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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亂世浮生話當年 

日治時期 

1937 年中日戰爭爆發，日軍大舉南下，其時吉澳是一個繁盛漁港兼轉運站，藥物

軍需供應品都由此水路運入華南戰區，榮和棧專售火水代理亞細亞，而德記則代理美

孚，生意奇佳。因流動人口增加，島上出現了賭檔等消費場所、煙格幾間、武館數間，

為各地前來的商人、船員提供服務，街上熙來攘往，一片繁華景象。另外，島上村民

暗中接濟抗日游擊隊，偷運軍火及軍需品，通風報訊，打擊日軍，為抗日戰爭盡一分

力量。 

1941 年香港淪淊，吉澳商業停頓，民生困苦，居民倚靠配米（每日六兩四），配麵粉，最後配黃豆維生。村

民自種粟，磨成粉加蕃薯作主糧，稱為「珍珠粉煮螺鉸」，最悽慘時吃樹根、樹皮、海草、米糠。 

岸上居民由於材料短缺，連基本靠以維生的「棟仔」捕魚，亦因無禾桿篾料做繩纜而告停頓，大多數家庭都

窮困，少數人慬得做生意，手上有本錢的就遠赴龍崗、橫崗一帶購買米糧，轉運回吉澳出售，但路途危險，時

有遭遇攔途搶劫或被迫繳買路錢。 

水上漁民，仍有出海捕魚，供應社會各階層需要，漁獲可到鹽田出售換糧食，但一樣受到日本軍國主義迫害，

有些被迫賣兒賣女，流離失所、家破人亡到處可見。 

由於吉澳位置偏僻，又處於中港兩地之間，日本人截斷了中港陸路交通後，吉澳頓然變成了一個特殊的中轉

站。石運珍、石福隆等漁民，對日軍的暴行非常仇恨，冒著生命危險及家人的安危，掩護聞名港澳的東江游擊

隊，護送游擊隊安全轉移、運送軍火、當交通情報員等，對幫助游擊隊於大鵬灣一帶活動，作出了很大的貢獻。 

香港淪陷時期，日軍駐守沙頭角及鹽田，日軍曾派一支偽軍（漢人日兵）進駐島上。有一晚被游擊隊襲擊，

打死一名偽軍郭洪（譯名），一名游擊隊員張立清（譯名）亦犧牲。日軍追究，村長張文挺身而出，以其機智與

外交談判經驗，為村民脫罪，保護村民的安危，日軍終於妥協，從此日軍沒有派兵駐島。 

當時島上各路人馬雲集，有國民黨正規軍，吳排長的部隊，帶備機槍火藥到吉澳棲身，另有姓蕭的雜牌軍，

亦有一些避難逃兵組成的草莽英雄，正是兵荒馬亂，龍蛇混集。當

時有村民鍾洪有善於斡旋，出面招待，為各部隊妥作安排，因而幸

保吉澳島村民不被搶掠；這些武裝人員中，有些人為了生活，就徵

用吉澳漁船，駛出公海，搶劫來往船隻及附近地區，在槍炮的指嚇

下無不就範，卻因此被人誤會吉澳島的人作賊。吉澳村民蒙受不白

之冤。到現在，仍有人稱吉澳為「賊佬島」，正來源於此。 

鍾洪有八面玲瓏之交際手腕形成一定影響力，他的傳聞傳到沙頭

角日軍營，派兵到吉澳圍捕，將他解往沙頭角日軍營審問，而其父鍾九亦被捉拿，嚴刑拷問，迫使他講出槍枝

下落，後來，在日軍灌水迫供下，鍾九說出鍾洪有把槍枝藏於天后宮花公花母神像後面，日軍尋獲槍枝後才放

鍾九，當時村長張文及有關人士教路，用盡辦法擔保，結果鍾洪有不單無罪獲釋，且做了日軍密探，准許配槍

巡視，維持吉澳治安。張文村長在日治時代，確保了村民安危，多次和日本軍方交涉，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出色

村長。而鍾洪有在亂世之中，維護了村中治安，協助島上居民法安然渡過艱苦歲月。日軍戢敗投降，鍾洪有接

收日軍槍，轉運到各部隊應用，被稱為亂世英雄。 

不幸吉澳也曾在日本統治時代，有幾個村民在槍炮的指嚇之下被卓紹基（譯音）捉拿，處以極刑慘死。當中

受害者有個只得十五歲，因抵不住饑餓偷了幾塊餅乾而已，這是吉澳日治時代之遺憾。 

事實上，吉澳村民在戰時確有參加游擊隊，偽軍被襲事件亦與林姓等 

抗戰歌 
中國不會亡，中國不會亡，八百戰士守

四行。四方都是豺狼，寧願死不退讓，寧

願死不投降。我們國旗在重圍中飄蕩，八

百壯士一條心，數萬強敵不可擋。我們的

行動偉烈，我們的氣節豪壯，快快趕上戰

場，拿八百壯士做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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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關。和平後，部份知識青年參加護鄉團，解放之後，仍有羅、林、周、邱、李等姓村民留在中國大陸。 

長者話當年 

張文----出色的村長 

張文先生 1941 年出任本村村長，不久香港淪陷。沒有當上村長前，他曾到挪魯工作，學慬

一些英語和日語，善於交際。日軍來到吉澳村時，他的日語便能派上用場，再加上他款待　

殷勤，令村民得以避過大難。 

一次游擊隊襲擊日軍，造成傷亡，於是日軍就捉拿本村村民到赤角頭晒日頭問話，張文挺

身維護，並向日軍說：「我張文人頭擔保，這件事不是吉澳村民做，如果查出是吉澳人做，先

殺我張文」。後村民得以釋放。 

張村長在 1948 年再度往挪魯謀生，至 1961 年回鄉，於 1965 年病逝，下葬吉澳墓地，後人作詩懷念。 

巫觀嬌----行醫濟世 

巫觀嬌女士現年九十四歲，現居蘇格蘭，對山草藥有認識。十二歲坐花轎過門嫁給唐來發。 

巫觀嬌女士大約三十來歲便替人診病，日治時代，生活環境差，醫療更缺乏，全靠她診症開

方救病人。船上居民有病都難負擔向外求醫，而吉澳島上又欠缺醫生，巫觀嬌女士便坐舢舨上

船診治，村民習慣以紅封包診金作酬勞，若遇到窮苦人家，巫女士只收紅封，不收診金，她具

有一顆濟世為懷的善心。 

巫女士診病方式通常是檢查手掌、打脈、觀察面色、眼神等。診後配山草藥煎服，或以樹根、樹籐煲水沖涼，

焗一身汗。村民大人小孩有病，都向她求診，救了無數人命。她五十四歲那年，隨家人去荷蘭團聚，七年後定

居英國。當年的鄉親父老就經常對孩子們說：「你們長大後，一定要記得這位先生娘（醫師）」。時至今日，中年

以上的吉澳人，都仍深深掛念她。 

唐嘉賓----轉戰沙場 

唐嘉賓先生現年 75 歲，中日戰爭爆發，經濟低迷，唐出身貧窮，叔伯兄弟多，家徒四壁，吉澳島上找不到工

作。1940 年端午節時，跟隨羅歐峰坐船到溪涌上岸，目的地是到平山參加游擊隊，那年他十四歲，出發前連什

麼是游擊隊也不知道，總之參加之後有飯吃便是。 

到達目的地之後便加入周伯明部下小鬼隊，出擊日本敵軍，也曾見過日本飛機轟炸香港。某日，一眾小鬼隊

遇到國民黨圍剿被捕，唐因年輕又識字，連長沒有把他處以極刑，反而派他當雜務，後升會計及文書工作。日

軍投降之後，中國北方軍閥割據，國民軍誓師北伐，唐因思念家人，行軍至汕頭時偷偷離隊，經一位佘姓戰友

指引，偷上返港的「海皇號」輪船，僥倖逃過查票員，終於返回香港。輪船在尖沙咀泊岸，當時岸上很多穿軍

服的年輕軍人，唐混在他們當中順利過關。 

離家幾年已經長大，又操得一口北方話，回到吉澳，許多人都不認得他了。吉澳在戰爭後依然經濟蕭條，身

上帶回國民政府發出的軍票又不能應用，後來，經馬尾下交通站站長曾其聰（譯音）介紹，到梧桐山護鄉團當

兵，除出擊外，也當文化教員、班長，教導團中士兵識字。 
大小戰役中，唐多次被敵人重重圍困、又多次凱旋而歸，更親眼目睹戰友或敵人陣亡、自殺，自己亦曾受傷入

院，槍林彈雨之下生存下來。唐由新兵升至排長，雖然有過功蹟，但可惜的是中國人打中國人，戰事令人生厭。

1949 年解放，唐偷離部隊卻被羅歐峰捕住，送進監牢幾個月後才獲釋，現居荷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