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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參加救國工作我之所以參加救國工作，，不惜犧牲自己生命不惜犧牲自己生命，，為為
的是盡自己之天職的是盡自己之天職，，盡其能力貢獻於民族解放之事業盡其能力貢獻於民族解放之事業
而已而已。。我相信你們是了解的我相信你們是了解的，，國家亡了國家亡了，，我們就要做我們就要做
人家的奴隸了人家的奴隸了。」。」 ——回國抗戰的著名瓊籍華僑符克回國抗戰的著名瓊籍華僑符克

侵華日軍1939年2月10日凌晨在位於海南島瓊山的天尾港登陸。短短半個月，日軍的鐵蹄就踏遍了海南島13個主要城鎮

及各戰略要地。6年多的淪陷，海南兩成人口計40餘萬人倒在了日軍的鐵蹄下，美麗的瓊島生靈塗炭。在這民族存亡的危難

時刻，武器裝備落後的「瓊崖縱隊」帶領海南人民浴血奮戰，在孤島上譜寫了一曲壯麗的英雄讚歌。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玫、安莉、黃常疆海南報道

■■獨立總隊第三大隊在戰鬥中追獨立總隊第三大隊在戰鬥中追
擊日軍擊日軍。。 本報海南傳真本報海南傳真

■瓊崖紅軍雲龍
改編舊址。

記者安莉攝

■■瓊崖縱隊老瓊崖縱隊老
兵張運福兵張運福。。
本報海南傳真本報海南傳真

■■符克符克（（左左））帶領瓊僑返鄉時乘帶領瓊僑返鄉時乘
船離開越南船離開越南。。 本報海南傳真本報海南傳真

■1942年為海
南抗戰募捐的
瓊籍華僑。
本報海南傳真

■■三亞田獨萬人坑死難礦三亞田獨萬人坑死難礦
工紀念碑工紀念碑。。記者黃常疆記者黃常疆攝攝

■■領導海南人民堅持領導海南人民堅持
鬥爭的馮白駒鬥爭的馮白駒((中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據史料記載，1939年1月13日，日本的御前會議
做出侵佔瓊島決定。1939年農曆臘月二十二日

凌晨，由日本海軍第五艦隊司令近藤信竹和陸軍第
21軍司令安藤利吉指揮的「台灣混成旅團」數千
人，在30餘艘艦艇護衛和50餘架飛機的掩護下入侵
海南島，從天尾村旁約兩公里長的海岸強行登陸，在
攻佔海口、府城後，又佔領三亞、榆林港。

粉碎掃蕩 建多個根據地
由於海南島上的主力部隊都被調往廣州支援抗
戰，直到1939年2月，海南島上的兵力僅有國民黨
的一個保安團，及「雲龍改編」後由共產黨員馮白駒
領導的瓊崖縱隊，整體兵力薄弱。
海南省委黨史研究室宣教處處長程小斌向記者介
紹，「雲龍改編」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瓊崖的勝
利。1938年12月5日，海南各地紅軍游擊隊集中在
瓊山縣雲龍墟舉行改編暨抗日誓師大會，改編後的部
隊番號為「廣東民眾抗日自衛團第十四區獨立隊」，
隊長馮白駒，建制3個中隊300多人。中共領導的海
南革命武裝鬥爭從1927年起至1950年5月1日全海

南解放，創造了中國現代革命史上的奇跡，聶榮臻元
帥曾為「瓊崖縱隊」題寫「孤島奮戰，艱苦卓絕，二
十三年紅旗不倒」。「雲龍改編舊址」已列入國務院
公佈的第一批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名錄。
現居廣東廣州的開國中將莊田之子莊祝勝表示，

父親1940年被組織派到海南，任瓊崖抗日獨立總隊
副總隊長、中共瓊崖特委委員，把紅軍和八路軍的政
治工作經驗帶到了瓊崖，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雲
龍改編」之後，在日軍侵略海南、進行海上封鎖的艱
難情況下，馮白駒領導弱小的瓊崖縱隊多次粉碎了日
軍的蠶食和掃蕩，建立了瓊文、美合、六青山、白沙
等多個敵後抗日根據地。

團結農村力量 包圍城市
1941年參加瓊崖抗日游擊隊獨立總隊的莊迪流，

今年已近90歲高齡，他告訴記者，日軍侵佔海南島
後，14歲的他就加入瓊崖縱隊做了一名傳令兵，後
又任瓊崖縱隊司令部電台報務長、中共瓊崖北區地委
電台台長等職。莊迪流已記不清自己參加過多少次戰
鬥，只記得每一次都很激烈。有一次在澄邁縣金江鎮
附近伏擊一輛日軍汽車時，戰士們與端着刺刀殺過來
的日軍展開了肉搏戰，殲滅日軍25人。回憶艱苦的
戰爭歲月，最讓他懷念的就是那些一起出生入死的兄
弟。家住文昌東路鎮的張運福，15歲就進瓊崖縱隊
當了一名傳令兵和警衛員，在戰爭中表現得機智勇
敢，當年的抗日歲月已成了他難忘的珍貴回憶。
91歲高齡的文昌「抗日兒童團」團長鄭浩說，參

加抗戰那年他才15歲，一直在文昌地區廣泛宣傳發
動群眾抗日，打探敵情、運送糧食，阻撓日軍對抗日
根據地的進攻。他表示，日軍侵略海南是形式上佔領
城市，廣大農村則是瓊崖縱隊團結領導下的抗日力
量，呈現「農村包圍城市」的局面，正如馮白駒將軍
所言為「山不藏人，人藏人」。
程小斌認為，海南抗戰不但阻礙了日軍將海南作

為西進廣西的航空基地的計劃，還使日軍無法實現將
海南作為日軍南進太平洋建永不沉沒的航母基地的圖
謀。同時干擾、打亂了日軍通過掠奪海南島的熱帶及
礦產資源「以戰養戰」的企圖。

在滇緬公路進行運輸服務的南橋機工
隊伍中，瓊籍南僑機工佔將近三分之
一，有400多名犧牲在滇緬路上。97歲
的吳惠民老人，是目前尚健在的兩名瓊
籍南僑機工之一，他表示抗戰時期和戰
友們一起出生入死的經歷是他一生中最
難忘的記憶。時間已經流逝了70年，吳
惠民依然記得自己22歲時唱着歌曲《再
會吧，南洋！》從新加坡坐輪船回國抗
日的情景。
1939年日軍侵佔海南島後，在「南洋
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和僑領陳嘉庚
先生號召下，先後有3,193名南洋華僑青
年組成「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
分九批回到祖國，他們在滇緬公路這條

抗戰生命補給線上搶運抗戰物資與兵
員，組裝與維護車輛，為中國人民抗日
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吳惠民老
人回憶，當時經越南抵雲南昆明後，自
己被分配到西南運輸站，除了為抗日前
線的戰士們運送軍火和藥品，機工們還
要負責修理被炸壞的汽車。在運輸途
中，很多司機被日軍的飛機扔炸彈炸
死。另外，由於滇西到緬北一帶的山
中有瘴氣和毒蚊，許多機工被毒蚊叮
咬患上瘧疾後死去。
目前，反映南橋機工回國抗日

歷史的《喋血滇緬——海南南僑
機工滇緬抗日紀念文集》一書，
已由中國華僑出版社出版發行。

1937年「九·一八」事變後，廣大海外僑胞
義憤填膺，強烈抗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
徑，竭盡全力支援祖國的抗戰，程小斌處長表
示，廣東、海南的抗戰特色之一就是有華僑支
持。

華僑分批回瓊參戰
1939年1月，瓊崖華僑全體代表大會在香港

舉行，宣佈成立瓊崖華僑聯合總會，並決定組
織回鄉服務團，回家鄉參加抗日。1939年夏
天，由新加坡、泰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252
名華僑、港澳同胞組成的「瓊崖華僑回鄉服務
團」在符克、符思之、陳琴等率領下，分期分
批渡海返瓊，與全島軍民並肩作戰。宋慶齡對
此稱讚道：此不獨瓊州官兵之幸，抑亦瓊州抗
戰之幸也！
瓊僑回鄉服務團海口團團長符克的女兒符曼

芳對父親充滿了仰慕之情，她滿含熱淚地向記
者講述了那些往事。符克是海南文昌籍華僑，
1938年受命到越南發起當地華僑抗日，成立了
瓊崖華僑回鄉服務團。1939年符克帶領服務團
42名瓊籍華僑及華僑捐贈的財物從香港返回海
南參加抗戰。符曼芳回憶，在即將乘船離開越
南回國的船邊，父親指着大船告訴她，要帶她
去看大海。1940年8月，符克被國民黨頑固派

秘密殺害，犧牲時年僅25歲。當時幼小的符曼
芳才4歲，之後符克的妻子和母親就帶着符曼
芳在家鄉文昌繼續支持抗戰，做「堡壘戶」，
挖地道，傳遞情報等等。
程小斌告訴記者，當時黨中央給海南的指示

就是一定要爭取建設成為900萬南洋人民支持
的根據地，爭取南洋華僑的支持。瓊崖
特委一直把爭取華僑作為統戰工作的一
項重要內容，馮白駒多次致函海外僑
胞，報告瓊崖抗戰情況並請求援助，海
外華僑成立了「援馮委員會」、「華僑
聯合總會服務團」等，為海南抗戰捐助
錢物、藥品、醫療器械等。

在三亞市吉陽鎮田獨村附近的水庫旁，立於1958
年的灰黑色田獨萬人坑墓碑，彷彿在向人們訴說着那
不堪回首的往事，年已耄耋的符阿公說，曾被日軍殺
害的萬餘礦工屍體就埋在碑下。
符阿公回憶，1958年時村裡打算挖個水庫用於農
業灌溉，但是鐵鍬還沒挖幾下，就鏟出一堆白骨，陰
森的人骨和熟悉的衣物讓村民當場辨認出就是當年被
日軍抓去做勞工後失蹤的親朋。據統計，從1939年
至1945年，在掠奪田獨鐵礦期間，日軍先後抓來2.5
萬人充當勞工，其中甚至還包括台灣、香港同胞以及
朝鮮人和盟軍戰俘中的印度人。勞工們受盡折磨，死
去的近萬名。

在港騙招女學生充當慰安婦
像田獨這樣的「萬人坑」在海南不止一個。為了
在昌江石碌開採礦山，日軍從上海、香港、廣州、澳
門、台灣及海南島強徵了幾萬名勞工，同時日軍還將
上千名英國、印度、加拿大的戰俘也投入勞役。日本
人在修建八所港時所徵用的2萬名勞工，大部分被殺

死。至1945年8月日
本投降時，八所港的
勞工僅剩下2,000人。
大部分死去的勞工都
是在距港口不遠的地
方草草挖個坑蓋上薄
沙了事，久之形成了
「萬人坑」。
日軍還以「戰地後

勤服務隊」名義在海南建慰安所。1942年春，日軍
方通過香港「合記公司」招募赴海南當護士、義務人
員為名，先後在廣州、香港等地騙招300多名青年婦
女，送至昌江縣石碌礦山日軍慰安所，這些女性最小
17歲，最大20多歲，大部分是大學生和中學生。
1941年1月，20餘名朝鮮、菲律賓婦女隨軍調至

海南島海口市日軍司令部附近的長官慰安所充當慰安
婦。1942年2月，駐樂東縣日軍某部徵集勞工時派兵
包圍搜索各村莊，將一批婦女強行抓入日軍營地充當
「後勤服務隊」，實則充當慰安婦。

■■瓊崖縱隊女戰士瓊崖縱隊女戰士。。 本報海南傳真本報海南傳真

勞工埋骨萬人坑 婦女魂斷慰安所

裝備落後艱苦鬥爭裝備落後艱苦鬥爭 阻日軍建基地奪資源阻日軍建基地奪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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