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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斬竹灣烈士碑園  

 1984年9月，當年東江縱隊總司令

曾生先生訪美加後途經香港，到達西

貢，與當年的港九獨立大隊隊員會面，

前往爛泥灣、黃石及北潭坳等戰時據點

憑弔。這群年逾古稀的舊日同袍，撫今

追昔，不勝唏噓。 

 當年這批游擊隊員不少是西貢村

民。地方人仕對他們抗日時期的英勇事

蹟甚為讚賞，他們對國家民族的貢獻更

值得讚揚。因此，地方人仕發起在北潭

涌建立紀念碑，並得到曾生答應為碑題字，有關的撥地申請，圖則設計及籌款興建的工作亦

隨後展開。 

 建碑的籌備工作進行頗為順利，建築費約七十萬元，各區鄉紳、各界社團首腦及海外華

僑均踴躍捐輸，香港政府亦於西貢斬竹灣撥出土地。工程於1988年3月底動工，年底完成。

紀念碑由廣州華南工學院義務設計圖則，並派出設計師來港設計模型。達通建築公司承辦建

碑工程，廈門石雕廠為石料加工及鑲砌。 

 抗日英烈紀念碑座落於西貢斬竹灣西北岸一山崗上，貼鄰大網仔路。紀念碑高二十公尺，

外型及線條十分優美。紀念碑體以步槍為主題，象徵抗日武裝力量；外形成平面梯形，取其

有正方形之穩，以及三角形之巧；碑的正立面及兩側立面均向中心傾斜。背立面則以流暢之

弧線向中心傾斜，使碑體產生一種朝上衝的向心力，故造型有莊重而不笨拙、挺拔而不輕飄。

碑面朝南，遙向三丫口避風塘及滘西洲，前方甚為寬敞。碑園由牌樓、紀念碑、紀念亭、石

碑等組成。牌樓全部用石料鑲砌，前面有一對石獅。紀念碑矗立於石砌平台上，半圓形之石

欄圍繞左右及後方，石欄由十三對用火炬圖案構成的石雕欄杆組合，欄上平均擺放十四隻體

態不同的小石獅。紀念碑兩旁分別豎立三塊石碑，碑上記述有關事蹟和捐款人芳名，其中一

塊上刻「忠勇誠愛」四個大字，乃仿一面由英軍代表李芝上將贈予香港新界西貢民眾之旗幟

而造。此外另有一個牌坊及紀念亭，形成一個和諧的組合。牌坊上的石刻塑有「烈士碑園」

字樣，顯得莊嚴肅穆。紀念碑正立面，鑲一塊青石碑，上刻有碑文，紀錄了三年零八個月，

抗擊日軍侵略的事蹟。紀念碑下面，是一個以碎大理石鋪面的半月形平台，周邊的花槽植有

各色花草、紅棉、青松、翠柏等。                                 

 抗日英烈紀念碑於1988年3月29日動工，1989年1月23日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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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文如下： 

溯自日本法西斯主義者悍然侵華，我大好河山，淪亡泰半，民族災難，至巨且深，北望中原， 

橫流泗涕。侵略者貪得無厭，發動太平洋戰爭，香港同胞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凡我炎黃子孫， 

不論生於斯土，或歸從南洋諸島，四海五洲，憤起禦侮，與同盟國家及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

併肩作戰，港九遊擊大隊成立矣。三年八閱月之艱辛歲月中，遊擊戰士活躍在崇山峻嶺，海

港河灣，出沒於田疇村舍，郊野叢林，與人民群眾血肉相連，如魚得水，肅匪鋤奸，克敵制

勝，營救文化精英，支援盟軍作戰，豐功偉績，舉世稱頌。西貢地理險要，南連九龍城畿，

北通大鵬灣畔，大隊部長期駐紮，主力所在，戰鬥頻繁，犧牲在所難免。抗戰勝利，倏忽四

十餘年，往者已矣，我輩每念往日遊擊戰士與地下工作者，拋頭顱，灑熱血，為國為民，前

赴後繼，獻出生命。據可查考者已有七十人，黃土長埋，默默無聞者，尚不止此數。抗日先

烈以鮮紅熱血譜寫壯烈史詩，皆應銘記表彰，以慰英靈，以昭後世。 

此碑矗立之日，正值中英兩國友好合作，簽署聯合聲明。一九九七年恢復主權。香港和平發

展，穩定繁榮，先烈九泉有知，皆含笑焉。是為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