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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是 台 湾

爱国先烈翁泽生

诞辰120周年。翁

泽生是台湾共产

党的创建者和组

织者，是我国工

人运动和反帝爱

国运动的重要社

会活动家，是被

中共中央追认为

革命烈士的第一

位台籍党员。

1926年底，在北伐军进入福建的有利形
势下，中共中央指派翁泽生等台籍学生赴闽南
开展革命活动。临行前，他把名字改为翁振
华，以明振兴中华之志。

翁泽生从上海到厦门，经中共厦门干事会
负责人罗扬才的介绍来到漳州，在省立第二师
范学校与进步教师季竹安建立了联系，结识了
进步学生王德、王占春。翁泽生以“二师”为
中心，发动青年学生和工农群众，上街分发传
单、张贴标语、开街头演讲会、演文明戏等，
控诉帝国主义传教士利用传教进行文化侵略，
欺压百姓的罪行，掀起轰轰烈烈的“非基督
教”运动。这是漳州历史上第一次对帝国主义
文化侵略的有力回击，在漳州近代史上写下浓
墨重彩的一页。

不久，翁泽生担任漳龙政治监察青运指导
员兼北伐军驻漳炮兵学校政治教官。他以此为
公开身份，积极组织学生和青年运动，在进步
学生中组织青年学术研究会，秘密开展党、团
活动，并在“二师”的学生中吸收了王德、王

占春等人加入共青团，
成立漳州第一个共青团
支部。

1927 年 1 月，漳州
首个党支部成立，翁泽
生任书记。在他的领导
下，漳州地区的工农革
命运动，迅猛地发展起
来。同一时期，中共两

广区委派罗明到漳州筹建中共闽南特委，翁泽生
被选为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当时 24 岁的翁泽
生，才思敏捷，待人心平气和，善于以理服人，
是个“很有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很有威信”
的热血青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1927年3月，为适应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
展的需要，闽南特委在漳州的福建第二师范学校
创办漳州工农运动讲习所，翁泽生任教务主任，
亲自讲授《帝国主义论》《青年运动》《中国革命
史》等课程。

在讲课中，翁泽生以在上海大学听课的笔记
教案为基础，仿效上海大学的教学方法，组织学
员上街演讲，下乡研究农民的实际问题，宣传

“农民组织起来，反对官僚地主，反对高租重
利，反对苛捐杂税”。学员在讲习所结业后，奔
赴闽南、闽西各地，开展革命活动，做出显著的
成绩。

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翁泽生由于在漳州活动公开，暴露了身份，
根据闽南特委的决定，返回了上海。

成立漳州第一个党支部

翁泽生回到上海时，白色
恐怖笼罩着全上海，革命转入
低潮。翁泽生生活拮据，因营
养不良，被同志们称作“鸦
片仙”，后来干脆称呼他为

“阿片”。偏偏儿子又在这个
时候出生，常常饿得直哭，
妻子时常埋怨他，但翁泽生
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依然毫不动摇，化名陈祥
麟、张平凡等，坚持地下斗争。他联络一批
在上海的台籍学生，在上海宝兴路秘密组织
台湾青年读书会，热情地指导这些青年学生
学习马列主义书刊，并培养了张茂良等积极
分子入党。

1927年11月，翁泽生经中共中央介绍，认
识了从莫斯科学习回来的台籍中共党员林木顺和
谢雪红。当时，台湾在日本的管辖之下，共产国
际认为，日本共产党有责任指导台湾的共产主义
运动。林木顺和谢雪红是经共产国际接受日共指
示，回到上海和翁泽生见面的。他们一起商议组
建台湾共产党的问题，一致认为，为了加强对台
湾革命运动的领导和扩大台湾的革命力量，很有
必要联络在大陆、台湾和在日本的台籍共产党
员，共同创建台湾共产党组织。

经商议，由林木顺、谢雪红去日本，和日
共联系，翁泽生留在上海，与中共中央联系，
并负责联络在大陆和台湾的共产党员。据翁泽
生的儿子林江回忆：“1928年父亲为创建台湾
共产党废寝忘食，花费了心血。‘台共’初创
时主要由在祖国受教育的台籍中共党员和进步
学生与部分留日的台湾共产主义者两部分青年
学生组成。父亲曾在上海组织过台湾学生读书
会，联系面很广，因而负担了大量的工作。”

这一时期，由于日共当时正忙于国内普选
的政治斗争，台共成立大会的任务由中共指

导。1928年2月，林木顺、谢雪红回到上海，来
自福建、台湾和在日本的台湾共产主义者代表林
日高、潘钦信、陈来旺等也到达上海。他们集合
在翁泽生的住处开会，决定成立台共筹备会，成
员有林木顺、谢雪红、翁泽生、谢玉叶、潘钦
信、陈来旺等人。会议决定林木顺为召集人，和
谢雪红负责与中共中央联络，由林木顺和翁泽生
负责起草《政治纲领》等文件。

1928年4月15日，在中共中央代表彭荣的
指导和帮助下，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
一个照相馆里正式成立。会议期间，翁泽生建议
台湾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名额应该留给能回台湾领
导工作的代表。会议选举林木顺、林日高、蔡孝
乾 （缺席）、洪朝宗 （缺席）、庄春火 （缺席）
为中央委员，谢雪红、翁泽生当选候补中央委
员，林木顺为书记。决定翁泽生留在上海负责
和共产国际东方局、中共中央联系。谢雪红驻
日负责和日共中央联系。陈来旺负责台共东京
特别支部。林日高、王万得、潘钦信等台共党
员先后返台，在进步群众团体中开展学运、工
运和农运工作。

1928年4月25日，台共成立仅仅10天，谢
雪红等台共党员因上海读书会事件被逮捕。谢雪
红被遣返台湾后，着手组织的重建，领导岛内台
共党员开展抗日斗争。翁泽生留在上海负责联络
和指导工作，为台共在岛内开展斗争起到了重要
作用。

参与创建台湾共产党

▲

翁泽生

台湾爱国先烈翁泽生
郭海南

1931年秋，翁泽生以中央巡视员的
身份，赴香港指导两广（广东、广西）省
委开展工作。他不辞辛苦、不避风险，到
两广各地考察情况，还指导各地党组织制
定发展反帝运动、职工运动和青年运动的
规划，注意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

同年12月底，翁泽生在外地巡视时，
突然接到两广省委遭受严重破坏、省委书记
谢盛泰被捕的消息，他赶回香港，召开省委
常委扩大会议，指导省委工作。

1932年3月，省委开会时被港英当局
围捕，翁泽生等也被捕。关押了 50 天
后，同年 5 月，被驱逐出香港，送到上
海，准备引渡给国民党政府。翁泽生在途
中十分机警，船到达吴淞口时，发现有敌
人跟踪，以100元钱买通了水手，藏在仓
库中，没有被发觉，成功摆脱了敌人的搜
捕，秘密潜回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巡视
两广的工作情况。

1932年夏天，翁泽生被调到当时设
在上海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并担任秘书
长。当时，全总党团书记是陈云，成员有
廖承志、杨尚昆及胡大海、卢福星等。翁
泽生一方面负责全总机关的日常工作，一
方面经常深入基层，指导工作斗争。他还
以台湾大众时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写了许
多反映祖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文章，对台湾

人民的反日斗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据廖
承志回忆：“翁泽生同志的工作是积极的，
在最困难的环境里，也能完成任务。在胡
大海、卢福星、黄平、王云程等接连叛变
的情况之下，他都毫不动摇，坚决地完成
任务。”国民党上海公安局局长后来指控
他“宣传赤化，鼓动工潮，影响治安实
巨”，还说，“本市历次工潮，均为该犯主
使”，恰恰说明翁泽生在全总的工作是出色
的，成绩是显著的。

1933年3月4日，由于叛徒出卖，翁
泽生在上海英租界被捕。他采取斗争策略，
称自己是台湾人。其目的有二：一、当时台
湾被日本管辖，根据条约，国民党政府不能
移提并审判台湾人，这样可使国民党进一步
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阴谋落空。二、这样
突然宣布，必然引起报界的注意，报纸一刊
登消息，同志们就可安全转移。

事情的发展果真如此。3月7日，上
海各大报纸纷纷刊登此事，中华全国总工
会的领导同志看到新闻后，立即采取应急
措施，分散转移，党的机构没有遭到破
坏，与他有秘密联络的廖承志安然无恙。
据廖承志回忆：“翁泽生同志被捕后，他
所知道的全总和海总的机关无一处受到破
坏，可见他是坚决的，立场是坚定的，并
没有向敌人泄露过任何党的秘密。”

被捕时仍在坚持斗争

翁泽生1903年10月14日生于台湾省台北市一
个茶商家庭。他的父亲翁瑟士早年从福建同安移居
台湾，在台北经营龙山茶行，与兴中会台湾分会负
责人之一杨心如交往密切。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时
政和抗日斗争的消息，在这种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
响下，翁泽生从小就种下了反日爱国思想。

为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奴化教育，父亲将翁
泽生送往厦门集美中学读书。集美中学是著名爱国
华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具有浓厚民主意识的新兴学
校。这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新鲜的，他如饥似渴
地从《新青年》《中国青年》《社会主义讨论集》等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从中吸取营养成分。马克
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想使他为之一振，从中他
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祖国大陆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使翁泽生想起
孤悬海外的台湾正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广大
的台湾青年正受着奴化的教育，他再也不能满足于
个人的学习，他要把在祖国大陆所看到的、所学到
的一切，尽快传递给正被日本帝国主义压在底层的
台湾人民。于是，他利用寒暑假，频频往返于闽台
之间，组织一系列抗日爱国活动。

1923 年，翁泽生在台湾太平公学参加校友会
时，听到会上讲的都是日本话，就跳上讲台，用闽
南话发表演讲。他大声疾呼：“中国人在自己的国
土上不能讲自己的语言，世界上还有比这种不自由
更痛苦、更耻辱的事吗？”日籍校长上台制止，与
会者支持其继续演讲，会场陷入混乱。日本殖民统
治者对这场抗日演讲事件进行侦查，此为轰动一时
的“太平公学校事件”。

“太平公学校事件”充分展现了翁泽生所具有的
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敢于跟日本殖民统治者作斗争
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勇气。

与此同时，翁泽生团结进步青年，成立了台北
青年会、台北青年体育会、台北青年读书会、台北
无产青年等组织，利用台湾文化协会的会场，举行

“打破陋习讲演会”，公开宣传反帝反封建和社会主
义新思想，号召广大台湾民众起来冲破封建罗网。

1924年 4月，翁泽生和在厦门各学校的台籍学
生联合组成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揭露日本帝国主
义在台湾的罪行。同年 7 月，翁泽生考入厦门大
学，并于翌年春转入上海大学读书。上海大学是中
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合作创办的一所革命大学。
中共早期的许多著名领导人、理论家和教育家，如
瞿秋白、恽代英等都在该校任职或任教。

瞿秋白介绍他入党

翁泽生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常常陶醉于
课堂上，思索在校园里，辩论在同学中。不久，瞿
秋白来学校讲学，杨之华 （瞿秋白的夫人） 把翁泽
生介绍给瞿秋白。瞿秋白对翁泽生在集美中学上学
期间组织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在台湾组织进步青
年举行反日演讲表示充分肯定。在瞿秋白等老师的
指导下，他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步确立
了共产主义世界观。据翁泽生的儿子林江回忆：

“在瞿秋白等老师的指导下，父亲系统地学习了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时，瞿秋白的课堂教学搞得生
动活泼，父亲特别喜欢听秋白同志讲课。”

1925 年，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翁
泽生积极投身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与上海大
学的师生一起参加中共上海地委组织的“日人残杀
同胞雪耻会”，抗议日本人杀害顾正红。5 月 30
日，翁泽生参加反帝示威游行，一路高喊口号、散
发传单来到南京路，在永安公司门前，正在演讲的
翁泽生被抓进巡捕房，愤怒的群众冲进去将其
救出。

不久，翁泽生主动请缨返台，联系台湾文化协
会等抗日团体，在台湾各地巡回演讲，呼吁台湾同
胞声援上海的反帝爱国运动，并在《台湾民报》发
表关于五卅运动的文章，对台湾民众开展的反日活
动产生了积极影响，被日本殖民统治者以“宣传共
产主义”的罪名通缉。

1925年 7月，翁泽生回到上海，经瞿秋白介绍
加入中国共产党。 翁泽生雕像

上世纪 20 年代上海大学在原陕西北路的遗址。
现已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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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泽生后被押至台北监狱，在长达6
年的牢狱生活中，他面对日本殖民统治者
的严刑拷打及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
用自己的生命捍卫党的秘密，并严词拒绝
写任何“自白书”或声明“转向”。他在
法庭上慷慨陈词：“我父亲是福建同安
人，母亲是台北人，你们可以判我刑，要
我转向是绝对不可能的。刑满出狱后，我
还要回祖国去，继续参加革命！”敌人恼
羞成怒，用残酷的刑法来摧残他，仍不改
其志。

翁泽生在台北监狱中受尽折磨，敌人
把他关在一间狭窄、阴暗和潮湿的单身牢
房。他在忍受着肉体痛苦的同时，仍在家
书中极力安慰遭逢变故、为家计发愁的亲
人，为自己不能尽到为人子、为人兄的责
任而深感愧疚。他是面对敌人酷刑坚贞不
屈的血性男儿，在书信中却是忧心母亲身
体的孝子，一位恨自己不能为妹妹们分忧
的兄长。1933年12月1日，他在给母亲
的家书中写道：“因儿之事，母亲诸妹不
知流尽多少泪珠，此后过年过节亦不知如
何挂虑忧愁！每一念及便觉心酸，但幸台
地气候温和，贱体亦与在外无异，只要母
亲诸妹康健，他年必有一朝得以重庆团
圆，一切统希宽恕放怀，万勿过于哀伤，
是儿所至望至盼者也。”

翁泽生入狱后，不仅患上脚气病，连
他的肺病也因敌人的酷刑摧残而更加严
重，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然而为了不让家
人担忧，他从不过多地透露自己的身体情
况，写给母亲的家书里经常出现的多是

“贱体粗安”“贱体亦与在外无异”等话
语，并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宽慰家人，“他
年必有一朝得以重庆团圆”，字里行间流
露出对家人的惦念之情。当他得知儿子在
小学只学日语，不能学中文时，当即交代
家人一定要“把黎儿送到同安大姑母家去
读祖国的书”。林江（原名翁黎光）一直
记得，父亲为他起名“翁黎光”的深意：

“父亲相信黎明之光就要到来，革命在我

这一代一定会成功。”
1939年初，日本殖民统治者见翁泽

生奄奄一息，提出只要他肯“发誓转向”
“写悔恨状”，就让他出狱治病，但翁泽生
不为所动。当时也有人劝他借口出狱再建
台共来实行“转向”时，他坚定地说：

“在这里是死，出去也是死，何必成为火
线上的逃兵。”直到翁泽生病危，日本殖
民统治者才允许其“保外就医”，但是他
在出狱19天后，便因病去世，时年36岁。

消息传到延安，他的妹妹冯志坚（翁
阿冬）极其悲痛，立誓要“把血泪变成锐
利的刺刀，刺在每个敌人的身上”。他的
战友陈云、廖承志赞叹“他到死还坚持着
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

1975年，翁泽生被中共中央组织部
追认为革命烈士，他的革命事迹将永远被
后人铭记。

（作者单位：台盟中央宣传部）

为革命鞠躬尽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