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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抗日遺蹟 了解先烈偉業
港大考證揭槍堡具歷史價值 促修復活化成重要教育資源

病師勤進修 轉職小丑逗童笑

女人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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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上世紀的侵華戰爭，對

中國人而言是難以磨滅的歷史傷

痛。教導青少年認識這段抗日歲

月，有助培養正確歷史觀和價值

觀，同時令年輕一代明白和平的

可貴。目前，香港野外仍存在不

少當年戰爭的痕跡，香港大學團

隊花逾十年時間，挖掘考察隱蔽

於沙頭角鹿頸山丘樹叢、可容納

數百名士兵的二戰槍堡群連戰

壕，並新近揭示出遺蹟背後的故

事：日佔期間，由於東江縱隊港

九獨立大隊的頑強抵抗，致使日

軍不惜工本並強徵村民，在該處

建設具規模的防禦設施。團隊專

家強調，有關槍堡遺蹟深具歷史

價值，能藉以了解本港抗日先烈

在黑暗歲月中奮勇抗敵的功勞與

影響，促請特區政府將其修復活

化，成為公民教育、

歷史教育的重要文物

資源。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文人墨客喜愛用花來形容女性。不論是「南國
有佳人，容華若桃李」，還是「梨花一枝春帶
雨」，抑或是「俏麗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
菊」。在浪漫文人的筆下，女性大多是清麗的、
嬌弱的、柔美的。對女性而言，如花的女人，不
但美麗自己，而且芬芳他人。

崖畔的桂崖畔的桂，，雪中的梅雪中的梅
「聽到學生們畢業後能為社會做貢獻，我覺得

值了。不管是多還是少，畢竟她們後邊走得比我
好，比我幸福就足夠了。」熒幕前一位有些瘦削
的女士緩緩地說着，滿是皺紋的臉上寫滿了欣
慰。相比她樸實無華的話語，更吸引我注意的是
她的雙手，上面貼滿了膏藥。

她叫張桂梅，是雲南省麗江市華坪女子高級中
學黨支部書記、校長，在祖國邊疆教育一線一幹
就是40年。長期與山裏的孩子打交道，她越來越
篤信扶貧必先扶智，只有知識才能夠改變命運。
為了讓貧困女孩走進學校，她挨家挨戶地做工
作；為了讓她們考出好成績，她每天早上第一個

出現在校園裏，巡校、查課，快凌晨1點才躺下。
她推動創建了中國第一所公辦免費女子高中，建
校 12 年來幫助 1,804 個可能輟學的女孩走出大
山、走進大學。可她自己卻落下一身病，因為關
節痛，手指伸展不開，她的手上常年貼滿膏藥；
心臟病、肺氣腫等二十多種疾病，逼着她每天都
得吃十多種藥，上下樓梯必須緊握着扶手、一步
一步地挪，甚至好幾次都與死神擦肩而過。

2月25日，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在北京
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張老師坐着輪椅，微笑着
從國家主席習近平手中接過獲獎證書。她說：
「能換來孩子們有學上，很值得。我會戰鬥到最
後那一口氣。」

桃李芬芳的桃李芬芳的「「香港良心香港良心」」
看着張老師的故事，我不禁想起了一位滿頭銀

髮的外國老太太，她同樣因扶貧助弱、興辦教育
而備受尊崇。她就是杜葉錫恩女士。雖然未能親
眼目睹老人的風采，但從她的著作《我眼中的殖
民時代香港》中，我見識了一位真真正正的民主
鬥士、公義化身、大愛仁者。

她不畏權勢，在殖民統治時代公開抨擊港英當
局，揭露官員貪腐案件。她關心市民疾苦，在民
意未受尊重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願意傾聽市民意
見。她一生追求民主，以三十多年的參政實踐探

究民主真諦—民主是可以包容不同聲音和意見
的，是不偏不倚願意坐下來討論達到一個公平的
妥協。她從抵港伊始，就在為最底層的市民和被
欺凌的弱勢群體鳴不平、討公道。她自籌經費、
歷經磨難創辦了慕光書院，讓窮人子弟也有了受
教育的權利。

「杜葉錫恩女士在香港生活超過一個甲子，也
奉獻了一個甲子。」她把全部的愛都獻給了她的
學生和那些需要幫助的人。「活着就要為窮人說
話」是她一生堅守的座右銘。

烏蒙山深處的烏蒙山深處的「「花仙子花仙子」」
第一次聽說梁安莉的名字，是在去年夏天。廣

州一位參與扶貧工作的老同學與我在閒談中說
起，有個香港「90 後」女孩在貴州深山裏扶貧
呢，幹得還不錯。後來從《新聞聯播》中了解了
更多梁安莉和她的美麗事業的故事。

梁安莉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女孩，一次旅行
讓多年留學海外的她找到了人生的「新坐標」。
她被當地童話世界般的美景深深吸引了，也被那
裏的貧困狀況深深觸動了。她最終決定要在那裏
打造一個留得下的產業。在廣東省第一扶貧協作
工作組的幫助下，她在海拔二千多米的烏蒙山區
建起了鮮花基地。花卉大棚從100個增加到超過
400個，管理技術人員從十多人到四十多人……她

的努力悄然改變着山村面貌：她的花卉產業已聯
結覆蓋貧困戶超過600戶近3,000人，累計為就業
群眾創收七百多萬元。

梁安莉現在又有了新目標，打造粵港澳青年援
黔創業基地，讓更多大灣區青年了解國家所需，
貢獻所長。她說，作為年輕人，能把個人成長融
入國家扶貧事業是最無悔的選擇。

在這片不斷創造人間奇跡的土地上，在這個
平凡鑄就偉大的新時代，無數像張老師她們
一樣的女性，都在不懈奮鬥着，為自己
為他人，打開一扇窗，點亮一盞
燈，創造更加繁花似錦的美
麗人生。

深圳聯絡部 魏婷婷

●張桂梅與她倡辦的華坪女子高中。 新華社

日軍於1941年起侵略香港的三年零八
個月，徹底改變了香港的命運；在此

期間，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肩負了抵抗
日軍的重責，並在沙頭角鹿頸南涌村、烏
蛟騰等設立據點。數十年後，由港大建築
學院房地產及建設系教授黎偉聰率領，結
合建築測量、軍事及歷史專家的團隊，自
2009年起研究鹿頸槍堡遺蹟，進一步揭示
與東江縱隊緊緊相連的二戰歷史。

槍堡外牆光滑 部分設觀測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早前跟隨團隊，前往位
於鹿頸、東北面隔海遠眺沙頭角口岸的
120米高小山丘考察。黎偉聰介紹說，有
別於英軍建造的防禦設施，鹿頸槍堡外牆
較為光滑細緻，牆壁內部使用的鋼筋較
細，相信該槍堡群是由日軍所建。團隊及
後陸續發掘出多個只可容納一人的衛星槍
堡及容納數十人的大型槍堡，至今已經在
小丘上發現七座槍堡及至少六座衛星槍

堡，部分設有觀測台。
各個槍堡由一條通訊戰壕串聯起來，整

體結構良好，具有重要歷史價值。團隊成
員、測量師程肇堂補充指，以當時的技術
而言，興建此類槍堡需要較多人力物力，
故相信日軍是讓附近村民協助搬運石材上
山，才能在短時間內完成槍堡群。
遺蹟發現之初，有意見提出槍堡是日軍

針對盟軍反登陸而建，但團隊經過逾十年
持續考證，包括分析其設計和地理位置，
以及散落於其他位置的同類槍堡，種種跡
象顯示，有關建築更可能是用以鎮壓東江
縱隊的本地抗日力量。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會長吳軍捷表示，

1943年3月3日，在鹿頸槍堡所在小丘下方
的南涌村，抗日港九大隊曾與日軍爆發激
戰，縱然大隊損失慘重，但日軍相當忌諱這
股頑強抗日力量，因而建設此防禦設施。
他估計，該槍堡群或於1944年至1945
年間建成，惟港九大隊在1943年後已遷移

陣地至深圳南澳，槍堡或只使用了很短時
間，故該遺蹟從未見於東江縱隊的書寫或
口述史料。

專家：顯東江縱隊奮勇抗敵
早於2009年12月，古物諮詢委員會已
把鹿頸槍堡及觀測台評為二級歷史建築，
不過，特區政府多年來完全沒有保育或活
化計劃，甚至官方「地理資訊地圖」的部
分槍堡位置亦有偏差。吳軍捷強調，該槍
堡群具有重要歷史價值，間接展示了東江
縱隊奮勇抗敵的功勞，「即使日軍當時窮
途末路仍要斥資建立槍堡，這就證明抗日
力量對日軍造成極大威脅。」
黎偉聰認為，特區政府應盡快修正槍堡

位置資訊，並推出完整保育政策，例如於
鹿頸山崗下利用舊村屋建設小型博物館，
展示遺蹟資訊；修建便利遊人上山的小
徑；在戰壕上方修建吊橋通道，保障遊客
安全及遺蹟完整性。

自1938年日軍進侵
華南，廣東境內的抗
日游擊隊相繼成立。
1941年12月底，日軍
佔領香港，東江縱隊

的前身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派出武工隊
進入新界，營救滯港的文化人及開闢香
港的抗日戰線。
1942年2月3日，由香港青年及志願者組

成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港九獨立大隊於
西貢黃毛應教堂成立，直屬東江縱隊司令
部，隊員人數逾千，包括農民、學生和海
員。翌年12月2日，中共中央正式成立了
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港九獨立
大隊亦成為東江縱隊的支隊。

港九獨立大隊組成後，積極對日軍發
動攻勢，包括派遣短槍隊襲擊日軍據
點、截擊日軍運輸隊伍，以及伏擊漢
奸；發動「紙彈戰」，到處派發抗日宣
傳單張；與東江縱隊護航大隊互相配
合，在保護漁民及海上航道的同時，破
壞日軍的海上運輸，並以炸藥包、漁
炮、手榴彈、短槍等武器攻擊日軍。
港九獨立大隊還負責秘密營救滯留香

港被日軍搜捕的重要人士。在多次營救
行動中，游擊隊採用十二條路線，幫助
超過800人脫險。他們亦在戰事中營救
遇襲盟軍，包括美國飛行員克爾中尉，
又為英軍服務團提供情報資料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支援東江縱隊 聯手抗擊日軍
��
"

●槍堡結構完整。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吳軍捷表示，日軍當時窮途末路仍要斥資建
立槍堡，證明抗日力量對日軍造成了極大威
脅。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黎偉聰指，槍堡外牆平滑、結構完整。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槍堡設有槍口觀察台。 港大供圖

●槍堡群位處地勢較高位置，可俯瞰沙頭角海
及附近田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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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邵昕）受疫
情及社會事件夾擊，經濟及勞動市
場疲弱，僱員再培訓局宣布今年7
月展開第四期「特別．愛增值」計
劃，提供2萬個名額，協助失業或
開工不足人士自我增值。該局的課
程過去協助了不少失意者克服困
境，再創事業高峰，學員梁潔儀是
最佳例子，她雖然身患重疾阻礙事
業道路，但通過參加該局的小丑表
演課程，最終實踐夢想，將歡笑帶
給小朋友。
僱員再培訓局昨日舉行頒獎禮，

表揚2020/21年期間積極進取、增
值自強的學員，58歲的梁潔儀是傑
出學員得獎者之一。她曾是一名幼
稚園老師，但一次發病暈倒才發現
患上腦癇症，若不以藥物控制，則

會不定時出現抽搐等症狀。
這重症嚴重影響她的職業生涯，

「因為家長投訴，老師就冇得做，轉
做幼稚園文員，之後都試過不同工
作，但都因為病情做唔長，最過分
一次，我已經過咗試用期仲加埋人
工，夜晚僱主突然畀咗張支票要炒
我。」一度令她對未來喪失希望。
在機緣巧合下，她報讀僱員再培

訓局「小丑藝術表演人員基礎證
書」課程，揭開事業旅程的新一
頁。她受訓期間不時病發，但在老
師的悉心指導與學員鼓勵幫助下，
她勤能補拙，在病困中完成課程。
畢業後，她與數名同學組成小丑俱
樂部，參與不同演出，還時常到學
校教授小朋友表演及魔術技巧，
「好似回到最初嘅時候，見到小朋

友開心的笑容，我都覺得一身輕
鬆，人生終於又有了目標。」

水電工再培訓變身調酒師
另一位榮獲傑出學員獎的學員黃

銘雄，在疫情期間迎難而上，成功
由水電工人轉行調酒師。他自幼夢
想經營餐廳，但生活所迫，早年無
奈放棄夢想，靠水電工作維生。
前年，因社會事件導致地盤開工

不足，加上子女長大不需時刻照
顧，他開始萌生轉行念頭。去年3
月接手朋友的餐廳，並報讀再培訓
局的「調酒員基礎證書」課程。畢
業後，雖然餐廳受疫情影響經營困
難，但他始終無悔轉行，「艱難時
刻終會過去，只要大家堅守崗位，
希望就在明天。」

位於尖沙咀
K11 Musea商
場，全港最大
親子主題室內
遊樂場「樂高
探索中心」於
昨日開幕。中
心以近百萬塊
樂高積木拼砌
諸多香港地標
建築，包括中
環摩天輪、熱

鬧繁華的廟街、充滿生
活氣息的灣仔藍屋等，
每4分鐘一次晝夜燈光
交替，讓參觀者一次過
遊覽本港美景。

●圖、文：香港文匯報
記者 邵昕

●梁潔儀（右）雖患重疾仍積
極樂觀，當小丑表演歡笑帶給
小朋友。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