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抱
回
r

丘逢甲 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科殿试金榜三甲第%名

丘逢甲(1864～1912年），号仓海，抗日保台著名爱国志士，卓越的教

育家和著名诗人，其祖居地在蕉岭县文福镇淡定村。

清同治三年(1864），丘逢甲出生于台湾苗栗县铜锣湾，其远祖丘创

兆，为宋相文天祥的参事，从事抗击元兵，一家由福建上杭迁入嘉应州镇

平员山（今蕉岭文福镇）。清康熙元年（1662）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其曾祖丘仕

俊随后携眷迁入台湾彰化。其父丘龙章学问渊博，毕生从事教育，是清咸

丰年间台湾的秀才，所以丘逢甲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丘逢甲天资聪

颖、好学，6岁能诗，7岁能文，14岁应童子试，获全台第一名，成为台湾

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秀才。光绪十一年（1885），福建台湾道唐景棍， 因器重

丘逢甲的才华，特聘用他。 光绪十四年（1888），他赴福州应试考取举人。

次年春，丘逢甲赴京会试，考取三甲进士，被钦点为工部虞衡司主事。但

丘逢甲无意仕途，弃官返回台湾故里，一面担任《台湾通志》的编撰工

作，一面致力于教育，曾主讲台中
“

宏文书院
”

、台南
“

崇文书院
”

、嘉

义
“

罗山书院
”

，鼓吹维新的进步思想。除课授应试文艺之外，兼讲中外

史地，并引导学员勤阅报章，以广见闻，激励他们关心国家大事。 光绪二

十年（1894）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失利，中国的旅顺、大连被日本占领后，

丘逢甲’忧心 ’忡a忡地说：
“

天下自此多事矣！日人野心勃勃，久垂涎此地，彼

诅能想然置之乎。” 为了保卫台湾宝岛，丘逢甲奏请筹办义军，是年8

月，获准督办全台团练（11月改称义军）。他以
“

守土抗倭
”

为号召，呼吁

台湾同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招募台湾青壮年，组织义军37营，自己带

头毁家纤难变卖家财，以充军费，并动员成年的兄弟入营当兵。在他的宣

传鼓动下，台湾青壮年纷纷参加义军。很快全团义军编组成160多营，特

132 别编练者32营，丘逢甲担任义军大将军。 光绪二十一年（1895)4月17日，请

飞，v d扩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准备割让台湾给日

本。丘逢甲闻讯无比愤慨，咬指血书
“

拒倭守土
”

四字，并发动台湾各界



电奏抗议李鸿章的卖国行径，要求废约抗战。清廷不顾全国人民的愤怒反

对，执意割让台湾。在这种情况下，丘逢甲倡议成立台湾民主国，众推举

台湾巡抚唐景格为总统，丘逢甲为副总统。同年5月25日，举行就职仪

式。事后致电清廷：
“

台湾士民，义不臣倭，愿为岛国，永戴圣清。
”

表

示台湾永远不离开祖国，也激励全民保台。 台湾民主国成立不几天， 由于

清廷不给支援，使日侵占得逞。基隆失陷后，唐景格化装逃离台北，台北

不久被日军占领。日军沿铁路线南侵，直达新竹县。丘逢甲率义军与日本

侵略军血战20余昼夜，后困得不到清廷援助而饷绝弹尽，死伤过重而撤

退。新竹之战失败后，丘逢甲与几位亲信隐藏于山野间，形势日趋恶化，

处于进退维谷之中。部将谢道隆谏曰：
“

台虽亡，能强祖国则可复土雪

耻，不如内渡也！
”

丘逢甲在部属忠言劝告下，告别亲友，离台内渡，返

回大陆。行前， 自命
“

海东遗民
”

，作《离台诗》六首，其中二首是：
“

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鸥夷子，回首河山意黯

然
”

；
“

卷土重来未可知，江山亦要伟人持。成名竖子知多少，海上谁来

建义旗？
”

充分表达了他痛谴清廷割地丧权的罪行和他要重举义旗、收复

故土台湾的决心。 同年（1895）秋，丘逢甲离台内渡，经福建泉州、广东汕

头，回到祖居地广东镇平县（今蕉岭县）， 自建居室，名其堂日
“

培远

堂
”

，堂侧两厢命名为
“

念台精舍
”

和
“

岭云海日楼
”

，时以雪耻复士为

念。他常对后辈说：
“

台湾同胞400万， 尚奴于倭，吾家兄弟子孙当永远

仇耻，勿忘恢复（台湾）。
”

他在《春愁》诗中写道：
“

春愁难遣强看山，

往事惊心泪欲情。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

丘逢甲希望台湾

的乡亲，心向大陆，共保中华一统。他在《送颂臣之台湾》一诗中写道：
“

亲友如相问，吾庐榜念台。十年如未死，卷土定重来。
”

他儿子丘琼

15岁时（1909），丘逢甲还为其定别字
“

念台
”

。两年后，丘逢甲应聘去潮

州主讲
“

韩山书院
”

，以新思想及有用之学课士为宗旨，抨击科举，兼课

科学，鼓吹维新，为培养新型人才而努力，结果被封建势力视为异端而横

加反对，他任教一年，只好辞职。后来，他转赴潮阳主讲
“

东山书院
”

，

兼讲澄海
“

景韩书院
”

。 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丘逢甲为了筹办新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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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专程到港、澳、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募集办学资金。是年秋回国，

在汕头办起了
“

岭东同文学堂
”

，自任监督。对学校教育，丘逢甲和同事

们采用新的教育内容和先进的教学方法，聘请日本学者熊泽为教员，着重

介绍东方文明，使学生能接触明治维新的新思想，为振兴中华培育人才。

他要求青年人学以致用，不要死读书，鼓励青年人出洋留学，研究西方的

富强之道。由于这所学校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潮汕，所以粤东地区的先进

青年纷纷前来投考。潮、梅、惠地区在辛亥革命时期涌现了大批志士仁

人，如姚雨平、邹鲁、林震、林修明、饶景华、李次温等，他们均曾受教

于丘氏门下。丘逢甲在家乡镇平县先后创办
“

镇平初级师范传习所
”

“

镇平县官立中学堂
”

及东山、员山
“

创兆学校
”

。与此同时，他还派门

人弟子到广东和福建等地创办新学，为兴新学，培养人才作出贡献。 光绪

三十二年（1906），丘逢甲担任两广学务处视学兼广州府学堂监督。不久，

又被拥戴担任两广方言学堂监督。三年后，他被教育界同人推举为广东教

育总会会长，并受聘为两广学务公所议绅。广东咨议局成立，又被选为副

议长，主持实际工作，力主禁烟禁赌，为民兴利除弊。

丘逢甲的诗词创作极丰富，世传其诗有万首，有《台湾竹枝词》、

《柏庄诗草》、《垫庵诗存》、《罗浮诗草》等诗集。丘逢甲逝世后，遗

稿经其胞弟瑞甲、兆甲辑成《岭云海日楼诗钞》；其子丘琼精选诗钞中

300首，编印为《仓海先生丘公逢甲诗选》。其诗气势磅礁，雄浑激励，

充满爱国感情；凤柏上深受杜甫、陆游诸家影响，曾被梁启超称为
“

诗界

革命之巨子
”

。著名南社诗人柳亚子先生在《论诗六绝》中高度评价丘逢

甲的诗： “

时流竞说黄公度，英气终输仓海君，血战台澎心未死，寒筋残

角海东云。
”

丘逢甲谱写了大量的洋溢着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从而

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显著地位。

在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影响下，丘逢甲日益同情和支持革命。此

134 前，他担任教育会长时，暗中被同盟会推为粤东盟主。宣统二年(1910）广

飞，v d扩州新军起义失败后，丘逢甲利用议长的身份，从中保护邹鲁和陈炯明等革

命党人。次年，黄花岗起义中幸免于难的忠勇青年如姚雨平等，也是丘逢



甲出面保护才得以脱险的。 辛亥革命后， 丘逢甲被推选为广东革命军政府

教育司长。 1912年民国元旦， 丘逢甲被推举为出席南京组织中央政府成立

会议的广东三人代表之一， 当选为中央参议院参议员。 因积劳成疾，在南

京开会期间，肺病复发， 仓促南归。 同年2月25日， 丘逢甲病逝于祖籍地镇

平淡定村，终年48岁。 临终前，给子孙留下遗嘱： “葬须南向， 吾不忘台

湾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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