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江偉在抗戰中身受重傷潘江偉在抗戰中身受重傷，，近年近年
因傷口感染而要截肢因傷口感染而要截肢。。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林珍林珍（（前排右三前排右三））與將軍澳官立中學一眾師生到與將軍澳官立中學一眾師生到
西貢抗日英烈紀念碑緬懷英烈西貢抗日英烈紀念碑緬懷英烈，，教育年輕人愛國教育年輕人愛國
家家、、愛民族愛民族。。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潘江偉潘江偉（（後排左八後排左八））在在19651965年參與港澳工會代表團在年參與港澳工會代表團在
國慶節到訪內地國慶節到訪內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翻攝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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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的硝煙離我們遠去，但戰爭給原廣東

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戰士潘江偉留下的

傷痛纏繞多年。現年98歲的潘江偉曾在抗

日戰爭中槍，近年因傷口感染而截肢，而更

令他傷痛的是，當年和他一起一心抗日保家

衛國的許多戰友在抗日期間犧牲。不過，看

着祖國日新月異的發展，潘江偉近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感到安慰：「雖然受了這麼

多痛苦，我亦毫無後悔。作為中國人，這

（保家衛國）是我應盡

的義務。」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黃書蘭

身負槍傷血狂流
農民照料渡難關

老兵寄語：
希望大家要謹記今天國家的繁榮
穩定，是英烈昔日的犧牲換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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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擊戰靈活多變
隊員英勇抗日寇

老兵寄語：
這段歷史不能忘；後來雖然
經歷了很多不同的環境，但
我覺得走這條路是很正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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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現年86歲的原東江縱隊港
九獨立大隊老游擊戰士聯誼會會長林珍多年來擔當抗戰精神
的傳播者。她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憶及，東江縱隊的
敵後游擊戰靈活多變，戰略戰術往往令日寇意想不到，而隊
員又都英勇無畏，一心只為抗日，所以屢屢取得戰績。
林珍說：「我是因為我姐姐才參加港九大隊市區中隊的。

中隊就像是港九大隊在香港淪陷期間深入敵陣的一把刺刀，
除了以宣傳品作『紙彈戰』，將各種有利港九大隊襲擊敵人
的信息傳達給市民外，亦有『地雷戰』，以武力炸毀敵方佔
據的重要設施。」

一家六口 四人入隊
林珍的姐姐林展在港九大隊功勞顯赫。受姐姐影響，1943
年12月，8歲的林珍成為港九大隊的小交通員，後來又做傷
兵護理員。「我們家6個人，4個人正式參加了港九大隊。」
林珍語氣裏充滿自豪：「這段歷史我覺得不能忘，後來雖然
經歷了很多不同的環境，但我覺得走這條路是很正確的。」
港九大隊當年憑着嚴謹的情報工作，成功突破日寇在維港
的海上封鎖，在香港淪陷後的11個月裏，先後救出800多名
滯留香港的文化精英、愛國民主人士及其家屬，包括茅盾、
鄒韜奮、何香凝、柳亞子、梅蘭芳等。

東江縱隊救美軍中尉成佳話
而在抗日的過程中，東江縱隊亦締造感人佳話。1944年2

月，美軍飛虎隊中尉克爾駕駛戰機襲擊日寇佔領的香港啟德
機場，擊墜3架日本戰機後被日軍炮火擊中，被迫跳傘。克
爾在降落後雖然得到港九大隊援救脫險，仍遭到日寇派出的
海陸空三軍四出包圍、掃蕩。為助克爾撤退，港九大隊決定
以「圍魏救趙」之策，包括派人炸毀窩打老道火車橋、夜襲
啟德，又在市區四處發放抗日傳單，散播要襲擊市區日寇的
謠言，最終成功分散日寇兵力，將克爾運出香港。克爾家族
對東江縱隊的援救多年來抱有強烈的感激之情，他們的故事
更曾被編輯成書，亦在媒體上被廣為報道。
執行炸毀窩打老道火車橋的任務時，戰友的機智和英勇，

亦讓林珍印象深刻。她說，負責爆炸的戰士叫梁福，雖然表
面上得日寇軍政府信任，在渠務署擔任清理漏水的指揮，但
卻是東江縱隊的地下游擊隊員。
她說，當時梁福為炸火車橋，曾特意到大隊部學習爆破技
術，但由於市區的炸藥材料不足，第一次爆破未有成功，於
是市區中隊隊長方蘭將炸藥材料藏於牽牛用的牛鞭竹枝內，
最終成功執行任務。她指日寇在爆炸後四出搜捕，更曾到梁
福的家搜查，戰友們是冒着生命危險來完成任務。而這樣的
犧牲精神，亦融入在每名戰士的血液中。

●●林珍憶述東江縱隊隊員冒着生命危險來完成抗日任務林珍憶述東江縱隊隊員冒着生命危險來完成抗日任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潘
江偉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憶
起2015年與東江縱隊老戰士受邀赴
京參加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
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日的閱
兵觀禮儀式時，仍然心情激動：
「那時我的心情非常興奮，好多武
器以往都沒有，看不到，但這次我
看到了。」他說，如今，中國共產
黨即將迎來建黨100周年，在共產
黨領導下國家不斷走向富強，最近
還自主發射「天問一號」探測器並
成功着陸火星，更加印證國力強
大。
而在民生方面國家亦成就卓越。
談到國家能夠迅速有效控制疫情，
令中國的民生經濟快速恢復，潘江
偉認為這充分反映了共產黨帶領
人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執

政以人為本、以人民利益為最大考
量、為人民福祉全心全意付出。

籲港教改加強愛國教育
不過，潘江偉亦感嘆：「很多香
港年輕人根本都不認識國家，對國
家的制度一知半解，更有少數人沒
有為身為中國人感到光榮。」他認
為這一問題出在香港的教育制度，
而曾出現在考卷上對日本侵華的利
弊分析題，就足以證明這一點：
「日本仔奉行三光政策『殺光、燒
光、搶光』，製造南京大屠殺致30
萬民眾遇難，日軍侵華怎會有
利！」他認為2019年有很多香港學
生參與黑暴，更證明香港的教育政
策嚴重失敗，他期望特區政府能認
真考慮並大刀闊斧推行教育改革，
加強愛國主義教育。

觀閱兵心情激動
黨領導國家富強

潘江偉1923年3月生於上海市，父
母在他年幼時離世，13歲時，他

已進入閘北的大東書局當印刷學徒謀
生。不過，日寇1937年侵佔上海後，
令潘江偉家園盡毀，大東書局亦停
工，於是潘江偉被迫背井離鄉，與一
批上海工友到香港大東書局印刷廠工
作。
來港後，潘江偉與工友在1939年1
月組織了基層工會組織「東聯圖書
館」，積極宣傳抗日，「我們工會有
60多位工作人員，當中有40多人都表
示願意參加游擊隊。」他們一行人便
在1942年1月1日動身，分兩批人步
行兩天至深圳白石龍參加廣東人民抗
日游擊隊第五大隊及第三大隊，正式
開啟了他們的抗戰路。
「我們到達白石龍後，部隊首長會
過來向我們逐一詢問：『你們待在部
隊會很艱苦，隨時準備要為國犧牲，
你能做到嗎？你不行就不要參加。』
最終，我的一行20多人只有兩三人退
縮。」

自行鉗走碎骨 養傷6個月
潘江偉先後參與了20多場戰役。
1943年8月，潘江偉更在攻打兩座日
偽軍炮樓時中機槍受重傷。「我當時
左腳腳肘中了三彈，子彈從後擊中，
在前面出，血流不止……我自行用鉗
將碎骨逐一鉗走，傷得很重，養了傷6
個月。」
他當時一度以為自己扛不過難關，
幸好得到跌打師傅的有效醫治，以及
當地農民的悉心照顧才逃過一劫，
「當時部隊與當地農民的關係很好，
每天有農民照顧我，幫我清理大小

便、買菜、做飯、洗臉。」潘江偉提
起當年的情景仍記憶猶新。

12歲小通訊員遭燒脊拷問
雖然傷情嚴重令潘江偉無法再在前

線戰鬥，但一心抗日的他，仍繼續在游
擊隊不同崗位作出貢獻，更見證了年輕
人保家衛國的忠肝義膽。「那時我擔任
交通站站長，收到情報說日本仔晚上可
能會圍村，我便立即通知所有同胞要離
村。有一名12歲的小通訊員因沒有及
時離村而被俘，遭到日本仔以火燒背脊
等嚴刑拷問，但他卻堅決不肯說出游擊
隊去向，令日軍在一無所獲下只好撤
退。之後部隊立即趕往救治小通訊員，
最終成功將他救回。」
1944年中，潘江偉被調往東江縱隊
《前進報》工作，先後在大鵬灣鵝公
村及羅浮山上寺廟參與籌建印刷廠，
並在 1945 年 1月 1日印出第一份報
紙，以月刊形式印發。直至1945年7
月，潘江偉隨東江縱隊主力部隊北上
粵湘邊界準備迎接八路軍南下反攻廣
州，惟日本在同年8月 15日宣布投
降。
遺憾的是，曾經與潘江偉一同出生

入死的老戰友大部分都在抗日期間為
國捐軀，40人中僅有潘江偉和戰友賈
華生還，賈華1979年還出任深圳第一
任市長，他們終其一生為國家建設奉
獻，替犧牲的老戰友愛護自己的國
家。潘江偉在日寇投降後隨即返港參
與了《華商報》的復刊工作及組織
「印工業餘憩廬」，團結工人愛國力
量，並在後來參與組織創辦香港工聯
會，致力為勞工爭取權益。他至今仍
任工聯會會務顧問。

●●潘江偉潘江偉（（前排左三前排左三）、）、賈華賈華（（前排右二前排右二））與與「「東聯圖書東聯圖書
館館」」成員合照成員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翻攝翻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