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
史
研
究
通
訊

第
六
期

1
1
1

香港歷史檔案館
館藏國民黨歷史
檔案概述
鍾愛明  香港歷史檔案館研究助理

莫世祥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教授

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曾經是近代中

國民主革命的發源地。清末民初期間，孫中

山和興中會、同盟會的革命志士在香港的奮

鬥，為中國國民黨在港接力進行的捍衛中華

民國的革命活動奠定久遠的歷史淵源和厚實

的社會基礎。21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接
連遭遇日本入侵和國內政權更迭，香港也在

1141年 12月至 1141年 1月的太平洋戰爭
期間一度被日軍佔領。面對時局逆轉，國民

黨駐港組織及其固結團體、抗敵禦侮的地下

活動方式雖然時有挫折和變異，卻始終不避

艱險，堅持不懈，從而構成近代香港歷史乃

至中華民國史當中鮮為人知的秘密篇章。

2112年，香港歷史檔案館向位於江蘇
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購置該館於當年

製成的有關國民黨在香港活動的歷史檔案

文件微縮膠卷。這批檔案文件成文於 1121
年至 1141年，內含 2,111多份，共 11,111
頁，製作成微縮膠捲共 14盤。這些檔案文
件的原件仍藏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香港

歷史檔案館將這些檔案文件的微縮膠卷編號

為 HKMS111，提供網絡專題檢索，在館開
放閱覽，為本港及海外學者提供研究的便

利。

HKMS111檔案顯示，1121至 1141年
間，國民黨駐港組織仍然如同先前一樣，兼

理香港、澳門及廣州灣（今湛江地區）的黨

務。在此期間，國民黨一直以香港作為溝通

國內外的橋樑，駐港國民黨組織不懼時局劇

變，堅持立足香港，秘密展開貫徹該黨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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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政府意志的政治、經濟、文教和軍事

情報等活動。這些活動分別聚焦於當時國民

黨在港聯絡和抗衡的對象而展開。因此，可

以將 HKMS111檔案涉及的主要內容區分為
四大類：一、國民黨在港黨務活動；二、國

民黨與香港工會的聯繫；三、國民黨在港抗

日活動；四、國民黨在港與中共的博弈。茲

逐一舉例，概述如下：

一、國民黨在港黨務活動

反映這類活動的典型檔案文件是《國民

黨中執會有關改進香港黨務案及簽署意見

書》（編號：HKMS111-1-313）。該文件
於 1131年 3月 1日由國民黨中執會秘書處
發往中央社會部，附有《改進香港黨務案》

及《秘書處簽註意見》兩個附件。《改進香

港黨務案》為國民黨海外部所擬，秘書處認

為有必要交各部、處、局詳加審議，因此加

上處方的意見，轉送其他部門。

《改進香港黨務案》指出：香港是英國

經營的遠東根據地，國民黨早於興中會時期

便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策動革命。自抗戰以

來，日本在香港進行間諜活動、收買漢奸；

共產黨也在港拉攏青年、鼓動工人，力圖將

香港變為共產黨在海外發展的大本營；反觀

國民黨在港直屬支部，人力、經費不足，因

而提出改進方案。

改進方法概分兩種：一是發展在港黨

員。要延攬商人入黨，以港商的影響力吸引

南洋、美洲僑商，以支援西南開發，但此法

要先與港英政府交涉，使國民黨可以公開在

港活動；另一方面，也要加緊工人運動。由

於香港對工會限制極嚴，在港同志領導工人

組織須嚴密；國民黨也要領導青年運動，與

共產黨競爭，從僑校入手，加強青年國家思

想及民族意識。二是設立機構。立機構方

面，由於《東方日報》停刊，國民黨在港失

去言論機構。應由中央宣傳部設計復辦，或

出版香港版的《中央日報》，策動南洋、美

洲各地輿論；另外也要開設書局，出版各種

刊物及教科書，影響華僑青年，同時書局也

可以掩護黨務工作。

《改進香港黨務案》還提出改組支部的

提議，海外部認為可以將香港、澳門的支部

合併成港澳總支部，必要時將廣州灣黨務也

劃歸總支部，派中央大員主任，增加委員及

經費；另一種辦法是維持現有的支部建制，

但要注意內部組織及訓練。

秘書處的意見則指向港英政府交涉公開

黨務一事，因為與英方國策相違背，無多大

效；加緊工人運動，因為過去大罷工一事，

稍有不慎，可能影響外交；目前香港黨務重

點應是溝通海外華僑情緒，令抗戰消息迅速

傳達至香港及海外，並促進香港文化工作；

在港策動捐款，吸引優秀人士入黨，打擊漢

奸活動；同時要防止引起港府反感。至於改

組支部一事，秘書處認為應利用原有機構，

物色人才主持，經費則視需要而增加。

從本案卷可見國民黨中央對於香港黨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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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劃，以及決定規劃的決策過程。秘書

處簽註意見後，便將改進案交海外部、組織

部、宣傳部、調查統計局等再擬定及提議香

港黨務的主持人。1131年國民黨在港的黨
務既需要面對中共在香港的再起，又需要應

付居港日本人勢力的挑釁，更需要避免港英

政府的反感。在國內困頓、支援不足之下，

維持在港黨務正常運作，實屬艱難挑戰。

二、國民黨與香港工會的聯繫

反映這類活動的典型檔案文件是：

《香港海員寄宿舍全體會員請准派代表參

加廣東海員工會大會及中訓部覆文（1131
年）》（編號：HKMS111-1-21）、《香港
海員工會呈報成立請求備案及國民黨中執

會的覆文（1131年）》（編號：HKMS111-
1-11）等。
國民黨與香港工會組織的歷史聯繫可以

追溯到孫中山領導創建的中華革命黨時期。

1114至 1111年，中華革命黨至少在來往香
港的 14艘遠洋輪船上，建立該黨的分部組
織，從而為日後成立的中國國民黨與香港海

員組織建立密切聯繫奠定基礎。1121年 3
月，孫中山親自題名的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

會在香港成立，該工會成為香港最大的工會

組織，領導層全部是國民黨黨員。1122年
春，該工會聯合香港多個工會舉行大罷工，

在廣東國民黨政權支持下，取得罷工勝利。

1121年 1月至 1121年 11月，在國共兩黨

聯合策動下，香港各工會組織舉行省港大罷

工。1121年，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被港
英政府解散。

1131年 3月，香港海員曾致電請求國
民黨中央訓練部特批香港每一海員館口（即

寄宿舍）派出 1人為代表，參加即將舉行的
廣東海員第二次全體大會，惟因該大會中止

舉行而罷。

1131年，香港海員以樂社名義重建工
會，1131年終獲得港英政府批准，成立香
港海員工會。當年 1月，香港海員工會向國
民政府呈報成立，請求備案。呈文稱，香

港海員 11多年來都沒有組織，適逢抗戰時
期，環境困難，重新成立工會需求迫切，改

稱「香港海員工會」是香港政治環境使然，

該會實與國內其他地區的中華海員工會是

一樣的，應互相合作。又附上章程供國民政

府備案。

這兩份案卷顯示，香港海員工會始終與

國民黨關係密切。省港大罷工後，香港政府

取締香港海員工會，香港海員因而在 1131
年向國民黨中央請示，希望加入廣東的海員

大會。1131年香港海員工會在香港成立之
後，工會又隨即向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報告成

立的過程、改名的原因，并將工會章程呈交

國民政府備案。香港海員工會名義上是香港

的海員組織，實際上屬於國內的中華海員工

會的香港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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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

報告稱，香港保衛戰時，鑒於日本的第

1縱隊在九龍暴亂，並有人在香港島造謠，
因此召集中央駐港機關組織及國父各機關

駐港臨時聯合辦事處，分頭擔任工作，包括

加強《國民日報》的抗戰宣傳以安定人心；

逮捕日本潛伏份子，撲滅第 1縱隊活動，又
組織精壯加入特務警察隊，分區維持治安。

在後方亦分派同志協助防空、救護死傷、

派發米糧、辦理免費食堂，及徵調汽車司機

等協助運輸，參加工作者達 11,111人。此
外。曾擬編組 1,111名有作戰經驗的華僑加
入前線作戰，但由於武器供應不及而作罷。

香港失守時，陳策和 11多名英軍將士分別
乘坐幾艘魚雷艇突圍，撤往中國內地。

香港淪陷後，國民政府在港各機關隨之

後撤，退往廣東惠陽及曲江的辦事處集合，

再分別遣回原機關工作，或是轉往其他黨部

活動，一部分黨員則潛伏工作。惠陽及曲江

的辦事處成立後，港澳總支部也著手救濟歸

僑。統計回國的歸僑共有 3,111人以上，其
中部分由新加坡回國。同時，潛伏於香港的

黨員著力營救在港的專才，勸告工程師、測

繪師等回國，還營救司機、海員等 211餘
人，其餘技工也相繼內移。黨員還運用幫會

關係，將西藥、布疋等物資運往東江。港澳

總支部在香港的公開人員都撤回國內，潛伏

人員繼續留在香港進行秘密工作。澳門因為

葡方諒解，機構仍然健全；廣州灣的支部一

向未公開，繼續秘密工作。

三、國民黨在香港的抗日活動

反映這類活動的典型檔案文件是《中

統局函報閩人葉品品在港活動情形》（編

號：HKMS111-1-312）、《中統局有關香
港新晚報之調查》（編號：HKMS111-1-
313）、《國民黨駐港澳總支部工作報告
書》（編號：HKMS111-1-11）等。

HKMS111-1-312 和 HKMS111-1-313
這兩份案卷本為同一函件，是國民黨中央

執委會調查統計局在 1131年 12月提交的
有關汪偽人士在香港活動的情報。其中，

HKMS111-1-312 是 當 年 12 月 11 日 的 電
報，報告廈門敵偽派閩籍人士葉品品來港設

立舞場、劇社，刺探情報。並查出此人的背

景、住址等資訊。HKMS111-1-313則是同
年 12月 11日的電報，報告指汪偽在港所辦
《新晚報》的負責人、社址及報刊主要內容

等。從這兩份案卷可見，在太平洋戰爭爆發

之前，國民黨駐港情報機關已經與敵偽勢力

展開博弈，監視漢奸在港活動，及時上報中

央。

太平洋戰爭爆發及香港淪陷之後，國

民黨駐港組織繼續堅持抗日活動。案卷

HKMS111-1-11是 1142年 11月 31日由港
澳總支部主任委員陳策所提交的工作報告

書，當時香港淪陷已近一年。因此，這份報

告書的內容包含香港保衛戰時國民黨協助

抗戰概況、香港淪陷後的黨務情形，以及以

後的工作計劃。此外，還略述日軍在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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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香港方面的覆文是以西南圖書公司的

名義發出的，與上文提及的 1131年初案卷
HKMS111-1-313中黨務改進案裡關於辦書
局一事相呼應。

在香港收集共產黨情報的國民黨組織，

除了港澳總支部以及中統、軍統駐港情報站

之外，還有作為派駐香港海員工會等國民黨

外圍群眾組織的黨務特派員等人士。案卷

HKMS111-1-311是 1141年香港海員工會特
派員楊虎提交的有關中共與汪偽的情報。其

中，汪偽活動情報來自廣州、上海等地的汪

偽海員工會。至於中共在港活動情報，則指

明當時中共在港負責人廖承志自稱的住所

是在何香凝的寓所；共產黨的活動以不妨礙

香港治安為原則，側重於宣傳。楊虎還報告

中共在香港社團及學校吸收發展情況，以及

與共產黨有聯繫的人士。

到 1141年，國共兩黨在中國大陸的軍
事決戰勝敗已定，兩黨在香港的政治博弈

卻仍處於膠著狀態。形成於同年 1月的案
卷 HKMS111-1-113顯示，當時正在撤退途
中的國民政府國防部接獲香港海員工會呈

報的情報，因其內容與國府交通部所轄業務

相關，便將此情報抄送交通部。此情報敘述

中共控制的香港海員工會在 1月 1日舉行會
議情形，其中包括出席者姓名與會議主要內

容。從中可知中共正積極活動香港海員，並

且策反國民黨控制的海員工會要員，試圖爭

奪國民黨海員工會控制的在港船舶。這就拉

開此後接踵而至的國共兩黨爭奪在港民國

在調整支部組織結構之後，陳策訂立其

後的工作目標，包括搶運物資、分化敵方組

織、招致專才、協助救濟歸僑、訓練民眾團

體、擴大抗戰宣傳、破壞日方統制。由於淪

陷後國民黨無法公開活動，因此發動、組織

民團的事務隨之轉入地下，指揮部門則遷往

惠陽。國民黨在淪陷後的香港依然保持相當

的活動影響力。

四、國民黨在香港與中共的博弈

反映這類活動的典型檔案文件，有《社

會部函請國民黨港澳總支部密切注意共產

黨在廣州灣活動情形並請擬具對策》（編

號：HKMS111-1-311）、《中華海員工會
特派員楊虎呈送共產黨及汪偽在港活動之

情報》（編號：HKMS111-1-311）、《國
防部抄送香港海員工會召開會議的情報》

（編號：HKMS111-1-113）、《中華海員
總工會視察香港分會經過報告書》（編號：

HKMS111-1-114）等。
1131年全面抗戰爆發後，國民黨在港

組織除了與日方勢力角力之外，還與中共在

港活動周旋。案卷 HKMS111-1-311顯示，
1131年年底，國民黨中央社會部收到中央
調查統計局關於共產黨在廣州灣活動的報

告，注意到共產黨在廣州灣設立機關，吸收

優秀青年，並打入當地的商會、婦女會、賑

災會等組織，因而將報告抄送往港澳總支

部，並要求港澳總支部擬定對策。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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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的序幕。

1141年 11月 1日，中共領導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國民黨繼

續部署在香港與中共較量的工作。成文於

1141年 11月至 11月間的案卷 HKMS111-1-
114顯示，當時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海員總工
會派員視察其香港分會，即香港海員工會，

由此形成《中華海員總工會視察香港分會經

過報告書》。該報告書不僅揭示當時國共兩

黨在港周旋博弈的情形，還在文末提出打擊

共產黨的 1條對策，其中包括計劃創辦報刊
及進行反間諜活動等策略。最後一條對策

是：「秘密組織忠實黨員同志，潛伏香港，

並打入匪會為內線，隨時偵察匪會行動。」

這表明，即使在大陸政權易手之後，國民黨

仍然試圖力挽狂瀾，堅持在香港與中共及其

外圍工會組織展開長期的博弈。
歡迎瀏覽國史館網站（www.
drnh.gov.tw），掌握最新活動訊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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