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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野心自甲午戰爭（甲午戰爭中
，日本從清朝索取了巨額賠款相當於當時日本明治政府
1893年歲出的 3.8倍。日本由此嘗到了戰爭的甜頭，於
是使得日本徹底走上了軍國主義侵略擴張之路。）以來
逐步付諸實現，至 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前，日本通
過數次戰爭已侵佔了中國的台灣諸島、東北地區、熱河
省和冀東地區，還在中國平津地區駐有華北駐屯軍，在
上海、青島等地駐有海軍陸戰隊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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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九一八事變：
     勿忘國恥 奮起自強



日本侵略者的夢想：「大亞細亞」日本侵略者的夢想：「大亞細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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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抗日聯軍
• 東北抗日聯軍的前身是東北抗日義勇軍餘部、東北反
日游擊隊和東北人民革命軍。

• 是 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人民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
略的偉大民族解放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的革
命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偉大功績。

• 在日本侵略者的大後方，他們 14年的艱苦鬥爭牽制
了數十萬日偽正規軍，有力地支援了全國的抗日戰爭
，他們可歌可泣、英勇無畏的犧牲精神，是中華民族
爭取獨立寧死不屈精神的集中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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殲滅入侵的日寇



一二八事變

日軍侵佔東北後，進而窺視華北，進攻上海。 1932
年 1月 28日，發動一二八事變。駐守淞滬的中國第
十九路軍在蔣光鼐、蔡廷鍇等率領下抵抗一個多月
，取得重大戰果，迫使日軍三易主帥。圖為十九路
軍總指揮蔣光鼐（左）和軍長蔡廷鍇（右）。



七七事變

1937年 7月 7日夜，日本侵略軍進攻北平
（現北京）宛平縣盧溝橋，發起了全面侵華的
戰爭。圖為在盧溝橋的中國守軍奮勇抗擊日軍
。



抗日救亡運動的洪流從 地內
迅速蔓延到香港

東莞人民
踴躍募捐，
支持中國
軍隊抗戰

香港成為抗日救亡運動的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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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作堯、袁鑒文
回東莞組建抗日武裝

1938年 1月，中共
廣州市外縣工委先
後派王作堯、袁鑒
文回東莞，分別擔
任東莞中心支部的
宣傳部長和組織部
長，並組建抗日武
裝。
圖為王作堯（左）
和袁鑒文（右）。 東莞中心支部的宣傳部長王作堯

東莞中心支部的組織部長袁鑒文



1938年日軍侵佔廣東
1938年 9月 7日，日軍大本營在御前
會議上作出進攻華南的決定，國民政府
錯誤地判斷：日軍不敢輕易地進犯廣州
。因此，當武漢會戰開始後，第四戰區
又調 4個師北上支援武漢，廣州地區的
防守更加空虛。日軍便乘虛而入。 10
月 12日，日軍第十八、第一 0四師團
，從澎湖列島的馬公出航，在第五艦隊
海空兵力（含航空母艦“加賀”、“蒼
龍”、 “千歲”號和“龍驤”號等）
的支援下，從廣東省大亞灣登陸。次日
，日軍狂炸廣東惠陽。 3 天后，惠陽失
陷， 19日，日軍突襲增城，中國守軍
2萬多人一觸即潰。 21日，餘漢謀部
撤出廣州。廣州失陷，全市發生大火。

1 0 月 1 5 日，日軍進佔惠州城

日軍攻佔廣州，廣州淪陷



東莞抗日
模範壯丁隊
成立

1938年 10月 15日，
東莞抗日模範壯丁隊在東莞中山公園成立，
中共東莞中心縣委武裝部長王作堯任隊長，
縣委宣傳部長袁鑒文任政治指導員，全隊
100多人。這是日軍入侵廣東大陸後，中國
共產黨在華南地區建立的第一支人民抗日武
裝。圖為東莞中山公園。



成立惠（陽）
寶（安）人民
抗日游擊總隊

 1938年 12月 2日 ,中共惠寶工
委在惠陽淡水周田村成立惠
（陽）寶（安）人民抗日遊擊總
隊，曾生任總隊長，周伯明任政
治委員，鄭晉（鄭天保）任副總
隊長兼參謀長。圖為惠寶人民抗
日遊擊總隊成立時舊址——周田
村育英樓。

曾生



整編為東寶惠邊
人民抗日游擊大隊

1939年元旦，中共東寶聯

合縣委把東寶惠邊人民抗日游擊隊和王作堯

帶領的部分東莞抗日模範壯丁隊及各區地方

黨組織動員來的武裝人員，集中在東莞清溪

苦草洞整訓，整編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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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高陽任黨總支書記。圖為苦草洞。



坪山成立
東江軍事
委員會

為統一軍事指揮

， 1939年 5月，中共廣東省委在坪山成立
東

江軍事委員會，由梁廣、梁鴻鈞、林平、曾

生、王作堯、何與成組成，梁鴻鈞為書記。

圖為東江軍事委員會舊址。



1 9 4 1 年 1 2 月 8 日，日軍進侵
香港

1941年 12月 8日淩晨，日軍主力在炮兵、空軍、海軍的配合下，向香港發起
了猛烈進攻。空軍首先摧毀了香港英軍薄弱的空軍力量。日軍步兵隨即向九龍
要塞發起攻擊。九龍要塞被日軍輕易攻佔，英軍被迫轉守香港島。 12日，日
軍向英軍發出通牒，要英軍投降，遭到拒絕。 18日深夜，經過 5 天的徹底炮
擊後，日軍分別在北角、不萊瑪、水牛灣完成了登陸。 20日，英軍被日軍完
全分割在東、西兩個地區。 21日，東部旅向黃泥湧山峽反攻， 25日，日軍飛
機及炮兵集中火力對倉庫山峽、灣仔山峽、歌賦山、扯旗山、西高山的英軍陣
地狂轟濫炸，迫使英軍放棄抵抗，無條件向日軍投降。

1 9 4 1 年 1 2 月 2 5 日，香港淪
陷



香港是國際抗日反法西斯戰爭
的其中一個重要戰場



東江人民抗日
武裝的創建

隨著全國抗日救亡運動形勢的
不斷高漲，中共東江地區組織
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逐步
得到恢復、重建和發展。華南
及東江地區雖遭到日軍瘋狂蹂
躪，但在黨組織的帶領下，人
民群眾建立起各種抗日武裝，
堅決打擊入侵日軍。尤其東江
的抗日隊伍積極開展敵後遊擊
戰爭，配合國民革命軍作戰，
成為華南抗戰中的重要武裝力
量。



鄉 參 加 游 擊 隊回 參加游擊隊



游擊隊隨即進入香港，
組織群眾，開闢敵後游擊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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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特務隊

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特務隊。



 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
東江縱隊

東江縱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支人民
抗日武裝，是廣東人民的子弟兵。抗日
戰爭時期，在遠離黨中央，遠離八路軍
和新四軍主力，孤懸敵後，處於敵偽與頑軍夾擊的
艱苦環境中，遵照中共中央的正確指示，緊密依靠
群眾，堅持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方針，轉戰東江兩
岸，深入港九敵後，開闢粵北山區，挺進韓江平原
，積極配合華南抗日戰場和盟軍對日作戰，成為華
南敵後抗戰的中流砥柱，威震南粵，蜚聲海外，被
中共中央軍委譽為“廣東人民解放的旗幟”，譜寫
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壯麗篇章。



1942年 2月游擊總隊港九大隊成立

 1942年 2月，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港九
大隊成立，大隊長蔡國梁，政治委員陳達明
。

港九大隊政治委員陳達明 大隊長蔡國梁  



—港九大隊成立地點
西貢 毛應村黃

黃毛應村雖然偏遠僻小，但卻有
著不尋常的過往。 1941年底，日
軍攻佔香港，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隨即派出幾支
武裝工作隊秘密來港，開展敵后工作。為了統一指
揮各支隊伍， 1942年 2月，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
隊港九大隊在黃毛應村宣告成立，蔡國梁任大隊長
，陳達明任政治委員。港九大隊成立后，先后組建
了沙頭角中隊、元朗中隊、市區中隊、西貢中隊、
大嶼山中隊、海上中隊等 6個中隊，發展游擊隊員
約 600人。



東江縱
隊成立



東江縱隊司令員等領導

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政治委員林
平、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王作堯、政
治部主任楊康華。



游擊縱隊第二大隊
— —常駐舊址

寶安縣羅祖村
為了便於開展活動和發展壯大部隊，東寶惠邊
人民抗日游擊大隊和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
經過統戰工作，於 1939年 4、 5月間取得國
民黨第四戰區的統一番號，分別改稱為“第四
戰區第四游擊縱隊直轄第二大隊”（簡稱“第
二大隊”）、第四戰區第三游擊縱隊新編大隊
（簡稱“新編大隊”）。圖為第二大隊常駐舊
址——寶安縣羅祖村。



港九大隊有四位傳奇人物，
兩文兩武

文的是黃作梅、林展，武
的是劉黑仔、王錦。林展
和王錦分別住在昆明和廣
州。

最早參加港九獨立大隊的
人，很多是青年知識份子
，有不少是家境富裕的英
文書院的學生。如港九獨
立大隊政委陳達明是位大
學生；國際工作小組負責
人黃作梅畢業於皇仁書院
；給曾生司令當英文翻譯
的林展是庇理羅士女書院
的學生；全家共有九人參
加游擊隊的沙頭角羅家，
幾兄弟也分別在英文書院
和大學讀書。

抗日英雄劉黑仔（左二）僅存的一張照片。左
起為：黃作梅、劉黑仔、曾生（司令）、林展
、尹林平（政委）



在各游擊戰士中除袁庚是正式軍校
畢業外，大部份都是平民百姓

短槍隊
隊長江水

港九獨立大隊前
任大隊長黃冠芳

港九大隊後任
政委黃雲鵬

袁庚

港九大隊前任大隊長蔡國梁



東江游擊縱隊的英雄人物

（ 3）林文虎，泰國華僑青年，東江縱隊中隊長 
（ 4）鐘若潮，泰國華僑。東縱獨立中隊政委 
         王麗，泰國華僑。第五大隊衛生員  
（ 5）李淑桓被東江縱隊指戰員稱為“革命母
親”
（ 6）港九大隊短槍隊長劉黑仔

（ 10）衛生員易煥蘭在無導尿管下用嘴吸傷患尿液
（ 11）東莞縣偽員警大隊長麥定堂率部 320人起義
（ 12）粵贛湘邊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林平

（ 1）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王作堯
（ 2）東莞宣傳部長袁鑒文    

（ 7）國際工作小組組長黃作梅
（ 8）李玉珍大腿被子彈擊仍從火線上搶救 7名傷
患
（ 9） 18歲班長張錦標用身軀撲壓在敵人重機槍上



東江縱
隊港九
大隊的
各中隊
分布圖 大嶼山

荃灣

元朗
沙頭角

西貢

市區
海上



香港敵後游擊戰的重要
戰鬥特色──海上游擊戰

海上中隊後任
中隊長王錦

海上中隊前任
中隊長陳志賢

海上中隊
指導員林伍



港九抗戰與營救行動

1941年底，當日軍進攻香港九龍地區時，廣東人
民抗日游擊隊派出武工隊挺進港九敵後開展游擊戰。    
1942年 2月，活動在港九地區的抗日武工隊統編為港九獨
立大隊，這是一支在特殊的鬥爭環境中，做出特殊貢獻的
部隊。根據港九地區的特點，港九獨立大隊積極開展城市
和海上游擊戰，不斷取得反“掃蕩”和出擊敵人的勝利。
同時，為營救被困在香港的一大批進步文化界人士和重要
的愛國民主人士，中共廣東地方組織、中共香港地下組織
和東江人民抗日游擊隊，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來
的指示，歷盡艱辛，成功地將他們撤離虎口，並安全護送
到祖國的大後方。這一行動被中國文學大師茅盾先生稱讚
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文學大師茅盾



作梅任國際工作黃
小組組長

1942年 2月，廣東人民抗日游
擊總隊派出熟悉英語並有一定

社會關係的幹部在港九大隊建

立國際工作小組，黃作梅任組

長。 1955年 4月作為一路的領
隊參加亞非會議，因特務在飛

機安放了定時炸彈，飛機墜毀，黃作梅和其他同

志壯烈犧牲。圖為黃作梅。



開展營救英軍人
員和國際友人

香港淪陷後，港九大
隊開展營救英軍人員
和國際友人的工作。
從 1942年 2月至 4月
，幫助一批英國軍警
官員和士兵先後逃離
香港到達東江抗日根
據地。右圖為英軍戰
地醫院 Ride(中 )上校
脫險後留影。



香港的抗戰以救助在港進 文化人和步
國際人士、開展游擊戰爭為主要 容內

日軍一佔領香港就封
鎖碼頭、鐵路，大肆
搜捕抗日分子，大批
文化人所處情勢緊迫。
在這緊急關頭，周恩
來以中共中央南方局
的名義，打電報給中
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的
負責人廖承志，要求
想盡一切辦法把這批
我國文化界的精英搶
救出來，轉移到後方
安全地帶。



從香港營救出何香凝、柳亞子、
茅盾、鄒韜奮等 700多人

香港淪陷時，有一大批中國文化界知名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
，以及國際友人滯留港島，處境十分危險。港九大隊克服重
重困難，配合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先後從香港營救出何香凝
、柳亞子、茅盾、鄒韜奮等 700多人，國民黨駐香港代表海
軍少將陳策和一些眷屬、遇險的美國航空隊飛行員以及港英
官兵和荷蘭、比利時、印度等國的人士近百人，在國內外影
響很大，對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
的工作，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何香凝 左：柳亞子 茅盾

鄒韜奮



營救文化界人士
港九大隊在營救英國和其他外國人士上亦扮演了
重要角色，共有 20名英國人、 54名印度人、 8
名美國人、 3名丹麥人、 2名挪威人、 1名蘇聯
人，以及 1名菲律賓人獲拯救，包括被囚的賴特
上校等英軍官兵及美軍飛行員，此外亦有大批內
地教育界、新聞界、文化界人士獲救。另外，港
九大隊亦協助營救戰俘，包括著名的賴廉士爵士
、祈德尊爵士、王國棟教授和 David 
Bosanquet。

賴廉士 (中 )、香港大學病理系華人秘書李耀標
(後 )、及另外二位香港大學教授，于 1 9 4 2 年 1 月
逃出香港到達廣東惠州後合影留念

1 9 4 2 年 6 月 1 6 日，印緬戰區的
印度地區司令 A r c h ib a ld  W a v e l l
爵士致信賴廉士，祝賀他逃出戰
俘營

祈德尊爵士 王國棟教授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Professor_Gordon_King.jpg


日軍在青山道沿途設置崗哨

許多文化人和愛國民主人士在東江游擊隊的
掩護下，化裝成難民插入難民隊伍中通過日
軍的崗哨，順利離開香港。圖為日軍在青山
道沿途設置

崗哨搜查過

路行人。



— —秘密大營救中轉站

鄉 楊 家 祠元朗十八 楊家祠

楊家祠正門的橫匾上寫著“楊家

村”，兩邊對聯“楊開晉代，家

派梅州”，道出了屋主淵遠流長的家史。 1942年 1
月至 5月，經過周密的部署和策劃，港九大隊和其它
抗日游擊隊成功營救出被困香港的愛國人士。這次大
營救被著名作家茅盾稱之為“抗戰以來（簡直可以說
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楊家祠作為東江抗
日游擊隊西線的重要交通站，成為這次大營救的中轉
站。很多被營救的人士先來到這裡，然后再進入到東
江游擊區。



險的人士脫
到達東江
抗日根據地

 被營救脫險的文化界人士和愛國民主
人士到達東江抗日根據地後，受到熱烈
歡迎。圖為第一批到達東江游擊區的文
化人士合影（前排左三為茅盾、後排左
三為戈寶權）。



護送文化名人轉往
桂林等大後方

 眾多文化名人到

達白石龍後，由

東江游擊隊護送

轉往桂林等大後

方地區。

圖為 1942年夏衍與田漢（左一）、

王瑩（左二）等在桂林合影。



鄒韜奮親筆題寫
“ ”保衛祖國、為民先鋒

鄒韜奮親筆題寫“保衛祖國、為民先鋒”八個字
，贈給東江人民抗日游擊隊領導人曾生，盛讚東
江游擊隊對抗日所做的重要貢獻。



敵後游擊戰爭的發展

1942年是東江抗日根據地軍民艱苦抗戰的一年。根據
地軍民在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正確領導下，在困難中
堅持抗戰，粉碎了敵、偽、頑的“掃蕩”，抗日根據
地和游擊隊得到了發展壯大。
1943年，為適應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國內抗戰形勢發
展的需要，中共中央指示將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改
稱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 12月 2日，東
江縱隊正式宣佈成立，公開宣告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
導。東江縱隊的成立，標誌著東江及華南敵後游擊戰
爭的新發展。它以嶄新的戰鬥姿態開展鬥爭，壯大武
裝力量，擴大了游擊根據地，推動了東江敵後抗日戰
爭的進一步發展。



慶祝東江縱隊成立

1943年 12月 2日
，廣東人民抗日

游擊隊東江縱隊

（簡稱東江縱隊

）在惠陽縣（今

深圳市寶安區）

土洋村公開宣佈成立。圖為在坪山墟召開軍民

大會慶祝東江縱隊成立的情形。



東江縱隊在抗日戰爭中地位作用



與美國
盟軍合作

1944年 2月，美
軍第十四航空隊
第三十二戰鬥機
大隊第三中隊的
克爾中尉在轟炸
九龍啟德機場時，座機被
擊中起火，他本人也受傷並跳傘降落在九龍觀音山
附近，被港九大隊戰士救出。
克爾傷癒後，被安全送回廣西桂林美軍第十四航空
隊基地。圖為克爾致東江縱隊的感謝信。

科爾中尉寫給中國人民的感謝信



   配合盟軍
奪取勝利

1944年後，世界各大戰場
都取得了重大勝利，堅持
敵後作戰的東江縱隊為此
作出了很大的貢獻。盟軍
為徹底打敗日本，加強與東江縱隊合作。 1945年
，在中國戰場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根據地
軍民普遍對日、偽軍展開局部反攻，並開闢新的
抗日根據地。與此同時，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
亦遏制了日軍的進攻。另一方面，蘇、美、英盟
軍在歐洲戰場取得徹底戰勝德國法西斯的偉大勝
利。 8月 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至此，中
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結束。



東江縱隊贏得很好的國際聲譽

東江縱隊所提供的情報得到
盟軍方面的讚揚，對國際反
法西斯鬥爭作出了貢獻，同
時贏得了很好的國際聲譽。
這是美軍第十四航空隊陳納
德少將發來的賀電。



美二戰飛行員在華獲救時
自畫漫畫

美國飛行員
科爾中尉

被中國軍民
營救過程

的自畫漫畫



港九大隊對盟軍最重大的貢獻

港九大隊對盟軍最重大的貢獻，是搶救了 8名因日軍擊落其
飛機而跳傘到九龍的美國飛行員。當時為 1944年 2月 11日
，美軍第十四航空飛行指揮員兼教官克爾 (Donald W. Kern)
中尉在轟炸啟德機場時被日軍擊中，跳傘降落觀音山，後得
到游擊隊小交通員李石仔等救助才能逃出日軍的搜捕。

美國飛虎隊戰士香港獲救 後代越洋尋恩人



1 9 4 7 年英軍李芝上將曾專程
到西貢頒贈「忠勇誠愛」錦旗

克爾中尉的
兒子（右
三） 2 0 0 9
年回港，與
東江縱隊後
人一同追溯
當年抗戰歷
史

克爾中尉（左） 1 9 4 4
年 3 月和時任東江縱
隊司令員的曾生
（中）合影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lifestyle/20110620/photo/0620-00294-001b6.jpg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lifestyle/20110620/photo/0620-00294-001b8.jpg


為國際反法西斯陣線作貢獻



美國飛虎隊陳納德將軍的贊譽
美國飛虎隊　正式名稱為“中華民國空軍美籍志願大隊”，是第二次世
界大戰期間在中國成立，由美國飛行人員組成的空軍部隊，在中國、緬
甸等地對抗日本。據悉，其飛機頭部畫上鯊魚頭，以嚇唬日本
人。 1940年前後，日軍掌控著中國作戰的制空權，直到 1941年，飛虎
隊參戰後，這種局面才得以扭轉，日軍把飛虎隊視為眼中釘。



著名漫畫家葉淺予《逃出香港》 (局
部 ) 

 

 

 

中國美術界一代宗師
葉淺予（ 1 9 0 7 ～ 1 9 9 5 ）

抗戰期間以漫畫
為武器投入抗日
救亡運動，曾出
版《抗戰漫畫》
，編印《日寇暴
行錄》，又創作
《逃出香港》組
畫。



情報工作是香港敵後游擊戰在
國際合作抗日的重要鬥爭形式

在香港市區和郊區與日軍作大規模的戰門會連累無辜的同胞，同
時也不符合避實擊虛的游擊戰策略，所以香港游擊戰的主要戰鬥
形式是：游擊隊向盟軍提供情報，盟軍根據情報派機轟炸日本在
香港的重要軍事設備（如機場、倉庫、船坞）和大型船艦，日偽
的小型運輸船便由港九大隊和護航大隊的海隊在港外打擊殲滅，
既有效打擊日偽軍力量，又能夠保存游擊隊的力量。



袁庚在東縱以統戰與情報為主

袁庚在東縱的工作，以統戰與情報為主，可圈可點處甚多。 1941年，他
在黃譚戰役後被派到東莞寶太線去開闢工作。這一地區各種地方武裝集團
、漢奸橫行，日軍也經常肆意搶糧。袁庚以商人身份來到寶太線上的宵邊
鎮，與當地一個講義氣的商人蔡九榮建立了良好的關係，逐步瞭解情況，
並利用關係滲入沿海沙井一帶進行地下活動，爭取各路武裝力量一同抗日
。僅 1941年初到同年底，袁庚的工作已伸展至離日軍只有三四華里的村
莊，在寶太線上開展了收稅籌糧籌款等工作，截斷了日軍在寶太線的交通
，使之形成了一個較機動的游擊區。同時，袁庚還打通了大陸與香港新界
之間的水上交通要道，為游擊隊秘密運送藥品開闢了一條地下航路。由於
時局發展的需要， 1944年 8月，根據黨中央指示，東縱就與美國情報合
作的問題專門設了聯絡處，袁庚被任命為聯絡處處長，負責對日軍的情報
工作。資料顯示，袁庚領導的情報機構，向盟軍提供了日軍在廣州天河、
香港啟德、深圳西鄉南頭機場的圖例和說明，以及日軍太古船塢建造計畫
圖，日軍華南艦隊密碼、日軍神風攻擊隊 K2 飛機圖紙、廣九沿線日軍工
事圖、等大量重要的軍事情報。最重要的是，聯絡處率先發現了臭名昭著
的日本“波雷部隊”，對戰爭結束的方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美軍對東江縱隊
情報工作給予高度評價
美軍對東江縱隊的情報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
，給東縱司令員曾生致函表示感謝。然而，與
盟軍的情報合作在“文革”時為袁庚帶來了牢
獄之災，一項“裡通外國”的罪名讓他在秦城
監獄關押達 5年半之久。 1945年 10月， 28歲的
袁庚被授予上校軍銜，和戰友黃作梅一道派往香港，與英
方就港九游擊隊撤離九龍半島的問題進行談判，並在香港
彌敦道設立了東縱駐港辦事處，袁庚任辦事處主任。該辦
事處為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前身。就在袁庚與英方談判之時
，他妻子陳碧仙、父親歐陽亨、二弟歐陽汝川以及 8歲的
兒子歐陽天羽赴港探望袁庚，途中船只爆炸，一家四口全
部遇難。得知這個消息時，袁庚正與黃作梅同英軍將領談
判，袁庚以大局為重，強忍悲痛，默默堅持著將談判完成
。三天后，他回到老家大鵬為親人安排後事。



香港的抗日救亡運動以救亡
文化運動為主要形式

從 1937年 7月 7日到 1941年 12月 8日日本開始進攻香港之前，
香港暫時免遭戰火，一時成為一個戰爭“避風港”。這一特殊的條
件，遂成為一批文化人用不拿槍的方式參加祖國抗戰的良好陣地。
抗戰伊始和皖南事變前後，先後有兩批文化人士由內地疏散到香港。
他們在這裡掀起了抗日文化熱潮，使“在富麗物質生活掩蓋著貧瘠
精神生活”的香港，變成抗日救亡運動的特殊文化據點，大批進步
的團體和組織相繼成立，進步刊物如雨後春筍般迅速出現。香港的
抗日文化運動是香港抗日救亡運動的重要內容。香港的抗日救亡文
化運動中，抗戰文學成為抗日救亡文化的典型代表。發表在進步刊
物《文藝陣地》上的《華威先生》和《差半車麥秸》被譯成多種文
字，並在紐約、倫敦和莫斯科等地著名文學刊物上發表，中國抗戰
隨中國抗戰文學一起為國際社會所瞭解。抗戰文化之所以能在香港
迅速興起和發展，一方面是內地人才薈萃於此，借助了香港的有利
條件。另一方面，也是利用香港有利因素組織和促進的產物。



創建坪山抗日根據地



東江縱隊在戰壕中攻擊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Dongjianggu.jpg


田黃
戰鬥

1942年 4月，國民黨頑固派在東江地區掀起第二次反
共高潮，調集頑軍一八七師等數千人向東江縱隊惠東
寶、重點是寶安抗日根據地的進攻。當時，我總隊部
機關駐紮在布吉鄉雪竹徑的山溝裡。 12月下旬，總隊
部機關向寶大線的黃田、固戍的基圍轉移，第一中隊
盧耀康小隊在黃田基圍負責掩護總部機關。 12月 25
日清晨，國民黨軍向黃田盧耀康小隊陣地撲來。盧耀
康小隊 20餘人據守珠江大堤，背著退潮的海灘作戰，
抗擊頑軍 2個連約 200人的輪番進攻。戰鬥從早晨 7
時打到下 午 1時， 17名

勇士壯烈犧牲于
珠江堤下的蘆葦
蕩中。他們在那
一次戰鬥中，擊
斃擊傷敵軍百餘
人，掩護了總隊
部和非武裝人員
安全撤退。1942年 12月黃田戰場舊

址



攻破偽軍的一個
— —重要據點 福永鎮

1943年 5月 2日，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珠江隊
第一次採用爆破攻堅技術，攻破了寶（安）太
（平）線上偽軍的一個重要據點——福永鎮，取
得了全殲守敵的勝利。圖為當年福永鎮偽軍盤踞
的炮樓。



游擊隊據點，蠔涌車公廟

蠔涌的車公古廟是游擊隊的據點，經常在那裡部
署工作和開會。

 
 
 
 
 
 
 
 
 
 
 
 
 
 
 
 
 
 
 
 
 
 
 
 
 
 
 
 
 
 
 
 
 
 
 
 
 
 
 
 
 
 
 
 
 
 
 
 
 
 
 
 
 
 
 
 
 
 
 
 
 
 
 
 
 
 
 
 
 
 
 
 
 
 
 
 
 
 
 
 
 
 
 
 
 
 
 
 
 
 
 
 
 
 
 
 
 
 
 
 
 
 
 
 
 
 
 
 
 
 



老虎山下激戰

7月 21日，東江縱隊獨立第
三中隊在老虎山下與日軍
400人遭遇。“小鬼班”班
長黃友（東莞鳳崗人）率領
擔任尖兵的 4名小戰士頑強
阻擊敵人，掩護主力撤退，
最後全部壯烈犧牲。中共中
央軍委追認黃友為廣東人民
抗日游擊戰鬥英雄，中共模
範黨員。

抗日游擊隊
戰鬥英雄
－－黃友 



官湧坳戰鬥

8月中旬東江縱隊第

一支隊向莞太公路、

莞樟公路、寶太公路、寶深公路沿線的日偽

據點發起進攻。 8月 12日，第一支隊猛豹
大

隊攻打駐莞太線官湧坳的偽軍據點，全殲偽

軍一個連，揭開了路西軍民大反攻的序幕。

圖為官湧坳戰鬥。



厚街激戰

8月 17日，東江

縱隊第一支隊包

圍駐厚街的偽軍，並運用政治攻勢命令

偽軍繳械投降。然而敵軍仗著其優勢兵

力瘋狂反撲。第一支隊在當地群眾的支

持下，擊退了日偽軍的數次反撲。圖為

厚街激戰。



梅塘戰鬥舊址

1944年 5月 8日，王作
堯指揮東縱第三、第

五大隊和東莞大隊，與前來偷襲梅塘鄉龍見

田村東縱領導機關的日軍 500多人，在馬
山

展開激戰，這場戰鬥共斃傷日軍近百人，東

江縱隊犧牲中隊政委李中以下 26人，負傷
10人。日軍大隊長加藤敗回樟木頭後，剖
腹

自殺。圖為梅塘戰鬥舊址——馬山。



丹竹頭戰場舊址與
今天的丹竹頭



大梧桐山戰場舊址



向梧桐山挺進

梧桐山是 "深圳河 "的
發祥地，梧桐山山高林
密，是游擊隊活動最佳
場地。



1 9 4 3 年底  霞涌戰鬥

1943年底，國民黨周義心大隊佔領了抗
日游擊隊的霞涌，以阻止護航大隊東進
或將之趕出稔平半島。為鞏固大亞灣沿
海根據地，支援葉基在稔平半島的活動，護航大隊決定打下霞涌
，以便進一步加強袁賢小隊在霞涌與稔山之間的活動。
當時駐紮在霞涌周圍的是國民黨惠淡守備區經濟游擊總隊第三大
隊第八中隊，有七十多人，機槍兩挺。根據情報，劉培決定集中
大隊部手槍隊和海隊參加戰鬥。
賴祥指揮中隊包圍周義心大隊後，被敵人發現，依靠學校的圍牆
和房頂抵抗。戰鬥待續了一個多小時，小隊長范祥犧牲了，都未
攻進去。劉培叫吳海將船上的平射機抬上來，掩護突擊隊進攻。
剛拿過小鬼班劉傳的步槍，瞄准敵人射擊時，被敵人機槍打中右
手和臂部，小鬼廖嬌立即為劉培包紮撤出戰鬥。這時。賴祥也負
傷、劉培看難於攻下來，而天也快亮了，便決定撤出戰鬥，乘船
返回壩崗。葉維屏中隊在戰鬥中也傷亡了四十多人，翌日也撤回
稔山。



1944年 9月平海戰鬥
1944年 8月初， 東江縱隊副司令員王作堯讚揚護
航大隊的戰功，並指示劉培向東發展，早日打通
和韓江方面聯繫的路線。 9月中旬，國民黨又準
備發動攻勢，護航大隊幾位領導幹部認為如攻佔
國民黨在稔平半島的政治、經濟中心平海，消滅
駐該地的鹽警中隊，不但有利於進一步鞏固稔平
半島的游擊區和根據地， 而且對從稔 （山） 平
（海） 線以東向惠陽、 海豐邊界發展， 海上部
隊向大亞灣港以東開展游擊戰爭，進行緝私、建稅站工作等也極為有
利。因此，決定集中大隊的主力，由劉培和袁庚率領前往，將鹽警中
隊消滅。 9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劉培和袁庚帶葉昌中隊和手槍隊，突
擊南門，駐紮在南門城樓上的鹽警沒有放哨，敵鹽警嚇得從夢中惊醒
，舉手投降，前後僅花數分鐘的時間。接著突擊組沿城牆向西門突擊
，快接近時被鹽警哨兵發現，王嵐一槍射殺哨兵，突擊組迅速突進鹽
警營房，投進一個手榴彈，“轟”的一聲，炸得鹽警非死即傷，舉手
投降，從戰鬥發起到結束僅一個小時，打得很順利，計生俘敵鹽警七
十多人，長短槍七十餘支。經連場海陸戰鬥，東江縱隊鞏固了稔平半
島的抗日根據地。 



 破壞日軍補給線 

1943年 11月，日軍打
通廣九鐵路，廣東抗日
游擊總隊在廣九鐵路沿
線的橫瀝、常平、塘廈
、平湖等地不斷出擊日
偽軍。圖為戰鬥在廣九
鐵路兩側的游擊隊。 



壩光坳伏擊戰
舊址

1942年冬，國民黨頑固派調集重兵，向東江抗日根據地大鵬半島發動
瘋狂的“圍剿”，企圖切斷廣東人民抗日遊擊總隊進入大鵬半島的陸
上通道。獨立中隊領導經慎重策劃，選定在壩光坳進行伏擊。 1943年
元旦拂曉，部隊進入壩崗坳伏擊地點的一片樹林裏，這場伏擊戰打了
10分鐘就勝利結束。 20分鐘後，駐大鵬城的陸如鈞慌忙帶著 100多
人前來增援。獨立中隊待援敵爬到半山腰，集中 2 挺機槍和 20多支長
短槍組成交叉火網，將援敵打得連滾帶爬逃回老巢。此戰，遊擊總隊
以 1個中隊的兵力全殲頑軍 1個中隊，斃傷俘 50多人，繳輕機槍 2 挺
，步槍 50多支。這一仗對頑軍震動很大。翌日，駐大鵬城、王母圩、
澳頭等地頑軍慌忙撤回淡水。大鵬半島又在廣東人民抗日遊擊總隊牢
牢控制之下。



深圳市龍崗區土洋村。
為 1912年修建的義
大利天主教
堂。 1943年 12月
，廣東人民抗日游擊
隊東江縱隊成立後，
這裡成為東江縱隊司
令部和中共廣東省委
臨時常委所在
地。 1944年 7—8
月，有名的土洋會議
（省臨委和軍政委員
會聯席會議）在此召
開。

1 9 4 4 年
的土洋會
議

土洋會議會址



北進

東進

超出
惠東寶
向四面
八方
發展



    北進
        東進



1 943 年 2 月烏蛟騰會
議

决定反擊日僞軍
挺進稔平半島
向梧桐山挺進



粉碎日偽軍
“ 萬人大
   ”掃蕩

1941年 11月 18日，日偽軍出動 9000餘人對大嶺山區開展
“萬人大掃蕩”，初冬的夜晚，山野沉寂，戰士們的心情卻很
難平復。突圍之夜，隨時有可能發生激烈戰鬥，突圍部隊要做
到絕對隱蔽，準確無誤、靈活巧妙地穿過敵人的封鎖線，這對
抗日軍民的戰鬥紀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第三大隊政訓室主任
黃業負責帶領大隊機關人員和武裝護送人員，經大嶺山東側黃
潭村附近的一條山澗“鑽”出去，要沿著長滿荊棘的河溝走。
最危險的時候，日軍走動的影子隱約可見，東洋馬的鈴鐺聲，
大家聽得一清二楚。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指戰員在根據地群
眾的大力配合下，勝利突圍，保存了部隊實力。圖為突圍出口
之一的水濂山。



1 9 4 2   年夏 銅鑼徑伏擊戰舊址





挺進
稔平半島

稔平半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華南的重要鹽場和漁業基地，物產豐富，為歷來兵
家必爭之地。曾生對開闢稔平半島根據地十分重視，護航大隊成立前後，就派了練
鐵、蔡端和曾城到稔平半島開展秘密工作，建立地下黨組織，發展武裝。



1 9 4 3 年 2 月  平洲海戰

1943年 2月日軍出動二艘炮艇在大鵬灣進行掃蕩，漁民便
向東江縱隊海船隊掛出信號，說有二艘日軍炮艇出來了。東
縱吳海立即下令船隊返航，迅速靠上沙灘，立即登岸，佔據
了坪洲島高地，佈置火力，待日軍炮艇進入平射機和機槍的
有效射程時，便集中火力猛轟前頭那條企圖靠近海隊的炮艇
。經過一個小時的激烈戰鬥，日炮艇不單無法靠近海隊船隻
，前面那一條炮艇更被打成重傷，射殺傷了數名甲板上的日
軍。日艇只好撤退，這次戰鬥游擊隊無一傷亡。吳海分析日
軍吃虧後，一定會調動更多的炮艇搜索掃蕩海隊，和對坪洲
島進行燒殺搶報復，為避實擊虛，東縱布置船隊轉移到吉澳
、大小梅沙一帶海區分散隱蔽，果然，坪洲海戰後第三天，
日軍集中了五艘炮艇搜索。但過了三天都找不到游擊隊的蹤
影，只得收兵。日軍撤退後，海隊又返回坪洲活動。



1 943 年 7   月 馬鞭島海戰舊址

馬鞭島，形狀似馬鞭，又名馬鞭洲，
是大亞灣中央九個小列島中的一個孤
島，屬廣東省惠陽縣所轄。這裡是漁
民取水和避風停泊之所，又是抗日戰
爭時期日、偽、頑封鎖澳頭港通往大
亞灣、大鵬灣的咽喉；也是三門島日
本海軍基地控制海上交通的要衝，成
為軍事上的戰略要地。
一九四三年六月，我游擊隊在惠陽沿
海與日、偽、頑軍三角鬥爭中先後取
得了勝利，粉碎了日軍、國民黨軍的
聯合進攻。大鵬灣的劉培獨立中隊，
在鬥爭中，由小到大，由弱到強，迅
速發展壯大，建立了大鵬半島上嶺坳
抗日根據地，活動範圍擴展到大亞灣。
七月六日，獨立中隊決定挑選十六人
，組成三個突擊組，化裝成漁民，夜
襲馬鞭島。

馬鞭島戰鬥勝利了，我們三條“小槽仔
”吃掉了五條“大眼雞”，在東江抗日
戰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蓮塘坳下戰場舊址



1943年
12月
東江
縱隊
抗日
根據地
形勢
示意圖



1945年
8月
東江
縱隊
抗日
根據地
形勢
示意圖



解放暗街
（港口）

1943年 12月，敵偽
在離平海三公里的暗
街建立了鹽稅站，收
繳港口一帶鹽田的鹽
稅，並派出十幾名武
裝鹽警保護稅站的安
全。葉基經過偵察，
親自帶領部隊繞過平
海城，直插暗街，將
鹽警隊全部殲滅，繳
步槍十餘支，宣布暗
街解放。



1 9 4 3 年 9 月 澳頭戰鬥

澳頭戰鬥是護航大隊成立後的第一次戰鬥，採用船
隻運送部隊遠程奔襲的戰術，全殲了王竹青一個中
隊。 1943年 9月，國民黨發動內戰，東江惠淡守
備區羅懋勛委任王竹青為惠淡守備區經濟游擊總隊
副總隊長兼中隊長，王竹青約有八十人，配有輕機
槍三挺，短槍三十餘支，步槍三十多支，進佔了澳
頭鎮。因王竹青曾與抗日游擊隊合作，故曾生先派
羅哲明往訪王竹青，爭取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但
受拒絕。於是消滅王竹青，這次戰鬥是大亞灣第三
次爭奪戰的勝利，第四次解放澳頭。



羅浮山會議



羅浮山會議决議



伏擊戰



戰鬥前的偵察和决策



港九大隊
短槍隊長
劉黑仔

 劉錦進原名劉黑仔，是港九大隊短
槍隊長。他帶領隊員神出鬼沒地深入
敵穴，殺鬼子、抓特務、懲漢奸，令
日軍談虎色變，是名揚港九的傳奇式
英雄。 1946年 5月劉錦進在和國民
黨軍隊的一次戰鬥中英勇犧牲。



劉培的奮鬥史

香港出世的劉培，小學程度，經過不斷學習和奮
鬥，最後成為海軍榆林基地副司令員和南海艦隊
司令部顧問。日占香港後，劉培率部重返香港抗
日，旋即奉命籌組東江縱隊第一支海上武裝力量──護航隊
，護送廖承志、連貫、喬冠華自香港撤返抗日根據地。其後
憑著打擊海匪，和動員群眾參軍，船隊不斷擴大，由一艘借
來的槽仔船發展到有十多條船。劉培領導下的海上遊擊隊，
以小船打大船、以木船打機動船、反登陸作戰、遠程奔襲登
陸作戰等戰例，譜寫了海上游擊戰的獨特作戰模式。 1943
年 7月馬鞭島海戰，劉培指揮 16名突擊隊突襲殲滅偽海軍一
個中隊後，部隊再擴建為護航大隊，海上游擊戰場由大鵬灣
伸展到大亞灣。劉培所部調往大亞灣時，大鵬灣戰區交港九
大隊海上中隊接防，並把兩條武裝船（連人帶武器）交給港
九大隊海上中隊，有力地加強其打擊日偽的力量。



詹雲飛 啟 德 機 場夜襲 德機場

詹雲飛原是沙田一名普通學生，目睹日
軍暴行，奮起參軍，經不斷學習和磨煉
，成為劉黑仔短槍隊的一名重要幹部，
立下不少戰功。當年一架美國軍機被擊
落，美軍機師跳傘逃生，游擊隊將該名
叫克爾的美軍中尉救出，把克爾匿藏在
沙田梅子林對面的石龍仔山澗中，那個石洞深十多米，是一個非
常隱蔽的地方。日軍同時亦察覺到美機師負傷跳傘逃生，出動了
千多人從四方八面把沙田和西貢重重包圍，搜捕克爾中尉。港九
獨立大隊隊長蔡國良，中隊長黃冠芳決定施用＜圍魏救趙＞之計。
其中最有關鍵性的一役夜襲啟德機場由黃冠芳帶領著劉黑仔短槍
隊，隊員包括詹雲飛等人潛入機場，用計時炸彈將啟德機場的一
架日本戰機和軍用儲油庫炸毀。港九獨立大隊施展的＜圍魏救趙
＞行動果然奏效，迫使日軍馬上把包圍沙田和西貢一帶的大部份
兵力撤回市區佈防，解了克爾中尉之圍。

黃冠芳大隊長與短槍隊員鄧斌
、邱石、詹雲飛合影 (左至右 )



女性在戰爭中扮演
一個甚麼的角式？
訪問了張婉華、歐堅、葉蔚清、江群好
、黃鋒、陳玉蓮等六位女戰士，她們訴
說了許多動人的故事！每一個人的經歷
都是一篇動人心弦的樂章！ 

1944年攝。左邊第一位的是羅歐鋒的
妻子歐堅，是港九大隊部醫院的院長。
醫院是流動的，隨隊部在大鵬灣附近的
南澳、西貢、大浪、北潭涌一帶活動。



港九獨立大隊老戰士張婉華

張婉華，香港淪陷前，她 20歲出頭，當過小學教師。 1941年 12月 25
日香港淪陷。當時的香港正聚集著幾乎全中國的文化精英和愛國民主人
士，日軍一入港就把矛頭對準了他們，霎時間這群精英人士身陷虎穴，
命懸一線。中共中央書記處和中共南方局分別在戰爭爆發的第一時間，
給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廖承志發來急電下達營救任務。於是，一
場聲勢浩大卻又隱匿於無形的生死營救，迅速在香港和東江地區各級地
下黨組織與遊擊隊武裝的通力合作中悄然展開。學校關門了，張婉華利
用親戚家經營的“不夜天”茶室，當招待員，配合游擊隊營救行動，搜
集和轉送情報，期間認識了曾是港九獨立大隊第 3任大隊長黃冠芳並後
來結為夫婦。在這次大營救之中，兩夫妻和其他戰士一樣，為了營救
名人，付出了艱辛，有的同志甚至獻出了生命
。最終，這批文化精英和民主人士及其家屬
800餘人，在日軍的嚴密封鎖和日夜搜捕中悄
無聲息地撤離了香港，數月後，陸續安然無恙
地在抗戰大後方或根據地出現，使日軍為之瞠
目結舌。



李玉珍從火線上搶下 7 名傷患

在日軍發動對大嶺山的“萬
人大掃蕩”中，李玉珍從火
線上搶下 7名傷患，左大腿
被子彈擊中，仍忍痛背著 1
名重傷患匍匐前行，她使出
絕招用手攀住徒壁縫中的樹幹，讓傷患抓住她的
右腳滑下山坑隱蔽。到了夜裡她拿出醫用鉗子硬
是把子彈從左腿肌肉裡挖了出來。 1945年春李玉
珍被任命為前進大隊第二中隊中隊長，在此後的
戰鬥中顯示出了她的指揮才能。



朱德總司令命令在華南日軍
向曾生將軍投降



侵略者沒有好下場



侵略者自食其果，
1 9 4 5 年 8   月 日本無條件投

降



— —抗日豐碑
西貢抗日英烈紀念碑



香港第一座有紅五星的紀念碑—
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

烏蛟騰村又名烏蛟田，是新界東北的大村，曾經是抗日戰爭時期東江
縱隊港九大隊沙頭角中隊的根據地之一。這裡是有名的英雄村，有不
少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跡和愛國、愛港、愛鄉的動人故事。日軍在攻佔
香港期間，烏蛟騰村曾經被圍攻 10餘次。不屈不撓的烏蛟騰村民和
游擊隊一起浴血奮戰，保衛家園。關於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的由來
，有關史料是這樣記載的： 1942年 9月
25日，日軍包圍烏蛟騰村，強迫村民
繳械，並且供出游擊隊隊員的身份。
村長李世藩、李源培與眾多村民拒絕
妥協，不怕水灌、火燒，不懼軍馬踐
踏，最終李世藩壯烈犧牲。村民為緬
懷烈士發起興建紀念碑，於 1951年
10月建成，這是當時香港第一座有紅
五星的紀念碑。





對港九大隊的評價之一

不公正的評價

1946年 4月 30日，港督楊慕琦從瀋陽戰俘
營重返香港，正式成立香港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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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對於反法西斯戰爭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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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情報系統的游擊隊，一直不承認他們的存
在，不給予他們應有的歷史地位，是不公正
的。



對港九大隊的評價之二

     正確的評價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董建華參加烈士紀念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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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有永久居住權的
隊員及家屬享受公務員的醫療待遇。



皇家勳章頒給東江縱隊
成員 作梅黃

黃作梅（ 1916-1955年）生於新界上水，祖籍廣東番
禺。這位皇仁書院的高材生在 1941年加入中共，隨
後參加東江縱隊。他曾任國際工作小組組長，參與香
港秘密大營救，並以東縱聯絡處首席翻譯官的身分，
參與東縱和盟軍的軍事情報合作；日本投降後，任東
縱駐港辦事處主任。 1949年 8月，黃作梅出任新華
社香港分社社長，但於 1955年 4月在“喀什米爾公
主號案件”中犧牲。在短暫的 38年歲月中，黃作梅
為祖國奉獻了所有的忠誠。英國政府為表示感謝東江
縱隊的友好合作，於 1946年在倫敦把一枚皇家勳章
頒給東江縱隊成員黃作梅。是唯一一位以公開的中共
黨員身份獲得英國MBE勳章的人士。



東縱英雄剪影

港九大隊首任政委陳達明



財政司與老戰士蔡松英



大龍華同鄉會會長陳小平與
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戰士聯誼會
曾志強會長、林珍副會長親切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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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土不讓，誰敢胆侵犯，
就把他消滅！



  鳴 謝

此投影片由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
（非牟利慈善團體）編輯，
目的為通識教育之用。

此製作使用了百度搜尋網、 google 、
人民網、新華網、中國網、網路等
提供的一些珍貴照片和資料。
特此鳴謝。又感謝各位的支持。

謝  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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