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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台江事件”可称之为“五四运动”的殿军之战,围绕这一事件在全国掀起了反抗日本帝国

主义侵略的斗争,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独立意识。 在“台江事件”中,青年

学生商讨“闽案”应对办法;组织游行、演讲,促使民众了解“闽案”真相;召开国民大会,促成各阶级

的大联合;主导又一场抵制日货运动,表达对日侵略势力的反抗;向政府请愿交涉,力争“闽案”正当

解决。 这些事实均展现了“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的担当精神。
[关键词]青年学生;五四时期;台江事件;福建

doi:10. 3969 / j. issn. 1673-9477. 2020. 04. 016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20)04-081-06

　 　 “台江事件”是“五四时期”一个具有重大影响

的事件,是“五四运动”的继续和深入发展。 关于“台
江事件”,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甚少,对参与其中

的青年学生群体也未见有专文探讨。 青年学生在

“台江事件”中展现的担当精神,对当代学生的爱国

主义教育、责任担当教育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笔者

主要利用当时的报刊资料,对参与“台江事件”的青

年学生群体的思想和行为作初步研究和探讨。

一、台江事件及其影响

　 　 十九世纪末福建被日本强行划为势力范围,从
这时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便不断向福建境

内的各个角落渗透。 “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了全中

国,与山东同为日本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福建,在整

个运动过程中以抵制日货斗争的激烈与持久为自己

的突出特点,以至于时任日本驻华公使小幡不能不

承认:“闽人仇日最烈,屡焚日货,侨商损失甚巨。” [1]

为了扩大侵略范围,消灭福建乃至于全中国人民的

反日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制造事端,“而福建固

其所认为势力范围者,遂不幸首当其冲矣。” [2]

1919 年 11 月 16 日,日本驻闽总领事馆唆使数

十名日本浪人组成“敢死队”,携带刀棍手枪等武器,
由日本驻福州警察署长江口善海任总指挥,出现在

福州南台大桥头及其附近一带,伺机行凶。 5 时半左

右,青年会学生黄玉苍等 5 人路过,日本“敢死队”突

向他们和过路的群众行凶袭击,连劝阻的警察也横

遭毒手。 最后共计击伤学生 4 人(其中有 3 人当场

被殴打得遍体鳞伤,在突围欲逃脱时又有 1 人中

弹) [3] 、市民 1 人(市民朱依才中弹不省人事)、警察

1 人(巡警史孝亮身中 3 弹,生命垂危) [4] ,夺走警察

步枪 2 支,中国地方警察当即拘捕凶犯福田原藏等 3
人,另有行凶数人逃到位于田垱的顺记洋菜馆毁物

砸人,中国警察又拘捕日本驻福州警察署长江口善

海等 7 人。 整个过程中,因中国警察不敢对外国人

开枪,日本方面无 1 人受伤。 事件发生后,福建省督

军兼省长李厚基却以“邦交綦多”为由,令福建交涉

署将 10 名凶犯送日领署处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

“台江事件”,时称“福州事件”、“福州惨案”、“闽事”
或“闽案”。

“台江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反应强烈,如北京

法文政闻报评论道:“最近中日二国,在福州发生冲

突,观其情形,颇为重大,华人将视此事为国家问

题。” [5]中国人冒着首都被占的耻辱进入了 20 世纪,
至“台江事件”发生时,“际兹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万
鬼环瞰,百虎耽视,竞争最烈最剧之二十世纪时代,
有强权无公理,腥风弥漫于六合,血雨普遍于五洲。”
而我国却为“天下最可怜可伤者,孰有如奴隶乎?”且

“彼区区三岛之倭奴,尤垂涎我国,既夺我台湾,占我

朝鲜,心犹无厌,又据我青岛,杀我学生,贼胆愈肆愈

大,惨剧渐演渐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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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江事件” 进一步激发了自“五四运动” 之后

便氤氲在民众心中的爱国主义激情,中国人的民族

独立意识进一步觉醒。 如当时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

范学校学生发文说:“而福州事件又起,……此数千

年来未有之奇耻! 凡有血气莫不悲愤。” [7] 又如当时

闽人力促政府积极交涉“闽案”的电文中也有:“辱我

国体,蹂我主权, 杀戮我同胞, 是苟可忍, 孰不可

忍。” [8]中国人更加意识到,为了生存必须反抗包括

日本帝国主义在内的外国侵略。 青年学生也尽己所

能,警告同胞“勿忘国耻”,希望自己的国家“或有救

亡图存之一日乎?” [9]

二、青年学生在“台江事件”中展现了担当精神

(一)学生商讨“闽案”应对办法

　 　 “台江事件”发生后,首先行动起来的是青年学

生,他们大多以各地“学联”为召集单位,召开会议讨

论应对办法。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简称全国

学联),成立于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第一次代表大

会上,这次会议从 1919 年 6 月 16 日一直持续到 8 月

5 日,共有 21 省的 57 位代表参会。[10]因“五四运动”
的直接影响,1919 年 5 月中旬,福州 13 所中等以上

学校学生在福州吉庇巷谢氏祠开会,成立了福州学

生联合会(后改为福建学生联合会)。[11] “全国学联”
和各地学联,成为其时学生运动的领导机关,下面试

举几例加以说明:
在北京,学生联合会于 11 月 22 日召集紧急会

议,参加会议者甚多,最后决定先选派六名代表,赴
外交部和教育部质问对日交涉真相究竟如何。[12] 27
日晚 8 时,学生联合会又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开会,议
决于 30 日举行大游行及路上演讲,以唤起国人对

“闽案”注意,并拟定召开国民大会等事项。[13] 在南

京,学生联合会于 11 月 23 日下午 2 时开会,中学以

上 26 校均派代表赴会,“评议部长李庆鏖(金陵大

学)主席,谓日人以对待高丽人民之手段对待我国国

民,全国人民应亟群起力争以免危亡,请讨论对付方

法。” [14] 12 月 6 日,广东学生联合会共召集 38 校代

表,都认为“闽事日亟,不可缓视,决与京津沪各处学

生一致动作,鼓吹民气,协力对外,以为政府后盾”,
并讨论进行办法表决数事。[15]

在全国各地求学的福建学生,也积极开会讨论

“闽案”应对办法。 如 11 月 30 日,旅京福建学生联

合会于旅京福建各界联合会散会后,继续在福建会

馆开会,与会者四百多人。[16] 在这次会上,就读于北

京铁路管理学校的福建人郑振铎也参加了会议,“我

们刚坐下来,只见一位身穿旧蓝布长衫、戴眼镜高鼻

子男青年走过来,每人介绍,就大声地说:‘暗无天

日,太令人气愤了! 日本鬼子,卖国贼,真该死! 今

天会议,就讨论这个问题。 日本鬼子在福州开枪逞

凶,并调动军舰以武力威胁,激起中国人民无比愤

慨,尤其是我们福建学生’。” [17] 在这次集会上,郑振

铎还倡议创办刊物作为福建同学的宣传喉舌,以力

争闽案,刊物后取名为《闽潮》,并油印出版,激发了

青年学生的抗争热情。
学生商讨的内容,主要是如何联合各方力量力

争“闽案”,一般议决内容如下:安排外出游行、演讲

等具体事宜;组织召开有各界民众参加的国民大会;
继续抵制日货;向政府请愿望其严重交涉“闽案”。

(二)学生游行、演讲,促使民众了解“闽案”真相

　 　 青年学生冲锋在前,举行游行、演讲等活动,以使

民众了解“闽案”真相,进而唤起民众同仇敌忾的决

心。 如当时开封女学生游街演讲并大声疾呼:“我们

娘们家(土语)出来游街,并不是闹着玩的,实在是叫

大家打起精神起来保护各家的妇女老小性命哟!” [18]

北京和上海学界举行了多次游行、演讲活动。
如 11 月 24 日晚七时,北京学界集合多人在前门东

西两站及顺治门一带游行并分送传单,原文如下:
“同胞! 同胞! 起来! 起来! 快快起来! 日本人在

福州,围杀学生,击杀市民军警,毁坏许多店铺,福州

学生又罢课了,福州商民又罢市了。 同胞! 同胞!,
你还不起来想对付底方法吗?” [19] 上海多个学校也

积极组织外出游行、演讲,如老北门友谊学校于 12
月 7 日分组出发演讲,第一组于午后一时去到小东

门大东门以及南市各处,演讲题目为“救福州不可忘

青岛”、“抵制日货是对敌的利器”、“高丽亡国之惨

状”、“良心的抵制”,还有二人对演日人与国贼狼狈

为奸的丑态,听者大为感动,学生直到下午五时才开

始返校。 第二组于夜间七时出发,在民国路西门等

处演讲,先吹军号召集人众,然后登台演讲,题为“买

卖日货即不啻自杀”、“抵制是永久的不是暂时的”、
“福建及山东所处地位之重要”等,听者异常拥挤,返
校时已十点钟。[20]

包括福建在内的全国其它各地,也多有学生举

行游行、演讲且情景感人。 如 11 月 29 日,南京中等

以上学校学生 3000 多人,冒着漫天大雪,举行游行、
演讲。[21]又如在福建莆田,12 月 15 日下午一时,“各

校学生又齐集射圃里出发游行各街”,本次游行“人

数约三百余人,校旗高标号鼓迭奏,前导一旗大书

‘愿同胞勿忘台江之耻’,每人手中所执之旗中书‘还
我国权誓复国仇万众一心力争闽案’等字,沿途口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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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耻歌,并散布传单多种,有编成平话浅说者,有绘

出两心字,一红色一黑色,中间加以说明,无非欲警

告同胞猛省也。[22]

青年学生不计个人得失,促使民众尽快了解了

“闽案”真相,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被激发,同仇

敌忾的决心进一步增强,同时也对日本政府形成了强

大的舆论压力,有力地支持了北京政府的对日交涉。

(三)学生召开国民大会,促成各阶级的大联合

　 　 国民大会最初源自五四运动中知识界发动群众

就外交问题向政府进行政治抗议的活动方式。[23] 自

“福州事件发生以来,举国国民义愤填胸,各处开国

民大会以研究对应方策。”
 [24] “台江事件” 发生后,

最早召开国民大会的是福州民众。 11 月 17 日,福州

各界民众即在省议会前广场召开国民紧急大会,抗
议“台江事件”,不期而至者万余人。 会上议决四项:
“(一) 电请政府向日政府交涉撤换驻闽日领事;
(二)新领事来闽应向中国官厅道歉;(三)死伤损害

一切赔偿;(四)此次滋事祸首及在场凶手被捕者应

由中日司法官会审惩办。” [25]

此后,全国多处都有召开国民大会以力争“闽

案”。 如在河南开封,青年学生积极运作召开国民大

会,最后定于 12 月 6 日在马道街丰乐戏园召开且盛

况空前,其时“记者随人潮而入,见会场上有‘良心爱

国坚持到底’八个大字,其他未得详察,又为人潮拥

出矣。”记者“事后闻知登台演讲者,有一学校伙夫,
并有一乞丐亦登台演说曰:‘贵而为总统督军,尚不

如我们乞丐知有国家云云。’听者大动,掌声如雷,打
破阶级制度,诚足为此会之特色。”

 [26]再如 12 月 7
日北京各界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参与人数众多,
“将近一时,各界到会者络绎于途,一时十分到会者

已达四五万人,民气激愤直薄云汉,观以万余面白旗

飘扬空中直如缟素。”会上,由福建旅京各界代表推

举的高师学生刘庆平报告闽事经过及近况;京师总

商会会长安迪生当席签字保证京师商号永久抵制日

货;通过对日交涉八条;大会最后发布宣言,“要与日

本断绝经济的国交。” [27]

此外,镇江、湖州、济南、苏州、南昌、九江、太原、
成都、徐州等地也举行了数千人至数万人参加的国

民大会,以声援“闽案”斗争。 学生召开的国民大会,
形成了包括学生、工人、商人和市民为代表的各个阶

级和阶层的大联合,如北京国民大会结束后所发表

的宣言称:“我们从此觉悟了,国家的外交不仅是少

数人所可与开的,争外交也不是学界一界的天职,我
们自此以后全体的国民一齐起来。” [28]

(四)主导又一场抵制日货运动,表达对日侵略势力

的反抗

　 　 “五四运动”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抵制日货运

动的高潮,但随着时间推移“目下排日风暴,似已当

渐就平静”。[29]对学生而言,“惟诸君自六五以后,心
里热度渐由百度降零点。”

 [30]对商界而言,“然曾几

何时,如昙花一现即无声无息。” [31] “台江事件”发生

之后,全国各地又一次掀起了以学生为主导的抵制

日货运动的高潮。 抵制日货出于经济层面的考虑,
当时福建学生《警告同胞》宣言中有言:“兵争不能用

商争,商争最要禁日货。 日货恃我为销场,我若不买

日商倒。 日商既倒日必贫,绝他命脉此最好。” [32]

全国各地学生积极行动,联合商界抵制日货。
如在徐州,“自福州日人枪毙我学生军警且派军舰示

威之恶耗传来”,学界即“复组织学生调查日货委员

会,日夜轮班往东北两车站切实调查严行抵制,警告

各家商店以后勿再进劣货。” [33] 再如在芜湖,“芜湖

学生自五四运动发生以来,因被官厅与校长压迫不

能自由,近因日人在闽无故杀伤军警学生一案群情激

愤,自日前联合游行后得稍活动,现正预备组织国货

调查会以为抵制日货之机关。”又如在杭州,“自闽事

发生后,抵制劣货之声浪,较前增高数倍,各商店所存

劣货,业经商会议决查明封存不准售卖。” [34] “台江事

件”发生后,福建学生抵制日货运动也深入推进,如
“从前查货,不过向城台商店调查新货旧货,令商店盖

印而已,近则专于海关及某洋行起货卸货。” [35] 在“闽
案”发生已近半年之后,福建学生“对于救国查货一切

尚积极进行,志不稍懈、气不稍馁。 ……救国之热心

于此表见矣。”
 [36]

青年学生“抵制日货”运动能否成功,与商界态

度有很大关系,而当时大部分商界人士都能从国家

民族大义出发,暂时抛却自身的经济利益。 如上海

法租界商业联合会,于 12 月 8 日在东新桥街本会事

务所开常会,谓福州事件,“彼国不但不自引咎而且

派舰示威,欺藐太甚,本会应步学生后尘设法组织,
使彼国有所警悟,重皆赞成。” [37] 再如福建商人言:
“我国未亡日人即以亡国手段直加于我,然学生若此

况,我商人当此事迫势危,商人亦国民一分子,责无

旁贷。” [38]

(五)学生向政府请愿交涉,请其力争“闽案”正当解决

　 　 中日之间针对“台江事件”的交涉,所耗时间长

而过程复杂,“在政府方面则交涉迟缓,著著退让,在
日人方面,则恃强凌弱气焰愈高。” [39] 对于福建地方

政府来说“那当地的长官李厚基,把当场抓获的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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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领署警长在内),日领事要求就放脱;还封学术周

刊社,解散学生联合会,起初还有报告的电,后来也不

要说了。” [40] 且李氏有言曰:“福建果为日人所蹂躏,
则三千万福建人直接受其损害,与我何所进出?” [41]中

国政府媚日想敷衍了事,日本方面盛气凌人,想依靠

暴力解决问题,但青年学生念“闽案”涉及国权民命,
多次赴政府交涉请愿,请政府对日严重交涉。

在北京,学生多次派代表,赴外交部、教育部以

及国务院请愿交涉。 如旅京全闽学界于 24 日,派代

表谒见外交部长陈箓, “ 适陈不在部由沈佥事代

见。 ……六代表遂即退出时已将五钟,改日尚拟再

赴国务院及教育部陈情云。” [42] 又如 26 日下午 3
点,“学生代表五人,又访外交次长陈箓,至四时始

见,言福州案外部应办的事,你们不必焦急,代表问

日本调舰击学生,陈言日舰来已得报告,再问办法,
陈怫然曰,外交秘密。” [43]

全国各地方政府对于学生“力争闽案”,也大多

抱持敷衍态度。 如 1919 年 11 月 24 日下午,天津学

生联合会举出五代表,“计为谌志笃、李之常、陈泮

嶺、周恩来(因事托黄者勳代表)、易守康。”5 人先到

省长公署,“教育厅王章佑即来询各代表来意”,各代

表陈述第一件事即为“福建之事请省长致电政府,令
外交部向日本严重交涉以保国权而维民命”。 王章

佑因代表所提是由两次回复省长,但其答复各代表

均不满意, “王厅长又三次代陈省长,方邀省长允

见。”但省长解决办法亦是敷衍了事,“省长云,吾的

意思你们还是不明白么,静候中央的办法就是了,至
此各代表即与辞退席。” [44]

王鸿年、沈觐扆于 12 月 7 日到闽调查,在闽共

75 天,开会 30 余次,召集证人至百余人之多。[45]

1920 年 3 月 13 日,在前期调查的前提下,北京政府

开始就“闽案”正式进行交涉,要求日本政府必须道

歉、赔偿、惩凶。 3 月 16 日,日本公使反诬中国排日

运动使日本遭受损失,提出 3 项反要求,即:惩办遏

制抵货不力的中国官吏、赔偿在抵货期间日商所受

之损失、互相道歉,福建学生说“我们要起个交涉,他
就反提抗议,照这样看起来,可恨不可恨呢?” [46] 4 月

22 日,中国政府外交部迫于民众压力,驳斥日方无理

要求,提出要按原定的道歉、逞凶、赔偿 3 项要求开

议谈判。 但直至 11 月 12 日,中日双方关于“台江事

件”交涉才告结束,举行换文,此时已逾近一年。
青年学生不顾个人安危,竭尽所能力争“闽案”,

其间所遇艰难险阻繁多。 如当时发生在湖南的学生

散学风潮,起因便为湖南学生因“闽案”发起的抵制

日货运动,激怒了日本政府和当地军阀。 1919 年 12

月 2 日,学生议决将查获日货焚毁,“湘督张敬尧遣

弟敬汤率军数千”前往镇压,学生“被殴重伤者数达

十名”,并将学生徐庆誉、汪国霖等五人用绳捆绑,拍
摄照片且扬言枪毙,“校员刘定安及数十名数龄学童

同遭殴辱负伤驱逐散归。”之后,“学生偶出即遭军警

盘诘,几以殴骂,禁止市街行走,视若囚徒。” [47] 1919
年 12 月 8 日湖南自初等小学以上学校学生全体散

学。 以至于时人感叹:“教育界和一般青年所受经济

上精神上肉体上的痛苦还说不尽。 唉! 这是什么景

象?” [48]

面对国弱民贫的时代背景,即便如此艰难,青年

学生亦认为他们处在国家与社会的中枢位置,毫不

犹豫地担当起救亡图存的时代责任。 “枪炮虽多,谁
则执之;士卒虽众,谁则教之;实业虽兴,谁则推广而

扩充之,是不可不有主持者。 ……而求其最合身份,
上可以补政府之不逮,下可以作齐民之模范者,舍学

生其与谁归?” [49]

三、从青年学生看“台江事件”在福建发生的
原因

　 　 “台江事件”的发生,除因福建被日本视为自己

势力范围外,直接原因是,“五四运动”后,由学生发

起的遍布福建全省的抵制日货运动。 当时闽人就认

为,“思日人蹂躏福建,固其日来怀抱之野心,而溯其

近因,实原于抵制日货。” [50] 全省各地声势浩大的抵

制日货运动,沉重打击了日本在福建的贸易和经济,
日商在福建的生意顿减百分之七八十。[51]

福建位于我国东南沿海,背山面海,东隔台湾海

峡与台湾岛相对,距台湾岛最近处仅 128 海里。 甲

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带来了空前屈辱的《马关条

约》,它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多方面的灾难,与福建仅

一海峡之隔的台湾也割让给日本。 日人对福建亦垂

涎已久,1898 年,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即照会清政

府,要求福建沿海不得让给别国,已把福建划为自己

的势力范围。
“五四运动”后,福建学生发起了遍布全省的抵

制日货运动。 爱国学生组织了“救国十人团”,以及

“国货贩卖团”、“国货调查团” 等,抵制日货的斗争

从福建的沿海城市一直蔓延到偏远山区乡镇。 如在

莆田,学生“逢人劝其不买敌货,几乎声嘶力竭而毫

无倦态。” [52]莆田还出现了女学生贩卖国货,“且男

学生之所售者仅在街衢之间,而女学生则能深入人

家,销路尤广。” [53] 在厦门,有贩卖国货的学生贩卖

团,“每日课余及星期日,由学生贩卖之,价目划一不

二,约数十人为一队,以喇叭为前导,次以国旗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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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执,纸旗上书‘劝用国货抵抗’、‘国货坚持到底’
等字样”。[54] 7 月,学校暑假之后,在各地学生联合会

的组织领导下,在福建沿海城市求学的学生返回家

乡,又把抵制日货运动推及到广大农村。 此后,福建

各界又陆续发起组织抵制日货的“五人团”,“不必拘

于学生,凡热心救国者均可入团,盖该团以倡用国货

为职。” [55] “五人团”这一新团体形式的创立,使福建

抵制日货运动真正从学界扩展到社会各界,日益成

为各界群众的自觉行动。
在爱国学生的努力下,“无论商店大家,均知改

用国货。 ……受影响者真有一日千里之势。” [56] 如

“省垣学界近日对于抵制日货异常热心,……日前,
海军学校正在更换制服之际,一般学生见系日货皆

不肯穿着,谓须改用国货最妙。”又如“今日福州,街
谈谈抵制日货,巷议议抵制日货,至于茶楼、酒馆、戏
园娱乐所各处均贴‘中国人用中国货’字样,凡街衢

墙壁一望皆是,较之四年五月九日之激烈十倍。” [57]

“五四运动”后,由学界发起,遍布整个福建,深入城

镇乡村的抵制日货运动给日商造成沉重打击,这是

日本帝国主义绝对不能容忍的,“台江事件”中日人

正是以学生为袭击对象,当时湖北学生会通电中说:
“不知日人果何所恨于我国,必欲杀我青年以快其

意?” [58]也从侧面说明了青年学生在福建抵制日货

运动中的作用。
本文主要利用当时的报刊资料,初步分析了青

年学生群体在“台江事件”中的思想和行为。 在“台

江事件”中,青年学生率先行动,起到了先锋模范的

作用;青年学生以“爱国”为已任,促成了各阶级的大

联合;青年学生不畏艰险砥砺奋斗,促使“台江事件”
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取得了近代以来第一次对日

交涉的胜利。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当代青年学

生应当传承和弘扬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的担当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

要担当时代责任。 时代呼唤担当,民族振兴是青年

的责任。” [59]在青年学生的接续奋斗中,近代以来无

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

想,必将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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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 Taijiang
 

incident"
 

can
 

be
 

called
 

the
 

last
 

battle
 

of
 

the
 

" May
 

4th
 

Movement" .
 

Around
 

this
 

incident,
 

the
 

whole
 

country
 

launched
 

a
 

battleagainst
 

the
 

Japanese
 

imperialist
 

aggression,
 

which
 

further
 

stimulated
 

the
 

Chinese
 

people's
 

patrio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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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national
 

independence
 

consciousnes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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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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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ntermeasures
 

of
 

" Fujian
 

c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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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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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uth
 

of
 

the
 

" Fujian
 

case" ;
 

conv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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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Congres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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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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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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