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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閉關鎖國到東江縱隊 

1644 年，清朝順治皇帝入關，結束了明朝的統治，建立大清帝國，奉行閉關

鎖國的政策。經過康熙、雍正、乾隆三個朝代的盛世，清朝國力開始向下。而西

方的資本主義國家於十八世紀中葉開始工業革命，蒸氣機的發明，使生產力大為

發展。大量的資本及產品開始尋找出路，而東方龐大的市場和資源就成為西方列

強的目標。 

十八世紀末，中國的對外貿易一直居於出超，每年有大量茶、絲出口，而進口

的手工業品為數不多。英國是對華貿易最大的國家，1781 年至 1793 年全部輸

華工業品，總值才 1,687 萬銀元，只及當時中國輸英茶業價的六分之一。為了彌

補中英貿易的巨大差額，英國政府於是挖空心思，不擇手段地大量發展鴉片貿

易。 

鴉片作為藥材，中國每年有少量進口，但在英國政府的提倡下，進口量激增；

1831 年就達到一百多萬箱。吸食鴉片的人超過二百萬。中國由出超變為入超，

1821 年至 1840 年間，英國平均每年從中國運走 500 多萬銀元，相當於清朝政

府每年總收入的十分之一。1794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第一艘鴉片船進入黄埔港開

始，鴉片走私的中心集散地便逐漸移到黄埔港來了。 從此，英國也就逐步取代

了葡萄牙對華鴉片貿易的壟斷地位。 

英國對華的鴉片”不道德貿易”，更成為英國打開中國”閉關自守”大門的利

器，亦作為平衡英國對中國貿易逆差的砝碼。從罌粟果實中割取的是生鴉片，經

過必要的氧化、晾曬、脫水、挑揀等程序後，要把生鴉片放入尺寸標準統一的銅

製模具中，經過揉擠，加工成鴉片球。東印度公司要求揉擠好的鴉片球，要保證

浄重是 1 瑟爾。瑟爾為英制重量單位，1 瑟爾( Sur )等於 2.05 磅。裝鴉片的長條

形木箱也按統一標準打製，箱內分上、下兩層，每層放 40 個鴉片球。一箱裝 80

個鴉片球，總淨重是 164 磅，折合成公制是 74.389 公斤。 

由於鴉片走私的猖獗，引起大量白銀外流，使清政府感到問題嚴重。道光十九

年(1839)，林則徐奉命到廣州禁煙。1839 年 6 月 3 日至 25 日，林則徐將繳獲

的兩萬多箱鴉片，共二百多萬斤，在虎門當眾銷燬。但當時的英國商務監督懿律

破壞中國禁煙運動，不惜發動鴉片戰爭。 

1840 年 6 月，以懿律為司令的英國『東方遠征軍』，包括多艘艦隻和四千士

兵陸續從印度到達中國，封鎖珠江口後，沿途攻廈門、陷定海，於七月底到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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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1841 年 6 月英國再派璞鼎查（即後來香港第一任港督砵甸乍）揮軍進犯

中國，佔領廈門、定海、鎮江、寧波等地。1842 年 6 月，璞鼎查進犯長江，攻

陷上海、鎮江。八月初開到南京海面，清政府被迫投降。 

1842 年 8 月 29 日，清政府代表耆英、伊里布與英國政府簽訂了《南京條約》。

1842 年 8 月 29 日，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於停泊在

揚子江面上的“皋華麗” （HMS Cornwallis）艦上簽訂。 

中英雙方簽訂的《南京條約》共十三款。主要內容有割讓香港島，開放廣州、

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通商賠款 2100 萬元(鴉片煙價 600 萬元，

英商 300 萬元，英軍軍費 1200 萬元) 。  

“皋華麗”號是鴉片戰爭中英國遠征軍艦隊的旗艦，它載重 1，890 噸，1813

年興建於印度孟買船塢。參與過鴉片戰爭後階段的數場戰役，1842 年 6 月艦隊

從長江口上駛吳淞、鎮江，最後寄碇於南京城外的長江江面。香港墳場內立有紀

念碑，正面上刻上”本碑乃’皋華麗’號艦上官兵及遠征軍長官所立”。另一面

刻上三個死者的名字，根據文獻記載，其中海軍上尉林伊特乃於吳淞陣亡，昂艾

基少校則於鎮江附近中暑死去，阿徹利上尉死於長江，死因未見記載。 

1840 年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以堅船利炮轟開中國大門，新的威脅來自海上，

列強湧向亞洲大地，爭奪地盤和利益，衰敗的大清皇朝面對「數千年來未有之強

敵」，面臨「數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無能應對，「江海各門戶洞開，己為我與

敵人公共之地」。 

1844 年 7 月 3 日，美國專使顧盛與兩廣總督耆英在澳門附近望廈村簽訂《中

美望廈條約》。這是美國侵略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簽訂後，美

國接踵而至，派顧盛率軍艦 3 艘於 1844 年 2 月抵澳門，用戰爭恫嚇和外交訛詐

手段脅迫耆英簽訂了《中美五口貿易章程》，即《望廈條約》，共 34 款。及《海

關稅則》。通過此約，美國不僅獲得了英國在《南京條約》及其附約中所攫取的

一切特權，而且: 

一、擴大了領事裁判權的範圍； 

二、進一步剝奪了中國的關稅自主權，由英國的所謂“秉公議定”到須經美國

領事官“議允”； 

三、規定美國兵船可以自由闖入中國領海，任意到中國各港口“巡查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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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允許美國在五口建立教堂、醫院等。 

條約最後一款還規定 12 年後修約，為日後向中國勒索新的侵略特權預埋了伏

筆。此外，條約還同樣規定了片面最惠國待遇，如中國日後給他國以某種優惠，

美國應一體均沾。《望廈條約》的內容，是對《南京條約》的擴展，因而也就更

加破壞了中國的主權和獨立。 

1887 與葡萄牙簽署《中葡和好通商條約》，已於 1928 年由國民政府宣佈期滿，

其後在同年 12 月 27 日，國民政府與葡萄牙簽訂《中葡友好通商條約》，澳門的

地位與界址問題沒有被提及。當時雙方以秘密召會所達成的默契，《中葡友好通

商條約》並不廢除《中葡和好通商條約》，只對其中條款作出修訂，結果保留了

有關澳門地位的條款。條約主要內容有 

一、中國仍允葡萄牙永駐和管理澳門以及屬澳之地； 

二、葡萄牙得派公使駐北京和在通商口岸設領事； 

三、葡萄牙取得領事裁判權； 

四、葡人可享受中國已給或將給其他國家的通商特權，在通商口岸有居住、租

買土地、建造房屋、設立教堂等權利。 

1860 年英法聯軍侵佔北京，同年 10 月 24 日，清政府被迫簽訂《北京條約》，

把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及昂船洲割讓給英政府。1861 年 1 月 19 日，英國殖

民者強迫四名清朝官員前往九龍舉行所謂「授土儀式」，巴夏禮將一袋盛有九龍

地方泥土的交與清朝官員，讓清朝官員再將這袋泥土授給港督羅便臣，象徵將南

九龍交與英國。 

清政府經過鴉片戰爭的失敗，在 19 世紀六七十年代掀起洋務運動，企圖謀求

自強革新，學習西方，特別希望在軍事技術層面與歐美看齊，於是展開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又稱自強運動，是清後期至清末時，清廷洋務派官員以「師夷長技以

制夷」為發展基礎，在全國展開的工業運動。「師夷之長技以自強」和「師夷之

長技以求富」分別是前期與後期的運動口號和目標。 

洋務運動是近代中國首次大規模的全國性西方工業運動，它是在封建皇權的背

景下發生的。1866 年左宗棠在福州馬尾首創、沈葆貞接辦的船政局 ，可謂洋務

運動的最大產物，形成近代中國最早的造船工業。1888 年建立起北洋艦隊。 

然而，片面的自強並未能使中國走向富強，清室權貴派系互相制肘，內鬥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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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困苦日益深重。以李鴻章為首的一批權臣昧於形勢，對外屈辱妥協，軍備廢

弛，從宮廷朝廷到地方權貴，各懷心事，相互猜疑，內部一盤散沙，各種矛盾錯

綜複雜，進一給予外敵可乘之機。與此同時，日本明治維新後國力日趨強盛，以

明治天皇為首的統治集團密謀對外擴張。 

1887 年，日本參謀本部制定「清國征討策略」，逐漸演化為以侵略中國為重心

的「大陸政策」．第一步首先侵略琉球，進而吞併朝鮮、台灣及澎湖列島，並以

朝鮮為跳板，進攻中國東北。 

1894 年 7 月，甲午戰爭爆發時，中國在朝鮮的軍隊不到二萬人，日本軍隊卻

在四萬人以上。9 月中旬，日軍進攻平壤，中國軍隊大敗，總兵左寶貴戰死，統

帥葉志超下令撤退。 

平壤戰役後兩日，中國北洋海軍與日本艦隊在黃海海戰，雙方參加的軍艦各十

二艘，交戰四小時，中國軍艦大敗，有四艘沉沒，致遠艦管帶鄧世昌等壯烈犧牲，

日本亦有四艘軍艦受重創。北洋艦隊休整後，退守威海衛。 

日軍隨後分兩路進攻中國東北：一路渡鴨綠江，連陷鳳凰城及安東等地；一路

由船艦護送在遼東半島登陸，攻陷大連、旅順等重要港口。次年，日軍攻佔威海

衛，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海軍提督丁汝昌自殺。清廷命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赴日議

和，日軍還乘勝侵佔牛莊、營口等地。 

1895 年 4 月 17 日，中國被迫簽訂《馬關條約》： 

1. 中國確認朝鮮國為獨立自主國家，朝鮮對清國的朝貢奉獻、典禮永遠廢止。 

2. 下列地方之城壘、兵器製造所及國有物永遠讓與日本。遼東半島、台灣全

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澎湖群島，即英國格林尼次東經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

北緯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間諸島嶼。 

3. 兩國各選派官員依據粘附本約之地圖，共同踏勘並確定遼東半島之劃界。 

4. 清國支付日本賠款 2 億兩白銀。 

5. 割讓土地內居民能任聽其遷移界外與變賣資產，唯條約批准 2 年後該地的

居民酌宜視為日本臣民。 

6. 清國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等口岸，及認可日本最惠國待遇。允許

日本人在清國通商口岸設立領事館和工廠及輸入各種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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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本在 3 個月以內撤回中國領土內之日軍。 

8. 清國承認日本佔領山東省威海衛三年，待中國還清賠款後才交還，如果費

用支付不全，日軍不撤回，日軍軍費由中國負擔。 

9 .清國對日本人俘虜，不可虐待處刑，也不可對協助日軍的清國人士處刑。 

10. 條約批准日開始，停止交戰。 

11. 條約由中日兩國批准，日本明治 28 年（1895 年）5 月 8 日，清光緒二十

一年四月十四日生效。 

甲午戰爭改變了東亞政局，大大助長了日本進一步對外侵略的野心。中國慘敗

於日本，此後幾十年間國際地位一落千丈。 

《馬關條約》簽署後六天，俄、法、德三國對日施壓，迫使日本歸還遼東半島予

中國。而日本要清朝再交付三千萬兩白銀，作為歸還遼東半島的費用。其後俄國

以「還遼有功」為名，同清政府簽署《中俄密約》，1898 年強租旅順與大連兩港

口，在滿洲擴大影響力。 

日本在甲午中日戰爭前後一共勒索了中國兩億三千萬兩巨額白銀。《馬關條約》

使日本獲得巨大利益，刺激其侵略野心；使中國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半殖民地化

程度大大加深。馬關條約所規定的賠款，為當時日本國家預算 8,000 萬日元的 4

倍強，相當於 3 億 6,000 萬日元以上的銀兩。日本以賠款作為財源完成金本位

制度。 

賠款的支付造成中國更貧乏。藉由獲取台灣稻米、茶葉、樟腦、蔗糖、林業開

發，日本內地獲得了資本主義所需的資本運作，使日本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從邊陲

晉升到半邊陲國家。該條約適應了帝國主義列強對華資本輸出的需要，隨後列強

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 

1898 年 3 月 6 日，德國強迫清政府訂立租借膠州灣條約，強佔山東半島；1898

年 3 月俄國租借旅順口和大連灣，租期 25 年。 

同年 7 月 1 日，英國強借威海衛及其附近海面，租期 25 年。而蓄謀擴展北九

龍土地已久的香港英國當局，又用新的租借名義佔領北九龍。 

1897 年，英國通過廣州領事向清政府提出租借戰略要地，以保衛香港的要求。

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C. W. MacDonnell)向清政府總理大臣李鴻章正式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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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敗無能的清政府，既然已經同意德國、俄國、法國租借中國的土地，怎敢於反

對英國政府租借中國土地的要求呢？被迫將九龍半島（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

以及附近大小二百多個島嶼，租借給英國。1898 年 6 月 9 日，《展拓香港界址

專條》在北京簽署，專條內容規定將新界及九龍半島租借給與英國，自 1898 年

7 月 1 日 起，九十九年為限期，至 1997 年 6 月 30 日止。但租金多少，未有提

及，亦從來沒有交收。至此，英國通過這三個不平等條約，佔去整個香港地區。 

1900 年，華北頻繁發生教案，加上天災頻仍，宮廷權力鬥爭激化，北京爆發

義和團之亂，引發八國聯軍進侵京津，燒殺搶掠。1901 年，清政府與英、美、

俄、日、法、德、意、奧、荷、比、西等十一國簽訂《辛丑條約》，賠償白銀四

億五千萬兩，在北京設使館區，除大沽至北京沿線炮台，准許各國駐兵於北京至

山海關鐵路沿線。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1904 年 2 月，日本及俄羅斯為爭奪朝鮮和中國東北地區利益爆發戰爭，陸上

戰場在中國東北境內，清政府卻被迫中立，甚至為日俄戰爭劃出交戰區，付出沉

重代價。日本最終擊敗俄國，通過《樸次茅斯條約》，從俄國手中奪取了中國南

滿鐵道及旅順大連租界特權。 

1927 年 7 月，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宣布 8 條「對華綱要」，發表《田中奏摺》，

認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1930

年，日本經濟受到世界經濟危機拖累陷於低迷，冀望通過戰爭尋找出路，大舉侵

華方案如箭在弦。 

張作霖，東北奉系軍閥，掌握東三省軍政，因拒絕滿足日本提出在中國東北的

特權，被日本視為眼中釘。 

1928 年 6 月 4 日，乘坐專列火車經過京奉、南滿鐵路交叉的皇姑屯站三孔橋時，

被日軍預埋炸藥炸死。其子張學良集國仇家恨於一身，決心承認南京國民政府，

正在北伐的國民革命軍宣告停戰，東北易幟，實現國家統一。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關東軍誣衊中國炸毀柳條湖附近一段南滿鐡路，日

軍突襲東北北大營及瀋陽，策動「九一八」事變。當時東北軍將領接到身在北平

的張學良奉行蔣介石「不抵抗」命令，翌晨全城陷落。日軍在一周之內，迅速佔

領遼寧、吉林兩省大部分地區。隨後佔領東北三省。1932 年 2 月，東北三省全

部淪陷。「九一八」事變是日本企圖大舉吞併中國的重要序幕。 

面對日本步步進犯，蔣介石仍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東北淪陷，華北岌岌可



萬興文化交流中心  從閉關鎖國到東江緃隊7 - 16 

 

危，日本為減輕國際社會對入侵東北的壓力，轉移國際輿論視線。1932 年 12

月 8 日悍然對上海發動攻擊，揚言 4 小時內攻陷上海。駐防閘北的中國十九路

軍在蔡廷鍇、蔣光鼐指揮下英勇迎敵，遏制了日軍侵略攻勢。後稱為「一二八事

變」。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共產黨號召和領導了東北地區的抗日救亡運動和游擊

戰爭，和 1935 年北平的「一二．九」學生運動。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下，當時

廣東省的中國青年同盟、中山大學救亡協會、餘閒樂社等進步團體先後成立，曾

生、王作堯、楊康華積極參加和發起廣州市學生抗日救亡運動，並相繼加入中國

共產黨。 

「一二八」事變後，在國家危亡關頭，張學良、楊虎城在 1936 年 12 月策動

「西安事變」，在共產黨的斡旋下，最終促成國共兩黨合作，團結各方一致抗擊

外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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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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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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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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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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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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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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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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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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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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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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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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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和國際友人。1945 年 9 月，日本投降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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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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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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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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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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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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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 年出版的《港九獨立大隊史》有如下記載：「1943 年 5 月的一個晚上，

港九獨立大隊大嶼山中隊劉春祥帶着六名戰士，從東涌鄉乘船出發，想渡海到大

嶼山對岸踏石角、龍鼓灘和深圳灣流浮山一帶開展工作，打通同寶安縣游擊區的

聯繫。 

劉春祥乘坐的「艚仔船」，駛至龍鼓、沙洲附近的海面時，有兩艘日軍炮艇潛

伏在那裏。劉春祥等英勇應戰，由於敵我力量過於懸殊，船也被打沉了，只剩下

掌舵的女船工泅水回到赤立角來報信。」 

戰鬥犧牲者包括劉春祥、曾可送、林容、汪送、譚金火、溫發、劉佳等指戰員，

以及船家梁克夫婦和一子兩女全家，合計 12 人。據此估計，《港九獨立大隊史》

記述的女船工，應該是船家梁克的妻子，在泅水報信後不久去世了，因此被列入

犧牲者名單。 

2020 年 9 月 2 日，劉春祥等英烈被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退役軍人事務部所公

佈的第三批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體名錄中的英雄群體名單，被稱爲「劉春祥等

十二名龍鼓洲戰鬥犧牲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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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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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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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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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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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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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