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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门保卫战战场遗址群

横门保卫战战场遗址群位于中山市

中山港街道小隐水闸（洋关水闸），大

王头山至白米山一带以东及永春滨江公

园一带。横门保卫战主题公园位于翠亨

新区（南朗街道）横门大桥路口旁。

1939 年 7 月 24 日上午 8 时，日军

出动铁拖 4 艘、舰艇 6 艘，载兵 200 余

名在飞机、火炮掩护下，向横门沿岸登

陆。此时，中山县正处于抗日救亡运动

的高潮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

下，中共中山县委主动同国民党中山县

当局合作，共商保家卫国大计。中山县

县长兼第六游击区司令、守备总队总队

长张惠长多次到前线指挥，副总队长石

抱奇等在前线督战，国民党中山县守备

总队三个大队九个中队的官兵奋力抵

抗。由中共中山县委书记孙康任队指导

员的第三大队第九中队，在副中队长、

共产党员缪雨天的带领下，在前线与守

军并肩杀敌。中共中山县委和四区区委

领导的武装集结队、别动队在指导员谭

桂明、副队长杨木的带领下，上前线与

守备队共同作战。中共中山县委以广东

人民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队的名义，以县、

区两级党组织的领导成员为骨干，成立

横门前线抗日支前指挥部，并领导和发

动抗先、妇女协会、别动队、青年民兵

等群众组织开赴前线，开展运输、劳军、

担架、救护、送茶送饭等支前工作。7

月 31 日下午 4 时，敌以猛烈炮火掩护

其在沿岸的步兵撤退。是役，日军伤亡

近 100 人，一艘运输舰于玻璃围附近水

面触雷沉没。横门保卫战首战告捷。

1939 年 9 月 7 日至 20 日，敌军再

当年横门保卫战就在横门水道的江岸一带发生激烈战斗，一艘日军船只在图中两桥墩间的水域

（玻璃围水域）触雷沉没。图左为中山港街道永春海滨公园和小隐水闸（黄春华摄于 2022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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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横门，炮轰芙蓉山、玻璃围，摧毁沿

江工事，复以飞机掩护敌兵登陆，先后

占据白米山、大尖峰、东利冲、灰炉涌、

大王头、横山、下旗山、玻璃围、珊洲

等地。中山抗日军民齐心协力，共御外

侮。驻守横门的中山守军英勇奋战，抗

先队员和妇协会员结队赶赴前线服务。

13 日，敌兵千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

护下进犯三仙娘山。守军与之激战至

下午 3 时，毙伤敌兵 200 余名，为横门

作战以来最大的战果。14 日，敌军以

1500 余人再犯，中山守军苦战至下午 2

时，死伤小队长以下 70 人，仍坚持战斗，

并击落敌机一架。激战持续至9月20日，

敌军出动 1500 人，以飞机 10 余架助战，

进犯小隐、大环，继分三路犯江尾头。

该线守军守备第九中队士兵在共产党员

缪雨天的率领下奋勇抗战，击退敌兵 4

次冲锋，先后夺回大环、小隐、黎村、

二洲等据点。日军失利后，不敢恋战，

留下一部在大王头设营固守，大部分兵

力撤回海上。此次苦战 14 日，全县军

民合力抗击来犯之敌，获得第二次横门

战斗的胜利。

两次横门保卫战获胜，大大鼓舞了

中山人民抗日的斗志和信心。中山抗日

武装斗争的序幕从此拉开。

横门保卫战战场遗址群包括大王头

山、白米山、芙蓉山等地 , 是一个线状

多点的战争战场，如今归属于中山市中

山港街道、翠亨新区（南朗街道）。战

争战场遗址一带如今已是工业园区、居

民社区、村落等，部分保持原有自然状

态面貌，部分处于开发建设状态，经过

横门保卫战战场遗址群的永春滨江公园入口（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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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的岁月，已经不见当年战

场的痕迹。当年的江岸战场遗址

已建设永春滨江公园，中山港街

道的珊洲村则建设了横门保卫战

的主题广场。翠亨新区（南朗街道）

马鞍岛的横门大桥桥脚附近还设

有横门保卫战主题公园。该公园

建于 2006 年，于 2020 年重新修建，

园内立有横门保卫战标志石碑。

横门保卫战战场遗址于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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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门保卫战战场遗址群的小隐水闸全景　（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横门保卫战主题公园一角

（黄春华摄于 2020 年 10 月）

横门保卫战珊洲展览外景

（黄春华摄于 202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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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关晃明：首位血溅中山抗日战场的共产党员

关晃明，原籍广东南海，1919 年出生于香港，曾就读于香港英皇

书院。七七事变后，关晃明和其他爱国青年一样，怀着满腔热血积极投

身抗日救国的行列。他夜以继日地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发动学生参加

抗日运动。1938 年夏，关晃明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被党组织指

派到香港学生赈济会工作。

广州沦陷后，香港学生赈济会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中共地方组

织的引导下，动员青年奔赴抗日救国的第一线。香港青年学生踊跃报名，

先后组成四个“回国服务团”。关晃明任第三团副团长。1939 年 1 月 13 日，

关晃明等随团出发到达曲江，参加第四游击区干训班集训，之后被调派

到第一游击区（简称“一游”）司令部（驻中山县）政训室所属政治队

工作，任中共特别支部副书记。

1939 年 7 月和 9 月，日军先后两次进犯中山横门。在一游政治队

工作的中共特别支部成员积极发动国民党中山县守备部队参战。9 月 14

日，关晃明带领运输队给中山县守军运送粮食，途经大岭村时遭敌机空

袭。敌机一阵狂轰滥射，并投下大量杀伤弹和燃烧弹。运输队队员由于

缺乏战地常识，顿时慌乱不堪，四散奔逃。在这危急关头，关晃明一面

沉着冷静地指挥救护队队员疏散隐蔽，一面命令运输队队员卧倒，费了

很大力气才把队员分开隐蔽在村外的大水沟内。敌机失去了目标，继续

在低空盘旋侦察，气氛十分紧张。一名队员沉不住气，突然跳出水沟向

村边疾跑。关晃明见状焦急万分，大声呼喊“快卧倒”，同时一跃而起，

飞步冲到那名队员的身边，全力将其按倒在地。就在这时，几枚炸弹在

附近爆炸，那名队员脱险了，而年仅 20 岁的关晃明却壮烈牺牲。

［选自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中山地方史（第一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83—184 页；中共中山市委党

史研究室编：《挺起钢铁的脊梁——大革命及抗战时期中山红色故事》，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51—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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