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來香，我為你歌唱……」抗戰時期以
一曲《夜來香》紅遍大江南北，戰後活躍於
日本及香港影壇，晚年以日本參議員身份推
動中日友好，1940年代著名日裔歌手李香蘭
（原名山口淑子），本月7日因心臟衰竭於
東京病逝，結束傳奇一生，終年94歲。李
香蘭曾與日本女間諜川島芳子關係密切，戰
後幾乎因漢奸罪被處決，有意見認為李香蘭
實為日本軍國政府的宣傳工具。
李香蘭於 1920 年生於中國遼寧省撫順

市，原名山口淑子，父親是在南滿洲鐵道
(滿鐵)教中文的山口文雄。13歲時，她獲後
來任瀋陽銀行總裁的李際春收為義女，取中
文名字「李香蘭」，並開始以中國人身份生
活。
李香蘭後來跟一名俄羅斯聲樂家學習聲
樂，並在偽滿的流行歌曲大賽勝出，適逢當
時日本推行「日滿親善」政策，李香蘭獲發
掘於滿洲電台演唱多首「滿洲新歌曲」籠絡
中國人。李香蘭14歲時化名「潘淑華」，
隱瞞日本人的身份入讀北平翊教女子中學。
1937年滿鐵成立「滿洲映畫協會」，李香
蘭獲聘為演員，首部電影《蜜月快車》就奠
定了她「懂日語的中國少女影星」的地位，
其後相繼演出宣傳日本「大陸政策」的《白
蘭之歌》及《支那之夜》等。1943年她參演

講述林則徐事蹟的《萬世流芳》，紅遍整個
中國。

《何日君再來》等成經典
由於當時一般觀眾不知李香蘭為日本人，

加上其明星身份，因此成為日本當局的巧妙
侵略宣傳工具。
1944年，李香蘭在北京舉行記者會，打算
公布自己的日本人身份，受到身邊人士阻
撓，但她仍為自己曾拍攝日本宣傳電影向中
國人民道歉。其後她返回在汪精衛政權控制
下的上海發展，躋身上海灘「五大歌后」之
列，並演唱了《夜來香》、《何日君再
來》、《賣糖歌》等一代經典名曲。

邵氏兄弟邀來港演出
李香蘭與當時的日本間諜川島芳子關係密

切，由於川島喜歡女扮男裝，因此川島與李
香蘭經常「稱兄道妹」。抗戰勝利後，上海
軍事法庭以漢奸罪起訴李香蘭，在幾乎被槍
決前夕，家人公開她是日本人的資料，因而
獲釋並被遣返日本。此後她用回本名山口淑
子繼續演藝事業，出演黑澤明《醜聞》等電
影，並曾獲香港邵氏兄弟邀請來港演出。
李香蘭於1951年與雕塑家野口勇結婚，

但婚姻僅維持4年，1958年與日本駐緬甸大

使大鷹弘再婚，隨後息影並轉職記者，1974
年代表自民黨角逐參議員成功，任期長達18
年。

勸小泉勿拜靖國
李香蘭聲稱自己對中日兩國皆有深厚感

情，形容「日本為父中國為母」。回望
「李香蘭」時期，她稱有時會感厭惡，
甚至希望與該身份割斷，曾於自傳中表
示重看《支那之夜》時感到後悔，徹夜
難眠。
晚年李香蘭致力促進中日兩國友好，又
活躍於以賠償戰時慰安婦為宗旨的「亞洲
婦女基金會」，她2005年亦曾撰文勸告時
任首相小泉純一郎勿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
靖國神社。

年近九旬代居民出頭
2009年曾有日本周刊報道，當年已經89

歲的李香蘭曾經為所居住的地區將新建住宅
大廈，幾次找開發商「三菱地所」交涉，後
來更作為居民代表，登門找前皇室侍從長渡
邊允交涉，表示「我個人單位的『日照權』
雖然不受影響，但考慮到大家的利益，我們
會一起行動的。」

■共同社/美聯社/法新社

一代傳奇李香蘭病逝
曾是侵華宣傳工具 晚年力促中日友好

1920-2014

首本名曲《夜來香》曾列禁歌
李香蘭當年曾與周璇、白光、張

露及吳鶯音並列為上海灘「五大歌
后」，1944年的首本名曲《夜來
香》由作曲家黎錦光為她度身訂
造，結合中國民間小調和歐美旋律
節奏的風格。在1949年後該曲一度
因為有傷風化被禁播，解禁後再度
流行，並曾被鄧麗君等歌星翻唱，

也曾被黃霑改編粵語歌詞，由林子
祥翻唱。
與《夜來香》相比，另一首《何

日君再來》爭議更大。此曲原本是
表達「今宵離別後，何日君再來」
的離愁別緒，然而歌名「君」與
「軍」諧音易引人遐想，日本初時
擔心淪陷區中國人以此歌為包裝，

盼望抗戰軍反攻，因而下令禁播；
戰爭後期日本卻主動改「何」為
「賀」，變成「賀日軍再來」，重
新在淪陷區大力播放，戰後中國政
府一度長期禁播此曲。
張學友1990年曾推出歌曲《李

香蘭》，亦成華語樂壇經典。
■綜合報道

■■8888歲時的李香蘭歲時的李香蘭
觀看東京四季劇院觀看東京四季劇院
上演的上演的《《李香蘭李香蘭》》
舞台劇舞台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李香蘭當年的唱李香蘭當年的唱
片宣傳片宣傳。。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19821982年已當選為日本參院年已當選為日本參院
議員的李香蘭議員的李香蘭。。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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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長2分27秒
的影片名為

「給美國盟友的
訊息」，片段開始
時插播了卡梅倫宣
布與伊拉克政府及
庫爾德族合作打擊
ISIL的發言，然後
鏡頭轉至身穿橙色
囚衣的海恩斯。
海恩斯跪在沙漠

上說：「卡梅倫需
為我被處決負全責，因為英國自願加入美國
聯盟對抗ISIL，重蹈前首相貝理雅的覆轍，
與歷任英國首相無異，沒勇氣向美國說不。
而英國公民則將不幸地，要為英國國會自私
的決定付出代價。」

劊子手疑屬同一人
操英國口音的蒙面劊子手稱，英國加盟美

國只會「加速滅亡」，以及將英國人捲入
「另一場必敗無疑的血腥戰爭」，估計行刑

的正是早前處決美國記者福利及索特洛夫的
同一劊子手，片末並出現另一名英人質亨
寧。影片拍攝手法及說話內容與早前福利及
索特洛夫被斬首片段相似。片段公開前一
天，海恩斯的家人曾透過英國外交部公開請
求ISIL聯絡他們。
卡梅倫昨日緊急召開應變委員會會議，譴

責事件是「魔鬼的行為」，表示必盡一切辦
法將「殺人兇手」繩之於法。美國總統奧巴
馬亦強烈譴責事件為「殘暴的謀殺」。

憂英美掌握藏參地點 提早行刑
美國企業研究所學者魯賓指，ISIL發放影

片的目的，除了收宣傳效用外，亦因為他們
很明白美國人及歐洲人面對不斷有同胞被折
磨及殺害，均不欲與ISIL作長期拉鋸。魯賓
又指出，ISIL原本揚言於本月20日才發放斬
首影片，現在卻提早行刑，可見組織亦不肯
定英美是否掌握他們藏參的地點。
44歲的海恩斯曾於英國空軍當飛機工程

師，近年在巴爾幹半島、利比亞、南蘇丹及
敘利亞等戰區進行救援工作，於去年3月在敘
利亞被綁架。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英首名人質遭斬首英首名人質遭斬首
「伊斯蘭國」再行刑 報復卡梅倫與美結盟

伊拉克極端組織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

斯蘭國」(ISIL)前日

發放英國人質海恩斯

被斬首片段，是一個月內

第 3 名被殺害的西方人

質，亦是首名被處決的英

國人。ISIL在片中表示，

英國首相卡梅倫主動與美

國結盟打擊 ISIL，是導致

海恩斯被處決的原因，並

威脅若不停止，將處決下

一名英國人質亨寧。

瑞典國會大選昨日舉行，選前民調顯示，以在野
社民黨為首的偏左聯盟，將有機會重奪失落8年的
政權，原因是選民擔心立場偏右的現任首相賴因費
爾特會拋棄着重福利的「北歐模式」。不過在政壇
「向左轉」的同時，以反移民為號召的極右瑞典民
主黨，所得議席也可能倍增。

或要組聯合政府
賴因費爾特與被視為下任首相大熱的社民黨黨魁
勒夫文分別到票站投票。社民黨一直在民調領先，
但支持率也只有30.3%，預料未能取得過半議席，
需按照2010年「紅綠聯盟」模式，與綠黨及左翼黨
組成偏左聯合政府。選前三黨支持率合共約46%，
領先執政聯盟5%，投票結束前4小時的票站調查顯
示，偏左聯盟可獲得44.9%選票，瑞典民主黨則料
獲10.4%選票。
瑞典現時由以中間偏右溫和聯合黨為首的四黨聯

盟執政，賴因費爾特自2006年出任首相至今，處理
歐債危機的手法備受讚許，但他主張減少醫療福利、
開設私立學校、取消富人稅、國企私有化等開放市場
政策，令選民擔心「北歐模式」被拋棄。
近年瑞典湧現不少反移民聲音，令瑞典民主黨乘

勢擴張。該黨選前支持率達9.6%，遠高於上屆的
5.7%，預料議席有可能從現時20席增至40席，成為
國會關鍵少數。 ■《衛報》/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颱風「海鷗」昨晚登陸菲律賓東北部，當局警
告可能有山泥傾瀉、水浸及雷暴，並強制沿海地區
居民疏散。受吹襲的地區盛產稻米，暴雨導致稻田
水浸，卡加延群島的農民在颱風登陸前已開始收割
稻米及粟米，希望減少損失。
菲律賓氣象部門表示，海鷗最高風速達每小時

160公里，持續風速為每小時130公里，於昨晚掠
過伊莎貝拉及卡加延群島交界，預料今日下午吹襲
呂宋，以時速22公里向北部移動，明日進入南
海，並靠近香港。
當局表示海鷗風力強勁，可掀起2米高大浪。菲

律賓中部一艘停泊的輪船前日因大浪沉沒，兩艘經
過的船協助救起最少110人，發現3具屍體。
菲律賓北部9個省份已提高颱風警告級別至第二

高的3級，首都馬尼拉暫未發出警報，至少20班內
陸航班因惡劣天氣停飛。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瑞典大選 偏左政黨料重奪政權 「海鷗」登陸菲律賓 料明靠近本港

■■「「海鷗海鷗」」吹吹
襲襲，，海邊風勢猛海邊風勢猛
烈烈。。 路透社路透社

■社民黨黨
魁勒夫文到
票站投票。

法新社

■海恩斯被劊子手
用刀指着。

網上圖片

「伊斯蘭國」與敘溫和反對派停火
總部設於英國的「敘利亞人權觀察」組
織表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
(ISIL)上周五已與敘利亞溫和反對派達成停
火共識，並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由於
華府正向國會申請從本周開始向敘反對派
提供軍備及訓練，以聯手打擊ISIL，停火
協議或影響議員投票傾向。
消息指ISIL同意停火，原因是面對西方
軍事壓力日增。另外有報道指，ISIL搶奪
回來的油田出現工人逃亡潮，導致油田收
入從兩個月前的每日300萬美元(約2,325
萬港元)，減至150萬美元(約 1,163萬港
元)。
美國共和黨及民主黨內部就應否向敘反

對派提供支援存在分歧，兩黨各有支持及
反對聲音，反對一方擔心軍火最終會流入
ISIL手上。本月初被斬首的美國記者索特
洛夫，其家屬上周向傳媒透露，索特洛夫
是被敘國「所謂溫和反對派」俘虜，再賣
給ISIL。

澳應華府要求 派兵赴中東
另外，澳洲總理阿博特昨宣布，派出

400名空軍、200名軍事人員及戰機前往阿
聯酋，但強調並非加入作戰行動，只是應
華府要求，協助國際聯盟打擊ISIL，以免
人道危機惡化，又說決定參戰前仍有多重
考慮。 ■《星期日郵報》/法新社

■另一名被擄人質亨
寧。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