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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灶岛是广东省珠海市百岛之冠，位于西江出口处，岛之南海面辽阔，水位

甚深，与万山群岛遥相呼应，又与南洋群岛相连系；岛之北尽属海滩，形成一个

天然的海、空军供应基地。早在 1927年和 1934年，葡萄牙和英国殖民主义

者就觊觎三灶岛，先后派兵登岛，插旗屯驻，构筑工事，均被三灶人民赶出岛外，

今圣堂山改为“扯旗山”，乃由此而来。接着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三灶岛，把它

作为侵占华南地区的一个海空军事基地。 

一、首次沦陷的三灶岛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开始侵扰广东，为控制海运，达到其封

锁目的，派人到珠江口沿海岛屿勘察，建立一个侵占我华南并进一步侵略东南亚

的海、空军事基地，以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狂想。于 8月间，先行强占荷包、

高栏各岛，强征民工，进行军事建设，欲将该岛为海、空军根据地。后因发现这

处高山矗立，道路崎岖，地势不很适宜，遂改而觊觎三灶岛。12月 4日，日军

出动两架飞机，盘绕侦察三灶地形。翌早 8时许，日军从高栏岛抽调军队 400

多人，分乘舰艇两艘，电船等 10余只，直向岛南海面驶来，停泊莲塘湾一带，

有一架敌机低飞，向地面散发传单，伪言登陆演习，要当地居民勿自惊忧，内附

警告称：（一）日本“皇军”到乡，所有父老，应排列村口，两手高举，以示欢迎；

（二）须将私藏 枪利器缴出……等恫吓之词。当时，负责三灶的中山县第七区

（今属珠海市三灶管理区）公安分局局长徐云裳，召集乡民，力谋抵抗，唯因敌



我实力悬殊而失守。当日军登陆进犯三灶时，百姓惊惶出遁，逃避不及者，女被

奸，男被杀，残暴行为，所在皆有。唯日军不谙地形而不敢深入岛内，只在莲塘

附近各乡占驻，并修筑码头，企图久住，后因敌兵水土不合，多患足疾，故即行

撤离，临退时，日军威胁岛民说再来时不许抵抗云云。 

此次敌据该岛凡 24日，掠夺财物牲畜甚多，连小 门锁铁钉，亦被搜去。

各乡百姓经此浩劫，难民载道，哀鸿遍野。1938年 2月 13日，中山县府派视

察和救济委员周守愚，携带赈款衣物，到三灶莲塘上表各乡放赈。并视察形势，

指定人员，准备今后防御方针。一方面召集乡民组织自卫力量，另方面成立第七

区社训大队，由公安局长蔡栋材兼任大队长，吴发为大队副，并配发枪枝，集中

训练，戌守沿海各处。 

二、二次沦陷的三灶岛 

正当岛上组训民众，防御日军再度入侵时，讵料汉奸汤聘臣邀功图赏，将这

些防御措施向敌方密报。日军于是在 2月 17日正午 12时，再次出动 4艘炮艇，

满载敌军 600多人，遁旧道驶抵莲塘湾登陆，先将五堡海岸线封锁，然后派出

200多日军，窜入春园乡一带滋扰，占据雅塾乡碉楼和攻占公安局，将附近民

房焚为平地。于是，孤悬海中的三灶岛，复又沦入日寇手中。 

自从三灶岛首次惨遭日军蹂躏之后，一切均陷纷乱状态中，今血渍未干，又

遭敌犯，有如鱼游釜中。由于岛上武装力量准备未固，无力抵抗，岛民只得吞声

饮恨，俟机杀敌。日军看到岛民有反抗情绪，手段更为残忍，鹰视狼步，恶有千

般，当场惨死日寇乱枪之下者 10余名，而遭敌淫杀者，更不知凡几，日军还在

各乡强拉我父老，迫令排队摄影，供其取乐。越二日，日军又出动 4艘运输舰，



载有械弹、杉木和货车 4辆、东洋车百余辆、自行车数十辆、摩托车 4辆及被

俘充苦役之我东北同胞 400余人，开进岛内，登陆后即在田心乡前的新村仔盖

搭木屋数十间，驻扎军队。在岛上设立陆海空军司令部，司令员是腾田中将，且

配有陆战师、海军防御大队和空军师，设海军供应站和飞机场，配备军用船只

20多艘（其中航空母舰 1艘，巡洋舰 2艘），飞机百多架。从此，三灶成为日

军在华南海陆空军调度的基地。 

日军登岛之后，就立即加紧在海澄、田心与莲塘之间的村前构筑飞机场。其

劳工除了在东北、台湾、朝鲜抓来的“猪仔兵”外，还迫令本岛各村征送 20名壮

丁服苦役，如稍有迟到，即惨施毒刑。在 3月 27日，日寇竟以壮丁迟到之罪，

派兵窜入月堂乡，不问根由，迎面以密集机枪扫射。计被强迫服苦工的壮丁共有

300名之多，每日自晨至晚，不停挑石挖土，而日寇只给白粥两餐，入夜又将

壮丁囚集室内，视若囚犯，如是历时一月，岛上工事机场等，全部竣工。当时的

机场四周，开凿一条深约七八尺的小河，围以铁丝网，直通靠河之日军司令部，

并筑一条公路直达英表乡的炮台山，同时建筑油库、机坪、开挖山井、装置电话

等。飞机场的地形是三面环山，东隅海滩，形势天然。机场的主跑道为

1300×60×0.65米，副跑道为 850×50米，滑翔道为 1400×30米，停机坪

（70×60米）9个，都是用混凝土铺筑，共占地 1800多亩民田。建成机场之

后，日军每天都从这里出动飞机轰炸我广州、佛山、石岐等地，但当时国民党军

队还懵然不知敌机是从何处飞来的，对其快速的突袭感到惊异。1938年 5月 4

日，中山县石岐镇的 7000余学生为纪念五四运动，进行抗日救国的大巡行。日

军获悉情报后，于 5时 25分，从三灶派飞机飞到石岐长洲码头上空，盲目轰炸



扫射，当场打死 20人，伤 33人，长堤一带，肉块弹痕，交织于墙壁上，为状

之惨，目不忍睹，这是敌人在石岐写下的第一笔血债。 

期间，日军又把三灶作为补充兵源的军事训练基地，在各地强拉壮丁集中岛

上军训，其数每期均以千计。三灶岛是一个天然的海港，日寇企图久占，筹划将

它建成一个象香港一样的国际贸易基地，他们毫不掩羞地把三灶岛改为“新长崎”

埠，并开始将黑沙环、田心、下表、莲塘等改为日本的村名。 

三、三灶人民的抗暴斗争 

自从三灶沦陷后，岛民纷纷外逃，忍辱留在岛内的只剩下 5000多人。日军

知道当地民性堀强，为巩固他们的法西斯统治，采取怀柔政策，利用汉奸在岛上

组织 2个维持会。同时，日军在岛上办日语学校，对岛民实行殖民主义的奴化

教育。但是，境内“民风骁勇，嫉恶仇雙”，三灶人民不屈外来的压迫，同仇敌忾，

组织了多次突击行动，毁工事、剪电线、夺枪枝、砍强盗，开展抗暴斗争。当时

从三灶岛转入内地的社训队和逃亡岛民，集结一批青年志士，潜返大小霖岛中，

乘夜渡海袭击敌阵经十数日的艰险，终于夺获日军长短枪 40多枝，子弹 400

多箱，从而增强实力，雄心万丈。为扩展战果，吴发等人秘密筹划再定期渡海袭

敌，不料事机不密，被日军侦悉。于 3月 26日晨，日军派出一架飞机到邻近的

大小霖岛作一小时的低飞侦察。我方知道敌人将有行动，便作好准备，严阵以待。

次日上午 7时，果有 300余日军，乘电船 6艘，直向大小霖岛驶来，他们借着

一架敌机低飞投弹掩护，猛向岛上扫射。幸敌船来到狭浅的涌口时被我方事先设

置的泥艇封锁线所阻，不能登陆。我方见时机已到，一声令下，数十名预伏的青

年壮士，突然从海边树林中，以密集的火力，一齐向敌船扫射，日军猝不及防，



当即被击毙 40余人，尸倒船边，纷纷堕海。船上敌阵大乱，急向河边溃退。三

灶敌营闻讯震悚，立即派 3架战机驰援，以配合海上敌船再度来犯。壮士们仍

不畏强敌，与日军塵战数小时，终以弹尽援绝而转移阵地。日军尾随登陆后，将

大小霖岛上 260多间寮屋，纵火焚烧，不及逃避的数十名岛民，尽被惨杀，洗

掠一空。 

自从取得这一战役的胜利后，壮士们更加斗志旺盛，勇往杀敌。于 4月 11

日凌晨 1时，副队长吴发率 34名热血青年，渡海潜入三灶岛鱼塘乡定家湾村盘

古庙的敌营。发现敌兵三五围坐在庙前的火堆，正与敌酋举杯畅饮，待日军酒酣

返营内时，一声暗号，全队蜂起冲进，敌人一时不知所措，仓惶应战，不幸我分

队长林万兴和曾达晃两壮士因奋勇争先，被日军卫兵还枪命中而英勇牺牲。队员

们悲愤益增，勇猛向前扑攻， 光所及，敌首随落，幸而未死者，便躲入床下，

作困兽斗。有一日军指挥官，缩在床上还枪十多发，队员吴家德虽因亲斩敌首三

颗，以致遍身负伤，但见敌酋仍持枪顽抗，愤然上前与之搏斗，并得队员梁德雄

奔前协助，卒将敌官斩首。战斗结束后，队员们缴获了一批战利品，用麻包袋装

起 12个日军头颅，奏凯返防。此举令敌胆惊寒，使我民心振奋。胜利消息传出

后，中山及省港各报，均用头条新闻，报道此项光荣战绩，激发了全省民众的抗

日救国的热情。 

四、日军在三灶的大屠杀 

日军自负此创后，恼羞成怒，派飞机 10余架四处侦察，一无所获后，乃迁

怒于三灶岛民。于 4月 12日上午开始，进行疯狂报复，先在鱼堂、月堂、列圣

等乡狂轰滥炸，焚烧屋宇数百间，惨杀我乡民百余人。下午再到北水乡投弹，全



乡尽成焦土。越日，日军对全岛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他们派军队窜入月堂、

鱼弄、雅塾等乡，强将我乡民 400多人，囚禁于吴家祠内，并预先在营前挖两

个深横二丈的泥坑。至下午，伪言将被囚乡民传集讯问，以麻绳困绑，铁丝穿掌，

5人一串，10人一排地全部押入泥坑内，随即在敌营天台上架起二挺机枪，丧

心病狂地对准坑内扫射，被囚乡民，除丁莫洪等 10余人在乱枪下奋力逃出外，

其余 386人尽遭毒手。当时丁莫洪等人逃入山林中隐蔽时，看见日军搜索民房

门榻，叠在尸堆上，浇上汽油焚烧，见者无不伤心惨目。下午 7时，日军在全

岛 80多个村庄同时放火，共烧毁了 3264间房屋，164艘渔船。 

14日，日军又继续在岛上的草塘沙岗、莲塘沙栏、春园祠堂、石湾关帝庙、

鱼林先锋坑、青湾等地实行大屠杀，遇难群众共有 2000多人。在屠杀过程中，

日寇的法西斯暴行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他们抓到男的用大棒活活地打死，女的

先强奸后砸死或戮死，小孩投到水中淹死或抛到空中刺死。单春园祠堂，就有

60多名妇女和小孩被日军杀害。15日晨，日军复潜到春花园、草堂、茅田、屋

边、六灶、揽坑、横石基等乡又作更残酷的屠杀。汉奸李宏乐（伪维持会主席）

奔走骗诱，将 400多群众骗到莲塘乡的敌处杀害，事后认贼作父的李宏乐和汤

聘臣也相继被日军以情报不周所杀，落得个可悲的下场。从此，十三乡连日烽火，

岛上的妇女幼童惊避山林、石洞间，日军仍每日搜索，乱枪扫射。更有甚者，日

军从海面抓了 60余渔民，押到莲塘湾沙滩，强迫他们挖沙坑自埋，当埋至颈项，

日军刽子手就用大 将一个个头颅横劈下来，其惨酷情形，裂人心肺。 

日军血腥的镇压未能平息三灶人民的反抗，反而复仇情绪更加高涨。6月

19日，逃难在外的三灶鱼弄乡民关少霖、袁定池等 11人，携带枪械暗渡回岛，



突袭东咀敌营，杀死日军曹长等 12人。7月 17日又实施第三次袭击，在木头

涌敌营，挥 杀死日军 5名，伤 7名，为死难的同胞报仇雪恨！ 

经过日寇几天的大扫荡，全岛尸横遍野，断壁残垣，满目苍痍，虎口余生的

群众纷纷离乡背井，向外逃生，而被日寇抓到的即押到海澄修建机场和到大霖矿

山当苦役。据统计，沦陷前，全岛有 18个乡，大小村庄 99个，2716户，12577

人，在日寇侵占三灶岛的 8年间，被杀害同胞 2891人，饿死 3500多人，卖

儿鬻女的 186人。战后仅剩下 914户，6000余人。1949年，三灶人民为了

让子孙后代永志不忘此一民族灾难，由华侨和港澳同胞集资捐款，收集骸骨，在

茅田、鱼弄两地分别建造了二座“万人坟”和“千人坟”。其中万人坟牌坊对联写着

“建斯坟纪斯迹聊以苦果死后魂，饮敌血寝敌皮未能忘却生前恨”，横额写“万古

英风”。 

1979 年，三灶区人民政府对“万人坟”拨款重修，并迁坟于圣堂村竹沥之山坡，

建墓碑、凉亭、牌坊等，格外庄严肃穆。门坊上用黄油横书“悲恨长天”四个大字，

两柱对联为：“日伪凶狂血洒人间千载愤，中华抗暴气贯山河万古存。”1983年，

“万人坟”和“千人坟”均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