功，事之关系，不啻脉络，明乎此，即吾人目前须确具始终不离

祖国与绝对为台胞争取自由之信心，和衷共济，共体艰危，群策

群力，同赴困难，如是之后，不仅祖国抗战可成，而台胞之解放

亦可计日而待矣…·如祖国彻底完成抗战任务，则必依照领土完

整国策，收复所有失地，而台湾亦未能例外也.况台岛为来日祖

国太平祥之屏障.位于国防之重要，不仅雄峙东亚，且能抗制南

北海洋之威胁，故收复台湾一事，不仅祖国既定一贯之政策，而

① 是于台跑时由南前量的主张，事且王畹植偏{齿..日宜献埠'西偏) .自

jt. 海幢掌术出版社. 199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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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台胞早具之愿望也，此其一。"

他坚决反对不切实际的台湾独立或台湾自治"着未能取消

日人在台湾之一切统治权，或台人未能以武力自决之前，切勿接

受独立或自治，否则其弊害有二·一、台湾自主，无异自谋放弃

祖国之保护;二、台湾自主后，一切政治设施必受日人包办，换

汤不换药 ， 更永远无翻身之余地。 放在祖国势力尚未达到台湾之

前，台湾实难以获得实际之自主.即处于现况之下，且无有自主

之可能与必要，此其二…..吾台湾素不值国际上之注意 ， 且无外

交可言，今后吾人欲这革命之目的.势必须依国际情形之转移及

中日战争之结果，以作吾革命进展之途径。 至于依望国际形势为

转移者，因吾外交之缺乏及当前处坡之困难与客观条件之不许，

其不可能性 ， 已不待言。 故惟有依仗祖国之外交地位， 一则全台

同胞齐起推翻日人统治向外宣言为复祖国;一则始终与祖国协同

一体，共谋民族之自诀，依此履行，方能获得完满之解放也……

惟有努力光复运动一途，又何以提倡光复运动? 布无把握?吾人

答之，十分把握，且述之于左(一)历史:台湾及澎湖列岛，

在历史上为中国最早发见之地，原为中国领土而被割让者，待中

国兴盛. øp随时可收复，应无异词。 ( 二)地理:台湾为太平洋

重要海军根据地，倘无与祖国切实合作，难免列强之欺凌，祖国

为日后巩固国防计，实有收复台湾之必要。 (三)人种 z 台湾六

百万人口，悉数为中国闽粤所迁居者，中台既为同胞.诅可不合

作以重祖宗，尚望今后更有互相迁居者。 (四)文化:台湾故有

文物，均系中国所传，今受异族摧残，应揭力光复，方为合理，

今后更须有大量输资于祖国者。"①

该文条理清晰，论证紧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对扭转一些台

胞的台湾独立或台湾自治思想起到了积极作用 。

① 〈告胃革命过去之瞌时且今后应进取之撞撞上班瑞凰蟠《台'志士在植国

的重古努力) . 台北，近代中国出陋社 . 1990 . M 79 -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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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 3 月 29 日..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民族革命总

同盟"结成"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发表 《成立宣言) .论证

了台湾解放与祖国抗战之间的关系 "台湾为日本帝国主义之南

迸根据地，就目前而论，台湾安定，倭寇则无后顾之忧，自可放

胆进攻我闽粤各地，进而窥伺南洋群岛 。 但如台湾革命普遍发

展，则倭寇之侵略政策，势必遭受重大打击 。 故加紧推动台湾革

命，对于祖国抗战，实有莫大之帮助 。 就将来而论:中国欲保持

强盛于久远，必须完成海上国防之建设，而闽粤海岸即成为我海

上国防之重点;闽之厦门，粤之琼崖，台湾之澎湖，适互为精

角，而扼我海上交通之咽喉 o 至澎湖早已沦于倭寇掌握中，倘不

收回，即海上国防必成残缺不全之局，欲收回澎湖，即非使台湾

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羁绊不为功 。 再就台湾革命立场言之:台湾为

一绝海孤岛，被倭寇宰割垂半世纪，欲求自由解放，固须依赖台

湾同胞之精诚团结与艰苦奋斗，但日本革命势力之赞襄与祖国之

积极援助，亦为不可缺少之要件。 由此可知，中国欲速获得最后

胜利，而保持国家之强盛于久远，必须援助台胞重获自由解放，

台胞欲变奴为主，亦必须协助祖国抗战，其理明矣 。 ……吾人决

以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为今后运动之总则，在我民族领袖蒋

委员长领导之下，集中一切台湾革命势力，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

台湾之统治.争取台湾同胞之自由解放。 同时加紧动员台胞，扩充

台湾义勇队，协助祖国英勇将士，驱逐倭寇出中国，惟吾人深感责

重力薄，切望台胞奋起合作，中外父老随时指导，以辅其戚。"①

二要求设立台湾省政府

国民党中央对台港澳等地向以海外看待，台湾隶属东京总支

① {台同革命团体联告告成立宣言). (台'志士在祖国的重台势力) .第归-

9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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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港澳直属海外郁。朱家串串深以为不妥， 1927 年在广州时曾

提议，将港澳总支部划归广东省党部。 1939 年底，他出国民党

中央秘书长调任组织部长后，发现国民党在台湾既无组织，亦元

活动，东京总支部因战事而瓦解。鉴于台胞怀念祖国之心仍切，

一些台籍志士在大陆投身抗战，随日军进入沦陷区的台胞也不

少。台湾为日军南进基地，对抗战十分重要。所以，朱家弊约集

当时在渝的台籍志土刘启光、林忠、谢东闵等，商谈如何发展台

湾党务。①

在国民党中央的幕后组织下， 1941 年 2 月 9 日，"台湾独立

革命党\"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台湾青年革命党"、"台湾

国民革命党

李万屠、刘启光、张邦杰、李友钦等决定解散"台湾革命团体

联合会"及所属各团体，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2>。

1940 年夏，刘启光建议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直属

台湾党部筹备处"，朱家弊以台湾将来光复以后的行政区域名称

尚未确定，所以不用"省"字。 1943 年 4 月"中国国民党直属

台湾执行委员会"在漳州正式成立，翁俊明任主委，执行委员

兼书记长林忠.陈邦基、郭天乙、丘念台、谢东闵、陈栋、杨万

定、廖启祥等任执行委员，各科科长由委员兼任，一般工作人员

大都是党训班的毕业生@。

1941 年 12 月 8 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次日，林森主席发布{国

民政府对日宣战文}: "兹将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

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 " @ 据

① {朱罩"阅后在记)， (齿'志士在回国的重告费力)， !II l04 页.

<2> (自用革命同盟会成立直冒)， (台·在士在噩圆的重亩'力)， !11 97 页 。

<3l (中国国民竟与自南一一追记光直前曲自商量务)， (古幡革士在祖国的重由

费力)， !II lOI-lOl 页.

@ (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文) ， 张琦$，编《抗战时期收重台商之重要盲诠i 白

jt ，近代中国出版社， I师。， !11 2-l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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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日过去所订的条约当然废弃， (马关条约}对台湾的束缚

完全消失，中国对日本清算已追溯到甲午战争，台湾是中国的老

沦陷区，台湾与东北四省及"七七"后沦陷区性质完全相同。

台湾独立论已失其立论余地，过去曾有的"独立论"和"复归

论"的论争渐趋沉寂。

对台籍志士"归返祖国，恢复行省"的要求.内地舆论渐

趋一致。 一些人原则上承认复省的必要，主张"台湾设区

有人认为 "设省之议，提非其时" 。

1942 年 4 月 5 日，台湾革命同盟会第二届大会发表《宣

言) :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在中国抗日战事上划了一个新阶段;

同时在台湾革命史上亦划了一个新阶段;祖国向倭寇正式宣战，

马关条约已告失效，台湾已与其他沦陷区相同，站在祖国省群

中，站在祖国疆域上，吾台革命已不复孤立，吾台六百万同胞，

已与祖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混为一体，破镜重圆 。 祖国的命运，

亦即台湾的命运。 祖国存，则台湾亦存;祖国战胜，则台湾光

复，否则沉沦……因台湾原为中国失地，台湾同胞皆为汉族 z 祖

国对于台湾，除导其来归之外，绝无他途可循。 因此，吾台革命

者用敢大声疾呼:在倩在理在势，祖国都应早定收复台湾大计。

其最重要的一着，就是应该设立台湾省政府，正式承认台湾为沦

陷省区，台湾设省，则在台湾的同胞相信祖国决心收复台湾，将

起而抗日，将联抉而起。 台湾设省，则国内潜伏的台湾力量，可

以表面化而用为恢复台湾的生力部队。 台湾设省，则战争结束

时，同盟国家不能视台湾为日本的殖民地。 无论国内国际乃至台

湾省内的观念，将因此完全一变，而台湾的光复工作可以事半而

功倍。 目前增设台籍参政员，使台湾民情得以上达，尤为急不容

缓的措施。 台湾需要建政，亦需要建军。 台湾在历史与地理上，

具有特殊性质，与普通沦陷省份略有不同。 在国军实行收复时，

必须台湾武力的配合，故设立台湾光复军及组训于部，也是收复

台湾的一种重要准备工作 。 总之，台湾革命工作千头万绪，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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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复一点 。 在光复的前提下，建政建军都要党国的祖国的热诚

指导，都要祖国人士的指数与培植。 我们于此代表六百万台胞.

请求祖国的蟹助，从远处说代表六百万同胞欢迎祖国的义师入

台。"①

1944 年 4 月 28 日，为请求恢复台湾省制，直属台湾党部上

书中央党部秘书处及组织部"一、台湾原为福建省一府……是

以台湾置省，前后虽仅十一年，而其形势人口资源设备，实早具

行省之优越条件，曾历三任巡抚，依此事实，台湾今乃恢复省

制，而非政省.此自历史上言台湾应复省者一也。 二、台湾昔日

因影响国防而建立行省，自目前国际大势言，因1] 台湾与琼崖同为

我国控制太平洋之一对眼睛，即为保卫我领土最重要之海空堡

垒，而台湾扼东南海之中枢，形势将更胜于琼崖，是以英美人士

倡言战后共管，至所藏军需资源，如煤油煤炭尤富国防价值，此

自国防上言台湾，应即复省者二也。三、 台湾省因甲午战败，马

关条约而沦倭，惟自卅年十二月八日，我国对日正式宣战后，依

国际法例，中日条约，即告废除，台湾主权实已重归我国，本可

依东四省例，即设省政府省党部于邻省，以免国际共管续言 .jft

开罗会议明白决定，归还台湾，国际上更无问题，若不乘此良

机，及时复省，确定名义主权，则国际风云，倏忽万变，我弃人

取，难再置否。 故海空军可后建，名义主权，不可不先定，此在

国际法例上 ， 台湾应即复省者三也。 四、…..故应即将台湾复

省，以促醒岛内外台胞归宗内向之心，已为中国→省，已取得中

华民国国籍，六百万台胞，必毅然共起，驱倭复土，无复可阻，

此在战略政略上台湾应速复省者四也， 故在成立省政府之前，

似应先将本部改为台湾省党部，以加强组织，提高号召，始足振

奋民心，运用民力，筹备民政;且本部现虽直属中央，但各方因

① f台湾革命同盟舍事二届大垂直言). (台'主士在植国的重台费力机，再

口4 - 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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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不崇，地位不著.诸种进行，常多纷错阻滞，台胞亦不甚重

视，苟不改为省党部，亦殊难尽收预期效果，是实失中央关怀台

湾之本旨 。"①

9 月 4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致函中央秘书处"查台

湾党部所请恢复省制，似应在国土光复之后为宜，至先改该部为

省党部一节，应候省制问题决定后再议。 又该部成立不久，亟应

深入台岛组训台胞，以厚植党基，应勿庸斤斤于名分之争。 "<%>

11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复函直属台湾党部萧宜增，转达

中央组织部意见。

台湾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中国失去台湾，即为不

完整的国家;台湾脱离中国，实元前途和幸福可言。 由于台胞的

力量弱小，而日本殖民势力异常强大，决定了广大台胞仅靠自身

的力量很难摆脱日本的残暴统治 。 台籍志士坚决要求台湾回归祖

国，恢复台湾为中国行省建制，比照内地沦陷区惯例，成立台湾

省政府，以激发他们爱土爱乡的激情 。 他们的复台行动引起国民

党中央高层的关注，表示理解 。 内忧外患的祖国棋贫积弱，全民

抵挡日寇的侵略，苦苦支撑，设立台湾省政府不是不可，而经

费、人员等一系列问题必须解决，对捉襟见肘的国民党中央无疑

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何况直属台湾党部的编制与人员已足以应付

目前的工作 。 蒋介石认为，尚无必要立即设立台湾省政府。

三设计台湾特殊省制

台湾已经相当工业化了，经过战争的破坏，一旦收复之后，

① {古晴党部为晴草恢亘古碑省制.中央竟都鲁书处且组辑部呈立)， (古籍;志

士在祖国的草吉野力) ，第 3S4 -3S6 页.

<%> (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章中央秘书处画)， (自幡志士在植国的重台费力) , 

第 358 页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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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后救济和复兴在在需求努力 。 对于收复后的台湾省政府制度，

台'曹志士献计献策.揭尽绵薄之力 。

任职外交部的黄朝琴平时关注台湾回归问题，搜集了大量资

料，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 1944 年 6 月，黄朝琴完成{台湾

收回后之设计》 的专题研究，共十二章，包括"台湾之收回与

外交问题" 、 "军事之布置" 、 "人事"、" 日人之去留及其财产之

处分问鹰"、"行政机构" 、 "警察制度" 、 "财政"、 " 货币制度\

"专卖事业\"国蕾糖业\"台湾之资源与工业化问题\ "教

育"飞。 他认为 "收回后之设计

己选至地方臼治，原元再行总督政治之必必、要，日本所以不能废总

督，改州为县，直辖于内务省(即内政部)实行一级制地方行

政单位者.实因台湾为孤岛，具有其特殊之因素也。 台湾原为我

国行省之一，收回后应当恢复省制 ， 然在日本统治五十年间，社

会情形 、 经济状况 、 风俗习惯与各省已不相同，故不应遭以尚在

讨论未经实验之新省制.施于台湾 ， 应自军事行动终结接收完毕

之日起.暂以六年为过渡时期，根据宪法草案第一百零二条

· 未经设省之区域，其政治制度以法律定之'之原则，施以实验

省制，将总督改为省长，仍采用幕僚长制以总务长官辅助省长综

理全岛政务，不但执行中央法令，监督地方自治，且付与委任立

法权，划定某种事项，为台湾省参议会立法之范围，藉以维持台

湾之现状，一候国内宪法公布自治完成后，徐图改革采用新省

制，未为晚也。 二 、 维持地方行政及自治制度 。"① 该研究资料

丰富，分析透彻，立论公允，具有严谨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堪

称对战后台湾省政府制度设计的代表作。

12 月，柯台山在重庆完成 《 台湾收复后之处理办法鱼议

(政治大要)); "二、台湾行政( 一) 台湾收复初期，社会秩

序纷乱，各业停顿，殆所难免，于收复后 . 似宜即行根据宪法草

① 〈自搏收回后之设计) . (白'志士在祖国的重台费力上l!! 227 - 2时页.



台黯志主与台湾复省 1177 

案章第一百零二条，按照实际情形赋予省府以立法权，在不违背

中央法令下颁布政令，以便推进各种重要行政事宜……三、各级

行政机关 : (一)省政府之组织宜采用委员制，执行职务及职权

之划分，幕僚长制似宜确立。省参议会之产生尤宜采用代表制 。

在省自治尚未实施之前.省府委员由中央指派， 一待省自治实

施，省委员会即由全省人民公选而组织。"①

《开罗宣言》发表后，收复台湾提上议事日程。 1944 年 4 月

中旬，国民政府在中央设计局辖下成立台湾资源调查委员会

(下简称"台调会" ) ，作为负责收复台湾工作的职能机构，任命

行政院秘书长兼全国总动员会议主任陈仪为主任委员曲。

对于台湾革命同盟会和直属台湾党部的台籍志士，陈仪并无

门户之见，根据蒋介石的批示，设法网罗，以充实力量，协调党

政关系，凝聚合力 。 先后参加台调会研究工作的台籍志士有林

忠、李友邦、李万居、谢商光 、 谢挣强、黄朝琴、林啸鲍、游弥

坚、 XTJ启光、宋斐虫日哩〉。

收复台湾后建立何种省政府制度? 1944 年 7 月，台调会召

开座谈会。 林忠认为..台湾完全与闽省(即闽南)相同，而且

在日人占领之下，其民族思想特别浓厚，所以台湾不宜视同蒙、

疆等地，应视为内地的一省。但倩形容有特殊，有些设施可暂与

各省不同 。 "@

黄朝琴认为..台湾是从前的一省，所以收复必须改省 。 台

① {台商收复后之处理1J.法当议(政泊大事)) • (古籍志士在祖国的重齿'事

力)，第 283 啕 2归页。

l2l (由南调查垂团会工作大事记>.陈咱钟、陈具唐主编〈自精光重和先重后
五年省情) (上) .南直出版社，四89 ， .4 页。

<3l (台湾调查委员告工作大事记>. (台湾光直租光重眉五年省情) ( 上 ). 1事

4 - 11 页 。

@ (1944 年 7 月 13 日告议记最). (由搏光直郭先皇后五年省情) (上). 111 
14 - 1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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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离开祖国将五十年，政治、经济、建设以及风土习惯和国内相

差很远，希台湾收复以后五六年内，以维持现状为目的，不以实

验的名义而以实验的方式来治理。将来台湾省的制度，必须以单

行法制定，不必与各省相同……行政机构有考虑的必要，日本在

台湾的制度很好，原有的总督府，只须名称的取消，改为省政

府。 原来的总督府的机构不予更动，内地各省政府的机关太多，

于台湾人不习惯。 五十年来台湾的系统都是一元化，如遁加变

更，使台人无所适从。"

谢南光认为"黄先生所提出的台湾特别省制一节，可以说

是我们台湾同志一裂的要求……台湾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

化敏育程度等，其水准均在水平线以上.所缺者党化教育思想教

育而已 。 祖国于收复台湾，应尽量利用台湾的设施发扬光大，利

用台湾建设资本主义经济的经验和人才来重建台湾，来建设祖

国 。 人才与经验的交流实属必要。台湾各种制度设施中，优良者

予以保存运用，不合国情者予以铲除……台湾受过小学教育的有

三百余万，中等教育的有三+万人，大学及专门教育的有五万

人，不能说元人才可用.只在用之得法。 台湾人受日本教育，对

于国文素养尚差，放在考试方面，将来应以十年为期，实行特别

考选制度，由考试院划定为特别考选区，准予以日文应试.因为

由中学改授国文至大学毕业. 11昏时十年，十年以后.即可撤

销 。"①

台.志士设计的台湾特殊省制主要特征是 台湾应恢复中国

行省建制，设立省政府，改台湾总督府为台湾省政府，拥有立法

权，制定单行法，不必与内地相同，逐渐实行地方自治。

经过几次讨论，大家意见趋于→致.在接收台湾之后的一段

时间里，应设立一过渡机构以保证接收的顺利进行。 {台湾接管

① 。944 年 7 月 21 日会坦记最). (吉南先量和先重后五年省情) (上). !II 
20 -2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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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纲要} 规定 " (1)台湾接管后一切设施，以实行国父遗

教、秉承总裁训示 、 力谋台民福利 、 铲除敌人势力为目的。

( 2) 接管后之政治设施:消极方面， 当注意扫除敌国势力，肃

清反叛，革除旧染(如压制 、 腐败 、 贪污 、 苛税 、 酷刑等恶政

及吸鸦片等恶习) .安定秩序，权极方面，当注重强化行政机

关，增强工作效率，预备实施宪政，建立民权基础…… (5) 民

国一切法令，均通用于台湾，必要时得制颁暂行法规。 日本占领

时代之法令，除压榨 、 钳制台民 、 抵制三民主义及民国法令者应

悉予废止外，其余暂行有效，视事实之需要，逐渐修订之… · 地

方政制，以台湾为省，接管时正式成立省政府……接管后之省政

府，应由中央政府以委托行使之方式赋以较大之权力…接管后

应积极推广地方自治。"①

四 行政t是冒公雹制匮与台籍志士的失落

1945 年 B 月 27 日，蒋介石正式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

宫。 因盟军不登陆台湾，改由中国军队接收台湾日军投降，为统

一接收起见，几日后，蒋介石任命陈仪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 。 此

时陈仪向蒋介石提出不在台湾建立省政府，而设行政长官公署，

作为过渡机构，得到蒋介石的首肯。 对此突然而重大的转变，陈

仪解释"台湾收复以后，自应称台湾省 ， 以与其他各省一律。

惟际兹收复之初，政治与军事相辅而行，本人又奉命兼任台湾警

备总司令，故必须有一权力较大之临时机构，佛得统一事权妥为

运用 。 将来接收竣事，秩序平复，自应按照常轨，依省制改组。

现拟呈之组织纲要系接收时期之临时办法。 " (2) 蒋介石核定陈仪

① 《由南接管计划纲要) . (台湾光量和先直后五年省情) (上七 、第崎-.51 J(. 

(2) (陈仪事臭晶晶) .张瑞成蝠《光复台商之尊划与量降撞收)，由草，近代叫'
国出版社， 1990. 第 1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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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议.令"台湾下加一省字，称为台湾省行政公署"①。由于

准备仓促，干部严重缺乏，陈仪坚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大量起用亲朋故交，充当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高级官员 。

9 月 4 日. (台湾省行政公署组织大纲}规定.第-条，台

湾省行政长官隶属于行政院，依据法令综理台湾全省政务 。 第二

条，行政长官于其职权范围内.得发署令.并得制定台湾单行条

例及规程。 第三条，行政长官得受中央委托办理中央行政，对于

在台湾之中央各机关有指挥监督之权。 第四条，台湾省行政长官

公署设左列各处.一、秘书处。二、民政处。三、教育处。 四、

财政处。 五、农林处。六、 工矿处。 七、交通处。八、 警务处 o

九、会计处。 第五条，行政长官公署必要时得设置专管机关或委

员会，视其性质隶属于行政长官或各处，其组织由行政长官定

之。第六条，行政长官公署置秘书长一人辅佐行政长官综理政

务，并监督各处及其他专设机关事务。 秘书长下设机要室、人事

室，各设主任一人。"t%l这引起国民政府高层部分人士侧目而视，

认为该体制尚待斟酌，以不背离现行法规。 至 9 月 20 日，国民

政府正式公布《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条例) .明令..台湾省

暂设行政长官公署，隶属于行政院，置行政长官一人，依据法令

综理台湾全省政务"强调台湾特殊建制系过渡性质飞

1944 年 4 月，国民政府修正公布的{省政府组织法》规定:

"省设省政府综理全省事务，并监督地方自治 。 政府于不抵触中

央法令范围内，得依法发布命令。"~就省政府的职权来说，各

省政府的职权一般限于省政范围，其权能属于中央范围的事务，

① {蒋介石-.). (先直肯离主"盟国与曼降撞幢). !11 m 页 .

t%l (由南省行踵告'组织大纲). (台湾先直相先重后五等省情) (上) .第

113 - 114 页 。

~ (齿向省行耻j(;宵齿'组织矗侧). (国民政府企擅) 1945 年 9 月 21 日 .

~ ..华主. ('\>华民国虫'纪瞿) (韧硝. 1944 年 4 -6 月份) .台北"国

虫馆. 1993 年. !ll1I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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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司法、监察、中央银行、海关以及陆海空军等，省政府、国民

党省党部无权过问 o 在台湾，陈仪是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

令，可以指挥监督，军政-元化。

各省的省政府委员、秘书长以及兼民政、财政、建设、教育

等厅长的委员，权能稍逊于兼省主席的委员，同是简任宫 。 省政

府采用委员合议制，他们同样参与省政，各有一定范围的主管权

责，非省主席的幕僚。 省政府采用委员制可防止权力过分集中，

虽然省主席的权能往往超越其权能范围，在省政权的行使上，委

员制多少起到制衡作用 。 依据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制度，行政长

官独揽大权，官阶为特任 。 其余如辅佐行政长官处理政务的秘书

长以及秘书处、民政处 、 教育处、财政处 、 农林处 、 工矿处、交

通处、警务处、会计处等处长，都是简派人员，属行政长官的幕

僚佐治人员 。

显然，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具有比大陆各省政府更大的权

力 。 日本台湾总督既为日本驻台湾最高行政长官，又为台湾地区

最高军事负责人。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实际上沿袭了战时日本台

湾总督府的模式 ， 以保证接收的顺利进行。 这与台籍志士设计的

台湾特殊省制基本一致 。

为了台湾国归祖国，台籍志士南北奔走呼号 ， 出生入死。 他

们渴望能为台湾光复尽力，要求建立台湾省政府，设立省党部 .

屡遭碰壁。 国民党中央虽加以扶持，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 、 直属

台湾党部，许多机构录用台籍人士，但他们想承担更重的责任，

发挥更大的才能，而不是仅仅去提出建议，充当慕僚，何况当时

大陆各省，省政府主席和省党部主委多由本省人充当 。 台胞要想

在大陆各级部门任高级官员比登天还难，依此惯例，在台籍志士

看来，台湾是他们的家乡，台人为何不能治台? 他们为何不能任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高级官员，而让外省人来发号施令呢?高

度集权的行政长官公署制度是为接管台湾不得己的产物，台籍志

士参与最初的设计。 如果首任行政长官或公署高级官员多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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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他们自然坚决赞同该制度。 问题是自大陆派去大批外省籍高

级官员.许多人与复台活动毫无关系，元异令台籍志士有失落之

感。

10 月，台籍志士李纯青告诫陈仪..或谓台湾民心待收

拾，应以提拔台湾人，激励台湾民心。'说这话的 ， 对长官公署

弃置台湾人，深表遗憾。 任何省都有本省的省政府委员，话虽有

理，但期期以为不必争执此事。 因台湾乃以国家力量收复的，人

事行政当然归中央支配，省界观念必须泯灭。 或为台湾革命奔走

半生或一生者 ， 固甚愿荣归故里，这也是人情之常。 但我却认为

中国已经一统.何必‘楚材楚用 ? 迸一步说 : 干革命的人，也

未必尽适合于做官，走错了路该埋怨自己 。 惟为栋长官方面打

算，无台湾人可是一种损失。 ‘十室之内，必有忠信。 '难道台

湾一省，完全没有政治人才吗?即使如此 ， 人必不怪台湾人 ， 而

怪陈长官乃以统治殖民地的姿态出现，如台湾人对长官公署作如

是想，而其心境的悲哀就太大了，祖国也太残酷了!民主是现政

治的主流，我相信陈长官必不忽略台湾的民意。 "①

连震东谈及台湾人的政治理想和对做官的观念..我们的主

张是.日本人统治滚蛋，台湾人自己来实行民主政治!……我们

也承认台湾人为中国四万万人而牺牲，含辛茹苦，被日本人统治

了五十年，社会生活容与祖国未能尽同.治理的方法，在过渡时

机也不必全部和祖国一样.但是绝对不可以后治理方法的不一

样，而使台湾人发生统治殖民地姿态的出现，或是总督制度的复

活的错觉，不幸台湾省长官公署组织大纲第二条，行政长官于其

职权范围内得发署令，并得制定台湾单行集例及规程，这条规定

和台湾在日人统治下 ， 台湾人所最痛心疾首的法律第六十三号第

一条，台湾总督于其管辘区域内，得发布有法律效力的命令，这

条规定互相比较起来很容易发生上述的错觉。 我们希望这仅是-

① {送陈仪将军)， (抗战时期收亘古睛主置'盲瞌)， III323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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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错觉，而不是由同一立法精神而出发的 。"①

1945 年 10 月 25 日，台湾光复，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建立。

台籍志士李友邦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三青团台湾区部筹备处主

任，组织台胞欢迎国军到来。王民宁等代表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

参加了 9 月 9 日南京受降仪式，黄国书参加台湾军事接管工作。

宋斐如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副处长，连震东任台北州接

收委员会主任委员 、 行政长官公署参事兼代台北县县长 ， 谢挣强

任台南县虎尾区区长，柯台山任台湾日报社长，曾溪水任台南市

区长，李万居任台湾新生报社长，黄朝琴任台湾省议会议长，游

弥坚任台北市市长，刘启光任新竹县长，谢东闵任高雄县长 。

台湾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地缘意识十分强烈。 台湾本土

精英自称"唐山..称外省人为"阿山..对留居大陆一段时日

返乡的台人称为"半山" 。 两岸人民分离五十年，无论经济发

展、社会制度，还是文化风俗、民众心态都有很大的差异 。 台籍

志士早年离开家乡，投身抗日战争，鼓吹台湾回归祖国，要求建

立台湾省政府，设计特殊省制，在大陆民众与广大台胞之间架起

了一座桥梁。 遗憾的是，国民政府未能大胆起用台籍志士，全权

委托他们接管台湾。 陈仪重用了→部分台籍志士，却不能满足所

有渴望参政的台籍精英的要求，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制度有利于

战后台湾接收与重建，却成为"台人治台，高度自治"攻击的

袍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

① {白帽人的政治理想和时做官的观念). (抗战时期收直肯离之重要盲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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