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了避開緝
查人員的騷擾，每
次裝船都必須在一個
小時內完成，就像
打仗一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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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美國操縱聯合國對中國展開 「
經濟絞殺」 ，脅迫眾多國家對中國實施貿易封鎖。為了幫
助內地渡過難關，當時一批香港工商界愛國人士挺身而起
，開始組織船隊，向志願軍 「偷運」 戰略物資。當年那個
20多歲的年輕人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名字叫霍英東。維多
利亞港灣東邊最窄處的鯉魚門海峽只有不到500米，駐紮這
裏的英國海軍曾自詡 「一夫當關 萬夫莫開」 ，霍英東部
署船員勇破英軍封鎖，源源不斷地為中國人民志願軍戰士
輸送 「後勤給養」 。回憶當年為何有如此巨大的膽量，霍
英東說道 「這叫膽博膽。」

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

大公報上的抗美援朝

說古
論今 擔負物資中轉站香港挺身而出

《大公園地》刊登《志願軍戰歌》

▲船工往船上裝貨，運送貨物

7月13日
•確定以第13兵團為主組成東北
邊防軍。在不到3個月的時間
裏，東北軍區後勤部組建三個
後勤分部（共約7000人），組
建了有4.5萬張床位的醫院和由
3萬多人組成的民工擔架隊

10月-1951年6月
•「聯合國軍」阻斷志願軍的運輸
供應。志願軍後勤採取措施：
後勤分部增至4個，人員增至
2.8萬餘人，突擊搶運彈藥和炒
麵，實行重點供應；從國內動
員大批民工支援前線

1950年

16歲港學子赴戰場送物資血濃
於水

◀◀抗美援朝戰爭初期抗美援朝戰爭初期，，由於由於
敵方的嚴密封鎖敵方的嚴密封鎖，，志願軍補志願軍補
給非常困難給非常困難。。圖為運糧隊向圖為運糧隊向
前線運送糧食前線運送糧食

時間接近凌晨三點，鯉魚門海峽慢慢歸於
沉靜。英國海軍的巡邏艦陸續靠岸拋錨，船上的
大兵一個個打着哈欠回去睡覺了。他們渾然不知
，不遠處的一艘小船上，一個20來歲的小伙子
正緊緊盯向這裏。 「唰、唰、唰……」 在確認
英軍停止巡邏後，這個年輕人迅速發出信號，一
支滿載着五金、藥品等軍用物資的船隊像離弦的
箭一般駛過鯉魚門，穿過一片公海後，他們飛速
駛往深圳蛇口。

24小時監視 摸清英軍規律
維多利亞港灣有兩個出口，西邊海峽寬闊

，東邊最窄處的鯉魚門海峽卻只有不到500米，
駐紮這裏的英國海軍曾自詡 「一夫當關 萬夫莫
開」 。如何把物資安全快速地送到內地？走東邊
還是走西邊？最終，霍英東選擇鋌而走險。他的
理由是：西邊海域大，但英艦也多。東邊雖然危
險，但可以 「智取」 。最初開始，霍英東部署船
員三班倒，24小時不停地在鯉魚門附近監視英
國海軍動向，詳細記錄巡邏船隻、線路和時間。
一連數天，霍英東摸清了英軍的規律：一是對小
船 「不屑一顧」 ，二是每當凌晨兩三點，他們就
陸續停止巡邏。掌握了這些情況， 「智闖鯉魚門
」 的行動正式開始。

霍英東的船隊通常在上半夜將內地急需的
戰略物資裝載完畢，然後就停靠在鯉魚門附近等
候。然後多數船員都轉移到另一艘大船之上，佯
裝是大船出海，以此轉移英軍的注意力。而當夜
深之後，英軍一停止巡邏，滿載禁運物資的船隊
就飛速闖關。就這樣，日復一日，來自香港的 「
流動補給站」 源源不斷地為中國人民志願軍戰士
輸送着寶貴的 「後勤給養」 。

周恩來：港愛國人士是患難之交
「這叫膽博膽。」 回憶當年為何有如此巨

大的膽量，霍英東這樣說道。因為船堅炮利的英
國海軍不相信有人敢明目張膽地輸送 「禁運」 物
資，而且就在他們的眼鼻子底下。他們看到的，
是自己配備的大口徑火炮和超過100米長的巡洋
艦。但他們看不到的，是全體中華兒女同仇敵愾
的決心，特別是尚在港英政府統治下的香港同胞
們，義無反顧、捨生忘死的報國情懷。

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霍英東為新中國運
輸 「禁運」 物資長達三年之久，書寫了香港同胞
馳援祖國的濃重一筆。新中國第一代總理周恩來
就曾評價說： 「港澳工商界愛國人士在抗美援朝
期間為內地運輸物資，衝破美帝的封鎖，那個時
候以此支持我們，是患難之交！」

外交學院教授周永生對大公報表示，在新
中國成立以前，廣大香港同胞就大力支援內地的
反帝國主義愛國鬥爭，在抵制日貨、五卅運動等
重大歷史事件中，香港同胞始終都與內地同胞緊
緊地站在一起。新中國成立後，在抗美援朝戰爭
中，廣大香港同胞亦積極通過自己的渠道和能力
，大力支持祖國戰勝帝國主義侵略者。可以說，
香港同胞始終都有着濃濃的愛國情懷。

▲著名漫畫大師張樂平在《大公報》上發表
《三毛流浪記》，揭露美國的虛偽假面

據官方記載，朝鮮戰爭期間共
有130餘萬中國人民志願軍先後輪流
參戰。鮮為人知的是，一群從香港
回到內地的中學生也曾加入志願軍
，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
新中國成立前後回內地的香港培僑
中學學生一起報名參軍，報效祖國
。港生宋香澄寫過的一份回憶文章
提到，1950年1月，他回到內地先
在廣州僑聯居住，之後來到北京，
到北京中共中央統戰部青年訓練班
學習，然後又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
二部學習。 「朝鮮戰爭爆發後，周
恩來總理在中南海親自歡送我們參
加抗美援朝。」

程宛若參軍時只有16歲，因是
個女孩，年紀小，又是從香港回國
，在朝鮮戰場時一直在師部。 「我
在運輸部隊，不在作戰部隊。運輸
兵往來於後方到前線，運送槍支彈

藥，食品和生活用品，因敵軍飛機
日夜對公路轟炸，運輸部隊不僅艱
苦也充滿危險。」

大公報根據培僑中學校友通訊
錄和其他相關資料初步了解，在
1949年前後回國的60多位校友中，
共有20多位在抗美援朝之前或期間
參軍。

肩挑輪胎步行送內地
在抗美援朝戰場上，汽車輪胎

是重要的軍用物資。當年，新中國
橡膠工業極其薄弱，還不能生產汽
車輪胎，只能衝破美英禁運偷運
進來。香港就是輸入輪胎的一個渠
道，以人挑肩扛的方式，把輪胎從
香港島運到內地。翻山越嶺，往往
需要兩天。志願軍用的輪胎，就是
這些愛國的香港同胞一隻一隻，或
挑或扛，一步一步送到內地的。

記者 張帥、張寶峰

在被英國與葡萄牙侵佔後，港
澳同胞依然與祖國保持着血肉相連
的密切關係，時刻關懷着祖國的前
途和發展。有評論認為，每次祖國
經濟面臨艱難之際，香港都為中華
民族留下了一個寶貴的 「氣口」 。

晚清末年，興中會、光復會、
同盟會等紛紛提出要推倒滿清政府
，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然而，革
命的本錢從何而來？

除了內地民眾自籌，就是源於
香港民眾和海外華僑，七七事變後
，日本全面侵華。彼時香港雖屬英
國管轄，香港民眾卻心繫民族安危
，砸鍋賣鐵支持抗日。企業家們不
僅捐獻自己的巨額財產，甚至變賣
工廠支持大陸各方抗戰力量；香港
婦女募集了4500多種藝術品，運

至紐約、巴黎和倫敦等城市出售支
持抗日。

香港所蘊含的革命力量和愛國
傳統為世人有目共睹，也產生了巨
大的影響。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
香港工商界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能
夠挺身而出，擔負起 「物資中轉站
」 的重要使命，具有歷史必然性。

2017年6月30日，也就是香港
回歸祖國20周年紀念日前夕，習近
平總書記在香港指出，香港從一個
默默無聞的小漁村發展成為享譽世
界的現代化大都市，是一代又一代
香港同胞打拚出來的。香港同胞所
擁有的愛國愛港、自強不息、拚搏
向上、靈活應變的精神，是香港成
功的關鍵所在。

記者 張寶峰

在抗美援朝期間，除了派出戰
地記者、組織評論文章之外，大公
報廣泛採用漫畫、歌曲、圖片專版
、史學文章等多樣化的新穎形式，
圖文並茂，古今並舉，拓展了抗美
援朝報道的廣度和深度。

著名漫畫大師張樂平，解放前
在《大公報》上發表《三毛流浪記
》，被譽為 「三毛之父」 。三毛也
是那個時代最具知名度的漫畫形象
，幾乎到了家喻戶曉的程度。
1949年5月29日，張樂平與劉開渠
、龐薰琹、鄭野夫等人代表上海美
術界在《大公報》發表迎接解放的
「美術工作者宣言」 。

1951年1月1日至2月3日，張
樂平新創作的《三毛的
控訴》在《大公報》上
連載，共18幅。漫畫根
據一些真人真事，通過
三毛的視角，來透視美
國犯下的一系列罪行。
比如經濟掠奪，傾銷商
品，中國國內農民的破
產；作威作福，欺凌中
國人，逍遙法外。漫畫
讓人笑中帶淚，通過新
舊對比，表達了中國人
對美國侵略者的憤怒，

配合了抗美援朝鬥爭。
《大公園地》副刊則曾刊登《

志願軍戰歌》歌詞、曲譜。《志願
軍戰歌》歌詞原作者是炮兵1師幹
部麻扶搖，而發現者和傳播者則是
新華社記者陳伯堅。上世紀80年代
，陳伯堅曾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
長、香港文匯報副社長。《大公報
》還向歷史學者約稿，以史為鑒，
揭露美國對中國的侵略史以及中國
人民的反抗史，廓清當時某些人的
「美國對華友善」 論。《大公報》
的 「讀報小組」 欄目，定期整理刊
登《抗美援朝大事月表》，幫助讀
者系統掌握戰爭動向進展。

馬浩亮

▲1988年全國
人大代表霍英
東（左）、馬
萬祺（右）出
席七屆全國人
大第一次會議
籌備會議

▲

1950年代鯉
魚門水道與英
軍巡邏艦

香港愛國人士
霍英東

秋季戰術反擊作戰前
•志願軍後勤儲存了作戰所需彈
藥和兩個半月的主副食品；在
43天的上甘嶺戰役中，供應各
種物資1.6萬多噸

1952年

反登陸作戰準備中
•儲存彈藥12.3萬多噸、糧食

24.8萬多噸，可供全軍食用8
個半月，為1953年夏季反擊戰
提供了充分的物資保證

1953年

抗美援朝戰爭中
•志願軍後勤共接運從中國運往
前線的物資260多萬噸，補充
槍械48萬多支（挺）、火炮1.3
萬多門、汽車2.1萬多輛，汽車
運輸204.4萬多台次、480多萬
噸運量，鐵路運輸38.5萬多車
、800多萬噸運量

1950-1953年

來源：大眾日報 大公報整理

▲抗美援朝戰爭時期，志願軍經常使用驢和馬來
運送物資。圖為在雪原上運送戰爭物資的平民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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