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坐言集之西灣炮台 

西灣炮台 

鯉魚門地處維利亞港的東面入口，為

香港海防的一處戰略重地。英國軍方遂

於這一帶設立一系列的軍事設施，包括

鯉魚門兵營、鯉魚門碉堡及西灣炮台等

等。 

西灣炮台建於 1898 年，原先配置兩

門六英吋的大炮。1906 年，炮台的配

備認為超越實際所需，兩門大炮遂被撤

走，西灣炮台一度空置。1920 年代中

期，炮台改作防空用途，配備兩門三英

吋高射炮；香港義勇軍第五炮兵連曾駐守，抵抗日軍。 

1941 年 12 月 18 日晚，日軍登陸香港島，由田中良三郎大佐指揮的第二大隊第六中隊於

登岸後迅速分為兩隊，分別向鯉魚門兵營及西灣炮台進發。在登岸後短短三十分鐘，日軍一

小隊已抵達西灣炮台，在守軍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發動攻擊，結果有六名炮兵被殺，二十人被

俘，三十人僥倖逃脫。翌日，日軍繼續奪取西灣炮台下方、位於柴灣道原屬慈幼會的一處戰

地急救站，不少守軍俘虜以至救護人員先後遇害。1941 年 12 月 25 日，負隅頑抗的守軍經

過了十八天的戰鬥後，在港督楊慕琦宣佈無條件投降後棄械，香港隨即進入了三年零八個月

的日佔時期。 

二次大戰後，西灣炮台仍然用作軍事防衛，駐港英軍曾裝配了四門三點七英寸口徑的高射

炮，當中兩門安裝在原來三英寸高射炮的炮床上，另兩門則安裝於東南面的新建炮台中。直

至 1987 年，最後一批軍人撤離鯉魚門軍營，包括西灣炮台在內的整個軍事遺址，交予香港

府發展作休憩用途，炮台範圍己交由鯉魚門公園管理。西灣炮台完成歷史使命，交由香港政

府管理。西灣炮台雖然歷風霜，炮台內的高射炮床依然清晰可見，兵營牆身的射擊口及仍保

存原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