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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醫界看早期台灣與歐美的交流(15)

早期留俄的台灣人(3)：戰前的謝雪紅女士與醫界
文、圖/ 朱真一 St. Louis大學及Glennon大主教兒童醫院小兒科血液癌瘤組

前 言

上兩章寫1950年代早期到蘇俄留學的的李河民 (蔡
川燕) 醫師及第一批最早留俄的許乃昌及謝廉清(1,2)。

以後台灣共產黨的組黨及各種活動，應該是受第二批

留俄的謝雪紅及林木順的影響，謝雪紅及林木順主要

是到中國後才接觸共產主義的薰陶。他們步許、謝後

塵到蘇俄留學。謝林兩人在蘇俄待得較久，他們對台

灣影響較大，以下將主要討論謝雪紅留學蘇俄後她生

涯中跟台灣醫界人物的關聯。

台灣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很複雜，以前也提過，

因為立場及意識型態不同，已出版的刊物內容相當不

同。這裡不是要討論共產主義的爭議，只是討論謝雪

紅的留學蘇俄及謝雪紅生涯中跟醫界的關係。寫這篇

小文沒找原始資料，可說只是讀書報告。根據找到一

些書的內容(3-10)，綜合摘要並寫下自己感到有興趣的

部分，像她對蔣渭水醫師及民眾黨有直接間接影響，

她跟賴和、林糊、李應章  (李偉光)、石煥長  (石霜

湖)、黃信國、楊老居、郭琇琮等醫師的關聯(3-10)。因

大主題是討論早期台灣與歐美的交流，對他們留學蘇

俄的部分較注重。最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些讀到的報導

及感想。

林木順及謝雪紅

林木順的資料很少，未找到有人專書或專文寫

他。在讀幾本書中讀到以下的一些資料。他 1904 年生

於台中草屯，1922 年到台北師範學校就讀，1923 年 
4 月跟幾位同學突擊台北的警察派出所的事件後被學

校開除。為了逃避日警，逃離台灣到上海，從此以後

再也沒回到台灣，後來跟謝雪紅一起到莫斯科去。提

到林木順，必須先談謝雪紅，因為林木順的資料，主

要從讀謝雪紅的自傳(9)及其他寫台共歷史的書中看到
(3-11)，所以必需一起提謝雪紅。

謝雪紅的生涯也有很多不同的記載。1929年以前

的主要依靠她自己口述由楊克煌筆錄的傳記(9)。因為

還沒找到自傳的續集(1929年以後的部分)，1929年以

後的主要參考林瓊華所寫的〈女革命者謝雪紅的「真

理之旅」〉(10)、楊克煌寫的自傳(11)，以及其他各本
(3-8)。

圖1 謝雪紅的口述自傳 (謹謝出版人楊翠華同意登載此圖及圖

2,4,5)（9）

圖2 林木順(後右1)及謝雪紅(前右2)去蘇俄前(1925年11月)

第一次離開台灣前及她與醫界的關聯

謝雪紅1901 年生於今彰化市一非常窮苦的家庭，

戶籍名謝氏阿女。一家人都是文盲，沒有人上過學，

從小她就要跟成人一樣地勞動，一家才能過活。13 歲
就因母親過世，家人為母親喪葬費用，把她賣到台中

當童養媳來還債，受盡養母的虐待，甚至曾打算自

殺。1918年底逃離養父母家，經台灣人警察的斡旋，

由暴發戶的張樹敏替她贖身，她說逃出火海又掉入刀

山，他成為張的妾。她60幾歲才口述自傳，她記憶力

極好，對當時的生活寫得歷歷如繪，很值得一看從前

窮苦人家的生活。她自傳中詳細談她早年活下去的理

由之一，是要對人吃人的舊社會的一種控訴。

她這期間的生涯跟醫界有關值得一提的是，1907
年她父親生病時，由西醫來治療，醫師李宇是在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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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人開的「馬偕醫院」(應是今「新樓醫院」)學習

醫學，並說李宇的女兒後來去日本讀醫，1953年由日

本回歸中國。第一章提到的鄭翼宗坐船從日本回歸中

國時，那輪船坐了一千多歸國的僑胞，幾乎全是台灣

人，內醫生十來名(12)，李醫師該是同一批回歸中國。

另鄰居的盲醫師周先生鼓勵他逃離養父母家。

1919年到蘇俄留學前

1919年元月初她被張氏騙到日本神戶，再到青

島，並見識到日本「米騷動」及中國的五四運動，她

說這一次旅程是他一生的轉折時期。1919 年夏末返

台，她在此期間自我進修，她是台中第一個學會騎腳

踏車的女士。1921 年秋天離開張家，自己獨立。先去

應徵Singer 縫紉機公司學員，後來還經營洋服店「嫩

葉屋」，是當時難得一見的時髦職業婦女。開始跟台

中地區的社會顯達來往，尤其一些反日的知名人士還

來拜訪她，她也去參加台灣文化協會的活動。

1923 年4、5月間又被張樹敏騙，張說要帶她去上

海唸書，在去上海的船上認識林木順等3位被台北師範

學校開除的學生。到上海後認識了不少台灣及韓國反

日份子，不久到杭州，但很快地被張樹敏找到於9月帶

回到台灣，又變成職業婦女。1925年4月再度離開台

灣到上海，化名為謝飛英。先到杭州林木順那裡並認

識中共黨員的黃中美。積極參與當地各種政治活動，

並在當年6月，謝雪紅與林木順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

團」。7月就轉往上海並考入上海大學就讀，顯然表現

優良，謝雪紅與林木順被中共黨方注目，被選上送去

莫斯科留學受訓。

至蘇俄留學到返回台灣

林木順就與謝雪紅1925年11月20日從上海出發，

到海參威轉莫斯科。進入東方共產勞動大學(東大)受
訓，開始時進入中文班，一星期後轉入日文班，雖有

的文章說林木順進入孫逸仙大學(孫大)，但從謝雪紅

寫的自傳看來林木順還是讀東大。最近看到蘇聯的文

獻(13)，林木順的確先進入孫大，後來俄語程度不好而

退出，謝雪紅的自傳也說林一到莫斯科，就因為沙眼

在醫院被隔離了3個多月，並說林的俄語1927年時已很

好，若不是被送回中國，林木順可以轉去國際班(13)。

當時謝雪紅和林木順代表了被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的

「台灣民族」。蘇聯那時設立兩大學的目的在支持和

指導各民族的革命，都設有不同的民族班，她跟其他

被壓迫的民族的人有共處的經驗。除了對馬列思想要

有更深刻的認識及如何推廣外，同時在地下室做軍事

訓練，暑假期間還到鄉下，白天整天須做軍事訓練。

她跟同房的中國的女黨員向警予較熟，她自傳中

談的來往人物大部分是日本人，尤其日本共產黨的幹

部。她寫了不少日本學生對她的歧視，而不願跟他們

來往，她也常跟他們爭論，但她還是被上級選為日本

班的支部委員。孫逸仙 (有些書也稱中山) 大學則訓練

較高級的幹部，俄語須較好，待遇也較高，蔣經國及

上述的黃中美就在孫大，她跟孫大的學生少來往。

陳芳明的書有引述其他人著作(4)，提到在東方大

學時，學校強調紀律與訓練，極有規律且必須到工廠

做工，這裡的經驗對他們可能有深遠的影響。陳的書

中引用另一本書，說謝雪紅對人說跟她一道的是她的

表弟 (即林木順)，她對「表弟」很嚴厲，也說她個性

倔強，常發雌威而「表弟」異常馴服。兩人從上海起

的結合可能基於思想的相投，但兩人性格相異，一剛

強一柔弱(4)。

在東大時，日本支部的片山潛找她跟林木順幾

次，1927年10月要離開蘇俄前，她說片山代表共產國

際命令謝雪紅負責組織台灣共產黨，林木順協助，台

共屬日共的支部。離開莫斯科，約3個半星期後才回到

上海。

11 月中兩人一起回到上海後，她馬上就跟不少台

灣人聯絡。林木順先去日本，12 月謝雪紅也潛往東

京，接受日共的指示要建台灣共產黨支部，那裡也接

觸了一些台灣人。第二年 (1928) 2月初又回到上海，

4 月 25 日他們跟其他人舉行台灣共產黨的建黨大會，

林木順當選書紀長，謝雪紅為候補中央委員及駐東京

當跟日共的聯絡員。1928 年 4 月 26 日謝雪紅就被日

警在上海法租界被捕，林木順逃走，林以後估計返台

危險，終其生再也沒回到台灣。謝雖受酷刑，堅未招

供。

與台灣文化協會的醫界人士之關聯

後來被送回台灣，1928 年 6 月在台灣獲釋，但她

仍未脫離政治活動，她開始訪問台灣文化協會及台灣

農民組合，並與返台的共產黨員聯絡，籌備工作。台

灣文化協會成立於 1921 年，發起人主要是醫界人士，

蔣渭水甚至以自己的醫院為籌備處，並找其他醫師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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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學生草擬會章。當初廣邀各階層人士與會，會員最

多達 1,314 人。初期成立到 1927 年分裂前，主要幹

部及實際活動任務之理事中，醫師每年佔 25~30% 之
多。積極投入各種啟迪民智的工作，各支部醫師曾推

行「實費診療」或無料診療，為貧民施診等，蔣渭水

初期為專務理事。

文化協會成立約六年後 (1927) ，主要因為共產

主義及無政府主義所支持的連溫卿及王敏川奪取領導

權，不但大資本家如林獻堂 (本為總理) 等及中間的 
(或有些書稱為小資本家) 的蔣渭水等 (可能很多數的醫

界人士屬這一類) 退出文協，以後另組民眾黨。

謝雪紅 1928 回台後，她及在台灣的其他台共黨

員，對連溫卿領導的文協不滿，台共滲透入文協，

1929 年就把連溫卿趕出台灣文化協會，使台共黨中

央開始幕後可控制文協。自文協奪權本就是台共在 
1928 年上海成立時的目標，新文協成為台共的外圍組

織。日警也因此對文協幹部及會員監視得更厲害，活

動時常被扣押。醫界人物漸退出，任幹部者也愈來愈

少。1927 第一次分裂後醫師的中央委員在 34 名只剩 4 
名，1929 年第二次分裂 (台共主導把連溫卿趕出) 後只

剩 3 名，愈左傾到 1931 年的大會時，選出的中央委員

已無醫師當中央委員。因台共被日警大逮捕，文協的

各種活動及工作也就因此停止。謝雪紅返台對台灣文

化協會影響很大。

與農民組合的醫界人士之關聯

農民組合是台灣農民運動中活動力最強的組織，

二林的蔗農首先由文協左派幹部指導下於 1925 創立蔗

農組合，李應章醫師任其總理。以後各地農民組合相

繼成立，1926 年各地組合開始串聯成立「台灣農民組

合」。1927 年全島大會時黃信國醫師先被選為議長，

後來還當選為中央委員長。有了全島的農民組合後，

農民抗爭事件也漸多起來，也漸漸左傾 (馬克思主義) 
化。

台共建黨後，尤其謝雪紅返台後，謝雪紅經常拜

訪組合本部，積極地介入其中央委員會。她在農民組

合成立「社會科學研究部」，又提案設立青年部、婦

女部及救濟部等。台共滲透農民組合後，非台共的中

央委員紛紛被排擠退出，台共成功地掌握農民組合，

也因此日本統治者要打擊農民組合。1929 年 2 月日警

對農民組合搜查逮捕，農民運動受挫，其幹部 12 人被

圖3 李應章醫師年輕在台灣開業時

處刑。可能因此委員長黃信國醫師請辭，謝雪紅等成

功地把農民組合變成台共的外圍組織。另外兩位在農

民組合非常活躍的是林糊及李應章醫師，謝雪紅的自

傳有幾段段寫他們，這幾位前輩的略傳下一章再來討

論。

謝雪紅跟醫界人士的其他關聯

台灣的共產黨組織主要由謝雪紅建立。她在 1928 
年 11 月召開台共在台灣第一次的中央會議，她當了中

央委員，並籌組了國際書局來掩護。從上節可知道她 
1929 年就成功地把台灣文化協會及農民組合變成台共

的外圍組織，她也嘗試把左翼職業團體包括文協及農

民組合建為一聯合陣線，她充份地表現她能幹的組織

能力。

謝雪紅另一對台灣影響很大的工作，她介紹了陳

其昌給蔣渭水醫師認識。上面提到蔣渭水等人 1927 年
退出文協後另組台灣民眾黨，其中醫界人士當選中央

常務委員或支部常務委員或主幹者不少，蔣渭水可說

是民眾黨實際的領導人。

陳其昌 1905(或1904？) 年生於汐止，謝雪紅的自

傳提到他在中國時的情況不少。1920 年初期就到中

國去，謝的自傳說他跟林木順曾一起讀過杭州第一中

學，後來到上海大學，他也曾被列入考慮要送到蘇俄

受訓的名單中，但是最後發表時沒有他，謝的自傳說

他因此情緒多少受影響，以後前往東京讀日本大學政

治系。

陳其昌1928年因抗日活動被日本遣送回台，回台

後找過謝雪紅，經謝雪紅的介紹認識蔣渭水，當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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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的秘書，後來擔任民眾黨的主幹（秘書長）兼組織

部長，影響蔣渭水的政治思想很多。可能因此蔣渭水

漸左傾，較保守的林獻堂等及不少醫師會員又於 1930 
年退黨另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1931 年以後日本

警察終不能忍受左傾的民眾黨，於 2 月 18 日取締了台

灣民眾黨，謝雪紅可說間接地影響了民眾黨的路線。

從上可見謝雪紅在社會運動上運用策略，影響並

促使各社團左傾。醫師一般而言較保守，又是所謂小

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除了少數人外都較不願左傾，參

與的醫界人物自然越來越少。雖有些醫師站在較左翼

的路線上，文化協會第一次分裂後，仍擔任左翼的新

文協的中常委，但戰前的台共組織名單上沒有醫師，

但有些醫師轉到中國去。另外謝雪紅跟醫界交集點是

賴和醫師，有一文說賴和跟她籌組「台灣戰線社」，

發行《台灣戰線》及《新台灣戰線》兩月刊，但是這

些月刊都被查禁，但看「台灣戰線社」成立的相片中

沒有賴和(圖4)。

被捕、判刑及一些後續

雖然她促使不少社團左傾化，但台共中更左派的

一些人對謝雪紅較保守的政策不滿，再加上從前的恩

怨，更激進的台共一派，1931 年 5 月開臨時大會開除

了謝雪紅及仍在上海的林木順幾個人的黨籍。約在同

時日本政府開始大逮捕共黨人士，不論被開除否，共 
55 人被捕，謝雪紅於 6 月 26 日被捕，1934 年定案，

謝雪紅被判 13 年刑期，在獄中遭各種酷刑。關了9年
後，1940 年因肺病而出獄。

謝雪紅有感情生活的同志林木順，兩人從蘇俄留

學回來後不久就分散，經過幾次的猶疑，林木順終沒

回台灣。他在上海被日警追捕時逃脫，但以後仍致力

於共產黨的活動。他大概是台共許多工作計劃如《政

治大綱》及《農民運動計劃》等的起草人，這些計劃

由別人帶回台灣去，所以對台灣多少仍有些影響。一

般書都說他以後音訊不明，但在陳芳明的書說他於在

中國江西瑞金陣亡(4)，但到底是那年死亡，好幾個資

料不一樣。

上章提到到過莫斯科開會的劉讚周 1931 年 5 月返

回台灣，他見到謝雪紅後接受其指令，於同年 6 月 26 
日到達日本神戶求助於日共。當他於 8 月 16 日從日本

返台時，謝雪紅已被日警逮捕在獄中。他承擔台共重

建工作，但在同年 11 月 4 日被捕，後來在獄中被酷刑

圖4 1930年8、9月間，台灣戰線社成立時，前排左2謝雪紅，後

排中楊克煌(由林炳炎提供，原載台灣日日新報)。文中提

到的賴和醫師不在像片中。（11）

圖5 1931年在國際書局前，謝雪紅右1（11）

刑求病發而死亡。

對此文以及其他從醫師醫界角度去探討台灣與歐

美交流有資料的前輩先進，請大家多多來信來電話

或 e-mail 指教並提供資料及線索，先謝謝大家。我

的E-mail: chuj@slu.edu及aljychu@yahoo.com (請送兩

處)，Fax: 314-268-4081。住址Dr. J. Y. Chu, Cardinal 
Glennon Children’s Hospital, 1465 S. Grand Blvd, St. 
Louis, MO 63104。電話314-268-4081 (office若無人接

請留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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