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伸阅读：“同兴渡”事件

□李泽林

“同兴渡”事件发生在 1930 年左右。当时珠江三角洲的盗匪十分猖獗，仅中山县三、

九区就有许多匪帮堂口，聚集匪徒多者达二三百人，少的也有几十人。其中较大的堂口有五

龙堂、九龙堂、彩龙堂、天子堂等。这些堂口的匪徒经常四出洗劫，杀人放火，掳人勒赎，

勒收禾票，不仅为害农村，而且经常截劫客船、为患行旅。

当时，顺德广东堂的匪首罗鸡洪专以水雷爆炸行劫各江轮渡，而中山五龙堂和九龙堂的

匪首也打算爆炸行劫香港梧州线的大火船。由于不懂制造水雷的技术，他们派人到罗鸡洪处

请懂技术的人回浮圩秘密制造水雷。由于香港梧州线的火船是外国人办的，不易下手，匪帮

们转而改变主意谋劫行走广州中山线的“同兴渡”。参加谋划这一事件的有五龙堂的匪首梁

骚、高佬才，匪书记黄杞，九龙堂的匪首郭叶仔、塌头义等。商议结果，决定约请彩龙堂的

匪首烧猪金、林满、郭大隆、郭义隆等共同合作，在中山港口出口不远的百花海面下手。

行劫当天是农历三月二十五日。按照港口的习俗，三月二十三日是“天后诞”，地方上

照例要搭建戏棚、请名班、唱大戏。因此，三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是港口一年中最热闹的

日子，各江轮渡经过港口都敲锣打鼓，祝贺天后诞辰，各地走台脚的小贩，探亲戚的群众，

打荷包的扒手都聚集在港口，商店张灯结彩，戏台上下都是当地匪帮的武装，枪械林立。在

匪帮盘踞“保护”的地方，扒手不许活动，如果被匪帮拿获，就要被猪笼罩住，捆在戏台上

示众。二十四日是大放花炮的一天，当地匪帮认为，抢得头炮可以卜一年胜利。广场上人山

人海，抢炮的人，打得头崩额裂，甚至有开枪轰击的。到了二十五日早上，匪帮们看完戏后，

就出发打劫“同兴渡”了，与另一股提前在半夜从浮圩出发的匪徒互相配合行动。

“同兴渡”是当时很有名的拖渡，沿途搭客载货。当天驶经港口时，由港口开街搭渡的

十分拥挤：有拉箱的戏班、来往小榄、容奇、桂洲的小贩，刚释放的扒手、探亲回去的群众，

大约有百多人。因此，这一天“同兴渡”的搭客特别多，全船共有数百人。当船开出港口炮

台后，开街的搭客已经入仓，只有一扒手不准入仓，蹲在船头。渡船因防匪的原因，出港口

后，即将餐楼和大仓的舱门封锁，搭客不能来回走动，都挤在仓内。

参加行劫的各堂口匪徒共有百多人，以九龙堂匪首塌头义为先锋。还有九龙堂的悍匪烟

屎东（梁东九）、水瓜二（梁二）及五龙堂的小头目梁广仔等。行劫的匪徒布置埋伏在离港

口不远的百花头两岸，水雷则安置在百花头独有的一株木棉树对开的海中，由梁广仔负责在

大树下按电掣。本来按计划是将拖渡的火船炸毁，再行劫拖渡。但恰巧这天大雾，看不清楚

前面，而火船拖渡的缆很长，火船过去了，梁广仔才按电掣，随即轰隆一声，有如天崩地塌，

没炸到火船，却将拖渡近船头处炸断。拖渡被炸断的一截，火船来不及收车，拖离甚远，蹲

在船头的扒手和船上水手纷纷跳水逃生。此时伏在木棉树对岸的匪徒即开枪猛烈扫射，锁在

餐楼和大仓内的搭客无法逃出，又因船的一面受到枪击，搭客惊慌失措挤到另一面，被炸伤

的渡船，随即翻转沉没，淹死数百人。其中有 6 名伪装成搭客准备做劫船内应的匪徒也被淹

毙，其他匪徒一无所获而散。

这起轰动一时的惨案首先由逃生的扒手在港口传播开来，据闻有全家遇难者。

（整理自李泽林：《九龙堂等匪帮爆炸同兴渡始末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山县委

员会编：《中山文史》第 3 辑，1965 年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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