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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北海事件”始末（上）

作者：张九皋 来源：北海日报

1936 年 9月 3日，在北海市珠海中路开设“丸一药房”的日本商人中野顺三

在其药房楼上被刺杀，史称“北海事件”，亦称“中野顺三事件”、“北海九·三

事件”。

事件发生后，引起中日两国外交、军事等领域极大纠纷，日军先后出动 7艘

军舰闯入北海市海域欲强行登陆；北海驻军——新十九路军 60 师紧急应对、严

阵以待；广东省政府及驻军亦派出“福安号”军舰急驰北海，两军对垒，战事一

触即发。

中野顺三是日本浪人出身，浪人又称浪士，原是领取日本皇室俸禄的武士。

日本幕府体制解体后，失去俸禄的武士成了浪人，有些受雇于军部，充当对外侵

略扩张的先锋。中野顺三原受聘于香港“丸一药房”，于清朝末年独身一人来到

北海市珠海中路 90 号（今为 104 号）开设“丸一药房”，是香港“丸一药房”

的分行，主要经营产自日本的西式成药（以木虱药、“大学牌”眼药水等为大宗），

同时兼营儿童玩具和其他外国商品。20余年间，中野顺三由一个日本浪人变成药

房老板，成为富商，且放高利贷；他还在北海娶了两名当地女子为妻妾，共生育

8个子女；药房内雇有本地店员数人。

日本侵略占领我国东北三省后，激起全国爱国人士的抗日高潮，不仅民间强

烈抗议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不抵抗行为而致大片国土沦陷，就是军中的抗日军人

也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全国各地相继发生汉奸、日侨、日军被爱国军人扣押和

刺杀事件，不断制造事端逼迫蒋介石抗日。在这种背景下进驻北海市的新十九路

军 60师翁照垣师长率师于 1936 年 8 月下旬进驻北海后，即接到北海士绅及市民



报告，说北海有一个日本商人从事间谍活动，此日本人即“丸一药房”老板中野

顺三。翁照垣接到报告，即派员进行深入调查、侦察，发觉中野顺三确有间谍嫌

疑：

一、经济来源可疑。中野顺三经营的药房以西药成药销售为主，销量不多，

收入难以维持药店开支及其家庭、店员十几口人开销，估计月利润 20 银元，但

每月开销不少于 70-80 元。他如何支撑这个家庭及商店？

二、中野顺三侨居北海 20 余年，通晓地方语言，平时很少在店内，常以打

鸟、钓鱼为名，足迹遍及北海、钦廉一带，秘密测绘沿海地图、测量港口航道水

深及记录潮汐情况。

三、与来自日本身份不明人员来往频繁，进出北海港的日本商船或日本军舰

上的船员、商人、官员常“访问”“丸一药房”，而好酒的中野顺三常与到访日

人觥筹交错，店内热闹非常而此时北海本地人则绝不准入内。

四、据说“丸一药房”内有个密室，白天房门紧闭，就是妻妾子女亦不得入

内。中野夜里常在室内伏案执笔，至通宵达旦。他除了阅读自己订阅的中文书刊，

还经常阅读日本商船送来的日本书刊。

五、北海海关一职员反映，中野受命于日本政府，每星期须向日本政府作一、

二次书面报告，据此他每年可收受日本政府津贴千元。

六、香港“丸一药房”是日本设在香港的一个以经商作掩护的间谍机构，北

海“丸一药房”是分支机构，一切听命于香港机构。

经过驻军严密查证以后，确认中野顺三为日本间谍，初步决定将其驱逐出境，

或警告其自行离境；若驱逐不成，则采取刺杀行动，以掀起北海乃至广东的反日

浪潮，逼蒋介石抗日。

1936 年 8月 24 日及 8 月 29 日，翁照垣两次召见北海商会会长，以地方情况

混乱，为免保护不周而致发生意外为由要北海商会劝说中野顺三限期离境。接北



海商会通知，中野顺三也感到事情不妙，让药房停业，他本人深居简出，但仍有

意拖延离境。

同年 8月下旬的一天，适逢新十九路军总司令蔡廷锴到合浦召开军事会议，

翁照垣便将已收集到的中野顺三的情报向蔡汇报，并提出刺杀中野顺三的计划，

得到蔡廷锴的默许，刺杀行动随即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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