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却的丰碑

为了迎接千禧年的到来，北海市区改造的重点工程——解放广场，在 1999

年最后的两个月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山公园的西北角，一座几乎被人们遗忘的八

角亭被规划为解放广场东面的一个景点。从此，八角亭基座下被覆盖了 30 多年

的《北海抗战史略》碑文又重见天日，再次向人们展示它的历史内涵。这座具有

重要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的建筑物，于 2000 年元旦重现昔日的风貌，这就是抗

日战争胜利纪念亭（下简称纪念亭）。

纪念亭建成于 1946 年元旦，与它同时建成的还有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下

简称纪念碑）。它们由当时北海社会各界和民众集资，聘请北海著名建筑商号“衡

兴隆”承建，成为中山公园一对重要的纪念建筑物，它们造型美观大方，碑、亭

相互衬托，和谐统一。市民常到那儿游览，许多人以它为背景，在照片上留下自

己的身影。

遗憾的是这一对碑、亭至今只剩下纪念亭。经历过那战争岁月的老北海，对

失去的纪念碑怀着无限的思念。1994 年 10 月，黄家蕃先生写了一篇介绍碑、亭

筹建经过的文章，题为《血肉凝成的丰碑》，列举了北海人民在抗战期间经历了

“大水沟空袭惨案”、“三·三事变”的浩劫和作出的巨大牺牲。1998 年，张维瑞

先生一篇题为《“碑”之思念》的文章，介绍纪念碑于 20 世纪 60 年代“文革”

期间遭到的厄运，因为碑上的“抗战胜利纪念碑”7个大字，是国民党第四方面

军总司令张发奎（广东始兴县人，抗战期间先后任国民党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第

九战区第二兵团总司令兼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第四方面军司

令长官）所题，被认为是为国民党树碑立传。在那极左思潮和无法无天的年代，

此碑被毁，仅剩碑座。公园的一位“花工”（种花的工人）在碑座上塑“刘胡兰”

像。因塑得不好，被人们批评为丑化妇女形象，不久，塑像和碑座一起被彻底铲

掉。从此，这一对“相依为命”的碑、亭只剩纪念亭形单影只“蹲”在一边，这



一蹲就是数十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虽然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全世界人民没有忘记法

西斯给各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中国人民经历了“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

的长城”才换来八年艰苦抗战的伟大胜利，是我国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共同抗日取

得的伟大胜利。

解放广场建成以后，每天到亭内瞻仰和休息的游人不少，许多老北海说如果

重建纪念碑就好了。民进北海市委员会也向市政协写了有关提案；几位热心的老

北海也向笔者提供好几张 50 年前在碑、亭前拍过的老照片，笔者把其中照得较

清楚的，能反映碑、亭之间的位置及建筑物轮廓的两张照片作为此文的插图，日

后市有关部门决定重建纪念碑就有据可依了。

往昔自东向西排列的纪念碑、纪念亭和中山纪念台



位于解放广场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亭

这张老照片不但能反映纪念碑、亭之间的相互位置，而且碑座及碑的下半部分的轮廊清楚（照片提供：

罗传瑛）



这张照于 1951 年的老照片清晰地反映纪念碑正面的轮廊及碑文。碑正面阳刻“抗战胜利纪念碑”7个

大字。上款为“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仲冬建立”，下款应为“张发奎题”等字样，但被抹掉。

（照片提供：洪肇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