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翁照垣与北海“九·三”事件

1936 年 9月 3日下午 7时左右，北海“丸一药房”老板中野顺三（日本人）

被刺杀。不到一个星期，日本国便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并派军舰“嵯峨号”

入侵北海海面，企图强行登岸“调查”。当时驻防北海的十九路军第六十师严阵

以待，并明确表示，日军若胆敢登陆，一定炮击日舰，故日方不敢上岸。但日方

并不甘心，一个星期后，又派出巡洋舰“球摩号”、一等驱逐舰“太刀风号”等

六艘军舰入侵北海海域，在冠头岭一带海面进行武力威胁。也许日本人获知北海

守军的将领是翁照垣（十九路军第六十师师长），尽管他们已兵临城下，也不敢

强行登岸。那么翁照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当时在北海为什么敢于对日军说

“不”？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他的戎马生涯。

翁照垣是个传奇式人物。他是广东惠阳人，青年时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后

来又到法国学习航空技术。回国后任广东省保安团第四团团长时，该团一次遭到

军阀陈济棠陆海空三军围攻，翁在弹尽粮绝下只身逃脱，蒋介石发现此人骁勇善

战，任命他为警卫师的旅长。在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他率领的十九

路军第一五六旅在死守吴淞、闸北的战斗中，号召战士“子弹用完了，上起刺刀

来杀敌，刺刀杀断了，用枪杆来击敌，枪杆击坏了，挥拳去打敌，两拳打残了，

还有你们的牙齿可以咬敌……”（摘自翁照垣《淞沪血战回忆录》）。由于他指挥

果敢，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因此“一时声名鹊起，仅次于蒋（光鼐）、

蔡（延锴）两人而驾于其他师旅长之上”（摘自《陈铭枢回忆录》）。由于蒋介石

破坏抗战，以致本应能完全战胜敌人的淞沪之战，最后以中日《淞沪停战协议》

的签订而告终。后来十九路军被迫解散。翁照垣这一痛心疾首的经历，坚定了他

日后抗日反蒋的决心。

1936 年，李宗仁、白崇禧发动反蒋，蔡廷锴在南宁招收旧部重组十九路军。

“我曾拨出一师部队，委派曾任十九路军师长的翁照垣为师长……进驻粤南的北



海一带”（摘自《李宗仁回忆录》）。该师驻防北海时，经调查，认定中野顺三有

间谍行为。为了清除潜伏的敌人，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翁照垣经周密布

置，于 1936 年 9 月 3日晚上，派出便衣队在中野顺三家中（位于市珠海中路 104

号）将他刺杀，这就是震惊中日朝野的北海“九·三”事件。

北海“九·三”事件发生后，由于蒋介石早在 1932 年“一·二八”松沪抗

战前夕，害怕“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摘自《陈铭枢回忆录》），故实行妥协

外交。蒋为了让日本人能上岸调查，派出外交部驻两广特派员刁作谦的秘书凌士

芬来到北海，并下令翁照垣的第六十师撤离。凌士芬到北海与日方人员共同调查，

最后以中野之死“其原因不外有三端：第一，死于劫杀……第二死于债务……亦

未可知，第三死于暴徒……亦殊可信。”（见凌士芬 1936 年撰写的“调查北海日

侨中野顺三被害始末记”）而告终。

图中左边第一间两层的骑楼商铺（珠海中路 104 号），是 1936 年震惊中日朝野的北海“九·三”事件

的发生地



北海“九·三”事件发生后，翁照垣率领部队严阵以待，并明确表示，日军若敢强行登陆，一定给予

炮击。图为翁照垣在北海前沿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