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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覃桂 

序 言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時值國民黨大亞灣沿海守軍

將領、軍官到香港過十月十日國慶假期未歸之際，窮兇極

惡的日本侵略者海、陸、空三軍在大亞灣登陸，悍然發動

了預謀已久的侵略惡行。僅僅九天廣州淪陷，廣東大部分

地區的廣大人民隨即陷入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

抗。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

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隨即成

立，曾生、王作堯、林平、楊

康華等傑出領導人物，組織廣

東 人 民 抗 日 游 擊 隊 以 游 擊

戰，進行一系列的打擊日本侵

略者的活動，使到日本侵略者

無一安寧之日，最終落得了慘

敗投降的必然下場。 

書中敘述了香港人在香港可歌可泣、鮮為人知的抗日

事跡，將這些發生在你們周圍和自身的事跡記錄下來，為

當代和後世的香港人所了解，也是激動人心的一件事情。

你們破壞了日寇的軍事資源，打擊了日本軍國主義者的囂

張氣焰，徹底破壞了日本侵略者的行徑，迫害文化人和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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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覃桂埋頭專心校對（攝於 2013年） 

國人士的陰謀。在你們的陳言中，介紹了你們親身參加搶

救文化人的活動，具有歷史價值和意義。 

按照毛主席給侵華日軍總司令崗村寧次的信的指

示，即在華南地區向曾生將軍投降，你們到樟木頭石馬墟

接受日軍司令展武的投降，堅決執行了毛主席的指示。 

你們解甲歸田，退休回到香港，還不忘記革命事業，

十多年來組織了香港老戰士聯誼會（現更名為原東江縱隊

粵贛湘邊縱

隊香港老戰

士 聯 誼

會），把定居

在香港的東

縱邊縱老戰

士 團 結 起

來，出錢出

力對下一代進行公民教育，是難能可貴的行動，是值得我

們尊敬和學習的榜樣。 

廣州地區老游擊戰士聯誼會常務副會長 

兼東江縱隊老戰士聯誼會副會長 

李覃桂 2012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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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10 月 11 日黃昏，日本華南派遣軍主力分乘 106
艘大船，在日本海軍第五艦隊的護衛下集結廣東大亞灣。 

一、日寇大亞灣登陸、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成立 

1938 年 10 月中下旬，日本侵略軍為了策應其進攻武

漢的作戰和切斷中國的海上對外聯繫，實現其攻取武漢，

摧毀或瓦解中國的抵抗力量，迫使國民黨政府屈服投降的

戰略企圖，發動了入侵華南的廣州戰役。10 月 12 日，日

軍在廣東省惠陽縣的大亞灣登陸，21 日佔領廣州。從此，

抗戰烽火在華南燃燒起來了。 

1938 年 11 月初， 成立了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

隊長曾生。 

1940 年初，根據廖承志同志的指示，以〝白皮紅心〞

的做法掩護黨的力量，爭取到番號〝第四戰區第三游擊縱

隊新編大隊〞。與此同時，王作堯領導的第二大隊，也在

進行一系列的抗日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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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入侵東江地區示意圖 
日軍於 1938 年 21 日佔領廣州後，在 11 月 23 日對滯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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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軍於 12月 25、26日先後佔領南頭、深圳和沙頭角。 

1940 年 9 月中旬，在寶安縣雞公頭山畔的上下坪村，

召開了部隊幹部會議，根據黨中央的指示，部隊拋棄國民

黨原先給的〝新編大隊〞、〝第二大隊〞的番號，改稱為廣

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的前身），整編為兩個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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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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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序列表 
1940年 9月 - 1942年 2月 

1940 年 10 月，在中共東江特委的統一領導下，以東

莞大嶺山和寶安羊台山抗日根據地為基礎，建立了東江敵

後抗日根據地。 

1941 年 11 月，日軍第三十六師團正在沿廣九鐵路南

段以及惠寶沿海一帶集結，觀其態勢，毫無疑問是要進攻

香港。廖承志指示要作好應變準備，一旦戰事發生，立即

派部隊進入港九地區，開展敵後游擊戰，部隊應即向九龍

靠攏，以便接應在香港的同志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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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 12月 8日上午，日本軍機飛越香港上空，轟炸

啟德機場。 

1941 年 12 月 8 日早上，日軍越過深圳河突襲新界和

九龍半島，並對啟德機場狂轟濫炸，悍然發動了對香港的

侵略戰爭。由於英軍的消極抵抗，僅十八天，即 12 月 25

日〝聖誕節〞那天佔領了香港，港督楊慕琦（Sir Mark 

Aitchison Young）宣佈無條件投降，棄廣大香港人民於

水深火熱之中。 

由於戰事發生之前，英國和香港當局並不相信日軍會

揮師南下，後來為了阻嚇日本，也只是增派了兩營加拿大

兵加強新界的防守力量。他們根本沒考慮如何採取措施、

保衛香港的問題，充分暴露了殖民主義的醜惡嘴臉。戰爭

爆發前一個月，日本派遣軍源源南下，步兵、騎兵、炮兵、

坦克兵等兵種分別駐紮在廣九鐵路、寶太公路、惠深公路



 

 

9 

兩旁的村莊，各方面的情報表明：日本進攻香港已迫在眉

睫了，為此，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第三大隊和第五大隊政

委尹林平專程前往香港，通過八路軍駐港辦事處將這些重

要情報告知港英當局。 

1941 年 12 月初，廖承志、夏衍、喬冠華與港督楊慕

琦的代表，布政司金遜（Franklin Charles Glemson）在

香港大酒店三樓舉行會談。中共方面明確表示，東江抗日

游擊隊可發動新界民眾，協同英軍保衛港九地區，同時英

方應提供必要的武器彈藥。 

英方表示理解，並說會立即報告港督，盡可能滿足游

擊隊的要求。但是此後就再沒下文。事情很明白：英國人

只是做個樣子，威嚇一下日本而已，他們認為香港彈丸之

 
日本軍隊的入城儀式，隊伍經過皇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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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軍陸戰隊正準備渡海登陸香港島。 

地，難以長期固守，不過，即使被日軍佔領，等到戰爭結

束，英國還可收回香港；而如果讓中共的武裝進入香港，

問題就複雜多了。港英政府完全沒有為手無寸鐵的香港人

民著想，也不再提起協同保衛香港，其險惡功利的用心昭

然若揭。 

這些殖民主義者平時吸取香港人民的血汗送回倫敦

供養祖家，香港有難就棄之不顧，令日本恣意欺凌香港人

民達三年零

八個月，不

少同胞無辜

死難，這就

是他們所標

榜的〝保衛

者〞！ 在香

港回歸了祖

國十五年後

的今天，竟然還有一小撮人打著港英的旗號遊行示威，為

殖民主義招魂，這一小撮既可悲又可笑的可憐蟲，其用意

早已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前後，海外僑胞

也做出了大量的支持。1938 年 10 月 30 日，在馬來亞（今

馬來西亞）吉隆坡召開了代表大會，成立了〝南洋英荷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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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 5月，文森隊 8名隊員由吉隆坡返回東江參加抗

戰，途經香港時留影。 

屬惠僑救鄉委員會〞（簡稱〝惠僑救鄉會〞），並派代表與

香港惠州籍團體商討成立〝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簡稱

〝東團〞），動員和組織華僑愛國青年回鄉參加抗戰。 

1939 年上半年，吉隆坡愛國僑領官文森組成〝東江

華僑回鄉服務團文森隊〞，吉隆坡各界僑胞集資，組成〝東

江華僑服務團吉隆坡隊〞和〝加影隊〞、〝星柔隊〞、〝士毛

月隊〞等。華僑子弟和青年司機隊伍相繼回國，參加了東

江人民抗日戰爭。至 1941 年 12 月仍有愛國青年陸續回

東江參加抗戰。與此同時，安南（越南）、暹羅（泰國）、

緬甸甚至美國等地的華僑愛國青年也紛紛回東江來參加

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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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山各界熱烈歡迎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 

 
歡迎東江華僑服務團吉隆坡隊會場。 

這些愛

國青年為祖

國的獨立、

民族的解放

事業奉獻力

量，湧現了

一批英雄人

物，更有許多人流血犧牲，把年青的生命獻給了抗戰事業。 

在日本侵略香港期間，出現了不少香港人自救自衛的

抗日行為，可歌可泣！這些香港人在香港地區進行的抗日

鬥爭是鮮為大眾所知，本書將根據回憶、自述依次序予以

介紹。首一介紹的是，沙頭角蓮麻坑村以葉維里為首的一

群青少年的行動尤為突出，自發性地出擊破壞落入敵手的

礦山資源，

干擾了日軍

的 侵 略 計

畫，為保衛

家園做出貢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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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 2 月，白石龍幹部會議決定，成立廣東人民

抗日游擊總隊，部隊進行整編，成立一個主力大隊及四個

地方大隊。在原第五大隊的基礎上成立主力大隊，東莞地

區部隊仍為第三大隊，惠寶邊地區部隊編為惠陽大隊，寶

安地區部隊編為寶安大隊，港九地區成立港九大隊。 

1942 年 7 月，收編國民黨王竹青部隊，編為獨立中

隊，直屬總隊。 

1942 年 8 月，以原主力大隊為基礎，再從惠陽大隊

調一個小隊來重建主力大隊，代號〝珠江隊〞，直屬總隊

領導，下轄三個小隊，主要在莞太、寶太公路沿線活動。 

1943 年 2 月，為貫徹中共南方局的指示，在九龍新

界沙頭角區烏蛟騰村舉行會議，總結東江和珠江三角洲的

鬥爭經驗和部署今後的工作，稱為烏蛟騰會議（現今烏蛟

騰村已作為革命遺址，建有抗日英雄紀念碑）。 

1943 年 8 月，黨中央指示將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番

號改稱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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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江縱隊序列表 
1943年 12月 - 1944年 8月 

二、游擊隊的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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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生（攝於 1950年） 

2.1 東江縱隊司令員 曾生 

曾生（1910-1995），原籍深圳市坪山鎮石灰陂村。

1920 年至 1929 年在龍崗、坪山、香港、澳大利亞讀書。

1929 年進入中山大學附中，1933 年升入大學本科。1934

年參加中國青年同盟，1935 年至 1936 年領導廣州市學生

運動。1936 年 10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 年 7 月畢業

於中山大學文學院，12 月接

任中共香港海員工委書記，

1938 年 10 月遵照共產黨指

示，回到坪山組建抗日武裝，

歷任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

長，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第三

大隊長，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

隊長，東江縱隊司令員，中國

人民解放軍兩廣縱隊（原東江

縱隊）司令員，廣東軍區副司

令員兼珠江軍分區司令員、政委，南海艦隊副司令員。1960

年轉業地方，歷任廣東省副省長兼廣州市市長，交通部副

部長、部長，國務院顧問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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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平（攝於 1950年） 

2.2 粵贛湘邊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林平 

林平，原名尹林平（1908-1984），原籍江西省興國

縣。1927 年參加赤衛隊，1932 年 9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歷任赤衛隊中隊長，紅軍團長，支隊長，中共廈門臨時工

作委員會書記，廣東省委軍事部長兼東江特委書記，東前

特委書記。1940 年 7 月到部隊，歷任廣東人民抗日游擊

隊第三和第五大隊、廣東人民

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政治委

員，中共廣東省臨時委員會書

記，廣東區黨委書記，粵贛湘

邊區黨委書記，中共中央香港

分局副書記，中國人民解放軍

粵贛湘邊縱隊司令員兼政治

委員，廣東軍區副政委，廣東

省支前司令部司令員，中南軍

區公安軍兼廣東軍區第二政

委，中共廣東省委候補書記、書記，書記處書記，廣東省

省長，廣東省政協主席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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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作堯（攝於 1950年） 

2.3 東江縱隊副司令員 王作堯 

王作堯（1913-1990），原籍東莞市厚街鎮。1934 年

畢業廣州燕塘軍校，1935 年加入中國青年同盟，1936 年

9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任中共東莞中心縣委兼宣傳部長兼

武裝部長，東莞模範壯丁隊長，東寶惠邊人民抗日游擊大

隊長，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第五大隊大隊長，廣東人民抗

日游擊總隊副總隊長，東江縱

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中國人

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第十縱

隊副參謀長，兩廣縱隊（原東

江縱隊）副司令員、海軍江防

司 令 部 司 令 （ 南 海 艦 隊 前

身），廣東軍區副參謀長，廣

州防空司令部司令員，廣東防

空司令，中南華區防空軍第一

副司令員、瀋陽軍區防空軍、

武漢軍區空軍副司令員，廣東省人大常委副主任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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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康華（攝於 1950年） 

2.4 東江縱隊政治部主任 楊康華 

楊康華，原名虞煥章（1915-1991），祖籍浙江省會

稽縣，落籍廣東省番禺縣。1932 年進入中山大學，1935

年投身抗日救亡運動，1936 年 3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6

年 7 月畢業於中山大學。歷任中共廣州市委宣傳部長，香

港市委書記。1942 年 2 月轉到部隊，歷任廣東人民抗日

游擊總隊副政委兼政治部主

任，東江縱隊政治部主任，中

國人民解放軍兩廣縱隊（原東

江縱隊）政治部主任，珠江軍

分區副政委，中共珠江地委副

書記，廣東省教育廳副廳長，

省文教部長，副省長，省政協

第一副主席，省委統戰部長、

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副省長

等職



 

 

19 

三、游擊隊挺進港九、打擊日寇、平定內亂 

日軍進攻和佔領香港，擺在東江抗日游擊隊面前有兩

項重大任務：一是迅速搶救困留在香港的愛國民主人士和

文化界人士；二是抽調部隊挺進港九敵後，開闢抗日根據

地。 

本文突顯介紹日本侵略軍進入香港後，曾生、王作堯

派出兩支短槍隊尾隨敵人，隨尾進入新界和九龍地區。這

兩支短槍隊一支由曾鴻文、黃高陽帶領，活動於元朗、荃

灣一帶；另一支由黃冠芳、蔡國梁、劉錦進（劉黑仔）、

江水帶領，活動於九龍城以東和西貢一帶。他們打擊敵

偽、維持治安，先後槍斃了八個罪大惡極的土匪、漢奸，

因而聲威大振。盤踞在大帽山有兩股土匪，分佔東西兩

側。曾鴻文為了打開新界到游擊區的通道，借助自己在當

地的聲望，斷然採取〝先禮後兵〞、〝迫虎離山〞的措施，

與兩股匪首談判，迫他們離開了大帽山，為後來搶救護送

文化人鋪平了道路。 

1942 年元旦，緊張的營救工作開始了，從九龍到東

江游擊區，有兩條路線：一條是在西貢坐船到沙魚涌轉往

惠陽縣的水上交通線，由黃冠芳、蔡國梁、劉黑仔、江水

率領；一條是由旺角步行至荃灣、元朗，跨過深圳河進入

寶安縣的陸上交通線，由曾鴻文、黃高陽、鍾清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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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送文化界和愛國民主人士路線圖 
接到廖承志轉來黨中央的指示，在林平主持下，部署大

營救任務，曾生、王作堯隨即組織力量分別開闢東、西

兩條交通線，派出部隊護送各界人士從九龍市區到羊台

山抗日根據地布吉和坪山游擊區。 

從 1942 年 1 月至 2 月底，在敵人的嚴密控制下，從

香港這個孤島，安全地營救出眾多的、在國內外有影響的

人物，創造了歷史上的奇跡，他們中有：鄒韜奮、何香凝、

柳亞子、梁漱溟、千家駒、廖夢醒、夏衍、蔡楚生、高士

其、司徒慧敏等及國民黨駐香港代表海軍中將陳策、國民

黨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的夫人和參議劉璟、南京市長

馬俊超的夫人和妹妹、以及香港影后蝴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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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困留在香港的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油畫） 

 
何香凝 

 
茅盾及家人（攝於香港） 

在日軍入侵香港第二天，即 1941 年 12 月 9 日，曾

鴻文等人插入元朗地區開展抗日活動，接著副大隊長周伯

民率領一個短槍隊進入大埔以北配合曾鴻文活動，隨後組

成一支武工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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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大棠楊屋村適廬，曾先後接待過數百

名各界人士，是西線重要交通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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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擊隊

進 入 港 九

後，繳獲大

批英軍遺下

的武器，計

有輕重武器

30 多挺，衝

鋒槍、步槍

300 餘枝，

還有大批彈藥。日軍入侵港九後，由於兵力不足，忙於鞏

固市內統治，在新界地區，只在交通要道據點、沙頭角、

粉嶺、大埔、沙田駐有野戰軍和憲兵，山區鄉鎮兼顧不及，

形成了真空地帶，不少漢奸、土匪、流氓、地痞便肆機而

起，其中較大的土匪就有十多股，有的投靠日軍與漢奸互

相勾結，打家劫舍、姦淫擄掠，無惡不作，嚴重威脅人民

生命財產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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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擊隊繳獲的部分英軍遺下衝鋒槍、步槍等武器 

所以當務之急，就是要肅清土匪，保護人民生命安

全。在這期間，三大隊武工隊，在元朗處決了八個大土匪

頭和漢奸，威懾了整個大地。盤踞在大埔大帽山的黃暮容

土匪和盤踞在粉嶺一帶的蕭天來土匪，不敢輕舉妄動。在

西貢等地的武工隊，分別收拾了各地魚肉鄉民的土匪，計

有打蠔涌搶劫的九人土匪、爛泥灣楊牛仔 80 餘人的土

匪、西乃陳 20 餘人的土匪、坑口魷魚灣 40 餘人的土匪、

小鄧發仔 10 餘人的土匪、荔枝窩李觀姐 40 餘人的土匪，

還有其他零星的土匪。游擊隊當時消滅土匪的行動，受到

港九人民的熱烈歡迎。 

不僅如此，活動在新界邊境的海南武工隊，在鄭珠明

的指揮下，把元朗日本憲兵隊石相大隊長的頭號特務頭子

黃桂和上水憲兵隊長少珍的特務頭子黎金水，分別在上水

和文錦渡處決了，為民除了一大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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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九大隊各中隊分佈示意圖 
1944年，港九大隊在戰鬥中發展為 800多人隊伍，部隊

遍佈九龍、新界和大嶼山。從日軍佔領香港到抗日戰爭

結束，在港九地區堅持了三年零八個月抗日游擊戰爭。 

四、港九大隊成立 

1942 年 2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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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九大隊於 1942 年

3 月成立，是以搶救文化人的手槍隊成員為基礎成立的，

聲名威震海內外，出色完成了營救盟軍飛虎隊飛行員、國

際友人以及在港九地區的護衛任務，成為港九根據地抗日

戰線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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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春連 

 
曾春連、葉煌青、葉維里等人合照（2011年攝於深圳） 

五、香港人在香港地區打擊日寇 

5.1 伏擊鬼子兵 

香港人曾春連，1944 年

冬，是第三次攻打蓮麻坑礦山

戰鬥的總指揮。率隊進入新

界，偷襲沙頭角日軍崗哨，打

死哨兵，誘使日寇追往鹽田予

以伏擊。突襲巡邏隊，神出鬼

沒，擾亂日寇部署，打擊了侵

略者的囂張氣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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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麻坑村 

5.2 三打蓮麻坑礦山 

蓮麻坑村在新界沙頭角附近的紅花嶺山下，全村 100

多戶人家以農為業，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寧靜生

活，村民不太擔心外界的情況，當日本鬼子侵佔香港之

初，村裡沒有一個抗日游擊隊員。 

1938 年 10 月，日寇在廣東大亞灣登陸，深圳、南頭、

沙頭角等地相繼被日軍佔領。英軍在深圳河南岸，即香港

新界邊境上大量佈雷，並修築工事，似乎準備跟日寇決一

死戰，保衛新界，保衛香港。由於日寇佔領了深圳河北岸

沿線，蓮麻坑村偷渡過河到梧桐山這條路被不少人當做偷

渡返鄉的快捷方式。也吸引了蕭天來、陳光兩股土匪在此

盤踞，以保護群眾為名收取保護費，搶奪財物，還經常為

爭奪利益火拚，陳光因此被蕭天來在蓮麻坑村前小橋上當

眾槍傷，回到華界不治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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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維里 

土匪還打著抗日、保護村民的幌子，要村中十八歲以

上的青年參加他們組織的所謂〝三合會〞，村中以葉維里

為首，葉盤嬌、葉煌青等幾個青少年認為，這股人是土匪，

既不抗日也不可能保護村民的安全，都堅持沒有參加。非

但沒有參加，反而自發地以破壞礦山為手段進行抗日活

動，即後面會詳述的〝三打蓮麻坑〞中第一打。 

1941 年 11 月，日寇集結

在深圳河北岸要進攻香港新

界，英軍進駐蓮麻坑炮臺，村

民以為英軍會同日寇決一死

戰，暗暗慶幸。可是到了 11

月下旬，英軍竟全部撤走，深

圳河南岸成無人之境！12 月

8 日，日寇悍然入侵香港，香

港人民從此陷入三年零八個

月的黑暗日子。 

蓮麻坑的礦山出產鉛、鋅、黃鐵礦、黃銅礦等礦產，

日本侵略香港後繼續在此開採，企圖補充其軍備需求。日

本侵略者在蓮麻坑村搶掠姦淫無惡不作，還驅使奴役村民

為他們採礦，十四歲的蓮麻坑村民葉維里也被指令去當礦

工，挨打受罵，受盡淩辱。 

看著日本鬼子挖蓮麻坑的礦，強迫村民為他們賣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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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麻坑礦山遺址 

葉維里的心中對日本鬼子的深仇大恨，更加火上澆油。 

在周密的計劃、英勇的戰鬥和人民的支持下，三打蓮

麻坑礦山取得了大勝利，蓮麻坑礦山終被摧毀變成了廢

墟，這次戰鬥最終剷除日軍在香港的軍用武器原料生產基

地，是日軍侵佔香港以來的大挫敗之一，是香港人曾春連

親身參戰指揮飛龍隊攻打的，這是香港抗日武裝鬥爭中最

大的一次，也是戰果豐碩的一次，意義重大的一次。 

蓮麻坑

村人受日寇

欺壓摧殘的

史實和奮起

參加抗日游

擊隊打擊日

寇的英勇事

蹟，對太平

洋戰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可是港英政府既不予表彰，又

不予撫恤，漠然置之。香港回歸後的今天，特區政府有關

部門仍然不聞不問，令人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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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葉維里先生的口述筆錄： 

日軍侵佔香港 

1941 年 11 月，我在蓮麻坑敬修學校剛畢業；12 月 8

日，日軍飛機從頭頂飛過，三架、六架、九架、十二架轟

炸啟德機場……門窗都震動起來，我在家裏慌張到不得

了。日軍分三路入侵香港新界。在此之前，我已經非常仇

恨日本人，原因之一，小學有位何老師常常教我們唱抗日

歌曲，好像《松花江上》：「我的家在松花江上……九一八，

九一八……」，我就想，日本人這樣殺害我們中國人，現

在又入侵香港殺害香港人，我們怎能忍受！何老師對我的

啟發很大，我對敵人的仇恨也就深入腦袋裏。 

其二，日本人未過界攻入香港之前，天天在深圳和沙

頭角之間騎馬來回巡邏，見人便放槍，中國人的生命竟然

毫無保障，我很憤怒！ 

再三，日軍入侵香港前幾日，很多香港人返回大陸避

難，因為深圳已被日軍佔領，從羅湖是過不到的，要轉走

無人地帶，蓮麻坑正是其中通道。 

人們從蓮麻坑過境，經長嶺、梧桐山 …… 一路逃回

家鄉。蓮麻坑村駐守有兩股土匪，一股是蕭天來土匪,另一

股是陳光土匪，都分別收取逃難鄉民的過境保護費；即使

過得土匪這關，到了梧桐山腳也有可能被日軍放槍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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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土匪欺負我們，日本人也欺負我們！到底是當亡國

奴？還是跟他們搏鬥？這些想法常常在我腦裏轉來轉去。 

蓮麻坑有座由英國人開採的現代化鉛礦的礦山，日軍

進入蓮麻坑村後，英國人跑掉，開礦工人也走了，日軍派

人到附近鄉村，下令凡有氣力的都要去採礦，不肯去的即

槍斃。我家裏只有母親、我和弟弟，雖然我只有十四歲，

已是家中最重要的勞動力，結果我也要去，每天還要向日

本人叩頭，很多時不問情由就被他們打，慘得很！ 

我年紀雖小，犂田、耙田、插秧全都會做。那時正值

冬天，田地要犂冬曬白，即是把泥土翻上來曬，來年才會

有好收成。某天，我沒去礦山，拿起犂耙，拖著牛，正要

走過村前那條橋翻泥曬白去，就被日軍連人帶犂帶牛抓到

礦山寫字樓下哨所。牛被綁在附近，犂耙丟到一旁，日軍

命令我站著，用筆繞著我的腳板圈劃，喝令我：「不准動，

一離開範圍就打！」只要稍打盹，頭一垂，看守我的日軍

即一棍打來，頭都被打腫了，三天三夜沒得睡！我內心非

常憤怒，暗罵：「我走出去就要跟你們拼！」最後，母親

帶著雞和雞蛋，請官姓村長送給日軍的翻譯求情，日本人

才肯放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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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山公路（今蓮麻坑路禁區範圍） 

 
日軍礦山公路哨所（攝於 2012年） 

 
葉維里在哨所前被日軍用筆繞著腳板劃

圈，罰站了三天三夜。（攝於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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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葉煌青、葉維里、葉盤嬌合照 

一打蓮麻坑礦山 

我和同齡的葉盤嬌、葉煌青三個孩子，每天在礦山推

車仔運送石頭，到了下午四、五點時，又要給礦坑的大人

送炸藥、信管和導火索炸礦。看得多了，也學會如何放炸

藥，導火索要多長，點火後何時才爆炸，炸藥庫在哪……

礦山所有事情我們都很熟悉。 

有一天，我們三個小子推車仔到礦洞口，我心生一計

問二人：「日本人用我們的鉛礦做子彈頭打我們中國人，

豈有此理！我們不如炸掉礦坑，你們意見如何？有無決

心？」 

他們齊聲道：「有！」我很高興：「好！今晚我們放工

回家再具體商量如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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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麻坑礦山八號洞位置示意圖 

當晚，我們三人在村裏密謀。礦山八號洞是炸藥倉

庫，裏面有幾十噸炸藥，只要炸掉八號洞，便可以炸毀礦

山。當時我仍未跟游擊隊聯絡，炸礦山完全是自發。 

第二天晚上，三人偷偷爬上鹿湖山，由山頂（即今天

麥景陶碉堡）落到半山八號洞。火藥庫的門鎖很大很重，

不容易打開。 

我們事前已把兩條大鐵筆放在門口，現在拿鐵筆一插

一撬就打開了鋼門。洞裏一切我們都非常清楚，立即找到

信管和導火索，用牙把信管和導火索咬緊，插進炸藥裏，

接著拉長導火索。這可是一整個洞的炸藥，導火索一定要

拉很長才安全，要讓我們爬過山背才爆炸。我們拉呀拉，

拉呀拉，心想只要拉到外面去，一點火便成功了，心裏不

禁很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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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把村民趕到沙頭角日本憲兵部，進行

拷打審問的地方，即現今沙頭角海山酒樓

旁的金字頂舊屋。 

不料一個不小心，我們踢倒地上的空罐，乒乒乓乓響

起來！八號洞離日本兵的營房不過三百公尺左右，日軍的

步槍、機槍立即劈嚦啪啦猛打過來，嚇得我們丟下導火索

拼命往山上走，一直走到今天敬修學校斜對面的山腰躲起

來。 

到了天

亮，有村民

出來耕田，

肯定日本人

沒有包圍蓮

麻坑，三人

才敢回家。

家人見到我

們回來即責

備：「死仔，

整晚跑了去

哪？」我也

不敢作聲。 

以為事

情 告 一 段

落，誰不知第二天，日軍粉嶺警備大隊連同沙頭角憲兵隊

中島伍長共二百多人包圍了蓮麻坑，把全村一百二十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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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頭角日本憲兵部位置示意圖（繪圖：葉維里） 

男人押到沙頭角日本憲兵部去。 

盤嬌和煌青幸運地沒有被捕，我卻被捉去了。日兵命

令我們分兩排人坐在馬路邊，日間暴曬，晚間雨淋，約一

個星期，根本不理我們死活。 

某天，粉嶺警備大隊抓來一人，逐一問我們認識不認

識。輪到一位村民葉吉邦，若他只說不認識便沒事，他卻

回答：「通通唔識。」那個日兵被激怒，揪起葉吉邦一摔

一甩，葉吉邦當場休克過去。 

又一天，兩個約二十歲左右女子給坐牢的家人送飯，

那個中島伍長命令二人進入寫字樓，一小時後揮舞著棍子

把兩個女子趕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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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憐兩個女子被脫光衣服，中島伍長逼二人在我們面

前走過，大家連忙低頭，這怎可以看呢！日本人竟命令我

們全都抬起頭來看，誰伏下就打誰。後來有個稍有點同情

心的日兵，把衣服還給兩個女子穿上離開。 

之後，日本兵把所有人關進監牢，人多，個個只能站

著，勉強騰出少許空間，大家才可以輪流睡個十分鐘。日

本兵開始施以酷刑逐一審問我們，灌辣椒水、吊飛機、拳

打腳踢 …… 終於輪到我了，憲兵部寫字樓門前放了一張

枱，日本人把一支手槍放在枱上，喝令我跪下，把一條粗

竹杆橫放在我腳跟上，兩端各站兩個人。我才十幾歲，怎

抵受得住！但我怎也不肯承認炸礦坑，只要盤嬌和煌青都

沒有被捉到，只要他們二人不說，我就不怕了，寧死也不

肯說半句！ 

日本兵把已半死的我扔回監牢，叔伯可憐我這孩子受

苦，把唯一的狹小空間讓我睡。母親送飯來，在飯盅裏偷

偷放進跌打酒給我塗傷。 

一打蓮麻坑使到日軍除了損失慘重之外，士氣也大受

打擊，在老羞成怒之下，把一百二十幾個蓮麻坑村民抓進

沙頭角憲兵隊關押起來，吊打灌水，折磨了廿八天之久。

日軍看到被關押的人已被折磨到不似人形，又問不出甚麼

事情，只好放了他們，但有數位村民出獄後不久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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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維里被綁在此屋內（攝於 2012年） 

根據蓮麻坑村民葉瑞山和葉觀保憶述紀錄，當年一打蓮

麻坑礦山後，被日軍扣押的部分村民名單。 

 

被釋放

回家後第二

天，村裏五

個鄉紳通知

我到葉定錢

家，用籮索

把我綁著，

大興問罪之

師：「都是你做的好事，連累全村人受罪！」不知道他們

從誰的口中，知道了我炸礦坑。母親向他們求情，其中一

人開出條件：「除非拿四百元港紙賠償損失，否則就把你

送去給日軍那裏殺頭。」實在無可奈何，母親答應變賣在

華界一畝五分田，賠償四百港元，眾人才放我回家。 

眾鄉紳們離去後，母親狠狠罵了我一頓。那個晚上，

我任母親如何責備，都沒作一聲。到了午夜十二時，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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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維里攝於舊居門前 

人都睡了，我悄悄起來，

先用水淋濕門軸，以免開

門 時 弄 出 聲 響 ， 然 後 偷

走！ 

日本人打過來之後，

村裏不夠吃，村民要到龍

崗、橫崗買糧充飢，路上

給游擊隊打稅時，我常常

與他們聊天。他們不顧安

危 對 抗 敵 人 ， 為 人 民 服

務，非常愛國，對他們早已留下深刻印象。如今把心一橫，

一於找游擊隊去！ 

來到村口，碰到在村裏要飯的苟伯，他人很好，我也

常給他送飯，他說：「不要走大路，村裏的鄉紳們已派人

把路口封鎖。如果你被抓到，他們立即把你送交日軍處

理。」多得苟伯關照一聲，我立即爬水坑，穿過埋葬死人

的死仔窩，過長嶺，到了游擊區。 

當時膽子真大，一個人摸黑在樹叢裏走，完全不害

怕。一直走到橫崗，終於遇到同班同學李乙壽，他早已加

入游擊隊。跟他訴說慘痛的遭遇，道明來意，我便參加了

游擊隊，那是 1943 年初。我一走，敲詐母親的鄉紳怕我

終有一天回來算帳，都不敢要母親四百港元的賠償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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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麻坑礦山位置示意圖（繪圖：葉維里） 

二打蓮麻坑礦山 

加入東江縱隊後，我被編入偵察隊，不久來到沙灣黎

圍村（現已變成水庫），當地大約有幾百名民兵和自衛隊。

他們同樣憎恨日本人，我一心要報復，未請示上級，便向

他們提議炸毀礦山，結果一呼百應。1944 年初，我帶著

二百多名沙灣民兵重返蓮麻坑。 

「一打蓮麻坑礦山」之後，日軍在礦山哨所門口改聘

印度人看守礦山。我們很快便捉住了印度守衛，民兵立即

把有用的東西搬走，卻很快被看守礦山的日軍發現放亂槍

打過來，嚇得所有人慌忙逃跑。也難怪，民兵並非正規部

隊，軍事常識不足夠，槍械也不足夠，這次未能炸毀礦山，

但搬走了礦山的一些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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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麻坑礦山 - 選礦廠遺址 

三打蓮麻坑礦山 

這個仇我一定要報，礦山也一定要炸。1944 年底，

我任東江縱隊第二支隊第三大隊（即飛龍大隊）偵察員，

我建議曾春連大隊長攻打蓮麻坑礦山，大隊長吩咐：「好，

但要做好準備，你先回去偵察形勢，還要繪畫地圖。」我

又奉命返回蓮麻坑，詳細勘視礦山情況。到了行動當晚，

我們兵分三路向礦山進發，第一路：到伯公坳戒備；第二

路：由我帶

領一隊人馬

過河潛行到

礦工宿舍，

宿舍上面正

是日本一排

兵的營房；

第三路：大

隊長，也是

這次行動總指揮，親自領軍由蓮麻坑村口直上鹿湖山頂，

再插進半山八號洞。 

我既是嚮導，也是手槍隊員，帶著三十多人過了河，

爬進小樹林，不久便看見敵人營房。我們立即衝上去，卻

看不見日軍在樹旁放了哨兵，對方一個手榴彈擲來爆炸

了，一塊碎片插進我的下巴，我立即用手抓住碎片不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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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維里被碎片插進下巴 

移動。其他人繼續衝鋒，終於擊退日本人，成功佔領礦山。 

我回到當日被罰站了三天三夜、被打得死去活來的日

軍哨所，在我站的位置上停了一輛小車。大隊長命令：「把

小車燒掉，能搬走的全搬走，不能搬的就燒，把我們受傷

的人抬走！」剎那間，整個山頭火光紅紅，我心裏很高興、

很涼快。 

同志即場替我包紮止血，

但我傷得很重，血從我的下巴

不停流出來，頭腫脹得 像西

瓜。我被人抬走，人人都在說：

「這個人肯定沒了。」但我終

於報了仇，礦山足足燒了七天

八夜，我的性命都不重要了。 

那次戰鬥只有我一人受傷，我被送到惠州淡水一條

村，也忘了村名，但記得是由游擊隊裏一位江姓外科醫生

替我做手術（江醫生在廣州解放後任中山醫學院院長，現

已逝世），可是刀片太鈍，割不開傷口，也沒有止痛針，

惟有等。一星期後，終於找到可以做手術的刀和止痛針，

江醫生一刀下去，在我下巴兩邊開洞，拿鉗子拔彈片，才

一拔，裏面一堆黑水即流出來，又黑又臭，江醫生連忙拿

紗布塞進去。第二天拉出紗布，黑臭水又出來，又塞進紗

布，如是者半個月，我居然傷癒。傷愈後又繼續參加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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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福 

5.3 在香港親身參加搶救文化人及愛國人士 

的光榮任務（潘福口述） 

我是潘福，深圳福田石廈人，今年已八十七歲高齡，

但身體尚可以。我回憶當年對日本法西斯刻骨仇恨今天仍

在心頭，1938 年冬，日本侵略者侵略了我華南大地，香

港仍在英國人的手中，家母帶我到香港逃難，居住在香

港。 

1939 年 5 月，又回到石

廈，親眼看見日本鬼子橫行霸

道，隨意殺害我同胞，在我心

中種下對日本兵的深仇大恨。

1940 年我毅然參加了共產黨

領導的海南武工隊，任情報

員。 

1941 年 12 月，日本海陸

空三軍攻打香港，十八天後英軍投降，香港人在日寇肆意

魚肉之下達三年零八個月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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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人士從西線到達的終站寶安白石龍村。 

 
日軍在九龍青山道設立的哨崗。 

而我在日軍佔領香港第三天被選定加入搶救文化人

及愛國人士的手槍隊，領導人是曾鴻文、鍾清，我的任務

是跟隨大批北上逃難的難民潮保護夾雜其中有識別記號

的文化人及愛國人士，起點由灣仔碼頭過海，佐敦道碼頭

上岸，再由佐敦道碼頭步行到荃灣三棟屋，再步行到大帽

山，然後下錦田、元朗，經金錢村馬草壟河邊，伺機過深

圳河，在上步碼頭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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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文化人到達寶安白石龍村 
1942年 1月初，茅盾（前排左三）、封鳳子（右四）、戈

寶權（後排左三）等知名人士，在東江游擊隊的安排下

安全離開香港。 

周而復始，護送了數百位文化人及愛國人士，無一犧

牲，也沒有發生惡性事故，安全地護送到寶安白石龍交給

曾鴻文隊長。在整個過程中，沿途中雖有土匪刁難難民，

但見到我們他們只好讓路。事情已過了大半個世紀，今日

回想起來，仍感覺開心和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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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康灼被日軍憲兵斬首之上水圍祖屋。 

5.4 一個香港青少年的憤怒（廖振聲口述） 

日寇入侵香港搶掠燒殺，上水村民首當其害，村民廖

金全接親人途中無故被日寇用刺刀刺死；廖康灼出任村維

持會工作也受日軍拘捕斬首，屍身不知下落；村民廖樹穩

因同情未向日軍鞠躬被扣的村民而被毆打致死；村民廖合

友在火車上卸貨被不明不白槍殺……我聯誼會會員廖振

聲當時年僅十五歲，目睹日軍種種惡行，漢奸土匪橫行，

毅然參加了抗日游擊隊（常備隊），並擔負放哨警戒保護

稅收人員任務，後跟隨鄭明珠海南武工隊到沙頭角墟打埋

伏，襲擊日本軍車，為香港人抗日鬥爭奉獻自己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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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將祠堂（應龍廖公家塾）作為〝維持會〞用途，召

集村民作為民工，為軍隊煮飯洗菜，並派去南頭機場搬

運炮彈和深圳筆架山挖掘戰壕。 

1944 年世界反法西斯打擊日本侵略者的形勢大大有

利於我們抗日游擊隊，當時沙頭武工隊押送兩名日本俘虜

到常備隊來，要轉押到白花洞俘虜集中營，交給林展大隊

長（女），因廖振聲略懂日語，就讓他與另一戰友一起押

送，圓滿完成了這項光榮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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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唐嶺村炮台已被夷平（攝於 2012年） 

六、唐嶺戰鬥、良洞戰鬥、樟木頭接收日軍投降 

當時形勢所需，在香港抗日的部分部隊轉戰內地打擊

日本侵略者，1943 年 12 月，東江縱隊成立第二支隊第三

大隊，蔡國梁任支隊長，港九大隊兩個中隊（中華隊、大

華隊）回內地編入支隊建制。 

葉維里經三打蓮麻坑負傷治癒後回到東江縱隊第二

支隊第二大隊，也隨部隊轉戰內地，繼續擔任偵察工作。 

回到部

隊參加第一

次戰鬥就是

坪山唐嶺圍

點打援的伏

擊戰鬥，第

二次是良洞

遭遇戰。 

1945 年初，日軍一個大隊，進駐老區坪山鎮，並派

出一個排的兵力佔據距坪山鎮二華里的唐嶺村炮台山（該

山海拔約二佰公尺），藉以防止我游擊隊向其突襲。日軍

進駐後對游擊隊活動影響很大，為了迫使鬼子撤出老區，

打擊其囂張氣焰，大隊長曾春連，副大隊長曾建命令手槍

隊立即開展對敵人的守備情況偵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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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葉維里和副班長張丁、通訊員廖來，每天都深入

到坪山周圍瞭解敵人的活動，並及時把情報送回大隊部。

大隊領導根據提供的資料制訂出〞圍點打援〞作戰計畫：

著手槍隊和長槍中隊分別兩個方向圍攻唐嶺炮臺山，由大

隊長曾春連直接指揮；其餘的部隊，配備數十枚連環地

雷，設伏於坪山鎮至唐嶺村之間的公路上阻擊敵人攻打其

後援，由副大隊長曾建指揮。 

就在 1945 年初的一個晚上二時，部隊行動開始了。

手槍隊在黃漢英、張丁的率領下，從唐嶺西南面向炮臺山

日軍發起了進攻，而長槍中隊則由正南面的山坡上直插炮

臺山。是夜月亮時隱時現，為了不被敵人發現，葉維里等

手槍隊員們時而隱蔽，時而疾行，靈活勇猛地向山上衝

去，突擊到炮臺山距日軍不到三公尺的距離展開了激戰。

敵人的機槍拚命向手槍隊員們射擊，接著重機槍也從工事

內伸出了火舌。神勇的手槍隊接連擊斃了五個鬼子，副班

長張丁就擊斃了三個。當戰鬥相持五十餘分鐘後，黃漢英

接到大隊部通知，坪山出來增援的鬼子，踩上打援埋設的

地雷，死傷不少，餘下的鬼子退回坪山鎮去了，戰鬥已達

到預期目的，命令各部隊撤出戰鬥。 

手槍隊員於是邊打邊退，葉維里和張丁正在最後面。

這時日軍從側面打來一顆子彈，張丁當即壯烈犧牲。 



 

 

49 

 
左起：黃作梅、劉黑仔、曾生（司令）、 

林展、尹林平（政委） 

此時山頂只剩下葉維里，他隨即取下張丁的駁殼槍，

抱著他的屍體，從唐嶺山頂向下滑去。但滑行了十來米，

鬼子四五顆手榴彈又打下來，在葉維里左右爆炸，爆炸的

衝力使兩人分開一上一下，於是葉維里又不顧一切衝上前

去再次抱住張丁的屍體往山下滑，直至滑到山腳，才把張

丁的屍體放到小溪裡藏好，冒著敵人密集的火力射擊，退

出了火線。 

唐嶺戰

役之後，葉

維里跟隨林

平準備去羅

浮山與東江

縱隊司令部

會合，走到

東江河邊良

洞與日寇打

響了遭遇戰。 

1945 年，德國無條件投降，東江縱隊飛龍大隊被改

編為東縱警衛營，由龍崗新墟步行經良井直奔東江河岸邊

的良洞村，隨同行軍的有劉錦進（劉黑仔）和邱特獨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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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 8月，朱德總司令命令八路軍、新四軍等部隊向

被包圍的日軍發出最後通牒，限期投降。 

部隊抵達良洞後，林平政委率葉維里所在的警衛班和

曾春連營長，到良洞山頭視察地形，第二天一早兩個中隊

的日軍，其中一個是騎兵中隊，由小金往江西經良洞與縱

隊遭遇。經大半天的戰鬥，日軍被打死十五人，傷若干人，

打死戰馬五匹。本縱隊傷六人，犧牲一人。 

1945 年 8 月 24 日，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此一

消息傳出後，震動了祖國大地，人們歡喜若狂，奔相走告，

振奮人心。東江縱隊的隊員們經歷了萬苦千辛，更是人人

歡欣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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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司令部，現樟木頭養賢學校。（攝於 2012年） 

左起：黎志強、蔡英球、蔡信、廖來、葉維里、葉葉 

東江縱隊根據延安總部朱德總司令向各解放區武裝

部隊發佈的受降命令，爾後又連續發出六道命令，其中命

令粵漢路、廣九路、潮汕公路兩側之中國解放區抗日軍隊

積極大舉進攻，迫使日軍無條件投降，如遇拒絕，堅決消

滅之。 

隨後，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離開羅浮山沖虛觀司令部

來到了南坑（今深圳市龍崗區）指揮對日受降，並派葉維

里陪同東莞大隊大隊長蔡子培到樟木頭石馬墟接受日軍

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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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繳的部分日軍武器 

蔡子培是早年活動在東

莞的東江縱隊游擊大隊長，常

與東莞樟木頭的日軍進行你

死我活的戰鬥。而今曾生司令

命令他對樟木頭日軍進行受

降，他立即派出交通員鄔強前

往日軍司令部所在地（現樟木

頭養賢學校）向日軍傳達受降

命令。 

樟木頭日軍司令展武回音，要與蔡子培大隊長當面談

判，地點確定在樟木頭石馬墟粵豐酒樓。於是葉維里陪同

蔡子培等抵達粵豐酒樓，卻發現日軍司令僅派其下屬聯美

大佐前來談判，狡猾的日軍大佐為了拖延時間，僅同意打

開樟木頭塘下埔山坡一帶的軍用倉庫給東江縱隊搬運槍

支彈藥。 

為了儘快解決受降問題，在搬運兩天彈藥後，我方仍

繼續迫敵受降。由於蔣介石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為了

搶奪人民的勝利果實，壟斷接受投降的權利，命令日軍不

得向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游擊隊投降，蔡子培大隊

只好終止談判返回南坑司令部。 

在與日軍談判受降的三天中，日軍開倉的舊式槍支彈

藥，計有手槍、步槍、輕機槍、重機槍、八二迫擊炮等武



 

 

53 

 
駐守香港新界邊防的日軍撤離粉嶺 

 
收繳的部分日軍武器 

器，但在此批繳交的槍彈中，鬼子卻做了手腳：把個別手

槍子彈推上槍膛，混雜放在幾籮手槍中。游擊隊中有的戰

士，在興奮之餘，拿起日軍手槍向上一扣，轟的一聲把在

南坑木板樓

上休息的戰

士大腿打穿

了；更為嚴

重的是，在

龍 崗 南 坑

村，司令員

曾生命令軍

事教官試射

繳來的八二

迫擊炮時，

又因日軍在

炮彈底火裝

上了信管，

結果炮彈裝

填發射時，

立即爆炸，

把軍事教官

和兩名戰士當場炸死。對此，現場參觀的幹部戰士，對日

軍的險惡用心，極為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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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江縱隊與港英政府代表談判位置

示意圖（繪圖：葉維里） 

七、日軍投降、港英要求港九大隊撤出香港 

1945 年 8 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英軍返回香港，

要求我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撤出香港，並要求港九大隊留下

小部分游擊隊員協助其維持社會治安。於是我東江縱隊從

坪 山 馬 攔 頭 派 出

袁庚、黃作梅在葉

維 里 護 送 下 來 到

鹽 田 海 關 所 在

地，與港九大隊大

隊 長 黃 冠 芳 等 領

導商議後，第二天

到 沙 頭 角 中 英 街

榕 樹 頭 一 間 房 子

裡（現改為中英街

衛生院門診部）進

行談判。 

事後，東江縱

隊 同 意 港 九 大 隊

留下小部分戰士為香港港英政府當員警，張亮、李志應等

就是當年留下當員警的戰士，其餘的部隊按時撤出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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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撤退港九新界宣言 

 
箭咀所指房屋為東江縱隊參謀處長袁庚和翻譯黃作梅與

港英政府代表談判所在地（當時的房子已被拆除，新建

築物為中英街衛生院門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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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抗日戰爭勝利，東縱北撤山東 

1945 年抗日戰爭勝利後，為避免內戰、爭取和平，

中囯共產黨同國民黨政府在重慶進行了為期 43 天的和平

談判，史稱重慶談判。 整個事件程序從 1945 年 8 月 29

日開始，至 10 月 10 日結束，國共雙方簽訂了《政府與中

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  

該會談紀要列入關於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政治

民主化、國民大會、人民自由、黨派合法化、特務機

關、釋放政治犯、地方自治、軍隊國家化、解放區地

方政府、奸偽、受降等 12 個問題。這 12 個問題中僅

少數幾條達成協議，在軍隊、解放區政權兩個根本問

題上沒有達成協議。 

1946 年 1 月 10 日，國共兩黨達成停止軍事衝突

的協議。1 月 13 日，雙方對軍隊下達了停戰令，為了

監督停戰令的實施，國民黨代表張治中、中共代表周

恩來、美國代表馬歇爾組成軍事三人小組，同時由三

方 派 出 代 表 在 北 平 設 立 軍 事 調 處 執 行 部 （ 簡 稱 軍 調

部），負責調處國共雙方的軍事衝突。軍調部下轄 8

個執行小組，第八執行小組被派往廣東解決廣東停戰

及中共武裝北撤的問題，該小組由國民黨代表黃維勤

少校，中共代表方方，美國代表米勒上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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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調部第八小組到達廣州後，國民黨廣州行營主

任張發奎公開否認廣東有中共部隊，拒絕東江縱隊派

代表參加談判，使軍調部第八小組的工作無法進行。 

《雙十協定》公佈不久，即被蔣介石公開撕毀。

國民黨散播廣東無共產黨部隊的謊言。在華南地區，國民

黨一直執行圍殲東江縱隊的戰略，新一軍、新六軍、新五

十四軍、新六十四軍等六個軍十一個師，調入廣東，在惠、

東、寶地區，進行「填空格」戰術，企圖圍剿東江縱隊。

所謂填空格戰術，即重點在惠東寶地區的每個村鎮，國民

黨都派駐一個班或一個排的兵力，佔據該地，不許各村村

民來往，每見到認為可疑的老百姓，立即格殺勿論，力圖

一舉消滅我東江縱隊。不少東縱戰士、民運隊員和村民被

殺害。 

1946 年 2 月 26 日，東江縱隊政委尹林平、總司令曾

生遵照中共華南分局的指示，到達香港西貢半島高塘待

命。葉維里等八名東縱警衛班，由深圳大鵬半島鵝公灣乘

小帆船護送尹林平及曾生等領導人到達香港西貢，並執行

保衛工作。 

由於尹林平及曾生都離開惠、東、寶地區前線，帶同

電台一部，到達高塘，以便尹林平和曾生通過電台傳達指

令，指揮反圍剿的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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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9 日中共華南分局遵照中央的指示，通知東縱政

委尹林平即赴重慶會見周恩來副主席，尹林平同志到達重

慶後，按照周恩來副主席指示，在重慶召開中外記者招待

會。會上尹林平揭露國民黨張發奎散播廣東並無共產黨部

隊的謊言，徹底揭露了國民黨的「填空格」戰術，挑動內

戰。並向中外記者介紹了華南抗日武裝的建立、發展和七

年抗戰的功績。 

當尹林平政委前往重慶，曾生司令員仍然留在高塘指

揮反圍剿。由於身處在高塘的隱蔽山中，補給困難，葉維

里等八位戰士唯有在山上斬柴，挑往西貢墟售賣，換取米

糧等必需品，維持警衛班等十多人的生活。 

在高塘使用電台收發電報指揮作戰的情況暴露了，不

能繼續使用，曾生司令員命令葉維里帶一封絕密信件，返

回深圳小梅沙給江南指揮部的指揮員盧偉如同志。那時為

了避開國民黨軍，部隊都住在山崗上。要將這封送到小梅

沙尖的山崗，危險性很大。曾生指示，在瓢瓜灣坐舢舨到

小梅沙有可能碰上敵人，因為大、小梅都駐有國民黨軍，

要小心應對。 

葉維里在當天午夜出發，舢舨經過三個小時的航行，

到達小梅沙登岸，但卻被新一軍的哨兵發現，集中火力向

葉維里射擊，把葉維里的左手姆指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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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攝於重慶曾家岩五號，左起美國特派專員赫爾

利、蔣經國、蔣介石、張群、王世傑、毛澤東。 

葉維里忍住傷痛，拼命往山上跑，跑到一個名為馬攔

頭的山崗時，跌進了一個棺材坑，再也走不動了，但擺脫

了敵人的追殺。第二天天亮，葉維里離開了棺材坑，一直

向梅沙尖爬去，終於到達山頂，哨兵把他帶到樹林裡，見

到盧偉如總指揮，交出了信件，完成了任務。 

雙十協定簽署後，1946 年 1 月 7 日，由美國代表馬

歇爾、中共代表周恩來、國民政府代表張群（後換成張治

中）組成的軍事三人小組在重慶宣告成立。三人小組任務

是會商停止軍事衝突、恢復鐵路交通及有關受降事宜等問

題。三人小組達成的協議，交由軍事調處執行部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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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與夫人蘇惠（中共香港分局工委組織部長）於

1947年在香港合影。 

4 月 3 日，尹林平政委從廣州回到香港，4 月 4 日尹

林平政委和曾生司令一起回到廣州，以中共南方武裝人員

代表的身份，參加第八執行小組的談判。第八執行小組由

美軍代表米勒上校、國民黨軍代表黃衡及共產黨的方方、

尹林平及曾生等人組成，主要是通過談判解決如何 履行雙

十協定、東江縱隊主力北撤的具體問題。 

6 月 15 日，第八執行小組到了深圳葵涌，談判告一

段落。為了堅持國內和平，1946 年 6 月 30 日，人民

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及各江武裝部隊，從沙魚涌登船北撤

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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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魚涌附近等待登船的東江縱隊女戰士 

 
北撤成員上船前在海灘排隊等候打預防針 

 
根據重慶談判達成的協議，東江縱隊北撤

人數為 2,583。圖為北上證、臨時復員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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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魚涌北撤紀念亭 

1946年 6月 30日，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及各江武

裝部隊於沙魚涌北撤山東煙台。 

 
林平在粵贛湘邊縱隊成立大會上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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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劍英 

九、返內地參加解放戰爭、兩廣縱隊（原東江縱隊）

成立、粵贛湘邊縱隊成立 

1946 年，東江縱隊北撤山東煙台，先後參加了孟良

崮戰役、萊蕪戰役、淮海戰役、濟南戰役等，並接收了國

民黨起義、解放的廣東廣西籍官兵。後編入華東軍區，1947

年 8 月 1 日成立了兩廣縱隊（原東江縱隊）。 

1946 年，東江縱隊北撤

以後，留下來的同志受到頑軍

偽政府的暗殺迫害，由於群眾

要 求 共 產 黨 站 出 來 組 織 他

們、保護他們，應時組織了護

鄉團，經過了多次戰鬥，特別

是羅村戰鬥、羅輋戰鬥等大小

戰鬥。隊伍壯大有三萬多人之

眾。1949 年 1 月 1 日，在惠

東縣安墩成立了中國人民解

放軍粵贛湘邊縱隊，林平任司令兼政委。 

1949 年贛州會議，由葉劍英、陳賡、方方主持下，

兩廣縱隊（原東江縱隊）與粵贛湘邊縱隊組建成南路軍參

加解放廣東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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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廣縱隊（原東江縱隊）序列表 
1949年 7月 -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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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贛湘邊縱隊序列表 
1949年 7月 -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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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贛湘邊縱隊各支隊活動區域示意圖 
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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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1 廣州週邊的羅村戰鬥 

粵贛湘邊縱隊南線主力一、二、三團，由海、陸豐移

師古竹東江河一帶，進行戰鬥休整後，1949 年 9 月 6 日

在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尹林平的直接指揮下，北渡東

江，阻擊、攔截、圍殲南逃之敵。縱隊決定由主力二、三

團圍攻柏塘之敵，主力一團移師羅村打援。 

9 月 6 日下午，主力三團以長驅直入之勢迫近柏塘，

頑軍知道後，為保護其河源至惠州通道，迅速糾集兩個保

安師（保三師、保五師）共 2,500 餘人，由惠州經泰美、

羅村增援柏塘之敵。 

9 月 7 日早上 5 時，縱隊主力一團抵達羅村，團長何

清命令三營擔任監視、阻擊泰美方向增援柏塘之敵，營領

導決定派二連（鋼鐵連）進佔對石嶺，三連（飛虎連，副

營長葉維里跟隨），進佔金雞嶺，一連（三虎連）進佔黃

坳嶺，營指揮所和機炮連暫設龍嶺。 

9 月 7 日早上 7 時，頑軍先頭部隊保八團一個營向對

石嶺鋼鐵連陣地發起進攻，經一輪戰鬥後敵死傷無數，後

退數百米，準備捲土重來。另一路保十五團、保十四團各

一個營又企圖搶奪金雞嶺、黃坳嶺，經激烈爭奪後，又被

飛虎連、三虎連殺傷一批，退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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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村戰鬥（泰美戰鬥）示意圖（繪圖：葉維里） 

但頑軍仍不甘心失敗，又集中兩個團的炮火猛烈轟擊

三嶺，僅十來分鐘，整個羅村地區炮聲隆隆，硝煙滾滾，

機槍聲、步槍聲、手榴彈聲彙集大作，戰火愈打愈烈，尤

其是據守對石嶺的鋼鐵連，被保八團成連成營地多次衝

擊，打得特別艱苦，儘管如此，陣地依然屹立不倒。營部

指揮所連同機炮連，也移至金雞嶺來了。 

正當縱隊指戰員連續打退頑軍無數進攻之際，團部派

員命令撤出戰鬥，後退三華里到團部所在地待命，戰士們

一時沒想通，認為此時撤退就錯失了殲敵良機，聽說是尹

林平司令員的決定後都消除了不滿，因為過去無數次大小

戰鬥，只要是尹司令直接指揮就無往而不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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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 3 月 27 日，曾生司令員（前左二）到訪香港，

葉維里（後左四）陪同出席接待宴會。 

就在撤退時，葉維里被頑軍槍傷，撤出了戰鬥，留在

羅村一間祠堂養傷，沒能隨部隊反擊敵人。後來得知三營

撤退以後，頑軍兩個師一湧而上，佔了三營十二嶺陣地，

自以為勝利了，但其原來的後方陣地，卻被縱隊二、三團

佔領了，三團從頑軍右後方打來，摧毀其指揮所，二團從

其左後方迂迴包抄，打得頑軍措手不及，縱隊一團從正面

強有力的反擊，頑軍陣地立即崩潰，猶如無首群羊，完全

無組織無抵抗，潰不成軍，頑軍保三師師長徐東來受傷由

十多個保鏢護送向泰美方向逃走。 

此次戰鬥，縱隊投入的兵力三個主力團 5,000 餘人，

其規模之大是江南戰場的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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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配合野戰軍解放廣東 

贛州會議後，在葉劍英、陳賡、方方的主持下，為配

合右路軍解放韶關，左路軍解放江北，兩廣縱隊（原東江

縱隊）、粵贛湘邊縱隊組建成南路軍，挺進珠江三角洲，

圍殲逃敵。而我粵贛湘邊縱隊獨立第一、三、四團，在縱

隊參謀長嚴尚民的率領下，由河源經惠陽高譚方向進軍。

當部隊抵達高譚時，天空忽然出現數架國民黨的戰機，向

縱隊三個團的部隊進行低空掃射。獨立第一團三營兩名炊

事員過河時，被敵空軍航空機子彈打翻在地，大腸流出體

外，當場犧牲。 

縱隊獨立一團團長何清，立即派了幾個通訊員到各營

傳達命令，要各營立即組織三人小組，用步槍、輕機槍、

重機槍一齊對空中敵機進行射擊，剎那間高譚四方響起密

集的槍聲，敵機只好高飛，不敢再往下衝，並立即逃離現

場，不敢再返回高譚了。縱隊則安全抵達東莞， 於 1949

年 10 月 23 日在東莞厚街乘船橫渡珠江口，在番禺縣蓮花

山登陸，順利完成了進軍珠江口命令。 

獨立第一、第四團在番禺縣獨立團的配合下，進入市

橋鎮，解除番禺縣保安團第二營 800 餘人的全部武裝，活

捉南天王李朗雞。27 日，粵贛湘邊縱隊獨立第一團佔領

順德大良鎮，迫敵順德縣保安營 400 餘人繳械投降。28

日進抵容奇鎮，迫敵整編第一游擊挺進縱隊鄧鍔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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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贛湘邊縱隊負責人合照 

1,200 餘人繳械投降，繳獲迫擊炮 20 門，輕重機槍 54 挺，

長短槍 900 多枝。 

11 月 2

日，粵贛湘

邊縱隊第一

團由順德容

奇乘船經江

門，在中山

斗門登陸，

圍殲廣州衛

戍總部司令

李 岌 蘭 殘

部，俘敵 489 人。11 月 11 日凌晨，我獨立第一團三營追

擊敵人到乾霧大小霖海岸邊之際，發現敵人已逃往三灶

島，僅留下一艘裝滿穀物一枝桅的風帆船擱淺在沙灘上。

三營在海邊茅屋住了幾天，為阻止三灶島的頑軍逃往萬山

群島，團部命令三營想盡千方百計，務必最快速度登島作

戰，纏住頑軍以使後續部隊登島殲滅敵人。於是三營領導

決定，把擱淺的船物資卸空，由葉維里副營長、鋼鐵連文

德安連長率一個加強排（50 餘人）做為第一梯隊乘船登

島作戰。 

當 50 餘人擠滿全船，頂著風高浪急，直指三灶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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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灶島 B26型中型轟炸機示意圖（繪圖：葉維里） 

晚上十二時開船，至凌晨五時半才到達。當時三灶島共有

頑軍 4,000 餘人（不包括海、空軍），陸上有陸軍駐守，

海上有艦艇游弋，天空有飛機盤旋，防守島上的敵人有強

大的防禦武器，僅在海邊碼頭就有二挺 25 米機關炮，只

要稍加抵抗，我軍 50 多人就有可能無一生還，但登島後

敵人棄械逃跑了，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我軍解放了三灶

島，並於 13 日繳獲降落在三灶島 B26 型中型轟炸機一

架，俘獲敵機組四人。五天後，由我軍飛行員駕駛，我方

電報員及一名俘虜（其他三名早前送回石岐兩廣縱隊司令

部處理）隨機飛往廣州。廣州戰役聯合指揮部司令員葉劍

英親自到機場迎接，還得到中央軍委給予三營通令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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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維里（攝於 1955年） 

 
左起：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 60周年紀念

章、三級解放勳章、抗日獨立自由獎章 

十一、授銜後（葉維里口述） 

1955 年，中國人民解放

軍首次授銜，年僅二十多歲的

葉維里被授予大尉軍銜，並獲

三級解放勳章、抗日獨立自由

獎章。轉業後任榮休院院長、

省 民 政 廳 辦 公 室 副 主 任 ，

1978 年外派香港工作。1985

年離休後回香港定居。 

1997 年，葉維里參加東

江縱隊廣州老戰士聯誼會，後

因國家規定不能跨區參加這種群眾組織，於是返回香港，

幾位退休回香港定居的廳處級老幹部牽頭組織了香港老

戰士聯誼會，宗旨是愛國愛港、擁護一國兩制、遵守基本

法，吸納原

東江縱隊、

粵贛湘邊縱

隊在香港定

居的老戰士

為會員，近

二百之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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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香港老戰士聯誼會週年聚餐 

（下圖）香港老戰士聯誼會合唱團 

成立初

期經濟困難

重重，會所

無 錢 付 房

租，就將會

址設在葉維

里的家中，

達 四 年 之

久。香港政

府至今都沒

有分文的經

濟支持，幾

經困難才向

房委會申請

到現在的會

所，並得到

社會福利署的支持以及社會賢達、中資機構熱心贊助，和

我們會員的慷慨解囊，維持聯誼會到今天。同時組織了老

戰士之家，吸納會員家屬、烈屬、擁護基本法的愛國愛港

人士參加。 

聯誼會成立以後，為發揮老戰士革命餘熱，通過國民

教育，教育好下一代。成立初期，在沙田大會堂組織了一

次省港兄弟組織大型文藝活動，影響面很廣，得到好評。 



 

 

75 

 

 
（上圖）肇港兩地中小學生夏令營合照 

（下圖）老戰士與國民教育中心學生合照 

在開展

國民教育過

程中，採用

把中小學生

請到本會聽

講座、應學

校要求進校

講 座 的 方

式，以抗日

戰 爭 為 背

景，用講故

事的形式講

述講座人的

親身經歷，

很受學生、

學校歡迎，

香港國民教育中心也帶學生到會聽講座，十多年來接受講

座的學生人次不少於三萬人。 

今後，我們要把講課的方式做得活躍一些，還要把老

戰士之家發展起來，吸納與我們有共同理念的愛國愛港青

年才俊為會員，為搞好國民教育增加生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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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記 

本書以記實文章記錄整理東江縱隊香港老戰士的抗

戰歷程，資料來源除參考《曾生回憶錄》和楊奇的《虎口

搶救》外，主要根據葉維里口述記錄整理，以及潘福、廖

振聲回憶記述。 

製作過程中，得到以下社會各界友好鼎力支持、協助： 

 廣東省深圳市坪山東江縱隊紀念館； 

 廣東省東莞市樟木頭鎮民政局； 

 廣東省東莞市樟木頭鎮石馬墟原東江縱隊 

老戰士蔡信、蔡英球、廖來； 

 香港蓮麻坑村村長葉華清； 

 香港工會聯合會惠州諮詢服務中心主任邵建波； 

 原香港工聯會內地諮詢服務中心總主任蘇萬興； 

 共融網絡主席李國柱； 

 香港新界殷商張玉麟贊助全部印刷費用。 

謹此致以衷心感謝！ 

香港老戰士聯誼會向香港政府警察牌照科申請正名

為「原東江縱隊粵贛湘邊縱隊香港老戰士聯誼會」獲准，

由 2012 年 12 月 9 日正式使用，「香港老戰士聯誼會」名

稱同日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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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香港地區烈士名單（年代久遠．或有錯漏．敬希指正） 

姓名 
出生 

年份 
居住地 

參軍

時間 

犧牲時間 

地點 
所屬部隊 

1 章雲輝 1923 粉嶺 1939 
1940. 

西鄉成田 

五大隊 

戰士 

2 劉進才 1922 
粉嶺 

鶴藪 
1940 

1941. 

西鄉 

五大隊 

武工隊員 

3 劉炳秀 1924 
粉嶺 

鶴藪 
1940 

1941. 

西鄉 

五大隊 

武工隊員 

4 王 容 1919 
粉嶺 

龜頭嶺 
1940 

1941. 

西鄉 

五大隊 

武工隊員 

5 溫文勝 1918 
粉嶺 

新屋仔 
1940 

1941. 

西鄉 

五大隊 

武工隊員 

6 何 牟 1920 粉嶺 1941 
1942. 

觀瀾 

五大隊 

武工隊員 

7 黃振南 1920 新界 1941 
1942. 

布吉 

寶安大隊 

稅收員 

8 李 德 1924 新界 1940 
1942. 

羊台山 

五大隊 

戰士 

9 朱 祥 1920 新界 1940 
1943. 

羊台山 

五大隊 

戰士 

10 
楊素貞

(女) 
1922 新界 1940 

1944. 

羊台山 

五大隊 

衛生員 

11 李世藩 1917 
沙頭角 

烏蛟騰 
1942 

1942. 

烏蛟騰 

烏蛟騰 

村長 

12 陳壬有 1911 
沙頭角 

黃猄地 
1940 

1942. 

寶安縣 

五大隊 

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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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 

年份 
居住地 

參軍

時間 

犧牲時間 

地點 
所屬部隊 

13 朱 發 1923 
西貢 

大網仔 
1942 

1944. 

大嶼山 

港九大隊 

戰士 

14 曾 福 1920 
沙頭 

角三椏 
1942 

1943. 

南涌 

港九大隊 

事務長 

15 曾 春 1919 
沙頭角 

三椏 
1942 

1944. 

三椏 

港九大隊 

戰士 

16 陳永有 1918 
沙頭角 

鹿頸 
1942 

1943. 

鹿頸 

港九大隊 

民運員 

17 陳揚芳 1916 
沙頭角 

三椏 
1942 

1943. 

鹿頸 

港九大隊 

民運員 

18 曾房興 1926 
沙頭角 

三椏 
1942 

1943. 

惠陽 

惠陽大隊 

戰士 

19 曾偉祥 1925 
粉嶺 

坪輋 
1943 

1943. 

惠陽 

惠陽大隊 

戰士 

20 袁大昌 1914 
粉嶺 

新塘 
1940 

1944. 

西貢 

港九大隊 

軍需員 

21 藍添發 1922 
大埔 

塔門 
1942 

1943. 

沙魚涌 

惠陽大隊 

戰士 

22 陳 湘 1922 大嶼山 1942 
1944. 

大嶼山 

港九大隊 

戰士 

23 羅 六 1921 
西貢 

大網仔 
1941 

1943. 

寶安縣 

五大隊 

戰士 

24 曾辛有 1922 
西頁 

北潭涌 
1941 

1943. 

南頭 

五大隊 

戰士 

25 陳 才 1920 
西頁 

黃猄地 
1941 

1943. 

南頭 

五大隊 

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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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 

年份 
居住地 

參軍

時間 

犧牲時間 

地點 
所屬部隊 

26 吳 興 1922 
大嶼山 

東涌 
1943 

1943. 

東涌 

五大隊 

戰士 

27 徐容帶 1919 
九龍 

衙前街 
1941 

1943. 

寶安 

五大隊 

稅收員 

28 陳百粦 1919 
沙頭角 

橫山腳 
1944 

1944. 

橫山腳 

港九大隊 

武工隊員 

29 符志光 1918 沙頭角 1942 
1943. 

晏台山 

港九大隊 

交通站長 

30 梁 克 1902 大嶼山 1943 
1943. 

龍鼓灘 

群眾 

骨幹 

31 黃雲生 1916 沙頭角 1940 
1943. 

鹿頸 

港九大隊 

情報員 

32 宋占源 1922 沙頭角 1943 
1944. 

東莞 

二支隊 

戰士 

33 李天生 1922 
沙頭角 

烏蛟騰 
1942 

1944. 

東莞 

一支隊 

戰士 

34 李華祥 1927 
沙頭角 

石涌坳 
1943 

1944. 

惠陽 

二支隊 

戰士 

35 陳錦有 1924 
沙頭角 

鹿頸 
1943 

1944. 

東莞石牌 

一支隊 

戰士 

36 吳華權 1918 大嶼山 1942 
1944. 

大嶼山 

港九大隊 

民運員 

37 陳 金 1916 
沙頭角 

鹿頸 
1943 

1944. 

鹿頸 

港九大隊 

戰士 

38 邱主英 1917 
沙頭角 

七木橋 
1942 

1944. 

東莞 

一支隊 

戰士 



 

80 

姓名 
出生 

年份 
居住地 

參軍

時間 

犧牲時間 

地點 
所屬部隊 

39 李 清 1926 
粉嶺 

高埔 
1942 

1944. 

惠陽 

一支隊 

戰士 

40 杜宏超 1917 新界 1942 
1944. 

寶安 

港九大隊 

小隊長 

41 黎廷良 1918 新界 1942 
1944. 

寶安 

一支隊 

民運隊隊長 

42 崔憬夷 1921 新界 1942 
1944. 

寶安 

一支隊 

戰士 

43 鄧德安 1920 
西貢 

黃毛應 
1942 

1944. 

黃毛應 

一支隊 

戰士 

44 黃添福 1920 
粉嶺 

龜頭嶺 
1942 

1944. 

龍華清湖 

港九大隊 

戰士 

45 張 才 1913 
大埔 

沙羅洞 
1942 

1945. 

坪洋 

港九大隊 

戰士 

46 林容生 1919 
大埔 

汀角 
1943 

1944. 

坪洋 

港九大隊 

戰士 

47 李 祥 1920 
大埔 

大尾篤 
1942 

1945. 

沙頭角海 

港九大隊 

戰士 

48 李顯新 1917 
沙頭角 

烏蛟騰 
1943 

1944. 

大埔 

烏蛟騰 

副村長 

49 李偉文 1920 
沙頭角 

烏蛟騰 
1942 

1944. 

寶安 

一支隊 

戰士 

50 李 牛 1924 
西貢 

黃竹洋 
1943 

1944. 

博羅 

三大隊 

戰士 

51 張金福 1916 
元朗 

山廈村 
1943 

1944. 

元朗山廈 

港九大隊 

交通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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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 

年份 
居住地 

參軍

時間 

犧牲時間 

地點 
所屬部隊 

52 羅祥 1921 
西貢 

大網仔 
1942 

1944. 

惠陽 

二支隊 

戰士 

53 孔 燦 1922 
大嶼山 

東涌 
1942 

1945. 

惠陽 

一支隊 

戰士 

54 吳水雲 1920 
九龍 

衙前街 
1942 

1944. 

石澳大浪灣 

護航大隊 

交通員 

55 鄭華 1918 
沙頭角 

南涌 
1942 

1944. 

東莞 

一支隊 

戰士 

56 張泳賢 1920 
香港 

市區 
1943 

1944. 

香港 

港九大隊 

戰士 

57 張金雄 1920 新界 1942 
1944. 

惠陽 

二支隊 

戰士 

58 吳偉奇 1919 
九龍 

衙前街 
1942 

1944. 

石澳大浪灣 

二支隊 

交通員 

59 李 慶 1913 
大埔 

沙羅洞 
1942 

1944. 

沙羅洞 

港九大隊 

情報員 

60 曾澤恩 1920 
沙頭角 

荔枝窩 
1942 

1944. 

新界 

港九大隊 

班長 

61 李志宏 1923 
沙頭角 

烏蛟騰 
1943 

1944. 

惠陽 

二支隊 

戰士 

62 邱國英 1917 
沙頭角 

七木橋 
1942 

1944. 

七木橋 

港九大隊 

戰士 

63 鍾運祥 1920 
大埔 

林村 
1943 

1945. 

和合石 

港九大隊 

戰士 

64 
崔毓明

(女)*    

1944. 

大嶼山 

港九大隊 

衛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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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 

年份 
居住地 

參軍

時間 

犧牲時間 

地點 
所屬部隊 

65 張興貴 1918 
元朗 

山廈村 
1942 

1944. 

惠陽 

二支隊 

戰士 

66 鄭 尖 1917 
沙頭角 

南涌 
1942 

1944. 

惠陽 

二支隊 

戰士 

67 陳羅明 1918 
大嶼山 

東涌 
1942 

1944. 

寶安 

一支隊 

戰士 

68 陳 福 1920 
大嶼山 

東涌 
1942 

1944. 

寶安 

二支隊 

戰士 

69 楊 揚 
  

1942 
 

港九大隊 

指導員 

70 何大福 1921 
大嶼山 

分流 
1942 

1944. 

寶安 

二支隊 

戰士 

71 廖容與 1919 
荃灣 

關門口 
1942 

1944. 

惠陽 

二支隊 

戰士 

72 黃成帶 1918 
大嶼山 

東涌 
1942 

1944. 

寶安 

二支隊 

戰士 

73 邱官春 1920 
沙頭角 

山咀 
1942 

1944. 

惠陽 

二支隊 

戰士 

74 梁 棠 1926 
西貢 

馬古欖 
1942 

1944. 

惠陽 

二支隊 

戰士 

75 曾伯安 1925 
荃灣 

九村 
1942 

1944. 

惠陽 

二支隊 

戰士 

76 丘三福 1926 
荃灣 

關門口 
1942 

1944. 

惠陽 

二支隊 

戰士 

77 廖雲生 1923 
荃灣 

街市 
1942 

1945. 

元朗 

港九大隊 

武工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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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 

年份 
居住地 

參軍

時間 

犧牲時間 

地點 
所屬部隊 

78 郭 華 1922 
大嶼山 

白芒 
1942 

1944. 

寶安 

一支隊 

戰士 

79 陳官勝 1920 
大埔 

龍屋 
1942 

1944. 

惠陽 

二支隊 

戰士 

80 劉洋勝 1920 大嶼山 1942 
1944. 

大嶼山 

港九大隊 

交通員 

81 劉 捷 1920 
西貢 

檳榔灣 
1942 

1945. 

西涌口 

港九大隊 

小隊長 

82 劉發仔 1918 
屯門 

龍鼓灘 
1942 

1945. 

伶仃洋 

港九大隊 

戰士 

83 吳 壽 1921 沙田 1942 
1943. 

西貢十四鄉 

港九大隊 

戰士 

84 吳來福 1919 將軍澳 1942 
1943. 

南涌 

港九大隊 

稅收員 

85 陳 友 1923 大嶼山 1943 
1944. 

大嶼山東涌 

港九大隊 

戰士 

86 陳 忠 1916 西貢 1942 
1945. 

西貢北潭涌 

港九大隊 

會計 

87 陳德潮 1920 大嶼山 1942 
1945. 

西貢 

港九大隊 

班長 

88 陳 柱 1920 沙頭角 1942 
1945. 

鹿頸 

港九大隊 

情報員 

89 彭 瑩 1920 九龍 1942 
1944. 

西貢清水灣 

港九大隊 

副指導員 

90 成水金 1924 
西貢 

孟公屋 
1942 

1944. 

西貢 

港九大隊 

民運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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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 

年份 
居住地 

參軍

時間 

犧牲時間 

地點 
所屬部隊 

91 梁 斌 1922 西貢 1942 
1945. 

大鵬灣 

港九大隊 

戰士 

92 趙 華 1921 
西貢 

赤徑 
1943 

1944. 

大嶼山 

港九大隊 

戰士 

93 鄧偉興 1920 大嶼山 1943 
1944. 

大嶼山 

港九大隊 

戰士 

94 馮石球 1920 大嶼山 1943 
1944. 

大嶼山 

港九大隊 

戰士 

95 陳發貴 1918 大嶼山 1942 
1944. 

大嶼山 
鄉長 

96 黃華強 1919 大嶼山 
 

1944. 

大嶼山 

港九大隊 

班長 

97 李萬林 1922 大嶼山 
 

1944. 

大嶼山 

港九大隊 

戰士 

98 張 洋 1921 
西貢 

大水坑 
1942 

1944. 

西貢大水坑 

港九大隊 

民運員 

99 范 發 1917 西貢 1940 
1944. 

赤徑 

港九大隊 

副中隊長 

100 汪 送 1921 大嶼山 1940 
1943. 

龍鼓灘 

港九大隊 

班長 

101 譚金火 1920 大嶼山 1940 
1944. 

大嶼山 

港九大隊 

戰士 

102 馮華新 1923 大嶼山 1942 
1944. 

大嶼山 

港九大隊 

戰士 

103 
單桂貞

(女) 
1921 

香港 

市區 
1943 

1944. 

香港 

港九大隊 

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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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 

年份 
居住地 

參軍

時間 

犧牲時間 

地點 
所屬部隊 

104 藍定田 1920 
西貢 

沙角尾 
1943 

1945. 

西貢沙角尾 

港九大隊 

戰士 

105 莫慶友 1923 大嶼山 1942 
1945. 

大嶼山東涌 

港九大隊 

戰士 

106 徐 帶 1918 西貢 1942 
1945. 

西貢外海 

港九大隊 

戰士 

107 曾伯生 1919 大嶼山 1942 
1944. 

大嶼山 

港九大隊 

民運員 

108 劉亞能 1921 
西貢 

北圍 
1942 

1945. 

西貢北圍 

港九大隊 

民運員 

109 劉達坤 1921 
西貢 

北圍 
1940 

1945. 

西貢北圍 

港九大隊 

民運員 

110 劉 佳 1920 大嶼山 1940 
1943. 

龍鼓灘 

港九大隊 

班長 

111 溫 發 1919 大嶼山 1942 
1944. 

龍鼓灘 

港九大隊 

班長 

112 溫錦祥 1923 
西貢 

南山 
1942 

1945. 

南澳 

港九大隊 

戰士 

113 溫馬養 1917 沙頭角 1940 
1944. 

鹿頸 

港九大隊 

戰士 

114 
溫珮珍

(女) 
1920 大嶼山 1942 

1944. 

大嶼山 

港九大隊 

後勤人員 

115 曾潭興 1922 
西貢 

界咸 
1942 

1944. 

西貢界咸 

港九大隊 

戰士 

116 曾丁發 1922 
西貢 

界咸 
1942 

1944. 

西貢界咸 

港九大隊 

戰士 



 

86 

姓名 
出生 

年份 
居住地 

參軍

時間 

犧牲時間 

地點 
所屬部隊 

117 曾葵有 1923 
西貢 

沙角尾 
1943 

1945. 

西貢沙角尾 

港九大隊 

戰士 

118 李 唐 1920 大嶼山 1939 
1945. 

西貢界咸 

港九大隊 

指導員 

119 李金福 1921 西貢 1942 
1945. 

西涌口 

港九大隊 

班長 

120 曾永生 1920 
沙頭角 

荔枝窩 
1942 

1944. 

荔枝窩 

港九大隊 

交通員 

121 曾可迭 
    

港九大隊 

小隊長 

122 王丁友 1920 
西頁 

大環村 
1942 

1943. 

西貢企嶺下 

港九大隊 

民運員 

123 李 敬 1919 
西貢 

深涌 
1942 

1944. 

西貢深涌 

港九大隊 

交通員 

124 陳景有 1921 
沙頭角 

鹿頸 
1940 

1944. 

東莞 

一支隊 

戰士 

125 李 鋒 1917 西貢 1940 
1942. 

西貢古塘坳 

港九大隊 

戰士 

126 王炳文 1919 
西貢 

山寮 
1942 

1945. 

西貢古塘坳 

港九大隊 

班長 

127 王水榕 1921 
西貢 

相思灣 
1942 

1943. 

大鵬灣 

港九大隊 

戰士 

128 李 生 1920 
 

1943 
1945. 

西貢黃竹洋 

港九大隊 

戰士 

129 李 蘇 1920 
西貢 

黃竹洋 
1943 

1945. 

西貢黃竹洋 

港九大隊 

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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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 

年份 
居住地 

參軍

時間 

犧牲時間 

地點 
所屬部隊 

130 林觀福 1924 大嶼山 1943 
1945. 

大嶼山東涌 

港九大隊 

戰士 

131 林冠榮 1919 
香港 

市區 
1943 

1944. 

香港 

港九大隊 

戰士 

133 丘 畢 1920 
西貢 

茶果嶺 
1942 

1945. 

西貢大浪口 

港九大隊 

副班長 

134 黃娥媽 1921 大嶼山 1942 
1944. 

大嶼山 

港九大隊 

後勤人員 

135 林瑞枝 1920 沙頭角 1942 
1942. 

鹿頸 

港九大隊 

情報員 

136 石十五 1928 
西貢 

糧船灣 
1942 

1943. 

大鵬灣 

港九大隊 

交通員 

137 何 根 1926 
西貢 

糧船灣 
1942 

1943. 

大鵬灣 

港九大隊 

交通員 

138 
馮 芝

(女) 
1892 

香港 

市區 
1943 

1944. 

香港 

港九大隊 

交通員 

139 金 彪 1919 大嶼山 1942 
1944. 

大嶼山 

港九大隊 

民運員 

140 羅 發 1922 大嶼山 1942 
1944. 

大嶼山 

港九大隊 

戰士 

141 曾集芬 1893 沙頭角 1943 
1944. 

新界 

群眾 

骨幹 

142 周有喜 1923 大嶼山 
 

1944. 

大嶼山 

群眾 

骨幹 

143 周美玖 1924 大嶼山 
 

1944. 

大嶼山 

群眾 

骨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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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 

年份 
居住地 

參軍

時間 

犧牲時間 

地點 
所屬部隊 

144 周來發 1924 大嶼山 
 

1944. 

大嶼山 

群眾 

骨幹 

145 周花近 1924 大嶼山 
 

1944. 

大嶼山 

群眾 

骨幹 

146 賴 和 1918 
西頁 

萬宜灣 
1940 

1942. 

西頁萬宜灣 

港九大隊 

戰士 

147 陳 德 1918 西貢 1942 
1943. 

大鵬灣 

港九大隊 

班長 

148 羅其安 1916 
沙頭角 

南涌 
1943 

1944. 

南涌 

港九大隊 

聯防隊員 

149 張永賢 1919 新界 1942 
1944. 

惠陽 

二支隊 

交通員 

150 張 勝 1919 沙頭角 1942 
1944. 

鹿頸 

港九大隊 

武工隊員 

151 張藝雲 1922 
西貢 

蠔涌 
1943 

1945. 

深圳半天雲 

港九大隊 

戰士 

152 黃 申 1921 
西貢 

北潭涌 
1943 

1945. 

西貢北潭涌 

港九大隊 

戰士 

154 林日強 1917 元朗 1943 
1945. 

元朗 
村長 

156 溫客嬌 1919 
西貢 

大浪灣 
1943 

1945. 

大浪灣 

港九大隊 

戰士 

157 溫章有 1918 西貢 1943 
1945. 

西貢 

港九大隊 

班長 

158 林 生 1923 沙頭角 1943 
1945. 

沙頭角 

群眾 

骨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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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 

年份 
居住地 

參軍

時間 

犧牲時間 

地點 
所屬部隊 

159 曾 芳 1920 西貢 1942 
1945. 

水口 

二支隊 

戰士 

160 李庚長 1922 
西貢 

赤徑  

1945. 

寶安 

一支隊 

戰士 

161 丘 球 1921 
西貢 

坑口  

1945. 

惠陽 

二支隊 

戰士 

162 鄭富生 1922 
沙頭角 

南涌  

1945. 

寶安 

一支隊 

戰士 

163 張烏珠 1922 
大埔 

黃魚灣  

1945. 

惠陽 

江南指 

戰士 

164 陳 恩 1920 
沙頭角 

擔水坑  

1945. 

惠陽 

江南指 

戰士 

165 鄭少明 1922 
沙頭角 

南涌  

1945. 

惠陽 

江南指 

戰士 

166 張恩平 1922 
荃灣 

葵涌  

1945. 

惠陽 

江南指 

戰士 

167 
巫 發

(瑞) 
1920 

沙頭角 

山咀  

1945. 

惠陽 

江南指 

戰士 

168 蕭光生 1920 西貢 1942 
1945. 

增城 

四支隊 

作戰謀 

169 鄔進祥 1922 
元朗 

山廈村 
1942 

1945. 

惠陽 

江南指 

戰士 

170 陳春霖 1904 新界 1925 
1945. 

高鶴 

粵縱三團 

政治委員 

171 宋冠球 1924 
沙頭角 

谷埔 
1944 

1945. 

惠陽 

江南指 

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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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 

年份 
居住地 

參軍

時間 

犧牲時間 

地點 
所屬部隊 

172 宋 來 1923 
沙頭角 

谷埔 
1944 

1945. 

惠陽 

江南指 

戰士 

173 李志宏 1923 
沙頭角 

烏蛟騰 
1943 

1945. 

粉嶺鶴藪 

港九大隊 

戰士 

174 李觀盛 1922 
沙頭角 

烏蛟騰 
1943 

1946. 

博羅 

江南指 

戰士 

175 黃佑里 1922 
沙頭角 

鎖羅盤 
1944 

1945. 

沙魚涌 

江南指 

戰士 

176 鍾子林 1922 
沙頭角 

擔水坑 
1944 

1945. 

東莞 

一支隊 

戰士 

177 李開才 1920 
沙頭角 

禾坑 
1942 

1945. 

鹿頸 

港九大隊 

戰士 

178 鄭官生 1923 
沙頭角 

南涌 
1944 

1945. 

惠陽 

江南指 

戰士 

179 陳 永 1922 
沙頭角 

鹿頸 
1943 

1945. 

東莞 

江南指 

戰士 

180 陳官佑 1923 
沙頭角 

鹿頸 
1944 

1945. 

東莞 

江南指 

戰士 

181 陳耀生 1924 
粉嶺 

龍躍頭 
1942 

1945. 

沙魚涌 

江南指 

戰士 

182 朱 來 1919 
沙頭角 

雞谷樹下 
1942 

1945. 

西貢大浪口 

港九大隊 

翻譯 

183 曾佛新 1922 
九龍 

牛頭角 
1941 

1945. 

南澳黑岩咀 

港九大隊 

班長 

184 曾昌華 1920 
沙頭角 

鹿頸 
1942 

1945. 

東莞 

江南指 

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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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 

年份 
居住地 

參軍

時間 

犧牲時間 

地點 
所屬部隊 

185 潘家良 1921 
荃灣 

石圍角 
1942 

1945. 

寶安 

江南指 

戰士 

186 林 漢 1922 
大埔 

塔門 
1943 

1945. 

惠陽東江 

二支隊 

小隊長 

187 李 銘 1922 
大埔 

塔門 
1943 

1945. 

粵北 

粵北指 

戰士 

188 林 勝 1922 
大埔 

汀角 
1944 

1945. 

惠陽東江 

二支隊 

爆破班長 

189 李火勝 1920 西貢墟 1942 
1945. 

西貢 

港九大隊 

戰士 

190 陳 桂 1913 
沙頭角 

鹿頸 
1941 

1945. 

英德楓樹坪 

北江支隊 

中隊長 

191 李富恩 1921 
沙頭角 

擔水坑 
1942 

1945. 

龍崗羅小壩 

江南指 

戰士 

193 張 炳 1921 
元朗 

山廈村 
1942 

1945. 

惠陽 

江南指 

戰士 

194 陳 有 1922 
大嶼山 

大浪 
1942 

1945. 

惠陽 

江南指 

情報員 

197 黃馬發 1894 
沙頭角 

鹿頸 
1940 

1945. 

鹿頸 
鄉長 

198 謝 洪 1922 新界 1944 
1945 

英德 

北江支隊 

班長 

199 容理初 1923 新界 1942 
1945. 

觀瀾 

寶安稅收站 

站長 

200 鄭瑞發 1925 新界 1944 
1945. 

英德 

北江支隊 

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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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出生 

年份 
居住地 

參軍

時間 

犧牲時間 

地點 
所屬部隊 

201 黃 勝 1925 新界 1944 
1945. 

佛崗 

北江支隊 

戰士 

202 馬 魯 1922 新界 1942 
1945. 

博羅羅浮山 

北江指 

指導員 

第三次國內革命時期 

203 劉 偉 1923 
粉嶺 

和合石 
1944 

1946. 

沙魚涌 

江南指 

戰士 

204 溫 潭 1922 
沙頭角 

擔水坑 
1944 

1946. 

橫崗 

江南指 

戰士 

205 張永康 1923 
元朗 

山廈村 
1944 

1946. 

博羅 

江北指 

戰士 

206 劉官帶 1921 
粉嶺 

丹竹坑 
1944 

1946. 

博羅 

江北指 

戰士 

207 鄧木生 1920 
西貢 

黃毛應 
1943 

1946. 

惠東多祝 

六支隊 

中隊長 

208 蕭 照 1919 
大嶼山 

東涌 
1942 

1946. 

惠東多祝 
村長 

209 李志榮 1922 
大埔 

沙羅洞 
1943 

1946. 

沙魚涌 

江南指 

戰士 

210 黃 磊 1925 
沙頭角 

山咀村 
1943 

1946. 

惠陽 

江南指 

戰士 

211 蘇 光 1920 沙頭角 1942 
1946. 

南雄 

粵北指 

手槍隊員 

212 李富勝 1921 
大埔 

沙羅洞 
1943 

1946. 

沙魚涌 

江北指 

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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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黃 哲 1925 
沙頭角 

山咀村 
1942 

1946 

博羅 

江北指 

小隊長 

214 陳桂姐 1914 
沙頭角 

鹿頸 
1941 

1946. 

粵北 

粵北指 

小隊長 

215 王志英 1922 
沙頭角 

烏蛟騰 
1943 

1946. 

惠陽 

江南指 

稅收員 

216 王 信 1922 
粉嶺 

龜頭嶺 
1943 

1945. 

博羅羅浮山 

江北指 

戰士 

217 曾添發 1924 
沙頭角 

谷埔 
1945 

1946. 

惠陽 

江南指 

戰士 

218 羅錫輝 1920 
沙頭角 

南涌 
1943 

1947. 

沙魚涌 

護鄉團 

戰士 

219 戴 來 1922 
西貢 

大浪 
1943 

1947. 

沙魚涌 

護鄉團 

戰士 

220 李 有 1920 
沙頭角 

禾坑 
1942 

1947. 

沙魚涌 

護鄉團 

副小隊長 

221 張樹寶 1921 
西貢 

蠔涌 
1944 

1948. 

沙魚涌 

江南支隊 

戰士 

222 黃觀秀 1922 
西貢 

黃宜洲 
1944 

1948. 

沙魚涌 

江南支隊 

戰士 

223 丘炳福 1926 
沙頭角 

山咀村  

1948. 

惠陽 

江南支隊 

戰士 

224 李 牛 1925 西貢 1944 
1948. 

鹽田 

江南支隊 

戰士 

225 李官英 1922 
粉嶺 

新塘埔 
1942 

1944. 

惠陽 

二支隊 

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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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劉觀勝 1925 元朗 1944 
1948. 

淮海戰役 

廣縱二團 

副指揮 

227 萬雲山 1922 
上水 

香園 
1944 

1948. 

橫崗 

護鄉團 

中隊長 

228 邱 東 1927 
沙頭角 

山咀村 
1947 

1948. 

惠東多祝 

江南支隊 

戰士 

229 李 堅 1925 
沙頭角 

谷埔 
1944 

1948. 

惠陽崇山 

護鄉團 

班長 

230 宋偉謀 1918 
沙頭角 

谷埔 
1947 

1948. 

惠陽 

江南支隊 

戰士 

231 黃 來 1922 
沙頭角 

橫嶺頭 
1943 

1948. 

沙魚涌 

江南支隊 

戰士 

232 曾觀蘭 1918 
沙頭角 

荔枝窩 
1941 

1948. 

沙魚涌 

江南支隊一團 

副排長 

233 陳明仔 1927 
粉嶺 

新屋仔 
1947 

1948. 

惠陽 

江南支隊三團 

戰士 

234 劉黑仔 1922 
大埔 

山寮 
1944 

1948. 

淮海戰役 

廣縱 

戰士 

235 黃 田 1925 
沙頭角 

吉澳 
1947 

1948. 

紅花嶺 

江南支隊二團 

班長 

236 袁 浩 1926 
粉嶺 

新塘 
1947 

1948. 

大鵬灣 

江南支隊二團 

戰士 

237 梁 平 1927 
西貢 

坑口 
1947 

1948. 

惠東多祝 

江南支隊二團 

戰士 

238 
陳晃連

(女) 
1927 新界 1948 

1948. 

龍華瓦窰 

江南支隊三團 

衛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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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劉 柑 1924 元朗 1945 
1948. 

石坳 

江南支隊三團 

武工隊員 

240 葉金發 1926 
沙頭角 

蓮麻坑 
1947 

1948. 

紅花嶺 

江南支隊三團 

武工隊員 

241 梁 虎 1924 新界 1947 
1948. 

石坳 

江南支隊 

武工隊員 

242 譚 仔 1927 新界 1947 
1948. 

陽台山 

江南支隊三團 

戰士 

243 李細牛 1922 
西貢 

黃竹洋 
1944 

1949. 

惠陽 

江南支隊 

戰士 

244 李 仔 1928 
沙頭角 

吉澳 
1948 

1949. 

陸豐 

東一支 

戰士 

245 曾雅國 1927 西貢 1948 
1949. 

博羅石壩 

獨二團 

戰士 

246 鄧 牛 1928 新界 1947 
1948. 

沙魚涌 

東一支 

戰士 

247 
陳泳連

(女) 
1931 新界 1948 

1949. 

龍華 

東一支三團 

衛生員 

248 
劉敏儀

(女) 
1928 元朗 1949 

1949. 

陸豐 

東一支 

衛生員 

249 方庭首 1931 九龍 1947 
1949. 

潮汕 

邊縱 

武工隊長 

250 
李東苑

(女) 
1931 新界 1948 

1949. 

長嶺皮 

東一支三團 

沙河武工隊員 

251 
關漢芝

(女) 
1931 新界 1948 

1949. 

官田 

東一支三團 

石岩武工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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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譚苑文

(女) 
1929 新界 1948 

1949. 

石岩 

東一支三團 

石岩武工隊員 

253 關 螺 1931 新界 1948 
1949. 

長嶺皮 

東一支三團 

沙河武工隊員 

254 溫房興 1928 
粉嶺 

馬尾下 
1947 

1950. 

朝鮮 
志願軍戰士 

255 曾伯康 1924 
荃灣 

葵涌 
1942 

1950. 

萬山戰役 

桂山號炮艇 

報務員 

256 牛 梅 1924 新界 1949 
1950. 

西甲岸 

寶安縣籌糧 

工作隊員 

257 李 煌 1924 
 

1949 
1950. 

西甲岸 

寶安縣籌糧 

工作隊員 

258 何 英 
 

荃灣 

河背 
1949 1951. 

惠東白花區委 

委員 

259 陳永雄 1923 
沙頭角 

鹿頸 
1944 

1952. 

飛行事故 

空軍 904 部隊 

中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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