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
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
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
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
們身上。」抗日老兵陳水粦想起近
年有不少香港年輕人參與反中亂港
活動，不禁想起已故毛澤東主席的
這番話語。陳水粦說，年輕人是國
家的棟樑、柱石，深感香港缺乏愛
國教育，有必要進行教育改革。
回想起不少抗戰時期的孩童都甘

願為家國拋頭顱，陳水粦說：「我
們的愛國初心始於學校，從老師教
我唱愛國歌曲開始，是學校教曉

我愛國、愛港、愛同胞、愛民
族。」但反觀現在的香港，卻缺乏
胸懷宏偉志向的愛國教育，陳水粦
認為現今香港有很多年輕人被誤
導，正是因為這一點。
陳水粦說：「新中國在1949年

成立，標誌着中國人已不再受列強
欺負、脫離災難。隨着中國共產黨
帶領人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
路，已成功讓國家富強、人民脫
貧，從吃不飽到走入小康，造福每
一個中國人。」他認為，香港的下
一代應該看到祖國的可喜變化和成
就，明白「樹有根，水有源」的道
理，培養自己的愛國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
蘭）「如果沒有游擊隊，當時的
香港真的不知道會亂成怎
樣……」日寇 1941 年入侵香
港，原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
縱隊港九大隊民兵、烏蛟騰村兒
童團團長、現年95歲的李漢憶
起當年中國共產黨派遣游擊隊來
港抗日，難掩感激。
香港新界烏蛟騰村在日寇侵佔

香港期間，是東江縱隊港九大隊
的重要據點。

日軍圍村三次 打死三名村長
出生於烏蛟騰村的李漢提起當

年日軍的侵略，仍心有餘悸：
「日本仔打香港時，土匪四出打
家劫舍；而日本仔亦曾圍村三
次，先後打死我們兩名村長後，
再強迫村民選出村長，並再次打
死。」他話鋒一轉：「幸好游擊
隊到來後，組織我們抗日，教育
我們如何對待敵人，當時大家都
十分踴躍參加。」
李漢近日向香港文匯報介紹

道，烏蛟騰村當時有近600人，
超過九成半人都服從游擊隊安排
的抗日工作，當中約有40人加入
了游擊隊，「大家都十分愛國，
包括協助通訊、收集情報，無論
是長者、年輕人、婦女、兒童都
被團結起來參與抗日，萬眾一心
為國效力，當年被人稱為『紅色
村』。」當年李漢年紀尚輕，生性
活潑，於是亦加入了游擊隊的烏
蛟騰村兒童團並擔任團長，負責
組織兒童及婦女學習愛國主義，
包括帶領群眾學唱抗戰歌曲。
「如果沒有共產黨領導下的游

擊隊，香港真的不知道會亂成怎
樣，雖然游擊隊的人數不是很
多，只有數千人，沒有辦法與敵
人正面開戰，但我們卻靠着靈活
頭腦，與敵人一直周旋。」他形
容，「有兒童團從思想上打日本
仔，亦有武裝力量懲治漢奸、特
務，比如有五六個漢奸就在烏蛟
騰村伏法。」
抗戰勝利後，東江縱隊北撤往

山東煙台，李漢則應上級要求，
留在香港打理好烏蛟騰村作為
「紅色根據地」。而接下來的愛

國行動在港英政府的壓迫下亦並
不順利。

中國人一定要團結愛國
李漢積極帶領兒童團到訪不同

鄉村與群眾講述抗日歷史，宣揚
中國人要團結、愛國的理念，
「卻遭到港英政府以『莫須有』
的罪名將我判監9個月。不過，
就算我身在牢獄，一樣堅持抗
議，高呼打倒英國殖民、帝國主
義，高唱『紅軍不怕遠征難，萬
水千山只等閒』。」在他的心
中，中國人一定要團結、愛國，
要有不怕困難和壓迫的氣節。
終於，李漢帶着他熾熱的愛國

心，見證了國家從站起來、到富
起來，再到強起來的壯麗歷史，
而祖國亦從沒有忘記他們這些老
戰士為國家作出的貢獻。凝視着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於
2015年在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頒
發給他的紀念章，李漢深有感觸
地說：「國家視我為退休幹部。
看到今天中國的強大，想到國家
今天的發展，我的心就很高興、
很滿足，很感激黨的領導！」
他感嘆道，自己的人生雖然經

歷起起伏伏，但愛國之心從未有
過絲毫改變，亦無怨無悔。香港
過去幾年亦經歷挫折，這位見證
國家發展歷史的老戰士，亦有話
想對香港的未來說，他希望香港
的年輕人亦能和他一樣，做個有
愛國初心的人。

●東江縱隊老戰友赴西貢抗日英烈紀念碑緬懷英烈。
香港文匯報記者 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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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苦的抗戰歲月已成為歷史，但當年奮戰景象仍歷歷在

目，當年振奮人心的歌曲時常縈繞心間。「九一八，血痕

尚未乾；東三省，山河尚未還。海可枯，石可爛，國恥一

日未雪，國民責任未完……」原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

縱隊港九大隊沙頭角中隊民兵、現年96歲

的陳水粦回想着抗戰經歷，不禁哼起這首自

己學唱的第一首愛國歌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愛國情懷始於校
守護家園未怕過

老兵寄語：
有國才有家，希望下一代明白

「樹有根，水有源」的道理。

1931年日寇侵華，侵佔中國東北地區，抗日戰爭展開。
1938年廣州淪陷，大量同胞走難來港。
同年，父母近親俱亡、本身是農民的陳
水粦居住在鄰近港深邊界的嶺皮村，遇
上了從北方逃難來港的老師。陳水粦
說：「這一年我十二三歲，才第二年讀
書，老師在學校教我唱歌識字，剛才那
一首就是老師教的第一首歌，教曉我
『有國才有家』。」他的愛國情懷始於
學校，源自恩師。
事實上，日寇在侵襲香港前，早已

令陳水粦見識到家破人亡的悲哀。陳
水粦說：「1938年秋收後，有天我突
然在田野聽到深圳傳來戰機的轟炸
聲。翌日，學校旁的沙頭角公路便人
潮不絕，有抱着孩子的、揹着背包
的、扶老攜幼的。當我好奇所為何
事，便有人用客家話喊罵：『日本仔，
炸彈亂處丟，炸死我好多人！炸死我
好多人！』原來是日寇入侵深圳。」
隨後，原本已移居深圳的老村民都

相繼返村，難民則流離失所、沒瓦遮
頭，十分淒涼。他在父母去世後繼承
家業，有兩間屋，於是收留了兩家難
民同胞，這也是他第一次近距離感受
到日軍侵略對普通百姓帶來的傷痛。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寇空襲啟

德機場並同時入侵香港。陳水粦記得
那天他原本提着爛書籃出門上學，走
到村口斜坡時，卻聽到平日村內賣豆
腐的叔叔高喊：「日本仔來了！陰功
了，淒涼了，日本仔來了！」陳水粦
說：「這天，日本仔先以戰機炸毀了我
們村附近的坪輋孔嶺一號橋，繼而在
軍地炸橋，黑煙竄天。到下午，我看
着3隊日本兵路過，沿途擄走了一些
村民幫他們做搬運煮飯的鑊頭。此
後，一些土匪、漢奸不時勾結日本仔
到處搶掠，搶走我們村耕牛、穀米，
嶺皮村就有3間大屋在搶掠後被焚
燒，而一些搶不到東西的土匪，更會
擄人勒索。當時我想着老師曾告訴我
們日本仔侵佔南京、上海的暴行，我

內心瀰漫着愛國情懷。」
因應日寇、土匪肆虐，民不聊生，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
總隊在1942年的冬天來到了嶺皮村
鼓勵村民、組織自衛、宣傳抗日。
「幸好有游擊隊的到來，使土匪不再
出現，使嶺皮村回復安定。記得那時
發生大旱，有很多人餓死。當時我家
經已有一年沒有收成。游擊隊在那時
找到我，教育、鼓勵我開荒，又組織
年輕人幫手插秧，成功助我們村民渡
過難關，令我覺悟到中國人要團結，
於是我主動要求加入游擊隊，參與抗
日。」陳水粦回憶道。
牽小牛掩飾 探日寇動向
加入游擊隊後，陳水粦被安排擔任

地下情報員，負責暗中監察日寇動
向，然後悄悄報告。陳水粦說：「在
捱過大旱後，我買了一頭小牛，以牽
着牠食草為掩飾，四出探聽日寇動
向，比如哪裏有多少日本仔出入、哪
輛車上有多少日本仔。」這一年游擊
隊根據他所上報的相關情報，進行了4
次截殺日寇行動，其中兩次成功。

獻情報建功 擊斃「殺人王」
次年，陳水粦的情報更助部隊截殺

一名日寇頭目。他說：「1944年3月插
秧後，我在軍地站崗時，看到了200
米前方有一人衣着光鮮，明顯異於農
民，不似本地人，懷疑他是日寇喬
裝，於是我加快腳步緊跟其後，記錄
他的行蹤，並經部隊的交通仔（傳令
兵）上報沙頭角中隊武工隊隊長曾發，
使部隊加緊戒備。幾天後，部隊確認
此人竟是有『殺人王』之稱的上水日本
憲兵隊隊長小貞，成功將他擊斃。」
被問到當時曾否害怕會有生命危

險，陳水粦的回答讓大家知道了什麼
樣的人和精神才能夠守護家園：「我
有很多同學都在參與抗日時犧牲了，
就我所知已有6位同學。我們已立志
『為家國，能斷頭』，從未怕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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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游擊隊救港
盼港青有愛國心

老兵寄語：
一生愛國無怨無悔，我很感激黨
對國家的領導，希望香港的年輕
人亦做個有愛國初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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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漢家中珍藏着東江縱隊老戰友的合照李漢家中珍藏着東江縱隊老戰友的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翻攝翻攝

嘆港缺愛國教育 指教改有必要

▲▲陳水陳水粦粦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
頒發給李漢的紀念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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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頒發給陳水粦的紀念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李漢李漢（（右右））與妻子與妻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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