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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
被遺忘的

抗戰紀念碑
現代大都市的深圳，發現了抗戰時期的紀念碑，然其在閉塞山林之中，默默無聞；廣州的

新一軍紀功亭，本是歷史緬懷之古跡，如今卻在集貿市場之中，被人忘卻；廣西平南，有㠥

安葬粵軍子弟的墳塚，卻飽經風霜，破敗不堪。明天，九月三日，是中國內地法定的中國人

民抗日戰爭紀念日。本報將帶讀者們一起去尋找那些被遺忘的抗戰紀念碑。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華僑、政府、民眾——這是當年對日抗戰時期非常重要的三

個部分。他們對戰爭各有不同的理解，但卻都以紀念碑的方式

去為那個時代下了腳註。曾經有一部反思二戰的日本電影，叫

做《緬甸豎琴》。其中的主人公，不忍看到因為戰爭而遍佈各

處的軍人屍體無人處理，而決定在戰後留在緬甸，完成掩埋工

作。現實中，總是有日本人不斷地到緬甸等地去祭拜焚香。甚

至在滇西抗戰之後，中國在雲南騰沖國殤墓園修建的「倭

塚」，亦有日人前來哀祭。

中國是戰勝國。勝利者，更應當對自己的歷史充滿自信。或

許，正是因為對這些記錄當年戰爭和軍人付出的紀念碑的遺

忘，導致了一些人對戰爭的麻木，難以意識和體會到戰火的殘

酷、生命的無價以及和平的可貴。對日抗戰，被簡化為影視

劇、小說、舞台劇或廣告。歷史的傳承需要文化的載體。但這

些藝術載體中，部分作品充斥的不是人文思考，而是調侃式的

喜劇幽默。這種以「抗日神劇」為方式來詮釋戰爭的做法，根

本不是緬懷，而是對歷史的一種廉價消費和踐踏。

同樣，排外的非理性情緒，極端的抵制日貨行動，對同胞日

系汽車的損毀，是無法造就出國家的強大、國民素質的提升以

及文明先進社會的建立，也不一定給國人帶來真正的民族自豪

感。一方面高呼「愛國」，但另一方面對中國抗戰時期的紀念

建築甚至參加過抗戰的老戰士本身不聞不問，這種部分人表裡

不一的虛偽心態，尤為值得警惕和反對。

這些紀念碑，已經遊走在歷史的輪迴中。每一個人，都是歷

史的參與者、見證

者和創造者。今人

如何對待歷史，後

人就將怎樣對待當

下。

1945年的抗日戰爭結束前後，在中國各地，政
府、民間或是軍隊，都修建了大量的紀念碑和軍

人公墓，以表彰和緬懷在戰爭中失去生命的將士。
從那時開始至今，中國社會經歷了巨大的變化與滄
桑。而這些紀念碑，也伴隨㠥時代的洗禮，有的被
後人發現，加以修繕之後重見天日；有的，則依然
在山嶺上、草木中，與自然氣息為伴，而鮮有外人
關注。

深圳大鵬紀念碑：湮沒的華僑赤誠

深圳的大鵬，這是一個海濱之地。在這裡的海
邊，可以遙望香港。在今年的年初，在大鵬王桐山
村的山林之中，發現了一座由旅美華僑在七十多年
前捐資修建的抗戰陣亡烈士紀念碑。發現這座碑
時，四周雜草叢生，樹蔭遮蔽，再加之數十載的風
化侵蝕，字跡已難於辨認。若非仔細注視，則難以
辨別碑上文字，甚或將其當作是建築廢舊石質材料
而忽略。
這個山林草木之中的紀念碑，差不多兩人多高。

紀念碑碑文曰：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大鵬十一二二
（記者註：即1938年11月22日）抗戰陣亡烈士紀念
碑；僑美同鄉會立。發現這個碑的是東江縱隊的一
位老戰士。據他介紹，當時這個紀念碑在荒塚中差
不多被遺忘了60多年。發現紀念碑的消息傳開之
後，慕名而來的志願者、學生漸漸多了起來。在這
位東江縱隊老戰士的呼籲之下，當地職能部門發動
和組織村民，清理了紀念碑周圍的灌木雜草，以方便祭奠活動的開
展。但目前，深圳本地知道這個紀念碑存在的人，則非常之少，此事
也未引起當地媒體的關注和報道。
針對紀念碑上的文字，記者查閱了相關的抗戰史料。1938年11月22

日，日軍從深圳的大鵬灣登陸，向中國守軍發起進攻。同年11月26
日，深圳區域全部失守淪陷。經過此次戰鬥，日本和英國在本港的外
圍地區形成了最後交戰前的佈防對峙。而在抗擊日軍過程中，中國方
面則損失慘重，傷亡巨大。為了紀念大鵬灣反登陸阻擊戰，旅美華僑
在大鵬灣修建了這座紀念碑。或許是身處山林之中，六十餘年來，紀
念碑雖然無人問津，但大致也保存良好。
大鵬的這座紀念碑具有很高的歷史意義和文物價值。但似乎直至今

日，都還沒有被列為文物古跡保護範疇。據記者了解到的情況，深圳
大鵬目前已經有了中長期的發展規劃，整個區域可能將會進行一定程
度的遷移，以便於開發。如若這座新近被發現的抗戰紀念碑也在整體
搬遷範圍之內，則當地將如何處理呢？1938年，遠在美國的華僑，尚
且沒有忘記戰火和苦難中的故國，為那些守土抗敵的先烈樹碑立傳。
數十年之後，如果以經濟發展之名，而讓這座豐碑倒下，則就成為對
歷史的一次疏遠和忘卻。深圳一直在將自身打造為深度文化的大都
市，而這座紀念碑的發現，恰好為深圳的歷史注入了滄桑的厚重感。
這座華僑捐建的紀念碑命運如何，將拭目以待。

廣州：農貿市場中的紀功亭

中國遠征軍，是抗戰時期一支赫赫有名的遠赴緬甸作戰的軍隊，也
是美、英等盟國與中國協同作戰的夥伴。對於近代以來不斷遭受列強
侵擾的中國而言，遠征軍以及後來的駐印軍的成立和行動，當然是提
升民族精神的揚眉吐氣之舉。
遠征軍和後來的駐印軍中，有一支聞名中外的部隊。這就是以孫立

人將軍為統帥的新一軍。這支部隊戰功卓著，曾在中國內地的多部相
關影視作品中被演繹或提及。1947年，國民政府為駐紮廣州的新一軍
修建了陣亡將士公墓，具體地點位於廣州的廣園東路一帶。彼時，公
墓由紀功亭、牌坊、紀念碑、墓園組成，氣勢恢宏。然而經歷了「文
革」時期的破壞，整個公墓如今只遺下破敗的牌坊、紀功亭和紀念
碑。其中，紀念碑位於政府機關大院之中；牌坊則顯得破敗不堪。
令人難以接受的，是紀功亭目前所處的尷尬境地。雖然當地文物保

護部門已經將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地標
列為保護建築，但是由於身處集貿市場
之中，每日往來商客、小販農人駐足買
賣。不絕於耳的討價還價之聲，讓這一
建築本身似乎失去了應有的嚴肅性和歷
史價值。建築文物不可輕易移動，但農
貿市場的形成已有多年的情形，這讓當
地官方如何處理紀功亭，甚為棘手和為
難。
記者了解到，廣州目前尚有新一軍的

老戰士健在。他們對政府能夠對新一軍
的紀功亭作出更進一步的有力保護和修
繕，有㠥深切的期待。另外，這些老戰
士希望能夠在類似於九月三日這樣的日
子中，去拜謁新一軍紀念碑，以懷念當
年的戰友同袍。然而，目前的新一軍紀
念碑恰好位於公家機關大院之內，屬於
管制和限制出入區域，如此一來，使得
自由祭拜和瞻仰變得極為困難。
據悉，廣州當地的人大代表、政協委

員，有感於新一軍公墓的現狀，曾多次
提出提案和議案，希望政府能夠盡快找
到維護、修繕、保存這一歷史建築的方
法與途徑。而當地文物保護部門和政府
方面，也曾就這一問題，進行過不止一
次的協商和規劃。目前的官方方案，是

對新一軍公墓進行整體性遷移的異地重建。重建地點，選擇在黃埔軍
校附近區域，以此形成一個綜合完整性的歷史文化區域。但是，這一
方案自提出以來，已數年有餘，因為資金、土地劃撥等問題，其重建
計劃一直延宕至今。況且，對於整體性的重建計劃本身，並不是所有
人都贊同。一種意見就認為，為了尊重歷史和原貌，應該盡可能在原
址的基礎上進行保護和修繕工作。

平南：雜草叢中的殘石壁

抗戰時期的國民革命軍第六十四軍，是一支名副其實的廣東軍。這
支由廣東人組成的粵軍，雖然並非國民政府的中央嫡系，但是驍勇善
戰，參加過著名的武漢會戰，曾在粵北、廣西，與日軍激戰。
在廣西平南，1944年，六十四軍一五五師三個連的官兵在此地與日

軍激戰，百餘人陣亡。日軍撤退之後，深受感動的當地村民，自掏腰
包，用民間的方式，為犧牲的中國軍人修建了墳墓，並立碑記錄其
事。當地村民直至今日，都稱這一軍人墓葬為「百骨塚」。「文革」的
十年浩劫時期，這一墓葬被嚴重破壞，墓葬的主體建築被徹底夷為平
地，陣亡官兵遺骸屍骨無存。石碑也被損壞，顯得殘缺不全。改革開
放之後，國家走入正軌，當地村民開始自發保護這一處墓葬區。而隨
㠥社會民間對抗戰史了解程度的深入和細緻，對參加過抗戰的中國軍
隊老戰士的尊敬愛戴的加深，平南的這一六十四軍墓地，也成為內地
民間人士瞻仰和追思的地方。今年的六月，在民間志願者的幫助下，
六十四軍的老戰士們來到了平南，向當年已然長眠的同袍致敬獻哀，
說出數十年的滄桑之感。
如今，這處紀念碑依舊在草木之中，無人理會，無人問津，孤寂地

「享受」㠥大自然的和平。偶爾到此的瞻仰人士，為平日幽靜的安靈之
地，帶來了些許時代的傳承和生機。在紀念碑的殘垣斷壁之上，依稀
能夠看到下列文字：
「竊日寇東來入桂於國曆三三年九廿，進度狼疾，旬越數縣。中秋

前日，國軍始到，戰於此。一團寡師猛擊眾寇、斃敵人馬數十，首挫
敵鋒。而縣鄉衛隊，迭次擊敵於安樂路之牛路嶺良竹村、月三橋及平
塘社垌一帶。雖未克即退敵，尚能折銳進；蹉跎逾月。計上數役，戰
死軍民我敵總以百數，戰後慘狀，三骨披場。同人等哀悼忠魂，舉行
義葬，為之建碑立塚，以慰英靈。俾記典中秋，彰忠節以崇國體，是
為引。」

紀念碑，
遊走在歷史的輪迴中

■六十四軍老戰士在志願者幫助下，於平南

公墓碑前憑弔。

■廣州新一軍紀功亭為集貿市場所包圍，且

建築本身已破敗老舊。

■廣州新一軍公墓

早已成為文物保護

單位，但是卻前途

堪憂。

■深圳大鵬村山林

之中，矗立㠥旅美

華僑出資修建的抗

戰陣亡烈士紀念

碑。

■川軍士兵

抗戰雕像。

■修建抗戰紀念碑時，官方要求路過紀念碑的民眾行

禮致敬，並立碑提示。

■廣西平南粵軍

（六十四軍）墓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