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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曾出現過一種思潮，即亞洲主義，有時又稱之為
大亞洲主義。就字面理解而言，亞洲主義乃是實現亞洲民族的聯合，對
抗歐美列強的一種意識形態。不過，在事實層面上，亞洲主義蘊含着另
一套話語：以日本為領導核心的亞洲秩序。
因此，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日本出現亞洲主義的同時，廣為人

知的，還包括「脫亞論」。其實二者並不矛盾，而應結合考慮。脫亞入
歐，表現的是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要與歐美列強在國際政治舞台中一較
高下，分享殖民侵略的好處和成果。對日本而言，殖民、侵略和擴張的
對象，首先就是鄰近的亞洲國家。因而，為了使得自己的侵略行為合法
化，亞洲主義便成為了一種最為實用和方便的意識形態。故而，在日本
的對外擴張中，幾乎均以亞洲主義、反對白種人殖民、亞洲民族解放等
一些口號作為消解各國人民對日本進行反抗意志的工具。從朝鮮半島、
中國東北、香港，甚至遠及東南亞，日本軍隊的鐵蹄每到一處，都以這
樣的口號麻痺民眾。以香港為例，這樣的宣傳尤為明顯。由於日本佔領
之前，香港乃由英國進行殖民統治，故而日本佔領香港之後，以擊敗白
種人的英國為主題，進行大力宣傳。今次展覽中，亦有這樣的展品。
無論是脫亞入歐，還是亞洲主義，矯揉造作的辭藻難以掩飾日本侵略

軍侵略的事實和殺戮平民的暴行，也難以掩蓋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擴張的
本質和野心。

在抗戰之中，廣東軍民作出的貢獻非常之巨
大。很多戰役也極為慘烈，成為了整個中國抗戰
史中非常值得深入探討、研究以及緬懷紀念的歷
史事件。
傳統上，深圳一直被視為是新開發城市，而找
尋其歷史遺跡，有諸多困難。但在近些年各界人
士的不懈努力之下，越來越多的抗戰歷史和遺跡
被發掘。1938年11月，為了形成對整個廣東地區
的佔領，日本開始了大鵬灣登陸戰鬥，中國軍隊
相應進行了反登陸阻擊戰。經過慘烈的廝殺之
後，大批中國軍人壯烈殉國，大鵬灣失守。為了
紀念這一次戰鬥，旅居美國的華僑捐資修建了紀
念碑，矗立在今日的深圳大鵬，以為後來者追悼
先烈。
抗戰期間，廣東子弟也踴躍參軍，奮勇於前線
保家衛國，轉戰全國各地。抗戰開始之後，廣東
被劃為第四戰區，守備職責主要由國民革命軍第
四路軍承擔。1938年10月，日軍進攻增城，四路
軍官兵奮起抵抗，守衛增城縣城的，是186師；獨
立第二十旅、獨立第二十團守衛正果。廣增之

戰，在整個廣州會戰中，其慘烈程度，相當之
高。今次來港的展品中，便有正果戰役中，四路
軍將士使用過的軍械用品。
不僅在廣東，在全國其他地方，廣東子弟亦發
揚一往無前的抗敵精神。在廣西平南，1944年，
由廣東子弟組成的國民革命軍六十四軍一五五師
奮勇阻擊日軍，當地民眾感念將士英武，特建紀
念碑表示緬懷。而國民革命軍六十六軍更是參加
了聞名中外的淞滬抗戰。擔任160師少將參謀長的
司徒非，更在南京保衛戰中，殉國成仁。

「戮力同心──粵港抗戰文物展」，今次在位於筲箕灣的香港海
防博物館展開。展覽着重表現了粵港兩地的軍民以及國際盟邦在抗
戰中相互支援、抗擊日寇的英勇壯舉。在香港本地歷史以及國家的
發展史中，抗戰是共同的記憶和歷史經歷，也是體現血濃於水的民
族情、同胞愛的最佳歷史見證。今次展覽引起了極大迴響，也以回
溯歷史的方式，為市民帶來了認識香港、了解國家的一個機會。

敘歷史：珍貴文圖實物盡呈現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中國經歷八年艱苦的抗戰，取得了最後

勝利。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香港海防博物館由即日開始
直至11月4日舉行「戮力同心──粵港抗戰文物展」，展出珍貴文
物和歷史圖片，讓市民認識粵港兩地人民抗戰的經過和貢獻。
展覽開幕禮在日前已經舉行，出席開幕禮的主禮嘉賓包括廣州市

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副局長趙冀韜博士、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館長
楊琪博士、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李美
嫦和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黃秀蘭。開幕禮中，許曉暉致辭時表
示，廣東與香港向來唇齒相依，在八年抗日戰爭中，兩地人民一心
一德，為抵禦外敵，作出不少貢獻，如為前線戰場提供物資和支援，兩
地亦先後擔當抗日宣傳陣地的角色。同時，許曉暉也希望透過是次展出
的珍貴文物和歷史照片，讓參觀者了解粵港人民如何在戰火中攜手抗
敵，讓青年人體會祖父輩保家衛國的高尚情操，珍惜得來不易的和平。
今次展覽，乃是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和廣州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聯

合主辦，香港海防博物館和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聯合籌劃，展出逾六十
組粵港抗戰文物和歷史照片，包括地圖、宣言、書信、抗戰宣傳刊物，
以至在日本佔領香港時期發行的軍票、簽發的住民證等。這些珍貴的文
圖實物，構成了一幅幅具有滄桑感的歷史圖景，從而為展覽點綴出濃厚
的民族解放的氛圍。而香港海防博物館亦在展覽期間，安排一系列教育
和配套活動，包括公眾講座、親子活動、攤位遊戲、手工藝工作坊和影
片欣賞，增加市民參觀展覽的趣味。

青年人：銘記歷史才可前行
資料顯示，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佔領中國東北三省；至

1937年，日本藉「七七事變」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國正式掀起全面抗
戰的序幕。日軍其後攻佔華中地區的上海、武漢等地，並向南方推進，
廣州和香港兩地最終先後淪陷。
展覽主辦方介紹，彼時國難當前，粵港兩地社會各界人士紛紛組織起

來，投入支援抗戰的隊伍。除以募捐籌款、捐助物資等方式為長期抗戰
提供醫療物資、糧食等救濟品外，他們更透過與游擊隊合作，突襲日軍
據點、營救被俘虜的盟軍士兵，協助盟軍探取淪陷區內日軍情報等，為
抗戰作出貢獻。至一九四五年，中國開始全面反攻，逐步扭轉劣勢，並
取得最後勝利。
對於抗戰與香港史的關係，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亦在其網誌中表

示，1941年12月8日，日本對香港發動進攻，香港經歷十八天頑強抵抗
後淪陷。老一輩市民都知道日軍侵佔下「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展覽

也會介紹當時香港生活的一些片段和情景：金融活動陷於停頓，軍票定
為法定貨幣，強迫兌換，又一再濫發導致不斷貶值，形同廢紙，通貨膨
脹，社會經濟一片蕭條；更出現糧食短缺，飢民搶食。通過事實的展
示，讓和平年代長大的市民知道以史為鑑，警惕軍國主義和戰爭的禍
害。
展覽現場接受記者採訪的青年學生表示，今次展覽是一個難得的機
會，用以了解抗戰的過程中，香港與內地甚至全國軍民戮力同心抗擊侵
略者的歷史，香港市民，尤其是青年人，惟有銘記本港和國家的這段苦
難而又光輝的歷史，個人以及社會才能夠堅定前進。

三年零八個月：黑暗的淪陷歲月
抗戰中的香港，經歷了日本佔領的三年零八個月。這段期間，除了面

對無處不在的殺戮之外，香港人遭遇的另一個問題，乃是當時日本佔領
當局對香港市民在經濟上的壓榨和剝削。
今次展覽中，有一部分與日本佔領當局有關的展品，例如日本發出的

差餉繳費通知書、軍票等。尤其是軍票，當時要求香港市民強制兌換，
實則是對香港人財富和資源的一次大規模掠奪。這一行為的後遺症至今
仍然存在，仍舊有不少市民，手持當年的軍票，要求今天的日本政府正
視歷史、賠償損失。而戰爭是民心的動員，也是人力的損耗。當時的日
本，以各種方式，鼓動日本民間的好戰軍國情緒，以此激起民眾參軍侵
華的思想，並為此製作了不少物件。這一做法，實質從甲午戰爭時期便
已開始，可見其軍國政策早已成為了既定已久的國策。
而戰爭爆發之後，香港與中國內地的分界線也隨之消失，成為了不分

彼此的抗日戰場，盟軍、本地軍民、游擊戰士，相互配合協作，寫就忠
勇動人的故事。今次展覽，是一次難得香港歷史的盛宴，撫今追昔，當
年為保衛香港、抗擊日寇而獻出生命和青春的反法西斯戰士，值得每一
個香港市民銘記、緬懷和尊重。

廣東軍民 抗戰貢獻多 「亞洲主義」被用以侵略宣傳

今年恰逢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9月3日的抗戰勝利紀念日或將首次成為香港的假期。在歷史和現實交

匯的特殊時刻，文化展覽所具有的人文內涵和歷史意義，具有不容忽視的作用。戰場的硝煙已然退去，但今

時的生活，實奠基在前人奮鬥的基礎之上，因此，緬懷歷史的最好方式，便是在歷史的陳列中，找尋歷史應

有的地位和價值。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匯

紀念勝利七十載紀念勝利七十載
盡顯當年壯士情盡顯當年壯士情

■日本佔領香港之後的宣傳畫。

■■四路軍將士使用的軍械四路軍將士使用的軍械。。

■廣東為集中學生進行軍事訓練而頒發的紀念章。

■日本佔領當局徵繳差餉而發出的
文件。

■為籌集抗日資金而發行的國防公
債。

■英軍頒授的防衛獎章。

■戰爭結束之後頒發的抗戰
勝利紀念章。

■■19451945年年99月在中環舉行的慶祝抗戰勝利的活動月在中環舉行的慶祝抗戰勝利的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