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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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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此生名为李香兰》一书，是李香兰在《日本经济新闻（早刊）》上连载的专栏文章结集，也是
这位传奇女性的自传（非合著）首次在中国出版。
我偶然间被身披“战争时代”这件外衣的命运所操纵，人生中的每条道路都由不得自己选择。
待到察觉时，我已被夹在相互争阋的母国中国和祖国日本中间，拼斗的火花溅满全身。

⋯⋯ 若将历史视作个体人生的总和，那么本书或许便可称为我眼中的昭和历史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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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香兰（1920 年2 月12
日－），本名山口淑子，生于中国奉天（今沈阳）近郊的北烟台，祖籍日本佐贺县，是二十世纪三四
十年代中国著名歌手和电影演员，代表作《夜来香》曾被传唱大江南北。
1906
年其父远渡重洋来到中国。
1933
年被李际春收为义女，改名为李香兰。
日本战败后，李香兰被控“汉奸罪”判死刑，因户口簿证明其日本人身份，被无罪释放，于次年四月
回到日本。

在日本继续其演艺事业，并于1950 年应邀前往好莱坞和纽约学习舞台演技，与卓别林成为朋友。
1974
年参加参议院竞选，此后一直活跃于政界，并多次访华，为改善中日关系而奔走。
《此生名为李香兰》一书，是李香兰在《日本经济新闻（早刊）》上连载的专栏文章结集，也是这位
传奇女性的自传（非合著）首次在中国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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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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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我无法忘记在那里所喝的水的甘甜，而那只是从黄河汲上来的水，将上部一点点清
澈的部分煮沸，再用纱布过滤所得。
 是夜，我在广场上演唱。
士兵们将牛奶瓶斜着割开，做成烛台，却连这点光亮都不敢透露，因为河对岸就是中国军队的营地。
在星月光下，士兵们集合完毕。
我压低声音，如喃喃自语般地唱了《来到海边》的第一小段，士兵们从第二小段开始齐声合唱，浑厚
的歌声绵延不绝。
这些在战场上随时可能丧命的年轻男子低声唱着，肃穆的声音与深夜的寂静融为一体。
在我演唱过程中，士兵们纷纷向我伸出手来，小队长则大喊：“不能碰！
”“不能碰吗？
”已有多年未见过女人的士兵们纷纷用渴求的眼神注视着我。
接下来，我又演唱了《荒城之月》和《苏州夜曲》，士兵演唱了日本民歌，最后我们合唱了《战友》
。
 那晚，我未穿盛装，没有化妆，自然也无伴奏，有的只是明月、繁星和歌，但我真正觉得，我的歌抚
愈了战场上那些人如同创伤般的渴望。
我想，那是我此前从未登上过的最豪华的舞台。
 自那以后，我每天早上都会目送出击的士兵们离开，却很少见到全员归来，每天都会有年轻的生命离
开这个世界。
 影片的拍摄在部队的保护下继续进行。
一天，突有子弹射向了明晃晃的反光板。
河岸两边开始枪战，我们则趴在泥中。
那些中国演员和职员不得不躲闪本国士兵射出的子弹，不知他们做何感想。
 不过，拍摄过程中爆发的枪战很快就结束了。
据说有人说了好话，并证明这边的人都是中国人。
 可是，影片拍摄的辛苦却丝毫没有改变。
将脑袋扎进黄河，让河水一直没到脖子；在灼热的沙土上来回爬行；在麦田中往来奔跑，被划得浑身
是伤——如此残酷的拍摄足足持续了两个月。
 总算挨到拍摄结束，我们乘上了自开封返回北京的列车。
当列车临近新乡这一站时，我们所在的车厢后面又连上了两节铺有草席的病房车厢。
我起初以为那是满载红花的敞篷车厢，走近一看才发现，被我看成红花的实则是浑身浴血的士兵们，
我不禁僵在当场。
车厢里的景象惨不忍睹——断了手脚的人浑身抽搐，在一片呻吟和喊叫声中，还夹杂着要水喝的声音
，以及呼唤母亲的声音。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此生名为李香兰>>

后记

编后记对于出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或之前的读者来说，李香兰是一个具有神秘色彩的，又带着亲切
感的名字。
她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的歌星和影星，她的代表作《夜来香》《何日君再来》《苏州夜曲》是
当时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
李香兰是一名出生在中国奉天的日本人，本名山口淑子。
她生活在中国的二十六年间，这一特殊的身份使她经历了极其曲折而传奇的一生，也使得她半生都在
“祖国”和“母国”的战争中挣扎，还险些因为“汉奸罪”而丧命。
她的自传，除了掀开这位传奇女子的神秘面纱，也从特殊的个人角度记录了历史，为抗战史提供了另
一个断面。
人们关于李香兰的争议从未停止，她为“满映”拍摄的一系列带有日本军国主义色彩的影片一直遭人
诟病。
对此，她本人一直表示深深的悔恨，认为那是自己在少不经事时犯下的错误。
回到日本后，她一直为此悔过。
一九七四年当选为日本参议院议员后，她一直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并多次访华，还曾受邀到中国参
与各类文化演出。
二〇〇五年，李香兰在媒体上发表长文，劝诫日本首相不要参拜靖国神社，原因是“那会深深伤害中
国人的心”。
并提到：“对于那段历史，我们应该正视，不要使它积重难返。
我希望中国的年轻人能够了解我的命运，借此促进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
中国和日本是我的‘母亲之国’和‘父亲之国’，我最不希望见到两国的友好关系出现问题。
周恩来总理说过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日本人应该用自己的良知清算过去，两国年轻人更应用全新
的广阔视野，认真考虑将来如何友好相处。
”在本书中，李香兰没有美化日军侵略中国的事实，也没有歪曲中国人民的抗日行动。
她本就是那个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受害者。
她在八十多岁时揭示这段历史，和日本主流掩盖史实的政治右倾化相悖，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良知。
本着忠实原著的原则，我们对原版书内容未作删节，同时也保留了其中所附的参考史料。
编辑过程中处理如下：第一，译文保持原著的语言特色，对文中涉及大众所不熟悉的历史名词、人物
加以注释；第二，尽量保留原文的时代特点，保留文中出现的中国地名的旧称；第三，原版书中的历
史重大事件、人物、年代的说法都属日本惯用，根据《辞海》和《大百科全书》中的记录，均改为我
国出版物规范用法，而对于语境需要而无法修改的，都加以注释说明；第四，原版书都以日本天皇年
号纪年，我们保留这个特点，但在相应的年号前加以公元纪年；第五，关于川岛芳子的审判记录，参
考国民政府审判金璧辉秘密档案部分影印件，国民政府河北高等法院关于川岛芳子的审判档案影印件
；第六，书末的简略年谱中涉及的历史时间节点，大部分已在《辞海》和《大百科全书》中核实过，
因史料有限，难免会有错漏，诚恳期待各界读者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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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传奇女子李香兰：前半生无奈后半生悔过“中国人不知道我是日本人，我欺骗了中国人。
一种罪恶感缠绕着我的心，我仿佛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陷入了绝境。
”现年89岁的李香兰在晚年写下了这样饱含忏悔之意的话。
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李香兰都是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女子——张学友的一曲《李香兰》，让无数中
国人记住了这个名字；2007年，东京电视台制作的电视剧《李香兰》播映时，在日本引起轰动；十几
年来，日本著名的四季剧团将音乐剧《李香兰》作为保留节目，在日本、中国、新加坡等地常演不衰
⋯⋯李香兰何许人也？
她究竟是命运离奇的弱女子，还是文化汉奸？
是美艳动人的歌坛明星，还是日本间谍？
为了解真实的李香兰，近日，笔者采访了三宅清子女士（现居日本伊丹市梅木，已年过九旬）。
她与李香兰一样，出生于满铁公司职员家庭，就读于同一所小学。
她眼中的李香兰，有着更为真实的性情。
李香兰的命运，其实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了中日之间的历史宿怨。
让我死在中国和日本的枪弹下李香兰，本名山口淑子，生于沈阳。
她虽是纯粹的日本人，却生在中国、长在中国，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
她的父亲，是个亲华派日本人，在满铁任高级职员，后因亲华受到拘留，被撤销职务。
13岁那年，山口淑子认了父亲的中国同学、时任沈阳银行总裁的李际春为养父，从此有了个好听的中
国名字：李香兰。
同年，李香兰患了肺病。
为恢复肺部健康，她开始跟随一位白俄罗斯女高音歌唱家学习声乐。
一次，李香兰登台为老师的个人演唱会做暖场表演，一亮相，便被奉天广播电台相中。
当时的日本，在满洲推行“日满亲善”、“五族协和”的怀柔政策，急需李香兰这样通晓中日两国语
言、长相漂亮、歌声甜美的偶像。
日本当局认定，有着日本血统的李香兰不可能背叛日本，而要培养一个中国女演员，就说不准了。
最后，满铁公司大员甘粕正彦亲自上门“邀请”，原本不赞成女儿为满洲背景的奉天广播电台工作的
山口也不敢拒绝。
三宅清子回忆说，小学毕业后，李香兰以潘淑华为名到北平求学，自己则转到大连上中学，二人此后
再没见面，直到战败后回到日本。
在北平，李香兰凭借娴熟的中文与天籁般的歌声，结交了不少中国朋友。
这一阶段，日本占领东三省，中国人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不久，日军入侵热河，中国军队穿着草鞋从南方开来，奋勇抵抗，李香兰的中国同学也纷纷参加到抗
日运动中去。
聚会中，同学们义愤填膺地抒发着自己的爱国热情，有人问李香兰：“如果日本人发动侵略战争，你
打算做什么？
”李香兰想了想，面容从忧戚、难过、痛苦转为坚决，她站起来：“我希望站到北平的城墙上去，死
在中国和日本双方的枪弹之下。
”当时的李香兰，不过是一名十几岁的中学女生，能说出这样的话，不禁让人感受到她的早熟和处于
那个时代的无奈。
7年红透半边天1937年，李香兰毕业回到东北。
同年，满铁出资成立了满洲映画协会株式会社（后简称满映），17岁的李香兰加入其中，由此开始了
自己长达7年的演员生涯。
她主演的第一部电影《蜜月快车》，奠定了她“懂日语的中国少女影星”的地位。
其后，她又出演了《支那之夜》、《白兰之歌》等电影。
这些影片大多讲述中国姑娘爱上日本男子的故事，李香兰在片中形象艳丽、性格温柔，很符合日本男
人对中国女人的完美设定，很受日本人欢迎，却因奴化意识太强，完全不能被中国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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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2年，李香兰已是“东亚共荣国的巨星”。
李香兰还演唱了一系列中国歌曲。
《何日君再来》、《夜来香》等歌都传唱一时。
她被推上前台，并迅速家喻户晓。
其中《夜来香》最为大家熟知，这首歌是百代唱片公司特邀作曲家黎锦光，参考中国民间小调为她谱
写的。
1945年，她在上海因演唱这首歌，还受到传讯。
她说：“他们怀疑我唱这首歌是期望中国（重庆）政府回来。
”李香兰说：“在那个战争年代，为了生存，我拼足了力气学唱歌。
”同时，她也为自己曾出演“为军国主义服务、歧视中国人的电影”深感内疚。
1944年，她断然退出满映，客居上海。
作为日本政府一手打造的“亲善”偶像，李香兰的爱情也受到格外关注。
三宅清子女士回忆，李香兰曾与日本满洲开拓团的调查员高木敬一相恋。
高木也是满铁子弟，因亲华被定性为“危险分子”。
他比李香兰大几岁，二人从小就交往甚密，李香兰走红后，他们不得不在日本军方的强硬干预下断绝
往来。
李香兰的前半生，几乎都在中国度过，只是在满映从艺期间回过几次日本。
第一次“回国”，是在1938年，李香兰以“满洲国”女演员的身份乘船到日本“访问”。
经过日本海关时，一位水上警察官将她叫到一边严加训斥。
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错的李香兰非常惶恐，许久才弄明白，警察官见她手持日本护照，认为她身为“上
等”日本国民，却甘心穿着“下等”中国旗袍，这侮辱了日本国民。
这让了解中国文化、心地单纯的李香兰极为震惊，她这才意识到，中日间的矛盾与隔阂，已经如此深
刻。
警察官坚持要李香兰立刻脱掉旗袍，换上和服。
最后还是满映负责人员赶来，说明李香兰实际是为宣传日本在中国“亲善”的演员后，此事才得以作
罢。
这件事对李香兰刺激很深。
她曾在自传中感叹：“日本人对亚洲其他民族的优越感和不平等，是多么露骨啊，真是一个令人厌恶
的民族。
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日本在中国失败了，中国人会不会给日本人同样的侮辱呢？
”用一生来悔过抗日战争结束后，李香兰被当作“文化汉奸”遭到起诉。
然而，她日本人的身份使罪名无法成立，加上其从艺期间并未参与政界活动，法官于是当庭宣判她无
罪。
这立刻引来旁听席上中国民众的一片哗然：对李香兰扮演的一系列美化和谄媚日本人的银幕形象，他
们深恶痛绝，纷纷要求重审。
这时，被告席上的李香兰唱起了自己的歌。
她一边唱一边流泪，并一再向旁听的群众鞠躬致歉。
唱到最后，法庭上的中国人无不感动落泪。
庭议结果，李香兰被无罪释放。
这件事，同日本著名女谍川岛芳子最终被认定为是中国人金璧辉，并以汉奸罪枪决，都成为当时的大
新闻——说日语，用日本名字的原来是中国人；说中文，用中国名字的却是日本人。
1946年，李香兰被遣送回国。
据说，直至船只起航，她都一直躲在卫生间里。
回国后，她再度活跃于歌坛、影坛，也曾到香港拍过影片、灌制唱片。
1958年，李香兰嫁给外交官大鹰弘，以大鹰淑子的名字继续各种活动，并成功参政，做到参议员。
对中国人民宽恕的恩情，她始终不曾遗忘。
在此后的生涯里，她坚持不变地表达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厌恶，并切实为中日友好做了不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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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握手，中日关系有望恢复正常化的那一刻，李香兰以泪洗面：“这是
我一生中最好的一天！
”2005年，她发表长文，劝诫日本首相不要参拜靖国神社，因为“那会深深伤害中国人的心”⋯⋯13
岁出道，17岁走红，23岁攀上事业巅峰，26岁黯然回国⋯⋯前半生，李香兰没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后
半生，她生命的主题就是悔过。
就像她自己说的：“一个被时代、被一种虚妄的政策愚弄的人，如果噩梦醒来后，能有机会对当时的
行为反思，或加以解释说明，也是幸福的。
”我们希望，耄耋之年的她，已找到自己心灵真正的安宁。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 萨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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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此生名为李香兰》编辑推荐：你听过张学友的同名歌曲，却不知道她是谁。
她是川岛芳子的密友；张爱玲眼中的“精灵”；《夜来香》的原唱者⋯⋯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最美
丽的女人。
传奇女子李香兰自传，首度引进国内，揭开一段尘封往事。
生在中国、成名在中国，却有着日本血统，曾因此差点被判汉奸罪处死。
半生在中国，半生在日本，充满矛盾而戏剧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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