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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陳獨秀之後擔任了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瞿秋白（1899～1935），1920年以北京《晨報》

記者身分前往蘇聯觀察採訪，回國後，1922年出版了著名散文集《餓鄉紀程》，記錄了他

自哈爾濱到莫斯科一路所見所聞，忠實地寫下他親眼目睹的十月革命後哈爾濱到莫斯科一

路俄國的殘破慘狀，同時也記錄下俄國勞動者以主人公的姿態努力勞動的創造性身影，

《餓鄉紀程》日後被定調為有著巨大思想意義和文學價值的散文集。由此也可看出記遊文

學作為一種反應所屬時代社會紀實的特殊性。

1979年，日本的文化界還未能及時好好沉澱反思文革的實況時，有才女作家之稱的著名

作家有吉佐和子出版了當時備受注目的《有吉佐和子的中國報導》，在1972年中日恢復邦

交之前，有吉即多次訪問中國，也曾兩次因為留學與調查天主教在中國情形，停留中國半

年，見過多位中國要人。而為了此書的撰寫有吉曾深入中國農村，訪問七處人民公社，在

公社和農民同寢食，成功的聽取到農民訴說的農藥之害與舊地主如何在被監視下從事肉體

勞動的現狀，但是有吉同時也讚揚中國農民敏銳的擁有科學的整合性，處處隱藏著生活的

智慧，給予中國農民高度評價。其他有關於文革的諸多慘狀，作家陳若曦已有真實的敘

述，文革結束後，這四十多年來隨著檔案、文革受害者日記書信的出土、口述歷史的訪

談，諸多真相陸續被攤在陽光下，文革的慘狀至今仍是歷史上難以消抹的印刻。

1978年，中國開始進行「改革開放」政策，六年後的1984年，曾參與1932年組建日治時

期第一個旅日學生台灣文學運動團體「台灣藝術研究會」，發行文學雜誌《福爾摩沙》的

楊基振，留下了珍貴的「改革開放」後的中國見聞。現在的台灣研究者對於楊基振皆不甚

熟悉，但我認為作為一位時代參與者以及典型的越境者而言，楊基振留下的觀察筆記都提

供了我們解讀當時的線索。楊基振1911年生於台中清水，楊肇嘉是其堂兄，1924年入學台

越境的另一章
《福爾摩沙》詩人楊基振晚年的中國行旅

◆黃英哲　文．圖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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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是不夠的，一定要借助中國之力才有可能。因

此，首要之務便是要引起中國的注目，積極參加中

國革命，努力活躍於中國。他對「中國」這塊土地

與土地上的種種人事，抱持著一種複雜的心情，從

學生時代開始便對中國具有特殊的情壞，他並不是

選擇到重慶或延安直接從事抗日運動，而是多少有

懷著「曲線救國」的心情選擇到東北、華北獻身日

中師範學校，1926年休學，前往東京升學，1931

年，進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就讀，隔年參與

了「台灣藝術研究會」的組建，1934年早稻田大學

畢業後，前往中國東北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俗稱

滿鐵）鐵道部任職，其後陸續轉往華北交通株式會

社、華北交通運輸局、華北的啟新水泥公司唐山工

廠任職。1946年返台，先任職省政府交通處，後轉

往交通處鐵路局，期間一度與雷震、齊世英、蔣勻

田等人來往密切，積極出席《自由中國》組反對黨

座談會，1976年自鐵路局退休，退休前長期擔任鐵

路局的專門委員，1977年移居美國，1983年取得美

國籍，隔年1984年，在睽隔中國38年後，前往中國

北京、天津、大連、瀋陽、長春、蘇州、杭州等地

旅行，停留一個半月，1990年病逝美國。

2007年，國史館出版了《楊基振日記（1944～

1950）附書簡．詩文》（黃英哲．許時嘉編譯），

保存了中國與台灣歷史轉折點裡個人的重要見聞紀

錄。在已出版的楊基振第一手資料裡，他曾自述在

早稻田大學在學中已經意識到要解放台灣的殖民地

現狀，必須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可是單靠台灣人的

越境的另一章
《福爾摩沙》詩人楊基振晚年的中國行旅

◆黃英哲　文．圖片提供

百

草

言

楊基振攝於1934年早稻田大學畢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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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大陸建設，從他留下的日記可以感覺到其對中

國的熱情。甚至46年從中國倉皇返台後，依然相當

關心中國，中國是1976年文革結束，1979年1月1日

中國美國正式建交，歷史又邁入一個嶄新的段落。

中國在同一時間以人代會常務委員會名義發表「告

台灣同胞書」，對台溫情喊話。1981年「中華全國

台灣同胞聯誼會」（簡稱「台聯」）在北京成立，

「台聯」開始組織分散中國大陸各地的「老台

胞」，並在中國各省紛紛成立「台聯」分會，台灣

出身的中國公民在中國大陸的處境大為改善，「台

聯」同時也對旅居海外有地位有成就的「台胞」表

示歡迎返鄉參訪。1982年，在「台聯」的邀請下，

流亡美國的著名反對派人士郭雨新一度曾有意願踏

上「返鄉」之旅，但是臨行之前被勸阻了。1983年

夏，「台聯」邀請首批旅美台胞醫生團到中國訪

問，當時全國政協主席、中共對台小組負責人鄧穎

超在人民大會堂台灣廳召見一行並有了對話，根據

「台聯」機關刊物《台聲》的報導，訪問團成員有

人向鄧穎超提出「你們共產黨提出了第三次國共合

作，只是以國民黨為談判對象，並沒有把台灣人放

在眼裡，希望中共當局制定政策時尊重台灣人民的

意願。」鄧穎超回應說「我們制定對台政策的出發

點是最大限度地照顧台灣人民的利益，而請你們來

正是要瞭解台灣人民的意願，希望多聽到台灣人民

的意見。」同一年「台聯」又在北京主辦「台灣之

將來」學術研討會，這是有史以來中國國內首次公

開舉辦的台灣問題研討會，台籍教授有任教加拿大

的郭煥圭、蕭欣義，任教美國的田弘茂、林宗光、

范良信，任教澳洲的邱垂亮，德國的張宗鼎，任教

日本的劉進慶等人參加，當時備受各方注目。楊基

振就是這一波「台聯」發動海外台灣人「返鄉」潮

的一員。

1984年2月，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構想，10

月13日，睽違38年，楊基振與續弦夫人（元配夫人

46年病逝唐山）一起踏上「返鄉」之旅，11月30日

先從廣州到香港，隔天再由香港抵東京，一路楊基

1984年11月楊基振夫婦與鄧穎超（中）合攝於中南海鄧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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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將所見及感觸簡短扼要地記錄在小筆記本上，最

近才發現到，是一珍貴的「返鄉」紀錄，揀其意味

深長者介紹如下：

10月14日記下到科學院拜訪蘇子蘅「知道蘇君是

台灣自由自治黨主席（按：楊的認識有誤，當時蘇

任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蘇是彰化人，戰前就讀

仙台的東北帝國大學工學部，後赴中國發展，夫人

是曾擔任林獻堂祕書、抗戰期間前往中國華中發展

的甘得中的女兒。）想與他合作來解放台灣。」

10月15日在參觀北京的西郊大建設之後，記下

「一點沒有從前的景象，使我憶起社會主義的偉大

建設。」

10月16日記下「到中宣部見鄧力群宣傳部長，談

了中共將來的問題及台灣問題，我差不多講了一小

時，他始終微笑傾聽我的意見。」

10月18日，楊再度和蘇子蘅見面，楊記下「談了

一小時，但與他合作的事情無法實現，很失望。」 

兩人到底談了什麼內容無從得知，台灣民主自治同

盟是中國所謂八大民主黨派之一，發揮的作用極有

限，況且楊基振只是一退休的在美台僑，發揮的作

用同樣也是極有限。

10月19日記下「早上八點半，看人民大會堂去，

很大的規模，表示中共相當重視民意，參觀的平民

是人山人海，十點到北海，北海是過去我遊覽最多

次的地方，現在裝修的很漂亮。」

10月21日前往曾滯留12年的華北、東北參觀，當

晚入住大連賓館別館（戰前著名的大和飯店）。

10月22日赴旅順參觀博物館與日俄戰爭戰場，記

下「到山上看日露戰爭時的戰蹟，知道旅順市民為

日露兩國受了悲慘的命運，日人慘殺了3萬人的旅

百

草

言

順市民，該市只剩下34人（按：恐有筆誤），如今

旅順又光復，現在是海軍基地在繁榮。晚上華市委

設宴招待我們，統戰部、台灣聯絡部、同鄉會黃會

長等大連市的政要都參加，談的、吃的都很愉

快。」

從楊基振的小雜記本的記載，能夠發現他的大陸

行，一路下來都是統戰部、各地「台聯」和台灣同

鄉會負責接待。

10月24日特地在大連市裡尋訪他50年前住過的宿

舍「橋北寮」，記下「感慨無量」。

10月25日前往瀋陽參觀第一機床廠農業合作社，

記下「現在農民富了，家裡又電話、電冰箱、洗衣

機、卡車、自行車，自己建屋，全體蓋學校，他們

的收入一年一万元以上的不少，個個都抱的很大的

希望。」

10月26日記下「早上看農貿市場設攤位給農民販

賣農產物，農民富了，然後看政府經營的百貨店，

貨色便宜而且豐富。」

10月27日在參觀長春市第一汽車製造廠後，記下

黃英哲與許時嘉編譯《楊
基 振 日 記 （ 1 9 4 4 ～
1950）附書簡．詩文》，
2007年由國史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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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又去參觀46年前工作

過的長春鐵路站，記下「沒有大變化」。

10月30日前往唐山，目的是看看他曾經工作過的

啟新水泥廠、辦公大樓，雖經歷唐山大地震，他記

下「沒有損壞」，但在尋找舊有的住房與元配的墓

地時，皆未果，楊似乎很惆悵。

10月31日到豐潤縣參觀唐山大地震後，重建的災

民房子、工廠宿舍後，大讚「真是社會主義建設的

好處」。

11月3日楊基振夫妻從天津回到北京，當天下午

在「台聯」會長林麗韞的陪伴下，到中南海周恩來

公館見鄧穎超，他記下「本來預定在人民大會堂見

我，但因她80歲身體欠安，就在她的家裡見我，她

親密而可敬，鄧主席講了將近一小時，她都以中共

的立場想問題，我以台灣人的立場說明台灣問題，

最後她希望台胞與中共一致對抗國民黨，迫國民黨

來談和，拍照紀念，與她熱烈握手而依依而別，但

願她長壽愉快。」楊基振紀錄的可信性需要再考

證，以當時楊的身分地位，中國也不太可能安排在

人民大會堂會見他。

11月18日，楊在「台聯」幹部陪同下「到同安縣

泉州市尋根去，因我知道楊家的祖籍是泉州府同安

縣」，楊在參觀陳嘉庚的墳墓之後，記下「感佩他

一輩子對國家民族的偉大貢獻」。

11月19日晚在廈門的住宿旅館「華僑大廈」開台

灣同鄉座談會，他記下「晚上七點在旅館開台灣同

鄉座談會，15人出席，由我報告中國統一問題，並

建議在此地建立台灣會館，座談會七點開始，九點

半結束，大家都熱心討論。」

11月22日，楊基振前往廣州參觀，參觀黃花崗72

烈士之墓後，他記下「那一段壯烈的歷史浮在心

頭」。

11月26日參觀雲南民族學院，記下「由院長辦公

室主任及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員詳細該學院內容及中

共對小數民族的政策，現在還有一個高山族學生

（按：可能指台灣原住民），中共對台灣人的政

策：1、一視同仁，並在各個方面優先照顧。2、對

台屬（去台灣人員家庭）一視同仁，不得歧視。」

11月30日，楊基振從廣州先到香港，小筆記本上

記下「離開祖國要回美國離情依依」。

12月1日從香港轉往東京，暫住東北時代好友陳

有德醫師家。

12月3日，他滿鐵的舊同事好朋友門脇朝秀來

訪，記下「給他報告大陸之行，尤其讚美中國的社

會主義體制之成功。」

從12月4日的小筆記本可以知道他當天上午曾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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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紀錄雖不是如瞿秋白的大敘述，也不是如有吉佐

和子的體驗報導，但是相當忠實記錄了中國改革開

放後中國社會的一部景象，由台灣人來敘述彌為珍

貴。從中我們也可以窺見大時代的變動中的中台情

勢。1977年楊基振赴美依親前後，國民黨處在內外

窘迫的狀態，77年的中壢事件後，國民黨在台灣的

威權體制逐步瓦解，緊接著中美建交也動搖了中華

民國體制。楊基振夢想透過組黨來逼迫國民黨改

革，或是借用中國壓力迫使國民黨進行體制內的改

革，維持中華民國體制，當時的他並未看出有如當

下台灣所謂的台獨意識或統派意識，而中共則是希

望能夠和台灣人聯手逼迫國民黨透過談判達成兩岸

和平統一，二者可謂是同床異夢。

從楊基振晚年中國行旅留下的雜記中，隱約地透

露了八○年代一位台灣知識分子與中國當局關於台

灣問題的思維，當時中國當局與台灣政策之異議台

灣人士，雙方都還有對話的空間，關於東亞和平的

前景，無論如何，對話才是解決爭端最好的辦法。

楊基振這位走過殖民時期、同時遊走於台灣、日

本、中國、美國的越境者，其最終留下的經驗與見

聞實是提醒著我輩們面對東亞情勢需慎之又慎，事

緩則圓。

                                                       （2022.10.）       

黃英哲，嘉義人，現任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教授，從事台灣文學、台灣

近現代史、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長期推動台灣文學作品與台灣漢學研究的日

譯。著有《「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

1947）》、《漂泊與越境：兩岸文化人的移動》、《櫻花．流水：我的東瀛筆

記》等；編有《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許壽裳遺稿》等。

百

草

言

時任中國大使館文化參贊的蔡子民（1920～2003，

彰化人，1943年早稻田大學政經學部畢業）見了面

「談話報告這次的旅行及組黨問題，很贊成組黨並

鼎力支持，談話很熱烈。」當天下午，又與夫人到

東京鬧區池袋拜訪史明「從兩點談到六點想要說服

史明，因他對革命的熱情，對我的運動，我期待很

大，他贊成我的行動，但因他過去對台獨太深入無

法自拔，改線不參加我的運動，很失望。」

12月7日記下「7點到南鵬家（按：黃南鵬1899～

1990，彰化人，曾任南京汪精衛政權下陸軍少將、

華北綏靖軍等二集團軍司令，戰後被國民政府委任

為北平憲警聯合會辦事處主任，1950年前往日本，

參與了廖文毅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1979年首次

再返回中國，據台盟說詞，抗戰時他即與共產黨有

聯繫，關係並沒有中斷。1979年以後一直致力兩岸

和平統一，並向台盟提出解決台灣問題建議，逝世

時葬於在中國富有榮譽的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與他談了三小時不得要領，他不參加我要組的

黨。」

12月8日晚楊基振從成田機場踏上返美之路。

楊基振留下的見聞，不是中國的「餓鄉記程」，

反而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下的「富鄉記程」，從中

可以窺見中國在政策轉換後致力追求國富民強。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