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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柏維  

 

 

1920 年代，是台灣社會運動狂飆的年代，他們以文化運動的方式，拓展出爭取政

治權益的全民運動，以農民運動、工人運動的方式，展開階級的、民族的運動；1919

年，在林獻堂的領導下，東京台灣青年成立啟發會，次年改組為新民會，倡言六三法

撤廢運動，繼而推動長達 14 年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這一形勢促成了蔣渭水等台

灣菁英成立文化協會，其組織章程為連溫卿所撰寫，「站在民族自決主義的立場，以實

踐對於島民之啟蒙運動，並圖謀民權之合法的伸張。」 

1926 年，在外圍團體日趨成熟、左翼路線已成氣勢下，文化運動、議會設置運動

成效面臨檢討、要求「走向實際運動」的呼聲使文化協會於 1927 年 1 月分裂，連溫卿

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 

 

￭ 階級路線的築基：世界語運動 

1920 年代台灣社會運動左右分流的關鍵人：連溫卿，本名連嘴，1895 年 4 月，生

於台北大稻埕。僅公學校學歷的他，1913 年時（18 歲）即加入兒玉四郎倡導的「世界

語運動」（Esperanto，簡稱 ESP），並與蘇碧輝成立「台灣 ESP 學會」，創辦《綠蔭》雜

誌，致力於世界語的統一，奠定了他社會主義思想的基礎。連溫卿長於組織、幕僚作

業，1921 年文化協會的組織章程、1922 年的新台灣聯盟宣言（與蔣渭水組織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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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 年的社會問題研究會旨趣書（與蔣渭水組織成立），1927 年新文化協會的組織章

程，都是由他草擬，自然也都注入了他的社會改革理念。 

連溫卿社會主義路線的實踐應是起於 1923 年 8 月台北青年會的成立（被禁止後，

分別成立台北青年體育會、台北青年讀書會、台北無產青年會），這一群體受蔣、連的

影響而研讀社會主義書刊，也成為連溫卿主導台灣文化協會分裂，推進階級運動的基

本成員。 

 
1921 年 10 月 17 日，台灣文化協會在台北靜修女子學校成立，會員共有 1032 人，公推林獻堂(
坐右 4)為總理，蔣渭水(坐右 5)為專務理事，選出 41 名理事、44 名評議員，數日後在霧峰林家

大花廳召開理事會議，與會者有：蔡培火、陳虛谷、丁瑞圖、林資彬、林幼春、王敏川、鄭汝

南、陳逢源、賴和、謝春木（站者左起 1.2.7.8.9.10.11.13.14.15.）及洪元煌、連溫卿（坐者左起

1.5.）等人。（圖片來源：林柏維《台灣文化協會的年代》） 

 

￭ 山川均社會民主主義的信徒 

民族自決思潮在一次大戰後也散佈到日本，吉野作造即主張主權在民的民本主義

，1920 年，與福田德三組織黎明會，孕育出不同路線的諸多思想家，台灣留學生也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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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均《弱小民族的悲哀》，張我軍譯，《台灣民報》，

105 號，頁 8，1926.5.16.。 

受影響。1924 年，連溫卿到東京參加世界語

運動大會，經由山口小靜引介，受知於社會

主義大師山川均，思想為之發酵，成為山川

主義在台的代言人，大力傳播社會民主主義

。山川主義認為如要組織日本共產黨，應使

其成為大眾政黨，在時機成熟時乃能接受馬

克斯主義，自能轉化組成日本共產黨。這樣

的漸進改良路線受到福本和夫的批判，福本

主張走激進鬥爭路線，認為須有積極組黨的

想法，須組成前衛政黨，結合是分離的手段

。 

連溫卿抱持山川主義信念而積極介入文

化協會的權力運作，後來也因福本主義的挑

戰而被迫離開文化協會。 

 

￭ 1927 年的台灣：階級路線 

由於文化啟蒙的勃興及世界思潮的傳入

，社會菁英要求「走向實際運動」的呼聲日

高，連溫卿在文化協會全島代表大會中發表

〈1927 年的台灣〉，以「中國改造問題之資

本主義的論爭」為引，說明兩個對立的趨勢：一種是：先要促台灣人資本家發達，達

到跟日本資本家對抗的地位，主張推進民族運動。另一種是：日本資本主義已有鞏固

地盤，被壓迫被搾取的最大多數是工人及農民，主張階級鬥爭。前者（林獻堂等右派

）是止於獲得政治獨立，以設立台灣議會為極限；後者（連溫卿等左派）主張以最大

多數台灣無產階級的解放為其目的。 

連溫卿藉由修改章程的機運，主控了 1927 年的文化協會，成為新領導人，豈料蔣

渭水、蔡培火等舊幹部退出另組民眾黨，造成左右兩派分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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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壓迫階級的鬥爭 

連溫卿在新文化協會宣言裡說：文協願永遠為農、工、小商人、小資產階級的戰

鬥團體。流露著山川均《弱小民族的悲哀》的氣息，建構聯合被壓迫階級與搾取階級

（大資本家和統治者）進行鬥爭的路線。於是積極參與台灣農民組合的抗爭，繼續辦

理文化活動，介入社會爭議事件：文協新竹事件、台中一中罷課、台南墓地廢棄、台

中師範事件、高雄淺野水泥工場罷工，更成立台灣機械工會，擬以機械工聯合會來與

蔣渭水的台灣工友總聯盟相抗衡。 

然而被壓迫階級的路線還是引來福本主義之無產階級路線的反撲，1929 年，激進

的「上海大學派」主導文化協會的極左轉，連溫卿嚐到歷史重演的惡果：開除會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