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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虎山抗击日军战斗遗址

三山虎山抗击日军战斗遗址位于

中山市南朗街道白企行政村灯笼坑自

然村三山虎山。

1945 年 4 月， 日、 伪、 顽 军 制

订了“扫荡”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

江纵队第一支队和五桂山抗日根据地

的作战计划。5 月 8 日深夜起，日军

1000 多人、伪军第四十三师 2000 多人

和萧天祥、梁雄部等近 1000 人，兵分

六路，从灯笼坑、长江、榄边、崖口、

翠亨、石鼓挞等地进入五桂山抗日根

据地“扫荡”。另外，驻唐家、坦洲

等地的日、伪军 3000 多人同时向凤凰

山区进攻。珠江纵队根据敌情做出反

“扫荡”的战略布置：为保存主力和

保卫根据地，将一支队主力迅速转移、

隐蔽，不与敌人正面硬拼；派猛虎队、

民权队在灯笼坑三山虎山一带截击敌

人；派一支队部分小分队化整为零，

分散在五桂山区内骚扰或袭击来犯

之敌。

5 月 9 日凌晨，珠江纵队第一支队

猛虎中队 24 名战士奉命于三山虎山阻

击从灯笼坑进攻五桂山区的一路敌军

（日军 300 多人、伪军近 1000 人），

以掩护司令部及主力部队转移。当敌

人从关塘埔一直摸入灯笼坑的三山虎

山山脚，进入猛虎中队的伏击圈时，

战士们予以顽强阻击。战至上午 8 时

许，猛虎中队击退日、伪军两次强攻，

毙伤 30 多人。日、伪军又调动大队包

围过来，作第三次强攻。此时，猛虎

中队的弹药已消耗大半，便兵分两路，

一路由中队长梁杏林率领 12 人向外突

围请援，一路由小队长黄顺英率领 10

名战士向三山虎山山头转移，继续阻

击日、伪军。猛虎中队用仅存的弹药

连续多次击退大批日、伪军的进攻，

最后耗尽全部弹药，8 名战士牺牲，只

剩下 3 人继续坚守山头阵地。当日、

伪军再次发动攻击时，机枪手郑其流

尽了最后一滴血；班长甘子源身上中

三山虎山抗击日军战斗遗址航拍图（黄春华摄于 201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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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腹部被敌人用刺刀捅得

肠子全流出来，重伤昏迷；

小队长黄顺英在日、伪军冲

上来时纵身一跃，从山后坡

向下滚，在密林的遮掩下冲

出了重围。在这紧要关头，

猛虎中队向外请援的一路和

民权队的援兵赶到，日、伪

军因措手不及，伤亡甚多，

遂放弃山头，撤出灯笼坑。

身受重伤的甘子源在战斗结

束后被群众救出。在三山虎

山战斗中，猛虎中队、民权

队英勇顽强，以少胜多，圆

满完成了阻击来犯之一路日、

伪军的任务，为司令部与支

队机关转移赢得了时间。

该遗址所在地三山虎山

面积约 0.2 平方千米，主峰海

拔 99.2 米，山体为黑云母花

岗岩，部分为小斑状二云母

花 岗 岩， 黄 壤 表 土。 因 由 3

个山峰相连组成、状似猛虎

而得名。目前，三山虎山为

林木种植地，种植以沉香为

主的各类乔木。该遗址附近

的灯笼坑村民活动中心设有

抗战史迹展览。

该遗址于 2008 年 6 月被

中共中山市委核定公布为中

山市革命遗址，并作为中共

中山市委党史教育基地。

三山虎山抗击日军战斗遗址侧面远景（《中山日报》
记者摄于 2020 年 3 月）

图为位于三山虎山抗击日军战斗遗址附近的灯笼坑村

民活动中心外景，其室内设有抗战史迹展览（黄春华摄于
2023 年 3 月）

三山虎山抗击日军战斗遗址附近的灯笼坑抗战史迹展览

室内一角（南朗街道宣传办摄于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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