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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年 ， 辛 亥 革 命 胜 利 的 消 息 传

到台湾，给予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以

极大的影响和鼓舞，仅仅在 1912 年至

1915 年 的 4 年 中 ， 较 大 规 模 的 抗 日 斗

争 就 有 9 次 。 特 别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仅 在

1912 年就发生了 4 起抗日斗争事件。罗

福 星 领 导 的 苗 栗 起 义 就 是 在 中 国 同 盟

会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抗日斗争……

1910年 2月，广东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策
反工作颇有成效，正当他们紧锣密鼓地准备举事
之际，部分新军与警察发生冲突，引起督署的密
切关注，起义被迫提前举行，倪映典等革命党人
壮烈殉难。同年 11 月，孙中山与黄兴、胡汉
民、赵声等在庇能 （今马来西亚槟城） 举行会
议，决定再次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黄兴担任总
指挥，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的小东营五号设立起
义指挥部。

会后，孙中山前往越南河内，黄兴一行人则
去巴达维亚等地视察党务，并约见罗福星等人，
要他们尽快在南洋各地华侨中发展同志，组织敢
死队，以便听命行事。罗福星为避免身份暴露，
不再出任公职，在公开场所不做革命宣传，暗中
却积极奔走串联，积蓄组织力量。

1911年4月18日，正当罗福星四处奔走、
忙于募捐时，接到广东将举事的电报，遂与一批
同志联袂回国参加起义。各地同志陆续抵达广
州，以白布缠臂为发难标志，以海螺为音响信
号。4月27日下午5时30分，罗福星随黄兴率领
的敢死队攻打两广督署。总督张鸣岐逃走，起义
军焚毁总督署后，在东辕门外与水师提督李准派
来弹压起义的北洋军短兵相接。黄兴眼见将身陷
重围，便带领起义人员设法脱离险境。混乱之
中，罗福星为掩护撤退，不幸为流弹伤及左腿，
一时血流如注，遂以缠臂白布裹伤止血，并趁炮
火间隙潜入一南货店后院暂避，后幸赖新军同志
掩护脱险。

起义失败后，中国同盟会会员潘达微不顾清

政府禁令，以记者身份把散落并已腐烂的72位烈
士的遗体收殓安葬于广州郊外的红花岗，并将红花
岗改为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
因而也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罗福星偕同胡汉民等避难
至缅甸，不久又到巴达维亚，与黄兴相见，计划再
次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晚，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
起义，克复武汉三镇后成立了湖北军政府。黄兴获
悉起义成功，立刻密电巴达维亚华侨书报社，呼吁
在财力等方面急速予以支援。华侨书报社在接到黄
兴密电后，即通知胡汉民、罗福星等人招募民军。

罗福星在短短四五天的时间内就从华侨中招募
了2000余人，北上支援湖北军政府。不久，南北议和
告成，罗福星奉命解散屯驻在苏州的南洋民军。

1911年12月 23日，这天是农历冬至。在上
海寓所，望着华灯初上，歌舞升平，罗福星没有一
丝迎接新时代的快乐心情，他心里还在牵挂日本殖
民统治下的台湾同胞，他彻夜难眠，写下这首与台
湾同胞共勉的诗：

猎猎寒风彻夜吹，萧萧落叶故园悲；
市中有客皆瓦缶，台上无冠不野狸。
破碎山河谁补缀，天涯兄弟合流离；
新亭夜夜添新泪，都在二更月冷时。

1912年 6月，罗福星返回广东故乡，任村小
学校长，同祖父和父母妻儿团聚，共同度过了一段
短暂而平静的生活。

参加黄花岗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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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抗日英烈罗福星
郭海南

罗福星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1886年2月24日
生于印尼雅加达，祖籍广东省嘉应州镇平县 （今蕉岭
县） 蓝坊乡大地村，是客家人，蕉岭“抗日三英杰”
（丘逢甲、罗福星、谢晋元）之一。

罗福星的祖父叫罗耀南，是对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
影响最大的亲人。罗福星出生时，罗耀南正在台湾洽谈
修建铁路业务，得知爱孙出生，格外高兴，热望他将来
能造福社会，故为其取名“福星”。

罗耀南是一位思想传统的客家人，他希望罗福星自
幼能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和客家人勤劳淳朴的民风影
响，便嘱咐家人在罗福星满周岁后将其带回广东老家生
活。1887年，罗福星随父母返回广东大地村，在这里
他接受了启蒙教育，6 岁便能背诵 《百家姓》《三字
经》等，后又熟读《增广贤文》《朱子家训》等儒家经
典，耳濡目染，中华传统文化的胚芽在小福星的心田里
孕育成长。

罗福星10岁那年，身心受到一次严重伤害，他的孪
生弟弟罗禄星不幸染病夭折。远在印度尼西亚的祖父罗
耀南得知后，悲痛欲绝，写信要罗福星的生父罗经史带着
小福星离开伤心之地，回到出生地印尼，就读于当地的中
华学校。从此，罗福星开始了海外求学的人生阶段。

罗福星在印尼就读的中华学校，良师荟萃，思想活
跃，在南洋诸岛中是开风气之先的名校之一。经过几年
的学习，罗福星掌握了英语、荷兰语等多种语言文字，
受到有关人权自由、平等、民主等社会政治思潮的洗
礼，这为他日后追随孙中山参与反清革命斗争、发动抗
日复台活动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03年，罗福星中学毕业后随祖父移居台湾苗栗
一堡牛栏湖庄居住，在那里他亲身经历了日本残酷的
殖民统治。在罗福星就读的苗栗公学任教的日籍教员，
总有一种优越感，认为中国人野蛮、不文明，言行间常
流露出对中国人的鄙视。罗福星自幼接受中华传统文
化教育，深知中国历史文化悠久，如今的日本人却如此
傲慢自负，令他十分不满。再加上祖父罗耀南在日本统
治下的台湾承建铁路工程的愿望难以实现，于是祖父
便在1907年 5月决定变卖田地、房屋，带着罗福星一
同离开台湾，返回广东老家生活。罗福星后来在监狱
中谈到他当时的心路历程史说：“余在数年之前，在
台湾有房屋，见日本官吏之逆而恶，既专横，且不
仁，愤慨之极，早已倾家荡产，悉已抛弃之矣。”

路经厦门期间，罗福星经革命志士介绍加入中国同
盟会，从此开始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回到家乡
后，罗福星在家乡小学担任体育教师，当时他了解华
人被称为“东亚病夫”，于是要求学生建立强身强国
的观念，并且向学生灌输民主的思想。除了对学生进
行初步的军事操练，还编有 《从军乐》 供孩子们吟
唱，“……从军乐，乐如何？捷报传来奏凯歌，奋勇
杀敌，炎黄子孙是英雄”，引导孩子们从小立志，准
备将来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据学生们回忆，罗老师
理平头，爱穿西服，个性开朗，常对学生说：“一个
人要像大树一样，根基要深，才能成为栋梁。”下课
后，罗老师有时在操场上跑步、打拳，他手脚利落，
常吸引学生围观。

在这期间，他受广东教育总会会长丘逢甲之命，赴
南洋一带视察华侨学校。任务完成后，他返回南洋群岛
从事革命活动。1908年 3月，同盟会南洋支部正式成
立，胡汉民任支部长，统筹管理南洋地区的 20 个分
会。3月 15日，孙中山在新加坡新舞台大戏院演讲，
罗福星躬逢其盛，聆听演讲，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理解。

1909年11月20日，同盟会缅甸分会正式成立，为
扩展党务，在缅甸25个城市设立了小分会，设立书报
社，以宣传革命为主要工作。罗福星在印尼熟悉书报社
业务，又常在宣传的书报里以“东亚”“国权”等笔名
发表文章，因此被派往缅甸同盟会分会书报社任书记。

缅甸华侨反清革命活动的蓬勃发展，引起清政府的
密切关注与恐慌，他们便向缅甸政府施压。迫于压力，
罗福星被迫离开腊戍，转往巴达维亚从事教育工作，出
任当地中华学校校长。在此期间，他不但与当地的华侨
领袖建立良好而深厚的关系，并且和流亡南洋一带的革
命党人如黄兴、胡汉民、赵声等交往甚密。

加入同盟会
自革命之日始,孙中山就将收

复台湾作为革命目标之一。1912
年元旦,他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
统,向中外记者明确表示:“中国如
不能收复台湾,即无法立于大地之
上。”1912年5月，孙中山对罗福
星谈到:“台湾是中国领土，决心
收复，但为大局着想，必须讲求方
法，基于种种原因，自己不便出
面，亦不宜直接过问。可以去见闽
督孙道仁，将来如需军火，可电告
闽、粤两省都督，自会全力支
持。”这给了罗福星极大鼓舞。

同年8月，罗福星接到福州同
盟会负责人刘士明的来信，大意
为：调查、视察台湾，以举事于台
湾，愿君同赞此举。罗福星接信后
欣喜万分，第二天即离开故乡镇平
前往福州，这是罗福星最后一次离
家，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罗福星到福州后，福建都督孙
道仁向他布置了任务，要他去台之
前，先到内陆各地看看，多吸取些
经验；台湾活动所需经费，原则上
自行筹措，军火部分，则由闽粤两
省支援；此行任务以发展组织为第
一；有关组织名称，可以灵活处
理，以不使日本人生疑为原则。此
外，孙道仁表示，有事可直接与他
联络。同时，选派了刘志修、徐金
因、吴达江、江巴山、林修五、吴
修建、金星桥、林志远、古维新、
罗国亚等十一人随同罗福星到长江
一带考察。1912年10月底，罗福
星等人考察完毕后回到福建。11
月，罗福星和金星桥、罗国亚来到
台湾淡水，随后，刘志修等9人也
陆续赴台。

在台湾的刘士明将罗福星等安
排在位于台北大稻埕的大瀛旅社。
罗福星就以大瀛作为在台北的联络
点，会见抗日志士。经过多次详细
讨论，罗福星等决定：立即成立中
国同盟会台湾支部，对外称华民联
络馆，将来组织扩大，再以其他不
同名称发展力量；革命机关设在苗
栗，以大瀛为分部办事处；目前任
务以招募党员，发展组织为主，将
在日本机关担任公职的汉人列为优
先争取对象。罗福星通过同学旧识
先后结识了苗栗的谢德香、黄员
敬、傅清风、江亮能和台北的黄光
枢等有志青年。

遵照罗福星的指示，随罗来台
的刘志修等11名同志，分赴台湾
南北各地，招募党员，发展组织。
罗福星则乔装成卖高丽参的商贩，
在苗栗一带组织抗日力量。

不久，罗福星在台北大稻埕
遇到大陆来台招募革命同志的同
盟会会员吴觉民。此后，他们经
常在台北北门外的大瀛旅社会
面。两人志同道合，共同研究了
推进台湾革命的办法，如首先要
举例证明日人欺负台湾人；其次
要宣传祖国革命的成功和共和政
治的理想；最后商定分头组织革
命团体，由罗福星领导华民联络
会馆，吴觉民领导共和联络会
馆，以便积极募集革命志士。为
了壮大力量，罗福星与大陆同盟
会保持密切联系，互相策应；发
动民间宗教性、职业性、慈善性
的公开组织成员入会，壮大革命
队伍；严格入会宣誓手续，采取暗
号联络、密码通讯。

1913年 3月15日，罗福星在
苗栗召开各地抗日志士大会，发
表《大革命宣言》。罗福星在宣言
中说：

日本据我台湾，于兹十有九
年，而人民受害匪浅。今日剥我
皮肤，四五年后削我骨肉，八九
年后必吸我骨髓矣！哀哉！吾台
民！慨自日本之我台湾以来，夺
我财产，绝我生命，日本苛政，
无所不用其极，岂有诸君甘心受
此苛政之下乎？

《大革命宣言》揭露了日本帝
国主义在台湾暴虐统治的罪行，斥
责了日本殖民统治者的血腥迫害和
残酷掠夺，号召台湾人民团结起

来，配合祖国革命，开展抗日斗争。
《大革命宣言》散发后，受到全台人
民的欢迎和拥护，极大鼓舞了与会的
抗日志士，同时也引起了敌人的惊慌
和注意。大会结束后不久，在罗福星
的发动和组织下，谢德香、黄光枢等
台籍志士，以苗栗为中心，在台北、
桃园、台南、基隆、宜兰等地，分别
以华民会、三点会、同盟会、革命党
等各种名义招募会员，甚至以山地原
住居民同胞作为对象。同时以江亮能
为司令军长，下设旅、团、营、队，
分别以“东王”“西王”“南王”“北
王”为代号。

经过罗福星等人广泛深入发动，
深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奴役的台
胞，有如即将爆发的火山，将革命烈
火燃遍全岛，不到一年的时间，同盟
会台湾支部会员增至 9 万多人。此
外，罗福星还积极筹措经费。雾峰林
家的林祖密是一位爱国志士，对罗福
星冒险赴台抗日的精神十分敬佩，知
道革命缺乏金钱和人力，当即表示支
持，不但捐助2万银元，并且表示如
果革命起义，他可以率两万人帮助罗
福星一起抗日。

当罗福星等人积极筹备苗栗起义
时，正值宋教仁被暗杀，“二次革
命”爆发。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
和袁世凯北洋军对南方各省的控制，
孙中山和革命派的许多重要人物被迫
流亡海外，不仅革命形势出现危机，
也使罗福星等人期望中的大陆支援化
为泡影。罗福星等人遂决定以岛内革
命力量为主要依靠，积蓄力量，准备
起义。在罗福星等人的组织与影响
下，台湾中南部相继发生了4起抗日
事件，分别是南投事件、新竹事件、
台南关帝庙事件、台中东势角事件。
罗福星领导的上述抗日武装起义使日
本殖民统治者极为震惊，他们开始从
南到北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大搜捕。

1913 年 12 月 18 日，罗福星在
淡水被捕。日本殖民统治者对于这次
台湾人民与祖国大陆的革命取得联系
并带有全省规模的革命运动，大为震
惊，遂即进行4个月的大检举，逮捕
4000多人。

罗福星被捕后，日警想从他身上
获得更多的情况，日夜对他反复审
讯，用残酷手段逼他招供。但罗福星
除了对“抗日复台”一事承认外，让
日警一无所获。当他在苗栗临时法院
接受审问时，神情非常镇定，大声斥
责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暴政。他还在狱
中写了一篇扣人心弦的自白书，分成
十一大项，详细列举日本官吏虐待台
湾同胞的种种暴行。他在《自白书》
中这样写道：

古语云：杀头相似风吹帽，敢在
世中逞英雄。人生只有一次生，绝无
二次死之理。当死而不死，遗污名于
千载。当死而即死，留芳名于百世。
此乃真正之男子汉大丈夫也。余唯欲
雪国家之耻，报同胞之仇耳。

1914年 3月 3日上午9点25分，
在台北监狱绞首台上，罗福星泰然受
刑，年仅28岁。他为争取台湾人民
脱离日本殖民统治，谋求中国领土完
整和主权统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临刑前，他写了一首《祝我民国
词》，故意把“中华民国孙逸仙救”
8个字嵌于句首，以此颂扬孙中山领
导中国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
和的丰功伟绩：

中土如斯更富强，华封共祝著边疆；
民情四海皆兄弟，国本苞桑气运昌。
孙真国手著初唐，逸乐中原久益彰；
仙客早贻灵妙药，救人千病一身当。

1945年台湾光复后，苗栗客家
乡亲将罗福星烈士的灵骨从台北运
回苗栗，葬于大湖罗岗山麓，并兴
建召忠祠，1953年，又在苗栗县大
湖乡修建罗福星纪念馆，供人民缅
怀瞻仰。这一切，正如他在狱中所
写“不死于家，永为子孙纪念；而
死于台湾，永为台民纪念耳”，台湾
人民将他的名字深深地镌刻在了历
史的丰碑上。

(作者单位：台盟中央宣传部)

领导苗栗起义

罗福星 （字东亚） 于1911年12月23日写的诗稿。他的户口所在地是苗栗一堡牛栏湖庄，所以他自
署“牛稠壮士”既是自指，也是对台湾友人的期许。

罗
福
星

台湾人民纪念罗福星烈士诞辰百年邮票首日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