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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劉毅、謝敏嫻

1937年的今日發生的 「七七事變」 ，拉開了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的序幕。香港也
湧現了不少抗擊日寇的英勇事跡，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東江縱

隊港九獨立大隊（簡稱港九大隊）是當年唯一一支成建制、由始至終堅持抵抗的抗
日武裝力量，他們在香港書寫了可歌可泣的抗戰故事。今時今日，西貢、沙
頭角、離島等地，都留下了崢嶸歲月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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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主任劉
智鵬和高級研究員劉蜀永負責香港地方志的
編修，《港九大隊志》是成果之一。為了追
求歷史的真實性、客觀性，劉蜀永教授和工
作團隊多次行走在新界的鄉村，並前往深山
老林尋找抗戰遺跡。他如數家珍詳細講述港
九大隊在各區的活動，向記者表示： 「我希
望公眾可以了解當年抗戰前輩的艱辛，重視
對抗戰遺跡的保護和開發。」

遊覽沙頭角抗戰文物徑
現在的都市人，結束一周的繁忙工作，

很多人都會選擇行山放鬆身心，位於香港新
界的烏蛟騰至鹿頸就很適合周日行山。在東
鐵線粉嶺站下車，然後坐一輛小巴就可以開
啟這段行山路線，遠離城市的喧囂，去到山
頂可以遠眺西貢山脈，馬鞍山也清晰可見，
山腳下即是沙頭角。

石涌凹、鹿頸至烏蛟騰，是籌劃中的沙
頭角抗戰文物徑的一部分。這段文物徑由沙
頭角抗戰紀念館開始，終點是九擔租村。文
物徑串連許多與抗戰相關的歷史遺址，見
證日據期間港九大隊與香港民眾奮起抗
日、保家衛國的英勇事跡。

除了具歷史價值的遺址外，文物徑四
周亦毗鄰各種自然資源，諸如淡水沼澤、
溪流、紅樹林等，可以一邊欣賞自然風
光，一邊懷想英烈事跡。

沙頭角抗戰紀念館位於沙頭角石涌
凹，前身為羅家大屋。抗日戰爭爆發後，
羅氏族人放棄舒適生活，走上抗戰道路，

「羅家有十一人參加港九大隊，人稱
『香港抗日一家人』 。」 劉蜀永說。
當時，它是港九大隊的活動基地及
交通站，如今經羅氏族人同意，

愛國團體將大屋改建為 「香
港沙頭角抗戰紀念館」 ，
於2022年9月啟用。

離開沙頭角抗戰紀念
館前行，就可以過到位於

新界東北部的鹿頸村，這片面朝沙頭角海的
村落，充滿濃郁田園風光，目之所及是水的
清澈、安靜的沙灘、美好的日光……時間倒
回上世紀40年代中，鹿頸村是新界首個抗日
民主鄉政權的成立地，目的是為了能夠堅持
長期抗戰。

瞻仰烏蛟騰英烈紀念碑
沙頭角抗戰文物徑的重要一站是烏蛟騰

烈士陵園，據劉蜀永教授講述，日據期間，
日本曾對烏蛟騰及鄰近的村莊發動十餘次
「掃蕩」 ，不少村民為掩護港九大隊隊員的
安全，遭受酷刑也不供出隊員，不交出武
器，甚至獻出寶貴的生命。烏蛟騰村英勇犧
牲的抗戰烈士有村長李世藩、李憲新，村民
李天生、李官盛、王志英等人。

為紀念這些犧牲的英烈，烏蛟騰村村民
於1951年10月自資建造一座烈士紀念碑──
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每年農曆八月十六
日舉行謁碑儀式。英烈長眠，今人憑弔。

在群山環抱，叢林密布的烏蛟騰烈士紀

念園內靜靜矗立的是2010年重修落成的抗日
英烈紀念碑，紀念碑基座刻有 「浩然正氣」
四個大字，珍藏在此的是有關抗戰時期，港
九大隊和民眾一起不畏犧牲的英勇精神和紅
色歷史記憶。

距離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10來分鐘巴
士車程，是烏蛟騰村。劉蜀永及其團隊找到
這條村年逾90歲的老人王天球，是當年的兒
童團團員。

在王天球的幫助下，找到了烏蛟騰村游
擊隊駐地舊址──所民居。老人家說： 「這
個地方曾經住過港九大隊隊員蔡松英等，是
交通站。附近還有交通站。蔡松英教我們唱
抗戰歌曲。」

回望來路，香港這座國際化大都會，留
下不少抗戰遺跡，劉蜀永希望這些遺跡和建
築都能被妥善保存，定下歷史評級，好好利
用開發，列入不同的抗戰文物徑，令更多人
在行山的時候，也能追尋抗戰前輩在香港留
下的戰鬥遺跡。

部分圖片由劉蜀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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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郊區，有不少已經喪失往日功能的歷
史老建築。在西貢郊區，就有一處赤徑村聖家小
堂，是西貢最早落成的教堂之一。根據《港九大
隊志》的記載，上世紀90年代，赤徑村村民全部
遷離，聖家小堂隨着赤徑村的衰落而停用荒廢。

雖然是一座教堂，但在1942年中期，港九大
隊大隊部進駐至赤徑村，並以聖家小堂為常駐
地。大隊衞生所一度也設在聖家小堂，西貢中隊
隊部也設在此處。現時，古物諮詢委員會已將其
列為二級歷史建築。根據學者劉蜀永調查走訪所

得， 「聖家小堂目前處於維修狀態，作為一座鄉
村小教堂，可以入內參觀，但沒有立碑說明是抗
戰遺址。」

翻看有關記載，新界鄉議局於2019年6月曾
向政府建議以赤徑作為鄉村活化計劃的試點，提
議於村中修建車路以方便交通及運輸，並對村內
的歷史建築進行保育工程。另外，考慮到赤徑村
於抗日戰爭期間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報告亦建議
政府於村內設立抗戰文物徑，以免這條極具歷史
意義的村落就此荒廢。

來香港的遊客，聽到離島地區，總能想到漫長
的海岸線、和煦的海風、美味的海鮮等，而在大嶼
山的沙洲、龍鼓洲海面，1943年5月某夜，港九大
隊大嶼山中隊隊長劉春祥帶領六名班排骨幹，自大
嶼山東涌乘帆船前往屯門龍鼓灘，希望開闢新的根
據地。

船行至龍鼓洲、沙洲一帶海域，突然遭到兩艘
日軍炮艇伏擊。劉春祥等臨危不懼，英勇應戰，但
所乘帆船火力、航速皆處於劣勢。經過激烈的戰
鬥，木船被擊沉，劉春祥、曾可送、林容、汪送、
譚金火、溫發、劉佳等7位戰士和船家梁克一家5口
壯烈犧牲。

去年5月，劉春祥抗日英雄群體紀念碑在屯門
龍鼓灘揭幕。這是香港首次為列入國家級紀念名錄
的抗日英烈立碑，也是繼斬竹灣、烏蛟騰之後，香

港第三座大型抗戰紀念設施。
紀念碑高3.1米，造型莊重大方。紀念碑正面鐫

刻 「劉春祥抗日英雄群體紀念碑」 十二個大字，左
右兩邊刻有中英文對照的碑文，記述英雄群體的感
人事跡。紀念碑背面刻有原大嶼山中隊指導員王江
濤緬懷劉春祥抗日英雄群體的詩歌。王江濤在其
《江濤詩文集》中寫道， 「戰略要地大嶼山／隊長
抗倭海島間／為毀日軍海運線／率隊開闢對海灘／
黑夜揚帆遭敵艦／殺敵激戰沉沒船／壯士英勇全犧
牲／為國捐軀萬古傳」 。

劉春祥抗日英雄群體紀念碑碑文由香港史專家
劉智鵬、劉蜀永撰寫，碑名由劉智鵬題寫。根據最
新研究成果，當年劉春祥等人應該是被漢奸出賣，
所以才受到日軍炮艇伏擊。如今就在他們計劃登陸
的龍鼓灘設立紀念碑，意義非凡。

劉春祥抗日英雄群體紀念碑

西貢村聖家小堂

交通方式：搭乘專線小巴56K在
鹿頸總站下車，往新娘潭方向，
步行至烏蛟騰村烈士紀念園。

交通方式：在港鐵粉嶺站C出口，
搭乘專線小巴56K往鹿頸方向，在
鹿頸路口下車步行可到。

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香港沙頭角抗戰紀念館

劉春祥等烈士犧牲
的龍鼓洲海面

交通方式：在港鐵屯門站，乘搭港鐵巴
士K52線前往龍鼓灘。

紀念館

▶港九大隊在昂窩村軍需處擺
放軍需物資的岩洞倉庫。

▶

烏蛟騰烈士紀念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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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頭角抗戰紀
念館，前身為羅
家大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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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念碑正面鐫刻 「劉春祥抗日

英雄群體紀念碑」 十二個大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