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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回 沙洲、夏愨與九七  米字旗的三度降下 

1937 年，日軍侵華戰爭全面爆發，上海、南京、武漢等

大城市在一年多的時間內相繼失陷。38 年 10 月 12 日凌晨

日軍登陸大亞灣，21 日佔領廣州。40 年 7 月，日軍確定南

進，侵佔香港、馬來亞及菲律賓等地。 

1941 年 6 月港督羅富國退休；7 月莫德庇少將任英三軍

司令；9 月 10 日楊慕琦就任港督，12 月 8 日，日軍開始進

攻香港，數小時後，新任輔政司詹遜宣誓就職。13 日凌晨，英軍撤回香港島，新界及九龍失

陷。12 月 18 日，日軍於晚上登陸北角至筲箕灣一帶。25 日港督楊慕琦到達九龍半島酒店日

軍司令部正式向日軍無條件投降，英國旗降下，香港進入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日子。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早在前一天，英國已令其駐華大使館

通知國民黨政府：英海軍將重佔香港，並密令英太平洋艦隊速往香港受降。雖然國民黨政府

曾加反對，但因為忙於其他地區特別是一些大城市的接收，加上美國亦同意英國接收的安排，

在美國的壓力下，國民黨政府終於同意英國代表可在中、英兩國政府的授權下，在香港接受

日軍投降。原在赤柱集中營的輔政司詹遜於 19 日離開集中營，宣佈成立臨時政府。8 月 28

日詹遜於 ZBW 電台向港人宣佈，自己是目前英政府駐港的首席代表，並在中環成立辦事處。

8 月 29 日，英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夏愨少將 (Admiral Cecil Halliday Jepson Harcourt)率領

特遣艦隊抵港，30 日接收香港。夏愨被任命為英駐港三軍總司令及軍政府總督，詹遜為副總

督。9 月 1 日，軍政府正式成立。 

1946 年 5 月 1 日，楊慕琦從瀋陽集中營回到香港宣誓復職，香港恢復民政府。為了表揚夏

愨接收香港的功績，日後就以灣仔新填海區的一條道路命名為夏愨道。 

1941 年 12 月 25 日英軍向日軍投降，英國旗在香港降下。這是英國旗在香港降下的第二

次。1841 年 1 月 25 日，英軍強佔香港島之後，決定再攻打虎門砲台，進犯廣州。2 月 20

日將侵佔香港的英軍全數調走，攻打虎門。因為當時英軍在香港只有這些軍隊，唯有暫時放

棄香港，將島上的英國商民遷往大嶼山西北面的沙洲暫住。英國旗就於該日在香港第一次降

下。由於清朝欽差大臣琦善按兵不動，英軍得以佔領廣州城。到了 3 月 6 日英軍再次回到香

港島。 

英國旗在香港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下，我們沒有

目睹。97 年 7 月 1 日，中國就要恢復對香港行使

主權。生逢其時，躬逢其盛，7 月 1 日凌晨我們會

見證英國旗的第三次降下。百年民族屈辱從此洗

脫。「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除了在 7 月 1 日

那天慶祝之外，找個機會到夏愨道走走，去沙洲看

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