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1年前，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

隊成立。作為一支英雄的左翼武

裝抗日隊伍，他們的崢嶸歲月史

透過展出的約60件珍貴文物及歷

史圖片得以體現。今次展覽在香

港海防博物館舉行，並將持續至

十月。主辦機構還包括廣東革命

歷史博物館。每一件展品，都有其

背後的故事，都有不可磨滅的時代

印記。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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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九獨立大隊，隸屬於東江縱隊。是一支成立於1942
年的抗日武裝，幾乎全數由香港本地的原居民組成，是
香港人參與民族解放戰爭的偉大隊伍。從展品中我們看
到，香港人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密不可分，也在時代滄
桑的背後，把脈老戰士們的溫婉訴求。

輝煌的營救行動

在此次參加展覽的展品中，有一幅非常特別的地圖，
那就是當年港九獨立大隊用來營救知名文化政治界人士
以及國際友人的逃亡路線圖。一些被港九獨立大隊拯救
的盟軍成員也依據這條路線被送往安全的地方。
港九獨立大隊的秘密大營救行動，其背景是日本佔領

香港的初期階段。那時，由於日本人在軍事上取得了暫
時的勝利，因而產生了極其狂傲和自負的情緒。同時，
為了實現對中國人的心理征服，日寇的主要目的是想將
滯留在香港的文化人全數扣押，與南京的汪偽國民政府
遙相呼應，這也就是為何在展品《日軍佔領香港時期發
佈的聲明書》這一文件中，要求在香港的中國人除了要
歸順日本以外，也要大家在思想上接受「南京新國民政
府」（汪偽政權）的投降主張及其意思形態。
當時滯留在香港以及被港九獨立大隊所營救的差不多

有這樣幾大類人士：一類是政治界知名人士，例如廖仲
愷先生的夫人何香凝女士；知名的文化名流，例如夏
衍、茅盾、鄒韜奮、丁聰、柳亞子等人；滯留在香港的
國民黨軍政要員之家眷，例如第七戰區司令余漢謀的夫
人及兩個女兒。
從參展的營救路線圖所提供的信息來看，港九獨立大

隊的營救據點和逃亡路線分為水路和陸路兩大部分。不
少被營救的人士要麼在本港幾經輾轉，經由新界返回中
國內地；或者搭船從海路抵達安全區域。根據地圖所顯
示的最終統計結果，整個營救行動，一共成功幫助民主

文化人士約三百人脫離日軍
的威脅。加上各種不同的機
構和抗日團體的工作人員及
家眷，共有約八百人。其
後，又從日寇在香港的集中
營中搶救了被俘虜的英國軍
政人員和國際友人共89人。
全數安全抵達大後方。整個
營救行動，是港九獨立大隊
成員沉㠥與智慧的結晶。例
如，著名科學家高士其就是
在十多位本港年輕人的幫助
下回到中國內地的。他作為中國科普作品之父的榮譽也
是與這次行動密不可分的。著名文學家茅盾，作為被救
人員之一，在其後的回憶錄中高度稱讚這樣的義舉是
「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行動」。

真摯而傳奇的國際友誼

參展的文物中，有一張美軍第十四航空隊飛行指揮員
兼教官克爾與港九獨立大隊戰士們的合影。照片中的克
爾充滿感激的笑容。而這一面龐的背後，是獨立大隊成
員與他的生死友誼。
1944年2月11日，美軍約20架戰鬥機和12架轟炸機前

來香港轟炸啟德機場，日軍飛機緊急升空攔截。克爾座
機的油箱被擊中，因而立即跳傘逃生，在空中的克爾，
發現地面是九龍市區，還有日軍軍車，進而料定自己必
然成為日軍俘虜。此時此刻，不知從何處而來的一陣東
南風，將克爾從九龍吹至大老山，並降落在茂草岩。這
裡，恰恰是港九獨立大隊的交通要道。正經過此地的獨
立大隊交通員李石看到克爾，將其救出，並交給了另一
位戰士李兆華。此後，克爾被獨立大隊不斷轉移，以躲

避日軍的大搜捕。
由於克爾是盟軍重要飛行員，因而日軍派出了大量兵

力進行地毯式搜索，這種做法已經威脅到了獨立大隊根
據地的安全。因此，為了有效擊退日軍，獨立大隊派出
了精兵強將潛入本港市區進行大規模攻擊行動，以擾亂
日本人的軍心，製造緊張氣氛。除此之外，獨立大隊成
員還在市區擊斃了當時在日軍九龍憲兵部任職的漢奸陸
通譯，將日本人的注意力從游擊隊的根據地拉回到了市
區。至此，飛行員克爾終於脫離了危險。
1944年6月11日，《前進報》刊登了克爾中尉獲得營

救並脫離危險的消息，並公佈了克爾寫給東江縱隊的感
謝信及描繪其逃亡經歷的自繪漫畫。

老戰士期待具體的承認

在展覽的開幕禮中，記者訪問了不少港九獨立大隊的
老戰士，他們都認為應當將香港人組成港九獨立大隊並
投身對日抗戰的這一偉大歷史作為香港本地愛國教育的
一部分向年青一代的香港人傳遞。老游擊戰士聯誼會會
長曾志強（曾經是交通員兼警衛員）和副會長林珍（交
通員）在接受記者訪問時指出，香港本地的歷史與國家
的歷史緊密相連，息息相關，血濃於水的民族情、同胞
愛並不是抽象的口號，而是真實的歷史，具體的實證和
崇高的情感。他們覺得如今香港的年輕一代人要真正去
認識國家、熱愛國家，以身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而驕傲
和光榮，就必須明白今日國家的強大、香港的繁榮穩定
來之不易，是無數先賢先烈拋頭顱灑熱血換來的。曾會
長期待，在未來的愛國教育中，能夠讓港九獨立大隊的

歷史成為香港人驕傲和自豪的永恆情懷。
據相關人士向記者透露，港九獨立大隊對日抗戰的英

雄史得到過海內外的高度評價和認同，英軍和香港總督
都曾向港九獨立大隊頒發過褒揚其抗戰功績的旗幟或證
書。與之相關的這些實物也出現在今次展覽中。不過，
由於歷史的原因，港九獨立大隊的抗戰功績曾一度被邊
緣化。這固然與二戰後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有很大關
聯，直到97回歸後，港九獨立大隊的犧牲烈士才被當作
正式的犧牲人員而放入政府的烈士名錄，享受每年重光
日的紀念和拜謁。前任特首曾蔭權也曾向港九獨立大隊
頒發過集體榮譽性質的嘉獎證，作為特區政府對其抗戰
榮譽的承認。這張嘉獎證，也是是次展品中較為重要的
物件。
但另一方面，不少獨立大隊的成員還未獲得具有針對

性的個人承認，不少人也未能獲得政府頒發的抗戰紀念
章。這其中的一個原因，是當年港九獨立大隊北撤，部
分戰士留在了本港。此外，對老戰士的身份認定方法與
標準存在差異。記者為此專門向相關人士作出了詢問，
也有不少專家認為，紀念章的頒發和身份的確認，應採
用從寬認定的標準——即，凡是在抗戰期間參加過具體
的武裝或組織，以對日本侵略者實施抗擊的香港人，都
應認定為老戰士，享受相應的榮譽、尊崇和撫恤。
港九獨立大隊的歷史，不但可以用可歌可泣去形容，

在他們的故事中，我們除了見到香港人勇敢的精神外，
更看到了他們的智慧、謀略和胸襟。這次展覽告訴我
們，如果我們要書寫純正的香港本土發展史，其實也就
是在描繪一部中國人自強不息的奮鬥史。

為期兩個多月的「法貝熱——俄羅斯宮
廷遺珍」展在本周一正式落幕。這是俄國
克里姆林宮博物館在本港罕有的全員出
動。透過展品的橋樑作用，不少人了解了
一部滄桑的俄國近代史，更為展品背後的
故事以及時代風雲所慨歎。展覽落幕，但
是縈繞在人們心頭的對那段俄國歷史的疑
惑、無奈和傷感，還將會通過這些閃爍光
亮的展品，繼續存在下去，算是時代的一
種警示。
在是次展覽的所有珍品中，最能夠顯示

沙皇風範和權力象徵的，便是一個克里姆
林宮復活蛋，是1906年沙皇贈送給皇后的
禮物。由黃金、白銀、縞瑪瑙製成。這枚
復活蛋是為紀念1903年復活節沙皇尼古拉
二世與皇后費奧多羅芙娜造訪舊都莫斯科
而製作的。復活蛋的白色琺瑯表面和上部
金頂的造型源自聖母升天大教堂——俄羅
斯沙皇舉行加冕儀式的場所。支撐復活蛋
的基座則以克里姆林宮的角樓為創作原
型。復活蛋的特別之處在於，它的基座裡
有一個音樂盒，可以播放兩首由卡斯塔斯
基 （1856–1926）作曲的傳統復活節詩
歌。據香港文化博物館相關人士介紹，這
件展品來港前，克里姆林宮博物館負責人

曾開啟其中的音樂盒，其旋律的清脆悅
耳，令在場人士驚歎。
若查詢這枚復活蛋製作的1903年到1906

年期間的俄國歷史，會發現其整個國家都
處在動盪不安的時局之中。一方面，日俄
戰爭爆發，俄羅斯全國總動員參與戰爭，
最終卻因腐敗而在1906年一敗塗地。同
時，俄羅斯國內的民權運動也是風起雲
湧。在這期間最為著名的歷史事件，便是
被列寧稱之為「十月革命總演習」的1905
年革命。起義的威脅，使得沙皇迫於民
意，不得不改善施政和民生，並召開國會
杜馬。這是俄羅斯近代歷史上最為動盪的
時期，改革的訴求、民眾的怨氣、貴族的
奢侈、皇室的鋪張，構寫了那個時代的波
濤洶湧與光怪陸離。在如此的氛圍下，俄
羅斯皇室卻仍舊熱衷於豪華享受。這枚復
活蛋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那時的俄國皇
室與民眾的距離是多麼遙遠。
另一件令人扼腕歎息的展品是「未完成

的復活蛋」，為1917年的俄國皇儲阿列克謝
的星座復活蛋。這枚復活蛋由萊茵石、玻
璃、鑽石製成，上半部的蛋體由鈷藍色玻
璃裝嵌而成，底部是一個雲狀的水晶石基
座。蛋體和基座上都鑽好了小孔，但其他

細節裝飾還沒有完成。為了重組原貌，蛋
體的兩半以白色的有機玻璃接合。蛋體的
上半部展現了北半球的星空。 這些星辰本
應鑲以鑽石，其中最顯眼的是獅子座，亦
即阿列克謝皇儲出生時所對應的星座。阿
列克謝是尼古拉二世五名子女中唯一的兒
子，他的出生被視為是沙皇家族延續王朝
命脈的希望，沙皇為體現愛子之心，向其
贈送了這樣一件珍寶。但是，1917年大革
命的爆發，讓復活蛋成為了未完成的絕
響。
1917年的俄國，已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國庫空虛，百姓生活
凋敝，民眾反戰情緒強烈。雖然沙皇政府
不斷以「保衛祖國」來提升民心士氣，但
是已經無法再獲得民間和知識分子的認
同。腐化的政治、改革的停滯所帶來的軍
隊戰鬥力下降以及在前線的敗局，讓人們
對沙皇家族的統治已經失去了耐心。終
於，在1917年的公曆三月，爆發了史無前
例的民主革命，徹底推翻了沙皇的統治，
帝國轟然崩塌。數月後的公曆十一月（俄
曆十月），十月革命爆發，布爾什維克奪
取政權，逮捕了沙皇家族，並在次年將整
個皇室盡數處決。

「法貝熱——俄羅斯宮廷遺珍」，確實能
夠如部分傳媒所推介的那樣，「展現俄羅
斯皇室的家庭恩愛與和睦」，所展出的展
品，也確實是藝術中的瑰寶。這一點無人
能夠否認。但是，我們除了欣賞這些藝術
品，更要清楚那個時代的脈絡。也惟有如
此，才能夠真正明白阿列克謝皇儲星座復
活蛋「未完成」的真正原因。一路哭不如

一家哭。這些復活蛋體現了皇室的恩愛，
卻也印證了百姓家庭的悲苦。展覽告訴我
們，沙皇及其皇族成員享受這些珍寶，對
即將到來的革命卻全然不知，對底層民眾
的哀嚎更是視而不見。展覽已然落幕，沙
皇帝國更是早已崩塌，為他們扼腕歎息之
餘，也應思考：這究竟是為什麼？

瑰寶歎息下的歷史滄桑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圖：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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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九獨立大隊使用的子彈。

■港九獨立大隊使用的望遠鏡。 ■港九獨立大隊紀念章。

■英軍向港九獨立大隊

贈送的榮譽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