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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抗日紀念碑 

 日軍侵華，香港淪陷，在三年零八個月的苦難歲月中，曾遭浩劫

的香港人，相信至今仍不能忘記。與日軍侵佔香港有關的戰爭遺

蹟，至今還可見；如城門水塘的「醉酒灣防線」、鯉魚門及魔鬼山

砲台、黃泥涌道的聖約翰紀念碑及烏蛟騰的「抗日英烈紀念碑」等。

但時至今日，很多和日軍侵港有關的舊蹟都荒廢不堪，只有黃泥涌

及烏蛟騰的紀念碑仍然保留。而於1951年10月落成的烏蛟騰「抗

日英烈紀念碑」曾於1985年重修及擴建。                              黃泥涌道聖約翰紀念碑     

 烏蛟騰是新界東北一條古村，群山環抱，古道縱橫，河溪交錯，是通往新界東北區的要衝。1941

年12月8日，日軍進攻香港，一隊在烏蛟騰成立的東江游擊隊支援組織，對日軍進行反擊，包括偷襲

啟德機場，炸毀日軍九龍第四號鐵路及軍火庫等，立下不朽功勳。日軍恨之入骨，多次入村圍剿，但

游擊隊得村民保護，多次脫險。1942年中秋節翌晨，日軍再次出動數百名精兵包圍烏蛟騰村，強迫全

部村民往曬谷場，然後逐戶搜查，並將當時的村長李世藩嚴刑迫供，結果在被

灌水，吊打下壯烈犧牲。在一無所獲的情況下，日軍再將另一位村長李源培殘

酷折磨。 

 在抗日的烽火中，烏蛟騰的村民，特別是青年男女，不少投身參加抗日游擊

隊，這些青年有些在抗日戰爭中光榮犧牲。戰爭結束後，烏蛟騰村民合資於

1951年10月，在烏蛟騰西邊不遠的小山頭建立【烏蛟騰烈士紀念碑】，以紀

念在抗日時期被殺的抗日先烈，包括村長李世藩、23歲在博羅犧牲的李官盛、

22歲在鶴藪犧牲的李志宏、22歲在東莞犧牲的李天生、20歲在惠陽犧牲的王

志英等。                                                              烏蛟騰抗日英烈紀念碑 

 1984年9月，當年東江縱隊司令曾生重訪烏蛟騰，建議將紀念碑改名為【抗日英烈紀念碑】。1985

年8月，烏蛟騰村民在新娘潭路路傍一處山丘闢地重建。紀念碑在路傍步行五分鐘即到，入口處有一

牌坊，橫額刻有【愛國愛鄉可歌可泣】八個大字，兩傍分為【紀昔賢滿腔熱血】、【念先烈彌世功勞】。

穿過牌坊後，有【抗日英烈紀念碑碑文】石碑，詳載當年抗日鬥爭的英烈事蹟。紀念碑方型柱狀，高

約四米，底部白色，築於一個高台之上，碑頂鑲有紅星一顆，星下刻有【抗日英雄紀念碑】七個大字，

和七位烈士芳名和各烈士永垂不朽等字句。 

 當年日軍侵佔香港，英軍投降，被關進集中營。但活躍於港九新界的東江縱隊港九獨立大隊則對日

軍進行抵抗。獨立大隊下分西貢、沙頭角及大埔、元朗、短槍、市區等五隊，全部有三百多人，犧牲

了六十多人。他們肅匪鋤奸，營救滯港的文化精英，支援盟軍作戰等豐功偉績，一直為人贊誦。戰後

隊員各散東西，甚或移居海外。 

 1984年9月，當年東江縱隊總司令曾生先生訪美加後途經香港，到達西貢，與當年的港九獨立大隊

隊員會面，前往爛泥灣、黃石及北潭坳等戰時據點憑弔。這群年逾古稀的舊日同袍，撫今追昔，不勝

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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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年這批游擊隊員不少是西貢村民。地方人仕對他們抗日時期的英勇事蹟甚為讚賞，他們對國家民

族的貢獻更值得讚揚。因此，地方人仕發起在北潭涌建立紀念碑，並得到曾生答應為碑題字，有關的

撥地申請，圖則設計及籌款興建的工作亦隨後展開。 

 建碑的籌備工作進行頗為順利，建築費約七十萬元，各區鄉紳、各界社團首腦及海外華僑均踴躍捐

輸，香港政府亦於西貢斬竹灣撥出土地。工程於1988年3月底動工，年底完成。紀念碑由廣州華南工

學院義務設計圖則，並派出設計師來港設計模型。達通建築公司承辦建碑工程，廈門石雕廠為石料加

工及鑲砌。 

 抗日英烈紀念碑座落於西貢斬竹灣西北岸一山崗上，貼鄰大網

仔路。紀念碑高二十公尺，外型及線條十分優美。紀念碑體以步

槍為主題，象徵抗日武裝力量；外形成平面梯形，取其有正方形

之穩，以及三角形之巧；碑的正立面及兩側立面均向中心傾斜。

背立面則以流暢之弧線向中心傾斜，使碑體產生一種朝上衝的向

心力，故造型有莊重而不笨拙、挺拔而不輕飄。碑面朝南，遙向

三丫口避風塘及滘西洲，前方甚為寬敞。碑園由牌樓、紀念碑、紀念亭、石碑等組成。牌樓全部用石

料鑲砌，前面有一對石獅。紀念碑矗立於石砌平台上，半圓形之石欄圍繞左右及後方，石欄由十三對

用火炬圖案構成的石雕欄杆組合，欄上平均擺放十四隻體態不同的小石獅。紀念碑兩旁分別豎立三塊

石碑，碑上記述有關事蹟和捐款人芳名，其中一塊上刻「忠勇誠愛」四個大字，乃仿一面由英軍代表

李芝上將贈予香港新界西貢民眾之旗幟而造。此外另有一個牌坊及紀念亭，形成一個和諧的組合。牌

坊上的石刻塑有「烈士碑園」字樣，顯得莊嚴肅穆。紀念碑正立面，鑲一塊青石碑，上刻有碑文，紀

錄了三年零八個月，抗擊日軍侵略的事蹟。紀念碑下面，是一個以碎大理石鋪面的半月形平台，周邊

的花槽植有各色花草、紅棉、青松、翠柏等。                                 

 抗日英烈碑紀念碑於1988年3月29日動工，1989年1月23日揭幕。出席當日儀式者逾六百人，包括

多位當年參與抗日的老戰士。【烈士碑園】的環境不但莊嚴

肅穆，而且甚具靈氣。西貢區的老村民言之鑿鑿，紀念碑建

成之日，日皇裕仁的病即轉趨惡化，而紀念碑揭幕之前不

久，即日皇裕仁逝世之時。 

2002年10月27日北京宛平城建开发指挥部办公室赠送一

座反映香港人民在抗日战争期间英勇抗敌的铜塑雕像，《赤

子报国》。 

  當年這批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戰士，其功蹟在回歸前一直未被港英政府承認，直至回歸後，特區政

府才將這批英烈的名單放進中區大會堂紀念花園的靈龕中，與其他為保衛香港而捐軀的人士同受港人

永遠悼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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