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之淪陷                                  講者:蕭國健教授 

甲.前言  

1.日軍之準備 

a.1940年7月兵力集中廣州至深圳附近，行動夜間進行。 

b.1941年夏秋，進行夜戰及攻打堡壘訓練及演習。 

c.加強間諜活動:告羅士打酒店日籍理髮師為日海軍佐級情報官。  

d.1941年12月2日發出攻佔香港密令。(大陸密令 572號---鷹) 

e.開始進攻馬來西亞時，才對香港發動攻擊:電報暗號為「開花、開花」。 

f.必要時發動「長沙會戰」，阻止國軍南下救香港。  

 

2. 港方之準備 

a.兵分大陸旅及港島旅  

(1) 大陸旅由窩利斯准將率皇家蘇格蘭營、印度彭加普營及拉治潑營駐守新

界及九龍半島。 

(2) 港島旅由勞森准將率加拿大皇家來福槍營、加拿大溫尼伯擲彈手(近衛)

營，及米拉息士營駐守港島。 

b. 一但戰爭爆發，放棄新界北部，退守醉酒灣防線，最後退守港島，死守待

援。星加坡方面必盡快救援。 

c. 未能獲得中國方面之支援。 

d. 雖佔地利，但兵力薄弱，防禦工事不足。 

e .對日方認識不足: 12月7日深夜，英軍官仍舉行嘉年華會，未作準備。 

乙.新界及九龍之陷落  

1. 12月8日早上，日軍進攻星加坡，同時轟炸美海軍基地珍珠港。  

2 .是日清晨四時，日軍戰機轟炸九龍啟德機場，陸軍同時入侵。  

3. 日軍分兩路從深圳、寶安入新界地區。 

a.東路:主力部隊於黃昏已於新界北部建前哨，英軍後退，沿途爆破阻敵。 

b.西路:越后海灣；沿青山公路入荃灣青衣。  

4. 12月9日，東路佔城門水塘，突入英軍醉酒灣防線，蘇格蘭營傷亡甚大。  

5. 10日，正面主力攻破醉酒灣防線，英軍全面南退魔鬼山要塞。  

6. 11日，日軍東路進至大老山，西路佔領青衣島，英軍退入九龍市區。  

7. 12日，日軍佔領啟德機場，英軍退守香港島，新界及九龍全歸日軍所佔。 

 

丙.退守香港島後之防務重組 

1.退守港島後，守軍重組防衛，分東旅及西旅。 

a.東旅：防衛筲箕灣、柴灣等東部及沿岸，窩利斯准將率領，兵員包括拉治潑

營、加拿大皇家來福槍營，及防守東岸碉堡之米杜息士營部份兵員，總部設

大潭峽。 

b.西旅：港島西部及沿岸碉堡，勞森准將率領，兵員包括彭加普營、溫尼伯擲



彈手營、皇家蘇格蘭營，及防守西岸碉堡之米杜息士營部份兵員，總部設黃

泥涌峽。 

 

2. 英軍各營防地 

a.彭加普營:西環海旁至銅鑼灣。 

b.皇家蘇格蘭營:銅鑼灣至北角。 

c.拉治潑營:北角至筲箕灣。 

d.米杜息士營:環島沿岸碉堡。 

e.溫尼伯擲彈手營 :A連守黃竹坑 'B連守薄扶林 'C連守香港仔， D連守黃

泥涌峽，HQ連守灣仔峽營總部。 

f.加拿大皇家來褔鎗營 :A連守鶴咀半島， B連守赤柱半島 'C連守鯉魚門海

旁，D連守紅山半島， HQ連守大潭峽東旅總部。  

3. 港島沿岸西塞砲台及空防仍舊。  

丁、香港島之淪陷 

l.為牽制中國軍隊南調增援香港，日軍發動第三次長沙會戰。  

2.於何文田設置炮兵陣地，以重炮轟擊港島各軍事要點，英軍亦還擊，雙方炮戰。  

3.日方兩次派人渡海到港島勸說英軍投降，均遭拒絕。  

4.12月18日晚上，日軍分兩路於北角至鯉魚門間登陸。 

a.右翼:分兩線，第一線 228聯隊負責，登陸北角至太古船塢間，目標為奪

取渣甸山。第二線 230聯隊負責，登陸地點為北角，目標奪取聶高信山。 

b.左翼: 229聯隊負責，登陸筲箕灣至鯉魚門炮台間，目標奪取柏架山。 

5.12月19日，日軍各路成功登陸港島北岸。 

a.早上， 229聯隊成功奪取鯉魚門各炮台陣地，並屠殺守軍，繼攻柏架山。

b.230聯隊迷失方向，分兵攻取黃泥涌峽、渣甸山及聶高信山三地，惟攻打

黃泥涌峽一路，損兵折將，死亡甚眾。 

c.228 聯陣亦分兵攻取三地。 

d.英軍位黃泥涌峽之西旅指揮部轉移往聶高信山與金馬倫山間之布力徑，途

中司令部全體中伏殉職，東旅曾派兵救應，不果。 

e.下午，228聯隊成功佔領渣甸山。  

6.12月 20日下午， 228聯隊攻陷聶高山。  

7.12月 21日， 229聯隊攻陷大潭，惟英軍仍死力抵抗。  

8.12月 22日早上， 230聯隊攻佔黃泥涌峽。窩利斯以腹背受敵，遂將東旅指揮

部退入赤柱半島，至於香港島東部全為日軍所有。  

9.12月 23日晚上，灣仔峽以東全部失守。各炮台守軍自毀炮台設施後撤走。  

10.12月 24日，摩利臣山及禮頓山亦告失陷。  

11.12月 25日早上，灣仔峽及巴理殊山易手。下午 6時，港督楊慕琦及三軍司令

莫得庇少將往九龍半島酒店，向日軍投降。十八日戰爭告終。  

12. 香港轉入三年零八月之日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