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殖民者扫射珠江岸民众——沙基惨案故事追忆 

 

沙面位于广州的西面，曾称作拾翠洲，原是珠江冲积而形成的沙

洲，故名沙面。沙面在宋、元、明、清时期成为中国国内外通商要津

和游览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联军选定了珠江白鹅潭的沙面作

为两国的租界地。沙面的北面被挖出一条河涌，以使沙面与广州的陆

地相隔开，成为一个独立的小岛，这条河涌，就叫沙基涌。1861年，

沙面以 4：1 的比例被划分为英租界和法租界。英法两国人员入住沙

面岛后，沙基涌的北岸有一条马路开筑，它自然而然被叫做沙基路。 

清末民初，沙基路相当繁华，开设有学堂、医馆、印务所、米埠

等。据说，当时为了不失国威，市政当局还强调在沙基路建造的房屋

要有一定的规模。英国曾一度想把租界范围扩大到沙基路，遭到清廷

的拒绝。沙基涌的一边是英法独立王国，一边是嘈杂的生活景象，看

似平静的生活景象深处默默酝酿着矛盾，然后一点一点地散开。 

1925 年 6月 19 日，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爆发，这是一场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反抗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政治大罢工。因此，对

中国人民来说，这场大罢工注定是深入持久，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一定

会坚持到底。6 月 23 日，广州工农兵学商各界群众联合省港罢工工

人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约 10 万人在东较场聚

集，声援上海五卅运动。大会结束后，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队伍从东

较场出发，周恩来也率领部分黄埔军校生加入游行队伍，散发传单，

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沙面租界”等口



号。当和平示威的游行队伍经过沙基路时，遭到英法军警开枪射击，

当场打死 52 人，重伤 170 多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沙基惨案。 

这是英法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赤裸裸地屠杀！当时示威群众完全

是有秩序的和平游行，没有想到会遭到帝国主义暴力袭击。我们无法

想象那一刻他们所遭遇的无助和恐惧。更可恨的是，英法军警所使用

的枪弹，皆为国际禁用的“达姆”弹，这种弹片杀伤力极大，进入人

体后，立即化成扁平型，炸裂性极强，人体会发生爆炸，血管破裂，

难以医治。此刻，天空黑云密布，大雨倾盆，整个沙基血流成河。帝

国主义的血腥屠杀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广东革命政府立即以

广东省省长胡汉民的名义向英、法驻广州总领事提出最严重的抗议，

但最终的答复是“对此种性质之要求不能加以考虑”。沙基惨案激起

了更大规模的反帝怒潮，省港两地工人罢工的规模迅速扩大，至 6 月

底，罢工人数达 25 万人。 

1926 年，为悼念死难者，广东革命政府在惨案发生地竖立“毋

忘此日”的纪念碑，将“沙基路”改名为六二三路，纪念省港工人的

爱国壮举，也告诫人们永远不要忘记 1925 年 6 月 23 日这一天！铭记

历史不是为了仇恨，而是要自立自强。 

沙基惨案纪念碑是一块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纪念碑。由于市政建

设的需要，曾 4 次迁建或者改建。如今，我们看到的纪念碑是按照原

貌修复的，虽然没有那么高大恢弘，但它却真实地纪念着那一段中国

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手无寸铁，遭受列强屠杀的悲伤而又耻辱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