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8
責任編輯：張志宏 美術編輯：伍奇德 2021年5月14日 星期五專題

沙頭角文物徑 見證抗戰血淚史
香港嶺南大學學者與愛國團體共

同研究香港抗戰遺址，初步擬定三條
抗戰文物徑的計劃，供市民參觀學習
中共領導香港抗戰的歷史，學懂珍惜
和平。其中第一條就是 「沙頭角抗戰
文物徑」 ，全長12.9公里，串連了許
多與抗戰相關的歷史遺址，見證香港
淪陷期間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與香
港民眾奮起抗日、保家衛國的英勇事
跡。嶺大學者表示，文物徑計劃有利
於善用本地歷史資源開展歷史教育，
冀政府支持並盡快批准。

大公報記者 黎慧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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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大初擬三路線 開展愛國教育

資料來源：
香港嶺南大學

《香港抗戰遺址——沙頭角抗戰文物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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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蜀永希望通過抗戰文物徑，讓年輕人了解國家歷
史，以及香港與國家的關係。沙頭角石涌凹羅家大屋是 「香港抗日

第一家」 羅氏族人的祖屋，由巴拿馬華僑
羅奕輝於1930年興建。日佔時期，它是
港九大隊的活動基地及交通站，是本地現
存少數能見證香港抗戰歷程的建築物，大
屋附近一帶亦是港九大隊沙頭角中隊和海
上中隊主要的活動地區，目前已改建為香
港沙頭角抗戰紀念館。

第一站
羅家大屋

1941年12月10日，廣東人民抗日
游擊隊手槍隊進駐南涌羅屋村，並以
羅屋為立足點，積極開展抗日及剿匪
活動。南涌羅屋村為客家雜姓村落，
不僅是羅氏族人的原居地，更是南涌人
民聯防隊的成立地。

第二站
南涌羅屋村

「三三事件」 發生
地，1943年3月3日下
午，日軍出動近百人
到沙頭角一帶突擊掃
蕩，包圍港九大隊政
訓室在老龍田宴臺山
的駐地，游擊隊與其
展開激戰，多位戰士犧
牲。事件中，曾福、邱國
璋、符志光三人在激戰中
以身殉國；彭泰農、陳冠
時、陳坤賢等受傷被俘，
後被殺害，慘烈犧牲。

第三站
老龍田宴臺山

第四站
鹿頸村

新界首個抗日民主鄉政權的成立地。1945年初，在羅汝
澄及陳海等人的推動下，沙頭角地區內南涌、鹿頸等12條村組
成新界首個民主聯合鄉政府，極配合游擊隊的工作，不單組織
民兵站崗放哨，建立交通站和情報網，以及採購糧食及添置被
服等後勤工作。

在港九大隊的影響下，烏蛟騰全村500多人中，九成都參與了抗日群眾
組織，協助宣傳發動群眾抗日、增加生產、維持治安、為部隊提供情報、送
信及運輸等。村內有39位青年更直接投身於游擊隊，英勇殺敵。

第五站
烏蛟騰烈士
紀念園

1943年2月下旬，中共廣東省臨委和東江
軍政委員會曾於烏蛟騰村上下苗田附近的山坡
舉行會議，以總結東江和珠江三角洲敵後抗日
游擊戰的經驗教訓，並部署日後的工作。該會
議史稱 「烏蛟騰會議」 ，是東江縱隊發展史上
一場意義重大的會議。

抗日戰爭時期，英軍在日軍進攻香港的18天後就
宣布投降，在香港抵抗日本侵略的重任落在中國共產
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港九獨立大隊身上。三年零八個
月的游擊戰爭中，港九大隊各路中隊四處出擊，打擊
和牽制日軍。香港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高
級研究員劉蜀永表示，當時有115名烈士為保衛香港
獻出了生命，在港九大隊及其影響下，香港民眾抗擊
日軍的史跡和遺址是本港珍貴的歷史資源，卻鮮為人
知。

東江縱隊與市民奮起抗日
2017年起，嶺大學者與東江縱隊歷史研究會、

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游擊戰士聯誼會、香港廣
州社團總會、新界鄉議局等團體和機構，在東江縱隊
後人的協助下收集歷史文獻，實地考察抗戰遺址，訪
問親歷者和知情人，提出建立沙頭角、西貢和大嶼山
三條抗戰文物徑，利用本地歷史資源開展歷史教育的
新路徑。

劉蜀永說，今年適逢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
團體已規劃好第一條位於沙頭角的文物徑，共包含羅

家大屋（香港沙頭角抗戰紀念館）、
南涌羅屋村、 「三三事
件」 發生地老龍田宴臺

山等六個站點（詳見
圖表），料將在每個
站點設立一塊紀念
碑，介紹當年港九大

隊在當地奮勇抗戰的歷史，讓市民通過香港歷史了解
國家歷史，以及香港與國家的關係。

期望明年回歸日正式啟用
他續說，香港過去的歷史教育有很大缺失，而很

多本地生動、珍貴的歷史遺蹟材料沒得到合理利用。
故有關團體希望借助三條抗戰文物徑開展歷史教育，
讓港人更真實地感受和追憶抗戰往事、更全面地了解
中共領導香港抗戰的歷史，學懂珍惜和平，同時振興
新界偏遠鄉村。他期望在香港回歸25周年，即明年7
月1日沙頭角抗戰文物徑能正式啟用，並落成位於羅
家大屋的沙頭角抗戰紀念館，讓實地考察學習歷史、
愛國教育與國民教育有機結合在一起。

據悉，沙頭角抗戰文物徑全長12.9公里，起點為
香港沙頭角抗戰紀念館，終點為烏蛟騰村，走畢全程
約需4.5小時。抗戰文物徑除了具歷史價值的遺址
外，四周亦有各種珍貴的自然生態環境，如淡水沼
澤、溪流、紅樹林等，可讓公眾在了解香港淪陷期間
的抗戰歷史之餘，一同欣賞鄉村自然風光，是兼具文
化及自然景觀的特色文物徑。目前沙頭角抗戰文物徑
計劃已刊於嶺南大學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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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江縱隊港九大
隊」 對抗戰勝利作出
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第六站
烏蛟騰村

香港抗日第一家——羅氏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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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頭角南涌羅氏家族
為抗日作出了重要貢

獻，全家有11人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
抗日游擊隊，人稱 「香港抗日第一
家」 。沙頭角抗戰文物徑的起點，便是
香港沙頭角抗戰紀念館，即舊時的羅家
大屋。

游擊隊入港落腳沙頭角
大哥羅雨中是港人組建的第一支民

兵隊伍南涌人民聯防隊首任隊長，二哥
羅汝澄更是引領東江抗日游擊隊武工隊

進駐沙頭角的第一位港人，他擔任過沙
頭角中隊、西貢中隊中隊長和港九大隊
副大隊長，三弟羅歐峰是海上中隊中隊
長。

大姐羅許月則是港九大隊大隊部交
通站站長，她當年以沙頭角 「大眾米
站」 作掩護，建立起由香港大埔至內地
抗日游擊區的聯絡線，隨着交通站工作
的不斷深入，兩地聯繫日益順暢。而羅
家老屋是東江抗日游擊隊進入香港的第
一個落腳點，如今被評為三級歷史建
築，目前無人居住，其附近一帶曾是港
九大隊沙頭角中隊活動的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