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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江縱隊 

1937 年 7 月 7 日，日軍藉口「演習」時一名士兵失蹤，向北平西南的宛平城

和蘆溝橋發動突襲，中國將士守土有責，奮勇還擊，中華民族全面抗日戰爭展開。

1937 年 8 月 20 日，共產黨中央軍委同國民黨達成協議，在陝甘寧地區的紅軍

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為八路軍，朱德為總司令，彭德懷為副總

司令。 

1937 年 10 月，淞滬戰爭爆發後，中共中央軍委根據同國民黨的協議，將南

方八省紅軍游擊隊統一整編為國民革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葉挺為軍

長，項英為副軍長。 

1938 年 1 月，中共中央派廖承志到香港成立八路軍駐港辦事處，廖承志為該

辦事處負責人。辦事處位於香港皇后大道中 18 號，開設一家「粵華公司」茶葉

商行作為掩護，而商號後樓就是八路軍駐港辦事處。八路軍辦事處有三項任務： 

一：向海外宣傳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主張和政策； 

二：把海外華僑的和各國朋友提供的支援物資送到各抗日根據地； 

三：搜集國際最新動態情況供中共中央領導人參考。 

1939 年 3 月 11 日清晨，港英當局政治部突襲查封「粵華公司」，逮捕了連貫

等五人，搜走了大量通訊名單的文檔資料。為此，周恩來在重慶與英國大使交涉，

廖承志親至港英警署保釋，3 月 15 日連貫等人獲釋，同時歸還了被搜走的文件。

事後，八路軍香港辦事處汲取教訓，不再設半公開的辦公場所，化整為零，轉入

地下秘密狀態。 

1938 年 4 月中共成立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文彬，常委薛尚實、梁廣、林平

（兼軍委書記）。1938 年 10 月 12 日，日軍第十八師團、第一零四師團和及川

先遣支隊，分三路在廣東省惠陽縣大亞灣登陸，21 日佔領廣州。 

10 月 30 日，中共香港海員工委書記曾生遵照八路軍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的

指示，在坪山羊母嶂村召開臨時工作組擴大會議，成立中共惠(陽)、寶(安)工作

委員會，曾生任書記。會議確定組建惠寶邊人民抗日游擊隊，有 30 多人槍，並

爭取到國民黨軍旅長溫淑海給予”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的番號。 

1940 年 9 月中旬  中共前東特委在布吉鄉上下坪村，由林平主持召開部隊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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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議，決定拋棄國民黨原先給的〝新編大隊〞、”第二大隊〞的番號。部隊番

號改稱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整編為第三大隊和第五大隊，第三大隊由曾生任

大隊長，第五大隊由王作堯任大隊長，林平任兩大隊政治委員，梁鴻鈞任軍事指

揮，確定在東惠寶敵後開展獨立自主的抗日游擊戰爭。 

11 月 23 日，日軍對滯留在廣九線兩側的國民黨軍進行回師〝掃蕩〞，國民黨

軍數千人逃向深圳沙頭角邊境，被英軍繳械，瓦解潰散。 

12 月 2 日，曾生、周伯明率領 100 多人的隊伍，在惠陽縣秋長鄉周田村成立”

東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總隊長曾生，政治委員周伯明，副總隊長兼參謀長

鄭晉。 

12 月下旬 王作堯率領東莞模範壯丁隊 40 多人與黃木芬第一大隊會合，於

1939 年元旦重組”東寶惠邊人民抗日游擊大隊”，王作堯任大隊長，何與成任

政訓員．黃高揚任總支書記。 

12 月 25、26 日，日軍先後佔領南頭、深圳和沙頭角。1938 年廣州失陷後，

香港隨即處於日軍的武力威脅下。鑑於當時香港的防衛力量只有 4 營步兵，若干

支援炮及香港義勇軍，兩營共約二千人的加拿大兵於 1941 年末到香港增援。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同時對馬來亞、

新加坡、印尼、緬甸和菲律賓等地發動攻擊。繼偷襲珍珠港後，日軍飛機於 1941

年 12 月 8 日上午突襲啟德機場，駐守香港的英國皇家空軍猝不及防，慘被擊潰。

在取得制空權後，日軍橫渡深圳河，長驅直入新界，抵達城門碉堡。 

12 月 9 日，日本陸軍第 23 軍 38 師 228 聯隊第 3 大隊突襲醉酒灣防線西翼

防線的城門陣地，11 日英軍失守， 日軍進佔九龍。12 月 12 日，日軍扺達鯉魚

門。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鯉魚門魔鬼山一帶陣地當時由印度兵駐守，守軍是第七印

度拉吉普團第五營(5th Battalion,7th Rajput Regiment)，駐防範圍包括「醉酒

灣防線」東翼防線分支部份，魔鬼山棱堡則作為守軍的炮台偵察站。12 日下午，

日軍向駐馬游塘的印度兵陣地發動攻擊，當晚英軍完成撤退，炮兵部隊跟著撤回

港島。13 日拂曉駐守魔鬼山一帶的印度兵亦撤至鯉魚門，乘坐魚雷艇及驅逐艦

「斯拉西安」號撤回港島。 

在日軍的進迫下，當時駐英軍司令莫德庇少將下令守軍經九龍退至香港。往後

幾天，日軍曾兩次派軍使到港島招降，均被督楊慕琦斷然拒絕。12 月 18 日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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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從北角、鰂魚涌及筲箕灣三處登陸港島，繼而迅速佔據了柏架山及畢拿山，

並逕向渣甸山和黃泥涌峽推進。在短短數日間，聶高信山及金馬倫山相繼落入日

軍手中。香港守軍雖曾發動多次反攻，但均未能成功。莫德庇少將有見及此，遂

會見港督，表示已無力挽狂瀾。1941 年 12 月 25 日聖誕日下午，港督楊慕琦接

受莫德庇少將的建議，向日軍投降，戰鬥至此結束。 

早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接到中共中央南方

局周恩來急電指示：迅速做好應變措施，將轉移到香港的大批文化界人士和愛國

民主人士撤出來，經澳門、廣州灣或東江游擊區轉去大後方。 

12 月 8 日  廖承志接到周恩來 7 日急電後，上午立即召集文化界、新聞界參

加緊急會議，佈置應變工作，下午又分批會見民主黨派負責人、文化界知名人士，

徵求對撤退方案的意見，決定撤退時各小組負責人聯絡地點，並分發隱蔽和撤退

時的必需經費。 

12 月 9 日，第五大隊副大隊長周伯明率領一支短槍隊，另派曾鴻文帶助手鍾

英，尾隨日軍插入新界、元朗、大埔地區展開活動，隨後組成一支武工隊。12

月 10 日，第五大隊已經到達新界南涌。12 月 11 日第三大隊派出馬鞍山抗日自

衛隊，在劉培、江水的率領下，進入西貢半島；曾生的第三大隊，抽調 20 餘人

的小分隊，並在惠陽的小分隊抽調劉錦進（劉黑仔）等 10 人，也進入西貢半島。 

三支小分隊組成一個武工隊，由黃冠芳任隊長，劉黑仔任副隊長，在西貢地區

及啟德機場附近活動，一直伸展到獅子山、慈雲山、牛池灣一帶。武工隊進入新

界後，主要執行三項任務：清除了橫行當地的土匪；收集英軍撤退時遺棄的武器；

組織農民自衛隊，建立抗日游擊基地：設置搶救文化人和愛國民主人士撤退時的

東、西兩條交通線。 

1941 年 12 月 25 日，日軍佔領香港後，立即封鎖香港至九龍的海上交通，

實行宵禁，並分區分段展開搜查，大肆搜補愛國人士和抗日份子。同時還貼出告

示，限令在港的知名文化界人士前往” 大日本軍道部”或”地方行政部”報到，

否則”格殺勿論”。 

這批進步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在抗戰爆發後就同中國共產黨一

起，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反對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方針，因而難以

在國民黨統治地區立足，而由中共安排到香港來。來到香港以後，他們利用香港

的特殊環境，繼續以各種方式開抗日救國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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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愛國舉動和抗日主張、進步言論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極端仇恨，他們當中

多人早已被列入了黑名單，成為追緝捕殺的對像。而另一方面，日軍又想利用這

些文化界人士出來為日本侵略者說好說話，為他們粉飾昇平。 

中共廣東地方組織、香港中共地下組織和廣東人民游擊隊按照中共中央、南方

局和周恩來的指示，成功地將當時被困在香港的大批進步文化界人和重要的愛國

民主人士安全撤離香港，並護送往內地大後方的一次重要大行動。 

1942 年 1 月元旦，營救文化人工作開始了。因為營救對像全部被困在香港島，

難度很大。從港島到東江游擊區，有兩條路線： 

東線，從九龍市區經牛池灣過九龍坳到西貢，然後在企嶺下或深涌乘船渡過大

鵬灣，在大梅沙、小梅沙、上洞或沙魚涌等地方登陸，轉入惠陽地區游擊根據地

的水上交通線，由黃冠芳、蔡國梁、劉黑仔、江水率領。 

西線，在九龍市區步行經青山道，過九華徑到荃灣，再過大帽山到達元朗十八

鄉，然後渡深圳河入梅林坳，到白石龍游擊根據地的陸上交通線，由曾鴻文、林

沖、高平生負責。 

另外一些文化人和愛國人士，因為在香港逗留時間長，容易暴露身份，或因年

老體弱，不適宜攀山涉水，就另外安排從香港偷渡到長洲，再過澳門轉內地。 

1 月 1 日廖承志、連貫、喬冠華等在潘柱、李健行護送下從西貢乘船撤離香港，

3 日到達深圳坪山。廣東人民游擊隊和香港地下黨及廣東其它地區的黨組織，經

過 6 個多月工作，克服種種困難，勝利地從港九地區營救文化界精英和愛國民主

人士 300 餘人及其他人士共 800 餘人安全脫險，轉送到大後方。 

1942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寶安縣陽台山白石龍村主持一系列會議，

決定加強和統一東江地區和珠江三角州敵後游擊隊的領導，成立廣東人民抗日游

擊總隊，總隊長梁鴻鈞，政治委員林平，副總隊長曾生，副總隊長兼參謀長王作

堯，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楊康華，副主任李東。總隊下成立一個主力大隊和

四個地方大隊，即在原第五大隊的基礎上成立主力大隊， 

東莞地方部隊仍為第三大隊，惠陽地區部隊編為惠陽大隊，寶安地方部隊編為

寶安大隊。會議決定，原先由第三、第五兩個大隊派進港九地區開展游擊戰爭的

幾支武工隊統一成立港九大隊，委派蔡國梁任大隊長，陳達明任政委，黃高陽任

政訓室主任，副大隊長魯風，下則設政訓室、交通站、軍需處、醫院、情報站、

自衛隊等。政訓室由主任領導，下面有組織幹事、宣傳幹事、民運幹事、漁民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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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統戰幹事和國際幹事等。 

港九大隊初期設有長槍隊和短槍隊，壯大後為方便指揮，按地區分為西貢、沙

頭角、元朗、大嶼山、市區、海上，共六個中隊。 

42 年 2 月初，搶救文化人工作已告一段落，香港的抗日鬥爭進入了一個新的

歷史階段，2 月 3 日陳達明帶著總部政委林平，總隊長梁鴻鈞、副總隊長曾生的

命令來到西貢，在黃毛應村的天主教堂內與蔡國梁、黃高陽開了個三人會議，傳

達上級指示，成立港九大隊，把原來陸續進入“新界”的隊伍統一起來。揭開了

港九大隊的第一頁。 

港九大隊成立初期是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下面五個大隊之一。大隊長蔡國樑，

副大隊長魯風，政訓室主任黃高揚。大隊下設長槍隊，隊長卓覺民；海上隊隊長

陳志賢，短槍隊又組成 4 支短槍分隊，沙田短槍隊隊長黃冠芳，副隊長劉黑仔；

坑口短槍隊隊長江水；沙頭角短隊隊長盧進喜；上水短槍隊隊長林沖。3 月，大

規模的營救工作己告一段落，港九大隊已告成立， 

基於戰略上考慮，大隊決定擴大護航小隊為海上游擊隊，開展海上游擊戰爭，

並選定西貢糧船灣為基地，代號順風隊，由陳志賢任隊長。海上游擊隊進駐糧船

灣後，有兩項任務：監視敵人海上運輸線，伺機進行襲擊；保護客商往來。到了

1943 年 6 月，海上游擊隊發展到近百人，正式成立海上中隊，代號改為大華隊，

新成立的海上中隊從糧船灣擴大到深圳的大鵬灣。 

42 年 3 月，港九大隊成立國際工作組，組長黃作梅，負責進一步營救被囚盟

軍和國際友人。1945 年 9 月，日本投降。黃作梅按照黨組織的要求，重返香港，

籌備東江縱隊駐港辦事處，後任辦事處主任。1947 年 2 月，因戰時與盟軍合作

對日作戰的貢獻，黃作梅受英王喬治六世的邀請，到倫敦參加勝利大遊行，並被

授予勳章。1947 年 6 月，黃作梅任新華社倫敦分社社長。新中國建立後，黃作

梅先後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中共香港工委負責人和中共香港工作小組組長。

1955 年 4 月，隨周恩來為團長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前往印尼採訪亞非會議。4 月

11 日，黃作梅等乘坐的“喀什米爾公主號”飛機被國民黨特務炸毀。黃作梅為

了世界和平事業壯烈犧牲，年僅 39 歲。同機的 8 位新華社的記者亦同時犧牲。 

日軍侵佔香港後，把英國戰俘囚禁於七姐妹、深水埗、亞皆老街三個集中營；

把港英政府的文員、英國僑民包括婦孺等囚禁於赤柱集中營；把印度籍官兵囚禁

於馬頭圍集中營；只有部份管理市政衛生的官員和銀行職員沒有被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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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江縱隊在營救文化人的同時，展開營救英軍人員和國際友人的工作。英軍戰

地醫院的頼特上校、香港警司湯姆遜和波利斯屈特夫人、英國海軍軍官摩利遜上

尉、戴維斯中尉、道格拉斯中尉、夏斯特中尉、湯姆生中尉、英軍陸軍軍官祈德

尊中尉、懷特中尉、香港義勇軍的波生吉、英軍士兵霍友司、格爾拉夏等， 

他們在東江游擊隊的幫助下，脫離險境，到達東江抗日游擊根據地，然後被轉

送到大後方。5 月，英軍在廣東曲江成立「英軍服務團」。1942 年 1 月，香港大

學醫學院教授、香港義勇軍陸軍中校賴廉士在東江縱隊成員協助下，由深水埗集

中營逃至中國內地，並於 1942 年 5 月在廣東曲江成立英軍服務團，數月後遷往

廣西桂林。7 月，在惠州設立英軍服務團前方辦事處，中共中央同意東江人民游

擊隊給予協助。辦事處主任是祈德尊少校，他亦是在香港淪陷後被由游擊隊營救

出險。英軍服務團成立的目的就是要營救戰俘和捜集情報，得到港九大隊的援

助。 

1942 年 9 月 25 日大隊日軍包圍烏蛟騰村，強迫群眾交出自衛武器和供出游

擊隊員，村長李世藩、李培源挺身而出，不怕灌水．不怕毒打，李世藩暈了又醒，

醒了又暈，已經不能說話，只是搖頭，終於壯烈犧牲了。日軍頭目無法在李世藩

口中取得任何消息，又將另一位村長李源培押到溪澗邊，灌水拷打，燒煙灼背，

馬蹄踏腹等慘無人道的酷刑，李源培堅貞不屈，不肯作供。 

烏蛟騰村有李世藩、李憲新、李天生、李志宏、李官盛、李偉文、王官保、王

志英、李源培等烈士，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因參加抗日工作而壯烈犧牲。 

1951 年 10 月在烏蛟騰一處山坡下建成「抗日英烈紀念碑」。紀念上述九位烏

蛟騰村抗日烈士。紀念碑曾於 1985 年 10 月進行重修。2009 年 12 月選於現址

重建，並於 2010 年 9 月落成。 

1943 年 2 月下旬 烏蛟騰會議召開。1942 年 5 月，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員

會和廣東省粵北省委被破壞，為了重建新的機構來領導廣東省的黨組織和抗日武

裝鬥爭，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廣東省委臨時委員會和東江軍政委員會，1943

年 2 月下旬在新界沙頭角區烏蛟騰村召開會議。出席的有林平、連貫、梁廣、梁

鴻鈞、曾生、王作堯、楊康華、李東明、羅范群等。 

省臨委書記林平主持會議，在會上傳達周恩來的指示：”國民黨頑固派對我”

勢在必打，志在消滅”，不能對國民黨存在任何幻想，要以積極行動和國民黨頑

固派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稱為烏蛟騰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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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適應形勢的發展和鬥爭的需要，黨中央指示把廣東人民游擊總隊的番號，

改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簡稱東江縱隊)，下轄 7 個大隊，共 3,000 餘

人。曾生任司令員，林平任政委，王作堯任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楊康華任政治部

主任。公開發表成立宣言和領導人的就職電，宣佈我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部

隊。 

1943 年 12 月 2 日 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在惠陽縣土洋村正式宣佈

成立。 

1944 年 8 月，港九大隊改為港九大隊(獨立第一大隊)，直接歸司令部領導。

是年冬，部隊整編，改由第二支隊領導，恢復港九大隊名稱。以後，江南指揮部

成立，隸屬江南指揮部領導。日本投降前後，又恢復了港九獨立大隊的名稱，復

歸司令部領導。 

1944 年 2 月 11 日 美國第 14 航空隊飛行指揮兼教官敦納爾.W.克爾率領 20

架戰鬥機護衛 12 架轟炸機襲擊香港啟德機場，在香港上空與日機交戰，座機被

擊中起火，負傷跳傘降落在九龍山區，被日軍圍困。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所屬各游

擊中隊主動出擊，從日軍重重包圍之中，解救出盟軍飛行員。 

5 月 26 日，美國第 14 航空隊的 5 個飛行員：勒夫哥中尉、拉忽萊爾中尉、

沙克上士、康利上士和艾利斯上士，駕駛 417 號的 B-25 轟炸機在襲擊日本運輸

船時，座機被擊中，他們跳傘落到大海里，東江縱隊護航大隊在大亞灣海面將他

們救起，並安全轉送他們回到桂林的隊部。10 月 7 日 在華美軍情報組派人到東

江縱隊要求合作，為盟軍搜集日軍在香港的情報，東江縱隊建立了一個特別情報

部門，其中港九大隊為盟軍提供情報進行了大量工作，測繪西貢、沙頭角、沙田、

大埔等地地圖；整理各中隊上報的資料向司令部匯報；派出隊員混入機場．測定

日軍飛機停放位置及軍火庫位置，將日軍的軍事機關、油庫、船塢、軍艦進出港

口的情況等，繪製成圖，上報司令部轉給盟軍。 

1945 年 1 月 16 日，東江縱隊又救護了美國第 14 航空隊的飛行員尹根中尉和

第三艦隊飛行員克利漢少尉。4 月，日軍以大於游擊隊數十倍兵力，出動海陸空

三軍，掃蕩大嶼山的抗日部隊。當時港九大隊副大隊長魯風，因病在寶蓮寺療養，

日軍包圍寶蓮寺，威迫當時寶蓮寺住持筏可交出魯風，以砍頭威脅，但筏可處之

泰然，日軍不得逞。6 月 12 日， 港九大隊市區中隊長方蘭之母馮芝烈士被日軍

以間諜罪槍斃。 

1945 年 8 月 15 日 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此時以詹遜為首的舊港府官員，



萬興文化交流中心  東江緃隊8 - 9 

 

宣佈成立臨時香港政府。8 月 30 日 英海軍少將夏愨抵港，成立軍政府。9 月

上旬  英軍夏愨少將派出副官，到沙頭角與東江縱隊聯系，請求我方派代表到香

港商談九龍、新界的治安和有關問題。英軍雖已進港，但力量薄弱，無法維持治

安，希望游擊隊暫留香港予以協助。他們派出一名校級軍官前往沙頭角與大隊聯

系。大隊請示司令部再請示中央，中央同意大隊與英軍就此談判。在沙頭角中英

街榕樹頭，東江縱隊代表袁庚、黃作梅，與港英政府代表初步接觸。 

及後，雙方在九龍半島酒店舉行談判，英方向我方提出兩條要求：游擊隊暫留

香港維持秩序；游擊隊成立辦事處以便保持聯系。我方同意英方要求，暫緩撤離

香港，並成立了由袁庚負責的辦事處，黃作梅、譚幹留下工作。考慮到新界地村

民的生命財產，我方建議新界各區成立自衛隊，在英軍未能控制全港時，維持社

會治安。當時英方提出以港九獨立大隊名義為英軍組織自衛，我方同意動員復員

人員以個人名義參加自衛隊。至 10 月，新界四個區的自衛隊已經組成，各自衛

隊人數二三十人不等．至 1946 年 8、9 月間解散。 

9 月 28 日，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奉命撤出港九新界，發表《撤退港九新界

宣言》。1946 年 4 月 30 日，港督楊慕琦重返香港，正式成立香港政府。 

抗戰勝利後，中國共產黨為力爭和平民主，在重慶與國民黨舉行一次談判。

1945 年 8 月 28 日，中共中央發出了《對目前時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

團結的三大口號。8 月 26 日向全黨發出通知，決定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

到達重慶。經過四十二天談判，10 月 10 日國共雙方代表簽署了會談紀要，即《雙

十協定》。國民黨被迫表示同意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承認各黨派的平等合法地

位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權利，並允諾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但在軍隊和解放區這兩個

問題上存在著嚴重分岐。 

為了打破僵局，挫敗國民黨的內戰陰謀，共產黨以不損害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原

則，作出了重大讓步。主動提出，人民軍隊可以縮為二十四或至少二十個師。並

將廣東、浙江、蘇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內）八個解放

軍區的部隊，撤退到隴海路以北及蘇北和皖北解放區。 

1946 年 6 月 30 日，以東縱名義北撤的廣東武裝力量骨幹告別廣東根據地，

乘美軍登陸艇從大鵬灣沙魚涌海灘離岸，於 1946 年 7 月 5 日晨，安全抵達山東

烟台港。 

12 月，東江縱隊北撤後，以東縱復員戰士為骨幹，重新組建粵贛湘邊縱隊，

司令員為林平。至 1949 年，該部隊人數發展為三萬八千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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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 4 月，曾生被任命為兩廣縱隊司令員，組建兩廣縱隊，8 月 1 日兩廣

縱隊正式成立。1949 年 3 月，兩廣縱隊改屬第四野戰軍，參加解放兩廣的戰鬥。 

1947 年 4 月 12 日，英軍李治將軍到西貢頒贈「忠勇誠愛」的錦旗與西貢村

民。港九大隊在西貢人民的大力支援和幫助下，援救很多英美盟軍和國際友人脫

險，殲滅大量日寇，為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貢獻。 

1988 年 3 月，西貢斬竹灣烈士碑園動工，1989 年 1 月 23 日揭幕。 

直至 1997 年 6 月 30 日，末代港督彭定康離任，前後經歷半個多世紀。港英

政府對於在反法西斯戰爭期間，曾經配合盟軍英勇作戰、深入集中營營救英軍戰

俘、長期支援英軍服務團進入香港建立情報系統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一直

不承認他們的存在，不給予他們應有的歷史地位。 

香港回歸中國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 1998 年 12 月 28 日，在大會堂隆

重舉行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陣亡戰士名冊儀式，特別行政區長官董建華親自

將 115 名烈士名冊安放在烈士紀念龕內。 

特區政府立法確認了港九獨立大隊的歷史地位，並依據太平洋戰爭撫恤條例，

對烈士家屬、曾經負傷和被俘被虐待的隊員給予撫恤，在香港有永久居住權的隊

員及家屬享受公務員的醫療待遇。 

謹以此講座對東縱老戰士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