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节 宝岛台湾有宗亲 两岸韦姓情谊长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上，台湾曾被西班牙、

荷兰、日本先后占领。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重归中国的版图。1949 年后，由于众所

周知的原因，台湾与祖国大陆处于分离的状态。60 多年来，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等发生了巨大变化。

台湾岛上聚居的人民群众，亦是炎黄子孙，有着血浓如水的裔嗣宗亲关系。其风

俗人情，耕耘方式，生活习惯，都是大同小异，源于一脉，溶于一炉。据台湾有关方

面统汁，截止 2002 年 8 月，台湾省人口为 2240 万多人，加上金门、马祖人口，总数

约为 2248 万多人。台湾居民中，汉族占总人口的 98%；少数民族占 2%，约 43 万人。

根据语言、风俗的不同，台湾少数民族分为阿美、泰雅、排湾、布农、卑南、鲁凯、

邹、雅美、邵族、葛玛兰和赛夏等 11 族，分居全省各地。

远古时代，台湾与大陆相连，后来因地壳运动，相连接的部分沉入海中，形成海

峡，出现台湾岛。台湾早期住民中，大部分是从中国大陆直接或间接移居而来的。1971

年和 1974 年，两次在台南县左镇乡发现了迄今为止台湾最早的人类化石，被命名为“左

镇人”。考古学家认为，“左镇人”是在 3 万年前从大陆到台湾的，与福建考古发现的

“清流人”、“东山人”同属中国旧石器时代南部地区的晚期智人，有着共同的起源，

都继承了中国直立人的一些特性。台湾早期住民中，还有少部属于尼格利陀人种的矮

黑人和属于琉球人种的琅峤人。这些台湾早期住民是现今台湾少数民族的祖先。

台湾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 230 年。当时三国吴王孙权派 1 万官兵到

达“夷洲”（台湾），吴人沈莹著的《临海水土志》留下了世界上对台湾最早的记述。

隋唐时期（589-618 年）称台湾为“流求”。隋王朝曾三次出师台湾。据史籍记载，隋

大业六年（610 年）汉族人民开始移居澎湖地区。到宋元时期（960-1368 年），汉族人

民在澎湖地区已有相当数量。汉人开拓澎湖以后，开始向台湾发展，带去了当时先进

的生产技术。公元 12 世纪，宋朝将澎湖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并派兵戍守。元朝

也曾派兵前往台湾。元、明两朝政府在澎湖设巡检司，负责巡逻、查缉罪犯，并兼办

盐课。明朝后期开始出现台湾的名称。进入 17 世纪之后，汉人在台湾开拓的规模越来

越大。在战乱和灾荒的年代，明朝政府的福建当局和郑芝龙集团曾经有组织地移民台

湾。

16 世纪，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势力迅速发展，开始把触角伸向东方。17 世纪

初，荷兰殖民者乘明末农民起义和东北满族势力日益强大、明政府处境艰难之时，侵

入台湾。不久，西班牙人侵占了台湾北部和东部的一些地区，后于 1642 年被荷兰人赶

走，台湾沦为荷兰的殖民地。荷兰殖民者实行强制统治，把土地据为己有，强迫人民



缴纳各种租税，掠夺台湾的米、糖，把其收购到的中国生丝、糖和瓷器经台湾转口运

往各国，牟取高额利润。荷兰殖民者的统治，激起了台湾人民的反抗。1652 年 9 月，

农民领袖郭怀一领导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这次武装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

它表明荷兰的殖民统治已经出现危机。

1661 年 4 月，郑成功以南明王朝招讨大将军的名义，率 2.5 万将士及数百艘战舰，

由金门进军台湾。郑成功在进军台湾时，向荷兰殖民者表示台湾“一向属于中国”，台

湾和澎湖这两个“岛屿的居民都是中国人，他们自古以来占有和耕种这一土地”，荷兰

“自应把它归还原主。”经过激烈战斗和围困，1662 年 2 月，郑成功迫使荷兰总督揆一

签字投降。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中国领土台湾，成为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

受到广大人民的敬仰。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仅 4 个月即病逝。郑氏政权把大陆的政治、

文教制度移植台湾，重视土地开发和兴修水利，发展对外贸易，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发

展。到郑氏政权末期，台湾的汉族人口已达 12 万人。

1644 年，清军入关，在北京建立清朝政权。郑氏政权末期与清政府处于军事对峙

状态。清政府平定大陆后，开始谋划进攻台湾，曾经采取招抚方针，企图说服郑氏降

清未果。郑氏政权曾多次反攻大陆沿海地区，至 1678 年秋郑军战败，所占领的东南沿

海州县全部丧失，随即完全退守台湾。此时，清朝政府统治中国已成定局，郑氏政权

逐步演变成为地方割据政权。1683 年 7 月 8 日，清政府派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水陆官

兵 2 万余人、战船 200 余艘，从铜山向澎湖、台湾进发。清军向澎湖守军发起攻击，

郑军溃败。郑成功之孙郑克壤率众归顺清政府。

1684 年（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设置分巡台厦兵备道及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

至 1811 年，台湾人口已达 190 万，其中多数是来自福建、广东的移民。移民大量开垦

荒地，使台湾成为一个新兴的农业区域，并向大陆提供大量稻米和蔗糖，由大陆输入

的日用消费品和建筑材料等，使台湾的经济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这个时期。台湾与

福建、广东的来往十分密切。中华文化更加全面地传人台湾。1885 年（光绪十一年），

清政府决定台湾正式建省，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任命抗法有功的原福建巡抚刘铭

传为第一任台湾巡抚。在他任职巡抚的六年（1885-1890 年）中，对台湾的国防、行政、

财政、生产、交通、教育，进行了广泛而大胆的改革，全面推进台湾的近代化进程，

使台湾的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当时中国的先进省份之一。

然而，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清政府成了战败国，于 1895 年 4 月 17 日被迫签订

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消息传出后，举国同愤，反对割台；

台湾全省“哭声震天”，鸣锣罢市。协理台湾军务的清军将领刘永福等率军民反抗日本

的侵占，坚持了 5 个多月的战斗，历经大小百余仗，使日本侵略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但终遭失败。从此，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达 50 年之久。直到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



终于收复了台湾。台湾同胞欢天喜地，庆祝回归祖国。10 月 25 日，同盟国中国战区台

湾省受降仪式于台北举行，受降主官代表中国政府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

已正式重人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至此，台

湾、澎湖重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

台湾有不少韦氏家族。据台有关部门的调查，台湾韦氏总人口约 16000 人，主要

分布在台北、苗栗、彰化、台南、高雄各县，台中亦有少量。在台湾众多的姓氏中，

韦氏排第 131 位。据考证，韦氏主要祖裔嗣承有三条来源：一是早期宦官落籍者，如

嘉义韦氏。二是从福建、广东来的捕鱼及经商落户者。三是 1945 至 1949 年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胜利后，从大陆渡台定居者。

据史料记载，韦氏家族渡台先驱者是韦念南。早在明代永历二十七年，韦念南就

渡海到了台湾，积极传播中原先进文化，繁衍韦氏嗣裔，为台湾的繁荣与进步做出了

卓著的贡献。此后各个时期都有韦氏精英到台湾去，或居官宦游，或发展事业，做出

了不同的业绩。清乾隆五十四年，安微阜阳人韦宗雅，出任凤山县丞；咸丰十一年，

江苏宜兴韦廉出任澎湖海防通判。目前，在世居台湾的韦氏家族中，嘉义县韦氏（八

世以上），为宦游落籍者；新竹县韦氏（八世以上），为福建迁台落籍者；苗栗县韦氏

（九世以上），祖籍则来自广东潮州。

台湾历代均有韦氏文人雅士，军政人才，尤以当代为最。如：

韦蒹堂，名仲公，1927 年生。原籍江苏盐城，后到台湾任东吴大学哲学系教授。

他幼孤失学，少年从军，于戎马倥偬中矢志力学，凡道、易、禅、经、文史、诗词，

无不精研，书画也卓然成家，任中华诗词研究所委员。著作甚丰，有《北来堂诗》、《芝

山词》、《易事》、《佛学概论》和《道家哲学》等专著问世。

韦福成，1930 年生，贵州惠水县人。1947 年考入青年军第二期，后随军赴台湾。

先后毕业于陆军军官学校、国防管理学院（研究班）、中山科学研究院及淡江大学管理

科学研究所。在军界服务，以上校军衔退伍，专任公司主管。兼任黔人杂志社首任法

定负责人及社长，以及台北市贵州同学会事务理事等，并从事电脑文化事业。两岸开

放后，曾发起旅台同乡捐助，在惠水县城创办台惠联谊中学，以其先父俊斋名义每期

捐赠该校优秀及贫苦学生奖，助学金 10 名。并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发表演说，为

促进两岸统一积极工作。有《富腾文集》、《欧洲之旅》和《我对百越民族文化及其后

裔的认识》等著作。

韦正哲(1934-)又名福成，台湾嘉义人。陆军中将，曾任金门防卫副司令、“国防

部”联合作战训练部督察室主任、三军大学陆军学院院长和“国防部”联合训练部副

主任等职。

韦家庆(1942-)原籍丹阳市延陵镇大吕圩桥村。从军校毕业后在部队服役，1989 年



晋升少将军衔，曾任“国防部”少将发言人，1996 年晋升中将，成为在台丹阳人中军

衔最高者。此后，韦家庆曾出任政治作战学校校长、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书记长等

职。现任台北市丹阳同乡会副理事长。

韦永成（?-？），原籍广西，上将军衔。自 1977 年起至 1984 年担任台北市广西同

乡会理事长，致力于同乡会服务。期间，创办《广西文献》（季刊），并成立广西文献

委员会，对阐扬广西史事、地理、传记、艺文等各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立筹募

广西文献基金委员会，购置台北市南昌街一段九十七号七楼其租金作为出刊广西文献

经费之基础，保证了办刊经费；设立“韦氏兄弟奖助学基金”，并将自住房屋（台北市

天母东路 1-2 号三楼）捐赠给同乡会，用其租金作为同乡子女就读大专院校学生奖学

金，每年奉献奖学金新台币 42 万元以上，用于鼓励广西籍学子专心求学，努力进取。

韦永成这种以身作则乐为同乡会奉献之精神，得到了乡亲们很高的评价，赞扬他“嘉

惠更多八桂青年学生，其德高望重，真是功不可没！”

韦萃(1916-1988)，原籍广西贵县，著名书画家。年青时毕业于师范学院美术系，

抗战时投笔从戎，来台后改任行政工作，自动提前退休。其代表作《花莲县天祥远眺》、

《观云亭》等，画艺之成就，已为文化界所赞誉，每遇举行画展，观赏者络绎于途，

远及日本与东南亚同好人士，亦多前来欣赏选购珍藏。著有《石涛上人略述》一书，

对石涛事迹考证与其诗画蒐集十分详备。其于书法，对篆隶草楷皆有神韵，尤擅魏碑

笔法，印有《篆隶汉魏碑体书法》问世。

此外，台湾的军界人物还有：韦宗定，中将，台湾海军副总司令；韦齐生，中将，

台湾海军副总司令；韦德安，中将，台湾海军后勤司令；韦渝惠，中将，台湾联勤总

部政战主任；韦德，少将，国民党第 64 军副军长（淮海战役被俘）；韦日上，少将，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议；韦灿，少将，国民党第 131 师 782 团团长（抗日阵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