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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1941 年 12 月 25 日，港督楊慕琦爵士的ir Mark Young) 

與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 (Maj. Gen. Chrìstopher Maltby) 向日

本第 23 軍司令酒井隆投降，香塔從此進入史稱「三年零八

個月」的日本統治時期，直至 1945 年 8 月 30 日由夏慧率領

的英國艦隊回港為止。

本書除了希望以中、英、美、日等圓的一手史料重構這

個對近代香港至關重要的歷史，並解釋日本在講管治失敗原

因以外，更希望呈現當時香港市民面對戰爭與自本鏡泊時樹

不同反應;在專制橫暑的統治下，有人攀附極權、有人趁火

打劫、有人不聞不間、有人無奈接受、有人拼死抵抗，亦有

人鎮定面對，默默堅持至盟軍勝利。

本書主要討論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與亞洲和世界

的關係，對個體著墨不多，但這並不代表個人力量在這段時

期毫無作用。盟國抗日戰爭延綿八年(對英、美、加、澳、

荷等國而言則是接近四年) ，其勝利並不是因為任何一場

「決定性戰鬥」或任何一國一軍的功勞，而是無數個體在不

同崗位累積而成的結果，因此每個個體均有其重要 t性 O

今日，不少在日據時期為香港付出的人物大多均已被遺

忘，例如在日軍監視下奮力救助市民並維持香塔衛生的港府

醫務總監司徒永覺;艱難維持院務的東華三|吭員工;堅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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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學生與市民，不惜以身犯險的中立國牧者與神父;秘密為

英軍服務團收集日軍情報﹒里外接應﹒最後持身成仁的傅利

沙、雷福柴、海德、李德愛、李林等，戰時在英軍服務團前

線作戰，戰後繼續服務香港的李玉彪、何禮文、祁德尊、徐

家祥等;在戰俘營中策劃集體逃亡，失敗後寧死不屈的紐臨、

加利、安沙里等人;在戰俘營冷靜應對日軍、內開與艱困的

輔政司詹遜;為匯豐銀行與目軍極力周旋，最後鬱鬱而終的

匯豐大班祁禮賓;論陷時與陳策逃亡，為重建香港奔走謀畫~ , 

戰後歷任軍政府總民政主任與輔政司，使香港得以快速復興

的麥道高;在緬甸最前線與日軍奮戰的香港志願連官兵;在

香港境內潛伏戰門，使盟軍得以繼續在香港活動的東江縱隊

港九獨立大隊以及潛入香港促成英國在港恢復統治的梁潤

昌、羅保、告山奴。另一方面，那些在日據時期日本軍政人

物亦少有人提起，例如在香港擁有無限權力卻志大才疏'.

，希望東京指示的總督磯谷廉介;在香港推行嚴酷管治卻越

鎮壓越混亂，最後落得「殺人王」惡名而被處死的憲兵隊長

野間賢之助;搶先依附日人，在塔大肆擴張勢力，最後卻葬

身大海的廣州富豪陳廉伯;臨危受命，臥薪嘗膽卻被指為頭

號「漢奸」的混血兒立法局議員羅旭穌，率領「海防軍」活

躍珠江口，先後劫力日軍與國軍的甘志遠;以及為保護市民

向總督部和目本政府發出呼籲，戰後回曰推動慈善事業的日

本民政官員市來古至。雖然都份人士在戰後成為戰犯，甚至

因而被殺，但本書無意對雙方人物作出太多道德評價，而是

希望把他們的行動和背景清楚交代，並嘗試解釋其中因由。

在寫作的過程中，作者得到不少前輩和先進的鼓勵和

幫助，故在此一併致謝:英國劍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學



院的方德萬教授(卡lans van de Ven) 中文大學歷史系葉漢

明教授、張學明教授;香港大學歷史系高馬可教授 (John

Carroll) 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洗玉儀教授:香港浸會大學

歷史系李金強教授、何劉詠聰教授、麥勁生教授、黃文江

教授、譚家齊教授、金由美教授、 Catherìne Ladds 教授、

羅婉嫻博士、范永聰博士、郭錦洲博士、陳嘉禮博士，我

的好同事黃飛先生和方金平先生、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

研究所許志樺博士、蔡華思小姐、李志賢先生、曾澤臻小

姐和李淑惠小姐;香港大學教授 Peter Cunìch 、文基賢博士

(Chrìstopher Munn) .以及戴偉思博士 (Stephen Oavìes) 

英國服務團司令賴廉士的女兒日zabeth Rìde 女士{東江縱

隊》作者陳瑞璋先生、《香港淪陷 > (Fa// of Hong Ko，月Ig)作

者強福林(阿ìlìp Snow) 先生、高添強先生、香港大學建築

學院學偉聰教授、何志榮教授、香港海事博物館劃館畏畢竟

清小姐、香港歷史檔案館許崇德主任、《毫無希望> (Not 

thθ S/ightest Chanoθ) 作者布東尼(Tony Banh釘n) 先生、

《逃離香港:陳策的 1941 聖誕日逃亡> (Escape from Hong 

Kong) 作者陸雅達 (Tìm Lu叮d) 先生、《香港梢留所> (Ho門g

Kong /ntlθ們ment) 作者 Geoffrey Emerson 先生、《荒島爭奪

戰> (Battle for a Barren Rock) 作者李彪 (Bìll Lake) 先生、

Vandìne England 女士、中國軍艦博物館姚開陽先生、《吞

聲忍語》作者周家建先生、張進林先生、 Jeff Lì先生、 I~ély

Ma 先生、 Ken Johnson 先生、 Mìchael Hennessy 先生、 Jeruny

Austìn 先生、 Fìlupe Loupe 先生、 Alun Chìsholm 先付一、If lornas

Yìp 先生、 Vìctor Lì先生、 Alexander Macdonald 1r, '1 、 Paul Hsu 

先生、 Phìlìp Cracknell 先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 i且伍軍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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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退伍軍人聯會的林秉惠先生、梁慶全先生、邱偉基先

生、程漢偉先生等。

筆者亦希望鳴謝香港歷史檔案館、英國國家檔案局、英

國帝國戰爭博物館、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日本近

代亞洲歷史資料中心、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防衛省防衛研

究所歷史檔案室以及澳洲戰爭紀念館檔案室的人員的協助。

最後再次衷心感激內子映雪不厭其煩地照顧忙於寫作的

作者。

謹以此書獻給日據時期遭受苦難的香港華、洋、南亞、

歐巨混血兒以及日本軍民。

街5智文

2015 年 3 月



凡例 a

撰寫本書時，筆者發現參戰雙方採用不同的時間標準，而

香港政府探用的標準又與駐港英軍的紀錄有刑，令個別事件的

紀錄變得混亂。日軍紀錄採用「中央標準時 J '即格林威治時

間 (GMT) +9 小時。駐港英軍採用 1940 年的冬令時間，即

GMT+7.5 小時。港府則採用 1941 年 10 月 1 日才生殼的新冬令

時間，即 GMT+8.5 小時。為統一計，本書將採用駐港英軍的

時間標準，董此標車與新加坡英軍遼東司令部相同，而且對時

間的紀錄亦最為齊全。以往論述幾乎全以英文資料為主，反無

此間題。

一般而吉，本書採用官方或通用譯名(如邱吉爾、羅斯福

等) 、部份使用文獻所用譯名(如英軍遠東三軍縛總、司令 Robert

B卸ro∞ok吟P恥op戶ham 國民政府官譯為樸芳或波普翰，本書使用樸

芳) ，亦有部份利用香港慣用之廣東話譯法，不以國語語音翻

譯，亦不將名字直譯。例如， 1941 年的港督 Mark Young 譯作

楊慕琦 3 不作馬克﹒楊格;駐港英軍司令 Christophcr Maltby 

譯作莫德屁，不作瑪爾特比。至於少部份未有官方或通用譯名

者，由於本書主要討論他們與香港有關之活動， I有í 11 數單甚少，

a 此凡例與作者前書《孤獨前哨 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10 (香港:天地圖書

有限公司 .2013) 相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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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方便計，亦使用廣東話翻譯，並附上英文原名供讀者參考，

如 George Kirkpatrick譯作祁柏卓，不作赫派卓克等。至於軍艦、

船隻、裝備譯名，則採用慣譯或意譯，如 Dreadnought 譯作無

畏、 Mustang 譯作野馬等。部份名稱未有中文慣譯，由筆者根

據以上原則翻譯。特此感謝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交流研究所麥

金華博士指正。

本書所有單位以十進制表示，引文數字或適用名稱在首吹

使用非十進制時則附上十進制數字，如 15 吋 (381 毫米) 、 9.2

日才 (234 毫米)砲等。

內文描述數字時，如有關數字與時間、部隊番號以及槍砲

尺寸有關，將以阿拉伯數字表示，少於十的數量則以中國數字

表示(如[一門 3.7 吋榴彈砲」、 f12 門 3.7 吋榴彈砲」、「第

228 聯隊第 3 大隊的兩個中隊 J 以及 f1941 年 12 月 8 日上午

11 時 30 分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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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暴行以外的日據時期

1942 年 12 月 25 日至 1945 年 8 月 26 日人 H本佔領香港，是

香港歷史上其中一段最黑暗的時期。所謂「三年零八個月」

早已成為香港歷史的一個關鍵詞 o 即使書寫與傳播歷史者的

背景、身份認同以及訓練不同令有關這陸時期的記憶與敘述

(narrative) 有別，但它們都有一共通點，就是集中討論日本軍

隊以致僑民所犯的惡行。大至軍政當局對香港經濟的破壞掠奪以

及屠殺于無寸鐵的市民，小至哨兵對路人的耳光，或是日本小

孩欺凌華人小孩，均被刻在關於這段時期的歷史認知之中。可正

如史家柯保安 (Paul Cohen) 提出的「歷史三調 J (Hist。可 ln

Three Keys) 所云，歷史既被抽離為治史者的「事件J (eventl ' 

亦是親歷其境者各有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經驗J (experi

en臼)以及存在於大思記憶、被各種權力和政治力量形塑的「神

話 J (myth) 0 2 以上三者互為影響，亦隨著政治和社會現視

而出現不同形式的互動。正因為歷史書寫是過去和現在的互動，

本書並不打算宣稱已經獲致過去的所有「真相 J 而是希望利

用不同史料，從不同角度重構一段在近代香港歷史中至關重要

的時期。

香港歷史書寫中的部份「後設敘述 J (meta-narratÎve) 已

周為主宏志、蔡榮芳以及張少強等的著作而被廣泛留意，不少

a 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投降至 30 日英國艦隊進入香港期間。日軍仍大致控制香

i巷島、九龍以及新界部份地區。 8 月 26 日，輔政司詹遜 (Franklin Gimson) 離
開赤柱拘留營，主IJ中區成立臨時政府﹒本書即以此為曰本結束在香港統治之時

間。



論者已經指出「殖民地史觀」和「民族主義史觀」如何過份強

調或街意無意地忽略某些香港歷史的部份或群體。 a 他們指出

部份以民族主義角度撰寫的香港史側重甚至可能誇大了本地華

人對姐民地統治的反抗，或以往以港督或政府為討論中心的香

港史著作忽略了華人在建設香港中的角色。香港在 1942 年至

1945 年問歷史的書寫\亦無可避免被「瘟民地史觀」和「民

族主義史觀」拉扯。受前者影響的著作自然以英國軍民的經

歷為「香港經驗J 的全部或是大部份。受其視角所限，雖然不

少英籍官民的回憶史料對香港華人流露感激之情，但華人社會

有時只能成為面目模糊的背景。另一方面，受民族主義史觀主

導的著作則把香港的戰爭視作日軍侵華戰爭的一個小部份，並

強調戰爭期間國、共兩黨在香港的角色以及英國「離棄」香港

的過程。除了和國共兩黨合作的抵抗者以外，所有身在香港的

華人都只能等待祖圓的握載，都份更成為出賣國攘的漢奸，本

來在戰爭中甚為模糊的道德、種脹以及敵友間係被簡化為二分

(dichotomy) 。在這種輪述中，日據時期對香港本身歷史軌跡

的影響並不明顯;在香港從「祖國」被割裂乃至最終「回歸」

的過程中，它最重要的作用是揭露了殖民主義自私自利，隨時

放棄屬民的一面，而香港及其居民的利益只能依靠祖國保護。

討論第二吹世界大戰對香港的影響時，要注意不能被後此

之明或民族主義等其他各種後設敘述遮蓋了歷史的「可能nJ

a 王宏志、《歷史的沉重，從香港看中國大隆的香港史論述> (,., r!1, 呵 ;1。人 J}l

出版社 '2000) ;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 (香泠 '1 , 1'). )}'川川H 刺，
2001) ;較近期討論同一問題的例子包括張少強， <手告『洪 ψl圳lrll扒打川叫'.1')攸j此~1. 1 i抖嘻) , <尉

想想、香;港巷> '20叭14 年 10 月 '第五期 (網頁 :h川tt怕p:洲/ρ/八、www.lhin川l甘k叫圳11川!(附《刊J tI耿k.(刊】『叫{刊J/川11川!ωv511-/

c1 net) 

b 有關日據時期的史學史，請參看附錄二「前人叫么必 ti:f 11"111J'J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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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李懷印指出，中國近代史的書寫不時被政治所影響，不少

史事本身被扭曲，史料不被尊重、部份事件或人物亦因為它們

和政權的後設論述互相怯觸而被輕輕帶過甚至刻意遮蓋。更有

甚者，政權有時只接受一種 I正確的 I 敘述，而書寫歷史則不

再是為了發現歷史規律，而是為現實政治背書。 a 3 舉例，如單

純以「民族一統」的角度看香港在第二吹世界大戰期間的歷史，

研究者將難以將這個事件放進論述中而不感到尷尬: 1942 年 12

月，中、美、英等國的官方代表和學者在美國參加太平洋問題

調查會會議 OnstÏ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期間，中英兩國代表

就香港問題唇槍舌劍後，英國代表有如下記述 I我不禁詢問

主席，到底香港市民對這個殖民地的命運有否發言權。中國代

表們立時宣稱這個問題並不存在。我便問他們是否打算把香港

居民排除在《大西洋憲章:> (Adantic Charter) 的精神 b 之外。

中國代表聲稱香港『情祝有別 J '就如美國人討論夏成夷問題

時的錯廈一樣。哥兒未追問下去......有趣的是，第二日會議開始

時，中國代表起身要求把我和他們在昨日關於香港市民意廟的

對話記錄刪去...... 0 J 4 

由此看出，研究者不能與當時國民政府的態度一樣，因為

華人佔香港人口的多數便理所當然地假設當地人熱切地期盼國

府「收回香港」。針對政治和諸如「民族主義史觀J 等後設敘

述對歷史研究的影響，李懷印認為研究者嘗試理解近代中國歷

史時應抱;有「在時 J ( within-timc) 和「開放 J (open-ended) 

a 看李書時，亦應參考j王榮祖對該書的批評 見〈重新發明與重新建構) , {東

方早報上海書評} . 2014 年 9 月 21 日。 http://www.dfdaily.com/htm I/ 1170/

2014/9/21/1187540.shtml 
b 即領土要動需要符合當地人民意願。



的態度，即要儘量不被後見之明或後設敘述影響，而是要留意

時人如何看待事件，並注意事件可能有不同的結局。他亦認為

研究者應以理解過去為目標，而且要服膺一定的專業原則與操

守，而非為現實政治服務。可是，沙培德 (Peter Zarrow) 對李著

的評價提醒我們，歷史學家無法意識不到(史事的)結局 5 因

此歷史學家對過去都難以免於後見之明和意識形態的影響。這

正提醒研究者應該更仔細地嘗試抱著「在時J 和「開放 J 的態

度檢視當時的不同勢力、團體和社群的不同想法和意見，討論

不同勢力以及華人本身對香港未來的不同期望，並避免以單一

可能的歷史走向看待當時的香港問題，例如中國或英國必然會

「收回香港 J 0 這樣可使研究者更能深入理解中、英、美三國

在世界大戰背景和爭奪香港的過程以及香港地位的不確定性，

並了解時代背景、事件以及人物之間的相互關傢如何導敷本書

的「結局 J '即英國在 1945 年 8 月 26 至 9 月 14 日之間在番，臨

重新建立統治。不少近年的專著，例如孫福林的〈香港調動陷:

英國、中國，以及日據時期:> (The Fall o[ Hong Kong: Britain, 

China,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雖然未有明吉，但其實已

採取類似態度處理日據時期的歷史。曾銳生、陳劉潔貞，以及

高馬可等香港史家的著作亦已深入討論本地華籍和混血見市民

如何應對日本侵略和佔領，以及日搶時期中、英、美等如何爭

奪香港，早已擺脫「殖民地史觀」或「民族主義史觀J

筆者認為， 1937 年至 1945 年的戰爭是香港曆史 1- -{Ililln 

要階段。這段歷時八年的戰爭時期既可被看成是一切|叫111叫對

軸心國 J (Axis versus Allies) 結局早已注定的|刊，你大 l械、們亦

a 詳見附錄二「前人研究及資料回顧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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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被看成數場同時進行，互為影響，雙方陣營並不控滑分明，

其結局亦存在不少變數的數場戰爭。這些戰爭包括「第二次

中日戰爭 J a (1937 年至 1945 年)、英國及其盟國的對德戰

爭( 1939 至 1945 年) b 以及日本和中、英、美等國於 1941 至

1945 年在亞洲進行的「太平洋戰爭j 。關於「結局亦存在不少

變數」這個論點，可舉一例證明: 1938 至 1939 年間，國民政

府曾探聽英國有無興趣購買新界主權。如無中日戰爭，則此事

不會發生;如英國允諾，中方則無理據在戰爭期間提出收回新

界主權。可是，正是由於英國已認為歐洲將可能出現大戰，因

此打消了購買新界的念頭。自在上述第一場戰爭中，香港雖然未

有參戰，但在財政、貿易、情報等方面對中國的抗戰頗為重要，

而且亦是英國在亞洲對中國表示支持的前哨。在第二場戰爭中，

香港以英國殖民地 c身份參戰，雖然未有直接參與戰門，但亦在

經濟上對盟國作出貢獻。在第三場戰爭中，香港在開戰 18 日復

已懂日軍佔頓，成為各方爭奪華南地區以及南中國海控制的主

要戰場，這場歷時三年零八個月的戰爭亦給香港帶來重大苦難。

從這個角度而盲，香港在 1937 至 1945 年之間的經歷並不

只有「香港華人聾援抗日 J (1937 年 7 月至 1941 年 12 月)、「香

港戰役( 1941 年 12 月 8 日至 25 日) J 以及「日據時期( 1941 

年 12 月 8 日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 J 。要更全面地解釋這段時

a 又稱「抗日戰爭」
b 其{主意大哥IJ於 1940 年 6 月向英、法等盟國宣戰 1 使戰爭成為盟國對德、意兩

國的戰爭。

C 一次大戰後，英帝國幾個主要白人組成部份如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南非等

均要求更大自治權。其後英國根據 1926 年的《巴福爾宣言) (Balfour Decla
ration) 成立 I英聯邦 J .但香港自始至終仍是英國殖民地 (Crown Colony) 
直至 1983 年成為「海外屬地J (British Overseas Territory) 



期對香港的影響以及「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不但要討論香

港內部的情況，更要理解戰爭期間華南地區、中國大陸，以至

整個亞洲的變化。正如經濟史家潰下武志指出，近代香港是中

國和英國的經濟紐帶，是亞洲區域經濟網絡的重要組成部份。 7

高馬口l 亦認為，中國政府在 19 世紀至 20 世紀初期的失敗，加

上英國的法治和自由貿易，使位於帝國邊陸的香港成為亞洲的

商貿中心。自香港不但和中國以及東亞有緊密聯繫，更和「東

南亞 J 以至全世界 a 在經濟、文化以及生活上密不可分。因此，

本書希望討論香港在日據時期暴行與苦難以外的屜史，嘗試探

索香港在 1941 年至 1946 年之間的變化，更把焦點從香港擴大

至華南、東南亞、東京、倫敦、華盛頓等地，將政治、戰略、

軍事、經濟、社會等環環相扣的因素一併審視，並突出它們的

相互關係。

香港在 1937 至 1945 年間的經歷加埋了殭民地統擠在性質

上的轉變，甚至可說是香港「去殖民地化J 的第一步。在 1841 至

1941 年間，香港經歷了經濟上的現代化，白人殖民地政商精英對

其建設極為自傲，但他們卻和社會絕大部份華人隔絕。即使對

社會貢獻甚大的華人精英和混血人口亦不時受白人鄙夷，但他

們亦建立了屬於「香港華人」這身份的社會和經濟角色。 91937

年以來，由於第二吹中日戰爭使大量難民逃入香港，殖民地政

府在房屋、勞工、教育以及衛生等問題上面臨不少壓力，遂著

于計劃應對，而且亦漸漸開放本地華人進入公務員體系。另一

方面，諸如立法局議員羅文錦等華人領袖對殖民地歧府作直率

的批評，包括中文報紙在內的媒體亦能迫使殖民地歧府凹應問

a 1943 年以前此詞尚未被廣泛應用，但「南洋J 此一概念只11 早 p，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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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可是，貪污以及故步自封的禮民地官僚主義在戰前仍然頑強。

正如筆者前著《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指出，這

些問題在 1940 至 1941 年政府快速進行戰爭準備以及應付日軍

入侵時表露無遺 o 駐港英軍米杜息士營( 1 ,t Bn. , the Midd1esex 

Regimend 在香港淪陷後於其作戰報告的序吉中寫道 10

說來不無遺憾，香港可算是英國通民地中少數應有此報之

地... .香港政府腐敗無能，官員庸祿，警察毫無紀律、貪

污成風、生活放浪，市民不論何種膚色，均想當然耳，幻

想日本不敢進攻香港... ..，除了防空署尚算稱職外，其他政

府部門均措手不及......

這毆文字在戰敗不久時寫下，可能因為戰敗的衝擊而有所詩大，

但英聯邦軍在 1941 年 12 月香措戰役中徹底失敗，打砸了白人

優越的神話，亦迫使英人反省其統治態度，甚至繼續擴有香構

的理由。在戰爭期間，香港的未來並不明確，直至日軍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投降至英國艦隊在 8 月 30 日抵港期間才逐漸明朗。

在此期間，英國政府內部已重新檢視如何管治香港的問題。戰

後 3 英國恢復對香港的統治，但英人已沒有繼續以戰前的態度

管理香港，而是改弦易轍，以漸進改革者而非放任主義的姿

態面對香港社會各種問題，使戰後的香港歷史出現新的軌跡 o

由此角度看，日據時期可算是香港歷史的分水績，因為它加速

了瘟民地政府在戰爭前的改革傾向，亦使之不會開倒車，退回

1937 年，以前的放任管治。

日本在香港實施的制度和政策，乃這個城市的近代歷史上

僅見，與日據時期前後截然不同。詳細討論日本當局的制度和



政策，使我們可從另一角度討論香港在近代的歷史經驗。在日

據時期，香港成為日本在華南地區的軍事領地。在制度土，日

據時期的香港總督擁有行政、立法、司法權於一身、法治( rule 

of law) 無從談起、市民代表極為弱勢、軍警權力龐大、「輿論」

蕩然無存，加上東京政府早已因戰爭忙得不可開交， f吏總督部

幾乎無須面對任何制衡。直屬總督的憲兵控制警察系統，以「國

家安全 J 為名擁有絕對權力，使香港成為名副其實的警察國家

(police state) 任何異議均不能存在，毫無法治可吉而空有嚴

刑峻法。所有政策，從配給、人口疏散到禁打麻雀，均只能借

警憲之于實行。總督部缺乏大眾支持，華人領袖的合作(如兩

華會)又流於裝飾，當局扶植了以陳廉伯為首的附日權貴，他

們的影響力和人數遠不如戰前英國瘟民地政府的華人和混血見

精英。他們都份和幫會關係密切，而且依附日本總督部以增加

其經濟影響力，形成敢權與幫會而非傳統精英控制香港的格局。

以上局面，加上東京和總督部扶植日本企業在香港壟斷的政策，

使香港成為貪污溫床，施政毫無妓率可吉 o

雖然日本缺乏長遠經營香港的具體政策，但香港在經濟上

被「去國際化 J '成為日本在華南地區的後勤基地 o 原本使香

港成為繁榮城市的國際商貿活動完全停止，工業因為缺乏原材

料和日軍掠奪機器而停擺，金融活動因各國銀行被查封而大滅，

擁有行政性壟斷的日本企業又無力重振經濟，華洋雜處的特色

亦被當局嘗試以強制的日本化取代。原本使香港成功的|大|京之

一一一良好的營商環境一一已不再存在。香港原來的JilljJj!優勢

又因為 H 軍節節敗退而逐漸失去，使香港山東 1::( ì.~'，拉的糊口港

變成依賴進口但缺乏出口的城市，港口設施正 1)、I l.，~圳市的空襲

而無法有效使用，海運更逐漸被盟軍尚可"J艾略 UJ斷，香港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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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鄰近地區的日軍軍政當局卻又不願合作。香港經濟和管治由

於以上的原因急劇萎縮，使 H 本早於投降前半年已放棄管治香

港 9 只視之為軍事據點，市民則被遺棄。幸好日本於 1945 年 8

月投降，運載糧食、物資，以及救援人員的英國艦隊又及時趕

到，否則香港將面臨更大的災難。



本書結構

本書共分八章，第一章「導論.香港史論述中的日據時期」

討論第二吹世界大戰以及日據時期在香港歷史中的地位 o 第二

章「淪陷初期的人道危機]簡述 1941 年 12 月 8 至 25 日的香港

戰役，並指出日軍在淪陷初期數星期對香港造成極大破壞。第

三章「日本在港統治機構沿革與施政方針 j 嘗試指出東京政府

缺乏方針、香港總督部有權無能、憲兵權力過大，以及諧詢組

織和地方機構有名無實均是 H 本在港統治失效、香港處境困難

的深層原因 o 此章主要利用日本各部門解密檔案撰寫，它們有

助我們了解日本政府對港態度、香港在日本政府中的地位、香

港總督郁的結構以及各部們的相對關懷。第四章[日據時期香

港經濟j 利用日本，管部檔案和英軍服務間報告等新史料解釋

曰佔時期香港經濟何以失敗，並討論軍票問題。

第五章「日佔時期的香港社會 J 詳述香港社會在戰爭期

間的情視以及華洋市民的不同經歷，男有章節討論人口疏散、

衛生、教育等項。第六章「香港在太平洋戰爭中的軍事戰略角

色」利用各國軍事檔案，討論日軍在港陸、海、空防務、香港

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的戰略重要性、盟軍對港海空封鎖和反攻計

劃、地下抵抗和游擊活動以及戰俘等，以指出盟軍在香港及周

邊地區的行動對擊敗日本雖然不時被忽略，但頗為重要。第七

章「中、英、美三國對港政策」利用中、英、美三國外交檔案

和主要參與者的回憶錄，討論戰爭期間三國對香港的謀略，以

及英國抵抗中、美兩國，堅持準備收回香港的過程。第八章「香

港重光」利用各國檔案資料嘗試釐清日本投降與英軍接收過程，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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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討論不時被遺忘的戰後重建與改革以及重光初期的中港關

係。第九章「結語j 總結全書內容。

註禪:

和仁廉夫著、張宏艷譚. <歲月無聲.一個日本人追尋香港日佔史遺> (香港

花千樹. 2013) .頁 102-103 。

2 詳見 Paul Cohen.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3 Li Huaiyi門 • Reinventing Modern China: 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的 Chi

nese Historical Writi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的白. 2013) 
4 “ MacDougal to Sabine." 30/12/1942. TNA, FO 371/35824 
5 沙培德認為對李著對中國近代史研究者過份政治化的論斷頗為含糊，因為歷史

著作的好壞和它有否受政治化或憲議形態的影響並無一定關係。 Peter Zarrow. 

“ B∞k Review: Reinventing Modern China: 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H的torical Writing,.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Vol. 72, No. 4, Nov 

2013, pp. 979-980. 
6 David Macri, • Abandoning the Outpost: Rejection of the Hong Kong Pur

chase Scheme of 1938-1939..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viety Hong 
Kong Branch , Vol. 50, (2010) , pp. 303-317. 

7 潰下武志， <全球史研究視野下的香港〉﹒收入《清史譯叢》﹒第 10 輯(濟南，

齊魯書舍 '201 1) .頁 102-140 。

8 John Carroll , Edge of Empires: Chinese Elites and 8ritish Colonial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KUP, 2007). p. 190. 

9 John Carroll , Edge of Empires , pp. 84-196. 
10 WO 172/1689, p. 3 弓|自都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峭 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

戰役> (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13) ，頁 3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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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戰役，
1941 年 12 月 8 至 25 日 a

1941 年 12 月，日本政府與美國多吹談判後決定對英、美、

荷等國開戰，以奪得這些國家在東南亞的殖民地，使日本得以

打破盟國經濟封鎖、獲得足夠資源，並迫使自 1937 年已開始抗

日的中國國民政府投降。關於香港戰役雙方失敗原因及重要性，

前著《孤獨前哨》已詳細討論，本節將略述戰役經過。 1 12 月 8

日，日軍登陸馬來亞半島、空襲珍珠港、菲律賓等地，並於當

日上午派飛機空襲香港皇家空軍敢德基地 (RAF Kai Tak) 

幾乎消滅英軍微弱的空中力量。其後，日本陸軍第 23 軍屬下

的第 38 師團以及配備攻城重砲的第 l 砲兵隊越過深圳何進攻香

港。日本海軍第 2 遣支艦隊則從海上包圍香港，支援陸軍的行

動。 b 與此同時，華中的日軍事會動「長抄作戰J '以牽制華甫的

國軍兵力，使之不能支援香港，並扭曲見抗戰中心長沙。

香港之所以成為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以重兵進攻的首要目

標之一，除了因為它是英國在東亞地區的政治、商貿及軍事前哨

外，更因為香港在巾日戰爭初期是國民政府從全球輸入物資的窗

口。當時，香港的海港、交通、醫療等基礎設施在亞洲數一數

三，而且市內亦屯積了大重物資和糧食。國民政府在香港派駐大

a 本書採用「香港戰役 J 詞，是因為此戰不但關乎香港，更與華南地區﹒第

三次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昀有直接關係和影響。詳

見 Kwong Chi Man, Eastern Fortress ,' A Mili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KU Press , 2014) , 

b 由於第 2 這支艦隊的艦隻火力大弱，不足以應付香港島南岸的赤柱 (Stanley

Fo晰的s) 和鶴咀砲台 (Cape D' Aguilar) ，因此少有參與實際作戰。



量人員和機構，美國、中共和汪精衛政權以及各國情報機關亦

在香港運作，更有不少華僑領袖長居於香港，使之成為東亞地

區的政治、經濟以及情報中心 o 日軍據有香港，不但可以切斷

國民政府的另一條對外生命線，奪去香港的物資，並為其後的南

進作戰加 1~.一個後勤和補給基地，更可打擊國府對英、美兩國的

信心，甚至抗戰意志。對於英國而吉，守住香港可以鼓勵中國抗

日，並可向其亞洲屬地的人民表達英國政府對維持亞洲和平的

決心 3 更可使美國有信心與英國在亞洲聯手對抗 H 本。因此，

英國政府在 1941 年 9 月邀請加拿大派兵協防，加國亦派出加拿

大皇家來福槍團 (Royal Rifles of Canada) 以及溫尼柏榴彈兵團

(Winnipeg Grenadiers) 兩營組成 íc 部隊J (C Force) 於 11

月中抵港。其時，英美政府均認為日本至少會等待正在華盛頓

進行的日美談判結束後才會動武，更預算戰爭最早只會於 1942

年 6 月爆發。這個讀夠使英美兩國在戰爭電醫生時措手不及。

早於 12 月 5 日獲知日軍即將進攻的駐惜英軍，在九龍都署

了以三營步兵為主力的「大陸旅J (Mainland Brigade) 依托醉

酒灣防線 (Gin Drinker' s Linel 防守，並派出皇家工兵和英印軍

在新界各地道路橋樑進行爆破和伏擊，務求在九龍和新界堅持

的兩週，使守軍得以疏散物資至香港島，並準備當地防務。英

軍亦派員與國共兩黨在港代表聯絡，希望落實戰前各方尚未作

實的安排，共同抗日。工兵 a 的行動使日軍重型兵器進展緩慢，但

輕裝上陣的三個日軍步兵聯隊(第 228 、 229 乍到聯隊) b 卻少有

受到影響 3 其中第 228 聯隊第 3 大隊 c更由於指揮官隨機應變，成

a 包括華工程兵。

b 等於圍的編制。每個聯隊約有 3 ， 000 人。

C 等於營的編制，每個大隊約有 8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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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於 12 月 9 至 10 日晚上以重兵突擊位於城門水塘大壩旁邊的

城門關堡 (Shing Mun Redoubtl '俘獲了皇家蘇格蘭團第 2 營

A 連 (A Coy, 2nd Bn. Roya1 Scots Regimentl 連長以下 30 多人

並佔領了明堡。雖然日軍當晚在防線其他部份的進攻被印軍拉

吉普團第 5 營 (5l7 th R 如ut Regimentl 擊退，但英軍大陸旅的

左翼被扯開一個缺口。至 11 日，日軍再下一城，激戰後從蘇格

蘭營手上佔領金山，迫使駐港英軍司令 (Fortress Commander, 

Hong Kong) 莫德庇少將 (M吋. Gen. Christopher Maltby) 於

同日中午決定放棄九龍，只剩下少量印軍在大陸旅司令華里士

准將 (Brig. Cedric Wallis) 率領下於魔鬼山半島殿後至 13 日。 a

英軍撤退至日軍佔領九龍期間，市區的三合會 b 四出搶掠。日軍

到達後，三合會成員則成為「自衛隊J '向市民徵收保護費，

但部份幫會的成員卻反被日軍屠殺，不少無辜市民亦受害。 2

12 月 13 日開始，日軍每日砲轟香港島，並兩故派員勸降，

均遭到槽，樹幕琦 (Mark Young) 拒祖。日軍叉車安 16 日由台

灣及廣州派出逾60架雙引擎轟炸機c空襲港島軍事設施及砲台。

日軍砲轟港島北岸期間，市區不時中彈，造成市民傷亡。與日

軍勾結的幫會本打算乘機舉事，但港府在國民政府駐港最高代

表陳策以及幫會的協助下尚能勉強維持秩序。英軍砲兵雖然亦

有反擊，但由於不願對付{布置在九龍市區的日軍重砲，因此成

效有限，只能擊毀九龍各處油庫，以免資敵。可是，英軍未有

射擊鄰近有醫院的嘉枝角油庫，使該處成為日據時期香港唯

a 其目守。英聯邦軍傷亡崗輕，死傷只有約 100 人。見 "Battle Casualties , Far 
East," 13/12/1941 , WO 162/283. 

b 不少是和日軍合作的「勝利友J

C 日軍稱為「重爆擊機J '但按照英美標準則為中型。



一一個大型油庫 3 同時，鑒於日軍控制比香港島一眾山峰更

高的九龍山脊，加上日軍擁有制空權，守軍在港島北岸的陣地

被一覽無遺，不斷遭到日軍準確的打擊。日軍砲轟西環卑路乍

砲台 (Upper and Lower Belcher Batterγ) 時，大火蔓延至鄰近

市區，新成立的消防局以及皇家工兵均對大火束手無策，只能

任其自行熄滅。

勸降失敗後，日軍曾於 18 日上午對市區和半山進行[威嚇

射擊J 並終於在當晚登陸港島。由於皇家海軍在香港唯一的

驅逐艦「色雷斯人號 J (HMS Thracian) 在 14 日突入維多利

亞港砲擊日軍船隻時觸礁受損，因此日軍得以順利在港島東北

角、筒糞灣以及愛秩序灣附近登陸。日軍登陸後，遭遇拉吉普

營、加軍來福槍營，以及由本地華洋及混血兒民兵組成的「香

攜義勇肪衛軍J (Hong Kong Volunteer Defence Forcd a 的蠱

，陸雖說。北角發電廠內一想由英資大班和英瞥市民組成的「曬

士兵團 J (Hughesiliers) 以及附近印兵的頑抗，使日軍第 230

聯隊的兩個大隊改變進攻路線，由向西進入銅鑼灣改為向南進

入金督馳馬徑 (Sir Cecil' s Ride) ，並誤入黃泥浦峽，被英軍

四面包圍。在峽道南端附近候侖，只有 50 多人的香港華人軍團

(Hong Kong Chinese Regimentl 亦加入混戰。雖然日軍傷亡

慘重，但憑著數量和火力(特別是速射砲)優勢，加上日軍於

戰鬥初期佔領了控制峽道南端的警署，日軍逐漸站穩陣腳。峽

道內各英軍陣地的官兵，包括加軍指揮官羅遜准將 (Bri胃.John

Lawso叫則反被日軍包閣。羅遜准將亦於突聞時陣亡。

12 月 19 至 21 B 間，英軍雖然不斷反擊，但各持1$民|通訊問

a 部份文獻簡稱為「香港防衛軍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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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難以協同，加上數量和火力處於劣勢，遂被日軍逐步逼退，

其中負責港島東防務的「東方長 1 更被圍困於赤柱半島，它向大

潭的反攻亦被日軍裝甲車擊退 o 國軍雖然調撥部隊從粵北南移，

但由於缺乏車輛，行軍緩慢，最早只能於 l 月初到達，其力量

亦未必可以突破香港外圍的日軍。莫德庇曾於 21 日向倫敦提出

投降，但被拒絕。至 24 日，日軍相繼佔領淺水灣酒店、金馬倫

山、壽臣山、禮頓山等地，港島西的守軍受壓退往灣仔及海軍

船塢 a 一帶 o 日軍上岸後遇上意想不到的頑強抵抗，死傷慘重，

部份士兵以「復仇」為名在筒糞灣、跑馬地、銅鑼灣、黃泥浦

等地虐殺華、洋、印籍守軍士兵以及普通市民和國府人員。平

安夜當晚，日軍強攻赤柱，其亂兵更於 25 日清晨在當時為臨時

醫院的赤柱聖士提反書院 (St. Stephen' s College) 展開屠殺，

造成數十名英軍官兵以及醫護人員死亡。

12 月 25 日的中午時份，日軍準備最後繪現擊，並逐步靠

近海軍船搗，部份日軍更穿越巴里士山 (Mount Parish) 的前

空洞，突破山上的印軍防線。至此，日軍已接近守軍總司令部

的通訊系統，莫德庇遂第二吹向楊慕琦提出投降要求，以免守

軍被分割為眾多細小口袋後，因未有收到投降命令而繼續抵抗，

最終被日軍屠殺。約香港時間下午 3 時，駐守香港的英聯邦軍

在楊慕琦及莫德庇兩人的指示下，向日本第 23 軍軍長酒井陸投

降。 4 陳策以及一眾英國情報人員則乘坐皇家海軍的魚雷快艇

離開香港。長達 18 日的香港戰役至此結束，香港進入了所謂「三

年零八個月 J 的日據時期。據醫務總監司徒永覺估計，香港戰

役期間約有 2，000 名市民傷亡。 5

a 現為金鐘。



大亂大治?渝陷初期的亂局，

12 月 25 日至 1942 年 1 月 12 日

1941 年 12 月 25 日英軍投降至 1942 年 l 月 12 日香港華人

政商精英成立「香港善後處理委員會」期間，香港出現了一段

史上僅見的無政府狀態。自 1920 年代開始，英國軍方已預計

香港遭到 H 軍圍攻時，在數星期至數月 a 內將不會得到增援或補

給。因此，香港政府在戰前一直儲存足夠居民維持數月的糧食

和物資。日軍進攻香港前，香港政府從泰國等地購入大量糧食，

以備約 2月00，000 人六個月食用 b 並於戰爭爆發前數月成立糧

食管制署 (Food Control Office)等糧食配給及分發部鬥，以

應付長期作戰。 6 由於大量商品因戰爭闢係滯留香港，某些物

資更足夠兩年的消耗。香港戰役期間，守軍失利，市區不..

到日軍砲轟和空襲，敢府的糧食分配亦出現不少混亂，但整體

而吉未有出現斷糧或饑荒。 1940 年岳桐中將 (Lt. Gen. Edward 

Norton) 暫代港督羅富國 (Geo叮叮 Northcote)出任護督以來，

香港警察數量一直增加，直至 12 月增至約 5，000 名華、祥、印

警員。 C 在戰門期間，國民黨在港代表陳策海軍中將亦曾動員國

府人員以及親國民政府的三合會組成「香港中國抗戰協助團」

及「忠義堂」等協助維持治安。雖然香港政府需要依賴三合會

a 初時預計為 45 至 54 日，其後為 90 至 180 日。見《孤獨前哨》﹒頁的-66 。

b 日軍 1941 年 10 月的調查為 100 ，000噸。見「香港食糧事情 J '1941 年 11 月， <大

東亞戰爭中/帝國/對中國經濟政策關係雜件/食料需給對策關係 第一卷〉

《外務省記錄>> 'JACAR' Ref: B08060395400 '頁 13 。
C 分為正規的香港警察、特務警察 (Special Constables) ‘後備警察 (Polic巴

Reserves) 以及水警 (Water Polic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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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甚至被迫容許三合會向市民收取保護費，但戰鬥期間社

會秩序尚未徹底崩潰。

據阿根廷駐港領事拉華 (Ramon Lavalle) 作證，日軍佔領

九龍時，部隊隨意對「搶掠者」和三合會開火，不少婦孺罹難，

但對歐籍人口和戰俘卻頗為優待。 12 月 18 日登陸香港島後，

日軍官兵卻開始虐殺英聯邦軍士兵及香港居民，並於赤柱和香

港島各地強姦華洋婦女和護士。英軍投降後，曾出現日軍士兵

大肆搶掠、強姦，並有系統地掠奪的時期，使香港遭遇歷史上

僅見的人道災難。英聯邦軍投降後，兩吹拒不投降的港督楊慕

琦被拘禁於半島酒店 (Peninsula Hotel) 不能和其他港府官員

見面。其樓下即為日軍第 23 軍司令部。楊慕琦要求和第 23 軍

軍長見面，討論把市區移交日軍管理的安排，但日軍只派出一

名低級軍官應付。會面中該名日軍不斷吼叫 r你已戰敗，你

已投降，你得服從。 J 7 當時，負責投降聯絡工作的一名皇家

空軍軍官費現他極為沮喪，甚至在被囚的客廳內曙哇大作。 8

12 月 6 日才抵港履新的輔政司詹遜 (Franklin Gimson) 等

高級官員則被軟禁在聖佐治大廈 (St. Georges Building) 0 9 詹

遜曾嘗試和日軍談判管理香港的問題，亦不獲理會。殖民地政

府在香港的統治可謂暫時中斷，市面隨即謠言四起:指日軍已

委派輔政司詹遜為港督，繼續英國管治;意大利已放棄戰爭，

並向英圓求和;芬蘭和西方盟國達成片面f停亭火;法國雄琪政府

(Vichy Govcrn川nme叫、可叫I

殺，國內正發，+反抗納粹德軍的革命。正如美國駐港領事華德

(Robert Ward) 指出可這些謠吉大多是出於各人不願接受香港

淪陷的事實。 10 此時，在港外籍人士大多停留在.'t 111 區和小西

區，雖然仍可自由活動?但在 1 }j 4 日則被要求前往美利兵房



集中 11 防衛軍醫官賴廉士中校 (Lt. Col. Lindsay Ride) 嘗試

要求日軍容許他率領部屬搜索港島各處山頭上的英軍傷兵，但

日軍直至 29 日才允許。賴氏因而未能發現任何生還者，只找到

約 50 名于腳被綁後處死的英軍官兵。 12 其餘近 12 ，000 多名投

降的英軍則被集中到港島各處軍營，面對三年零八個月的戰俘

生活(詳見第六章第七節)

日軍於英軍投降後未有立刻入城，而是於 12 月 28 日進行

「入城式 J (圖 1 )。前北洋政府國務總理顏惠慶記下常時情況:

「星期日，日軍定於是日舉行受降儀式，將在香港『山頂』升

掛太陽旗，並有閱兵等節目。上午忽由南京飛來日方高級軍官

一位 a 分別拜訪居住酒店各人。傍午，空中發現 40 架以上的

戰門機 b 比翼飛行，盤旋全島，表演各種隊形，及航空絕技。

海軍飛機多架，亦同時加入表演。遍灣內停泊不少日本兵船，

‘有一艘小型巡洋艦。 CJ 13 雖然日軍鼓勵華人參與，但他們大

多只站在一邊冷眼旁觀。"時任養和醫院主任醫師的李樹芬醫

生寫道作為勝利者的日軍，在香港的土地上的第一幕是耀

武揚威的勝利避行。在刺耳的鑼鼓喇叭聲中遊行的軍人以中國

語大呼著萬歲;但是，在路旁看遊行的人，少之又少。 J 15 

英軍投降後，美國駐港領事華德被軟禁在香港，直至 1942

年 6 月才乘坐平民交換船 d 遣返回國，期間他詳細記錄了當時

香港的社會經濟情況，並寫成詳細報告於 1943 年交予美國政

府。他特別提到 12 月 25 日英軍投降後，日軍並未立即進入市

a 且~ I支那派遣軍J 參謀長後宮淳中將 o

b 即曾經參與香港戰役的飛行第 45 戰隊等第 23 軍屬下航空隙。

C 第二遺支艦隊旗艦「五十鈴號j

d 在大戰期間，日、美、英等國曾安排交換船(通常為大型客輪)接載滯留交戰
國的外交或其他非軍事人員回國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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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障問吼叫肺吋F莎"。、叫"， 川們吋叭 ，內~"..何，叫'7.~""，. "~，"，'~'、 r

團 1 日軍在港島舉行入城式， 1941 年 12 月 28 日。

區，使協助日軍攻港的三合會得以超英軍和香港警察停止運作

之機，大肆檔掠並勒索市民。他又描述日軍入城至香港華人領

袖按 1942 年 1 月 10 日在尖沙咀半島酒店成立「香港善後處理

委員會」期間，香港進入了一毆「容許全面搶掠和強姦的無故

府狀態 J (a period of anarchy which wholesale looting and rape 

were allowed) 16 香港史家英定國 (George Endacottl 亦認為

香港在英軍投降後出現 1 1 日「市民完全被放棄」的時期。 17 正

如日本史家小林英夫指出，有關這段時期的日軍記錄或回憶史

料，對香港社會的混亂情況語焉不詳。例如 1942 年 l 月 15 日

到達香港的大藏省書記官渡邊武認為香港市面a 已幾乎全面回復

正常 3 大小商舖均已重新營業，無須擔心被搶掠。渡邊抵港時，

日軍已停止搶掠、 rrf 內秩序大致恢復，他顯然不知香港數星期

前的慘況 O 另一方面、 份大藏省的報告則宣言日軍經過苦戰

a 應指港九市區 ω



才奪得香港，閃此戰門對香港的經濟活動造成「比預期之外更

大的混亂J '和 H 軍佔領天津等地有所不同。他

日軍入城前，第 23 軍司令潤井陸宣{布戒嚴令，表面上為恢

複秩序，實際上則為有組織的掠奪鋪路。部份香港警察其至英

籍警員仍在巡邏，但他們沒有武器，根本不能阻止搶掠，甚至

有英籍警員因此被殺。 a 19 華德認為，戒嚴令「只為他們使用任

何手段對付任何人提供一點法理依據....這個命令在淪陷後兩

星期每日於中英文報紙中出現，但它只是在不斷向居民提醒一

個他們已經清楚得很的事實，即日軍可以在香港為所欲為 o J 20 

此後，日軍即有組織地四出掠奪固積在各地倉庫中的物資和糧食，

特別是居民賴以為生的食米。除官米外，所有私營米舖的存貨亦

被充公，反抗或遲疑者均被毒打，甚至殺害。 21 食米和麵粉在九

龍貨倉的儲存量由 12 月 8 日約 50，000 噸和 7，000 噸攝至 5，∞0

噸和 2∞噸，幾乎被全部擋走。 22 此舉亦部份解釋了其種三年

零人個月的飢餓。華洋銀行亦被查封，貿易等經濟活動完全停

擺。在作戰期間，香港政府為防衛需要，徵用了大部份私人車

輛，並將之集中在快活谷馬場。這些車輛在守軍投降時大多仍

能使用，日軍把它們集中在香港會所 (Hong Kong Club) 旁的

棍球場以及馬場等地，然後裝船送往日本，並把不能使用的汽

車拆卸，取去有用的零件。日軍亦帶走大量廢鐵和汽油，並拆

卸英國在港企業的機器。 23 英美及其他盟國或香港華人的性它

亦被搶掠一空，住宅本身或建築物亦不時被日軍整座沒收。華

a 在 12 月 24 日，政府中止了警察的民兵身份，使他們不再是戰門人員。此舉使

他們可以平民身份投降，亦使他們可以在投降時至日軍接收之間的時間繼續維

持英軍控制地區的秩序。見“Report 10 Ihe Foreign Secrelary," 7月/1942 ， CO 
129/59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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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寫道某些華人認為， (在搶奪物資的過程中)日本海陸

軍簡直在進行比賽。 J 24
0 A 軍另一個主要目標是香港多年累

積而來的文化和科技資源 o 醫務總監司徒永覺 (Percy SclW)恥

Clarkel 寫道貴重的科研設施被掠奪至不能復原。日軍本

可以阻止這些劫掠...... J 0 25 半山的皇仁書院「只剩下四面

牆，屋頂、地版、窗框都沒有了 J 0 26 港大醫學院教授王國棟

(Gordon King 1 亦提到香港大學 1941 年新落成的羅富國科學

樓 (Northcote Science Blockl 被日兵和飢民擒掠一空。 27 根據

1944 年 2 月總督部統計，日軍掠去全港各公私營圖書館及個人

藏書共 350，355 本 28 a 

來自菲律賓，在香港經營針山鴿礦的荷蘭商人馬士文{Jan

Marsmanl 以「經濟大屠殺 J (The economic rape of Hong 

Kongl 來形容日軍的掠奪 29

.. 估計日軍在九龍的貨倉以及香港島的碼頭掠去至少

2 ， 500 ，000 噸貨物 b 如果保守地以每噸 100 美元計算， J!r 
等如 250，000，000 美元的貨物....

大量使用美國輪胎的貨車在碼頭川流不息，它們卸下各種

機器以及廢鐵，然後日軍迅i車把它們裝船運走。每一個碼

頭都有以木箱和貨極堆成的金字塔。旁觀者只能猜想箱內

之物，但一個知道內惰的商人告訴我日軍掠去的大多是製

成品而非原料﹒...日軍對製成品需求之急切，完全可在碼

a 戰後 j自井隆被南京軍事法庭控以多條罪名，和香港有關者即包括其下屬屠

殺單It i平、強姦士名女護士以及大規模掠奪香港的書籍。“U門 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 Trial ofTakashi Sakal ," 30/1/1947 , WO 311/563 

b 註數字可能略為誇大。



頭活動中反映出來 O 一隊隊充滿鐵繡的日本貨船魚貫進入

香港，離開時則滿載而歸。這些殘舊船隻大多只有四、

五千噸，他們年老的引擎吐看黑煙，發出刺耳的噪音，彷

彿在投訴被迫加班工作... ...它們組成 10 艘成 12 艘的船隊，

從西角 a 出發，經過硫屆黃海峽 b 離開，前往日本的貨倉...

淪陷後以其前失為德籍為由聲稱自己是德國籍，因此暫可

自由行動的香港政府副華民政務司夏飛麗 (Phyllis Harrop) C 亦

提到日軍不斷以貨車把香港各地的物資，包括「糧食、無線電

和照相器材、醫療設備」等送到碼頭，然後裝船運走。 30 由於

英國撤離九龍時已把大部份在維多利亞港的船隻擊沉，日軍只

能俘獲少數可以使用的船隻(詳見第六章第二節) ，因此需要

從日本各地調來大量舊貨船以運走香諧的貨物。 1942 年 1 月，

第 2 禮支艦隊的作戰報告曾提到該隊曾於擴月種極 121.貨船

進出香港，其中只有的艘為陸軍用船，離港前往爪哇的第 38

師團佔其中 25 艘。 31 之後，在整個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海陸

軍再未有於一個月內派出如此數量的運輸船隻來港。由此可見，

日軍第 23 軍在 1942 年 l 月已把大部份從香港搜刮而來的物資

裝船運走 o

除了有組織地充公物資和資產外，三五成群的日軍官兵，

在香港和九龍南面不斷搶掠。據時人記載，這些士兵似乎並無

a llD今日西環。

b 港島與青洲之間的海峽。
C 夏飛麗 1937 年抵港，官至副華民政務司，香港戰役期間調至q警務處，負責和國

軍人員和幫會聯絡。她在 1942 年 1 月 26 日在國俯特務協助下離開 C 她帶去團

軍特務在香港潛伏人員和埋藏武器的資料，並於離開前得主11華民政務司那魯麟

的首芳。 “ Repo忱的 the Foreign Secretary." 7/4/1942 , CO 129/59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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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官看管，而且亦不諧的07 年《海牙公約}> (Hague Conven

tion) 中第 46 條有關「私有財產不得沒收J 的規定。 32 第 23 軍

和日軍其他部隊一樣，成員大多來自資訊較為落後的農村，他

們的訓練未有提及尊重《日內瓦公約》或《海牙公約》以及佔

領區內的敵國軍民。當時，第 38 師團在香港逗留至 1 月中旬。

該部離港前往爪哇時，正是秩序逐漸恢復之時。有關日軍四出

搶掠，華德記述 33

日軍入城教星期以來，每一個日本兵都好像正在比賽誰人

可以搶得最多東西，其中手錶和墨水筆是最受歡迎的物

品。他們對手錶的興趣和他們對女人的興趣一樣強烈;城

陷後數日，不時可在街上見到壯健的日本兵驕傲地展示他

在臂上的一列手錄。獲得(手錶)的辦法非常簡單，他們

只需要把槍和刺刀指向所有他們能看見的來往行人，並把

它們指向受害人的左手，示意他的要求。他們是如此幼稚，

如果他們沒有犯下其他更可怕的惡行，幾乎使人覺得他們

只是可笑的一群。

一個瑞士人因其團籍而被日軍當成鐘錶專家;日兵不斷擎

槍要脅，要求他鑒定手錄的價值﹒並教他們使用。本人亦

親自民在街上 a 看見這些智商看來只有 10 歲的人向對方展示

自己戴滿手錄的雙臂。

王國棟於 1942 年 2 月逃出香港後寫道 34

a 華德因為其外交官身份，在淪陷初期有較大自由。



搶掠的大多是無組織的華人暴徒. . . . . . (但)日兵在統治初

期亦有參與搶掠﹒而且少有被制止。他們搶走大量食物、

毛毯、床#辱、手錄、墨水筆、香煙等等，不一而足。

門兵劫掠期間，李樹芬醫生的大右「白主 J (White Jade) 及

其診所亦被搜掠一空。他亦提到不少華人在搶掠巾被殺。 35 R 

軍闖進富商何甘棠大宅甘棠第時，發現其主婿 a擁有一個刻有日

本皇族菊花紋章的煙盒，即鞠躬道歉離開，更保護大宅 o 可是，

一般市民卻隨時失去所有財產。一名在九龍居住，於九龍藍煙

由貨倉碼頭 (Holt's Wharf)工作的華人工程師被日軍帶回家

中，聲稱他窩藏其英籍僱主，然後即霸佔了他的房于。那名工

程師只能逃到朋友家中暫住，然後逃往中國大陸向公司求助。泊

除了搶掠外，落單的日兵亦四出尋找他們口中的「花姑

娘j 。華德提到這些日兵「把所有他們找得到或想要得到的女

子均視為『花姑娘j 0 J 37 雖然受害人數難以估計，但日軍士

兵到處強姦的嚴重性從以下數個事例中可見一斑:華人領袖組

織「香港善後處理委員會」時，其中一項最早的要求即為開設

正式的妓院予日軍官兵。 38 李樹芬寫道 「養和醫院對面的山

光飯店，集合著一批日本兵，我們從醫院中可以望見，他們在

大吃大喝，狂歌醉舞... ...在醉後那些形同禽獸的士兵便四處搶

掠、強姦和殺人了。深夜，教命之聲此起彼落，還有人敲擊鐵

罐求救... ... J 0 39 賴廉士提到強姦問題主要集中在部份地 h'ú';. ~ 

特別是獨仔一帶。 4日另一方面，夏飛麗亦提到中[趴下:)'Iùm，川村|

a 何甘業女婿的父親曾在日本郵船會社擔任貫辦，獲日本史 h'R贈送煒盒。 HoKam

Tong: A Man for A/I Seasons (2003) , p.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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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平靜。 41 由於曰軍佔領初期強姦問題猖嗽，日軍醫官江口豐

潔大佐曾徵詢李樹芬和夏飛麗關於如何找到娟妓，以及在西環

及灣仔設立「慰安區J 的問題，後者向江口指出當時有較多娟

妓的位置 3 並要求日軍避免騷擾其他婦女。 42 1942 年 l 月 3 日

軍才從廣州送慰安婦到香港工作 o 的

與此同時，香港的三合會趁日軍忙於搶掠，遁民地政府徹

底癱瘓之時，暫時控制了香港社會。據華德記載，他們雖然少

有參與搶掠和強姦，但他們卻有系統地壓榨一片混亂的香港社

會。幫會成員把守著前往山頂的路口，向每一個從半山下來的

掠奪者和市民收取保護費。他們又守著僅有的水井，向拿水的

市民黨取金錢。甚至當日軍男外開放自來水龍頭予市民使用時，

他們仍霸佔這些設施並公開賣水，甚至裝扮成是日軍委派的人

員。制在新界地區，日軍尚未重建秩序，因此盜匪橫行，更有

不少匪幫從廣東各地潛入擒掠。中共在廣東的抗日游擊隊亦於

此時據兵進入新界。俯

在這陵混亂時期，一般香港市民，不分貧富，均要面對近

乎絕望的環境。殖民地政府已被消滅，公共安全蕩然無存，加

上日軍又不容許 25 元以上面額的港幣流通，因此大部份經濟活

動均告中斷。由於食米供應在英軍投降後約兩星期因日軍不准

買賣而完全停 Ic 46 ，不少窮苦大眾面臨斷炊危機，甚至因飢寒

交迫的狀態而鉅而走險，在市內空置房屋搶奪所有看來有價值

的物件。華德寫道 47

最窮困的華人湧到半山區望向維多利亞港的一邊，那衷居

住看犬多數富裕的(外籍)人士。他們把可以拿走的物件

都搶掠一空。在戰門期間，這些房屋大多被砲火擊中:英



軍為安置守軍並佈置防線，已經把它們的主人送走，因此

它們大多(在英軍投降時)已經空置，路人可以隨便進入。

所有藝術品、高價收音機，以及其他看來有價值之物都已

被日軍用車運走，但華人貧民仍繼續搶掠剩下的物件。最

後，所有傢你都被拆走，可以移走的物件亦被拿去﹒甚至

建築物上的木造結構亦不能f幸免。例如，在半山梅道 (May

Road) 一間大宅被搶走所有財物後，搶掠者拆掉二樓的

木窗框、地板、牆板，然後沿著樓梯拆去木梯級﹒拾級而

下，一邊離開一邊拆去梯紋，最後把整條樓梯拆去......。

日軍自然討厭這類活動，因此不時可以看見日本士兵或

憲兵隨便向看正在屋襄搶掠，或在山邊行走的人開槍。

日軍又拘捕並處決了某些搶掠者，當然先充公他們的收

獲......。

當時身在香港的法屬亦道非洲 (French Equatorial Africa) 按衛

顧問比奧 (M. P. Biau) 提到這些掠奪比日軍的砲轟和空襲造成

更大破壞。 48 正如高添強指出，日軍不時殺害的所謂「搗亂分

子J ' r不少只是飢民而已 J 0 49 

直至 1942 年 l 月 14 日，日軍才開放數個地方賣米，輪候

者由中環中央街市排至皇后戲院 (Que凹'8 Theater) 然後由

該處經德輔道排至亞細亞行 (Asia Company) 再到域多利桌

后街 (Queen Victoria Street) 。正從香港逃走的國府要人|陳濟

棠寫道:小......~仕途目擊持證購米者，睡趾相接， ~毛緻'11...

在淒風慘雨中，體弱者往往暈倒路側，亦有輝以終日，市于而

歸者。 J 50 華德特別提到當時曾出現人食人﹒州牛，餓死者不計

其數。 51 曾參與汗，精衛政權的金雄 l' 1 }位作渝的俊件港的慘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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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提到糧食的問題 r 日軍於 26 曰:耀武揚威，舉行入城式。

同時對香港開始搜捕姦殺，賽民又乘機搶掠，秩序大亂。又因

糧食極度缺乏，難得一飽，使全島數十萬居民，陷於香港歷史

土從來未有之悲慘命運中。 J 52 被困香港，在 1942 年 l 月底因

為拒絕成為親日報章的記者而被關在赤柱拘留所的美國女記者

杜嘉雲 (Gwcn Dew) 提到仍然留守的英籍衛生署人員曾向她

透露這段時期每日在街上可以發現約 200 具屍體，其中大部份

均為餓死者，少數則中槍死亡。 53 另一方面，雖然所有店舖均

已關門，但日間街上卻充滿著小販，販賣搶掠而來的貴重物品，

中間夾雜著售賣家當者以及趁機收買金銀的人。市民更不時被

迫從攤販手上購回被搶之物。臥

在此期間，日軍在香港造成最大傷亡的行動，除了斷絕食

米供應外，就是強行把大量香港居民趕往中國大陸。在 1936 年，

香港人口的有 1 ，000，000 人，其中只有的鉤，000 人並非華人。

在中日戰爭期間，大量難民由中國各地湧入。 1939 年廣州、淪陷

後至日軍進攻香港期間，香港人口更增加至大約 1 ，600，000 人至

2 ，000，000 人，其中絕大部份居於香港島和九龍。 a 日軍佔領中

港邊界後，殭民地政府開始出入境管制，人流己相對減少。香

港淪陷後不久，日軍已立即於 l 月 6 日開始把大量所謂「不學

生產 j 的人口強行移往廣東省。

對日軍而育，減少香港人口對其百利而無一害。首先，此

舉口l 即時緩解因日軍充公糧食而起的饑荒危機，並把照顧大量

a 司 i正永覺認為有不少華人在日軍進攻前已經離開，因此 1941 年 12 月的香港

人口應、只有約 1 ，500 ，000 人。見 Percy Selwyn-Clarke, Report on Mθdìcal and 
Health Condìtìons ìn Hong Kong: for the Perìod 151 January, 1942-31" August, 

1945 (London: HMSQ , 1946), 362.1 SEL 1946, p. 4. 



人口的責任推給悅於香港附近的廣東省當局、國軍或中共游擊

隊 O 人口減少亦使香港的治安問題變得更為簡單，使日軍不需

要派出大量部隊維持治安。在香港戰役期間，國軍曾嘗試派兵

救援，其前鋒干干:英軍投降時已進至深圳附近 O 由於日軍第 38 師

團將要離開香港參加進攻爪哇的戰門，日軍只留下少數兵力人

故此把大量難民趕往在中港邊境亦可阻止國軍前進，迫使團軍

分出物資和兵力照顧難民。由於 H 軍已充公香港絕大部份食米

庫存，不少開民別無禮擇，只能攜帶隨身財物和細軟離開家園

前往中港邊境。初時，日軍為防止國共要人離開港島，不准市

民渡過維港前往九龍，甚至對來往她皈開槍射擊，因此九龍的

人口多向北逃難，港島的難民則等待海路交通再吹開放，乘船

前往廣東省各地。被困港島的「八路軍駐港辦事處j 負責人廖

承志、連貫、喬冠華等人乘小艇到西貢與潛入香港的中共游擊

隊會舍。何香凝和柳亞于則乘船經長洲離開。自

香港陷入混亂期間，本地華人領袖開始組鐵保安、教濟等

工作，雖然大部份時候他們只能以金錢換取三合會的保護。切

與此同時，日軍特務機構「興亞機關 J b 游說這些領袖，要他們

出面和日本軍政當局合作。正如第 23 軍的《香港、九龍軍政

指導計劃'} (詳見第三章)提到，香港的其中一個用途是打擊

重慶國民政府的政治基地，因此身在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

精英均成為日軍的目標。可是 3 宋子文、宋慶齡等民國重要人

物早已在九龍陷落前離開，使香港失去日軍希望的政治用途。

結果，日軍只能俘獲部份本地華人領袖以及影響力較小的民國

a 盟軍方面亦得知日軍兵力空虛，見“M. A. Chungking to War Office," 29/1/ 
1942, TNA , FO 371/31671 

b 有關興亞機關 1 詳見第三章第三節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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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要。自 12 月 27 日以來，羅旭師 (Robert Kotcwall) 、周壽

臣等本地華人領袖相繼被興亞機關押送到香港酒店 (Hongkong

Hote1) ，日軍不斷要求兩人出面與日本軍政部門合作。兩人拒

絕至 1942 年 l 月 l 日，直至日軍安排華民政務司那魯麟 (Ro1and

North) 、律政司阿拉巴士達 (Grenville Alabaster) 以及肪衛

司傅利沙(john Fraser) 三人與羅、周兩人會面，請求他們代

為照顧華人，代替殭民地政府與日軍輯旋，以減輕市民所受的

苦難。 57 在 12 月 31 日，香港總商會的華人代表已求見酒井隆，

要求日軍恢復秩序，並從廣州等地引入軍坡，以免無辜市民慘

被強姦。 58

1942 年 l 月 10 日， 158 名華人領袖在興亞機闋的安排下，

由羅旭麟、周壽臣率領，前往九龍半島酒店和第 23 軍司令官兼

香港軍政廳首腦酒井隆見面。酒井發表演說，不但承諾會恢復

治安，更把香港陷入人道危機的責任推卸給英國殭民地政府和

守軍。他聲稱無意與香港華人為敵，入侵香港只為了東亞各民

旗的共存共榮，而且他並未使用重砲和大型炸彈攻擊市區，就

是為了避免傷及平民 o a 他又稱英人「貪生怕死J '只為自己利

益，更利用華人、加拿大人、印度人在前線作「砲灰」。他認

為華人和日人「同文同種 J '希望香港華人令東南亞的華僑倒

向日本，共同建立大東E共榮圈 59 會後，酒井「訓示」華人

領袖成立委員會，研究各樣問題，包括日軍製造的糧食和秩序

災難。兩 H 後，華人領袖成立「香港善後處現委員會 J '由羅

a 此說{以難成立 12 月 B 自 1 日軍空襲敢德機場期間，即有炸彈命中九龍城。 12

月 15 日，西環卑路乍ttf2台被UÉ1擊期間，砲彈擊中附近民居，消防無力滅火，只

能任由大火自行熄滅。 12 月 1 日日上午，日軍以重砲實施「威嚇射擊」 ﹒砲哥

香港北岸市區，更是直接以市區為目標。日人家屋登記所數字指出，香港戰役

中，共有至少 1 ， 000 間房屋被毀。



旭師、周壽臣、羅文錦、譚雅士、王德光、李子方、李冠春、

董仲偉、李忠甫九人出任委員。 60 至此，日本軍政當局已迫使

本地華人政商精英服從日軍對香港的管轄。

以往研究香港淪陷時期的謝永光、孫福林 (Philip Snow) 

等大多將這個時期的混亂歸咎於日軍行政混亂、缺乏人手或計

劃，認為不可將之視為日軍蓄意使香港陷入混亂狀態，並形容

這種想法「過於馬基亞維利式 (too Machiavc lIian) 61 華德、

英定團和高添強等則認為第 23 軍故意使香港出現混亂，以迫使

華人合作。但從日軍行動和紀錄看，後者的說法似乎較有說服

力。負責香港作戰的日本第 23 軍在 1941 年 12 月 9 日擬定了《香

港、九龍軍政指導計劃> '其開首即以「恢復治安 j 為首要任務。

日軍佔領九龍時，雖然已開始出現零星的暴行，但未有發生遍

及全城的搶掠和大規模的強姦事件。香港投降後三日，日軍才

從容入爐，可見日軍仍能控制部隊，前述種種亂，制乎不是無

心所致。

守軍投降後，日軍未有即時跟從《軍政指導計劃〉恢種治

安，亦拒絕和英國瘟民地政府計劃移交問題，數日毫無動作，

不膏放縱三合會及流氓在香港島大肆搶掠強姦，使飢民陸續

加入。日軍稍為整前所部，安排入城式後，即四出搜刮香港政

府、守軍以及私人企業的物資，特別是食米、汽車以及機器等

日本缺乏的物資，使香港市況更形混亂。日本缺乏自然資源、 h

開戰之時巴飽受缺糧之苦，其士兵又大多為沒有尊重敵國軍民

意識的農民，如無軍官管束，攻佔富裕的香港後進行搶掠，似

a 掘田江理提到日本政府估計日美兩國工業力相著 74 倍。見帽田江理， {日本

194n (香港商務 '2014)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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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避免。因此，日軍無能力控制秩序一說似不能成立，甚至

有製造「大亂大治J 的嫌疑。至於缺乏人于維持治安一說，日

軍的確面臨缺乏憲兵的問題:守軍投降時，香港島上至少有約

10 ，000 名日軍?其中只有約百名憲兵，他們的主要任務並非維

持秩序，而是協助興亞機關清輝香港警察的政治部、追捕國民

政府人員並拘留華人領袖，以迫使他們和日本合作(詳見第三

章第三節) 。日軍軍官和士官本可控制部隊紀律，他們卻放縱

所部，使第 38 師團在香港「休息」期間令市內秩序極為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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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港統治機構沿革與施政方針



主
目

自 1941 年 12 月 25 日英軍投降起，至 1945 年 8 月 26 日被

囚於香港的輔政司詹遜從日軍于上接管香港為止，香港經歷了

為時二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本統治。在此期間，日本東京政府視香

港為它在東亞總體戰略中的一隻「棋于 J '但缺乏經營香港的

政策，其法現和制度地位又模糊不定。因此，日本海陸軍與政

府各部門互相競逐利用香港，在經濟以外卻少有合作與規劃。

在香港，總督磯谷廉介庸碌無能，在東京缺乏指示、總督部人

才不足、華人精英不願合作，而且地方組織並無實權等背景下，

總督都在港管治遂呈現了一幅混亂景象。總督部無法建立可以

引導民眾自發合作的統治，加上日本在亞太地區的戰局每況愈

下，日軍又發現香港存在盟軍間諜綱，使香港陷入憲兵權力日

大，官民距離越遠，軍政當局越感孤立的惡性循環之中。總督

部和憲兵視各種施政困難為居民不合作的表現，動輒以嚴刑峻

法對付，形成憲兵統治。最終，因為戰局日壤，加上總督部已

無力進行任何建設甚至維持現狀，日本在 1945 年 l 月把總督部

併入屬於華南的第 23 軍，並於投降前近半年撤僑，無形中放棄

管治香港。本章將詳細討論日本在戰爭期間的香港政策的缺失、

香港總督部的中央及地區統治機構、憲兵統治的形成，以及日

漸無力的華民代表與華人地方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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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政府缺乏方針
為管治混亂埋下伏筆

董、《南方佔領地行政實施要領} (í大本營聯絡會議」

1941 年竹月)

東京政府發動太平洋戰爭前，曾嘗試計劃如何利用香港等

歐美瑄民地協助日本贏得戰爭。可是，日本對戰後亞洲秩序的

安排只限於擴大日本當下利益的片面考慮，並無長遠經營這些

殖民地或將之轉變為獨立國家的計劃。 1941 年 II 月 20 日，戰

爭開始前約兩週， ["大本營聯絡會議 aJ 才通過《南方佔領地行

政實施要領} (下稱《要領>) ，確立日軍在戰爭期間統治東

南E前歐美殖民地的原則。 1 {要領》首先提到日本的統治目標

為「恢復治安」、「快速獲得重要國防資源」以及「轟保作戰

軍自給自足」。至於佔領地的獨立問題，則交由東京致府根據

各地情況決定。 2 <:要領》強調以下要點 3

一、儘量利用當地殘存統治機構和組織，尊重當地民族習

慣。

二、在不阻礙作戰的前提下儘量獲得並開發國防資源。

三、海陸軍盡力協助把物資運四日本，並利用徵用而來的

民間船隻。

四、佔領軍管理鐵路、船娟、港灣、航空、通訊以及郵政

a 戰時(或中日「事變」期間)日本內閣和海陸兩軍領先哩!當，>1論大戰略和政策的

會議，天皇亦時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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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事業 o

五、由佔領軍施行貿易和外匯管制，務須阻止石油、橡膠、

錫、鴿以及金雞納樹 a 等流入敵人之手 O

六、儘量使用當地貨幣，不得已則使用軍票。

七、木能為了改善當地民生而阻礙日本取得國防資源，並

使佔領軍不能自給自足。

八、尊重軸心國居民在佔領區的利益，但限制其擴張。

九、離開華僑和蔣政權的關像，使他們協助日本。

十、助長當地居民倚靠皇軍的觀念，避免過早誘發其獨立

運動。

綜土可見，雖然日本對外宣稱戰爭是為了解放被歐美瘟民帝國

壓迫的亞洲人，但其開戰的主要目標是獲得東南亞的資源，使

它可以養活其高度依賴原料輸入的工業以及因為侵華戰爭而大

幅饋，區的軍醋。《要領〉對當地的聲廳，甚至民生均少有提及，

更直言要「助長當地居民倚靠皇軍的觀念，避免過早輯發其獨

立運動j 。佔領地將來能否獨立，完全取決於東京的安排。由

此可見，所謂「大東亞共榮」或「泛亞洲主義」不論在日本知

識分于之間如何深入，這些概念在日本政府的實際操作時均淪

為美化掠奪的藉口。除了一般的管治原則外， {要領〉亦提到

東京政府對這些佔領地的權限，包括有關當地軍政的重要事項

均由大本營聯絡會議商議決定，資源、開發的計劃及統制則交由

企劃院等中央機構負責，中央的決定則南海軍軍令部 b和陸軍參

a Cinchona' 製~防治!Æ疾藥物奎草書 Quinine 的主要材料刊

b 日本海軍由海軍大臣(下轄海軍省)和海軍軍令部綿長 (r轄海軍軍令部)共

同控制，前者為海軍在內閣的代表，負責行政工作。後者貝IJ負責實際指揮。



謀本部 a 轉達至各佔領軍執行。

貳、海陸軍首腦關於香港的協定( 1941 年 11 月)

除訂下統治方針外，東京政府亦要處理海陸軍分工的問

題。由於日本海陸軍自明治時代以來已各自為政，甚至素有積

怨 b 因此雙方特地於 1941 年 1 1 月 26 日簽訂《關於在佔領地

實施軍政的海陸軍中央協定} (下稱《中央協定}) ，以免兩

軍在接收東南亞各地時出現混亂。《中央協定》提出各佔領地

將有「主擔任軍」和「副擔任軍前者負責管治該地，雙方

在當地最高級軍官則要就佔領地一般行政、治安、資源、開發、

財政、金融、經濟、交通、宣傳、情報、敵產以及設施管理等

問題溝通。根據〈中央協定} ，香港的「主擔任軍j 為陸軍，

因此不論軍政廳抑或總督部之首均由陸軍出任，軍政部門亦由

陸軍軍官主導，而且，曹亦向陸軍省和參謀本部負責。 4

根據《中央協定} ，負責進攻香港的陸軍第 23 軍和海軍第

2 遺支艦隊於 12 月 6 日簽訂《關於香港、九龍政務的海陸軍協

定} ，確定前者將負責管治香港，後者將負責海軍基地，並控

制水域的治安和交通和海上運輸、港務、救難、漁業、造船、檢

疫等事項。因應作戰需要，海軍亦可對第 23 軍作出額外要求，

後者亦要盡力配合。雙1J參謀亦會進行定期的會議以協調行動。 5

可是，正女日本書各處指出，雖然兩軍矢吉合作，但雙方在接收

香港期間卻互相競爭，而且兩軍不協調的問題將一直纏繞著日

a 日本隆軍由陸軍大臣(下轄隨軍省)、參謀總長(下轄參謀本書的和教育總監

共同控制，隆軍大臣為陸軍在內閣的代表。負責行政工作，參謀總長則負責實

際指揮。

b 有關日本海陸軍不和的著作汗牛充棟﹒例如藤井 JF '-凹， {芯 tt 日本陸海軍 l在

共同 Lτ戰;t tJ- 力、 7 在份力、> (東京:光人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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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香港，直至戰事結束 o

奎、《香港、九龍軍政指導計劃>> (日本陸軍第 23 軍，

1941 年 12 月)

戰前，香港是重慶國民政府得到外來物資的窗口，如日軍

希望切斷國府補給，可直接攻取馬來亞、菲律賓和緬甸等地，

消滅援助源頭，使盟軍不能從海路援助重慶。如此，香港將成

為孤城，投降指日可待。但日軍決定強攻香港，不但損失 2，000

多人，更要照顧百萬計居民，在戰略上似是多餘之舉。可是，

前線的海陸軍認為香港尚有積極的戰略價值，或為了給這故作

戰尋找理由，負責攻擊香港的陸軍第 23 軍和海軍第 2 遣支艦隊

根據上述《南方佔領地行政實施要領》共同擬定了《香港、九

龍軍敢指導計劃:> (以下簡稱為《指導計劃)) ，定下佔領香

港後的施敢方針。〈指導計劃》認為香港不但應該成為「軍事

墓地J '而且是「促使重慶政權覆瀰j 的 I敢治謀略墓地j

更是日本在「南方尸的經濟和政治基地。 6 對於日本陸軍而育，

所謂「大東亞戰爭」的其中一個主要目標是消滅蔣介石的重慶

國民政府，香港的主要用途是從政治、經濟和軍事上支援日本

結束在中國已進行近四年的戰爭。男一方面，由於香港一直是

英國皇家海軍「中國艦隊 (China Station l 的母港，直至新

加坡三巴旺 (Sembawangl 幕地於 1941 年投入服務，因此其海

軍設施非常完善。海軍從自身的作戰需要，認為香港可成為它

控制南中國悔的根據地。對於香港在戰爭期間的戰略重要性，

日來海陸軍有不同的想法，這些想法亦反映了兩軍在大戰期間

a 即日本在東南亞的佔領地。



在戰略、作戰以至戰術層面的不協調。

雖然日軍聲稱香港在政略、戰略上極為重要，但〈指導計

劃〉卻偏重於短期的軍事需要，其建議不但無視香港近二百萬

人的實際需求，更對香港社會造成重大干擾和破壞 3 使過百萬

居民流離失所，部份甚至失去生命 o {指導計劃》明吉香港對

日本的價值在於協助日軍結束在中國的戰爭，因此日軍於恢復

香港治安後，即應「過制所有與香港自給自足以及軍事無關的

貿易、金融、生產、運輸、交通以及文化活動」。另一方面，

為打擊重慶政權， {指導計劃》特別提到利用香港「誘使」重

慶的重要人物以及華僑領袖等在香港「安居 J '造成日軍統治

下歌舞昇平的印象。 7 {指導計劃》要求過制不必要的政府和經

濟活動，但又希望利用香港吸引華人領袖和華僑定居，似自相

矛盾。正如本章第三節提到，日軍佔領香播後，即把在香梅拘

留的國民政府要人送到上海，香港根本未有成為數治謀略基地。

在經濟方面， <指導計劃〉建議日軍應該擴建並保護和軍

事有關的重要設施，如優先修理香港和九龍的陸路和海上交通，

並把食水、電力、煤氣、電訊等公共設施交由陸軍管理。所有

商品，除卻市民日用必需品外，均儘量避免出入香港，軍需以

外的商業活動更要得到佔領當局的許可。日用品亦應實施配給

制度。至於民政一項，除儘快恢復秩序，並把英美盟國的僑民

拘禁外， {指導計劃〉亦建議使用現有的政府機關和公共團體，

但以日人為主導成員。所有除了有助「打破英美勢力」以外的

經濟和社會變革亦應該儘量避免，以防日軍軍政活動受阻。《指

導計劃》亦建議佔領地政府保留香港殭民地警察 3 只需換入日

本領導層。

《指導計劃〉對戰時香港影響最大的建議，是「人口遷移」

57 



58 

(即所謂「歸鄉/疏散政策J '詳見第五章第一節)和「軍票j

兩項政策。《指導計劃》提到必須勉力限制香港和九龍的人口，

並把所有「下層階級的游民 j 強行遷出，剩下對軍事基地有利

用價值的技術人員和勞工，以及東京政府希望籠絡的華人精英。

與日軍認為有利用價值的香港上層階級相反，佔人口絕大多數

的低下階層連基本的容身之所亦被奪去。至於軍票一項， <-指

導計劃》提出逐步廢除港幣，並以軍票取代之，但只准予香港

居民以折扣兌換率用港幣交換軍票，無形中掠奪了居民的財產

並強行降低其生活水平(詳見第四章第三節) 0 綜上所述，從

社會下層的角度觀之，日佔時期不但沒有改善英治時期的社會

不公，甚至使之變得異常極端。對於在戰爭期間以「泛亞洲主

義j 為號召的日本而吉， <-指導計劃》對管理香港的建議可謂

一個不小的諷刺。

'、《看通融洽方東私見) 0123 軍香港軍ii:a總理，部長

矢崎勘十· 1942 年 2 月)

1941 年 12 月底香港軍政廳成立後，第 23 軍大致上按照《香

港、九龍軍政指導計劃》管理香港，並開始逐步禁用港幣和強

制疏散人口等政策(有關軍政廳組成，詳見本章第二富有) 。塑

年 2 月，軍政廳行將收束，新總督部正在成立之時，時任軍政

廳民政部長、總、務部長兼第 23 軍特務機關長的陸軍少將矢崎勘

卡向參謀本部提交《香港統治方案私見} (下稱《私見} ) 

討論軍政結束後 H 木管現香港的主要方針。矢崎長期擔任各級

步兵部隊指揮官及參謀任務， I由於 1928 年芋è 1931 年成為未軍 a

a 中國東北軍閥張作霖及其子張學良的軍隊。



教官，至 1940 年 3 月出任廣東特務機關長，負責華南地l鼠的情

報工作，直至 1942 年 l 月任職總督部。從其履歷可見、他長年

在東北任職，在華南經驗只有數年，對香港更無其純驗。由他

撰寫關於香港長遠政策的建議， rlJ 見日軍內部缺乏熟悉香港的

人員。

〈私見》分為「統?台根本方針」、「經濟施政方針 J 、「行

政施策要綱」、「經濟施策要綱」、「財政施策要綱」、「土

地施策要綱 J '以及包括鴉片、鹽、煙草、糖、畜牧、食水等

政策的「附件」。在「統治根本方針j 中，失崎認為應該放棄「帝

國主義的統治觀念J '而是要推進「東亞諸民族的協同團結」

並以「共存共榮、民族協和」為合作的基礎。矢崎認為，英國

管治香港只為其利益，並無其他「理論根據」可言。且與之相比，

到本以 I崇高的八絃一宇之精神 J 為號召，並輿東亞各民巖共

"體育衛「歐美勢力 J '即可得到港人的主動支持。可見，他撞

開日本在新秩序中的領導地位，試圖以「英美勢力 j 為共同敵

人，為日本擴有香港提供認受性。雖然矢崎大談日本佔據香港

是為了將它從歐美手中解放，但其將來願景卻只有空洞的「八

能一宇 J '其具體措施仍以利用香港經濟為日本服務為主旨，

例如直吉日本將「指導」包括香港在內的亞洲和中國。加上日

軍自 1937 年以來在中國的暴行，其《私見》理應難以獲得不論

華洋或混血的香港市民主動認同，亦可見矢崎以至日本陸軍對

香港的理解只流於自說白話，並無坦誠面對香港真正的問題。

伍、戰事初期的日本對港政策(陸軍參謀本部、興亞院以及

大東E省， 1942 年)

東京政府內部在軍政廳成立後首吹討論香港地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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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論者主要分為兩派，一派以軍事需要為由，支持香港繼

續由第 23 軍管暉，另一派則認為應該由「大本營J a 直接統轄。

可是，兩派均未提及應否將香港交由位於南京或廣州的親日中

國政權管理。三種方案曾被提出，包括:J)香港設置隸屬第

23 軍的防衛司令官，使之負責香港的防衛和施政、 2) 設置香

港總督負責施故，直屬大本營、 3) 第 23 軍司令官兼任香港總

督。 9 陸軍雖然傾向第一個方案，但海軍則不願香港成為陸軍

專用的基地，因此支持香港直屬大本營。最後，大本營在 1942

年 l 月 28 日頒佈「大陸命b第 592號 J '成立直屬於大本營的「香

港佔領地總督部 J '設「香港佔領地總督J 負責香港施政，部

份防務及交通問題則由支那派遣軍管轄。 1。可是，命令以大陸

命形式下達，顯示香港總督部仍大致屬於陸軍的「勢力範圍」

如根據前述的〈南方佔領地行政實施要領} ，香港本應由軍人

和文官共同組成的大本營聯絡會議管轍，但最後卻變成大本營

宜.'文人敢府部門被排擠在香港事務之外。

日軍在香港未有如廣州和廣東省一樣，以親日華人文治政

府 c 管理，而是男立，噁督部，可見東京政府希望最終吞併香港的

野心。日本陸軍強調香港「與一般中國佔領地性質稍有不同 j

a 大本營是天皇、陸軍參謀總長以及海軍軍令部長參與的最高層次軍事會議，沒
有文人政府代表參與。首相以下的文人政府參與「大本營聯絡會議J 而非大本
βA 
昌

b r大陸命 j 即「大本營陸軍參謀本部命令 J .是日本天皇和大本營經陸軍參謀本

部傳達的最高命令。海軍的最高命令稱為「大海令 J . r 大本營海軍軍令部命

令J

C 日軍容許屬於汪精衛政權的廣東省政府(省長陳耀祖，汪精衛妻子陳璧君之親

弟，於 1944 年遇刺身亡)和廣州市政府繼續管理廣東省和廣州市政府，直至戰

爭結束。



佔領後亦相繼興建「忠靈塔 J a 和「香港神社 J b 以紀念中日戰

爭以來所有日軍陣亡者，無疑是把香港當成永久領土。可是，

日軍當局卻沒有一套實質經營香港的政策。 11 陸軍當局的施政

方針，只有 1942 年 10 月陸軍參謀本部向香港總督部發出的指

示( I大陸指 C 第 1307 號J) : 12 

一、加強香港對華及對南方謀略的作用。

二、為自給自足，在經濟上特別是糧食供應方面主要應與

南方佔領區聯絡。

三、積極指導協調華人策反蔣介石政權。

四、發揚亞細亞意識，一掃(當地人)依存歐美的念頭。

艇上可見，大本營和參謀本部對如何利用香港仍只停留在對華

謀略，在經濟上更束手無策，只能提醒香構要「自給自足J

雖然陸軍控制了香港，但對香港存續極為重要的貿易、金融、

經濟問題均需要文人政府以及其他地區的日本當局共同解決。

為此，身兼陸相的首相東條英機於 1942 年 5 月成立負責香港經

濟政策的「香港經濟委員會J '成員則包括擔任主席的興E院

總務長官、外務省東亞局長、大藏省理財局長、陸軍省軍務局

長、海軍省軍務局長以及興亞院政務局長。的從上可見，陸軍

代表只是六名代表之一，理論上不能獨攬香港的經濟和金融政

a 花費 1 ， 000 ， 000 日圈，其中部份由軍政府迫令香港商人捐助。詳見「香港仁忠

靈塔建設仿件 J '1942 年 9 月 3 日， <昭和 16 年「陸亞密大日記第 40 號

1/2J ) , <陸軍省大日記》﹒ JACAR' Ref: C01000617700 0 

b 在今日動植物公園內。
C I大睡指」即「大本營陸軍部指令J '是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對前線部隊發出的命

三丸
。之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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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14

雖然文官大致控制了香港經濟委員會，但香港是地位模糊

的陸軍「佔領地」而非「殖民地 J '因此它不時在整體戰略規

劃中被忽略。日本的撞民地如朝鮮和台灣等均直屬內閣，並沒

有如英國「瘟民地部J (Colonial Oflìce) 或內閣常設委員會 a 等

長期研究、協調和管理殖民地的機構，素有各自為政的問題。 b c 

雖然日本政府在 1938 年成立了「興亞院」負責日軍在中國佔

領地的規劃，但香港是否興亞院的責任則從未釐清。興亞院在

1942 年 8 月提交的《支那建設基本方案策》曾提及香港，但只

簡單地將之劃為軍事基地，並無具體內容。他 1942 年 11 月，

為「完成大東亞戰爭及大東亞建設 J '日本政府成立了「大東

亞省 J '它集合了拓務省、興亞院、關東局 d 、南洋廳 e 以及

外務省有關日本厲地及佔領區的職能。他它成立時，內閣裁撤

香海經濟委員會，把香播經濟問題交由大東亞省處理。 17 可是，

大，但亞省甫-Jlt立，即要面對鈍.各佔領區經濟以支援日本作

戰的龐大問題，早已焦頭爛額，無暇處理香港事務。在戰爭期

間，大東亞大臣青木一男只於巡視亞洲時和磯谷廉介於 1943 年

4 月 17 日在香港會面一狀。 18 大東亞省在 1943 年 5 月提交政

府的《大東亞政略指導大綱》甚至未有提到香港。 19 雖然大東

亞省曾討論香港的縛，濟和糧食問題，但少有切實協調香港和其

a P口|殖民地防務委員會 (Colonial Defence Committee) 
b 日本正直府的[褔務省」理論上監督台灣等殖民地﹒實際上權力有限。

c 1922 成立的「南洋廳j 只負責管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國際聯盟交由日本託管

的中太平洋島嶼 o

d 負責[關東州 J .即大連以及遼東半島的南滿鐵路線範圍。

巴 第 次世界大戰後，國際聯盟委託日本管理中太平洋的前德國殖民地，南洋團軍

即為負責機惰。



他佔領區，只不斷提醒香港總督部不能依賴日本(詳見第四章

第二節) 0 另一方面，陸軍控制的總督部則繼續我行我素，例

如其財務部有關香港經濟狀視的報告亦只送交大本營、香港防

衛隊、陸軍船船部隊、台灣軍、支那派遣軍、香港憲兵隊、第

23 軍，以及海軍的第 2 遣支艦隊，文人敢府甚至連基本資訊和

數據亦不能掌握，遑論制定政策 2日

從上可見，香港在日本的戰略視野內雖然重要，但地位極

為模糊。日本政府和軍方對香港的方針只有狹義的「謀略J

而非包含政治、外交、經濟、軍事等于度的戰略，其經濟政策

又強調不能依賴日本，同時又只能以「泛亞洲主義J 號召亞洲

人合作。因此，雖然陸軍大致控制了香港，但東京的領導層在

戰爭期間少有梳理香港和其他佔領區的關保，以及各部門在香

港的權限和利益分配，造成極大的管治問題。

陸、第 10 汶御前，讀 (1943 年 5 月，東條冀a)

上述困局至 1943 年仍無甚變化。當時，戰爭漸呈膠著狀

態，東京政府希望以容許各殖民地獨立或放棄都份權益，換取

亞洲各民族與日本加強合作，使它得以面對盟軍的反攻。日本

先於 1943 年 l 月和汪精衛政權簣訂《關於交還租界及撒廢治外

法權之協定} ，其後更草擬《日華同盟條約》人以拉攏佔領區

內的華人。東京政府與汪氏建立同盟關係並廢止中日雙方的「不

平等條約」時，無可避免要觸及九龍租借地的問題。可是，上

a 1938 年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近一年後，日本近衛文曆內閣宣飾不會和蔣介石的

國民政府和談，並另行扶植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與蔣對抗。至 1943 年初﹒英、

美兩國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簽約﹒放棄在華治外/去權(香港問題不在討論範圍，

詳見第七章第二節)。日本隨後與汪簽訂《日華岡盟條約þ ，承諾互相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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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條約只承諾對香港、九龍和新界問題[一併處理 J '而並無

提及解決方案。 21 東京政府特別是時任首相東條英機，始終未

能定出一套關於香港前途的其體政策。在 1943 年 5 月 31 日第

10 吹御前會議中，樞密院議長原嘉道曾向東條提問。這是除了

1942 年初討論成立總督部以來(見第一節) ，日本最高決策層

唯一一吹討論香港問題。原問道 I香港並非重要資源的供應

地，又沒有土地，可是要回應民間參與政治的聲音，將來有何

安排? J 東條只回答道 I (香港)是留作對重慶政治工作的

最後一著 J 0 22 當時東條並無解釋其答案，而日軍在香港的「政

治工作J 十分有限(詳見第三節) 。東條視香港為引誘蔣介石

合作的其中一顆棋于，或只是以「謀略J 為証辭掩飾其政府的

戰略視野內根本沒有香港，亦無能力處理其問題的窘態。

梁、《間於未來賦與香港的性格) (香港總督喝谷廳介，

1943 年 8 月)

正因為東京故府缺乏方向，亦少有協助總督部和其他地區

協調或梳理各部門在香港的明爭暗鬥， 1943 年 8 月香港總督磯

谷廉介向政府提交了《關於未來賦與香港的性格》報告。 23 磯

谷提到東京政府有意見認為應該把香港交還汪精衛政府，亦有

人認為應把香港視作「中國感謝日本的禮物 J '使日本壟斷香

港的經濟，並將之建設成軍事重地。 24 簡而言之，即取代英國

在香港的地位。磯谷在報告中雖然用宇非常恭敬，但亦宜吉[關

於香港佔領地經營的根本方針至今尚未確定 J '要求日本政府

審慎處理這個問題。 25 磯谷反對任何純粹因為香港是華人社會

而把它歸還中國的意見，認為建議者不了解香港的特性。因為

日軍從英國于上奪取香港實和「中國無關 J '交還香港更可能



「使日本失去繼續據有台灣的理據 J 0 26 磯谷認為，日軍以武

力佔領香港，是為了把「搞亂東亞j 的元兇 英國一一逐出

亞洲，並使各地人民「回歸東亞的本然之姿」。因此，日本應

該繼續佔領香港島、九龍以及「與之密不可分的租借地區」人

使之成為正式領土。此外，更要壟斷香港的經濟利益，以推進

「東亞各民族相互協力及共存共榮 J 0 27 他認為雖然戰爭期間

軍事需要為上，但基於香港是「共榮圈內的中樞要地因此

其「海港、通商、貿易、通貨、金融、產業、交通、通信、文

化、教育等設施J 均需要專門研究並「積極果敢J 地實行建設。

28 從以上可見，磯谷雖然在報告中未有明吉，但文中多改提到

東京政府缺乏香港政策，而且香港地位不明，建設無從談起，

似要求把更多注意力放在香港，並協助他處理內外問題。

捌、日本秘密摳出交遍香港(最高戰事指導._， 1944 年

9 月)

日本軍政領袖視香港為棋于的態度，在 1944 年夏秋之間表

露無遺。當時，戰爭局勢底定，東條英機已經辭職，首相一職

由小磯國昭代替，後者開始研究日本脫身方法。討論此事之前，

日本政府曾詢問支那派遣軍關於和重慶國民敢府議和的具體內

容，支那派遣軍曾派出時任汪精衛政府最高軍事顧問矢崎勘十

回東京商議。 29 9 月 5 日，日本軍政首腦召開「最高戰爭指導

會議J '討論向重慶求和的問題。求和條件包括支持蔣介石回

到南京成立統一的國民政府;雙方簽訂永久和平條約;美、英、

日軍同時自中國撤退;滿洲國維持現狀，蒙疆由中國處置;香

a 即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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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則「移交J 中國。 30 汪精衛政府則被棄如敝靡。日本政府不

再提及把香港建設成日本在亞洲發揮影響力的基地，而是把香

港無條件讓與國民政府。可是，天皇裕仁認為讓步太多。最後，

日政府只透過南京國民政府 a 向蔣介石透露希望「平等對話J 的

立場，此事遂不了了之。 31

從上文可見，不論是大本營、軍方、文人政府，或是東條

英機等決策者，在戰況有利時，只靚靚香港的物資和設施，戰

祝轉壞時則視之為議和時的棋子。東京政府對香港消極無為，

一方面未有為它和其他日本佔領區協調，另一方面又無協助釐

清各部門在香港的權責，使各部門爭權奪利的現象始終困擾著

日據香港，是日本在香港管治混亂的根源。

a 其時汪精衛己病逝。



有權無能的日本
在港中央行政機構

董、軍政廳( 1941 年 12 月 28 日- 1942 年 2 月 15 日)

1941 年 12 月 28 日，駐港英軍和殖民地政府投降三日後，

支那派遣軍屬下的 I 南支那方關軍j 下轄的第 23 軍發出「披集

作命第 225 號 J a ，正式結束該軍位於尖沙咀:半島酒店中的戰們

司令部，並於同地設立「香港軍政廳」。兩日後，軍政廳發表「香

港軍歧廳業務處理暫定規定 J '由第 23 軍軍長酒井隆陸軍中將

兼任軍政廳長官 o 此時，香港由第 23 軍全權控制。簡吉之，在

軍政廳時期，香港成為日本陸軍在華南地區的領地，東京政府

只能透過陸軍實施任何統制。

軍政鵬下設「司法部」管理民事、刑事、行刑 r鑑濟都j

管理金融、物資、通貨、產業、糧食 r 民政部」管理房屋、

生活、稅收、基礎設施、教育、衛生、土木、難民和鐵路及一

般交通等;以及「總務部J 管理文書、人事、預算、計劃、外

務以及其他軍司令官委派之事。根據開戰後翠曰擬定的《香港、

九龍軍政指導計劃} ，第 23 軍的參謀長負責計劃香港軍政、特

務機關長負責民政、經理 b 部長負責經濟、法務部長負責司法、

報道 c 部長負責媒體及出版，港務則由第 2 遣支艦隊的海軍軍官

負責 o 由於軍長酒井隆於 12 月 30 日即離開香港，因此淪陷初

期的實際軍政事務多由其參謀長陸軍少將栗林忠道，以及軍政

a 即「波集團作戰命令第 225 號 J . I波集團 j 即第 23 軍的通訊呼號。

b 即後勤。

C 即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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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民政部長、總務部長兼第 23 軍特務機關長矢崎勘十，以及特

務機構興亞機關負責。軍政廳成立之初，由於人手不足，大部

份職務均由第 23 軍各科參謀兼任，日軍更要求在鄰近地區的日

僑和「軍屬 J a 前往香港協助。 32 軍政廳的安排雖然表面上頗為

周詳，但實際操作卻極為混亂。如海軍在淪陷初期已搶先佔據

金鐘至柴灣一帶，建立不受陸軍管轄的「獨立王國 J 而其他

部門亦互相傾靴，忙於「劫收」敵產。淪陷初期居於香港的俄

人米連科 {Milenko} 曾提到 33

這襄有陸軍、海軍、憲兵、財務部、調查部，和民政部等大

大小小的機構。各部門互相爭奪他們需要的倉庫以及喜歡的

辦公大樓。海隨軍得到最多「戰利品 J '但憲兵常常有最後

的決定權。互木合作的例子俯拾即是。一個部門把另一個部

門從其辦公室趕走後，又會被第三個更強大的部門驅趕。

由此可知，所謂軍敢磨時期除了進行強制疏散人口和進行少量

善後工作以外，根本無可能計劃並實行任何政策。

貳、總督部 (1942 年 2 月 15 日- 1945 年 8 月 15 日)

I 、成立過程

1942 年 1 月 29 日，香港總督部正式成立，直屬於大本營，

由陸軍中將磯谷廉介出任總督。磯谷曾於中國、滿蒙等地服役，

在 1939 年諾門罕戰役 {Nomonhan Campaign} b 時為關東軍參

謀長，因戰事失利被編入預備役。磯谷本為敗軍之將，現應不

a 日文稱謂，即暫時附屬日軍的政府文官。

b 日本關東軍和蘇聯紅軍在 1939年 5至 9 月間於蒙古開戰﹒磯谷時任關東軍參長，

負戰敗之責。



獲重用，但他與首相東條英機關梅、密切，因此被委予管理香港

的重任。 M 磯谷抵港五日後，於 2 月 15 日從第 23 軍手中接管

香港。同日，日本駐港領事館關閉，象徵香港成為日本佔領地。

20 日，磯谷發怖「總督告諭J '聲稱日軍據港是「東亞萬眾慶

祝無量 J 之事，要求市民「共同協力，完成大東亞戰爭 J '並

且要「忍耐堅苦 3 善體聖戰之意義」、「一秉東洋精神，完成

大東亞興隆偉業J '否則「決不容恕 J : 35 

照得香港乃英國強佔 4汪東洋之土地。以物質文明，蠶食我

束且已經百年。現一朝為我忠勇義烈之皇軍佔領，成為大

日本之領土。人類公敵之英國一一使用無早已野心、不逞企

圖之本源地﹒經已拉折消滅，堪為東亞萬-w-慶祝無量者也。

夫大東亞戰爭終局最大之目的，乃確保東亞之安定，進而

實獻世界和平。以謀萬邦之榮樂。

故在軍政下之香港，今後之統治建設，應共同協力，完成

大東亞戰爭，一洗香港從前舊態，方能發揚東洋本來之精

神文化。庶幾萬民同沐聖 j罩，而完成皇道照金之東亞永遠

福利之基礎。

本督拜受香港佔領地總督之大任，今日親臨此土，當遵守

聖旨，竭盡心力，以期無負使命。顧萬氏永遠之福利，必

在犬東亞戰爭全勝之後。現爾各居民應忍耐堅苦，善體聖

戰之意義，切戒淫放恣。在皇軍治下，奮發努力，對於時

局多所貢獻。凡爾民眾，如能草除故態陋習，挺身自勵，

一秉東洋精神，完成大東亞興隆偉業者，本督當以知己待

之。其有違反道義，不守固範者﹒乃東亞萬xf<-之公敵，非

成皇土之氏，無論人種，本督當以軍律處治，決不容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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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生當蒞任之始，特此通諭知之。其各凜遵，勿違

切切此諭

昭和 17 年 2 月 20 日 ( 1942 年 2 月 20 日)

1942 年 2 月 25 日，磯谷在娛樂戲院 (King's Theatre) 舉

行就職典禮，華人代表在羅旭師帶領下三呼萬歲，歡迎磯谷。

磯谷則發表典型的「泛亞洲主義」演說，內容大意謂香港多年

來是英國在「東方」散播「腐敗的物質文化」以及「自私的個

人主義j 之基地，英人視東方人為吹等人種，並施行高壓統治。

他又指蔣介石國民政府甘願成為英美傀儡，並聲言如有任何人

仍留戀「為東方文化帶來重大破壞J 的西方文明，應從遠離開

香港，前往英美作其奴隸。他最後更威脅要「消滅」不良分子。獨

4 月 10 日，磯谷把總督部由半島酒店遷往位於中環的香港上海

區鹽銀行 (Hongkong & Shanghai Bank' 以下簡稱臣豐銀行)

大樓，該地成為總督部總部至日軍投降為止。

11 、權限

磯谷到任後，即發佈 11942 年香督令第 l 號 J a ，宣{布總

督部的權限。 11942 年香督令第 l 號J 說明總督部負責在「香

港佔領地總督部管 l區 J b 施行防衛及「軍政 J '並自第 23 軍繼

承軍政廳所有權力。根據當時發給在港日人的《在港日本人參

考> '所謂「軍政 J '叫J I 香港佔領地總督部以其權力於香港

施行之捕，比戒嚴下的軍政更嚴格. ，..為維持治安及行政需要，

巾，此必須服從， (總督)亦可強行要求服從。違命或擅違禁令

a 即[香港總督命令第 1 號j

b 即「舊英國屬地以及租借地J .專指香港、九龍及新界。



者，處以刑罰。 J 37 總督在香港擁有無可挑戰的權力，總督部

所有法例及措施毋須經過如行政及立法兩局或任何議會形式的

立法程序，全部只由總督部屬下部門立案，然後由總督以「香

督令 1 、「香督指 J a , I怖告」、「公示 J '或「公告」等形

式出現，其中以「香督令」規格最高，等同日本當時的[法律

勒令 J 0 1942 年 2 月至 1943 年 6 月間，總督部共發出 109 個

香督令、 38 個佈告、 160 個公示以及 50 個公告。 38 換吉之，香

港進入了總督部完全獨裁，集行政、立法、司法權於一身的「法

令統治 (rule by decree) 時期。其時，日本總督並不受制於

總督部以及各華人或地區機構，本地人只能成為顧問或低級官

吏。在戰爭期間，東京政府和總督部從無考慮推行實質的政治

改革，或至少恢復戰前的行政立法關f奈，使總督完全成為獨裁

者。因此，所謂「華人在日據期間比適民地時期獲得更大政治

t 影響力 J 的說蔭，必須放在日本軍政當局在香構進行組對詞.

統治的背景之中檢棍。

日本總督郁的直屬機構是東京的陸軍省、參謀本都以及大

本營，前兩者在 1930 年代已不受文人政府或國會控制，後者由

於它只屬於戰時體制下的軍事協調會議，亦不受任何監管。如

前述，東京故府對香港少有實質政策和指示，遑論監察總督部。

香港總督部在日本眾多各自為政的軍政機構中的尷尬地位，使

它難以和其他部門合作。例如，總督磯谷廉介認為汪精衛的南

京國民政府不會成功，因此反對把在香港俘獲的民國政要送回

中國，並打算自行在香港建立影響中國政局的勢力，以提高他

指導下的香港在日本整體戰略的地位。磯谷因此和支那派遣軍

a 指示屬下軍政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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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廣州的日軍交惡，使香港於 1944 年底以前在經濟和軍事上均

少有和廣東地區合作。 39 東京政府亦沒有釐清海陸軍以及總督

部各部門在香港的地位和權責。 1942 年 3 月，陸軍部的「機密

戰爭日誌j 曾提及香港海陸軍之間缺乏信任，部份原因是由於

磯谷是關東軍參謀長時曾經把駐滿海軍部趕走。可見磯谷的任

命對兩軍在港合作有害無益。早於 1942 年中，盟軍已知悉日本

海陸軍及民政官員「顧不咬弦j 。的甚至在香港協助被拘留市

民的瑞士紅十字會代表依格(A. J. Eger) 亦發現「海軍認為自
己比陸軍優勝，但憲兵則自認比兩者地位更高。 J 41 直至 1944

年 10 月，總督部才完成《香港佔領地噁、督部服務規定:> '確定

各部門的權限，但日本於其時已無力回天。但

相比戰前，即使港督權力甚大，而行政、立法兩局均由官

守議員佔多數，但香港仍受殭民地部 (Colonial Office) 鏡制。 a

其時，非官守讀員甚至市民亦可就不同事務向港府以至倫敦表

遍意見。倒如， 1924 年鄉讀周前身「維護九龍租界民產委員會J

曾向殭民地部抗議收地賠償太少，令英國政府敦促港府回應。的

而港府亦會就軍費等問題與倫敦討價還價。相綜上可見，日據

時期在政制上明顯出現倒退。

田、結構和規模

1942 年 2 月至 1945 年 l 月，香港佔領地總督部下轄「幕

僚部」和[總務長官 J '地方機構有「區政事務所 J '諧詢組

織則有「華民代表會j 、「華民各界協議會J 以及「區會 J (諧

詢組織詳見本章第四節)

a 殖民地部長官殖民大臣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是英國政府內閣
成員，並向英國國會監督負責。



幕僚部由香港佔領地總督部參謀長領導，屬下有「參謀

部」、「副官都」、「管理部」、「兵事部」、「警務部」、「經

理部j 、「軍醫部j 、[獸醫部1 、「法務部j 以及「報道部」

等，負責香港防衛及治安等事宜，並統轄駐軍「香港防衛隊j

以及其後惡名昭彰的「香港憲兵隊」和「香港俘虜收容所J 0 45 

參謀長主持每週一吹的「部長會報」和「軍政會報 J '列席者

包括總督、海軍代表 a 、總務長官以及各部部長等。他亦有權召

集各部課長召開會議。 46

總、務長官則負責民政、財政以及交通等事宜，下設「民治部J 、

「財政部J 、「交通部j 、「企劃部j 、「外事部j 以及「調查班J

等。根據一名在總督部工作兩年的英軍間諜的報告以及《香港

佔領地總督部服務規定} ，總督部各部門的內容概稱如下 47

a 第 2 遣支艦隊司令部代表。

圖 2 總督部

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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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謀部

表 1 :香港佔頓地總督部各部門

隸屬參謀長:

負責協同香港海陸軍、防衛及作戰、防空、編成、動員、訓練、軍紀、

情報、軍事宣傳、軍事交通、通訊、補給、衛生及對印度人工作等。

參謀長為 名少將，屬下有一名大佐、兩名大尉、九名士兵和兩名
軍屬，無華人職員。另有一隊通訊班位於匯豐銀行大廈的夾層，華

人不得進入。總督定期於大廈九樓的會議室和第 2 遣支艦隊司令和
參謀長商討軍事問題。整個總督部只有這個部門每日 24 小時運作﹒

其他部門則是朝九晚E 。

二、副官都

負責處理所有來往總督的軍政文件以及撰寫命令，所有人事和紀錄

亦由此部門負責。副官長是一名中佐﹒他屬下有文書班和功績班。

三、管理部

負責總督郡的設施、內務、衛兵、宿舍、給養、物資，及薪酬發放等，

屬下有自動車，班以及舟艇班。部長由副官長兼任，職員有 14 名日

本官兵和軍圖以及士名華人。

四、長..
負責在港日本平民的兵籍及「在鄉軍人會J b 在香港的工作，必要時
徵召平民參軍。由一中佐率領，屬下有一名中尉、一名士官以及五

名日兵。

五、書司，都

隸屬憲兵隊﹒負責管理憲查和消防員 c , 1945 年 3 月以後貝IJ管理獨

立的警隊和消防隊(詳見下節)

六、經理部

負責總督部預算、庫務、購買物資，以及處理「敵產J 。由 名主

計 d 中佐率領，屬下共九人，分為敵產管理班和管財班。

a 汽車。

b 由退役日兵組成，必要時協助軍方召回退伍軍人，平時則有宣傳和監視市民之

用。

C 日文稿「消防手」

d I 主吉十科 J 日軍兵科士 ，屬後勤、行政、會計人員。



t 、軍昏昏郁、獸醫部

軍醫部負責香港海陸軍醫院和總督部人員以及駐軍。獸醫部貝IJ負責

軍馬、軍犬等。

八、法都部

負責香港法院以及監獄管理，由第 23 軍法務部長兼任(詳見下節)。

九、報道部

直屬參謀長，主管宣傳和新聞控制﹒由 名中佐率領，屬木有宣傳

班和新聞班，前者有兩名白人和五名華人職員，後者有四名目人和

七名華人職員。

十、興E獵關

屬下只有張孤山任會長的「東亞文化協會」和林建責任會長的「勢

工協會」

轉屬總務長官:

一、民治部

負責各區事務所及區役所，以及文化、商業、漁農業、衛生、雜務
等項﹒下轄文教課(學校、日語教育和圖書館 8) 、盟員林水產課(糧

食生產、漁..從業者的教育等)、商工課(在憲兵隊准許下發出工
商營業執照、處理配給、原材料輸入以及工廠等)、衛生課(公共

衛生、醫生登記、藥物供應等) .以及庶務課等，亦要收集華民代
表的意見並將之呈交總務長官。民治部由軍團領導，共有的名日本

以及 28 名華人職員。

二、財政部

負責出入口、貨幣、外匯、稅收以及貨倉等，屬下有貿易課、金融課、
稅務諜，以及倉庫課等。由軍屬領導，共有 33 名日籍和兩名華籍員

工。

三、交通部

管理海瞳交通、公共設施(如道路等) .以及郵電服務，並與海軍

共間管理海上交通。由軍屬領導﹒下設通訊課、;每事部、運航課、直

上交通課以及土木諜。此部門規模較大﹒共有數十名華日職員。

四、企劃都

由軍屬領導﹒負責管理物資出入口和確保自給自足的計畫1 、調查及

a 當時香港只有一所「總督部立圖書館」 ﹒於 1944 年 9 月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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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給物資供應清況、計劃貨幣和金融政策以及其他長遠計劃。

五、外事都

由軍屬領導，負責中立國市民、戰俘和被囚禁在赤柱拘留營的盟國

市民的事務，並協助調查敵產。主管為一名日人，他手下有華人以
及葡籍秘書。

除了以上機構外，總督部在戰爭期間成立了不少特別部門和委

員會，例如「歸鄉指導事務所」、「總督部分析部 aJ 、「農事指

導所及農事傳習所」、「防疫局J 、[" (香港和九龍)稅務所」、「郵

便局 1 、「港務局 J 、「敵產處理委員會 j 、「南支海運管理

委員會I 等。“總督部在戰爭期間的規模如下(表 2 、 3) : 49 

(1持

將將宮，佐.佔-級(校級)軍官，尉尉級軍官，士，士官; J( :兵卒;官:軍官

(包括將官、{在官以及尉，自) 高高等文官，判:李IJ任文有工!雇工

a 負責礦石分析，在香港找尋有戰略價值的礦石。



表 3: 香港佔領地總督部全體人員編制

(包括香港佔領地總督部本部﹒香港防衛隊、香港俘虜

收容所，以及香港陸軍病院/第二百兵站病院)

2513/1943 2/2/1944. I 31/1/1945* 

2 

49 
145175 
56 

將將官，佐佐級(校級)軍官:串f :尉級革，市;土-士官，兵:兵芋，官，軍官

(包括將官、佐官‘以及尉官高高等文官 g 判判任文官，工僱工

*其時香港防衛隊已併入第 23 Î旺。

佔領地總督部成立後，其規模逐步擴充，除去香港防衛隊，最

多時( 1944 年)包括軍官和各級文官有約 300 人。與此相比，

日軍在比香港面積和人口大得多的緬甸只派駐了近 900 名民政

人員，可見香港相對的重要性。 5口總督部的組織架構在 1942 年

5 月左右形成，至 1944 年底改組之前少有更動，但高層人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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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不斷，茲將已知者詳列如下 51

一、總督:

﹒磯谷廉介中將 (1942 年 2 月 20 日至 1944 年 12 月)
.從缺( 1944 年 12 月至 1945 年 1 月)
﹒田中久一中將( 1945 年 2 月至終戰)

二、參謀長:

﹒有末次大佐(j妥升少將) (1942 年 2 月至 11 月)
﹒管波郎少將( 1942 年 11 月至 1944 年 6 月)
.將澤尚信少將( 1944 年 6 月至 1945 年 2 月)
.福地春男少將 (1945 年 2 月至 4 月)
﹒富田直亮少將( 1945 年 4 月至終戰)

三、香港防衛隊長:

.足立重郎少將( 1942 年 1 月至 1945 年 4 月)

.岡固梅吉少將 (1945 年 4 月至終戰)

四、香港憲兵隊:

﹒野間貫之助憲兵大佐( 1941 年 12 月至 1945 年 1 月)
.金海朝雄憲兵中佐 (1945 年 2 月至 1945 至終戰)

五、香港俘虜收容所:

﹒德永德大佐( 1942 年 1 月至終戰)

六、警務課長:

﹒平林茂樹憲兵中佐( 1942 年 2 月至 1944 年 7 月)
，金澤朝雄憲兵中佐 (1944 年 7 月至終戰)

七、軍醫部:

。江口豐潔軍醫中佐( 1942 年 2 月至終戰)
.闇注久藏軍醫中佐( 1942 年 2 月- ) 

八、經理部:

﹒石井春郎主計少佐( 1942 年 2 月 ) 



九、法務部:

﹒古木一失;去務 a 少佐(其後為中佐， 1942 年 2 月至終戰) b 

十、外事部:

﹒西川正行中佐( 1942 年 2 月- ) 

十一、副官長:

﹒中尾中佐

十三、報道部:

﹒西川正行中佐，其後由升久中佐接任

根據 1942 年 3 月 30 日的調查，香港總督部有以下民政人員 52

一、總務長官:

﹒泊武治 (1942 年 2 月至 1倒4 年 9 月)

二、幕僚:

﹒和田大郎(計劃)
﹒黃回多喜失(閱際法)

.j分暢四郎(翻譯官)
﹒前島岩男(翻譯官)

三、民政部:

﹒市來吉至(民政部長)

.直令木幸1]茂(部員)

﹒長尾正道(部員)

.天野精壯(產業)

.桐林茂(衛生)

﹒木村(文教)

a t主術軍官，陸軍法官。

b 法務部和 1943 年 10 月成立的法院不同，前者為軍法機構，後者負責和軍隊無

闋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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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財務部:

﹒中西有三(部長. 1942 年 2 月至 1944 年 9 月)

.石井錦樹( 1944 年 10 月至 1945 年 8 月)
﹒吉田助雄(金融)

.二木泰雄(財政)

﹒質易課尚未就任

五、交通部:

﹒高松順茂(部長)

﹒小島豐三(陸上交通)
.大間知季治(通訊)

﹒金富文太郎(海事部)

.士木課尚未就任

與軍政廳使用第 23 軍軍官兼任民政部門主管有所不同，

總督部的文人官僚大多是從日本本土或其他屬地借調而來，再

配屬陸軍的「司政官J 0 例如民政長官泊武治於 1:;l 15 年從東京

大學畢業後加入日本政府，曾任北海道、三田等地的警局，並

於京都、和歌山和大版等地任職。鈞他在 1930 年代官拜台灣總

督府交通總長，並於 1938 至 1940 年在台灣總督官房臨時情報

部任職。民政部長市來吉至於 1928 年出任台灣鐵道部庶務課書

記，並於台灣專賣局、熱帶產業調查會、台灣總督府評議會，

及防空委員會等殖民政府部門任職。 1941 年，他身兼國家總動

員業務委員會幹事、台灣防空委員會中央幹事，及總督官房臨

時情報部附員等職。“其他人員如衛生部的桐林茂亦曾於台灣

有多年行政經驗。

綜上可見，所有總督部內的軍政部門首腦均由日人擔任，

部份曾管理日本殖民地，華員人數驅少，而且只為低級職員。

另一方面，日本於戰爭初期大獲全勝，突然需要管理新增的佔



領區，政府顯然不夠人手，只能從屬地的中、低級官員中提拔。

曾於淪陷初期繼續於衛生部門工作的愛爾蘭籍a政府官員飛利醫

生 (Dr. Joseph Fehily) 發現總督部人于極為不足，而且官員質

京參差，部份人員更毫無效率。 55 在戰爭結束前一週，日人在

華經濟刊物《大陸東洋經濟》忽然刊登文章討論殖民地時期的

英籍官員，指他們大多經過嚴格訓練，不但熟悉當地情況，更

懂得廣東話或客家話等當地語言 3 而且長期在香港服務，因此

施政得心應手。文章提到日本在香港的官員更遮不斷，又不願

學習當地風俗和方吉，提出應該「虛心坦懷J 和香港華人合作。

此文不但委婉地批評總督部的制度及其人員的傲慢作風，更點

出了日人在香港施政失敗的原因之一。自

w 、 1944 年應至 1945 年初鱷督部改組

1944年底，日軍預計盟軍將會反攻會倦地區，雖增據部隊，

更調整了當地的指揮架構(詳見第六章第六節)。與此同事，

憲兵專權的問題(詳見下述)傳至日本，促成了總督部改組。

自 1945 年 l 月開始，香港佔領地總督部不再直屬大本營，而是

改由駐防廣東的第 23 軍統制 2 總督磯谷廉介亦卸任離開，由第

23 軍司令官田中久一接替。田中接任後，總督部的規模縮小 9

香港防衛隊亦被歸併到第 23 軍。總、務長官把大部份如衛生等照

顧市民的工作縮減，下屬機構只剩下「工商部J 和「交通部]

其中前者主管民政、教育、工商業等，後者則負責海陸交通和

通訊。 57 田中長期逗留廣州的司令部，少有前往香港處理政事，

a 愛爾蘭於 1922 年開始自治﹒ 1937 年該稱為失和圈，雖然它在 1949 年才完全

獨立，但它並無對日本宣戰，日本亦視之為中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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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使總督部名存實亡。日本政府於 1945 年 8 月 15 日宣佈無條

件投降時，第 23 軍全軍 a 共有逾 80，000 人(詳見附錄十三)

其中總督部人員則只有 94 人，可見當時日軍已不再視香港為需

要建設的領地。

總、括而吉，雖然香港的地位和日治台灣不同(台灣為殖民

地，香港則為直屬大本營的佔領地) ，但其總督一樣集三權於

一身，以法令統治。不同的是，前者直屬於軍事指揮機構的大

本營，後者則聽命於內閣。香港總督領導參謀長、幕僚部和總

務長官，又統率憲兵隊以及防衛隊，理應是軍政中樞。然而，

總督部運作混亂，最終變成憲兵獨攬大權的局面，正是因為于

握極大權力的總督磯谷廉介為退役老將，不但暮氣沉沉，更日

漸依賴憲兵維持統治和執行政策，其上峰既不能協助他調和海

陸兩軍，又未能緩解陸軍和日本政府各部門的矛盾。從以下各

章均可看出礦谷即使擁有不少權限，總督部的效能始終差強人

窟。

a 伊括戰門 後勤部隙，以及香港佔領地總督部等。



從屬行政的司法與
濫權的憲兵部門

董、日據時期的司法

戰前的香港剖法相對獨立，法治架構和精神健全。可是，

日據時期卻只有法制 (rule by law) 並無法治 (rule of law) 

可吉。雖然日本當局及以後論者多以「軍政 J 和「民政」時期

分開軍政廳以及總督部時期，但從上節可見，兩者的統治結構

分別不大，司法更幾乎完全相同 O 簡吉之，日據時期的司法和

警權完全從屬於軍部和行政系統，是軍政廳/總督部「法令統

治」的延伸。日據時期司法之專制，連日本東洋經濟新報社在

1944 年出版的《軍政下之香港〉亦不得不尷尬地承認「司法關

標的法令內容尚未充實，因此難以前輸J 0 58 

軍敢磨成立後，香港進入軍法時期，軍敬，障法務部畏即是

第 23 軍的法務部長古木一夫法務少佐。總督部取代軍敢廳後，

即發佈了《軍律令》、《軍罰令》、《刑事審判規則》、《刑

事緊急治罪條例〉、《民事令》、《民事審判規則》、《刑務

所規則} ，以及《香港佔領地總督部軍律會議所管轄既判決未

判決囚犯拘禁辦法》等法令( 11942 年香督令 1 至 8 號 J '詳

見附錄三並成立「軍律會議」、「民事審判機關 J '以及

「民事法庭 J '全由總督部法務部負責。 59 法務部直屬幕僚部，

主管仍是第 23 軍法務部長古木一夫。古木在香港淪陷初期至

1944 年底長期留港，期間不但是法務部長亦是法院法官，甚至

是監獄長 o 他曾經參與判決華洋犯人 a 死刑，戰後被稱為僅吹於

a 包括英軍服務團的人員，詳見第六章第1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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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兵隊長野開賢之助的「香港第二號戰犯J 0 60 

在日據時期，所有以普通法(common law) 為原則的香港

法律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是以上的緊急法令 o {軍律令》內容

極為簡單，任何人只要被指「對帝國軍有叛逆行為 j 、「間諜

行為 J '以及「妨礙帝國軍之安寧或軍事行動 J '即可由軍律

會議以〈軍罰令》治罪。 61 軍律會議由總督委任三名軍官組成，

其中一人是法務軍官(即古木不設律師或陪審團{刑事

審判規則》則規定所有刑事案件均交由軍律會議處理{民事

審判規則》亦同樣簡陋，規定「審判由審判官獨自執行j 以及

「對於一切審判不准作不服之申訴」。由於總督部毫無監管司

法以及防止貪污的機制，亦不受議會、傳媒或市民監督，這種

安排可製造無數貪污機會。

1943 年 2 月，總督部容許譚雅士等 12 名香港華人以及歐

亞混血見律師重新執業，但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協助總督部法務

部處理屁事法側的問題，並不能參與「軍律會議」以及刑事案

件的審理。但當時，全港只有 17 名律師執業。直至同年 10 月

15 日，香港的司法制度才略作改革，所有和軍方有關的犯罪仍

交由軍律會議處理，但其他刑事和民事案件則交由「法院」審理，

男成立檢察廳，並從東京地方裁判所派出一名法官負責。 63 直至

1944 年，仍只有刑事法例( {刑事令> )大致完備，民事法例

尚未整理完成，因為總督部承認不能以 H 本法例完全取代香港

的普通法制，而日「不能無視殖民地時期的權利義務以及法令

習慣」。“由於總督部性戰爭期間未能完成整理香港的民事法

例， [用此日搪時期香港的土地法例與登記政策大致仍沿用殖民

地時期的制度，新界的上地問題亦未有任何安排(詳見第四章

第二節)



貳、憲兵隊專權

在日據期間，香港治安由香港憲兵隊負責，但憲兵權力日

大，最終形成以憲兵為中心的恐怖統治。香港淪陷之時，身在

香港的日軍憲兵大多隸屬 1941 年 12 月 16 日根據第 23 軍命令

成立的興亞機關，其任務主要是在香港作戰期間搜捕滯留於香

港和九龍的中國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名人，並殺害部份國民政

府在港人員。 a 興亞機關前身為負責刺探香港情報的「香港機

關 J '更名後仍暫由曾經設立特務機構「梅機關 j 的矢崎勘十

少將遙制。 65 興亞機關設有「機關長 J '由陸軍中佐岡田芳政

擔任，屬下有陸軍中尉井崎喜代太和一名伍長以及六名附屬人

員，包括化名「田誠」的日軍少尉阪田誠盛。阪田曾於 1940 年

在港收買親日三合會，組織「天組J 、「佑組」協助日軍。“1942

年 1 月底，日軍在香港共有憲兵中佐一人、尉官六人、權耐人

人、曹長的人，以及軍曹、伍長、兵長 120 人。他們成為香港

憲兵隊的骨幹。 67

興直機關司令部本為半島酒店，但 12 月 30 日後則遷往香

港島的香港大酒店 (Hong Kong Hotel) 。興亞機關在日軍佔領

九龍時已四出把國民政府和香港瘟民地的重要人物集中於半島

酒店軟禁。部份政要則被軟禁在家，例如曾任北洋政府交通總

長以及廣州國民政府財政部長的葉恭綽。 68 憲兵隨日軍登陸香

港島後，即開始逮捕或以「保護J 為名監視滯留港島的華人政

要和精英，並根據以下準則分類:與重慶關係密切者、親日分

于、中間派、共產黨、英籍在港華人名流。除了第二類得到日

a 例如居住在藍搶道的國府財政部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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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的保護外，其他各類人士均於 30 日前後被帶到香港酒店。可

是，正如興亞機關的報告提到，不少國民政府特務已經潛入地

下。為追捕他們，日軍特地起用前香港政府政治部密探鍾瑞南

以及其他華人密探。的此外，和日本合作的廣東省政府亦派警

員協助日本憲兵。 7日截至 1942 年 3 月 5 日為止，逃脫失敗，被

興亞機關捕獲的民國要人共 34 人(見附錄五) 0 71 

日軍希望佔領香港以捕獲民國政要的打算並不成功，被捕

的最高級政要如顏惠慶、陳友仁、許崇智、葉恭綽、李思浩等

雖活躍於民初政局，但全部於 1928 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已

淡出政壇，影響力有限。即使他們願意投日，對汪精衛政權

亦無大幫助。在香港戰役前，不少民國要人如宋于文等已經離

開，宋美船等亦於九龍淪陷前由敢德機場乘飛機逃回中國，

陳策中將及其隨員則隨同英軍在守軍投降之時乘坐魚雷快艇逃

出。陶希聖、李濟探等則混在難民中逃出香港。 72 日軍只捕獲

.僑團府..讀書金融人員，例如各行經理。日軍其後把各人強

行送到上海，但包括顏蔥慶、陳友仁等民國元老仍堅拒在汪

精衛政權任職。 73 如上述，磯谷曾一廂情願地要求他們「盡力

協助中日兩國結束戰爭J '但他們在戰爭期間卻少有參與政治

活動。 74

1942 年 2 月 20 日，香港總督部正式運作的第一個指令

( r 1942 年香督指第 l 號 J )就是確立憲兵在香港的權力。這

個指令成立香港憲兵隊，並確立其權限，使之不但負責維持香

港治安，更是日本陸軍在香港的情報機關。香港憲兵隊主要任

務異常廣泛 75

'、保護軍事機密。

一:、掩護軍事行動和軍事設施(軍隊直接保護者除外)



三、遇止敵人及不法分子的諜報、宣傳，以及謀略。

四、收集治安情報。

五、監管香港佔領地總督部管區所有出入境、軍需品以外

的物質出入、居住、企業、營運和其他商業行為。

六、監管並檢查出版、集會、結社等群眾運動、槍械、火

藥、爆炸品、郵政、通訊、無線電、電台、攝影等和影響軍事

及治安的活動。

七、處理對外(和中立國人有關的)警察事務。

八、管理軍人及軍人家屬的紀律。

九、監視日人不良分于。

在總督部時期，香港憲兵隊直屬香港佔領地總督部參謀

長，不受任何其他機構制衡。憲兵隊亦負責統領總督部的警隊，

即所謂「憲查 J '其中不少成員來自三合會。日本總督部稱之

為「憲嘗一元」的系統。河在 1942 年 2 月至 1945 年 2 月期間，

香港憲兵隊隊長是憲兵中佐野間Jf之助。擔任香港憲兵和警隊

的高級指揮官如下:

香港憲兵隊長:野間賢之助一金澤朝雄

﹒香港島憲兵隊長-金澤朝雄一小倉倉一

﹒九龍憲兵隊長:芳是野忠生一鹽澤邦男一平尾好雄
.水上憲兵隊長:小個千九郎

警務謀長:平林茂樹一金澤朝雄

﹒香港警察局長.上原幸吉

﹒九龍警察局長鹽澤邦男

在 1942 年初，香港憲兵隊在港九新界各地有以下管區及分

隊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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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香港憲兵隊編制

一、香港憲兵隊本部

(總部位於前最高法院，兼管大嶼山、南丫島等鄰近港島的離島)

二、香港島憲兵隊

﹒香港島西憲兵隊管區(總部位於灣仔)

﹒香港島西地區憲兵隊

﹒大道西、鴨巴甸、薄扶林、醫院道、山頂憲兵派遣隊
.香港島東憲兵隊管區

.香港島東地區憲兵隊(總部位於北角)

甲、筒3至灣、太古、 j彎仔憲兵旅遣隊

三、九龍憲兵隊管區

﹒九龍地區憲兵隊(總部位於九龍巡理府)

﹒紅蘭、油廠地、深水涉、九龍城憲兵派遣隊

四、新界憲兵隊管區

﹒新界地區憲兵隊(總部位於上水)

﹒新田、元朗、沙田、大埔、華j彎憲兵;反連隊

五、水上憲兵隊管區

﹒香港水上憲兵隊

﹒香港水上蔥、兵派遣隊、尖沙咀水上憲兵派遣隊

據曾於香港擔任憲兵派遣隊長的仲山德四郎統計， 1945 年香港

有日本憲兵的 200 名(其中軍官 35 人)、輔助憲兵 a 約 200 名、

通譯等約 40 名。 78 1942 年 3 月 20 日，總督部報告指香港當時

共有 3，400 名由華人和印度憲查以及消防于，數字在 1945 年減

至 2 ，500 名憲查和 500 名消防于。 79 日軍成立了警憲學校，至

1944 年09 月共訓練「七期學生，每期約 100 人 80

a 日文稱「補助憲兵j



憲兵隊執行任務時，可援引〈刑事緊急治罪條例》和《香

港警察犯處罰令} (詳見附錄四)自行處理較輕微案件而無須

送交司法部審訊。《刑事緊急治罪條例〉容許憲兵即時決定三

個月以下監禁和 500 圓以下的罰款， {香港警察犯處罰令》內

容包括一般社會規則，如購票乘車等，但亦有籍制自由或容許

警憲輕易入罪的條例，例如第 27 條「為流吉浮說或虛報以惑証

人者 J 、第 28 條「為粗暴或不穩之吉論行為以害公安者j 、第

29 條「在屋外講演政事或紛亂政事之事項者j 等。憲兵面對不

同人士時，所使用的警力亦有所不同。例如軍人、軍屬、日本

人均只能由憲兵處理，敵國人士 a 由憲兵和輔助憲兵處理、第三

國人士則由憲兵、輔助憲兵，以及華人和印人憲查共同負責。

由於憲兵可隨時治罪，又有權控制出入境、物資出入、居

住以及一切商業行為，因此權力極大，亦有不少貪污機會(詳

見第四章第二師及第五章第二師)。憲兵亦負責查據盟軍閥，軍

活動以及強制硫散人口，因此他們實際上可以「治安j 為名隨

時侵犯人身自由，強行把市民逐離殖民地或拘押在赤柱監獄，

甚至把市民逼供至死。總督磯谷廉介于握極大權力卻少有管東

憲兵，更對隊長野間賢之助極為倚仗，經常和他一同公開活

動 b 使憲兵就如納粹德國的「蓋世太保 J C 般橫行，市民生活

在恐怖統治之中。據日軍赤柱監獄的紀錄， 1942 至 1945 年間

一共有最少 350 人在赤柱監獄死亡，其中一半人被處決，另一

半則死於日軍虐待或營養不良。 81 被日軍憲兵在其他地點殺害

a 英、美、荷軍民。

b 憲兵隊長的權責本不包括陪同總督視察等公開活動，但腎間卻不斷為之，可見

野間影響力之大。

C 逃出香港的港大教授王國棟語。 "Copy of Letter from Dr. King to his Wife ," 

TNA. CO 9日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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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就地處決的人數卻難以統計。日本海軍亦有自己的情報機構

「香港武官府 J '但由於日本海陸軍之間的隔閔，因此海軍的

情報人員與隸屬陸軍的憲兵隊少有工作往來，亦甚少交換情報。

憲兵甚至跟蹤海軍軍官，並將其完行上報東京，因此海軍軍人

對他們極為忌恨。 82 逃出香港的市民亦提到連普通曰兵甚至日

本民政人員亦非常害怕憲兵。的

在 1944 年 9 月，為加強控制，香港憲兵隊在政治科以下

成立了「特別高班J a 監視所有日、華以及中立國市民。至此

時，憲兵在香港的劣行終於傳到日本本土 o 第 23 軍參謀長富田

直亮在戰後被訊問時提到， 1944 年 12 月他離開日本出任第 23

軍副參謀長時已聽聞香港憲兵腐敗的問題，抵港後，駐港軍官

向他接露憲兵隊的問題，並提出撤換憲兵隊長野間。最後，野

問於 1945 年 l 月被調走。 b 84 1945 年 3 月，總督田中久一把警

敢和憲兵隊分闕，男行成立直周總督部參謀長的 I香港警察總

局J '接瞥，查，憲兵只負責情報工作。戰後英國審訊野間的

繼任者金澤朝雄時，他找來證人聲稱改革後的憲查和憲兵已有

所收斂。 85

a 和日本的秘密「特高警察J 相間。

b 其後出任大阪憲兵隊長。



四有名無實的諮詢組織

及地方機構

除了由同本軍人和官僚組成的總督部外，日軍亦在中央和

地方成立由華人組成的諮詢團體「香港華民代表會」、「香港

華民各界協議會 J a 和「區會 J '一方面營造比殖民地政府給予

華人更多權責的印嚎，另一方面則把地區管理的責任交到願意

和日本合作的地方精英，並利用華人團體分擔照顧居民生活的

責任。日軍以武力建立新政權，以高壓手段維持統治，並於香

港實行掠奪性的經濟政策，其政權的性質迫使總督部必須花費

大量人力和資源、維持社會穩定和監視人口，並杜絕可能出現的

抵抗活動。對於除了親日分子外的華人而吉，新政權的認受性

亦早於軍政期間的混亂已蕩然無存，因此日本軍敢當局的統擠

成本勢必高昂。觀乎日本正傾全國之力在E洲各地作戰'.曹

都在戰爭期間始終人手有限，但又必須嚴密控制香港人口數量、

分發糧食，並維持治安和衛生，起用華人管理地區不但是鼓勵

華人領袖合作的策略，似乎更是因為當局實際上亦沒有其他戚

本更低或更有效率的辦法。

董、華民代表會

1942 年 3 月，新上任的總督磯谷廉介決定取消 l 月 12 日

由軍政廳成立的香港善後委員會，而另行成立人數更少的「華

民代表會 J 為諮詢機構。代表會初時只 l封閉人組成，包括羅旭

a !lf所謂「兩華會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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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劉鐵誠、李子方，以及陳廉伯。其中羅旭師與李于方曾經

參加香港善後委員會，劉鐵誠為前國民政府交通銀行香港分行

行長，陳廉伯則為親日商人。陳氏乘父蔭經營絲莊，並透過炒

賣銀元成為鉅商，在華南和南洋頓有影響力，更於 1910 年代建

立「廣州商團」。其政治勢力在 1920 年代中期被國民黨連根拔

起，但仍在華南商界活躍，而且在戰前漸與日人接近，英日兩

軍開戰時，他鼓吹投降，被撞民地政府以煽動罪拘捕入獄。淪

陷後，他立即出獄成為華民代表。劉鐵城早年於日本留學，對

日本頗有好感，在戰前香港並無太大影響力。由此可見，磯谷

並不滿意香港善後委員會中，在戰前已經活躍於香港社會的本

地精英所佔比例最多的格局，因此華民代表會囊括了英式本地

瘟民地精英(羅旭師)、本地殷商(李子方) ，以及兩個來自

中國大陸的政商人物(劉鐵城和陳廉伯使各方勢力互相制

衡。適個以日人定義的界別各選一個代表的安排未能全面反映

，前以土輩人勢力在香港的力量和利益對比，使陳廉伯等觀日

權貴可以用「政治忠誠」換取在香港的影響力，亦可使各華人

勢力互相競爭(詳見第五章第三節)

1942 年 3 月 28 日，總督府頒佈《華民代表會規程} (11942 年

香督令第 10 號J) ，規範了華民代表會的功能和組成辦法:“

一、香港佔領地總督部華民代表會在香港佔領地總督監督

之下應總督之諮詢問陳關於香港f占領地中國人政務之

意見:華民代表會得向總督建議關於中國人之施政重

要事項

二、華民代表會叫顧問若干人組織之其中一人被指為主席

三、華民代表由總督就香港佔領地居住之中國人任免之



四、華民代表之答中及建議須經主席統栽各代表之意見而

提出之

五、華民代表之答中及建議皆以書面經由香港總督部民治

部長提出

從以上可見，華民代表會由總督「監督 J '總督並無義務

向其交代政策，代表會只為諮詢機構，或替總督部及憲兵隊和

華人社區溝通，而且其規格極低，只能和民治部長以公文聯絡，

其影響力和殖民地時期的市政或立法局差之千里，華人的政治

地位比戰前是倒退了。87代表會亦只能過問「中國人政務J ，{規

定》亦無界定所指為何。這個安排和日本於 1921 年在台灣建立

的「總督府評議會」如出一轍，後者亦由總督指派，總督亦有

權隨時任免其成員，兩會均是日本殖民政府的諮詢機構，不但

無任何實權否決不合乎當地居民刺益的故黨，更無，輿制定釀

策的權利。"與此相比，英治時期所有法例均要經過行政及立

法局議員討論及表決才可生效，不受非官守議員歡迎的議案亦

可能被否決。華民代表會在 1944 年底以前一直只有四名委員，

直至陳廉伯在該年 12 月前往澳門時被炸身亡後，委員的人數才

增加至五人，由新總督田中久一委任。至 1945 年 3 月，劉鐵誠

病逝後，總督部又宣佈委員人數增至六人，但代表會當時已無

影響力可吉，其領袖羅旭師亦早已淡出日佔香港的軍政界，不

時稱病缺席會議。的

據關禮雄研究，華民代表會曾與總督部從 1942 年 5 月 9 日

至 1945 年 l 月 23 日共開會的坎，共討論了 78 個議題，其中

最多關於糧食、救濟、燃料、治安、物價、慰安所，以及歸還

被日軍沒收的倉庫貨物等。 9日 1945 年 l 月 23 日的會議後，身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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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軍司令的總督田中久一至日軍投降之時已少有召開會議，

代表會名存實亡。華民代表會的地位，由日軍在香港各地設置

慰安區一事可見一斑。 1942 年 1 月，日軍打算於灣仔設置慰安

區，遭到居民反對，日軍其後曾考慮於中環設立慰安區，又遭

到華商反對，憲兵隊指示華民代表會著于處理慰安所問題。最

後代表會協助當局在灣仔、西環石塘咀、長沙濁，以及尖沙咀

等地分別設立慰安區。 91

從上述華民代表會會議議題可見，絕大部份討論都是圍繞

協助日軍善後，可見日軍成立代表會，是為了以最低成本充份

利用香港。關於香港將來地位、政治架構，以及長遠經濟和社

會政策等問題根本不在討論之列。由此反映日本軍政當局統治

香港和其他殭民地的主要思路，即一面搜括當地人力物力以支

持對抗盟軍的戰爭，一面在宣傳上強調泛亞洲主義和反歐美思

想，但有關政治和社會的改革則儘量避免。華民代表會不能

否決總督部的決策，在日軍的高壓統治下亦不可作公開之批

評。可想而知，代表會只為政治花瓶，而總督部在憲兵籍制思

想和言論的政策下只能愈見偏聽。從華民代表會的組成和運作

方式觀之，華人精英的政治地位在日據時期有所提升一說，似

難成立。

貳、華民各界協議會

總督部成立華民代表會時，亦頒佈《華民各界協議會規程》

( fl942 年香督令第 1 1 號J) ，決定循 1920 年代台灣地方制

度改革的先例，成立「香港華民各界協議會 J 0 {文件》指華

民各界協議會的主要功能是「對總督部行政機關之華人政務予

以協力且得開陳意見供當局之參考 J 0 92 協議會成員必須是「在



香港佔領地居住者 J '由華民代表會推薦並得總督任命。協議

會有主席和副主席各一、由會員互選產生。協議會會議時，華

民代表會一併列席，聽取他們的意見，然後由他們再以書面上

旱總督部民治部。因此，協議會可算是華民代表會的擴大會議，

但其自身並無任何權限，亦不能直接與當局接觸。日軍特別容

許在戰前與羅旭離處於競爭地位的周壽臣出任協議會會長，亦

不無「以華制華J 的意味。各界協議會成員有 22 人，由來自商

業、工業、運輸、金融、教育、慈善、技術、醫療、建築以及

勞工等界別的代表組成。 1942 年 5 月協議會正式成立時的組成

如下，其中部份會員曾經於四個月前隨同羅旭麟、周壽臣等前

往半島酒店與酒井隆會面 93

會長 周壽臣 | 東亞銀行董事長

ilj會長 和發成公司東主

會員 中華廠商會聯合主席

律師

南華臼報社長 」
香港九龍總工會會長

林建寅 仁 港九勞工會會長
李忠甫 東華三院主席

郭贊 香港華商總會副會長

陸藹雲 香港南華體育會會長

周耀年 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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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燕j青〈

李景康· 1 官立漢文學校校長

葉蘭泉· 1 鶴山商會主席個

.兩人於 1943 年加入。

A 閹人名字不見於 1943 年名單上。

從上表可見，絕大部份成員是工商界領袖，亦有律師、一

名校長以及兩名東華三院主席，亦有汪精衛政府的僑務委員，

時任南華日報社長的鸝敢東。和華民代表會一樣， 1944 年底至

1945 初日軍改組總督部時，協議會的組成及人數亦隨之轉變。

例如，會員人數由 22 略增為 24 '亦有部份會員被撤換，會長

周壽臣則繼續留任。這些代表並非全部均為支持日本政權的熱

心分于。最重要的例于，是戰前擔任立法局議員的羅文錦。羅

氏對英國蘊民地政府的批評頗為尖銳，特別是 1939 至 1941 年

間政府以戰事為名擴充其權力之時。他雖然出任協議會成員，

但始終迴避公共活動，甚至因此被總督磯谷廉介當面責難。 95



奎、地區事務所、區役所、區會

1942 年 l 月 21 日，軍政廳宣佈即將於香港、九龍分劃 18

區，其中香港島 12 區，九龍六區，每區成立「區政聯絡所I

由軍政廳民政部長矢崎勘十指派一名華人領袖處理「公共衛生、

商業、歸鄉」以及其他社區事宜。淪陷前出任後備警察副司

(Deputy Commissioner of Police Reserve) 的華人律師洗秉熹 (Peter

P. H. Sin) 被日軍指派為中環區的所長，並負責於各區成立「區

政聯絡所 J '因而在華人當中得到「香港市長 J 之稱。 96 同月

27 日，矢崎召集各區政聯絡所訓話 3 宣稱日軍只針對歐美，戰

爭的目的是要從白人于上解放E洲民族，而且日本必將獲勝，

並與中國建立繁榮的東亞云云。他提到佔領當局的首要工作為

重開銀行，恢復商業、交通，以及通訊，並確保教育和公共安

全。這些區會隨即在日軍的指示下著手為居民登記、組鐵自衛

隊、清理街道，並配給食米。叮當時不少華人續袖在地區姐.

自衛團，防範搶掠者和日軍的散兵游勇。軍政當局亦暫時容許

這些自衛團存在。至 2 月初，中環區政聯絡所以大約每 30 個家

庭為一個保的比例，指派約 130 名保長，跟隨日本和台灣等地

實行「保甲連坐」制度，由各保居民互相監視告密，遇事則共

同受罰。 9日史家許舒(james Hayes) 指出保甲制令人「既懼且

恨J 0 99 

雖然軍政廳於 2 月被解散，但區政聯絡所則繼續存在。

1942 年 4 月 16 日，總督部發表《地區事務所規定) (11942 

年香督令第 13 號 J ) ，在香港島、九龍，以及新界各建立一個

「地區事務所 J '共有所長、副所長各三名、科長 a 九名，以及

a 日文稱「系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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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員 126 名。所長、副所長以及部長為日人，所員則幾乎全為

華人，部份以往曾服務於殖民地政府(地區事務所規程詳見附

錄六) 0 1∞正因為地區事務所的設立， 1942 年 3 月至 5 月間總

督部的高等及判任文官亦有所增加(表 3) 。地區事務所屬下

有三個部門，分別為總務、經濟，以及衛生。其中總務系負責

「庶務、會計、教育、宗教J 等，經濟系負責「產業經濟、交

通運輸，以及物資 J '衛生系則負責「保健衛生、傳染病，以

及醫藥」。叫香港地區事務所負責港島以及長洲、坪洲等鄰近

島嶼(共 12 區)、九龍地區事務所負責九龍半島市區以及敢德、

奎灣兩區(共九區) 、新界地區事務所則位於大埔，負責九龍

地區事務所以外的大陸地區(共七區) 0 {地區事務所規定〉

實行後，總督部下令在 4 月 30 目前解散所有自衛團。 102

設立地區事務所後，總督部把軍政廳成立的區政聯絡所轉

為正式組鐵，於 1942 年 7 月發佈《區制實施> (r1942 年香

曾令第 26 號J) ，定於同月 20 日實行。據此條例，區敢聯絡

所改稱「區役所 J '負責在地區執行總督的命令，所有區役所

的範圍、名稱、廢置分合皆由總督決定。每區設正、副區長各

一，皆由總督任兔，區役所設有若干人員 a 則由區長任免。區役

所負責勞務、戶口、救濟、民防、歸鄉等工作。 103

每個區役所均有一個華人組成的「區會 j 為諮詢組織 o 區

會由五至十名當地人士組成，各人任期兩年，屬義務工作，由

區長出任議長。 1942 年 7 月區會成立之初，特區區長及會員人

數如下 104 

a 日文桶 r 1支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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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

可真

表 5: 香港各區區會， 1942 年 7 月至 1943 年 4 月

東區(灣仔)

春日區(鵝頸)

青葉區(跑馬地)

銅鑼灣區(銅鑼灣)

筒糞灣區(筒糞;彎)

~-~港區(香港仔

赤柱區(赤柱)

元區(九龍城)

青山區(深水涉)

大角區(旺角)

香取區(油麻地)

湊區(尖沙咀)

山下區(紅瑚)

鹿島區(九龍塘)
卜

蓋灣區(蓋灣)

歐德區(東九龍)

大埔區

元朗區

沙田區

沙豆頁區
「﹒

新回區

|:二千三區水區

簡文 6 
何日如 10 

-一一一

何德光 8 

吳文澤 6 

郭顯宏 1-7 
曾壽超

----1i卜 8 

溫少甫(王泰#) 6 

李頌清 6 
黃揚友(戴若瀾#) 10 

黃伯芹 10 
當糟 10 
馮浩 10 

梁繼 6 
季壽山 6 
關心焉 6 
陳慶堂 6 

-. ----~ 

6 
陳國雄(陳桃琴#) 6 

---.--.------t-一一一一 • 

蔡寶田(彭某#) 6 

陳建f二 「 6 

之/1I囚~= 6 

文展程 6 
許美尚

*陳李博為目t秉熹之後任，但繼任時間不明。

# 1943 年 4 月 1 I:l調金時在任的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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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總督部頒下的條例，區長可就每年預算以及和區內居

民權利和義務有關的事宜諮詢區會，但區長必須得到總督同意

才可以解聘區會會員。雖然總督部起初宣稱區會會員為選舉產

生，但後來則不了了之。條例又定明區內居民由義務分擔處理

區內事務的必要經費以及總督分配給該區負責的費用。 105 區所

隸屬於地區事務所，但區長可以和總務長官以下的民政部聯絡，

因此英定國認為它「不完全是橡皮圖章 J 0 106 在戰爭期間，區

會和區役所的主要工作包括協助進行人口登記及疏散、分派糧

食(主要為食米)及部份配給品，以及預防疫症(主要包括收

集蒼蠅或提供注射疫苗) 。在新界，區會和各村村長則為日軍

籌備糧食、物質，以及服務。

戰時口述歷史記錄 a鮮有提到這些區會，證明其活動頗為有

限，而戰前市政局和政府的地區工作於戰爭期間(如公共醫療、

衛生、教育、地區工程等)大受摧殘，區會亦缺乏資源恢復並

鱷持適些工作。總督對地區事務所和區會的態度，在這個例子

中可見一斑: 1942 年 10 月 27 日，總督磯谷廉介到訪香港地區

事務所，期間由同為日人的所長和歸鄉事務所所長報告工作情

況，磯谷則只詢問了關於糧食配給和人口疏散的問題。會後磯

谷到位於同一大廈的中區區役所和中區、西區，以及水城區區

長見面，並視察業務。以上所有會議和會面歷時只有 40 分鐘。

由此可看出磯谷對區會的興趣只限於糧食和疏散問題。 107

總督部於 1944 年放棄米糧配給，更使這些區會變得徒具形

式 o 正如總督部民治部部長市來吉至在當時指出 3 區所的存在

理由主要是為了實行糧食配給，如縮減或取消配給制，貝IJ 區所

a 詳見頁 4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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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無存在意義。 108 他直吉 1942 年與 1943 年兩吹大型的人口調

查、 28 個區役所的設置，以及戶口制度主要是為了安排糧食配

給，如果隨便放棄全民配給制度，則這些「苦心整備J 的機構

與制度會失去存在價值，亦使區役所等「第一線行政機關 J r無

力化」。他更宣稱「食米配給制度是管區民政的軸心 J 0 109 由

此可見，所謂日據時期的地方制度只是為了協助當局控制人口

與糧食消費，並把大部份的教濟事務推卸給華人領袖和慈善組

織，而非強化地方行政、聽取華人聲音或鼓勵自治。

以往論者不時認為日軍這些地區制度提升了華人的地位，

而且英國殭民地政府亦於戰後看似部份承襲了這些制度，因此

推論日據時期對地方制度建設有一定貢獻。可是，此說忽略了

戰前英國殖民地政府已容許華人在立法局以及市政局等機構參

與管治等發展。即使在新界，殖民地政府已和鄉議局及各村父

老合作處理地芳政務。 110 日軍建立的地方機構並無請讀植載財

權，其存在只是為了使日軍更容易控制香港的人口和糧食，不

能與其後英國在香港推行的區域管治制度混為一談。

註釋:

南方佔領地行政實施要領J '1941 年 11 月 20 日， <重要國策決定綴 其 1

昭和 15 年 7 月 27 日~ 16 年 12 月 6 日〉﹒《陸軍 般史料》﹒ JACAR'

Ref: C12120209400 。

2 r南方佔領地行政實施要領 J '頁 2 。

3 r 南方(占領地行政實施要領 J '頁 2-4 。

4 r佔領地軍政實施二關又)~陸海軍中央協定 J '1941 年 11 月 26 日， (估領地

行政二蘭又)~決定綴昭和 16 年 11 月~昭末日 18 年 3 月> ' {陸軍 般史料} , 

JACAR' Ref: C12120153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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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香港攻略後二於'T )~軍政實施二關又)~件 J ﹒ 1941 年 12 月 9 日﹒〈昭和

16 年「陸支密大日記第 64 號 2/4J )﹒《陸軍省大日記〉﹒ JACAR' Ref: 

C04123630 100 '頁 3 。
6 第 23 軍香港九龍軍政指導計劃J '1941 年 12 月 9 日﹒〈昭和 16 年「陸支密

大日記第 64號 214J)﹒《陸軍省大日記> 'JACAR' Ref: C041236301 00 '頁 6 。
7 第 23 軍香港九龍軍政指導計章IIJ ﹒頁 6-12 。

8 小林英夫、柴田善雅，頁 55-58 0

9 香港/軍政案施機構二閱又)~件J ﹒頁 2-14 。

10 I大陸命第 592 號 J '1942 年 1 月 28 日﹒〈南方作戰 開戰初期仁於付之b重

要書類綴〉﹒《陸軍般史料》﹒ JACAR ' Ref: C14060034500 。

11 I香港/軍政寞施機構二闋又)~件J ， 1942 年 1 月 10 日， <上奏關係書類綴

卷 1 其 1 昭和 17 年〉﹒《陸軍一般史料》﹒ JACAR' Ref: C13071 030400 ' 
頁 2-14 。

12 I 大陸指 第千三百士號 J '1942 年 10 月 12 日﹒〈大陸指綴(大東亞戰

學)卷 07 (第 1306 ~ 1600 號) )﹒《陸軍一般史料》﹒ JACAR' Ref: 

C14060928400' 頁 3-4。

13 I 香港經濟委員會規程亨決定又 J '1942 年 6 月 17 日， <公文類緊﹒第

六十六編﹒昭和 17 年﹒第六譽﹒官職二﹒官制二(內閣二) ) , <:內閻公文

類!U ﹒ JACAR' Ref: A03010002600: I 香港佔領地二於'T )~經濟處理/

為內閣二香港經濟委會金亨設置又 J '1942 年 5 月 22 日﹒〈公文顯fil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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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日本史家松本敏一曾把戰時香港經濟分為三個時期，包括

「復甦重組期( 1942 年 1 月至 1943 年 5 月) J 、「戰時統制

與大東亞共榮圈危機時期( 1943 年 6 月至 1944 年 5 月) J 

以及「崩壞與惡性通貨膨脹時期( 1944 年 6 月至 1945 年 8

月) J 0 從本章可見，此描述大致準確。日軍佔領香港期間

的經濟政策，主要是利用香港的物資、企業、公共設施、人口，

以及金融機構和貨幣以協助日本贏得太平洋戰爭，其其體策略

包括以軍方和政府控制重要產業、擴大日本企業的影響力並嘗

試利用計劃經濟使香港自給自足。可是，東京政府及總督部缺

乏效率、香港與鄰近日本控制區協調不足、日本企業力量有限、

日軍在華南地區始終未能建立全面海空控制，加上日軍在太平

洋地區節節敗退，最終使香港經濟陷入嚴重衰退。 1945 重光之

時，除了新界少數墟市以外，全港幾乎進入了饑荒狀態。



戰前香港經濟概況

正如經濟史學家演下武志指出，近代香港是中國和英國的

經濟紐帶，是亞洲區域經濟網絡的重要組成部份。 2 英國建立

香港殖民地初期，香港並非成功的商港，而是英國在華南以至

東亞地區的軍事前哨以及戰略跳板，直至 19 世紀末才成為東

亞其中一個貿易中心 o 的08 年，皇家海軍中國艦隊司令他

in-C , China Station) 估計和香港有關的國際貿易總額每年達到

的，000 ，000 銬。 3 雖然香港的經濟規模可能不及上海或東京， {耳

其轉口港貿易不但為中、英商人帶來巨大財富，更造就了香港

的港口、造船、金融、保險等行業，使香港不但是華南及東亞

的貿易中心，更是海運及相關服務業的基地。 1937 年第二故中

日戰爭爆贅，日軍佔續上海後，香港更成為亞洲地區主要賞，

兌換之地，銀行業更為蓬勃。 1937 至 1941 年間，國民政府利

用香港輸入軍火物資，英國則將其開發成東南亞其中一個造船

和輕工業中心，更使其航運、造船、貿易以及金融服務業得益

不少 o

1939 年，香港的出入口總值為港幣 1 ， 127 ，000 ，000 元，入口

總值比兩年前減少 3.7% '但出口則增加了 14.1% 。由於香港政

府的自由港政策、相對穩定的政局、比鄰近地區更有效率的行

政及港務，加上中國內地陷於戰亂，因此香港的貿易結構非常

多元，雖然仍有其中約一半貿易額與中、英兩團相關。香港在

抗戰初期雖然是國民政府輸入軍事物質的中心，但同時和日軍

控制地區亦有大量貿易(表7) 0 1939 年歐洲開戰後，德國對

港貿易幾乎中斷，美國則迅速取代德國成為繼中國和英國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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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質易夥伴。有關 1937 至 1940 年間的香港貿易數字，詳

見表 6 和表 7 : 4 

表 6: 香港進口(包括轉口貿易)主要國家分佈， 1937-1939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句一一一一一一

....1卜 1937. 1939 

! 中國 34.2% 37.6% 

L 哲理一一土一一一1至一立生一←L一型生一--~
I 美國 8A% 8.7% 

一直直吾區三~I-=--=-=- ~豆豆工一-fec:-1
;去屬印度支那 6.6% 6.8% 

「 日本 1 9.4% 7 4.的 1 
「 泰國 1 37% 7 50% 1 
I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德國 5肌 」 2.m l 

表 7: 香港國際買易額， 1939 至 1940 年(港幣千元)

柯:牟掛 1 . 1939 I ... ... 1940. ~ 

L -_____-'----哩 L堅些! ~塑」j坐-f
i 英帝國

華北 l 166,317 ! 27.99% ! 238,4761 3167% l 
」一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十←一 ι t 

空空 L__13 ， 7 1的 2 空吵一」土些世-J-72型LJ
華南 43 ,121 7.26% 7,811 1.04%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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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貿易一樣，香港雖是英國殭民地，而且英資控制了香港

的金融、貿易、航運、通訊以及公共服務，但香港政府給予其

他國家的商業活動極大自由，而且關於商業的法例相對健全，

因此華人以及包括日本等國在香港亦有不少商貿活動 o 1936 

年，香港共有的家英資企業，共有資產港幣 1 ，443 ，629 ， 104 元，

其中屬於公開上市公司者計有 31 間，共有資產港幣 1 ，367 ，8 日，494

元。一軍英資企業中，最重要者要算匯豐銀行。 5 匯豐銀行只持

有自身股權的0/0 '其他股份則由華洋大小股東擁有，主要股東

則為太古洋行 (Butterfield & Swire) 等其他在港主要英資企業。

因此，香港的英資大企業雖然名為公開上市公司，但實際股權

則仍然集中在英商以及少數華人大班之于。 6 自第一吹世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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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香港本地華人企業亦有長足發展。例如，周壽臣、李子

方等人成立的東直銀行在戰前已有一定規模 o 正因為香港較為

富裕，日軍攻陷香港之時，發現香港各銀行存有大量現金和貴

金屬。幸好，大部份存放在匯豐銀行的黃金以及白銀儲備早已

於 1939 年由皇家海軍運走，但日軍仍能從中資銀行、銀號、當

舖、珠寶店、銀行保險箱，以及市民于上奪去大量貴金屬。

中日戰爭初期，香港工業迅速發展。 1941 年，香港主要工

業包括香港黃埔船塢有限公司 (Hong Kong & Whampoa Dock 

Co. Ltd.l 、庇利船廠 (Messrs W. S. Bailey & Co. Ltd.l、太

古船塢公司 (Taikoo Dockyard Co. of Hong Kong Ltd.) 、皇家

海軍船塢 (Royal Naval Dockyard) 、香港麻纜廠 (Hong Kong 

Rope Manufacturing Co. Ltd.) a 、南華鐵廠、擾和鐵廠、青洲英

泥廠、太古糖廠 (Taikoo Sugar Refining Co. Ltd) 、大英煙公司

(BrÍ由hC耶rette) 、大中國火樂(The Great China Match Co. 

L吋) ，以及香港火難廠 (Hong Kong Match FactOIγ) 等。其中

較大規模的企業如船塢等多屬於英資，其產品早已暢銷國際。

例如，太古船塢在 1941 年共有工人 8.300 多人，可建造數千噸

以至上萬噸級的船賽。 7 太古糟廠一年可生產約 100，000 噸紅白

砂糖，輸出地包括中國、越南、馬來亞、緬甸、印度等地。華

資企業在此期間亦有長足發展。例如大中國火柴和香港火柴廠

均為華資 3 它們每月產量為 3，000 至 4，000 箱;與之相比，香

港每月消費火柴約為每月 420 箱。 b8 1939 年 2 月，香港島共有

303 個大小華洋工場，九龍和新界則有 554 個，共有 857 個，

a 屬於太古洋行。

b 假設每人每月使用三小盒。



男女員工有 54，690 人。其後歐洲開戰，英國政府決心擴充其亞

洲殖民地的工業以支援其對德戰爭，同時華中及華南資本和工

人南渡香港，使工廠以及工人數目均更為龐大。 9 由於人口大

增，加上日軍盤據廣東省，香港政府在戰前已積極研究發展新

界農業，例如提供教育、資助、集中處理夜香為肥料、建立梅、

農研究所等，務求增加香港整體的糧食生產，減少香港對進口

的依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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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對香港經濟的控制

畫、日本對香港經濟的處理原則和初期政黨

根據日軍第 23 軍的《香港、九龍軍政指導計劃) ，至少在

軍政期間，日本在香港當局應該過制所有「與香講自錯自足以

及日軍軍事無關的貿易、金融、生產、運輸、交通以及文化活

動」。簡吉之，香港的設施、物資、金融商業機構、土地以及

所有居民對日本軍政當局以及東京政府而言只是進行戰爭的工

具，並無其他價值。日人在戰爭期間對香港經濟的態度，亦多少

披上 It乏亞洲主義」的外衣。 1943 年出版的〈軍敢下的香港》

認為戰前香港經濟是「扭曲的繁榮J a ，是英美資本侵略E洲的

結果，而且亦造成本地華人的「墮落」。因此，有必要去除有

害的英美影響，並從根本改變香港的經濟結構。刊可是，日人

的實際操作只是希望確保當局對經濟活動的絕對控制以及日人

資本在香港取得壟斷地位，其願景與本地人的利益終難吻合。

日軍佔領香港初期，香港所有公私企業以及公共服務全被

接管，貨物均被封存，或被充公運往日本或前線。直至 1942 年

8 月才容許市民申請取回貨物，但大部份如食米等物資均已被

掠去。他在軍政廳統治期間，只有少數工商業得以重新運作，

例如民生迫切需要的米業、供水、供電、蔬菜買賣等。"只有

和日人有關或有用的機構和部門如警隊、消防隊等才可於戰後

首數星期獲得配給米。 14 凍結香港的商業活動後，軍歌廳民政

部組織了香港與廣州之間的新鮮糧食貿易，雙方以物易物，以

a 原文為「變態仿繁弟是J



物資從廣州，起來糧食。

貳、鐘，香港金融業

為控制香港經濟，軍政廳首先停止香港所有公營服務、

企業和銀行 a 的業務。軍政廳於 1942 年 1 月 3 日向東京提出

《香港九龍金融應急對策要綱> '以此為處理香港金融問題

的原則。 15 日軍的目標是要把香港的銀行、錢莊、政府以及

重要企業的現金以及記錄全部充公，以便作進一步分析和整

理，並以此為排除英美經濟勢力的開端，而非以穩定金融為首

務。日軍統計顯示一共沒收了 583，622 ，000 日圓的盟國資產 b

其中的 150，000，000 圖為土地，約 300，000 ，000 圖為房產，約

250，000，ωo 圖為其他資產，男外有 100，000 ，000 圓為債務。 16

1942 年 3 月，總督部沿襲軍政廳政策，提出《敵國銀行處

理要調〉以為 32 問銀行清盤(表 8) ，所有銀號、香港政府、

法幣 c種定委員會 d 、中華書局、商務印書局，以及大東書局 e 的

現金亦被接管清盤。 17 日軍一共充公了各行存款 f 共 78 ，000，000

元港幣以及共 411 ，740 ，000 元法幣。這些行動全由橫潰正金銀行

以及台灣銀行負責，大約於 1942 年中完成，期間英籍銀行職員

被日軍脅迫繼續上班協助清盤，但他們和何世榮等華籍和混血

見員工亦睹中記錄各行被查抄的狀況並將記錄偷運到澳門， l'吏

a 包括日資銀行。

b 包括各種資本以及現金。
C 1)去幣j 是 1935 年以來蔣介石國民政府發行的適用貨幣 3

d 1941 秋在香港成立，目的是有限度聯繫法幣、港幣以及英鋒的匯率，以協助中

國抗日戰事。

e 各﹒局均於香港秘密印刷;去幣。

f 不包括日資以及部份日軍容許經營的本地銀行和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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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重建更為容易。他同時，香港的股票市場雖然停止運作而

且被清算，但日軍未有進一步行動，使戰後股票市場得以快速

恢復。 19 各行所有保險箱亦被查封，日軍除了掠去美元和英饒

外，更取去部份物主的黃金，並以自行制訂的兌換價，以沒有

任何貴金屬抵押的軍票「賠償J '與掠奪無異 20

根據《敵國銀行處理要綱} ，金融機構恢復運作的順序是

軸心國銀行，屬於比利時等中立國的銀行，主要負責軍票兌換

和華僑匯款的錢莊，最後才是本地華人銀行等「非敵性華人銀

行J 。屬於英、美、荷、國民政府的敵國銀行則關閉「整理j

錢莊應該合併重組，並繼續服務華僑，使之成為爭取華僑支持

的工其。至於敵國銀行的存款則於整理後容許市民逐吹提取可

以維持生活的最少金額。 21 匯豐銀行的大客戶如身在澳門的何

東 a 均非常緊張，向駐澳英領事季維士 \]ohn Reeves) 施壓 22

在 1942 年上半年，日軍共三吹容許這些銀行的客戶提走少量存

數 b棋生活所懦，然後容許客戶在提走最多 20% 的存款'.頓

則被凍結。詞匯豐銀行估計，客戶失去近八成存款。 24 例如，屬

於中立國丹麥擁有的大北電報局 (Great Northern Telegraph) 

本來在渣打銀行有港幣 l駒，000 元存款，但銀行清盤後卻只能

取回 27 ，000 元。 25 因為銀行的流動現金只是其存款的一小部份，

所以從表 8 可見，日軍容許客戶提取存款後，只能從銀行沒收

少量現金。與此同時，日軍禁止大面額港幣紙幣流通，又發行

軍票，並強行制定軍票對港幣的匯率(有關軍票和港幣問題，

詳見下節)

a 他在該行存有現金 1 ， 100 ，000 元。

b 1 月 50 元、 2 月 300 元、 3 月 150 元。

ρ
h
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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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被日軍查抄的主要銀行， 1941 年 12 月至 1942 年 6 月 26

名輔 研周圍1覓處ßl 控4生存數…

匯豐銀行
英國 I I 句"^'^ I HKD16，559，。∞
1港 l' ~"~ '~:L_jliKD 119,700,OOOa # 

英國 I 7-4-1942 I HKD 397，∞o 
渣打銀行

(Chartered Bank 01 Ind悶， Australla and Chlna) 

I ++"" 1" '^'^ I HKD235 日 00
!的l銀行 (Merc訓ile 加k 01 I刷削英國 I 7-4竺且過00

i 攀比銀行 I L :tll n:t I "'7..t A f\,t n 11 II/n ，.，門""''''門I Jt fll時 I 7-4-1942 川 02.900.000
(Ban_g悅閉眼 pour一 I'J!C~ng!lr (~~tr~f!1 ~_~9~~nQ~._ð: )_1_~~"J"; .1 一 L立三士一
大通銀行 (Chase Bank) 美國 I 7-4-1似2 川KD 3.392.000 

萬國賣過銀行 (National City Bank 01 New York) 美國 , 7-4-1叩川口 169.000

在邦銀行(Unde附riters S訓ng Bank lor the Far East)美國 7-4-1 斜2 i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運過銀行 (American Express) 美國 i 7-4-1942 i 
荷蘭銀行 (Nederlandsche Handels岫atschappij) 荷蘭 1 7-4-1942 

安達銀行 (Nederlandsche Indische司Handelsbank) 荷蘭 7-4-1942 

新沙宣銀行 (E. D. Sass∞n Banking CO.) 英國 20-ι1942 

過濟隆銀行 (Thomas Cook and 卸1 (Bankers) Ltd.) 英國 品ι1942

.品放款銀行 (Cr，凶it Fonc陪r d' Extreme-Orient) 法圓~ 1 20-5-1942 
比利時

中央銀行

中國單行

中國 11品1叩|用 2，帥，咖
FB 旬，000 ，0咖

F85 ∞o ∞0 
月 20，ω0 ，000#

! FB 1 ，∞0，∞O 
FB 90，∞0，∞ 0# 

I F8270，∞o 
中惘國 |叫1峙叫峙仙圳叫1叩叫9叩叫位叫IF即B盯2.3捌∞ 0咖∞

| 中國 11叮5-6峙-6-仰
| 中國 11叮5-6峙州-6-釗-司1ω叩2

I _dJF削B盯間3羽0 ，2丸哩凹IU

交通銀行

阿
爾-
E
E

• HKD: 港幣 牌 FB 法幣 #未發行紙幣

a 見 "H&SBC Notes," HKRS211-2-23 。日軍數字為 47 ， 050 ， 000 .見小林英夫、
柴田善雅，頁 1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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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被日軍界定為屬於「敵國」的銀行外，仍有包括東亞

銀行、永安銀行、康年儲蓄銀行等本地銀行、被視為汪精衛派

的銀行，以及日軍認為無政治屬性的小銀行獲准繼續營業。至

1942 年底，尚有詢問此類銀行營業，共有存款港幣的，851 ，000

元。 al942 年 8 月 5 日，東京政府的香港經濟委員會(委員會

詳見第三章第一節)通過〈有關統合強化在港中國金融機構之

文件> '以這些華資銀行「資產狀視不良 J 為由，提出將之合併，

並把「敵性 j 存款充公。 27 當局的目標顯然是以重組為借口減

少華行的影響力，並以沒收敵產為由進行掠奪。至 1942 年 11

月底?東亞銀行是這批銀行的領袖，尚有存款港幣的，398，000

元，佔整體華資銀行存款近三成。至 1943 年中，華資銀行的數

目己城至 15 間。 28

除華洋銀行外，戰前香港有約 200 間銀號 b 負責處理較小

額的交易以及華僑匯款。軍政廳准許銀號營業時，香港只剩下

68 家銀聾，可見香油戰役及其後的人道災難對香港普羅大單打

擊之大。戰後，日軍只容許銀號處理法幣、軍票和港幣的兌換，

至 1942 年年底才容許東南亞華僑匯款 c 到香港，但只能由特定

銀號負責。 29 戰爭期間，香港經濟蕭條，因此這些銀號大多在

1942 至 1943 年間結業。 1943 年底，只剩下的家銀號仍在營運，

包括道亨、榮興、富衡、永亨、永豐、鴻德、恆生、英信、廣安、

鄧天福、義生、財記、永陸、麗輝、、發昌等。以上銀號有不少

在戰後發展蓬勃。 30 雖然日軍容許部份華資銀行和銀號繼續營

a 當時兌換率為軍票一團兇港幣四元。
b 或稱錢莊。

C 總督部只容許每個家庭最多匯款軍票 50 圍。當時共有約 1 ， 000 個家庭申請，每

月涉及匯款只有 500，000 圖。 Domei News, 11/10/1942 , CO 129/59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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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但軍政當局和東京政府均以擴大日本在港金融地位為目標，

因此華資金融機構的經營狀況日益困難。在日據時期，香港的

金融業主要由橫潰正金銀行支配。正金於 1880 年開業，主要經

營外匯活動，自 19 世紀末成為日本其影響力的銀行之一，與大

藏省關係密切。由於日據時期香港近乎所有的貸款、融資以及

軍票 500 元以上的匯款 a 均由正金銀行經手，它實際上操縱了香

港的金融活動。

奎、經濟活動與公共服務的做復

日軍接管香港金融業期間，亦逐步恢復其他經濟活動。

1942 年 3 月開始，華人四大百貨公司 b 陸續復業。 1942 年 3 月

28 日，總督部發表《在香港佔領地總督管區出入、居住、物資

搬出入及企業、營業、商業行為取鋪令:> (f1942 年香督令第

九號J '下稱《商業行為取緝令)) ，管制實屬及商業活動。31 (商

業行為取締令〉規定所有工商業營運、資金調動，以及貨物出

入均需要從總督部和憲兵隊得到許可才能進行。雖然日本當局

聲稱除了屬於敵國的資產外，一般企業可無條件恢復營運紹，

但由於日軍掠奪或封存了大量存貨，而且總督部在香港獨攬大

權，又可以利用憲兵羅織罪名隨意逮捕市民， {商業行為取締

令〉不但阻礙商業活動的恢復，更使官員可以從中勒索，小至

個別旅行商人，大至工廠或商行東主均不免受害。《商業行為

取締令》亦使不少商業活動轉入黑市進行。 33

當局接收香港的公共設施後 3 它們即陸續恢復服務，以加速

a 500 元以下毋須大藏省i與總督部審批。

b 先膩、永安、新新以及犬新四間百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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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人口、維持社會運作、使貿易和工商業繼續進行(表 9) : 34 

表 9: 日據時期公共服務的做復

7時三!iufL
煤氣 l 間引-，- Iι 川叫V H 

)\備盤 、 | 
香港島部份地區 | 
九龍地區 1942 年 1 月 10 日 ! 

卜一一一一 十-←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一 I

I 1942 年 1 月 1 日 l九龍地區 l 食7.K I ~r"""L --r I ) J I H 主|

香港島 1942 年 1 月 20 日 | 
L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斗一一一 一一一→

I 1942 年 1 月 1 日 1 f1龍地區 l 
電力 | 12 | 

香港島 1942 年 1 月 15 日 l 

部份恢復

l 九龍部份地區
1942 年 1 月 10 日 1

|香港島 1942 年 1 月 26 日

海上交通 I 1942 年 1 月 15 日 |港九地區以及香港至廣州
香港至廣州灣 1942 年 1 月 28 日

香港至j山頭 1942 年 3 月 2 日

香港至新界 1942 年 5 月 1 日

1942 年 1 月 16 日 l 部份恢復

1942 年 1 月 17 日

一臺百
卜一 一一一一一>

士巴

九龍船鳩

電話

太古船鳩

全港地區

1942 年 1 月 25 日 |部份恢復

1942 年 1 月 27 目 部份
|全面通車 1942 年 3 月 27 日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斗
電報 仆 942 年 2 月 1 日 部份服務

香港至華中 1942 年 10 月 24 日
| 仆雨蒙和華北 1942 年 11 月 1 日

九廣鐵路 I 1942 年 2 月 12 日 沙田至深圳
龍至羅湖 1942 年 3 月 24 日

電車

一」
大埔墟站 1942 年 9 月 9 日
香港至廣州 1943 年 10 月

雖然日軍在佔領香港初期已迅速恢復了部份公共設施、交通服

務以及造船廠，不少所謂修復工作亦只是臨時性質。例如，日

軍在新界重建的橋樑大多只為木造。 35 總督部遲至 194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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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整理出《恢種香港工場礦山方針} ，將大部份產業交由軍政

當局直接管理。所謂《方針〉亦只從陸軍的角度考慮恢復與軍

事 a 有關的產業和公共服務，例如維持冷藏和製冰工場以供應軍

需和軍醫院的需要，並無全面恢復香港經濟的具體政策，更未

有提及香港在亞洲的經濟地位。 36 由此可看出香港總督部以至

陸軍當局缺乏全盤的經濟戰略考慮，只從短視的軍事角度思考

問題，與總督磯谷廉介對外宣稱「日本在港施政的看眼點是民

眾 j 的說法背道而馳。 37

肆、總督部的經濟復甦計劃與工業倒退

總督部的《方針〉經過香港經濟委員會各成員的修訂，最

終於 1942 年 10 月 3 日正式通過，成為《香港佔領地經濟復興

應急處理計劃} 0 38 香港經濟委員會認為，為了確保軍需充足、

「現地自活 J b 以及民生安定，有必要恢復香港的各種企麓，

特別是「公共服務j 以及「生活必需品工業」。可是， <計劃〉

認為軍政當局只需利用現存物資修理被破壞的設施，並且儘量

滿足當地消費即可。至於對外貿易，香港應該在原料許可的情

況下嘗試出口砂糖、煙草等製成品，同時只應輸入「足夠駐軍

和居民存活及安定的物資 J '並從中國大陸以及東南亞入口，

避免依賴日本。所有貿易安排則應交由香港與其他鄰近地區自

行協商。由於要復興香港的經濟， {計劃》提出應該維持香港

的人口至 85 萬人?但當時軍政廳與總督郁的疏散政策已把不少

有產者逐走(詳見第五章第一節) 。不少重要企業如船廠、商

a 特別是駐華南的第 23 軍。

b 即自給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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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等均由英資所有，委員會認為總督部應該直接管理這些企業，

並把部份業務交由日資私人企業營運。委員會又列出各重要產

業的恢復目標及負責者(表 10) : 39 

表 10 :香港經酒委員會的經濟復興計劃目標

鯽 聲稱擁有的現摸/矗能 1 曹擅自揮 聽曹審、

陸上交通 市內電車 111 輛 修理，恢復運營 總督部 1 

自動車 3 ，000 輛
山頂纜車

電j
a 直直直_.__ .0- ".- -一一一一

九廣鐵道

←一

土木工程 道路、下水渠、引水道 修理，恢復運營 總督部 a

海上交通 350 噸型 8 艘 修理，恢復運營， 總督部

(官營) 渡輪 8 艘 並建造新船

其他官營船隻 57 艘
2∞噸型木造帆船 10 艘

海上交通 內河紛 修理，恢復運營 華人
(民營) 鋼船 13 艘

木船 4 艘

其他拖船駁船 169 艘

! 通信 台灣中繼 1 台 短波i基i言機 6 台 總督部

中波送信機 2 台

短波受信機 10 台

中波受信機 1 台

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一一-一

電氣 香港 55 ， 000 千伏特( 小時) 香港凹，000 千伏特 總督部

九龍 32 ， 000 千伏特(一小時) 九龍 32 ， 000 千伏特
.-..-----t 

煤氣 香港 210，787 ， 500 立方呎(每年) 香港 109 ， 500 ，000 立方呎 總督部

九龍 109 ， 500 ，000 立方呎(每年) 九龍沌，000 ，000 立方呎

|自 25 ， 000 立方米(每月) I 25 ， 000 立方米(每月) 總督部

~一.~_. I 

a 其後所有水利設施自台灣拓殖株式會社營運。



可混叫000 噸

麻纜 I 500，馴服(每月 I 500 ，000 撒(每月)
I ( 封度等於 453.59克以原材料輸入量為準

印刷布而心，600，鼠也主)152酬。百
心呂版印刷機 42， 150 ，000 頁

中
此
緝
們

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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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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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叫

4
山
內
斗
斗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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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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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
個
卅
世

7
:

斗

(每年) (7月至 3 月)

30，450 ，000 頁
(7 月至 3 月)

-一一 + 

製冰 3 ，000 噸(每月) 日本水產

自于冰庫 2 ， 000 噸(每月)
冷藏庫 3 ，000 噸(每月) 冷藏庫 3 ，000 噸(每月)
煉的 6 ，420 罐(每小時) 煉奶 6，420 罐(每小時)

牧場 乳牛 1 ， 300 頭 乳牛 1300 頭 日本水產

馬 350 頭 馬 3叩頭
- 一一一--_..-

漁業 軍需 8，000 噸(每年) 軍需 8，000 噸(每年) 日本水產

民需 2，000 噸(每年) 供應民眾所需的漁船只籠依

飄香港儲存的燃料

砂瞥 6}∞擔(每日) (每擔= 64.8 公斤) 現地消費 36，5∞擔 日束，農粉

(每年)
輸出 343，450 擔(每年)
以原材料輸入量為準

煙草 5，000，000，000 支(每年) 1 ，500，∞0，∞0 支(每年) 東洋煙草

以原材料輸入量為準
一一一-

啤酒 啤酒 3，∞0 輛(每月) l 啤讀3.00C 輛(每月) 實燒酌

酒精的0 石 酒精 600 石
冰 450 噸 冰 450 噸

冷水 2 ， 160 千打(瓶) (每年? ) 2 ， 160 千打(瓶) (每年? ) 
• 

鉛礦 原礦 4， 500 噸(每月) 擴充 太平洋礦業

鏡礦 10 噸(每月) 擴充 台灣拓殖

卜一一一一

! 火柴 7，200 盒(每月) 1 ，800 盒(每月) 華人
-一一-----'-

內閣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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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部份被日企接管的香港企業(亦包括表 10 所載之行業)

可 厲害者驀 輔名單 接4費者 接管日期

香港電陸有限企司、中華電 香港電氣廠 總督部 1941 年 12 月
力有限公司

_..._-
香港中華煤氣公司 香港瓦斯廠 總督部 1941 年 12 月
太古船廠 香港造船所 三井造船 1941 年 12 月
兩晶晶晶 九龍造船所 日立造船 1942 年 1 月

卜L一胡一一-子哩一一一 南Y造船所 福大公司 1942 年 7 月

香港製釘有限公司 香港製釘廠 福大企司

牛奶公司 香港冷凍工場 日本海洋漁業統串11 1942 年 3 月
香港牧場 會社

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大 香港印刷工場 內閣印刷局 1942 年 3 月
東書局、香港政府印務局

香港電話公司、香港大東電 國際電氣通信會 國際電氣通信會社 1943 年
報局、大:lt電報局 社香港分社

馬鞍山鐵礦 日本製鐵會社南 日本製鐵會社

支事務局

馬士文公司﹒(針山錢礦) 香港礦山 台灣拓殖會社

天廚味精廠 香港化學工業廠 總督部 1942 年 8 月
青洲英混廠 香港水混工場 聲城水泥

太古糖廠 香港精糖廠 日東製粉
一一一一

大英煙公司、南洋兄弟公司 l 香港煙草塵 上一一

屈臣氏 香港飲料水工場

連長弗 香香港港製釀蝴葉丕場 1 i覽燒酌 - 一斗
生力啤酒廠

從表 1 1 可見，不少香港工業被移交到總督部于中。總督部

在 1943 年初聲稱私人企業將有更大角色，但實際上只限於日本

企業，特別是和日本政府關係密切的企業或國家控制的「國策

a 英文名稱為 Marsman Co. Ltd. 



企業」戶的例如，香港所有大型船塢被轉移至三井、日立等財

閥于中，為海陸軍生產船隻，接管牛奶公司和香港部份漁業的

「日本水產株式會社J 於 1937 年由數家日本水產企業結合而成，

在該年資本額逾喲，000，000 13 圖，規模龐大。 41 1942 年，該公

司改組為「日本、漁業統制株式會社 J '成為國策企業。負責開

採鴿礦的「台灣拓撞株式會社 J (下稱「台拓 J )則屬於台灣

總督府成立的官商合辦企業 O 除了以上官、商企業外，與台拓

和海陸軍關係密切的「福大公司 j 亦有染指香港的企業。日人

亦成立「香港工業會 J '會員只有日本企業，使華人工商領袖

被排除在主流市場之外。部份工廠則被日軍改為兵工廠，如「南

華鐵工廠」被日軍接收後轉交「國際航空工業株式會社」管理，

改為生產飛機、汽車，以及兵器零件，並規定的%產能用作生

產航空兵器、4()%產能用作船隻零件、 20%產能用作陸上兵器。 42

日軍又接管針山、運麻坑以及馬鞍山等地的積塌，並鱷用新界

鄉民為勞工。 b 43 總督部和香港經濟委員會均無提及起用這些企

業的理由，亦無禮選原則。總督部官員平野茂在戰後提到，部

份企業被邀請接管香港的工廠，純粹因為總督磯谷廉介的個人

關係。例如，被委任接辦生力啤酒廠的實燒閩東主是磯谷在大

阪的友人。相 1943 年 6 月的《華南商工名人錄》的香港部份共

記載了 91 間企業，其資本總額共 1 , 1 剖，0 凹，500 日圓。 c <.名人

a 即「圍策會社J '即受日本政府保護，在特定行業有重要地位的大企業，政府

亦擁有部份股權。

b 有東江蹤隊人員聲稱曾於 1944 年攻擊種麻坑礦場，但暫時未能發現相關的日軍

或盟軍紀錄。

C 由於資料不全，都{分公司未有刊登其資本額，部份則把其包括總公司在內的資

~額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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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中載有日本經營者 492 人 a 的資料，省港澳華人只有 36 人，

由此可見華人在日人經濟政策中的從屬角色。 45

在 1943 年 5 月，日人對外聲稱香港仍有 8的問工廠和工

場在運作，共僱用的，472 名男女工人。“可是，英軍服務團

在 1942 年底的報告則指出香港只有 218 家工廠復業，共有工

人 27 ， 716 人。 47 觀乎物資、能源以及市場的短缺，不少工廠應

未能完全發揮其產能。加土日人壟斷，總督部又對任何經濟活

動均加上不少限制 3 因此中間人和尋租活動大增。正如一名於

1942 至 1944 年 2 月替英人暫時照顧一間企業的華人指出，中

間人利用規例和壟斷權層層剝削，使實業難以發展。例如，總

督部規定所有漁獲均要經「漁業賈奎p組合 J b 出售到市場，但市

民至少還要經過兩至三個中間人才可從市場購得鮮魚，這些中

間人則從中取利，但毫無建樹。 48 日人又不斷把發電機、機器

和原材料運到台灣和日本，使工業更難恢復。 49 大量廢鐵和屬

於中國敢府的饋路路軌亦被日軍運走，甚至匯豐銀行門前的個

獅亦被日軍掠去。 ω 總督部一面聲吉鼓勵商賀，另一方面卻推

出商業稅，最高可達利潤的 30% '比戰前稅率大為增加。 51

由於以上問題，不少重要工業如造船、製糖等產能由於缺

乏原材料、燃料和技工而遠未回到戰前標準。 1941 年上半年，

太古、黃埔兩船塢共建造了五艘 7.000 噸級貨輪，但戰爭期間

日人只能完成英人已大致完工的三艘(詳見第六章第二節)

自 1943 年中開始，原材料及燃料輸入急速減少，使香港工業逐

漸停頓。該年 9 月，美機炸毀茄枝角油庫，公共交通隨即停Ll-.

a 包括台灣人。

b 1942 年 10 月成立。



運作，商用車輛亦因為收緊汽油配給而幾乎不能使用。至 1944

年初，部份香港的輕工業，例如橡膠工業等，已經停止運作。

52 1944 下半年起，來自中南半島和台灣等地的煤灰供應因美機

切斷海路運輸而日益減少，港九發電廠相繼於該年底前停止大

部份運作，其發電機組甚至被日軍拆走，運往台灣和日本。 53

因缺乏電力而停工的青洲英泥廠亦被拆去機器。“至此，只有

戰略工業如船塢等仍有電力供應，但亦只能每週開工三數日，

為日軍生產木製小艇的各個小船塢均無電力供應。 55

伍、農業發展計劃失敗

在新界，總督部繼承了戰前香港政府發展農業的政策。

1942 年 11 月，總督部宣佈一個十年植樹計劃，並希望於五年

內開發 600 叮步 a 的農地，並擴大香港果園面積至 1 ，400 阿步。 b

雖然計劃由總督部宜怖，但實際負責開發者則為「台拓J 。當

時，它控制了針山鑄礦、水務局，以及大埔「康樂團 J 0 康樂

團由失勢廣東軍閥李福林建立，日軍聲稱李氏為敵人，故沒收

其資產，並把它更名為「香港佔領地總督部管理大埔農場」

台拓在香港的社長為日人蘊口紀男，農業技正 c則為來自台灣的

水稻專家降矢壽，另有數名日本和台灣專家。降矢壽早於 1934

年已發表文章討論台灣稻米生產。在 1910 年代，台灣總督部在

台南興建「嘉南大圳」一系列工程，以增加農作物，特別是稻

米生產。台拓對新界有一套宏大計劃，包括開發粉嶺馬場 d 、上

a Il口的 5.95 平方公里。

b Il口的 13.8日平方公里。

c IlD總工程師 n

d 2生稱「粉嶺農場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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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披地 (Golf Course) a 、錦回軍用機場 b 等，並引入日本傳到

台灣的稻米品種「蓬萊種 J 0 56 較其規模的農場如「難記」等

則負責供應日人糧食 57 總督部又建立成立農事指導所、農事

傳習所、農會等機構鼓勵華人改進技術，該會至 1944 年底共有

會員約 7 ，000 人。 58

1943 年 12 月，台拓才完成《香港拓撞事業計劃書) (下

稱《計劃書)) ，經台灣總督部送交內務省。《計劃書〉繞過

香港總督部、陸軍省、大東亞省和香港經濟委員會經台灣送交

東京內務省，足見當時日本對香港政出多門的混亂狀況。《計

劃書》儼然使台拓成為整個新界經濟的策劃者，它將於抄田、

粉騙、古禍、錦田、大埔，以及日軍邊境軍區內開發256公頃「事

業地J '並擁有這些土地 20 年，又可於古洞以及粉續造林 700

公頃，為香港提供柴薪。計劃每年預計可為香港提供米 596，000

斤、甘薯 541，別)。斤、贏蒹 162，000 斤、栗米 5， 160 斤、花生

9，24{)斤等。以每人每日配給自米六兩四錢計算， 596，ωo 斤等

於 1 ，490，000 人一日份的糧食，大約等於約 500，000 人三至四日

的份量。 59 可是，據曾於香港台拓農林系任職的蘇朗添指出，

雖然台拓雄心勃勃， fg 日人不但不太了解新界的實際情況和農

業特色，又急於求成，在水源不足的地區種植需要大量灌溉和

肥料的蓬萊種，因此稻米生產並無寸進。日人未有研究本地品

種，反而重施在台灣的故智，向總督部建議在大埔吐露港建藥

一條巨型水壩，使之成為可以種植稻米的巨型淡水湖。如此鋪

張的計劃，即使和平時期亦需要大量資金和人力物力，但日軍

a 改稱[金誠農場J

b 改稱「錦田屋里場 J



敗象已旱，加上總督部己驅逐大量人口，只能不了了之。閃閃

此，日本軍政當局在戰爭期間發展新界農業的計劃沒有成功。

陸、日資壟斷與貿易衰落

《香港佔領地經濟復興應急處用計劃》通過前，總督部已

開始以政府干預及日資體斷為于段處理香港的貿易問題。淪陷

後，所有英美貿易均被日軍創除，在港外籍員工，如非中立國

市民，均被送到赤柱拘留所或各集中營。 1942 年 9 月 18 日，

總督部頒佈《貿易取締令} (11942 年香督令第 43 號 J ) 

宣佈成立由企業共同組成的機構負責香港與日本、滿洲、華北、

華中、印度支那以及泰國等地的貿易。“ 10 月 8 日， 1香港貿

易組合J 成立，屬於法定機構，成員由在港日資企業組成。香

港貿易組合把會員企業分為「輸移出入組合員 J a 和「卸配給

組合員 J b 前者自然由擁有船堡的大企業負責，進行建祥 e 貿

易，後者則負責把煙抵香港的貨物批發給零售商，不得互相交

易。貿易組合將所有進出口貨物分為 14 種，包括米、穀肥、燃

料、薪炭、食品 d 、鹽、纖維 e 、煙草、機械金屬、工業製品、

雜晶。 f 62 雖然名義上並無規定只容許日本企業加入，但 1943

年 12 月的成員名單中，的家大小企業全為日資，包括三井物

產、三菱商事、大倉產業等大企業在香港的分行，亦有在香港

營業的中小企業。 63 華商如要參與，則只能和這些組合會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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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出入口商會會員。

即批發商會會員。

華南、澳門和廣州灣以外 0

分為兩類。

分為兩類。

分為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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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戰爭期間，只有陳廉伯一人是正式華人會員。由於戰爭期

間所有日本佔領區內的遠洋船隻均差不多全被軍方或政府控制

下的 H 本海運公司控制，加土《取締令》的限制，華南幾無可

能參與遠洋貿易，只能從事華南、澳門、香港之間的地區貿

易。為確保近岸運輸能力以及防止海盜、游擊隊等，總督部先

於 1942 年 7 月 1 R 頒佈《帆船登記臨時措置令} ，要求所有

在港帆船登記 3 並組成「香九帆船運輸組合 J '然後於 8 月頒

佈〈管區外貿易帆船取締規則} ，管理帆船運輸組合的貿易。“

可是，香港貿易組合以及香港帆船運輸組合的出現，並不

代表日、華商人可以自由進行貿易 o 首先， {商業行為取締令》

仍然生效，即所有資金貨物出入香港均要取得總督部憲兵隊的

許可。而且，由於日軍在各佔領區或撞民地的軍政當局均對資

金和物資的流動實施嚴格管制，因此總督府必須與各佔領地當

局商討並寶寶訂貿易協定，計劃雙方交易的商品種類以及配額。

1942 年 7 月，香港和廣東省黨訂第一個為期三個月的貿易協定。

香港出口的物資包括自香港掠奪的汽車中拆下的零件、棉布、

毛織品、紙、砂糖、中藥、染料、石鹼、鹹魚等，廣州的出口

則為柴、木貴、蔬菜、豬、家禽、蛋、新鮮海庫以及水果等。

香港的計劃出口額為每月 400，000 日圖，廣東省則為 800，000 圓。

1942 至 1945 年間，廣東省是香港最大的貿易夥伴，在 1943 年全

年的計劃貿易額為 19，3月()，OOO 圓，雙方共黨訂六吹貿易協定。 65

{E戰爭期間，香港只能和廣東省、華 r t1 日軍佔領區、仙

頭、廈門、海南島以及菲律賓 a 六地接署貿易協定，並與澳門、

台灣、泰國等地進行不定期的貿易(見附錄七、八) 可以澳門

a 主要輸入馬尼拉麻以製造麻繩。



最為頻繁。這些貿易大多由 I香港貿易組合J 經于，其他商人

只能向總督部申請。“可是，海外貿易始終形同斷絕，總督青IS

只能以立傳于段製造貿易恢復的假象。 1942 年 4 月，日人大肆

宣傳的所謂「泰國運米船J 只是一艘從香港出發建米到日本的

船隻，它在途中船身入水，才不得不中途折返，把米運回香港。 67

至 1943 年中，三個月內只有兩艘商船進入香港， 11J 見所謂貿易

協定幾乎毫無成效。 68 總督部強制使用無號碼的軍票亦使香港

的貿易大受限制:其他日佔地區當局情願固積貨物亦不願收到

軍祟，華南的糧食生產者不願把食物運到香港，以免收到隨時

一文不值的軍票。 69 即使總督部希望和其他以物易物，亦因為

缺乏船隻而難以進行。至 1944 年初，日軍控制下的香港貨倉仍

有大量的41 年 12 月已被日軍查封的貨物，但日軍已無法把它

們運走。 70

由於各地拒絕合作，加上船隻不足，香港在戰事期間翰，每

未有解決食米問題。 1942 年 3 月，總督部預計該年需要從南洋

輸入 101 ，000 噸，並希望華南及南洋各地「通融 J 0 71 陸軍省

叮囑不得為了給香港輸送糧食而佔用太多船隻。 72 1942 年 10 月

陸軍省總參謀部的指示「大陸指第 1307 號」特別提到香港「糧

食供應方面主要應與南方佔領區聯絡 J '吉下之意即是減少對

日本、台灣以及中國大陸的依賴。 73 可是，其他地區並不合作。

總督部曾嘗試用軍票在中南半島購買食米， f]ê.無人理會，只能

買進質量最差的米。 74 至 1942 年下半，日本政府已承認不能依

靠海運解決香港糧食問題，遂要求香港盡力自給自足， \W減少

「不事生產」的人口。 75 1944 年 9 月，香港進口食米 4，90。噸，

只有約 950 噸來自正在發生饑荒的中南半島，其餘才有:由華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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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而該年全年食米進口只有 23_768 噸 a 遠低於當時人口約

600，000 人所需，可見海上貿易量已經大滅。至 1945 年，大東

亞省希望香港可以進口約 30_000 噸米，有見當時的海空形勢和

物價，此說無異天方夜譚。 77

雖然香港在日據時期貿易有減無增，但它作為日軍在華南

的走私中心之一，卻頗為成功。戰略物資如木油和錦礦石等均

從國民政府控制的中國內地經廣西柳州運到法屬廣州灣 b 由三

井物產等公司收購，然後被送到香港或澳門，再被運回日本。

這個走私網絡得以運作，主要是因為廣西省政府的包庇 o 大部

份走私商均為官員或其家人，因此可以不理會中國海關的干預，

甚至得到正規軍的保護 o 一名商人曾於 1943 年 3 月向英軍報告

有 114 噸鶴礦石、四噸水銀、 210 磚錫，以及時，000 罐木油」

已被日軍從走私商手上運走。另一方面，每月亦有 500 至 2 ，000

攤鑄礦石經抽尾被偷運到香港，再轉往日本。而

由於日本海陸軍長期不和，香港的海陸軍管轄區不但怖防

有別，竟然物價也有不同，而且兩地貨物的流通亦要雙方批准。

79 即使陸軍內部的合作亦困難重重。直至 1943 年秋，香港防衛

隊才終於與廣東的第 23 軍合作，把九廣鐵路沿線的國軍、土匪

以及中共游擊隊驅逐，兩地鐵路終於開通(詳見下章) 。九廣

鐵路深圳至廣州線只有的 150 公里，日軍在廣州有數萬步兵，

但兩地日軍竟然柱佔領香港一年零九個月後才決定合作打通鐵

路。日軍恢復香港基礎設施之緩慢，亦是倒為各軍缺乏合作。

由此可見，即使香港和各日本佔領區室主訂貿易協定，對香港經

a 以每人每日六兩四計算。約 100 ， 000 人一年食量約 10 ，000 噸 o
b 1943 年被日軍伯領。



濟的實際助益始終因為各地各自為政而有所局限。《香港東洋

經濟新報》亦委婉地指出兩軍的合作仍有改進空間，粵港民間

的日人和華人在商業上亦需要「相互認識、相依相輔」。的總

督部嚴格審查吉論的背景下， {香港東洋經濟新報》仍敢於揭

露此問題並作公開呼籲，可見雙方合作情況之壤。

1943 至 1944 年間，日本為促進並統制佔領區內的貿易，

推動了一系列機構的成立，包括汪精衛政府的「全國商業統制

總會J (1943 年 3 月)、「中華日本貿易聯合會 J (華中地區，

1943 年 7 月)、「全國商業統制總會廣州分會 J (1944 年 5 月)

「華南日本貿易聯合會J ([944 年 7 月以及「海南交易公

社 J ([944 年 9 月 o 81 這些動作顯然是為了針對日本佔領區

內的軍、政、商機構各自為政的問題。日軍又於 1943 年 7 月

和 10 月略為放寬香港鄰近地區的食物及日用品入口。但可是，

盟軍已大致控制華甫的海空，使海上運輸極為危險，適些惜，直

己來得太遲。《東洋經濟新報》推算省港貿易額在 1944 年升至

47 ，250，000 團軍票，或每月 3，937 ，500 圓軍票。可是，這個增長

主要是由於軍票通貨膨脹而非進出貨物有所增加，因此實際上

香港的貿易量可能不增反滅。的由於盟軍的空中封鎖，香港與

廣東在 1944 年 12 月的貿易額已跌至 700.000 圓軍票，是雙1J

協議金額的 17% 。“由於軍票在當時價值已暴跌，因此實際貿

易量可謂極少。尚在香港居住的市民亦發現維港只有少數機帆

船活動，港口變得冷清。 85

1944 年 9 月 l 日，總督部為振興香港的貿易，以提高效率

並加強軍政當局的控制，改組了前述的香九帆船運輸組合以及

香港貿易組合，另行建立「香港機帆船營運博1 J '並頒佈《貿

易統制令~ ( 11944年香督令第 30號J) 0 1 香港機帆船營運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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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阪商船、日本郵船、三井船帕以及東亞海運等公司共同組

成，嘗試統一控制各公司的機動帆船，並增加船隻的產量。“

叮是，這些船隻被盟軍輕易擊況，加上海盜和海上游擊隊活躍，

而且金融混亂，因此貿易並無起色。 87 {貿易統制令》則決定

解散香港貿易組合，另行成立官督商辦的「香港交易公社J (根

據 f1944 年公示第 55 號 J 建立其任務是「根據香港佔領

地總督的命令在香港佔領地總督管區內全面負責物資操作，以

確保促進軍需民育之充足以及戰時的生產活動」。 ω 公社理事

長為三井物產在香港分行的店長、副理事長為三菱商事的香港

分行店長，理事則包括福大公司等日資或政府背景企業，理事

會內亦無華人。公社背後設有「顧問團 J '由總督部經理部長、

民治部長、財務部長以及交通部長組成，可以列席公社的會議。

公社和香港貿易組合之則，在於前者除了協調貿易活動外，亦

受總督部直接控制，更利用「貿易調整費」控制物價，並協助

組督部儲備食物和其他生活物資。 89

至 1945 年初，有見盟軍即將登陸香港附近的華南沿岸，加

上日本已失去西太平洋的制海權，大東亞省和總督部即商定「南

支自治體制 J '使香港在與其他日本佔領區和屬地隔絕的情況

下運作。總督部遂於 19的年春頒佈《香港興發營團令) ，撤

銷香港機帆船營運團以及香港交易公社，另行以公社成員以及

營運團的問問海運公司提供的資本為基礎，成立「香港興發營

團 J '繼續維持以機動帆船隊支撐的省、港、澳貿易 90 至此，

包拓米糧在內的所有糧食輸入均要得到興發營圈批准，它亦有

權優先收購。 91 由於興發營團的主要 H 的是協助總督部儲蓄糧

食和物資作長期作戰之用，維持民食對其雖不重要，因此它的

出現使香港本已嚴重的糧食問題-路惡化，直草重光為止。



菜、物資短缺、配給與物價控制

香港物價在淪陷時即開始飛漲;早於 1942 年 2 月，已有報

紙提及 r去年底戰事甫定之初，糧食及食品價格平均高漲五

至七倍。 J 92 由於日軍始終不能提供大量物資或恢復貿易以平

抑物價，因此軍政當局在戰爭期間除了為街市出售的食物和日

用品定立公價外，更對各主要日常物資實施配給制，具體內容

如下(表 12) : 93 

表 12 :日據時期的食物和日用品配給， 1942-1945 

白區米所車趾9i直曹米商輔公)會 居「配民 | | | 

物質

白米 1942 年 3 月 20 日 白米元賣捌組合(批 總督部

開始， 1944 年 4 發商公會) 給所 J ( 
月 15 日起改為只 憑票購買，每斤軍票迎接(至

有在日本軍政機構 1944 年 1 月增至 75 鐘) ，部份
服務者及其家屬可 機構獲得額外增加配給。

以獲得配佑， 1944 
年 12 月只有在日
本軍政機構服務者

可以獲得。

麵粉 1942 年 3 月 20 日 無 總督部一配給所，每斤軍票 50

錢(至 1944年 1 月增至2∞錢)。

香煙 1942 年 5 月 7 日 批發商 總督部一工廠購貫 批發商一零

售商一居民憑票購買

砂糖 1942 年 5 月 1r 日 !此韓高發組合(聶商企會) 縛督部 糖葫公會 消費者與商
業使用者

古~自 llj一叫 I flt~ '2}卸會商組)合(食油世胸墜部二!理的者批發么會一消費者

| 消費者

1943 年 9 月 4 日 |燒寸元卸組合(火柴|總督部一火柴批發公會一配給所|

|批發公會) 與商業使同者三尚費者 | 

1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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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白米為例，總督部規定各戶以戶口簿從區役所獲得米票，

然後每J=l a 從軍政部門控制下的商會屬下的米舖或區役所以軍票

購買食米。故市民的主要活動就是花數小時排隊換取軍票，然

後再排隊輪候配給米。"負責派米的區役所通常設有數個派米

站，例如西營盤區自 1942 年 2 月起有四個派米站，每個負責約

20，000 人(表 13) 0
95 

第三米站

第四米站

戶口數目

1,364 

1,209 

1,215 

1.384 

華人每日可以獲配給 0.4 斤，為自人工作者 0.6 斤至一斤，日人

0.6 斤。"可是，不少配給者把雜糧甚至沙粒混進配給米中派

發，而且米舖供米數量經常不足，使市民被迫到黑市購買。 97 香

港幾乎所有食米和大部份物資依賴外地輸入，故此配給制非常

脆弱，雖然在 1942 年大致運作正常，但至 1943 年中即漸走下

坡，至 1944 年逐步崩潰(見下節) 0 不少必需品亦因為入口中

斷而變得缺乏。例如，戰前市民以從j鷹畫西及英屬婆羅洲(咄Br白i址ti仙sh h 

Born 

配給'甚至要利用家中的家具或山上的樹木。"

總梓都要維持配始，往往要付出巨額金錢。例如， {香

a 其後改為每三日。 {ifj華日報:) '1942 年 3 月 4 日 O



港東洋妞濟新報〉估計總督部在 1944 年 10 月每月要支付約

叭，000，000 國軍票以購買食米作配給之用。 99 可是，由於貿易

停滯、金融混亂、當局腐敗無能，加上全中國物價在戰爭期間

失控地暴漲，使 1942 至 1944 年間，香港各種主要物資的價格

增長如下(表 14 、 15)

表 14: 香港物價， 1941 年 9 月至 1943 年中 100

種頓 I 9/1941 

白米(斤 0.2 HKD 

砂糖(斤 0.18HKD

鹽(斤 i 0.05HKD 

食油(斤)

董(雙)

豬肉(斤)

難(斤)

柴(斤)

報紙用紙 A

|笨自由(封度)

|硫酸(封度)

川時(個___-Ì

*以 1941 年 9 月為 100 計算。

HKD 港幣;l\1Y: 軍票固

R 配給價格，其1 :黑市價格

^ 32 吋乘的 n ，t '一卷

0.35MY 

1.6MY 

。.25MY

3.73My 8 

O.04MY 

0.55MY i R: 0.6MY 
M • 3.5MY 

I 0.13MY R: 0.2MY 
M : O.4MY 

1.4MY 5.5MY 

O.3MY O.4MY 

3.02MY 5.33MY 

3.7MY 10.4MY 

I O.04MY O.08MY 

1,486 

8∞ 

355 

433 

364 

a 說為六團軍票，見 "Hong Kong, after its Occupation by the Japanese, 
5/1942, TNA, FO 371/31671. 當時海陸軍在港控制範E物價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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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香港物價 '1943 年 5 月至 1945 年 5 月 101

*以 1942 年 3 月為 100 計算。

^ 1943 年 11 月的價錢。

MY: 軍票圓

R: 配給價格 ;M: 市場價格

從上表可見，不少生活及工業必需品於日軍佔領香港後價格暴

漲，配給制亦不能過止升幅。由於官方價格和實際價格差距太

大，不少居民領取配給物資即於黑市轉售圖利。正如於 1943 年

離開的飛利醫生指出 r那些願意付錢的人大可以用官價數倍

的價錢購買所需之物。 J 102 水費、電費等亦因為總督部希望抑

制消費而有所增加。 103 總督部又在 1942 至 1943 年間兩吹以行

政于段貶值港幣，使捕民實際負擔更為沉重，非指數所能反映。

104 自 1945 年初起，由於入口大滅，加上軍票價值暴跌(見下

節香港物價亦隨即暴漲，至戰事結束時已失去控制。



軍票問題

董、何謂軍票

「軍票(militarγscrip) 是軍隊在境外作戰時用以在作戰

地域購買物資與服務的貨幣，在 18 、 19 世紀歐洲各開之間的戰

爭中開始盛行。有見派兵徵收 (foraging) 勢將分散兵力、鼓勵

逃兵、激起反抗，加上農民大多擅長收藏食物，因此各國大多

情願發出特製鈔票並稱之為「軍票 J '嘗試與當地民眾進行貿

易。發行軍票，亦可使政府能控制支付前線士兵工資以及軍隊

在佔領地開支的貨幣流回國內的速度和數量，以免加劇國內通

脹。各國軍隊的軍票政策有所不同，例如是否允許原本的貨幣

並存兌換、其價值是否浮動，以及有否穩定基金或例如黃金等

實金屬，或是發行圓的貨幣等抵押以維持軍票的價格等。如運

作得宜，軍票有助維持佔領地經濟，使軍隊與當地居民得以進

行交易，並減少中間摩擦。相反，女日軍隊發行無抵押的軍票，

遍令佔領地居民以固定兌換率兌換軍票，甚至廢除當地貨幣，

此舉即等於以廢紙迫使當地人以折扣提供物資與服務，與公然

掠奪無異 o 1920 年代至 1935 年國民政府推行法幣改革前，中

國不少軍閥或地方政權均大量印製沒有抵押的貨幣或軍票，其

信用只靠該政權的存績，其價值則隨著軍事形勢而劇變，同時

又因為可與銀元或日聞等其他貨幣兌掀 r(lj 被:炒賣，軍隊則迫令

市民使用這些貨幣或軍票，造成金融粉~ l.t混亂 O 叩5

詳細研究日據時期香港經濟和軍頭 I lI j JIil的小林英夫指出，

日軍早於明治維新後的西南戰爭中已印製軍票使用，當時稱之

為「西鄉札 J '以反叛政府的薩摩藩武f:內鄉隆盛命名。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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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午戰爭( 1894-1895) 中亦曾印製軍票，但未及使用。日俄

戰爭期間，日軍在滿洲作戰，亦曾大量使用軍票。由於日本國

力有限，陸軍又不重視後勤，加上預計作戰地域以物資相對充

足的中國大陸為主，因此日軍作戰時多依賴「現地調達 J '巨11

就地取材，利用當地食物及物資支援遠征軍。在第三故中日戰

爭爆發之時， 8 軍尚未打算在中國長期作戰，故未有準備軍票 o

直至 1937 年底戰爭不斷擴大，政府擔心額外印製的日本貨幣 a

會流回日本，造成通貨膨脹，遂決定於中國佔領區使用「軍用

于票 J b 以此作為士兵的薪金，並迫令佔領區的民眾使用。 106

在第二吹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在中國及東南亞發行軍票的手續

如下:大藏省理財局長經大藏大臣同意後，把需要印刷的軍票

數量、種類，及製造期限告知內閣印刷局，然後由後者指示屬

下廠房負責。叩

自此以後，日軍在中國佔領區利用以各種「維持基金J C 支

蟬的軍嘉興國民敢府的法幣在中國競事，並在包括目據香港嘻

地印製假浩幣以摘亂國民政府控制地區的金融，企圖以軍票取

代法幣成為在中國流通的貨幣，並以此購入更多物資。 1943 年

3 月，日軍改變策略，以汪精衛政府發行的「中央銀行儲備券j

取代軍票和法幣，但由於戰況日壤，民眾對儲備券以及軍票的

信心j斬滅，日、?王雙方只能透過不斷印鈔以獲得物資，使佔領

區的通脹日益嚴重。據小林英夫統計，以上海於 1936 年的物價

指數為 100 計算， 1941 年為 958 ' 1943 年汪政府推出儲備券之

時為 6，721 ' 1944 年為例， 170 '日軍投降時指數已達 119，625 010日

a 例如日本和朝鮮銀行券。

b &P軍票。

C 以日 E取代貴金屬為貨幣的抵押。



換吉之，近十年的戰爭，加上各方濫發鈔票，使上海物價上升

逾千倍之譜。國民政府面對龐大戰費，亦發行大量法幣，導致

國統[矗亦面臨同樣性質的通貨膨脹。可是，由於盟國的協助，

加上 1943 年以後國際形勢 H 漸明朗，法幣在戰爭結束前雖已大

幅貶值、但其信用尚未徹底崩潰。

日軍在東南E佔領區亦推行類似的貨幣政策。日軍本未打

算全面廢除各地貨幣，但為了掠奪當地物資，亦不斷發行無抵

押的「南方開發金庫券」以及「軍用手票 J '並以此作為工資

發給日軍。簡吉之，日軍在東南亞以無價值的軍票換取大量糧

食和物資，故此東南亞各地在戰爭期間亦經歷了災難性的通貨

膨脹，其中爪哇、蘇門答臘等地的軍票數量由 1942 年僅數千萬

日圖增至的 10 億日圖，物資較豐的馬來亞、菲律賓、緬甸等地

更暴增至逾 50 億日圈。 109

貳、淪陷初期的軍軍政策

香港的日軍軍票問題則介乎中國和東南亞的經驗之間，日

軍既希望利用軍票取代香港貨幣，又於戰爭後期大量濫發軍票

掠取資源，使香港鐘濟及民生蒙受雙重打擊。戰前，香港以「港

幣J (Hong Kong Dollar) 為通用貨幣，它在 1935 年以前以白

銀為抵押，屬於「銀本位 J 的貨幣 o 理論上，一港幣的紙幣可

以兌換同等價值的白銀。 11日該年，香港進行幣制改革，放棄銀

本位制度，並改與英饒掛鉤，但匯率略為浮動，直至 1939 年和

英饒掛鉤，定立兌換價為一英螃兌港幣 16 元。日軍進攻時，港

幣總流通量為 269 ，430 ，000 元，發行者為 1獲豐銀行、渣打銀行，

以及有利銀行，其中匯豐銀行發行的鈔票數額約 230，000 ，000

元，比一年前增加近四倍 o 這是由於商人預計即將開戰而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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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現金，銀行亦印製大量鈔票準備推出市面。作戰期間，為

擾亂香港金融， 8 軍曾投擲傳單，聾吉佔領香港後將不准使用

大面額鈔票，市民遂屯積小面額港幣，大鈔則只能以折扣使用，

令本已混亂的市況更為嚴重。有見於香港前景堪虞，加上經

濟活動停擺，港幣面值在香港戰役期間已開始下跌，至投降後

更急瀉。 12 月 25 日港幣兌法幣為 100 : 328 '兌日圖為 100 : 

凹，至 l 月中已跌至 100 : 171 以及 100 : 39 0 111 

雖然 H 本政府在 1941 年 11 月的《南方佔領地行政實施要

領》中提出在東南亞的佔領區應「儘量使用當地貨幣，不得已

則使用軍票 J '但第 23 軍的《香港、九龍軍政指導計劃》卻提

到以「完全禁止港幣流通J 為目標。可是，日軍未有實質準備，

只能逐步廢除港幣。 1942 年 l 月在香港視察的大藏省人員渡邊

武提到 112

軍察發放量樟為有限，佔捕之初沒有可以代替港幣的通

貨，結果只能容忍其流通，軍政』晨在與總軍參謀長 a 協議

後，決定在沒有永久性通貨對策之前，讓港幣和軍票並行

流通。(12 月 27 日)入城之後，為使一般大眾能維持生計，

應付日常小筆買賣，暫定面額 10 元以下的小面額港幣可

以流通，可0 元以上的大面領港幣禁止流通。

1941 年 12 月 28 曰，軍政廳宣佈港幣對軍票的官方兌換率為

兩元港幣兌一圖軍票，即港幣 100 元兌巧。國軍票。此學顯然

是希望「完幣驅逐良幣J '以行政手段強行自估一種貨幣的價

a 支那派遣軍總參謀長後宮淳中將 e



值，便被低估價值的另一種貨幣因被固積而逐步退出市場 o 當

日，廣東的港幣兌軍票價格為港幣 100 元兌 70 元圓軍票。簡吉

之，軍政廳一夜之間把港幣兌軍票貶值了近三成。豆豆日，軍政

廳、又於宣佈 10 元以下的港幣小鈔可以流通，世且可以港幣兌換

軍票。 H 軍分別於 12 月 30 和 l 月 5 日在九龍和港島設立「軍

票交換所 J '容許市民兌換軍票，但每日限額只有軍票 6，000

圓 a 每人限兌港幣 10 元 o 由於市民預計港幣將會貶值，更可

能被廢除，故即使治安未靖，仍有大量市民冒險排隊兌換。交

換所每日 9 時辦公， 10 時半左右即已兌完 6，000 圓。 l 月 15

日，軍政廳增加每日兌換額至九龍每日兒，000 圓 3 香港島每 H

咽，000 圖，並於三日後容許 18 間銀號恢復兌換軍票。此外，日

本正金銀行、台灣銀行等恢復運作後，亦開始兌換軍票。為推

進軍票流通，軍政鷹在 2 月初宣佈除乙、丙兩種軍票外，其他

日本或親日政權的貨幣如台銀鈔票、朝鮮銀行券，以及日本銀

行券等均不能在香港使用。至 2 月中，交換所結束營業，兌換

工作由銀號以及日資銀行接手。 m 當時，日軍使用的軍票是從

中國戰場帶來的 f支那事變軍票 J (昭和 12 年軍票 o 114 

如前述， 1 月上旬，軍政廳經濟部頒佈《香港九龍金融應

急對策要綱:> (下稱《要綱:>) ，充公了香港所有「敵性」銀

行並掌握其存款，並說明了如何處理大量充公而來的港幣和國

民政府法幣。《要綱》與〈香港、九龍軍政指導計劃〉一樣，

以廢除港幣為目標，但短期內除了容許小額紙幣流通以應付市

面外，亦暫時允許大面額鈔票流通，以照顧在港華人領袖和中

產階級，並維持銀行之間的資金往來。〈要綱》特別提到不應

a 亦即港幣 12 ， 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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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圖 3: 日軍軍票。 (Elizabeth Ride Collection) 

立即銷毀從敵國銀行充公或市民手中兌換而來的港幣，而是用

來在中國各地以及中立國調辦物資，或交予軍政部門使用。 115

當時，雖然港幣大跌，但仍有一定信用，因為市民認為港幣仍

被倫敦承認，而且時人並不認為日本最終叮以獲勝，加上澳門、

國統區以至東南亞地區仍然使用港幣作為其中一種交易貨幣。

《要綱〉亦特別提到要善于保存從中華書局、商務印書局以及

大東書局充公得來的未完成法幣以及印鈔工具，使日軍可以大

量印製假法幣在國統區流通可擾亂國民政府的金融，間接支援

軍栗。什6 在 1 月 18 日， <{要綱〉獲大藏省確認，該音15亦叮囑

軍政部們儘快利用收囚的港幣{f 華中或華南的國統區或鄰近地

區購買物資，而且要調查香港華僑的財力有否利用價值。 117



1942 年 2 月底軍政廳結束，總督部成立，日本政府即著手

部署在香港印製軍票。 1942 年 3 月 4 日，陸軍吹官通知總督部，

提到中華、商務以及大東三家書局的印鈔機將交由內閣印刷

局經營，由印刷局派出骨幹員工，本地華人員工則繼續工作。

118 16 日，陸軍攻官再次發出電報，提醒總督部要向陸軍省申請

才可以要求印刷局作額外工作。當時，三家書局共有凹版輪轉

機 49 台，每年可印 190 ，000 ， 00。紙印刷品。 119 31 日，日本政府

容許內閣印刷局在香港印製軍票，後者派出技師松本純三以下

25 名人員到港工作。 120 4 月，陸軍省照會印刷局，指政府計劃

在 1942 年度 a 利用中、商、東三書局的機器印製 l 鉤，000，000 枚

不同面額的軍票、 630 ，000 ，000 枝中華民國郵票(汪政府) ，以

及 210，000 ，000 枚明信片(葉書 o 121 其後，香港亦有印刷汪

精衛政府的中央儲備銀行券(中儲券並將之運到上海。 122

自 6 月開始，內閣印刷局在香港印製軍票及中備券至 1945 年 8

月底。香港印刷的軍票並無號碼，極易被儡遍，使市民亦無法

得悉其發行量。 123

與此同時，總督部於 3 月 24 日向陸軍省提交《香港通貨暫

定處理要領草案} (下稱《要領草案}) ，一面建議維持日人稱

之為「軍票一色化」政策的廢除港幣政策，但同時強調避免操

之過急，以緩和金融動盪對居民的衝擊。《要領草案》提到應

儘量使用港幣的剩餘價值，並使之成為「日軍在華南進行特務

工作和購入物資的經費來源、 J '而且必須禁止港幣流回香港。 124

對於如何廢除港幣， {要領草案》貝IJ提出應諾以金融操作逐步

壓低港幣兌軍票的匯價，並以行政手段限制港幣的流通，例如

a 42 年 4 月至 4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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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稅或政府收費以軍票徵收 o {要領草案〉又提出為了避免港

幣急跌，應該成立穩定基金以確保港幣價值。 a {要領草案》結

尾指出「軍票一色化 J 的目的是為了在香港建立新的「恆久貨

幣制度 J '顯示總督部視香港為日本正式屬地。 125 呈交《要領

草案〉時，總督部亦同時呈上〈香港通貨調節資金設定要領〉

建議從敵國銀行充公而來的存款中撥出港幣 20，000，000 元成立

「香港調節基金」。總督部指基金不是為了阻止港幣價值下跌，

而是於港幣暴跌之時適量購回港幣，以減慢下跌速度，緩解對

居民日常生活的衝擊。 126 實際上，總督部希望利用港幣購買物

資並資助情報活動，自然不希望港幣突然大幅下跌 o

為用盡剩餘的港幣，日軍曾強迫匯豐銀行的經理們簣發尚

未發行的港幣，這些紙幣即為後人所謂的「迫籤紙幣 J (du

ress note) 。香港淪陷時，匯豐銀行總行共存有港幣俑，950，000

元已簣署以及港幣 72 ，750 ，0∞元未發行而且未有準備抵押的

組疇。 b 他7 1942 年 2 月，軍政庸人員輿匯豐銀行大班 c 祁檀賓

(Vandeleur Grayburn) 及其副手艾文遜 (David Edmondston) 

見面，要求祁氏簽署部份未發行的匯豐紙幣，使銀行得以還清

債務，完成清盤。 128 其峙，曾親身參與香港戰役的匯豐銀行主

席百德新(John Patterson) 已被日軍拘留於赤柱。同年 7 月，

總督部再吹要求祁禮賓黨署所有港幣 500 元紙幣，遭到祁民以

未有香港政府批准而且紙幣沒有抵押為由拒絕。 129 16 R '正金
代表村附和祁、艾兩人見面，聲吉命令來自塘、督部，而且香港

a 在澳門、廣州等地與軍票、法幣以及日圍的兌換率。

b 其中包括 100 ，000 張 500 兀紙幣(號碼 C200.00 1-300.000) 。見刊From Chun 

gkíng \0 FO." 26/9/1942 , TNA, FO 371/31717 
c llJ 總司1里。



政府和匯豐銀行均已不再存在，因此兩人應該聽令。祁氏反對，

指港府信託責任仍然存在。最後，村田聲稱如不服從，他們將

被當成叛亂者。眼見日人只剩下武力恐嚇，祁氏即詢問何人負

責抵押這些鈔票，村田間答「日本政府 J '並承諾戰後由正金

銀行發出聲明證明祁氏被迫簣發紙幣。祁氏即撰寫一信件交予

村田，信中內容如下 130

我們準備執行香港佔領地總督部財務部的命令，簽發港

幣 soo 元紙幣﹒但表們此舉純屬在武力脅迫下就範 (under

duress) 亦已曾經就此抗議。我們了解日本政府將為這些

紙幣負責 o

可是，村田退回信件，對兩人說此舉不但毫無效果，更會「觸怒」

當局。削由此可見，日人強迫匯豐銀行黨發紙幣並無理擾，只

能以恐嚇手度進行。為防止日人利用這些迫簣紙幣在國民政府

控制地區兌換英饒、美元或貴金屬，英國財政部決定於 1942 年

10 月 31 日在中國暫停港幣兌換，直至戰爭結束。 132 因此，日

人只能以這些迫簣紙幣在華南購買物資或資助情報活動，但不

能以此得到英銬或美元。至 1945 年，迫簣紙幣的流通量為港幣

113 ，500 ，000 元 a 可見所有未發行的紙幣已幾乎全部流到市面，

意昧著日軍已全數使用這些鈔票購買物資或服務。 133

奎、加速以軍票取代港幣

與日本軍政部門在香港的其他政策才華，軍祟政策的計劃

a 包括己簽名但未發行的紙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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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實行不時被日本政府各部門影響，政策頗不連賈。由於香港

在戰前的經濟地位，東京政府的財金部門不願香港的金融政策

由香港總督部獨攬大權，因此東條英機內閣於 1942 年 5 月成立

「香港經濟委員會 J (委員會詳細組織見第三章第一節容

許其他部門參與制定香港的經濟政策。委員會討論《要領草案》

時，大藏省以及興亞院均提出修訂，例如訂明香港調節基金的

控制者應為大藏省控制下的正金銀行，而非總督部。

1942 年 7 月，香港經濟委員會議決《關於在香港佔領地實

行的臨時通貨措施) (下稱《措施}) ，除了確定《要領草案》

中逐步以壓低港幣以將之廢除港幣的方針外，更明確提到「不

能拘泥部份犧牲 J '因此由總督部撰寫，關於鐘和金融動盪對

居民衝擊的部份被刪去。《措施》訣定把港幣和軍票的兌換率

由 2 : 1 立即改變為 4 : 1 0 叫簡盲之，所有香港市民持有的港

幣會即時貶值一半。委員會亦同時議決《香港通貨特別資金勘

定輯量及運用要頓) ，成立總督部建議的「香港調節基金J 並

改稱它為「香港通貨特別資金 J '但交由大藏省控制的正金銀

行香港分行控制，規模為 10，0帥，000 圓軍票(其用途改為「根

據中央指示」控制港幣匯價。正金銀行亦可以此基金進行金銀、

證券、外幣買賣以及貸款，用途比總督部的計劃更為廣泛。自

此，正金銀行已從總督部手上奪去[香港調節基金 J '用作自

身的金融炒賣。

此後，總督部於 1942 年 7 月 24 A 頒佈《管區內通貨及交

換規定} (11942 年香督令第 32 號 J '下稱《規定}) )繼續

壓抑港幣並增加軍票流通的政策。《規定》歹IJ 明以下規則 135

a 即港幣 40 ，000 ，000 元。



一、港幣及軍票均為流通貨幣 (50 元以上的大面領港幣禁

止在香港流通)

二、「公租公課 J (政府租稅及收費)徵收軍票

三、不可攜帶 20。圓叫上軍票出入境﹒不可攜帶港幣 1.00。

元入境

四、攜帶港幣和法幣入境需要特別批准

五、居民證明實際需要後，可於「軍票交換所 J 以港幣兌

換軍票，儲備券1.000 元以下則可以自由兌換車票

六、軍票兌換率為一圓軍票兌港幣四元，軍票 18 元兌儲備

券 100 元

七、港幣不能與儲備券兌換

至 9 月，總督部增加「香港通貨特別資金 j 的規模至軍頭

30，000，000 圓 a 並於 1943 年 3 月呈交《香港佔領地縛，管區

內通貨敢策案) ，向香港經濟委員會建議以 1 : 4 的兌換價全面

回收港幣。得到東京首肯後，總督部於 4 月 16 日撤去軍票交換

所的兌換金額限制，然後於 5 月 10 日頒佈《香港佔領地總督部

管區內通貨規則} (11943 年香督令 26 號 J ) )宣佈自 6 月 l

日開始，除乙、丙號以及 50 元以下的I 、戊號軍票外，其他所

有貨幣，包括港幣以及汪精衛政府的儲備券，均不再是流通貨

幣。 136 在此期間，市民要在正金銀行、台灣銀行、上海商業銀

行、中國銀行、國華銀行、中國實業銀行、廣西銀行、廣東省

銀行、國民商業銀行，以及福建省銀行等 11 間銀行兌換所持有

a 即港幣 120.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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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港幣。由於兌換人數太多，香港以及九龍地區的限期延長至

6 月 4 日。可見當時雖然港幣經歷大跌，但市民仍持有大量港

幣。 137 可是，當時仍有不少人收起港幣，靜待盟軍勝利;美金

在菲律賓亦出現同樣的情況。 138 在中國內地亦有大量居民儲起

港幣。叫匯豐銀行的經理摩理臣(]. A. D. Morrison) 於 1942

年 10 月逃出香港前曾到永安公司購物 a 發現職員收到尚未被

禁用的港幣後即小心翼翼地放在口袋，然後拿出等額軍票交給

收銀員。 140 不少華人亦透過黑市買賣港幣，用低面值紙幣以折

扣價換取已停用的大面額紙幣。 141 澳門的日人和炒家如與葡萄

牙政府關係密切的大西洋銀行 (Banco Nacional Ultramarino) 

等亦不斷在澳購入港幣。 142 盟軍在 1942 年 10 月 25 日第一吹

空襲香港後，大面額紙幣甚至比原有價值升值了一成 143 其後

由於盟軍不時空襲香港，港幣一直企稽。

"、軍車..輿資金過日

即便總督部高說「軍票一色化」故策，港幣未被消城，仍

是華南適用貨幣之一。由於日本當局仍希望儘量利用收回的港

幣，因此「軍票一色化」的政策始終未能貫徹實行。在 1943 年

l 月至 7 月間， ["香港通貨特別資金」買入港幣俑，0泊，000 元，

賣出 73 ，032 ，000 元，在 6 月底仍持有的，730，000 元，至 1944 年

9 月仍持有 11 ，000，000 元。由此可見， ["香港通貨特別資全 J

不但未有減少港幣流通，反而j大量賣出港幣，其至利用港幣購

買物質，使之繼續在華南地區流通。 144 正由於當局前後矛盾

a 當峙，協助日軍清算Ilì豐銀行的部份匯豐英籍高層仍可有限度自由活動，直至

1943 年中才陸續被關到赤柱拘留營。



的政策，加上所有人均對軍票缺乏信心，港幣成為黑市交易和

走私的重要貨幣， 8 人亦參與買賣，甚至在港日兵亦偏好使用

港幣。一個 1942 至 1944 年在港居住的華人在 1944 年 5 月 15

日的日誌中提到雞販前往新界購買鮮雞;出發前，日人要

他們把軍票換成港幣。似乎(新界的)居民不願接受軍票。」

145 1943 年 9 月意大利投降後，日軍敗局已定，軍票價格開始暴

跌，港幣的黑市價格則節節上升。 1944 年 2 月，雖然表面上官方

匯價不變，港幣兩元在黑市已可換得軍票一圖。 146 至 9 月，港

幣一元已可換得軍票兩圓。日軍在台灣海空戰和菲律賓戰敗的

消息傳開後，港幣一元在 10 月已可以換得軍票三圓五角， 11 

月時港幣一元已升至軍票四圓，正價和黑市價竟相差 16 倍之

譜 147 日本正金銀行的澳門分行甚至秘密賣出港幣 1 ，500，000

元予賭業大字傅老榕圖利。明黃金價格亦因為軍票價值暴跌

而急升，由 1944 年 9 月每兩 (38 克) 7 ，6∞國升至 11 月每兩

15，∞o 圓，成為主要避險工具。 149 r一色ftJ 敢策已名存實亡，

軍票則落入愈跌愈印，愈印愈跌的惡性循環。至日軍開始發行

100 元軍票後，市民更發現其流通暴增，價值自然繼續暴跌。

即使日軍控制的傳媒如《東洋經濟新報》聲稱香港商人正以「創

意」克服各種困難，總督部財務部的報告在 1944 年 9 月直吉金

融已呈「硬塞狀態 J 0 150 1945 年 l 月，總督部改隸第 23 軍後，

曾下令( r 1945 年香督令第一號J )禁止持有一切敵國貨幣，

違者將被判監 15 年以下徒刑或罰款軍票間，00。圓或以下，而

且居民必須於 2 月 27 日之前兌換所有港幣。 151 此舉似是總督

部希望收集更多港幣以購買物資，間接承認其政策的失敗。

隨著「軍票一色化」政策的推行，香港成為日軍在中國佔

領區內發行最多軍票之地。 1942 年 3 月，在香港流通的軍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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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2，470 ，000 圓(折合 4.940.000港幣在 7 月總督部頒佈

《管區內通貨及交換規定》時有 7.000.000 圓，在 1943 年 5 月

禁止港幣流通時有 37 ，514，000 圓(折合港幣 150，056 ，000 元)

1942 年 6 月開始，香港開始利用掠奪而來的中華、商務、大東

書局的法幣印鈔機印製軍票，直至 1945 年 8 月 26 日為止，單

是 100 元的軍票已達 1.200.000.000 圓。 152 至 1942 年底，由於

日人發行大量軍票令銀根鬆動，香港的銀行業、股市以及樓市

曾出現一時的景氣。對於華人有產者而吉，香港的情說比中國

或東南亞其他城市更好。當時在東亞銀行任職的簡悅強在一封

家書中寫道 153

銀行的情況比你離開香港時好轉了不少;每日均有人到來

存款，證明市民信心漸增。聽說中資銀行很快亦容許自由

提紋。..商生意已有趣色，公司股價亦隨之上漲，本來港

.10 元的處票已升至 25 元，東亞的股價亦由港幣 1∞元

升至 140 元。地產市場則有如雨後春筍，在中正寰的物業更

升值了一倍。資金在香港變得愈來愈容易得到..， .，.現時，

合資經營地產的公司每日擴張，由於港元被貶值，使增長

從表面看來比實際上更大。

由於軍票愈印愈多，香港的日本銀行亦不斷增加利息，以免社

會出現大量游資，但成效不彰，需要設立「厚生彩祟」等賭博

事業以減輕因為游資太多而出現的通貨膨脹。 154 香港與其他東

南亞佔領地-樣，經歷了一段日軍濫發軍票造成極端通貨膨脹

的時期。有關日軍軍票數量，詳表 16 : 155 



表 16 :香港軍票流通量， 1943 年 10 月至 1945 年 8 月(圓)

一一一| 輪車票蕊適量一I~支持鮮票誰也可

一 1943 年 10 月已 33 ,000 ,000_ J 
1943 年 11 月 33 ， 565 ， 000

~~:3 !_1?li____L 主岱50 ， 000 636 ,422 ,000 

1944 年 1 月 44 ， 250 ，000 ← J
1944 年 2 月 56 ，503 ，000

1944 年 3 月 79 ，938 ，000 637 ,042 ,000 

1944 年 4 月 104,998 ,000 

1944 年 5 月 114,798 ,000 

i1944 年 6 月 128 ， 9墊，堅q

1944 年 7 月 136，的，000

1944 年 8 月 144 ， 187 ，000

1944 年 9 月 170，731 ，000

1944 年 10 月 190 ，028 ，O00

1944 年 11 月 242 ， 551 ，OOO

1944 年 12 月 309 ， 374 ， 000

1945 年 1 月 364 ，821 ， 000

1945 年 2 月 409 ， 514 ， 000

1945 年 3 月 489 ， 319 ， 000

1945 年 4 月 491 ，388 ，000

十干;2::1十三Ziziz

665 ,092 ,000 

767,204,000 

992 ,692 ,000 

1,563,000 ,000 

fZ士出話:士 2 ， 516 ，458 ∞
從上表可見，日軍在香港發行的軍票數量在 1943 年 4 月已突破

100 ，000 ，000 圓，至該年 10 月已再增加接近一倍至 l側，028，000

圓。一個月後，軍票發行量暴增逾兩成至 242 ，5日，000 圈，其後

繼續急劇增長，至 1945 年 5 月巳超過 600，000 ，000 園。在戰爭

153 



154 

結束前，發行量更由於信心崩潰而升至 1 ，962 ， 749 ，000 圓。至此，

軍票已成廢紙。

軍票價值暴跌期間，在港日資湧回日本，反映當局矢言建

設香港，但企業和僑民卻信心不足，準備應付戰敗的實況。在

1943 年，日本流向香港的資本有 103 ，989 ，000 日圓(日圓和軍

票匯率為 1 : 1) ，向相反方向流動的資金則有的，412，000 A 圖，

可見日本仍向香港輸出資金。可是，情祝在 1944 年大為改觀，

除了雙方的資本流動大為減少 a外，日本向香港的現金流動只有

8，614，000 日圓，是上一個年度的 14.2% 。為了防止更多無抵押

軍票從各佔領地流回日本，日本政府在 1944 年 11 月限制向日

本匯款的金額。在香港，總督部亦於 11 月 20 日作出限制 3 任

何人每月向日本匯款超過1.000 日圓均要獲得許可證 o 翠月，

限額更降低至 200 園，實際上使所有匯款都要得到總督部許可。

由於金融混亂，香港的銀行在 1944 年秋已幾乎停止發放貸款，

使工商業更為困難。明在 1945 年頭八個月，日本和總督部均

集中精神阻止資金流回日本，免使日圖提早崩潰。 157 至於香港

的金融問題，日本當局已無能為力 o

a 日本至香港 32 ，4 57 ，000 日圓 香港至日本 23 ，843 ，000 日圓。



四 日據時期的地產市場

由於經濟蕭條，物價和全前混亂，加上憲兵控制了香港大

部份經濟活動，而且銀行業大部份被凍結，因此香港的地產市

場在、淪陷初期一片死寂。日軍佔領香港後，第 23 軍領埠，部的

「不動產管理班」即著手調查香港的物業，並接收香港政府庫

務署和凹土廳檔案，至 3 月改隸總督部經理部，其後再改屬財

務部。日人從據獲的文件中，發現截至 1941 年 3 月，香港和

九龍(不包括新界)共有物業 27 ，849 個，其中華人擁有者佔

絕大多數，共 25 ，379 個(佔全體 9 1.1 3%} ，應課稅估值港幣

訓，688 ，650 元。該財政年度的物業稅 (Property Tax) 收入則為

港幣 7 ，383 ，881 元，其中華人物業所繳說款為港幣 5，387 ，070 元

(佔全體 72.9%} 。以上數字反映外籍人士擁有的房產雖然數

量不足 10% ，但價值則接近整體的三成。日軍亦發現房產應課

稅估值萬元以上的華人物業只有 100 個，港幣 3，000 元以下則

有 23 ， 761 個(表 17} 0 15日

表 17 :華人房產應課稅估值， 1941 年(港幣)

| 種攝一一一一一上 鞠黨數一 _......1 

」旦旦旦旦午主 一- 2立
laoo帥，000 元 175

3 ， 000右，999 元 1 ， 343

3 ， 000 元以下 j 23 ,761 

1942 年 7 月 23 日，總督部頒佈《家屋所有權登錄令> (11942 

年香督令第 30 號 J) ，要求市民於 8 月 1 f:l半 31 日內向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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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屬下的「家屋登記所J 登記，費用為物業估值的千分之五。

家屋登記所預計有職員 19 人，其中只有所長以及三名主任為日

本人，其餘均為華人或歐亞混血見。司的該月，共有約 16，000 個

物業 a 提出申請。至於新界的土地和房屋，則由於日軍缺乏通曉

新界土地政策的人員而暫緩處理，居民繼續自行買賣，亦無須

向家屋登記所登記。 b 160 截至 1943 年 3 月 31 日，共有 19，801

個物業提出申請，全為華人或中立國人士。日軍在香港戰役至

1942 年 8 月底時已破壞、佔領、充公了約 5，800 個物業，其中

包括所有中、英兩國人士的「敵性」物業約 3，000 個、在戰役

期間於港島北岸炸毀和燒毀的 1 ，000 餘個物業，以及敢德機場

擴充工程所清拆的 2 ，000 餘個物業。 161 至 1943 年 8 月，登記所

只完成了約凹， 183 宗申請，其中有 6，503 宗需要延遲處理，大

部份是由於原有業主離開後，代理人資料不足(表 18) 。叫至

1945 年 3 月登記所完成所有個案後，只有 15 ，637 個申請被受理

(表 19) 。由此可見，大量華人有產者因為戰爭和其後的混亂

而被迫放棄物業(表 20)

表 18 :吾家屋登記所延遲處理的個案， 1943 年 163

原因 | 數量
一 一一一一

沒有地契和委任狀的代理人 1,857 

i 沒有地契的擁有者 1 ，的

有地契但沒有委任狀的代理人 1,374 

有委哩但沒有地契的代理人 J二二 776 

a 淪陷i是香港未有新增物業。

b 日軍雖然曾經略為更改新界和九龍的界限，但處理業權問題時則治用殖民地時

翔的劃分。



F 空間的遺產執行人
其他

aa計 U 寸
門

一一一

「一一一寸

表 19 :戰時物業數量概況估算

戰前物業數量

約 3，000

香港戰役期間被毀物業

被日軍佔用的[敵性j 物業

[ι堅持區區EE所;青拆的物主 約 2，000

15,637 

的 6 ，200

家屋登記申請安理物業

戰時無人認領或未能確定業主的物業

表 20: 家屋登記所收到的登記申請， 1942 至 1945 年制

戶11月 ! 吧?! L完成數 (?)HE干
1942 年 12 月 19 ， 375 2,697 123,558 

~ .+ 
1943 年 4 月 19 ， 912 9,377|566,003 
一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寸 -----j 

1943 年 8 月 20 ， 256 泊， 183 695 ,421 

有43 年 12 A 一一 2白， 529 一IG，979-' r-7示35
卡 一 i 一一一一← -• 
叫4 年 4 月 20，的 1仙4._L 810 ,796---J 
1944 年 8 月 20 ，6625，207 830,156 

, 1944 年 12 月 20.662 15,439 8丸753一「
1945 年 3 月 20 ， 662 15,637 854 ,774 

香港 ! 九龍 新界 1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 J

登記完成總數 9,177 的5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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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皇家屋登記所收到的買賣申請， 1942 至 1945 年 1的

「i耳 1... !!'7::~)-于「i

仁 (2-;L; 下 z= 仁去了|
JEq7至于三立1

1942 年 12 月起，家屋登記昕閉蛤受理房屋買賣的登記，

但每月只有齣 100 宗(表 21 )。可是， 1943 年 4 、 5 月間，物

業買賣的數量突然大增至 300 多宗。 1的英軍在香港的密探發現

日人利用華人代為購買香港物業，而且願意付出的價錢高得離

奇。密探認為此舉似是部份日人預計于上軍票將會大幅貶值，

閃此寧願高價購買物業保值，以免于中鈔票過份貶值。當時，

德軍拉斯大林格勒和日軍在南太平洋慘敗a 的消息已陸續傳到香

港，他那份 H 人 l可能對前景有所保留。 167 另 A個引致樓市興旺

的叮能原因，是政府大量印製軍票，但實業和南貿卻因為海運

不過已難以進行，例此導致游資過多，雖流向樓|有 O 此外，總

a 當時日軍剛從瓜達康納爾島 (Guadalcanal) 撤退。



督部要求所有把物業租出的人繳交稅款，亦可能迫使部份市民

放棄其物業。 168 為阻止有人繼續購買大軍房產，總督部於 1943

年后月 31 日實施《家屋讓與等取締令} (11943 年香督令第 27

號J) ，規定所有物業「買賣、交換、贈予或其他任何羊毛義，而

讓予或受讓家屋」必須得到總督許可，而且申請時必須提供有

關人等的關籍等資料。《總督部公報》特別提到 169

最近交易:欠教，增加尤激﹒而其中可叫認為有投機性質之

買賣，甚或由惡質介紹人等居問介紹，而在甚不當之條件

下，實行交易者，似不在少數，.. .. 

《家屋讓與等取締令》實施後，物業買賣隨即大滅。直至 1944

年 4 月，總督部又取消《家屋讓與等取締令} ，但物業買賣因

為香港經濟已無可救藥而一況不起。直至 1945 年 3 月..都改

組時， r家屋登記所」亦被裁撤，標誌著日人放棄對香港物業

和土地市場的控制，亦從側面顯示日人放棄管治。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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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社會史家黎必治 (Hen可 Lethbridgc) 認為日佔時期的香港

社會可分為數個階設:一、軍政廳時期( 1941 年 12 月 25 日至

1942 年 2 月 20 日二、總督部初期( 1942 年 2 月 20 日至

1943 年 2 月三、下坡期( 1943 年 3 月至 1944 年四、

崩壤期( 1944 年至 1945 年 8 月)。他認為上述第二個階段屬

於總督部和港人之間的蜜月期，統治相對寬鬆，貿易有所進展，

市民對將來的樂觀情緒漸現。第三個階殷則由於日本海運日漸

萎縮，管?台狀況亦日益轉壤。市民的生活在第四個階殷則急劇

轉壤，至 1945 年已接近饑荒邊緣。 1

日據時期的香港雖有歌舞昇平的一面，但大部份市民卻要

忍受經濟蕭條、鐵荒、空襲、憲兵統治、官僚腐敗、親日幫會

橫行，以及強制疏散等嚴重問題，新界地區情視亦不遑多讀。

本書根據英、日、華文史料、總督部文件(經濟文件詳見前

述) 、太平洋戰爭的戰況，以及 1942 至 1945 年期間香港的社

會概況為基礎，略為修正黎必泊的分期，把日據香港的社會狀

況大致分為三段時期-一、軍政廳時期;二、總督部初期( 1942 

年 2 月至年底三、 F坡期( 1943 年初至 1945 年 8 月)

H 軍在軍政廳時期已對香港構成致命打擊，更造成人道災難。

總督部統治胥港的頭 9年情況雖然略為穩定，但從華人的角

度看則遠不知黎必治所吉般樂觀。白 1943 年開始，日軍雖然

仍在抵抗，但在港打來軍民的信心顯然已經動搖，總督部放

任憲兵隊大肆拘捕華、洋、印以及中立關人士，又一再收緊

社會及經濟政策，甚至連日本僑民亦對前景悲觀。直至 1944



年底，日軍預計在華南和盟軍決戰，更開始放棄進行統治，加

上盟軍加強空襲，更使香港元氣大傷。日本投降時，香港已千

瘡百孔。

本章首先討論日本統治香港的主導思想「泛亞洲主義」

日本軍政當局的歸鄉政策，然後分兩節詳細討論總督部時期至

重光的香港社會。

1 位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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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亞洲主義與日據香港

香港被日本統治期間，亦是以日本為中心的「泛亞洲主義j

最鼎盛的時期。廣義而言， I泛亞洲主義 J 主張亞洲各民族聯

于應對所謂「西方J 自 19 世紀初以來在亞洲的政治、經濟以及

文化擴張 o 它在 19 世紀後半出現，其內容不斷演變，各國知識

分子與政治領袖對此概念的理解亦有所不同。泛亞洲主義有跨

國性質，不少亞洲知識分于與革命者如孫文等均為其信徒，亦

因而有日人宮崎滔天等泛亞洲主義者持續協助菁、氏，這些合作

亦不能單純以民族主義觀點貶抑為勾結外敵。日本在 1905 年戰

勝俄國，以及的11 年中國的辛亥革命，對亞洲主義者而言是莫

大的鼓舞，更有意見視日本為直洲盟主。由於西方帝國主義在

19 世紀末在亞洲造成的廣泛不公與民族自尊上的傷害，部份逆

亞洲主聾者不但強調亞洲民接獨立自強，甚至不論好壞，排斥

一切「西方J 價值，恢復「亞洲文明」。日本近代著名作家、

思想家德富蘇峰在 20 世紀初的轉向，即可說明這類日趨極端的

亞洲主義者的態度。德富本主張民權主義，甚至受洗成為基督

徒，但他在三國干涉還遼 a 和美國收緊移民政策後逐步變得以反

對四方壟斷國際事務為名，支持日本我行我素，更於 1930 年代

支持 R 本退出國際聯盟以及其後的侵華行動。 2

歷史學家塘凹江理 (Hotta Eri) 認為，泛亞洲主義自 19 世

紀以來已開始影響 H 本外交，其重要性在 1930 年代以前雖然

a 1895 年日本戰勝滿清，在和議中奪得遼東半島，但在俄、德、法王國壓力下放

棄永久佔領，不少白人以此事為國恥。



並不明確，但其影響力則-直存在於知識分于與決策者之間。 3

正由於泛亞洲主義早在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時已經存在，故不能

把泛亞洲主義單純看成日本政府發動戰爭時的藉口，或是悶為

部份日本軍政領袖言行不一而再定其影響。 1生 1930 年代開始，

泛亞洲主義在日本愈見激進，而且亦愈見自我中心，從聯合亞

洲各民族抵抗「西方J 帝國主義、變成以天皇為世界巾，心的「八

能一宇」。日本成為亞洲的領袖，其他民族則要了解「辜恩J

並主動合作和歐美對抗，發揚所謂以日本文化為中心的「東洋

文化 J '反對者甚至持異議者均被指為「英美奴隸 J '在敵我

分明、東西衝突的世界中必須被消滅。因此，在第二吹世界大

戰期間，日軍始終視亞洲各民族為改等人，特別是香港和東南

亞前英美殖民地之中，被

「英美文化」腐蝕多年的

人。這種態度部份解釋了

日軍的燒殺掠奪和高壓統

治，使得除了最堅定的投

日者以及實際得益者以外

均難以接受。

泛亞洲主義並非只是

單純的口號或為侵略戰爭

而設計的藉口:日軍佔領

香港，雖然資源奇缺可但

仍堅持推行日語教育、建

立東亞學院、過濾全港所

有公私藏書，這些都是泛

亞洲主義影響下的動作。 團 4: 戰爭期間日本[泛亞洲主義」的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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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至 1944 年擔任香港佔領地總督的磯谷廉介幾乎在每個公

開場合的發吉中均包含泛亞洲主義、曰華合作的內容。另一方

面，日本在港軍政領袖雖然吉必稱亞洲，但實際上卻頗為蔑視

華人。磯谷廉介初到香港時聲稱 r迄今苦受英國桂槍之香港，

已為日本之佔領地，歸還東亞，所以住民不能不感戴日皇御威，

經濟上給予彼等較諸英人迄今所與更佳，固不待吉。即政治上

亦將以治理，余嘗有女二人 3 但均死去，余今對中國人，擬以

如小孩子之態度服務。 J 4 磯谷自許為香港華人的解放者，一

面強調在經濟上施予香港，另一方面視華人為「小孩于」而非

合作夥伴，從中可見其傲慢態度。

在實際運作時，這種態度自然變成以日人利益為先的政

策，華人利益則要「犧牲J 0 1943 年夏，磯谷強令市民離開時，

曾向華民代表羅旭船聲稱「部份人要為大多數人犧牲 J 0 5 他

頓然了解所謂「歸鄉」只是把人口強行邁出的掩飾。諷刺的是，

...都一面聲稱要把華人從英人的精神和文化污染中拯敷出

來，一面卻於 1943 年 l 月解禁鴉片。 6 可是，並非所有日本統

治者均如磯谷廉介一樣。例如， 1944 年春香港總督部打算停止

在香港推行全面食米配給時，民治部的文人官僚即強調日人在

香港的責任以及取得華人信任和合作的重要性(詳見第五章)

可是，香港對外交通已被切斷，加上物價飛漲，維持民食巳極

岡難，總督部最終只能承認必須放棄照顧大部份人口。香港在

H 慷時期的亂局，是日本一-面提倡泛亞洲主義，一面在實際上

進行帝國主義擴張下徹鹿失敗的例 f 0 因此，正如~屆田指出，

泛亞洲主義在理論和日人實際操作之下的巨大鴻溝，使之在後

世眼中成為無意義的侵略借口。 7



日據時期的人口疏散政策

畫、從數據看人口疏散政策

以往有關人口疏散政策(又稱「歸鄉政策 J )的討論主要

關注市民的苦難，少有提及政策的內容、執行時的問題和困難，

以及對香港社會的影響。本節主要探討以上問題，以充實有關

人口疏散政策的討論，並以此反映香港總督部與其他 H 本佔領

區當局缺乏合作的問題。 1941 年 3 月，香港防空署曾進行一初

步的人口統計，當時人口的有1.444.000 人，其中大部份居於香

港和九龍的市區，男有十多萬人居於新界(表 22) 。可是，其

後數月仍有大量難民由各地湧入，使淪陷時港九新界共有人口

的 1 ，600 ，000 至 2 ，000 ，000 人。

表 22 : 1941 年 3 月防空害之香港人口調查

o I 396 

o I 2.094 

攻陷香港後，第 23 軍掠奪了大部份歧府以及米商儲存的糧食，

並根據《香港、九龍軍政指導計劃》就行人口疏散政策。早於

17: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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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軍投降前一日，第 23軍已制定《港九地區人口疏散實施要領〉

(下稱《要領:>) ， tt;備於接收香港後即時實施。《要領》明

吉為了支援第 23 軍的「作戰並維持治安 J '港九地區的「下層

階級J 以及「流浪者 j 將被「移住疏散但與軍事機能相關

的勞動力和技術則會被保留。〈要領〉列出以下可以「保留 J

的香港人口 8

一、需要恢復運作的工廠之工人(日軍預計約 3 ，400 人)

二、需要封存的工廠之工人(約 6， 100 人﹒另外需要

口，500 名苦力)

三、造船、機械工人、船塢技工、船員及其他相關人員(教

萬人)

四、有恆產和一定職業者

五、農人以及生產生活必需品的工人

六、其他草都認為需要逗留的人員

《要領〉要求疏散大量人口，卻沒有提及如何安置及照顧

他們。 1942 年 l 月 6 日，軍政廳宣佈開始疏散工作，由於市內

尚未開始賣米，加上市區秩序仍然睡為混亂，不少人為了逃避

搶掠、強姦，以及糧荒?雖然對外海陸交通尚未開通，仍有大

是難民選擇徒步從深圳邊境離開，造成不少死傷(見下節) 0 1 

月 11 R '香港宅廣東省各地之間的航運才再改開過，市民開始

從海路疏散。在 11 至 19 日間，共打詞，850 人乘船前往 111橋、

蛇口、淡水三地，其巾汽船有 31 船吹、機帆有 71 船吹。 16 日起，

H 人知營的船公司「內河營運組介 J 亦開始接載難民至廣東之

間。內河營運組合每 H 上午有一有三兩艘船隻從香港出發，每艘



搭載 500 至 1 ，000 人。根據軍政廳的報告， 1 月 1 1 至 17 日共發

出的，886張歸鄉誰明，可見其中只有少胎一半乘船離開。9當時，

敢德機場已經停止運作，巴士等公共交通在 l 月 10 日才部份開

遍，九廣鐵路更於童年年中才能通車。可想而知，在這段期間

離開香港的難民不少只能步行前往內地，或從新界坐船離開。

1942 年 l 月 6 日至 2 月 19 日，共有約 554，000 人離開香港，

其中 l抖，619 人由軍政廳安排，約 l肘，000 人自行乘船離開，其

餘約 300，000 人則以陸路離開。 1日由軍政廳安排離港者絕大部

份(約的%)為廣東省籍人士。 11 總督部接于復繼續疏散政策，

並聲稱最終會把香港人口減至約 500，000 人。 12 至 1942 年 10 月，

每月離港人數有鉤，000 人，入境者則有 5，000 人。 13 1942 年 2

月 19 日至 1943 年 9 月，總督部安排的疏散人數達 419，000 人，

人口攝至的 860，000 人。"據總督部民治部統計，該年 12 月底，

累計總疏散人數(包括軍政廳和總督部安排)共 993 ，326 人(衰

23) 0 15 

表 23: 1942 年至 1個4 年香港人口 16

地區 人數

香港島 457 ,629 

九龍 419,088 

lE口:71一
新界 103 ,356 

「竺計- iJp80… | 

人數

397 ,922 

365,323 

15,448 

100.154 

863 ,399 

人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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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們一一一「【以上估計合 妞，700 鉤，800

國箱人口、性別

日本人 2,348 5.022 

華人 970,380 851 ,412 

外國人 7,345 6,965 6,000 

男 492,748 423,111 

女 477,632 428,301 

舍tt 980,073 863,399 600，0∞ 
L一一一

貳、疏散政黨的實行與崩壞

日本軍政當局的疏散行動主要分為三類，包括免費疏散

( I 懲患疏散 J ) 、自費疏散，以及強制疏散。前兩者由民政

部的「歸鄉指導事務所」負責，後者則由憲兵執行。為加強吸

引力，民政部門多以「歸鄉 j 一詞利誘市民。第一次有組織的

免費疏散自 1942 年 l 月開始，疏散者可以選擇乘船前往江門、

太平或從陸路前往深圳 O 疏散者會獲發盤川，部份食物由日軍

提供，亦可以免費居住當局建立的收容所。除了免費疏散外，

亦有屆民自費離開，有時亦由同鄉會等出錢資助。由於船隻不

足、火車不通、機場停用，日軍控制的《南華日報》曾於 1942



年 2 月大談從陸路離開的好處，以吸引市民離開 17

粵諺所謂「腳踏硬地 J .比較乘船尤為安全。查陸路歸鄉

者，沿大埔進出發先至 1少回﹒由當局派給白米半斤，次到

深圳，亦再派米二斤沿途所經均有市鎮，可隨意購辦糧食，

且廣東省政府已彷令各縣政府及各鄉公所，沿途分站保

護，故在旅途土，絕對安全。

可是，與日軍宣傳相反，不少時人回憶卻提到陸路回鄉的苦難。

美國領事華德對這些被逐離家園的難民有以下描述 18

他們沒有選擇，只能帶看可以隨行的物品盡力離開。他們

被困在克渴無限制搶掠、三合會統治以a.毒的混亂世界

中。就算公共服務進漸恢復，回本軍At.府又成Jt.......，...

有物價均以倍數增加。任何價錢都買不到食米。 ft最令數以

千計的人來說，不論代價如何，能活看逃~ (香港)已屬

僥倖。有產者大多把自己的物業封存，他們知道自己離開

香港後，其物業將被日軍先公，因為他們不能遵從日軍一

條又一條有關管理這些物業的指示和收費。他們離告時，

銀行戶口仍被凍結。他們放棄一切，展開一段他們很可能

不會生還的旅程;他們的目的地亦不會有空間預留給他們。

可是. (日軍)有計劃地製造無政府主義的狀態，而且陰

險地施加壓力，使他們毫無選擇。

選擇離開的居民們從港九新界各地意集到中港邊境，或乘坐船

隻離開。曾於 1941 年初把汪精衛和日本的密約公諸於世，淪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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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被日軍追捕，混在難民中逃出香港的陶希聖記述 19

那是冬天 o 我在晨五點左右，從彌敦道黃(昀沒有提及全

名)醫生的樓上，一步一步下樓梯走到門口...一太陽未出，

大道上一批一批的，一個一個的難民，靜靜的走過去... .,. 

當時所有車輛都被日軍集中了。一些難民最多只能將溜冰

鞋兩雙當做四個車輪，上面加一木板，作為搬運行李之用。

我們一行連這種臨時車子也都沒有。我們步行到大埔'趕

上漁船。黃昏的時候開船，連夜趕往沙魚滿。

次日清晨，船行在海灣的中間。我在艙中聽見槍聲......同行

者說「海益來了 J ......我們一行的帶路人黃先生和海盜談話，

大家是自己人，於是每人出錢五元，送給他們作見面禮。

不少居民離開邊境，進入日、國、共三軍之間的無人地時，即

被盤據於當地的土匪或海盜(不少掛著各式游擊隊旗號)擒去

所有財產和食物。居民嘗試逃回香港時，則遭到日軍射擊，繼

續往前進則可能被中國軍隊誤認為日軍。

人口疏散政策實施初期，大部份自願離開者均擁有一定經

濟能力，亦有攜著屋契和財產離開的有產者，可以負擔旅費及

在目的地重新生活的開支。經歷大戰和戰後重建的陳瑞璋指出，

不少這些有產者均於路上死去，因此戰後中區至上環一帶有不

少無人認領的房屋，最終由政府接收。 20 日軍在戰爭期間要求

全港業主進行登記，但約 27 ，000 個物業中只有的，000 個完成手

續(詳見第內章第四節) 0 1942 年 4 月，總督部曾向陸軍省抱

怨，指七成的疏散者屬於社會「中上階層 J '只有三成來自下

層階級，擔心長此下去會影響人口質素。可是，這段文字呈交

陸軍省時被人刪去。 21 1942 年 3 月離開香港的美籍華人女教師



Elanor Thoma 亦提到大部份這個時期離開香港的華人均是有產

階級。 22 部份離港者則為技術工人。例如香港淪陷後，太古的

糖廠和船塢有大量工人失業，泰半回到東亮寶安等原籍。 23 這

些人口的離開增加了日軍恢復香港經濟的難度。

日軍佔領香港後，實施米票 b 、住屆 c 以及區役所等制度，

又控制所有同鄉會等華人組織，務求加強管制人口流動，並於

必要時要求區會、同鄉會等疏散人口。總督部甚至成立不少新

的同鄉會以加強人口疏散政策的成效。同鄉會及汪精衛政府亦

不斷宣傳免費疏散的好處，使華人離開香港前往中國大陸。 24

例如， 1942 年 7 月日據廣州的深圳區長「勸喻無業之寶安籍民，

從速歸鄉，從事生產」。由於香港當時百業凋零，加上部份香

港居民與中國大陸的祖籍仍有聯緊，回鄉可算是吸引的選擇。 25

可是，總督部自 1942 年 4 月起對物資和資金移出有嚴格規定，

對班散者亦無例外，每人不能攜帶軍票 2∞團或構幣別覓，

以及四平芳呎的行李離境。 d 日軍警憲搜查，農港人口時，又不時

掠去他們剩下的貴金屬和其他財物。 26 不少居民被迫變賣家產

後離港，日軍卻不准他們帶走全部資金。因此，史家李光和認

為疏散政策實質上是「人遣內地，物資留港的掠奪性遣返J 0 27 

不少市民乘船至目的地後，即用聲盤川，生活困難。當時在廣

州灣赤坎 e擔任海關官員的林樂明寫道 ["是年夏秋冬間，各處

a 她是第三位畢業於香港大學 (1926 年)的女性。見 Growing 側的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and its Graduates: the First 90 Years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2002), p. 63. 
b 配給制。

C 居民登記。

d 部份記述對這些限制有所不同。

e 1943 年春以前仍為法國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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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胞(攜有眷屬者居多)經香港廣州灣，而入內地者，絡繹不

絕，其中常有中等以上之難胞，方抵赤坎，已將旅費用馨，不

得已，只得向當地親友求援，無法獲得援助者，惟有將攜帶之

衣物等件，在街上公開出售，將所得之款以作旅費之用。 J 28 

離港居民除了前往鄰近的廣東省、廣州灣或回到各省原籍

外，亦有部份被日本海軍成立的「合記公司 J 招攬，前往海南

島的礦山工作。 29 1942 年至 1943 年 7 月間，共有凹，056 人從

香港前往海南島工作，他們大多被迫在惡劣的環境下工作，不

少更因而客死異鄉。當時，每名在海南島因工死亡的香港華人

家屬可以獲得軍票 200 圓，其他原因的死者則獲得 100 圓，但

其家屬實際上有否獲得賠償則不得而知。 30 正如過往不少研究

指出，被迫離港的難民進入中國大陸後，將要面對強盜、日軍、

疾病、飢餓、貧困的折磨，死傷者難以估算。此外，抄東迅發

現日軍第 23 軍的防疫給水都曾以細菌武器毒殺香港難民，造成

至少千人喪生。事件直至近年有來自該部隊的生還者指鐘才得

以曝光。 31

香港軍政機構脫離第 23 軍後，疏散過程即由於鄰近地區拒

絕合作而並不順利。這反映了日本軍政各部門，甚至陸軍內部

都「各家自掃門前雪 j 。正如總督部民治部長市來吉至在 1944

年初呈交給大東亞省的報告中指出，第 23 軍和汪政府屬下的廣

東省政府並不歡迎來自香港的難民， r*J為該地人口已相當開密，

而且亦而臨糧食不足、物價飛漲、治安變，壞等問題。因此，第

23 軍曾於 1942 年 7 月迫使香港中止有組織的大規模疏散、更限

制疏散者只能從太平、江門以及深圳三地進入中國內地。 32 由

於廣東方面的抵制， 1942 年全年香港疏散人數為 353 ，009 人，

1943 年更跌至只有肘，310 人。 33



有見自願疏散成效不彰，憲兵隊在 1943 年中即加入進行

強制疏散。這時亦是憲兵部大幅擴權之時。總督部先把大部份

物價的定價增加(表 14) ，然後由憲兵隨街打人，迫使市民離

開。"其後，憲兵和憲查甚至在街上把「無業游民」強行驅逐，

把流離失所的居民趕走。可是，此舉並無系統，而且日據期間

警憲橫行無忌，因此曾出現日兵在街上胡亂捕捉市民疏散，甚

至強行把正在戲院的觀眾全部驅逐出境的慘況。 35 8 月，華民

代表會收到協議會成員投訴，指憲兵強行在衛上抓捕並送走市

民。羅旭辭曾為此向磯谷抗議，後者稱被捕者為「游民 J '聲

稱將會繼續送走多餘人口，包括擁有糧食配給證但沒有工作的

人，更向羅氏聾吉「部份人要為大多數人犧牲」。磯谷又提到

沒有可能把市民送回原籍，間接承認從無考慮市民離港後的生

活。他顯然了解所謂「歸鄉」只是把人口強行邁出的掩飾。指

當時剛剛抵達香港的憲兵軍官仲山德四郎提到他和所都不斷提

拿「游民 J '每提到的 50 人即把他們送到難民營等候送走。 37

鑫、戰事末期的強行疏散

在 1944 年初，香港狀況日壤，雖然人口已減至 848，458

人 a狗，但糧食輸入亦因為運輸船隻數目減少而日漸困難。當時，

大東亞省要求總督部再減少 150.000 人。根據 11944 年香督令

13 號 J '新一批疏散人口中有 100.000 人屬於態愚疏散，其餘

凹，000 人則屬於自費以及強制疏散。 39 可是，民治部長市來吉

至卻反對計劃，更罕見地撰寫一份長篇報告批評疏散政策和軍

方。市來認為，現時仍然留在香港的市民大多是「第二代」港

a 其中華人有 834 ， 59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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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祖籍的關係薄弱，即使回鄉亦不太可能獲得接濟和耕地，

回鄉餓死機會甚高。假若這些情況傳回香港，則其他市民更不

願離開。他指出疏散政策以回鄉開墾為號召，但大部份留港市

民並非農民，不少是苦力、白領或工人，毫無耕作經驗，並不

適合廣東省政府的歸農生產運動。來自其他省區的難民雖然有

意歸鄉，但諸如上海、福州等地的日本軍政當局又拒絕接收他

們。現時的政策不許疏散者帶走全部財產，亦使市民不願離開。 4日

自 1942 年初已在港工作的市來亦提到疏散政策不但傷害市

民，其實際操作中的不公以及不人道的一面更直接打擊日本的

威信。他直言「華民並非愚眾 J '不但有豐富感情，亦有民族

意識和集體情緒，貿然發動大規模的疏散不但破壞日軍軍政當

局的形象，更有違日本和中國 a 合作的政策。最重要者，他更直

吉強制疏散的暴行會「給予敵軍口實」。他提到疏散船上出現

人食人事件、船隻泊岸前有人把老弱婦孺技進海中溺死，以及

在荒島上缺乏糧食使疏散者不斷餓死的慘劇。 41 此文件是首吹

有日本官員提到日軍在執行疏散政策期間曾使用不人道手段對

待香港市民。戰後審判憲兵隊長野間賢之助時，亦有證人指證

憲兵曾於風浪中切斷拖著難民船的纜繩，任由難民在海中自生

自滅。 42

可是，即使市來痛陳疏散政策的問題，總督磯谷廉介和大

東亞省均無動於衷。 1944 年 2 月，總督部宣佈將縮減配給制，

向市民施加壓力。磯谷亦公開宣稱要增加疏散人口的數量，使

香港人口減至 650 ，000 至 600 ，000 人。至 7 月，由於資源不足，

總督部開始逐步停止恣意、疏散，並關閉各地的收容所，只餘下

a 汪精衛政權。



同鄉會等繼續組織自費疏散。的總督部然後放寬市民出境安排，

使市民可以帶走更多財物，希望鼓勵疏散。 44 由於總督部急於

求成，遂又再出現憲兵隊在街上強行封路，把路上的市民全部

帶走強行逐出香港的情況。 45 這些受害者被發給少量食物，然

後被迫乘船離港。由於船隻害怕被美機或潛水艇攻擊，船員不

時於抵達大亞灣等地或其他荒島後即驅趕市民下船，任其自生

自滅。 46 由於強行疏散以及飢餓，香港至 1945 年人口只剩下約

500，000 至 600，000 047 與佔領期間其他政策相比，人口疏散政

策相對「成功 J '但對社會的破壞卻極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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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昇平的假象和現實，

1942 年初至年底

總督磯谷廉介到任時，聲稱將和華人「共同協力，完成大

東亞戰爭，一洗香港從前舊態 J '而且要發揚「東洋本來的文

化 J 。其後數月，香港曾出現一股「回復正常 j 的平靜時期，

甚至有人對香港前途表示樂觀。在 1942 年的大部份時間內，總

督部在政制、司法、經濟、社會、教育推行不少改變。軍政當

局透過把傳媒變成日軍的宣傳機構、大肆慶祝日軍的勝利和節

日，以及鼓勵賭博和娛樂事業，企圖製造歌舞昇平，日軍已贏

得戰爭的假車。它一方面麻醉仍在香港的市民，特別是從中獲

利的附日權貴，同時又以嚴刑峻法和憲兵隊壓制可能存在的反

就者，並利用軍票、經濟政策，以及數擾的登記和租稅制度把

看懂缸中、下階層的生活水平壓至最低，使之曹營役役，難以

反抗。政府實際運作則貪污不斷，毫無效率。簡言之，總督郁，

一面大談逆亞洲主義，實行上卻奉行日本優先的高壓政策。

董、新權貴、盟友以及合作者 a

日本據港期間，有不少日人到香港居住，成為特權階級 o

他們居住在跑馬地、灣仔等指定地區 b 而且可獲得額外配給以

a *書未有月華文史學常用的「漢奸 J 而是用「合作者 kollaborators) J *-形
容和日本合作的人。這是因為六多合作者是基於生活所迫和日人合作﹒加土程

度分別極大，使用充滿道德批判的「漢奸 j 祠概括所有合作者似為不妥。有

關第三次中日戰爭期間的「合作者 J .見 Timothy Brook, Co!laboration: Japa
nese Agents and Local εlites in Wartimθ China (Cambridge ,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b 原本的居民則被迫遷。



及更好的教育。在 1942 年底，在港日人數量已達 10，000 人。 48

香港亦出現了一批依附政權擴大政商影響力的新權貴。與其他

和總督部合作的香港華人領袖不同，這些新權貴本來並非香港

主流社會的領袖。他們得以擴大勢力的主因，是他們主動和日

人合作，而且可以協助日軍解決部份復勤和管治上的問題。最

明顯的例子，便是來自中關的華民代表陳廉伯和劉鐵城。英軍

認為兩人是少數全心投靠日人的華人頭面人物。的陳廉伯因為

其政治上的忠誠，獲得經營鴉片貿易 a 的特權，並和來自廣東的

前國民黨將領許崇智等組織「裕禎公司」販運鴉片。他更是日

人成立的「香港貿易組合 J (見第四章第二節)的唯一華人會

員。 50

日軍亦以地位和特權為餌，換取本地商人支持，後者或為

了保住生意，或為了擴大影響力而成為合作者。例如，戰前在

香港九龍擁有多問當舖的李忠甫加入善復委員會後，向日人搏

觀賄賄，使日人勸退本來打算連任為東華三院主席的陳廉伯，

並以李氏繼任。李氏成功後，再向日人保證繳納一定稅款，使

他得以設立「質屋業組合 J '實際上壟斷了典當業。 51 與日人

有關係者而有特殊技能者，或曾在日本公司工作的華人，均能

從中獲益。 52 例如，李忠甫的日文翻譯何晶楷即因為他能夠和

白人直接溝通，成為東華三院的總理。 53 前國軍軍官甘志遠即

因為畢業於早稻田大學以及和日本海軍肥後大佐友好而成為

「海防軍司令 J '並得以經營香港、澳門、以至鄰近地區的貿易。

在 1942 年中，香港只有 310 名華人可以擁有汽車，從中可見主

a 總督部於 1943 年 1 月解禁鴉片。見“Opium for Hong Kong ," 25/1/1943 , CO 
129/590/24 

18另



動或被動附日的華人精英的人數。 M 如前章提到，部份華人權

貴得益於總督部大舉印製軍票的政策，從股市和樓市中獲利不

少。對他們而言，日據時期反而是他們獲得不少好處的時期。

當然，普羅大眾根本不能從這些炒賣活動中獲益。

在日據初期，香港的印度社群也得到日人優待，但印人如

果希望獲得配給，則只能加入和日本合作的「印度獨立聯盟I

55 另一方面，諸如律敦治等印商富商卻暗中繼續支持英國，並

致力救濟華、洋、印籍市民，甘冒被日軍憲兵騷擾甚至拘捕的

危險。 56 自 1942 年底「印度獨立聯盟」和日人在新加坡鬧翻

後，總督部即取消印人各種特權和配，啥，使他們日益不滿，有

產者更相率離開。 57 來自低下階層的印人和投降日軍的印兵則

從來不獲平等對待;他們成為日兵後被禁鋼在軍營，而且薪

酬極低，甚至沒有獲得配給糧食。小本經營的印度和帕西商人

則艱苦經營，但大多只能依賴售賣戰前存貨度目。"身在香港

的冀，社群中，亦有一二與日人合作者，但他們的「合作 j 性

質卻各有不同，不可以「英軒」一概而論。有一名叫高路華

(George James Grover) 的牛奶公司屠夫是義勇防衛軍的後勤

人員，知道英軍在香港的秘密倉庫。他在搶掠期間協助日軍，

盟國平民進入赤柱拘留營後他仍可以自由活動。的衛生官員史

潔頓( Kenncdy-Skipton )則向日軍提出自己屬愛爾蘭籍，亦得

以自由活動。他繼續和南非籍醫生麥基 (Dr. .J ohn Mackie) 處

起化糞池與防止權疾的工作，維持衛生工作。 6日史潔頓於 1943

年逃出香港，、性向英軍提供關於香港的情報。部份富有華僑如

《早島日報》東主胡文虎亦只能在日軍陣力下成為合作者，更

於)fJ4J 年前往rJ來而且天旱， fH同時又嘗試為身在亦柱拘留營

的英人作擔保，使他們可以離營出付。 61 由於他在華僑中地位

cu no 



崇高，他亦對 H 人頗為強硬，甚至向日軍宜育他們如繼續社香

港實施高壓統治，只會失敗告終。 62

團 5: 日人煽動印人仇英傳單。

在投日的警察敢治部協助下，總督部找到大量尚未離開香

港的華人公務員，並要求他們在各部門繼續工作，主要包括稅

務、土地登記、公共衛生，以及郵政人員。例如，稅局在 1942

年 3 月重新運作，除了搪任管理的三名日人外，其中 12 名骨

幹人員均為華人公務員，來自瘟民地政府的不同部門。大部份

政府人員均要接署兩年合豹，繼續工作。尚未離港的各重要工

廠以及船塢的工人亦重新上班，在日人領導下繼續本來的工

作。的雖然不少華人因為生活問題被迫成為合作者，但亦有華

人拒絕和日人合作。除了在華民協議會陽奉陰違的羅文錦外，

亦有舉家離開香港，拒絕在日據香港搪任公職的前立法局首席

華人議員曹善允，以及前往澳門的副華民政務司劉子平等香港

華人名流。戰後，曹善允、劉于平等人又回到香港，協助重建

工作 o

187 



188 

貳、去英團化

為製造 H 人統治下的新氣象，洗去原有英國殖民統治的痕

跡並發揚「東洋文化 J '總督部在 1942 年 4 月下令更改港九

主要街道和地標的名稱(表 24) , r 英文店名、標記、街名、

路牌、交通標誌、告示」亦無例外。“由於清除英宇由各區負

責，不時出現街名被馬虎塗去，尚可看見原宇的情況。港督府

亦被改裝為日式建築。名流出入的告羅士打大酒店(Gloucester 

Hotd) 成為「松原飯店 J (Matsubara Hotel) 出入者大多為

日本軍民或合作者。 65 銀行、會所內的高桌和高欖亦因為和日

人身高不合而被棄置。“為加強「去英國化」的效果，日軍反

覆宣傳英國如何在戰爭中放棄香港，並以印、加、華兵做砲灰。

英軍服務團特別提到雖然日軍宣傳大多無效，此一抹黑卻深入

民心。 a 這可能是因為英軍抵抗 18 日後便被迫投降，和戰前宣

傳防務固若金調出現落差有關。 67

圖 6 日軍反英美宣傳畫 o

a 此說直至今日仍廣為流傳。



a 
b 

表 24 :日軍更改香港的街道名稱， 1942 年

九龍

今干德、道。
今京士怕。

L 皇后三i售票 | 東明治通
自后大道西 | 西明;心E
三E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德輔道中

德輔道西

堅尼地道 ! 
一一王豆豆逼頁晶一一 1 

• 

般含道

東海旁

怡和街

高士威道

英皇道

干讀道 a

賞雪道

太平山

黃泥滴谷

兵頭花園

』一一一一淺水灣
一一一

堅尼地城

| 香港仔

L 一彌敦道
太子道

尖沙咀鐘樓

戶一一一 皇團 b
昂月七L沙H

十

東日召末日通

西吧和通

東大正通
• 

中大正通

西大正通

八憐通

春日通

冰川通

盟國通

出賽過

，島過

香伊峰

青葉峽

大正公園

綠伊潰

山王台

元香港

香取通

鹿島通

昭和廣場

九龍競技場

向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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蠱、嚴控輿論

日軍為控制輿論， 1'+佔領香港之初即接管官營的香港電台

以及部份報紙和出版社。所有出版物均受到審杏參謀長屬下的

報道部(詳見第三章第二節)審查。原有的香港英文報紙如《德

臣西報:> (The China Maij) 或《南華早報:> (South China 

Morning POSI) 均停止發行，取而代之的是總督部控制的〈香

港日報:> (Thc Hongkong Ncws) 0 至於華文報紙，戰後尚有

八大主要報紙，包括汪精衛陣營的《南華日報》、南洋鉅商胡

文虎的《香島日報:> (今《星島日報:> ) 、《華僑日報:> (商

人每維休擁有以及較小規模的《天演日報〉等，反日或屬

於重慶國民黨陣營的《國民日報》、《工商日報》、《大公報》

等則被日軍查封。總督部又於 1942 年春要求華文報紙合併，至

該年年中只剩下《南華日報〉、《香島日報》、《華僑日報〉、

〈東亞晚報〉四份華文及〈香港日報》一份英文報紙。總督部

為了營造比英治時期進步的形象並安撫華人，特意舉辦記者會，

會見華、日記者，更於 1942 年 8 月宣怖以後每月舉行總督和記

者的見面會，由總督說明政策以及對社會問題的意見。的香港

的對外通訊則大受限制，例如電報和信件只能來往日本佔領區、

經廣東往來中國內地，以及歐洲|中立國 o 可是，當局始終難以

15fiJL市民對外面前界的好奇心。不少市民冒險收聽盟國的電台

廣播，得知日軍自 1942 年中以來節節敗退的消息，香港的報紙

對歐洲戰況亦出奇坦率，使市民雖然不明亞洲情況、卻)可以推

測J t吐界戰局。 7。可是、另一方面， E1anor Thom 亦提到有不少

市 L~ I拉絕思考 J '1M是「斬時把腦袋放到冷藏!車之中 j 、假

裝生活 J切正常。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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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統治無孔不入，貪污無處不在

根據 1942 年 3 月的《在香港佔領地總督管區出入、居住、

物資搬出入及企業、營業、商業行為取締令} ，市民要進行大

量登記，例如公吋、房屋、僱員、汽車、電話、收音機、戶籍、

憫人身份、搬遷、出入境、生死 3 以至單車等。至三個月後，

為了確立米配給制度並控制人口數量，總督部進行了一吹人口

和戶籍調查。|矗役所人員在憲兵的協助 F還家逐戶為市民登記。

市民要提供性主平面圖，甚至要標明家其位置 72 除了需要繳

交昂貴的登記費外，市民更要賄路有關人員，使生活和營運成

本大增。英軍密探指出 I市民需要填寫和申請大量的表格和

牌照，隨之而來的成本亦以倍數增加。 J 73 日本又把各行各業

結成「組合 J '如醫學會、藥劑師公會、銀行家公會、三輪車

組合，甚至夜香收集者組合等，表面上為方便管理，實際上則

芳便當局或與日合作者勒索。於養和醫院繼續服務的李樹芬舉

例 I倘需用火酒一千加侖或金雞納霜一千安士等物，則向藥

劑師公會索取，而該會主席又轉向各會員施加壓力，公會當局，

自然深知各會員存貨之多寡也。 J 74 

由於沒有監察總督部和官員的機制，加上傳媒被當局牢牢

控制，因此貪污成風，上至軍政官員下至普通日兵均肆無忌禪。

日軍佔領期間，可算是香港自 1842 年以來貪污最嚴重的時期。

75 李樹芬提到「在淪陷時期進行事務，賄略是必須的，也公行

的 J '又列出最受歡迎的賄路包括 IRCA 收帝機、德國蔡叫廠

的望遠鏡、亞美茄芋錶、派克鋼筆、威士后、洞、 :他台香煙等

等 j 。他為了維持醫院供電，亦曾向總督部醫'的'的助理賄賄，

但電廠仍向其索取高額「按金 J '他被迫變賣藥物支付。 76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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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服務團提到，在眾多機構中，憲兵隊貪污最為嚴重，他們更

參與各種執照、鴉片和海洛英的買賣。火警時甚至有消防員參

與搶掠 77 此外，由於機構急速膨脹、缺乏監督，加上總督部

以日人壟斷各行各業，日本軍民在港亦有不少違法行為，例如

侵吞公款、走私，以至放任浪人a 向店舖索取保護費。78當時「通

行證、疫苗注射證等 j 物均可從黑市購買，因此密探潛回香港

並不困難。雖然日軍聘用華人憲查協助打擊游擊隊潛入，但報

告認為這些憲查「只能使潛入者多付 20 元港幣J 0 79 

伍、愈粉飾，愈不太平

戰後初期百業蕭條，除了搶掠者在街上擺攤販賣外，尚有

大量由幫會經營的賭攤，直至日人把開賭專利給予陳廉伯等人

為止。 80 佔穩香港後，日本當局在香港舉行各種慶典，企圖「將

香港粉飾成一個太平世界 J '這些活動不但嬌揉造作，勞民傷

財，更華蹲了華人。 81 日軍在 1942 年土半年攻陷新加坡、荷屬

東印度、緬甸等地後，每吹均舉行慶典，並要華、印商人出資

贊助，由兩華會及印度、菲律賓人團體籌劃活動。例如，新加

坡淪陷後，香港善後處理委員會和華總商會被要求策劃慶典，

務求有「七八成(屬下闖體)參加，人數約數千之眾 J '並準

備「醒獅四頭、化裝表演四隊、鑼鼓櫃四亭，九龍方面有醒獅

化裝隊及青樂隊二十三|敬。 J 82 當局又為慶祝印刷了諦，00。張

標語、 100 ，000 張傳單、 74，000 幅日本紙旗，司在有百多名立講員

到處演講。 83 日本軍政筒，局一面迫令市民離港、一 I釘在戰後數

過即社11此鏽帳，竟不覺白相矛盾，頗為奇悴，亦足見其無視 I有

a 在亞洲各地流浪的失業日人。



民的傲慢態度。

此外，與中日戰爭有關的紀念日，諸如 1942 年 7 月 7 日盧

溝橋事變五過年和九一八事變﹒過年，總督部文舉辦活動，要求

華人領袖組織慶典委員會參加 o 每年雙十節亦要慶祝，但紀念

對象則是汪精衛領導的南店岡民政府，在港懸掛的青天內曰滿

地紅旗亦要加上「和平、反共、建|喝 J 的黃色三角旗。 84 門人

又恢復了賽馬活動，改稱「競馬 J '更不理會香港天氣，有從

日本馬季，迫使為匹在炎夏作賽。由於缺乏糧食和營養， }站 V~

不時中途跌倒。的與軍政當局和華民代表陳廉伯關係密切的幫

會亦開辦黃賭事業。 86 為了製造歌舞昇平的假象，馴化「日本

人所喜歡的，沒有靈魂的中國人J (李樹芬語 87 總督部對娛

樂活動頗為支持。報道部鼓勵香港的電影、粵曲、電台等媒體，

為市民提供檢查後認為對日本無害的娛樂，或日軍宣傳片。倒可

是，憲兵又禁止市民在公恩可見的地方打麻雀或跳舞，致贊體

主事者品味而鬆景不定，令人無所適從。 89

不論總督部如何粉飾太平，香港的實際情況始終有目共

睹。由於長期飢餓，市民營養不良，當局衛生工作又極有限(詳

見本章第四節市民健康每下愈況。 1942 年 4 月，一名在瑪

麗醫院工作的華籍醫生向剛成立的英軍服務團報告 9日

嚴重腸道疾病如傷寒、霍亂、脫水，以及腳氣病、糙皮病

等缺乏維他命造成的疾病均樞為流行。成行醫以來均未曾

見過如此大量的病患。由於缺乏藥物，大量忠者死亡。除

了白然死者外，更有不少被日兵胡亂擊斃。 F合房永遠堆滿

屍體，達香港大學正門前地亦成為集體墓地 O

193 



194 

當時，有關市面有人售賣人肉的謠吉四起，當時在市內協助

司徒永覺維持衛生服務的甘饒理醫生 (Dr. George Graham

Cumming) 調查後堅稱確有其事。 91 淪陷後數月，市內仍充滿

日兵造成的血腥場面，不斷提醒市民生命威脅仍然存在。上述

華籍醫生繼續寫道 92

我特別記得一索至為慘痛的案例。一個可愛的 9 歲小童白

兩名日兵和他說日語的母親抬到醫院。他腹部中槍，腸臟

溢出，已出現腹膜炎。事故的趕回是他在大學附近帶看丫

叉玩耍時被一名正從薄扶林道下山的日兵開槍射中，但日

兵根本未被挑釁 o 如果其母親不詩日語，他很可能會被日

兵棄在路旁。這些事件不勝枚舉一﹒

中立國居民伊路芭 (Luba Estes) 在 3 月獲准回家時，她寫下路

上情況 93

乘坐渡輪過海時的所見所聞令我終身難忘:海衷全是漂浮

發脹的屍體 O 市內已有太多屍體尚未埋葬，浮屍因此無人

理會。四嘉道理道的家時，看見多個華人男子被吊起綁在

欄杆上，雙腳離地一呎。他們被打傷﹒有些已經死去﹒或

垂死掙扎。這種情況舉目皆是。

市民在街上則隨時無端被日軍掌擱，甚至以槍托虐才。"總督

或高級軍官路過峙，街上所有人都不能稍動。 95 瑞士近十字會

代表依格向英人提到他在 1942 年上半年在港島幾乎每日都可聽

見槍聲。的這些無意義的暴行使大部份動員華人主動合作的希



望均告落空。正如總督部參謀長膏波一郎向一名日本牧師承認:

「日本贏了戰爭，卻失去了民心。 J 97 日軍的暴行甚至使一名

支持軸心國的義大利神父反對日本繼續據有香港。的一名愛爾

蘭神父則形容日軍為「遠東的汪達爾人和西哥德人J (Vandals 

and the Visigoths of the Far Eastl 0 a 99 

除了少數權貴外 3 各階層的市民均過著艱困的日子，使日

本的宣傳更形無力 o 總督部兩次強行把港幣貶值後，不少中產

市民以及技工因不能支持生活開支而希望離開香港。 100 由於 H

人對吉論和出版的控制，大部份知識分于的戰時活動均告中斷，

部份只能擔任私人教師或為日軍撰寫宣傳文章以蝴口。 101 英軍

服務團在 A份關於 1942 年 l 月至 8 月香港民生的報告中提到，

當時一個家庭每月至少需要 60 至 70 圓才能維持基本生活，但

由於大多數人的工資根本不足此數，因此「飢餓和疾病j 不斷

蔓延。各種日本軍政府華人(雇員的薪酬如下 102

表 25 :日據初期部份政府僱員薪金， 1942 年 8 月

于企業高結 府文員

印人高級警官 每月 70 圓
rfL 

卡 低級政府文員 每月 50 至 60 盧
主查 -一 1 一一每月 40 圓

消火手 | 每月 40 圓

電工 每日 1.2 圓

l一一 旦時察
電車司機 每月 36 至 50 ~ 

每月 60 團

a 王達爾人和西哥德人都是羅馬帝國末期的蠻族，他們曾分別於公元 410 年和

455 年洗劫羅馬。

19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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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丰厚貝 千一 塑哩哩 1 
女電車售票員 | 每日 0.9 圖 | 

| 苦生 」 主且堅且 」

由上表可見 3 憲查等人員只靠工資維生亦可能三餐不繼(當時

物價詳見表 14) ，使貪污問題更為嚴重。英軍服務圍的報告亦

詳細討論社會不同階層在 1942 年的生活狀況 103

. 與日本合作者:獲得更多工資，亦從走私和賄絡中得
到錐款。

. 中立國人士:生意因貿易中斷大受影響﹒富有者生活
尚不成問題，但不少混血兒則變得一貧如洗。印度人

(除士兵外)大多回到本來崗位，亦得到善待。

. 前殖民地政府的華員:大多回到原來崗位(但待遇較
戰前差)

• 有.者:受到最大打擊。他們自開戰以來不能定期收

手且，政府對他們的權益亦愛理不理。

. 商人:部份因物價暴漲而發財，奢侈品商人則傾受打
擊，不少商人的貨物仍被日人扣起。

工廠東主:日人希望工廠開業，但他們控制了原材料

輸入，只有數家企業受，色。由於產品銷售的安排欠奉，

他們對前景悲觀。

店員:戰後大量店鋪結求告業，開業者亦遣散部份人

手﹒失業者眾。

小販:他們的生意和日據初期相比漸走下坡﹒其收入

已不足叫支撐家庭。



e 僱工(苦力歸鄉者大多數來自這個階層。他們失

業人數日增，有一技傍身者大多在船塢等地工作。人

力車夫則成為這個城市的交通重心。

. 知識分子:所受的打擊最犬，戰前活動差不多全部停
i上。

在戰爭期間，各國在港僑民大多組織互助機構，同舟共濟。例

如在港挪威社群組織委員會，和諸國流亡政府取得聯緊，然後

安排失業大多為海員或商行職員的僑民領取津貼。 104

市民生活艱苦，加 t 日軍以及總督部貪污腐敗、效率不佳，

即使當局不斷在報章聲言實施嚴刑峻法，並實行《香港警察犯

處罰令》使警憲可以隨時執法 3 不少人仍然蜓而走險 o 香港治

安甚差，而且因為警憲腐敗而更為嚴重。李樹芬在回爐錄中特

別提到 r在此一時期，毫無法紀可吉，罪案因此大糟，社會

極為混亂，如盜竊打劫，聯群劫掠，兇殺案等等，幾無目無之，

但無人敢向日本憲兵部投訴，因報案者，動輒先受掌擊腳踴之

苦，被指為淆惑視聽，擾亂治安也。 J 最重要者， r如無勒索

機會J '則警憲根本不會受理案件。 105 即使普通日兵亦開始收

受賄款，和警憲無異。 106

陸、從樂觀到觀望

至 1942 年年底，佔領初期混亂後曾短暫出現的樂觀氯氣已

逐漸煙消雲散 o 10 月，香港遭到第一吹空襲，軍票在黑市價值

亦隨之下跌。有曾經接觸 H 本軍政官員者向英軍報告，發現日

人已無十足把握戰勝盟國 107 美軍在同年 4 月空襲東京的消息

亦早已傳遍香港。市民偷偷地聆聽美國在中國廣播的廣東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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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諾頓道，日軍宣傳效果漸減 108 該年 12 月，總督部曾要求

學校和學生參與慶祝香港淪陷一週年的集會，但各校長以集會

可能招來空襲而造成混亂，反使日人失去面子為由拒絕。由於

香港剛經歷第一吹空襲，猶有餘悸的日人遂放棄學生參與集會

的計劃。一吹，總督磯谷指示各校校長前往聖士提反女書院聆

聽他宣讀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語 J '但途中空襲警號響起，他

即時蹲下尋找掩護，權力表演頓成鬧劇。 109 香港開始遭到空襲

後，華人反日情緒漸現。晚上實施燈火管制時，市內開始出現

反日標語。 110 在 1943 年初，日軍前景黯淡已是原所周知。部

份台灣人離開香港 3 進入中國大陸避難。英軍情報甚至提到有

一名「日軍大佐j 私下承認日軍未有長驅直進印度，反而在南

太平洋浪費兵力，恨錯難返。 111 日本記者亦私下對報道部發表

的南太平洋作戰報導表示懷疑。 112 有民敢官員甚至因為軍隊和

憲兵的庸敗而辭官而去。叫自 1943 年起，雖然無人公開聲張，

但觀望態度已被苦撐至日軍戰敗的覺悟所取代。



四苦撐待變，

1943 年至 1945 年 8 月

壹、悲觀情緒蔓延

日軍於 1943 年 2 月從瓜建康納爾島撤出後敗色漸濃，香港

的狀況亦因為第 14 航空軍以及盟軍潛艇在南中閱海的活動而日

漸轉壤。雖然日軍嚴格控制人員和消息流入香港，但上全歧商

要人，下至華日居民均能從澳門、廣州灣等地獲得來自盟軍的

消息和宣傳，逐漸理解到戰況已經逆轉。 1943 年初春，英軍服

務圍的密探向祈德尊報告，由於盟軍的宣傳以及各人感到日本

終將戰敗，協助日人的憲查 a對市民變得更為講理，對游擊隊和

英軍密探更採取放任態度。密探曾把口琴藏在皮帶中，憲查搜

身時雖然碰到，但裝作若無其事，只還以一個眼色。曲，會日方

發現憲查漸不可靠，道從廣州和訕頭招募新成員，把他們送往

台灣受訓，以取代華印憲查。 114 李樹芬特別提到這些台灣憲查

對香港華人的態度最為惡劣。 115

雖然戰敗的氣氛在軍民之間擴散，但正如華仁校長博育賢

提到，憲兵以及互相監視的保甲制度，包括日人等各國市民均

不敢告開討論戰況，謠吉反而大盛。 116 憲兵以高壓手段禁止市

民討論，結果只加強了反日情緒。竹7 信心危機亦促使部份日人

偷偷地準備後路 n 其行為更使華人了解日本形勢不妙。兩名從

香港逃到中國，再加入英軍服務圓的混血兒J. 1,. Quic 和 F. A. 

a 報告稱之為「奎士寧J Ouislings 0 英文無「漢奸 J 訓，較為中性的「合作者 l

(Collaborators) 當時仍未流行， I奎士等」一名來自與納粹德軍合作的挪威

iE7客奎士寧 (Vidkun Ouisling) 

仇
可J

“
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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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zorio 發現身在香港工作的日人偷偷地在香港以華人名字購入

房產，出價奇高，似是為了把于中的軍票換成房庫，以免日本

投降時一無所有。 118 由此可見，雖然當局控制的香港傳媒不斷

發表樂觀盲論或聲稱英美不會協助國民政府 119 憲兵隊在表面

上亦已控制市內情況，但香港居民早於 1943 年春已了解大局已

定，並為之準備。被日人脅迫出任要職的華人領袖亦開始謀求

退路。華民代表李子方的兄長，華民各界協議會副會長李冠春 a

於 1943 年離職， 1ft 日人不容許他前往澳門，最後於 1944 年才

能離開。 120 被日人委枉為中日醫學會會長的李樹芬亦於 7 月底

離港，經中共游擊隊控制的沙魚浦進入盟軍控制地區。

貳、內外情況且壞

香港市面的生活細節亦可反映日軍由勝轉敗的過程。英軍

服務團曾於 1944 年收到一份日誌，內容講述 1942 至 1944 年香

港社會的情視。 121 自 1943 年開始，香港的公共交通日漸惡化。

3月，九龍出現以聽拉動的巴士。至8月，巴士服務已大致停止。

一個月後，茄枝角油庫在空單是中全毀，所有引擎推動的巴士和

渡海小輪停駛，連公共救護車亦停止使用。 122 5 月開始，因煤

炭不足，總督府已命令減少使用電風廟、檯燈以及升降機等「非

必要」的電器。 123 與此岡峙，日本海軍卻在香港打1起約1，。俑，000

E頓煤炭，可見日本各軍且不協調之嚴瑕。 124 lt1 於乘半交通工具

和使用電力是市抗每 H 所見所感的經歷，垃些服務 H 見凋敝，

他 11 軍無法管i台香港的問題暴露於大眾眼前。與此同時， 11 人

控制的傳媒伺l買傳步行的好處，實際上卻l暴露了其有態。 125 (j

a 初發成公司東王﹒亦為東亞銀行創辦人之 。



月以後，為節省電力，總督部實行午夜 12 時後強制關燈，使全

港一片漆黑。由 7 月，報紙公然提及部份賽馬會的馬匹因為「不

夠壯健 J '因而被宰殺食用。 127 8 月後，柴薪配給突然暫停，

雖然其後恢慎，但供應仍斷斷續續。

當時，街上已一片蕭條，大部份店鋪因為缺乏入口或貨物

被日軍拍起已無貨 ，'J賣，被迫結業。當時，一般市民大多每日

只吃兩餐，每月吃一兩吹肉類，其他時候只能以內飯和少量蔬

菜充飢。由於柴薪缺乏，生火亦成問題，市民亦只能偷偷地到

山上收柴，或是從無人居住的房屋拆下木製部份。 128 市面出售

的米糧樓有大量雜質甚至木屑。為解決營養問題，當局曾引入

大蝸牛以提供額外營養，但成效不大。 129 李樹芬注意到大量市

民因缺乏維他命 B 而患上腳氣病，面上浮腫。這是因為配給米

由機器輾磨，含有維他命 B 的表皮被輾去，但市民缺乏其他食

物補充，因此容易患土腳氣病。 1羽肺虜亦因為市民營養不良而

廣泛流傳。叫有見生活日漸困難，加上盟軍不時對船鳩等地實

施轟炸，不少尚在船塢、工廠，或日本軍政部門工作的華人打

算前往內地生活。為兔技術人員出逃，日本當局於 8 月 3 日宣

佈不再容許華員離職，各人頓成「人質」

香港雖然身處日軍勢力範圍之內，但其對外交通逐步被封

鎖，出入非常危險。 1943 年春，憲兵軍官仲山德四郎由滿洲調

任到香港，他乘坐的高千穗丸(8.150 噸)於 3 月 19 S 在台灣

近海被美國潛艇擊沉，船上有近 840 人死忙，仲山及四名前往

香港赴任的日軍官兵等 240 人生還。到士學後，仲山即看見有中

雷油輪被拖到船塢修理。 132 同年，總督部要求日本派出一名牧

師來港協助總督部成立「香港基督教總會 J '日本基督教團遂

派出關西學院大學的教授兼校牧較島盛陸來港。較島於 194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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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乘飛機從日本出發，途經上海和廣州，乘墊剛開通的九廣鐵

路到達香港。他提到鐵路「速度緩慢，且為惡質煤灰所薰污」

同樣前往香港的天主教神父井于口三代市以及兩名修女則乘船

出發，但船隻於 1 1 月 23 日在台灣海峽被第 14 航空軍的飛機擊

況，三人全部遇難。 133

奎、憲兵防治港與管治崩潰

1943 年春，總督部被盟軍圍困的感覺日深，加上發現英軍

服務團滲透戰俘營以及拘留所(見第六章第七節以及本章第六

節憲兵隊遂杯弓蛇影，大肆濫捕其華、印以及混血見人員、

政商人物、醫生、救濟組織，甚至神職人員，使艱困的社會再

添上一層恐怖氣氛。可是，此舉亦不背在市民面前自暴其短，

顯示總督部已方寸大亂，使其本已脆弱的高壓統治更顯弱勢。

1943 年年中，胡庫德等醫務人員相繼因為司徒永覺被捕策動拉

國主作爾被捕。當時社會土經常流傳名流被捕殺的消息，人，iJ.

惶惶。 134 愛爾蘭籍的耶穌會蔡伯德神父 (Patrick Joy) 以及祁

祖堯神父 (Gerard Casey) 亦被日軍逮捕，險死還生。 135 祁神

父曾於 1942 年向駐澳門英使要求英國撤走兒童，即因此身陷囝

固。 136 印人領袖如*茲醫于 (Frederick Bunjc) 亦被逮捕，也

有葡萄牙、菲律賓、意大利等岡籍的市民因為被指反日或非法

藏布收音機而被捕。 H 軍拉憲益和消防隊中發現有人協助英軍

服務|罰，遂認為 J商品港附近向lt隻損失慘垂是|均為華人間諜，拘捕

(~至少 30。 訊自服務英閻殖民地政府或擔任輔助警察的華人公

務員、數 1名船塢員工，以及來往兩地的小商人，甚平憲查和

英文《香港日報》的記者亦被牽連。 137 雖然憲兵在香港看似大

權從握，但盟軍戰機卻於 1943 年 9 月 12 日飛過香港時掃射其



位於舊最高法院的大本營。正如一名同乘僑民交換船離開香港

的加拿大警官指出，這吹攻擊使憲兵頗失面于，亦鼓舞 F華人 o

138 其後，日軍於 10 月從香港和廣東招募 203 名華人青年到日

人建立的警察學童受訓，成為憲查，以取代殖民地時期已經任

職的華人警員。 139 由此可見 H 軍以生計為號召，對部份華人仍

有一定吸引力。

由於敗象巳里，加上日軍大舉拘捕華人公務員、總督都在

香港的施政亦日見換散。當初大張旗鼓承諾的區會員選舉、地

區施政改革，以及開放經濟等政策均逐步減少或束之高閣，教

育、衛生、救濟等事業亦日見停滯。較島盛陸凹憶初到香港時，

發現滿城餓拜，絕非「東亞共榮」的成功例于 140

(香港) ......日漸面臨糧食、飲水、燃料、電力等生治必須

物資的缺乏，因而市民面有飢色，野有喝風縛，街學且會見

有無人照顧的遺屁。當時，有一種叫做 r..體搬運車 J 的

令人生懼的車箱，每日巡教清理路上的屍艘。路上的遺屍

越來越多，因為不僅是流浪的餓乎乎橫陳，就連有家的病死

遺體﹒也因為家族無錢埋葬，所以暗地襄遺棄以待「搬運

車」未免費處理﹒

為穩住人，心， 13 本政府特地於 1943 年呼召華僑領袖胡文虎到

東京晉見天皇，雅和首相東條英機見面。胡文虎向東條提到必

須為香港提供更多糧食，特別是緬甸的食米，而且總督部應該

放鬆對外匯的管制，使香港和東南亞華僑的聯繫和商業不致斷

絕。 141 可是，由於總督部已無能為力，東京政府又空吉援助，

市民只能依靠互助救濟生存。胡文虎遂於 1 1 月與八個本地米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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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集資軍票的，000，000 圓成立「民食協助會 J a 自周邊地

區搜羅米糧，然後以低於市價出售。 b 叫香港基督教總會亦成

立「消費合作社 J '從總督部獲得許可前往廣州、澳門等地購

糧，然後平價賣給牧師、信徒、養老院、孤兒院等 O 可是，互

助、慈善組織，甚至教會的協助只是杯水車薪 O 較島曾不止一

吹親眼見過有人在街上捕捉老鼠，甚至有嬰見屍體被挖取皮肉，

但憲兵亦不予理會。 143 憲兵仲山德四郎更曾提及有飢餓的野犬

襲擊無家可歸者。叫日軍憲兵利用登記制度嚴防市民在市內遷

移，而且新界境況亦壤，因此港九市民不能逃荒至新界，遂坐

困愁城 o 至此時，有能力離港逃荒者已近全部離開，餘下大多

是不能離開的貧民。

總督部至 1944 年已不能應付香港嚴重的糧食和經濟問題。

大東亞省在該年初要求總督部重新審規其人口和糧食政策，一

方面要繼續擴少人口，另一方面則要改變配給制度，由全民配

.~.只容許[直接協助日本軍敢J C 的人才可以購買配給米。

大東亞省的指示，出乎意料地引出了一殷有關日本統治香港的

性質，以及「泛亞洲主義j 和現實政治之間的討論。總督部民

治部部長市來吉卒，反對限制配給，希望上峰「慎重考慮 J '閃

為民食是民生最重要」環，亦牽動治安問題。 l有來認為，與廣

州不同，香港沒有足夠生產糧食的腹地叫而且廣東省又不願輸

出糧食(見第四章第二富有) ，只能依賴總督部交涉或走私，如

果停止部份人口的配給，他們的生計將出現即時危險，甚至使

a 叉稱中僑公司 υ

b 當時市價為每斤軍票 5.8 國﹒協助會則以 3.5 圈出售。

C 在日本軍政機構服務。

d 當時新界農產不足香港自給。



「兩年軍政的成果化為烏有 J 。他認為根本難以分辨所謂「直

接協助日本軍政者」與其他人口，而且亦要照顧協力者的家人;

可是，如果以「狹義的日本式家族」為定義，規模較大的華人

家庭會陷入危機，動搖人，心。

市來除了討論配給制度與香港地區行政的關係外，更認為

全民配給制體現了日本統治香港的目標，即為了示範{r l八絃

一宇 J 的理念卡，東亞各民族 1-lnJ驅逐英美勢力」。他認為

華民不可能被單純地分辨為「軍政協力者 j 與其他人，因為他

們全都服從日本統治，軍政當局對他們亦有一定責任，不能抱

著「我不關焉」的態度，任由「所謂協力者 J 以外的民眾「化

為市井餓拜 J '徒增敵人。若軍政當局限制配給政策，則無異

於把華人分為兩等，必然招致華人不滿。 145 市來對日本在港統

治的理解，顯然與東京，特別是海陸軍、大東亞省以及大藏省

等機構的態度南轅北轍。東京政府從來視香構為謀略工具﹒值

勤/海運墓地或經濟、金融中心，居民福祉或民心無足輕重。

有見糧食問題可能影響治安，長遠誠低香港的戰略價值，東京

自然毫不猶豫地要城少香港人口。可是，身在香港，曾長期在

台灣搪任殖民地官員的市來似乎仍然相信對日本政府揭黨的

「大E洲主義J '對華人人口抱有一定的家長式責任感，因而

難以同意東京的純軍事/經濟考量。

可是，市來的建議未被採納，總督部於 1944 年 2 月宣佈香

港的對外交通將被切斷，因此在 4 月 15 日起限制配始，只有在

日本軍政機構服務者及其「家屬 J 可以購買配給米。 146 總督部

控制下的傳媒亦間接承認日本已放棄照顧大部份人口， (華僑

H 報》寫道 I其望本港民眾諸君能仿效(其他)城市間民，

各自另行設法，務使其牛活狀態，能變成適合於戰時需要。 J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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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放棄照顧近半人口，即使慈善組織協助，香港的糧食問題

依然嚴峻。面對無助的市民，總督部、憲兵隊及其喉舌媒體只

能把問題推卸給「謠吉」、「不法米商 J a 、「神經過敏 J b 的

購糧者，甚至謊稱大量米糧到港的消息，冀望平抑米價。叫自總

督部又祭出面對各種問題時的老辦法，即集中米商，在 1944 年

底成立「米商聯合會 J '企圖以中央號令控制米價，但收效甚

么趾 149
1;>11 。

肆、戰爭後期狀況急劇惡化

至 1944 年中，市面的情況比一年前更差。所有公共交通以

及服務如非全面停擺，就已經削減至象徵式服務或只許日人使

用。汽車亦只剩下淪陷初期的四成，手推木頭車則成行成市。 1到

由於煤農輸入一直攝少，總督部在 6 月再吹削械電力供應，電

艦只能在下午 8 至 10 時使用，升降機、風廟、電車等全部停用，

蟬.庫，會 8 月停止。圳市內公共交通幾乎全部停止後，繪督部

成立三輪車以及人力車等商會，管理碩果僅存的交通工具。惜

這些車輛收費日間每站軍票一圓、夜間每站軍票一圓五分，三

輪車最多只能乘坐四人，其效率可想而知。 7 月，軍政府為建

造更多木船，逐取消柴薪配給，並關閉倉庫。自此，市民只能

冒險閃出張羅柴薪，或從黑市付高價購買;戰爭結束時，香港

大部份III娟的植被已被砍伐一空 153 有日兵甚至和華人合作，

違令砍伐樹木，並在黑市出售。 154 E3軍和 10 月把 120 節九廣

鐵路的車廂以及剩餘的枕木和鐵軌送往廣州，間接承認不再雄

a 固積居奇的商人。

b (華僑日報》詣。



持九廣鐵路的運作。 155 缺乏燃料亦阻礙市內供水。 156 1944 年

11 月，較島從日本述職凶港，認為香港狀況已近絕塑 157

離別二月後重見的此一港埠景象，雖沒有巨大變化，只是

令人覺得整座城市疲憊不堪，民眾生活也是艱苦。我頓時

察覺這是一向自外輸入的主要食品米糧或肉類，已瀕臨斷

絕奇缺的地步..

每人臉上再也看不到明朗的氣息，反之卻有 f柔情不安之

色。最犬的原因是生活困窮﹒日益嚴重... ...海路完全無法

通行﹒香港仰賴外地的物資不能進口，大眾的糧食已到了

米珠薪桂的地步，按著物價也扶搖上升，無業游民充塞街

巷。面臨餓斃的不安日子已逐漸沉重。

至此時，歌舞昇平、一切如常的幻靠已徹底幻截。一名，會短暫

國港的華人向她在美軍服役的親戚提到香港在 1944 年中的敗壞

情祝:商店只有質量奇差的貨品或冒牌貨、食物短缺、日人士

氣低落、市民隨時被捕，只有「家財百萬的人才可以撐下去j

158 即使總督部於 1944 年 II 月成立「新聞協會」收緊盲論，並

重申所有出版物均須官員過目 3 仍無補於事。 159 官方控制下的

新聞宣稱的日軍戰果誇張得離奇，使人甚至懷疑這是記者們的

無聲抗議。 1944 年 1 1 月， <香港東洋經濟新報》提到日軍在

菲律賓獲得「史上未見的大戰果 J '包括擊沉擊傷的艘美國航

空母艦、 16 艘戰列艦，以及大量其他軍艦和船隻 o 160 亦有香港

華人報人精心撰寫宣傳文章，使讀者 l可以從中推敲戰局的真相，

例如「有時前頭排上一段 rR 軍進玫Jl '後面就來一段『美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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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陸~ ，跟住就是一段『全員玉碎 a~ 用這樣的方式來襯托，

對照J 0 161 

戰爭進入最後階段，香港亦於此時成為前線。居民除了

面對經濟蕭條、糧食不足、官憲壓迫外，更面臨盟軍空襲。自

1943 年 7 月開始，盟軍開始利用十架或以上的 B-24 重型轟炸

機編隊攻擊香港，這些偏隊從高空投下大量炸彈，雖然使日軍

蒙受不少損失，但亦對市區造成重大破壞。早於 1942 年 2 月，

日軍已把市區的防空牆等公共掩體拆去，使市民遭遇空襲時傷

亡更重 o 162 1943 年 7 月至 12 月底，這類轟炸曾出現五坎，至

1944 年則只有兩吹， 1945 年則有七吹之多。 1944 年轟炸吹數

減少，主要是因為日軍在中國大陸發動攻勢，使盟軍被迫放棄

湖南和雲責地區的機場，加上盟軍改變戰術，以小部隊伏擊日

軍船聾，而不是攻擊香港的設施。可是， 1944 年的空襲仍造成

大量偈亡。如前述， 1944 年 10 月 16 日，第 14 航空軍攻擊九

﹒姆搗期間，都份炸彈落在缸喝市區，造成逾千人傷亡。回軍

把灣成道一帶的防空洞改為油庫，不許市民進入避難，使死傷

更為慘重。制橫行無忌的憲兵亦不得不在其總部前的棍球場挖

掘防空洞。制

為應付盟軍反攻，東京當局除了調集大量部隊集中於香港

和廣州之間的地區，並和總督部擬定「華南自治政策」外，更

於 1944 年底要求日僑和部份非必要人員撤走，更中止了「忠、靈

塔」的工程。悶此舉代表日本把香港轉化成屬地的計劃正式壽

終正寢 O 總督部隨即實施「現地徵集 J 166 ，迫令所有在港日人

a 戰爭{長期，日本大本營的公報多以[玉碎」委婉地表達某處守軍全軍覆沒。



成為「戰爭預備員 J '準備以竹槍等武器抵抗。 a 被迫參與訓練

的較島直言 167 

時局已日漸惡化，日軍在各戰場無不連戰皆敗貴不成軍。

本來這種消息即使對日本人也是秘不發表的，但香港因地

理闕 1，章，是個無法防止或杜絕外訊的地方... ...可以料到中

國上層階級或第三國人﹒對於日軍在南方戰場的敗訊，或

日本本土正遭受痛擊的情形，到某種程度，必定時早已知

悉而心照不宣的。

..開始所施的訓練是拿起不成武器的「武器」一一名為

「什槍」之類的東西，學習防衛，或練習一旦受到夜間偷

襲時的制甸前進等。然而這種行為並沒有顯示戰力的增

強，反之，更緣于全港居民以強烈的「日本軍力已到了自

幕途窮」的印象。

根據美軍戰後調查，有 68% 的日本人在 1945 年初已認定日本

將會戰敗，只有 28% 的人寧願戰死亦不願投降。 1的雖然數字

有後見之明的影響，未必準確，而且未有關於在港日人想法的

調查，但日軍士氣低落似為普遍現象。戰爭後期仍可在香港自

由活動的法國人塞西 (Raoul de Sercey) b 提到不少日本軍官知

道大勢已去，只是心存僥倖希望盟國會借助他們抵抗蘇聯而對

他們網開一面。 169 面對社會瀰漫戰敗的覺悟，憲兵隊長野問賢

之助只能把所有責任推卸市民，指他們造謠生事，更聲言重罰

自 1944 年 11 月，日軍命令在港日人全部要接受軍事自11 練。見 "Kweilin Intelli

gence Summary No. 78 ," 22/12/1944, ERC, EMR-1B-05, HKMP 
b 他~在中國郵政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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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謠者。 170 1944 年 12 月 24 日，渡船攝南丸載者數百人從港島

出發，駛至晶船洲時被第 14 航空軍的飛機擊況，船上 348 人死

亡，包括華民代表陳廉伯。嶺南丸的沉沒，似乎預示著 194月年

l 月至重光期間香港的命運。

伍、空襲對香港社會的破壞

1945 年初開始，美

國遠東航空軍加入轟炸香

港的行列，其戰術以大編

隊地觀式轟炸為主，而

且規模多達 40 多架甚至

60 架(見附錄十三)

香港市區空間接小，此種

戰備自然會造成大量平民

傷亡。餃島回憶 1945 年

「美軍機群的轟炸突趨熾

熱I! J '而且 r 8 本軍用

機已完全無力招架 o 171 

其時，主要建築物如九龍

貨倉和尖沙咀車站均被漆

成迷彩，不但毫無保護效

果引更使市民感到危在旦

夕。 172 1945 年 l 月 21 R 、

圖 7 : 1945 年 2 月 21 日灣仔遭受
空襲後的慘況 I 照片拍攝地點為船

街，團中山頂司見日軍興建的忠靈

塔 a ù (Tokyo Air Raid Museum) 

a 特 tlt O烏海j Michael Hennessy 、 Jeremy Austin 、 Filupe Loupe 、 Bill Lake 、 Alun

Chisholm 、 Thomas Yip 、 Victor Li 、第耀(侖，以及 Jeff Li 諸位先生找出照片相
攝地點。



第 14 航空軍的 30 架 B-24 空襲海軍船塢，部份炸彈落在灣仔一

帶(圖 101 0 23 日的《香港日報》聾稱美軍炸毀冊。問房屋，

炸死逾千人，另有數千人受傷。英軍服務團亦提到空襲共至少

炸死 1 ，000 名住在灣仔的日人並炸毀 1.500 間房屋，但亦使數千

華人死傷 173

4 月 3 日，的架 B-24 轟炸機在 4，000 米高空( 13 ，000 呎)

投下 164 噸炸彈。 6 月 12 日上午，遠東航空軍派出 62 架 B-24

轟炸機配備凝固汽油彈 (napa1ml 空襲海軍船塢以及避風塘，

但大量炸彈落在市區。據謝永光記載 174

1945 年 6 月 12 日上午 10 時 20 分，美機 59 架 a 分批空襲

香港，這一次投下的是燃燒彈，港島中王震區房屋多棟被焚

毀。永吉街隆羽茶室門前、皇后大道中的中央戲院、江蘇

酒家對面及蘇杭街住宅多練中彈。由於中彈的多屬蓄水

樓，每練中彈後即發生大火，無法灌赦。一直到燒到過頂

為止﹒ .. 

這天美機入夜仍來襲，擲下大量燃燒彈，炸彈投中地面時

爆間膠臂的東西 b黏著人、牆、銅窗就會引起燃燒。時在黑

夜，事出這F卒，著火焚燒的人，無法自救，只好在地上打

滾，狂呼救命。

所幸，這是香港戰爭期間唯一一吹遭到燃燒彈攻擊，而且太平

洋戰爭亦於兩個月後結束，使香港免受更大破壞，甚至和東京、

日 當日出發者 62 架。

b 膠狀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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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廣島、馬尼拉等日本本士或日軍佔據的大城市面臨同一

命運，遭到毀滅性的打擊。

陸、戰爭末期的新界

在新界，日軍實行各項禁令，限制鄉民在山嶺活動，違者

「處以軍罰 J ({ 1 943 年佈告第 3 號} r關於取締保護山林之

件J ) ，鄉民難以繼續日常生活。許舒在戰後訪問鄉民，發現

他們大多因為日軍禁令而不能採藥、收柴。 175 不少鄉民甚至不

能拜祭祖先。日軍又搶奪鄉民物資，甚至不時虐殺懷疑反抗者

或游擊隊，並於遇襲後向村民報復 O 前雖然新界農業頗有規模，

但面對日軍的無理徵收 a 加上缺乏燃料和肥料，因此許舒認為

「在(新界)不少地區，鄉民的苦難與市區居民不相伯仲j 。們

戰爭後期，鄉民已開插進食樹根、草或讀蘿芯，新界農地的地

價更因而下跌 b 部份更跌至原價的三分之一，說明農業凋敵的

情視。惆

梁、重光前饑荒將臨

在 1945 年初開始，香港的糧食問題已到絕望階段。由於

1944 至 1945 年的冬季特別寒冷，新界農作物失收，使一向尚

可自給自足的新界亦步向香港島和九龍的後塵。男一方面，總

督部自 1944 年 12 月開始再吹收緊食米配給，連協助 H 牛;軍政

者的家人亦失去配額。此舉使通貨膨脹急速惡化: 1944 年 1 1 月，

食米每斤軍票 8 圓、 ~3 月升至 38 圓、 5 月底已達 l的圖，年

a 例如. 1942 年日軍在部份地區E徵收四成農作物。

b 在新界進行不少回腎考察的史家許舒特別提到這是受訪者 生(堇見酌情況 O



中更升至 200 多圓一斤之譜。 179 日軍投降前兩週，香港已成飢

餓之城， r每日死於飢餓者，數達 70 、 80 之眾 o J 1ω 至此，日

本在香港的軍政巴藥石無靈， 1E!控制總督部的 H 本第 23 軍卻無

投降打算 ， J曳的I迫令日本僑民備戰，大有「玉石俱焚J 之決心。

如日本本土繼續抵抗或拖延投降，則香港和廣州在 1945 年秋冬

將可能出現比 1941 年 12 月底奈 1942 初更為嚴重的人道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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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司徒永覺與淪陷時期
的香港衛生

重光後，曾於 1942 至 1943 年擔任日人醫務顧問的前醫務

總監司徒永覺醫生於 1946 年撰寫《香港醫療及健康狀況報告》

(Report on Medical and HeaJth Conditions in Hong Kong) 

說明日據時期的衛生狀況。雖然他承認撰寫報告時數據不足，

而且日人在投降時把不少資料銷毀，但報告內容與英軍服務團

的紀錄以及戰後的口述紀錄大致吻合。本節主要利用司徒永覺

的報告、總督部的報告，以及其他中、英、日資料討論香港在

日攝時期的醫療衛生問題。

戰前，港九新界有多間合立和私營醫院、傳染病醫院、孤

兒院，以及地區診所和藥房等。政府和市政局亦提供定時清理

夜菁、收集垃圾 a 、峽屍火葬、清理食水、屠房和餐廳發牌、

街市和小販管理，以及防止蚊患、鷹疾和其他傳染病的服務。

香港大學以及政府有實驗室研究瘡疾等傳染病。至 1930 年代

末期，香港社區已設立了醫院門診服務、公立醫局 (Public

Dispensari肘，共十多所) 、福利中心在直洲地區堪稱完善。

由於 1937 年後有大量難民湧入香港，迫使殖民地政府投放更多

貨源改菁公共醫療。 1938 年天花疫潮爆發，共有 2，327 人染病，

其中 1 ，833 人死亡。望年，政府為 1 ， 125 ，871 人接種牛痘，使該干f

染病數字為 l憫人。 181 公立醫局亦為 Ttf 民接種霍亂疫苗，並檢

奇來往船雙的乘客。 182 為照顧難民，香港政府於錦悶、馬頭漏、

a 以牛頭角佐敦谷為堆填區。

b 嬰兒福利中心，西區、灣仔、尖沙咀各 所。



亞皆老街、北角四地設有難民營，粉績和京士柏則有孤兒院。

在軍政廳時期，第 23 軍軍醫官江口豐潔任衛生廳主管，

其主要工作是接管港九醫院，轉移傷者和病患，以騰出空間照

顧 H 軍傷兵，以及與華人領袖交涉輸入娟妓和建立慰安區的問

題。日據初期並無任何公共醫療服務可吉，街上有大量死屍和

垃圾，自來水和夜香收集服務均已中斷，市區積累大量廢物和

糞便，霍亂等疫症已開始蔓延。 l 月 1 日弓衛生廳的江口中佐

召集市政局和香港政府的衛生人員，包括司徒永覺等英籍官員，

要求他們繼續負責衛生工作。 183 軍政廳首先恢復的服務包括清

理夜香( 1 月 18 日) ，廢除了定時兔費清理夜香，成立香九糞

務公司執行收費服務，費用為每月港幣一元起，按樓層遞增。

叫司徒永覺直吉這是一個倒退。喵雖然九龍在香港戰役期間

少有受戰火破壞，但留在九龍協助維持公共衛生的飛利醫生發

現日軍軍官雖然顧意和他討論，但日軍士兵並不會作。呦..

都成立後不久，大部份港府醫務衛生人員被送往赤性拘留所，

只餘下充任「顧問 J 的司徒永覺、兩名醫務官、一名衛生官、

六名衛生督察，以及一名會計文員繼續工作。 187 司徒永覺之

所以被允許繼續工作，主要是因為總督部醫官江口豐潔取得酒

井降和磯谷廉介同意讓他繼續工作，並照顧被囚於拘留營的盟

國市民。 188 司徒永覺在 1943 年 5 月 3 日被捕前不斷和日人交

涉，被部份憤世嫉俗的英籍市民認為他如此積極，只為了在戰

後從英國政府得到爵位作為獎勵，被戲稱為「佩西爵爺 J (Sir 

Percy) 甚至有人認為他已投日。 a 189 幸好，倫敦種民地部的

a 司徒永覺確曾經英 l劉駐澳門使館向倫敦要求儘快給他爵位，使他可以「更有效

應付日人 J 0 “ From Lisbon to FO," 8/7/1942 , TNA, FO 371/3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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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司徒永覺輿論陷時期

的香港衛生

重光後，曾於 1942 至 1943 年搪任日人醫務顧問的前醫務

總監司徒永覺醫生於 1946 年撰寫《香港醫療及健康狀況報告》

(Report on Medical and Health Conditions in Hong Kong) 

說明日據時期的衛生狀況。雖然他承認撰寫報告時數據不足，

而且日人在投降時把不少資料銷毀，但報告內容與英軍服務團

的紀錄以及戰後的口述紀錄大致吻合。本節主要利用司徒永覺

的報告、總督部的報告，以及其他中、英、日資料討論香港在

日據時期的醫療衛生問題。

戰前，港九新界有多間公立和私營醫院、傳染病醫院、孤

見院，以及地區診所和藥房等。政府和市政局亦提供定時清理

夜菁、收集垃圾 a 、校廣火葬、清理食水、屠房和餐廳發牌、

街市和小販管理，以及防止蚊患、擅疾和其他傳染病的服務。

香港大學以及政府有實驗室研究擅疾等傳染病。至 1930 年代

末期，香港社區已設立了醫院門診服務、公立醫局 (Public

Dispensari肘，共十多所) 、福利中心 b 在亞洲地區堪稱完善。

由於 1937 年後有大量難民鴻入香港，迫使殖民地政府投放更多

資源改善公共醫療。 1938 年天花疫潮爆發，共有 2，327 人染病，

其中 1 ，8的人死亡。零年，政府為 1 ， 125 ，871 人接種牛舟，使該年

染病數宇為 198 人 181 公立醫局亦為市民接種霍亂疫苗，並檢

杏來作船隻的乘客。他2 為照顧難民，香港政府於錦田、馬頭浦、

a 以牛頭角佐敦谷為堆填區。

b 嬰兒福利中心，西區、灣仔、尖沙咀各 所 o



亞皆老街、北角四地設有難民營，粉嶺和京士柏則有孤兒院。

在軍政廳時期，第 23 軍軍醫官江口豐潔任衛生廳主管，

其主要工作是接管港九醫院，轉移傷者和病息，以騰出空間照

顧日軍傷兵，以及與華人領柚交涉輸入娟妓和建立慰安區的問

題。日據初期並無任何公共醫療服務可言，街上有大量死屍和

垃圾，自來水和夜香收集服務均已中斷，市區積意大量廢物和

糞便，霍亂等疫症已開始蔓延。 1 月 1 日，衛生廳的江口中佐

召集市政局和香港政府的衛生人員，包括司徒永覺等英籍官員，

要求他們繼續負責衛生工作。 183 軍政廳首先恢復的服務包括清

理夜香(I月 18 日廢除了定時免費清理夜香，成立香九糞

務公司執行收費服務，費用為每月港幣一元起，按樓層遞增。

叫司徒永覺直育這是一個倒退。叫5 雖然九龍在香港戰役期間

少有受戰火敵壤，但留在九龍協助維持公共衛生的飛利醫生發

現日軍軍官雖然願意和他討論，但日軍士兵並不合作。呦..

都成立後不久，大部份港府醫務衛生人員被送往赤柱拘留所，

只餘下充任「顧問 j 的司徒永覺、兩名醫務官、一名衛生官、

六名衛生督察，以及一名會計文員繼續工作 187 司徒永覺之

所以被允許繼續工作，主要是因為總督部醫官江口豐潔取得酒

井降和磯谷廉介同意讓他繼續工作，並照顧被囚於拘留營的盟

國市民。 188 司徒永覺在 1943 年 5 月 3 日被捕前不斷和日人交

涉，被部份憤世嫉俗的英籍市民認為他如此積極，只為了在戰

後從英國政府得到爵位作為獎勵，被戲稱為「佩西爵爺( Sir 

Percy) 甚至有人認為他已投日 o a 1 日9 幸好，倫敦殖民地部的

a 司徒永覺確曾經英國駐澳門使館向倫敦要求儘快給他爵位，使他可以「更有效

I!!付日人 J 。“ From Lisbon to FO," 8/711942, TNA, FO 371/3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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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認同他只是為了維持香港衛生而和日人合作。叫日軍則指

司徒永覺是英國在香港情報組織的首腦，對他嚴刑拷問，並送

往赤柱監獄，港府衛生人員照顧市民的活動被迫中止。

在戰爭期間，總督部的首要任務是確保香港成為日本進攻

東南亞的後勤基地，因此其衛生政策主要針對防1上傳染病及性

病的擴散。當時，香港最流行的傳染病為霍亂，在 1942 年 l 月

至 3 月間有 618 人染病，並以每日 15 人的速度擴散。 191 至 4 月，

已有 1 ， 195 人染病。下表的「霍亂檢查數」是港口衛生部門對

入境人士進行的檢查，只發現了五宗。 192 絕大部份霍亂患者均

屬本地感染，成因顯然是淪陷後衛生情況惡劣。因此，總督部

集中處理清理街道、消滅蒼蠅，以及為市民接種等問題。在 4

月，總督部共進行不少檢查和接種疫苗，詳列如下 193

表 26 :軍政廳和總督部的防疫檢查和注射疫苗數字， 1942 年

| 項目
霍亂檢查數

霍亂預防接種 | 

缸瓦一一一「

3:11 
檢疫戶數 57 ， 981 戶

一一」

檢疫人數 294 ， 536 人

種痘數 | 呵，875 人

4 月，衛生人員在街上收集了 3.895 具屍體，可見仍有大量市民

餓死(或因為飢餓而病死) ，而且衛生情況仍極為惡劣。叫可是，

一名仍可自由活動的俄籍市民亦提到至少在中西區市面的情況

已有所改善。 195

如前述，日軍接管了香港大部份醫療設施作軍事用途(詳



見第六章第三節)。九龍一地只有廣華醫院 a 為一般市民服務，

香港島則只有東華醫院、那打京醫院 (Nctherso1e Hospita1) 

聖保祿 (St. Paul' s Hospita1 '又稱法國醫院)、養和醫院、聖

方濟醫院 (St. Francis Hospita1) 以及贊育醫院 b繼續運作，但各

院人于和資源亦因為入口斷絕以及醫護人員被殺害、拘禁、驅

逐，或自行離開而極為緊張。歌頌日本軍政的刊物強調當局重

視市民健康和衛生，但總督部卻徹底破壞香港的社區醫療服務。

大部份醫院門診服務均於日據期間中止，只餘下五個繼續提供

少量服務，而且只有為日人工作者可以享受免費服務。 196 全港

亦只剩下 13 個公私營診所 197 戰前遍佈港九新界的公立醫局

則幾乎全部關閉，其中設備最完善的九龍城醫局則於擴建敢德

機場時被拆毀。三所福利中心的員工雖然竭力保留設施和物資，

司徒永覺亦多故向日軍要求重開中心，但毫無成果。庇利夫人

福利中心在一吹空襲中被掠去大部份物資，西區福利中心變成

傳染病院，尖沙咀福利中心則變成九龍地區事務所的辦公室。凹

幸而，大部份醫院在戰爭期間均未遭到攻擊，只有聖保祿醫院

於 1945 年 4 月 4 日盟軍對海軍船塢的空襲中被擊中。 199

雖然日軍極為重視傳染病，其防治工作卻非常混亂。佔領

初期，曾有二三數區政所舉行「滅蠅運動 J '蒼蠅二兩可換得自

米一斤。報載市民頗為踴躍，一方面可見當時糧食奇缺，另外

亦可見市面因有不少垃圾和屍骸而怖滿蒼蠅 2∞當局又為大量

人口注射霍亂疫苗，並以此為分派食米配給證的條件。可是，

由於行政混亂，有市民重複注射以獲得更多食米配給證出售，

a 只有約 200 至 300 張病床 o

b 產科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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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因為注射過度劑量而亡 201 司徒永覺提到疫苗的質量甚差，

甚至被污染，使被注射者出現嚴重副作用。疫苗的價格愈來愈

貴，質量卻每下愈況。 202 日軍幾乎把全部醫療實驗室關閉，又

充公器具和書籍，使研究停滯不前。供水系統在台拓管理下日

益敗壞，積水或可能儲存積水的容器無人處理，使之成為蚊蟲

和盧疾的溫床。雖然日軍聲稱香港並無疫症，但七成在 1945 年

8 月前往筒糞灣和香港仔公立醫局的市民均罹患雇疾。司徒永

覺認為，如日軍繼續據有香港，則該年最後一季將爆發大規模

疫症。 203

由於缺乏車輛，垃圾被堆積在堅尼地城、←公花園、皇仁

書院、獨仔公園 (Southern Recreationa1 Ground) 、筒糞灣、

九龍城以及大角咀等地，或被隨便技進維多利亞港中，未有集

中處理。總督部其後要求各區所自行處理垃圾，更使街道衛生

進一步惡化。別處理遺體的收費如此高昂，使不少市民被迫把

親人撞值裹在踏遍。 m 面對日益嚴重的衛生問題，當局不但未

有解決方案，更把任何違反規定的情況視為對其權成的挑戰，

動輒訴諸嚴刑峻法。例如，工人梁海回憶日軍憲兵曾因為其工

場飄出紙屑而將其僱中打死。 206 此舉不但於衛生而吉徒勞無

功，更加深被統治者的仇恨。不論民政官員上有何政策，憲兵

和憲杏在實際操作層崗的暴力均使其效果打土折扣。

香港投降後 ， ，t~vJi浦、由皆老街以及北角難民營變成英聯

邦軍的戰俘營(詳見第/了章第七節) ，錦出的難民營被強行關

間可其英籍主管被殘殺。北角難民營性 1942 年初被改為強制

歸鄉者的集1)1 }也可但由於營|人.J 1:農境和伙食 Jit、詢、不少難民離開

香港前已的死r' _- ù 將}慎孤兒!吭t[lJ 被仙 HJ 為w:脅，只有京 L柏弧

兒院干1:戰爭期間繼續運作。的港府醫務人員丹:可支撐下可營中



l ， 300 名孤女在重光時只有約 l30 人生還。 207

市民營養不良，加上醫藥不足，而且社區衛生、公共醫療，

以及疾病防控工作全面崩潰，日據期間市民的健康狀祝可想而

知。反映人口的健康狀況的出生率亦異常低落: 1944 年 7 月，

九龍只有 500 人出生 208 司徒永覺總結道 209

雖然實際戰鬥期間的死亡人數有限(約1.100 名官兵和一

倍市民) .但死於其後的暴力和飢餓的人數，特別在 1942

年悶，貝1) 高得可怕。在日據時期，人口由 1.500.0(削減至

500.000 。入侵者聲言要減少人口。他們目的已達，卻為市

民帶來莫大的代價和痛苦。

(日軍)有象統地使大量人口長時間處於飢餓狀態一一超過

三年半一一此象對社區的健康影響深遠﹒.....這個鐘民地的

衛生被一個聲稱擁有極高衛生標準的民接嚴重放績。會民

被李*大部份醫療和樹生服務，主要，龍被日軍f占用，母

嬰院、兒童福利中心以及公共醫局被關閉，重要的時治建

疾工作被棄如敝履。可是，這個一面倒的陰鬱故事仍有其

另一面:兇殘的入侵者給予英人一個機會，使他們可以向

年輕的中國人顯出誠意，共同重建一個史進步的新香港。

英國太平洋艦隊在 1945 年 8 月下旬陸續到達香港之時，市區的

衛生狀況已陷入谷底，使接收工作間難重量。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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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日據時期的教育

戰前，香港雖然尚未推行普及教育 3 但學校數量以及教學

質素均在亞洲數一數二。全港當時共有 1 ，300 間公、私立中小

學校，學生 110 ，000 人 210 日軍攻港期間，不少校舍遭到搶掠

或被佔用，香港大學的圖書館、實驗室等都遭到劫掠，藏書、

儀器均被充公。數所較大規模的院校校舍如喇沙、拔萃書院等

則被日軍充公作軍醫院或軍營之用(詳見第六章第三節)

在軍政廳時期 9 日軍關閉所有學校並建立「教員講習所」

企圖重新訓練教師。 211 淪陷個多月後，日人控制的《南華日報》

已有社論提及在香港推行教育改革，以消滅「英美影響」並改

造港人的「國民性J '並且使之不被國民政府「利用抗日 J : 212 

過去香港教育，成為英帝國主義者東方通民地文化之尾巴;

美人以教育作手段，以教育作工具，以實踐文化侵略陰

謀. . . . . . (戰前)香港教育的特徵'是極端英美式的個人主

義.，. ...因之在香港教育下之青年，一方面是荒淫無恥，一方

面是萎靡浮囂，非但不足以任事工作，並且是社會寄生蟲。

英美之侵略中國，一方面是勾引買辦勢力，一方面是聯結

重慶政權;渝蔣為發揮其妄戰機徒，以誘惑海外廣大同胞，

往往利用教育工作為基礎，此正是英美帝國主義者所企米

的;故自中日事變以後， I妄戰教育 j 之在香港，能得到

立足環燒之根源。於是華僑教育機關變作妄戰之宣傳號

筒﹒純粹之青年學子，被誘至滅亡途上... ... 

香港教育應該是中日兩國文化溝通中之一部份... ... (其任



務是)從介紹日本文化中來學習日本... ... 

國民性之改造是一元性的和永久性的，關於這一方面，重

要的莫如國民心理建設:以中日永久親善，大(泛)亞洲

主義，三民主義為國民心理建設之原則。

總督部接手後 3 即於 1942 年春推行一系列的法例和政策 3

建立以日本月解的「東洋文化 J 為主導思想的教育體系。該年

4 月起，總督部頒佈《日語講習所規定) (11942 年香督令第

15 號 J ) 、《私立學校規貝IJ) (11942 年香督令第 16 號 J ) 

以及《私立幼稚園規則) (11942 年香督令第 17 號 J )後，

才容許各私立學校申請繼續辦學。為彌補高等教育的空缺，並

訓練華人教育及政府行政人員，總督部又於 1943 年 3 月頒怖《官

立東亞學院規程) (11943 年香督令第 11 號 J) ，建立分為

普通科(招收小學畢業者，課程一年)以及高等科(摺牧寓中

畢業者，課程兩年)的「東直學院J '但該校於 1943 年 5 月創

校時只有 122 名學生，其中 23 人就讀高等科。至年底，學生人

數亦只有 126 人，影響力有限。 213 在日據時期下，教育內容和

語吉均受限制。總督部成立日語講習所，畢業者或於總督部工

作，或於學校教授日語。當局亦要求部份上課時間以日語教學。

至 1943 年春，總督府聲稱全港有 6，920 人學習日語，包括學校

學生。 214 可是，即使日人強制市民學習日語，但只有少數人能

操日語，廣東話仍是主要語吉。 215

至 1943 年初，香港只剩下 34 問學校，學生總數 3，300 人，

遂有張慧真「從十一萬到三千 J 一語，可見日本常局對教育的

摧殘。雖然數字於該年年底增至小學 27 所，中學1.">所，學牛:

16 ，346 人，但仍與戰前數字相Ji!fî其遠(表 27) 0 216 至 1944 年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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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數字又再降至只有 4， 300 人。叩

表 27 :日據時期學校和學生人數， 1943 年底加

亡工再一一斟酌一叫)一J
| 小學 27 9,657 4 ， 98θ 387 

| 中宇Cl_: 15 一三壘 605 一 111 了

華仁中學校長博育賢在戰爭期間的經歷，頗能說明日據期間辦學

者的困難。 1942 年 4 月，總督部召集了部份中文學校校長見面，

容許他們繼續辦學，而且未有阻止他們的宗教教育。博氏為中

立國愛爾蘭人，未有被囚禁，而且日軍亦容許耶穌會的中立國神

父們自由活動，因此華仁學校得以於 5 月重聞。重開時，學校共

有 172 名學生，最多時亦不過 250 人，而且只有 30 位學生在戰

前已經就讀於華仁，可見原有學生大多已因為戰亂而流離失所。

當時教師失業者慰，但當局規定學校只能收取一定限額的學費，

因此教師們即使可以繼續任教，但亦必須身兼數職維生。 219 至戰

爭後期，華仁的神父只能向富有的華人借款維持。 220

在戰爭期間，學校被迫出售教學用的化學品以支持運作，

其後總督部要求學生以白米為學費，使經營更為困難。學校亦

要承受當局的政治壓力。→坎，一名憲兵軍官1年巡視期間發現

寄存在校內的英籍人士行李中有一面英國國旗，即勃然大怒，

聲稱眾神父「通敵J '最後要博育賢面見憲兵隊吋令對問賢之

助才得以解決。 221 日軍又曾要求博育賢於電台發表支持 H 人的

演說，但他卻以「海中7.，~側有鹽 1 為演講主題。從博氏的敘述

中口j 看出，雖然軍政當局希望控制教育， 11:i}J，能流於形式。至

戰局惡化，盟軍在港抗 H 組織在 1943 年被發現後(見第六章第



七節以及本章第六節無計可施但杯弓蛇影的軍政當局又要

求學校評估其「道德」、 「東亞文化 J '以及[協和精神」的

教育成效。日本第 23軍接手香港後，控制教育的于段愈見拙劣。

博氏提到日軍憲兵曾於一次空襲後不久 a到學校要求學生問答以

下問題

誰是中國領柚?

何處是中國首都?

舉三個日本歷史中的英雄

如果英人回歸香港﹒您將如何應對?

有學生率真地回答將會歡迎英軍，使校方上下搪心日軍會關閉

學校。 5 月 29 日，博育賢收到總督部來信，信中列有以下問題:

「貴校教育目的、香港教育之缺陷、有何突出問題、貴校有何

對策、如何增進(日人和華人的)了解、 (校長)對戰事的看

法」。最後，日軍指示博育賢到總督部報到，通知他關閉學校

的決定。可是，閉校不足一月，戰爭即已結束。 222

一眾艱苦經營的學校亦要面對戰火威脅。位於灣仔的華仁

雖然與船塢等主要目標距離頗遠，但美軍飛機大多從高空投彈，

校舍仍有機會被擊中。 1945 年 l 月 21 S 的空襲期間，博氏等

親眼目睹美軍誤炸灣仔民居，將數條主要街道夷平，但華仁則

僥倖脫險。 223 可是，並非所有學校均如華仁般幸運:女日前述，

紅翩街坊公章，義學即於 1944 年 10 月被炸彈擊中全毀，數百師

生罹難 O

a 種為 1945 年 1 月 16 問美國海軍第 38 特遣艦隊空軍是香港 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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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被日軍拘留的盟國市民

董、赤柱拘留所的建立

戰前，全港有數千名外籍居民，包括政府官員、司法人員、

技術人員、警察、商人、醫護人員、教師、記者等以及其家眷，

其國籍包括英、美、澳、組、加、荷等關。在作戰期間，他們

多數被集中在港島西面各地，由疏散專員負責照顧 224 香港淪

陷後約一週，他們尚可以自由活動，但只有少數人得以逃出香

港，例如女官員夏飛麗。 l 月 4 日，軍政府命令所有敵國平民

集中在中環美利兵房的操場，然後把他們送到附近的六國酒店

等酒店居住。該地環境極差，更要多人同居一室。 225 正如愛默

生 (GeotferγEmerson) 指出，其時日軍尚未考慮如何處理敵國

平民，可見日軍的戰爭準備如何不足。 226 有被拘留的殭民地官

員建議日軍把盟國居民全部集中在山頂居住，但日軍拒絕接受

英人意見。其他地點如喇抄書院亦曾被考暉，但日軍將其改為

香港陸軍醫院第 2 分院。最後，日軍在 l 月底把盟國居民送到

本為聖士提皮書院的「赤柱收容所 J '該地位於赤本主警局和赤

柱監獄之間。所有港府官員，除 F輔政司詹遜外，均被送件拘

留所。

拘留營開始運作時，營內干f約 1.300 名則性、 1 ，000 ~女

性 )\1f!有百多名兒童，其中約 2，460 人為英籍 h 另有 311 名美

國人，以歧 67 名布蘭人 O 的 iE戰爭期間，只有少數被拘者從

營內逃走『包括許港大學教授主|叫棟、臀而j 譚[丘 (Sup. \'\'a1tcr 

a 包括英、澳、紐、加拿大等。



Thompson) 、美國記者愛潑斯坦 (Isracl Epstein) O 228 至於擁

有葡萄牙、瑞士、愛爾蘭，以及瑞典等中立國國籍的居民，貝IJ

可以繼續白由活動，但飽受缺乏物質之苦和憲兵隊的監視。香

港各外資銀行的大班及主要職員則被集中在「新華?商店 J (Sun 

Wah Hotcl) 每日繼續土班協助清盤事宜，至 1943 年 6 月 4

被拘留。 229 約 800 名非盟國國籍的軍人家屬 a 貝IJ暫可自由活動，

至 1943 年 3 月才被送往玫瑰崗的聖大亞伯爾修院 (St. Albert's 

Hal! Conventl 集中拘留，但營內環境惡劣，最後於 1944 年被

送往澳門 0 230 1943 年 9 月初，意大利投降後，日人把所有留港

意人拘留在新華酒店，直至戰爭結束 231 港督楊慕琦則於 12

月 25 日後則再沒有見到其隨從以外的其他英國人，然後於 2 月

12 日被送離香港，先被送往上海，再被送到台灣等地，最後到

達攜陽。他在上海仍在協助數名英軍軍官逃走。 232

圖 8: 1945 年 8 月的赤柱拘留營。 (Kenneth

A Johnson Colleclion) 

a 包括華人和葡國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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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留營由總督部外事部負責，營內本有一華人為總監，但

他向各人勒索，隨即被調走，其後總監均為日人，並向香港俘

虜收容所的總監德永德大佐負責，但他們亦曾嘗試以提供食物

為由向營內市民勒索金錢。 233 日兵初期不時掌揖營內市民，投

訴後才有所收斂。其後衛兵主要是印人和台籍日兵，前者對市

民不時流露同情之心。叫一吹，一名市民情緒崩潰衝出營地 3

印兵並無開槍，反而扶他回營。其他市民感謝印兵冒死救人時，

後者輕描淡寫道「先生，有更多事情比生命重要 J 0 235 一名擔

任德永德的翻譯的日本牧師亦非常同情被拘留的市民，並不斷

為他們送來藥物和金錢。 236 a 各營房有華人擔任主管，他們對英

人態度則各有不同。 237

貳、詹遜奪得拘留所領導權

1942 年 1 月底，各國居民選舉了一個臨時自治委員會。大

部份禮連者均為商人輿醫生、律師等專業人士，政府官員只屬

少數。這是因為大部份營內市民對香港政府在香港戰役中的表

現非常不滿。m他們認為香港在三星期內投降，是港府的責任。

不少對日人保持輕蔑態度的洋人難以接受戰敗，遂遷怒於港府。

這種態度亦使他們在被拘留期間經常要求自治委員會以及身在

營外的瑞士紅十字會在香港的代表仙度 (Rudolph Zindel) b 採

取鬥人不可能接受的強硬態度和 R 人交涉，對委員會與仙度構

成極大摩力。 239 與市民一間被拘留的英籍港府人員面對數千各

a 他的名字為 Kiyoshi Watanabe ' j月日文正確名稱不詳。他為被柄市民出力之

多，使日軍方面認為他有過敵之嫌。貝 Liam Nolan , Small Ma月 of Nanalaki 

the True Story of a Japanese who Risked Hi5 Lift.θ10 Provide Comforl for His 
Enθmies (New York: Dutton , 1966) 

b 其所任依格只工作至 1942 年 6 月勻



有要求的出民束手無策，日軍又毫無支援，使出民更為不滿。 a

240 戰後，不少拘留營屆民尚對在戰爭期間代表眾人的輔政司詹

遜以及其他政府人員心行，怨慰。 241

1942 年 3 月，臨時委H會改選為 I ilï 民委員會 J (Communal 

C叫ncil) 但同月入營的輔政司詹遜昭持阿己身為不1:港最高級

英國官員，而且香港殖民地政府尚未結束， [叫此有權代表營內

眾人。最後，詹遜和委員會協議 I:J 已收委員會協助 F 負責對 H

交涉，委員會則負責營內事務，但1會遜有權要求委員會覆核其

決定。此舉亦解釋了何以戰後數十年後亦有被拘留者對詹遜，心

存不忿。242 6 月底，營內共 377 名美、加居民獲准乘坐交換船「淺

間丸」離港，使營內只餘下約百名美加市民和數千名英國和荷

蘭籍居民。 243 美加僑民離開時，詹遜請他們向英國政府傳達各

種信息，其中包括香港戰役的經過、戰後情視、營內問題等，

詹遜亦要求倫敦日復重回香港時準備新紙幣和大量食物接擠車

祥市民，甚至計算好l.2∞ 000 人口需要的糧食數量。擱一名

甚為細心的加拿大人更觀察到日軍船團多從東博寮海峽進出，

並向盟軍報告。 245 部份加拿大人回團後亦表示希望戰後回港協

助重建工作。 246

其後，詹遜隨即提出重新釐訂他作為政府代表和市民委員

會的關僚，並於 8 月把市民委員會改組為「英籍居民委員會」

(British Community Council) 增加了官員的比例。詹遜逐步擴

大他在營巾的權力，在 1943 年已自稱為「總監 J (Camp Com-

a 美方的報告把英人描寫為雜亂無章又互相指責的一群。英美僑民數目和階級、
職業構成之不同，或許可解釋此說法， Greg Leck, Captives of Empire: the 

Japanese /nt，θrnment of A//ied Civi/ians in China, 1941-1945 (Bangor: Shandy 

Press , 2006) , p.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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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antl 甚至在公文署名 IC. S. (Colo叮al Secretary) J '成

為營內英人的實際領袖。此舉曾被日人質問，居極謊稱 IC. S.J 

為 I Camp Secrcta叮 J 0 247 他又於 7 月把秘密報告由被日軍從

拘留營釋放的美國電影商班納 (Chester Bennett) 經澳門送到

倫敦 a 向殭民地部要求英國政府和日本交涉，使營內部份僑民

可以獲得遣返。他本人則希望留下，於戰爭結束時可以接收香

港，並提到他「已在身邊集中了一批忠於帝團利益的人，準備

好在戰爭結束時立即開展重建工作。 J 248 他亦認為他和其他主

要官員留在香港，可以「澄清英國打算放棄香港的說法。」因

此，他拒絕部份英人的離港要求，表示倫敦可能希望留下英人

以利接收香港，如未得倫敦同意而向日軍要求離開，則可能在

將來要面對「不忠」的指控。制1943 年 9 月，交換船「帝E丸」

把餘下的 110 名美、加居民接走，使營內幾乎只餘英人 250

蠱、極拘留者嘗試抵抗日軍

拘留營設施簡陋，物資不足，總督部亦愛理不理。例如，

由於缺乏柴薪，營內幾乎所有木門都被拆去。 251 食物只有米飯、

少量麵粉和蔬菜，肉類奇缺。b營內有一小商店 'R 人提供貨源，

由前連卡佛員工營運，市民可購買額外的副食品。 252 可是，營

內市民每日攝取量只有約 1 .400 卡路里，但病人當時應該需要

3，t[()O 、健康者需要 2 ，400 0 有本來位高權重的市民為食物打架，

a tJI納協 lljJJ警遜對外通訊至 1943 年 3 月，其後被日軍逮捕!終審訊後以間諜罪

處決，死時 50 歲。見 "Judgement，" 9/叩門 943 ， WO 325/167 

b 根據被囚者的統計‘ 1942 年全年( 1942 年 2 月至 1943 年 1 月 31 日)每人每
日平均只有 115.38 克牛肉、 12 .47 克緒肉、 3.97 克羊肉，以及 7.93 克魚肉。

至 1943 年會年，數字改變為 31.17 克牛肉、 10.21 克豬肉、 30.4克羊肉、以及

81.69 克魚肉。見“Average Daily Ration Issued 10 Each Internee," WO 311/563 



更有人在數月內消瘦近 60 磅後病逝。 a 253 雖然外事部的 H 本民

政人員同情被拘|有民，個憲兵仍不斷阻撓紅十字會代表仙度的

工作，如審查他早交日內瓦紅十宇總會的報告，又阻止他把金

錢送至拘留營，更動輒指他通敵。 254 即使英美政府、紅 f'字會，

以及營外市民不斷輸送全錢和物資到營內，但只有少數實際送

到各人于 t ，亦非每人均可受惠。 255

為接濟營內被拘者，身在營外的|蜓豐大班祁禮賓以及衛

生總監司徒永覺曾嘗試把港幣或軍票交到 H\營到聖保祿醫院接

受治療的市民手中，由他們把錢偷運進營中。可是‘ H 軍憲兵

在 1943 年 3 月發現塔波醫生 (HarrγTa1botl 也營接受治療後

身藏鉅款凹營，其後即拘捕司徒永覺和祁禮賓，以及祁氏的副

手艾文遜和海德 (Charles Hyde) 0 256 他們被單獨囚禁於拘留

營旁邊的赤柱監獄，更被日軍虐打。街762 歲的祁禮賓和 54 處

艾文遜更於 8 月因營養不良離世。由於日軍幾乎同時發現英軍

服務團在香港的活動(見第六章第七節遂大肆搜查營房，

並拘捕多人，包括防衛司傅利沙、警務處長俞允時(John Pen

nefather-Evans) 以及副處長司各(Walter Scott) 。傅利沙雖

被不斷折磨，但堅拒透露詳情，更提醒其他囚犯不得把輔政司

詹遜牽涉在內。最終，日軍在 10 月 29 日處決七名英籍居民，

包括和英軍服務團聯絡的傅利沙和匯豐銀行的海德。 b 258 拘留營

和英軍服務團的聯絡遂被切斷。

自 1944 年開始，時軍取代了外事部管理拘留營，配給亦因

日 死者請士 (Andrew Shieldsl 曾任前行政、立法局成員﹒亦是英資旗昌洋行

(Shewan , Tomes and CO. Ltd.l合夥人。
b 同日﹒和英軍服務罔聯絡的前駐港英軍參謀長紐臨等人亦被處決。貝，第六章第

士:節C; ì每德的兒子交由祈禮賓夫人代為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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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減少 O 營內市民遨依賴黑市買賣維生，不但附近村落的華人

參與黑市，台籍和 H 籍士兵亦以軍票換取營內市民的全器或貴

重物品，市民則用寄:票購買額外食物。 1944 年 10 月至 1945 年

3 月間，竟有 6，00。可000 圓軍票經黑市流出拘留營，大部份用以

購買食物。 H 軍採取放任態度，只會偶爾懲罰黑市商人。 259 當

局口J能自知無力照顧營內市民，部份日兵亦開始為自身打算。

雖然營內瀰漫著聽天由命的情緒，但艱困和壓迫未有阻止居民

嘗試繼續生活。在戰爭期間，共有 19 對新人結為夫婦，男有

46 人 H~ 生 o a 260 營內亦組織了學校，校長為聖士提反校長歐鏡

新 (Edna Atkins l 女士，使 180 名 5 至 18 歲的見童和青少年得

以繼續學業。如市民亦組織各式課堂和研討會，討論語文、歷

史、心理學以至攝影、修理汽車，甚至養雞等課題，以打發時

間。日軍對這些活動初時頗為敏感，但其後亦少有阻止。 262

韓、被拘留者的反思

更重要者，營內英人開始反思香港的社會不公以至自身的

種族歧視。美國志願航空隊司令陳納德的隨員艾索普{Joseph

Alsopl 於日軍進攻時碰巧在港被拘。他被押往拘留營時挑著擔

挑，身旁的英籍商人「冷冷地問他是否打算如此行走，提醒他

此舉會使自人面目無光J 0 263 入營後、營外的華籍和混血友人

回險為他們帶來食物和余錢，使這批大部份來自上流社會的英

人不免反省戰前對華人和歐亞n~ 血兒甚為普遍的種族歧視‘們

亦有人竟要求華人和混血兒送來「火腿、牛油、以歧最好的糖

a 1Jí有資料指共有 51 人出生，見 Geoffrey Emerson, Hong Kong /，門的mmθnt， 1942 
1945: LI俗的 the Japa月θse Civi/ian Camp at Stan/e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2011) , p. 124 



果和拖肥」。加可是，至少有部份在其位者已能反省過去的統

治。 1942 年 6 月左右，詹遜發給祖民地郁的密函中寫道 265

我懇請政府在戰爭結束後立即派出正確了解帝國最新玫策

的幹員到港﹒協助重建工作。叔們必須避免重回戰前那種

自私自利、唯利是國的管治挂度。香港最終的命逆只能在

更大的框架內處理，但如果英國可以在戰役控制香港數

年，貝1J 至少可以挽回一些面子 C

由此可見，雖然詹遜尚未清楚香港將來的安排，但他認為至少

為了使英國得以體面地撤出香港，在戰後英國應該改善它在香

港的管治，並積極參與其重建工作。與此同時，營內各人亦按

自己的專長思考香港的將來。例如，香港大學生物系的香樂思

(Geoffrey Herklots) 在營內思考發展新界地區的淪農業，並於

出營後改良日人建立的合作社制度。在營內被日本憲兵連捕，

險死還生的警務處長俞允時和其屬下韋樂夫等則研究在戰後改

革戰前極為腐敗的警隊。他們特別承認戰前警隊貪污嚴重，並

提出教育年輕華洋警員、儘量界定不能接受的禮物種類，以及

成立警隊內部，只向警務處長負責的「反貪污都」等辦法。 266

乘墊交換船離開的一名市民亦提到營內領袖不時商量戰後重建

的問題，並提出應該向中國政府提出永久租借新界。 267 他們的

態度顯示不少在港英人始終認為即使盟國和中國在亞洲|‘峙失

敗，但最終仍會獲勝。

至 1945 年、由於燃料不足，營內電力和食水供應大滅，

情況 H 壤。 1 JJ 16 日盟軍更誤炸拘留所，炸死 14 人(詳見第

λ 章第五節) 0 可是‘五月傳來德|刻戰敗投降的消息，使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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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為振奮，更特地組織慶祝晚餐，曰軍亦無阻止。至 7 月底，

有營內市民獲悉盟軍要求目本投降的〈波灰坦宣言:> (Potsdam 

Declaration) 但 H 軍同時又突然要求 170 名被拘留的英籍技

師前往九龍，使營內風聲鶴映。可是，當一名印籍工人在 15

日進營時竟向營內各人豎起大拇指時，市民即知道戰爭終於結

束。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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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太平洋戰爭中
的軍事戰略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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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百

1938 至 1941 年間，香港是中國沿海少數尚未被日軍佔領

的港口，其他位於華南而尚未被佔的港口包括葡屬澳門以及法

屬廣州灣，但它們的規模和吞吐量均遠不及香港。因此，香港

在淪陷前一直是重慶團民政府從世界各地輸入戰略物資的重要

門戶 o 日軍為斷絕國民政府與英、美的聯緊，早已於 1940 年法

國被德國擊敗，英國無暇東顧之時迫使英、法兩國封鎖由緬甸

仰光芋，中國的淇緬公路(Burma Road) 使香港的戰略地位更

形重要。日軍之所以勞師動眾，派出一個師團，並從滿洲調來

一個重砲兵旅進攻香港，正是因為香港在國際對日戰爭中的重

要性。正如美國駐華大使高斯於 1942 年 l 月指出，盟軍在亞洲

失利使中國頗為震動，其中以香港淪陷的衝擊最大。 1

日軍雖然在戰爭初期乘英美等國不備而大獲全勝，但本國

並無資源充份控制造些新領土，因此在軍敢統治初期只能依賴

入城式等虛張聲勢、搶奪米糧和驅逐居民等高壓政策、憲兵隊

的暴力，以及招攬華人憲查和印兵以維持局面。在 H 據時期，

香港的駐軍數星，比英治時期大為減少，其中以海2月配備至為明

顯 O 垃是山於香港在戰事初期深入日本佔領範圍，未有被盟軍

([ t主戚脅 {T關。 liJ 是、 H 軍在海常防務的缺失、制l使香港未能

發揮 H 軍後勤先生地和海運中心的作用，長遠 IÍIi育更逐漸削弱口

'i1T. {I: 華|幸ít也 lhh 以令|有 11 1 國海的作制。

雖然帶港A 1942 草 19.的作未有 rJ 吹經)張立U 1941 仟香港戰

役般的爭奪戰，而且 H 本決策者亦頗為忽視經營香港，{H.並不

代表此地{f.戰略上無足輕重。盟軍認為，如反歧香港，將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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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日本和北緯 22 度以南的所有地區隔絕，使日本失去東南亞的

石油、鋁土、鐘、飾、鎳、鐵、鉗、鋒、鴿、鋼、米、磷等戰

略資源。如盟軍光復香港，或切斷其海上運輸，則日軍將遲早

被迫屈服。在戰爭期間，盟軍即不斷以海空攻勢嘗試截斷香港

附近的海運，並使其失去海港機能。香港附近的國、共，以及

獨立游擊隊和英軍情報組織則一面明爭暗鬥 9 一面協助盟軍的

海空反擊。盟軍在華南對香港以及其外海的作戰雖然少有在關

於太平洋戰爭或抗日戰爭的著作中被提及，但對逐步擊敗日軍

不無貢獻。

本章先討論日軍在香港的海、時、空防務以歧建立後勤基

地的嘗試，然後詳論盟軍在 1942 至 1945 年問對香港的海空攻

擊、盟軍反攻香港的計劃、 H 軍在戰爭末期的防務，以及香港

及鄰近地區的地下抵抗和游擊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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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在港軍事部署

董、指揮體系混亂

在戰爭期間，日本在香港的軍事指揮系統比其管治機構更

為混亂。名義上，總督部控制香港全境和駐軍，總督來自陸軍，

向參謀本部負責，但同時需要和支那派遣軍和來往香港的陸軍

航空部隊協調防務。總督不能向香港的海軍最高部隊一一第 2

遣支艦隊一一發號施令，亦不能控制其屬下的航空隊。如前述，

日本海陸軍為加強合作，特地於開戰前簣訂《關於在佔領地實

施軍政的海陸軍中央協定} ，參與進攻香港的部隊另於 12 月簽

訂《關於香港、九龍政務的海陸軍協定》。佔領香港後，根據

後者的協議，海陸軍雙方參謀要定期會議商討合作問題。 2 總督

部成立後，則改為總督和第 2 遁支艦隊司令的定期聯絡會議。 3

可是，即使兩軍黨訂協議，陸軍和海軍在防務和軍政上仍繼續

各自為政。海軍在香港除了和陸軍事奪物資外，更奪得海軍基

地以東的部份香港島北岸為「地盤J '該地由互不統屬的海軍

陸戰隊憲兵和陸軍憲兵共同負責治安，海軍人員亦大量居住柱

灣仔、銅鑼灣、跑馬地等地，儼然獨立王國。

由於海陸軍合作並不暢順，總督磯谷廉介和第 2 遣支艦隊

司令新見政一海軍中將再於 1942 年 5 月寶安訂《關於香港警備和

軍政的協定} ，協議所有和海軍有關的設施和區域均由海軍負

責，正式承認海軍在香港島和九龍等地擁有白己的領地。海軍

即以建立港務部為由，把記利佐治街和波斯富街一帶吞併(見

圖 1 1) 0 4 香港全境的防空由陸軍負責，海軍則負責其設施附

近區域的防空。海軍又負責香港的海面防衛、水雷，以及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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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設施。 5 簡喜之，日本海陸軍在香港的防務繼續各自為敵，

既未有如英軍一樣成立統一的指揮機構，更少有任何協調梅、

陸、空防務的打算。以下各節分別討論日本海陸軍在香港的陸、

海、空防務，指出海空兵力不足以及海陸軍缺乏合作是日軍在

華南失敗的主因。

貳、陸上防務不足

在軍政廳時期，香港的陸上防務由攻佔香港的第 23 軍第

38 師團負責，但該部隨即於 1942 年 1 月中旬被派往荷屬爪哇。

總督部成立後，香港由其屬下的「香港防衛隊」駐守，另由曾

經參與香港戰役的第 l 砲兵隊 a 以及第 23 軍繼續防衛香港以及

a 北島部隊 J '實為砲兵旅， 1942 年春轉戰菲律賓。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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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的邊境。 6 香港佔領地的防區從第 23 軍防區分離，香

港總督和第 23 軍司令官亦再無統屬關係。在作戰指揮土，香

港防衛隊和其他身在香港的第 23 軍部隊歸總督部節制。直至

1944 年底為了準備盟軍反攻華南地區，香港才重新被併入第 23

軍防區，香港防衛隊亦歸其指揮。

香港防衛隊由本來任職朝鮮羅津要塞司令官的足立重郎少

將擔任指揮官，規模屬於獨立混成旅，司令部位於亞皆老街的

中華電力公司總部。它在 1942 年 l 月的作戰序列如下:

一、香港防衛隊司令部(太子道中華電力公司)

二、獨立步兵第 67 大隊:永峰具猛中佐 (1942 年 1 月一? ) 

一廣田義孝少佐( ?一終戰)

三、獨立步兵第 68 大隊:渡邊美邦中佐(1942 年 1 月- ? ) 

一中川金光大尉( ?一終戰)

四、獨立步兵第 69 大隊: f淘村政一中佐 (1942 年 1 月-? ) 

一山下一男中佐( ?一終戰)

五、香港砲兵隊:川口久勝中佐 (1942 年 1 月至終戰)

以上各部分任香港各區防務，其中步兵第 67 大隊是[香港地區

警備隊」、步兵第 68 大隊是「九龍地區警備隊」、步兵第的

大隊是「國境地區警備隊」、香港砲兵隊則駐紮在油麻地至九

龍塘一帶。三個步兵大隊的攝制在戰爭期間未有變動，各有四

連，共約的0 人，砲兵隊則只有約 600 名官兵，其後才從第 23

軍調來 200 多人補充，因此香港防衛隊 A共只有官兵約 3，200

人，是戰前駐軍 a 的三分之一弱。總督都在 1942 年 4 月曾抱怨

a 1941 年 12 月駐港英軍有步兵 6 ， 062 人，砲兵 2 ，958 人。



香港防衛隊裝備不足，例如派駐各哨站的分隊不但沒有無線電，

連有線電話亦欠奉。香港砲兵隊只有從英軍手上奪得的六門高

射砲、三門 6 吋砲，以及 12 門軒，迫擊砲，但沒有彈藥，而且只

有凹門海岸砲配備觀測器材。 7 雖然尚有 20 多個隸屬第 23 軍

的部隊分散在香港各地，但它們大多是野戰郵局等後勤部隊，

一共只有 840 多人，並非有組織的作戰力量。

1942 年 4 月總督部《狀況報告》中的《香港佔領地總督管

區警備闢》顯示第 38 師團以及第 l 砲兵隊離開香港後， 8 軍在

港兵力微弱，如國軍堅決進攻，勢必為分駐廣州等地的日軍造

成不少壓力。當時，香港防衛隊分為各個防區如下(表 28)

表 28 :日軍防區， 1942 年 4 月

新界

一、沙頭角區(沙頭角村、紅花嶺，以及鹿頸一帶的一邊

二、北區(坪暈、上水、古洞、落馬洲一帶的兩連

三、西區(新回以南、大帽山以西、華灣以北的新界地區的兩遵
四、圖境地區(沙頭角和上水以南、大帽山以東的新界地區的一連

九龍

一、東區(j由麻地以北、九廣鐵路以束，包括敵德機場) 只有總部和

E包兵隊
二、中區(油廠地以北、九廣鐵路以西，包括香港防衛隊的總部) 的

連

三、南區(j由麻地到尖沙咀的一連

香港島

一、司令部直屬(港島市區至銅鑼灣、太平山以北) 的兩連

二、西守備隊(薄扶林、香港仔一幣、太平山以南) :約一連

三、東守備隊(黃泥浦峽以東的香港島) :的 連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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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防區的兵力非常薄弱，例如只有約 800 人的步兵第的大隊

竟幾乎要負責半個新界的防務，其中只有約三連兵力集中於粉

嶺，另有分隊駐紮在羅湖和落馬洲，其他地隔則只有崗哨。至

1944 年，日軍在新界仍只有大約 500 人 8 港九其他地區亦與

新界北相似，日軍只集中在市區，並派出哨兵和分隊在主要道

路巡邏站崗。

由於日軍在港兵力嚴重不足，日軍甚至從英印軍戰俘營招募

印兵協助防守，因此街上可見印兵和日軍共同巡邏，甚至有觀察

者以為香港主要由印軍防守。從 1942 年 8 月英軍服務團(Brit:ish

Army Aid Group ，詳見本章第七節)的報告中，可以一窺日軍

使用印兵的規模。服務團透過線人和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的

情報，發現新界有 14 個哨站，其兵力如下(表 29) : 9 

表 29 :日軍在新界的哨站 .1942 年 8 月

華灣墟(憲兵峭站四個日本憲兵，華、印蔥、查各兩名

蓋灣以北五里:日、印兵各三名

二、 大欖滴﹒日兵兩名

四、 青山嶺南中學:日兵兩名

五、 屯門國民大學:日兵名
六、 元朗附近:日兵三名

士、 元朗巴士站 數名日兵
八、 呦頭(至Iji串回路上的十字路口) 數名日兵

九、 元朗警署 40 名日兵，附近有軍營

十、 粉續(大埔道和青山道交匯處) 數名日兵

十 、康樂園的 40 名日、印兵
十三、大埔墟.的連日軍

十三、大埔孤兒院 數名日、印哨兵

十四、沙頭角:兩個哨站，共有三名憲兵、 20 名日軍、 12 名印軍，以及

10 名意查

{!:日軍中服役的印只 1:氣其他，訓練時只敷衍「事，巡邏時必

須 H 軍軍官帶領， f1 軍亦不I棋給他們彈藥。 1。他們不斷逃到中



國大陸報到，其至向英軍服務間捉到願意於盟軍皮歧時反正。 11

在 1942 年 7 月，共有 780 名印兵為香港和廣州的日軍If午，其

中包括第 51 師闡 C50 人)、第 104 師團 (50 人)、兵器廠 (100 人)

貨物廠( 100 人)、病馬廠(](沁人)、「小林部隊 J ( 1 圳人)
航想廠( 150 人) 、自動車廠 (H沁人) 、憲兵隊(別人 o 12 

在戰爭後期，香港防衛隊的 fl 本士兵的比例更越來越少，

取而代之的是印兵或台籍日草 o 1943 年，香港有 10。名來自台

灣，屬於香港防衛隊屬下的步只第的大隊的新兵，英軍會探發

現他們只受了數月訓練， I智商低下，來自最貧闊的階層，不

但對現狀不滿，更容易被盟軍宣傳影響」。密探接觸他們後，

發現他們不知為何而戰。他們當時正使用英軍裝備，反映日軍

已嚴重缺乏物資。的英軍服務團曾提到日軍曾於 1943 年成立一

隊有 60 人的華籍日軍、由華籍憲查組成的「鐵道都隊」、憲查

郭平率領的「短槍便衣隊J '以及由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的

杜石山組成的「義勇軍J '但現時未能發現和造些部隊相闋的

日本資料。"有見兵力不足，日軍只能在晚上實施宵禁，以防

被偷襲。 15 直至 1945 年初，日軍在香港及周遍地區的兵力才有

所增加(詳見本章第六節)

奎、華南成為日軍海空防務的缺口

在日據時期，香港是 H 本海軍第 2 遣支艦隊的基地。第 2

遣支艦隊和香港總督部沒有統屬關係，而是直屬「支那方面艦

隊J a ，該部統轄第 l 、 2 、 3 遣支艦隊，其主司令部位於上海。支

那方面艦隊地位與「聯合艦隊I 相等，但雙方只力在太平洋戰

a 即「中國方面艦隊j

2月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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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期間則不可同 H 而語，後者擁有諸如艦隊航空母艦、戰列

艦等主力艦艇，各遣支艦隊則只有數艘巡洋艦、驅逐艦、水

雷艇、遠洋砲艦，以及近岸輔助船隻。日本海軍在香港的部

隊全部隸屬第 2 祖先;艦隊，其司令部本設於巡洋艦「五十鈴

號 J '其後則避n餌皂家海軍基地旁的威靈頓兵房 (Wdlington

Barracks) 16 第 2 遣支艦隊轄 F I香港方面特別根據地部隊」

以及土件郎、軍需部等直屬部隊。海軍亦有自己的憲兵(理論

上 fn 向|峙，但 I 共同指揮 J ) 、法庭(軍法會議) 、郵局，甚至

監獄 U~J務所) 。兵力不足的海軍警備隊在 1944 年 8 月有 457

人，其中 368 人為華兵。 17 支那方面艦隊和第 2 遣支艦隊組織

如下 18

﹒支那方面艦隊(當回善吾大將: 1942 年 11 月至 1943 年

11 月一近藤信什夫將: 1943 年 12 月至 1945 年 5 月一

福田良三中將: 1945 年 5 月至終戰)

﹒第 Z 遣支艦隊(新見政一海軍中將: 1941 年 4 月至

1942 年 7 月一原清中將: 1942 年 7 月五 1943 年 6

月 副島犬助中將 1944 年 6 月至 1945 年 4 月 藤

田類太郎中將 194雪年 4 月至終戰)

念香;巷方面特別根據地部隊

心香港港務部

拉香港特別根據地警備隊

U 廣東警備隊

第 2 海軍工作部、第 2 海軍軍需吾11 、香港海軍運

輸部、第 2 遣支艦隊竿法會議、第 2 海軍刑務所、

第 4 、 5 ì'，每軍軍用品111>t所



出任遣支艦隊的將官大多並非來自主力艦隊的軍官，他們在戰

爭期間大多表現半平。例如， 194:-\ 至 1945 年出任支那方面艦

隊司令的近藤佑竹在戰爭初期擔任巡洋艦戰隊司令，在瓜達康

納爾島戰敗復被調到此閒職 O 新見政一、原清等人亦無戰門經

驗，長期擔任後勤或行政工作。由此可見， fj 卒海軍視支那方

面艦隊為後方部隊而非前線戰鬥部隊，這個態度亦反映(，:配置

在香港的門本海軍兵力。

圖 11 日軍第 2 遣支艦隊在給港([1中可見旗艦五十鈴號)

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第 2 遣支艦隊只擁有一至兩艘魚雷艇、

三數艘遠洋砲艦、約 30 月里輔助及巡邏船隻，以及敢想!!水 1- 飛機

或海軍零式戰鬥機(表 30) 、 J t IfIx}j )，t令 l 七-1~ 1 一聯仆艦隊內任

何一個「水雷戰隊 a 部隊只 }j (1 1 (H:l 句:'1 I t UJ 約 :1 ，:mo 人 O 的

a 通常擁有一做輕型巡洋艦和數艘艦隊( 等)耶 j)J旦、

2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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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根據支那方面艦隊的命令，第 2 遣支艦隊卻要負責海南

島至廈門的作戰支援、海上警備、交通保護、擊破敵兵力或軍

事設施、協助其他部隊作戰、沿岸島嶼警戒、阻止敵艦敵機利

用海岸、截斷敵軍控制島嶼的交通、香港海岸防衛、艦隊補給、

廣東警備，以及控制珠江三角洲和內陸河道等十多項任務。 20

表 30 :第 2 遣支艦陣兵力變化， 1942 年至 1945 年 21

二點 :1;!: 比川:117 3 

38 O 

8 月 O O 3 35 O O 3 O 

10 月 O O 3 30 O 3 O 

12 月 O O 3 29 O 3 O 

1943 年 2 月 o O 2 3 29 。 1 3 O 

5 月 o o 3 29 o 2 3 o 
7 月 O O 2 3 29 O 2 3 O 

9 月 O O 2 3 O 2 3 O 
• ---←一一一一

~H 一11 月 o I 0 I 1 I 3 28 I 0 

l 。6 8 

一一一 一一 一

1944 年 1 月 O l O l-131271O 

3 月 o I 0 1 I 30 I 0 

5 月一 o I 0 i 1 T 三 22 I 0 0 3 I 5 

7 月 o 0 I 2 2 22 0: 0 3 5 

9 訂一o 012 i 三 221O |O MV 
11 月 I 0 0 2 I 21 0 I 1 4 4 

1945 年 1 月 0'- 0 2 I 1 21 0 4 3 

巡巡((艦驅驅逐艦，市水前艇/海防艦;他砲艦，輔助巡邏艇、砲艦、

人:小發、 IÀI 火艇等，魚魚雷艇，掃捕前艇 1 水機水上飛機，陸機 I~基飛機



圖 12 :長駐香港的日軍砲艦睡峨。

在戰爭期間，以香港為基地的第 2 遺支艦隊主要軍艦包括:

初雁、友鶴:千鳥型水雷艇，排水量 815 噸， 1934 年完成，

最高航速為 28 至 30 節。備有 127 毫米砲三門、 7.62 或 25

毫米機槍 a 、 53.3 魚雷發射管、深水炸彈投射機、聲納「單

艦式大掃海具」等。初雁自 1943 年 6 月開始在港服役，

雖然多次被盟軍飛機攻擊，卻僥f幸成為少數在戰爭中生還

的日本軍艦 O 日軍投降後由英軍接收，隨即於香港拆在尸。

友鶴在 1943 年 6 月至IJ 8 月間在香港擔任護航工作，其後

於 1945 年 1 月 24 日在東海被盟軍飛機擊況。

a 1944 年有十挺 25 毫米機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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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珠:擇捉型海防艦，才井水量 870 嘯. 1943 年 11 月完成﹒

最高航速為 18 節。備有 12.7 毫米高平兩用砲三門、 25 毫

米機槍四挺 (2 x 2) 、深水炸彈發射機、軌道，以及聲納。

滿珠成軍後f!p於東海和兩中國海負責護航工作，在 1945

年 4 月 3 日在香港被美閻陸軍航空隊的 B-24 轟炸機炸彈擊

中擱淺，至戰爭結來時仍在香港，戰後才炸毀。

橋立、字治:梢立.1\'1 他艦﹒ j井水量 999 噸. 1940 年至

1941 年建成，最高航速 19 節。裝備一門十年式 12 屋米遠

裝高射砲﹒一門十年式 12 屋米單裝高射砲，兩台九六式

25 毫米遠護盾連裝機槍，三挺九二式 7.7 毫米機槍。兩艦

均曾參加香港戰役，字治其後前往上海至戰爭結束。橋立

則於 1944 年 5 月在香港附近被美軍潛艇擊況。

須磨:前英國砲艦「蛾 J 號 (HMS Moth) .排水量 635 暢，

1915 年完成，最高航速為 14 節。裝備兩門 6 吋砲、一門

3 吋防空砲、一門 2 磅速射機關砲、八挺李維斯輕機槍。

蛾號被日軍俘獲後﹒由海軍第 Z 工作部修理，於 1942 年

7 月易名為須磨，其後多次進行船隻護航的工作，直至於

1943 年 7 月被調往長江，於 ]945 年 3 月 9 日在安慶附近

觸雷沉沒。

峰峨:喔峨型砲艦，排水量 780 噸﹒ 1912 年完成，最高速

度 15 節。備有 120 毫米砲一門、怠。毫米高射砲三門、 7.7

毫米機槍數挺。山差峨曾參加 1941 年 12 月的香港戰役，其

後成為第 2 遣支艦隊的骨車令，長年在;巷擔任這航工作，直

至 1943 年 9 月在昂船訓|附近觸雷沉沒。海軍第 2 工作部

打扮磋峨後將其修理，至 10 月初已能繼續作戰，但一年

後再次在青訪時l 附近觸雷看底。 1945 年 1 月 21 日，美機再



次把正於海軍船塢旁修理中的磋峨擊況。由於香港已無原

料、電力和設施修理有差峨﹒看在艦遂被遺棄。 22

與 1941 年以前相比，日軍在香港配備的海防砲台亦非常薄

弱。香港戰役期間，大部份砲台被日軍擊毀或被英軍自行破壞。

在 1942 年 10 月底，卑路乍、摩星續、春坎角、鶴咀，以及哥

連臣角砲台均已被拆卸，全港只剩下改為日軍火砲的銀槽砲台、

尚有 6 吋砲兩門的白沙灣砲台，以及赤柱砲台繼續運作。赤柱

砲台的 9.2 吋重砲雖然完好，但主要儀器已被破壞。 23 至 1945

年 8 月，香港只剩下一門 6 吋(在九龍)和赤柱砲台的兩門 9.2

吋砲仍可使用。 24 戰前保護香港島的「反潛電纜 J (Indicator 

Loop) 亦被英軍自行炸毀。 25

日據時期的香港空防和戰前一樣薄弱。 1942 年 4 月，駐港

日本陸軍在抄頭角、落馬洲、元朗、大欖浦、太平山，以lt

德忌笠角設有防空監視哨，男外在樺樹韓、大欖漏、九龍船

塢，以及太平山配備步槍排以用作對空肪衛，全港只有元朗

警署、太子道防衛隊司令部屋頂、半島酒店屋頂、九龍船鳩、

敢德機場，以及總督部屋頂架設有輕機槍作防空之用。英軍

遺下的高射砲因部件和砲彈不足，根本不能使用。 26 步槍、

輕機槍等輕武器的對空射擊效果極為有限，對從高空進入，

而且有裝甲保護的盟軍中、重型轟炸機更毫無作用。故此日軍

陸續增加香港的防空火力。在戰爭期間，日軍在香港曾配備

兩款中型高射砲(三年式及八八式) 、從英軍虜獲而來的波福

斯 40 毫米機關砲，以及三款高射機槍(九二式、九三式、九六

式) (表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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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日軍在香港配備的高射武器

毫米機槍 7.7mm i 40α 分 800 米
卜一 一一一一一一→

陸軍

八八式 75 毫米高射砲 75mm/44 15-20/ 分 9 ， 100 米

九二式 7.7毫米機槍 7.7mm 400/ 分 800 米

﹒壘，室，才種

至 1942 年 10 月，日軍在香港配備中型高射砲 11 門、的

毫米機砲兩門，以及各式機槍的挺，數量比戰前英軍還要少(表

32) 。探射燈最初只有五台，至 1943 年增至約 10 台。 27 不但

武器數量不足，日本海陸軍在空防亦各自為政，海軍的高射砲

和機槍令部配置在金鐘至太古一帶的海軍設施附近，陸軍則集

巾在港島總督部和亞皆老街的香港防衛隊司令部。由於海陸軍

均以保護自身設施為首要任務，閃此未有使用英軍在各 ILJ 頂建

立的高射砲台。 H軍高射砲的射角不但受限，火力亦缺乏協調、

故 pJ 推斷其效裝有限。在戰爭期間，只有極少數盟軍飛機被 H

軍防空火力擊落，它亦不能干擾盟軍的空襲。



表 32 :香港防空力量， 1942 年 10 月 28

十一-
陸軍

三年式高射砲

波福斯機關砲

九三式高射機槍

九二式機繪

90 匣米採射燈
一一一一一

卜)\)\問「一|
75 毫米高射砲(山砲改裝)

九二式機槍

2 

2 

10 

11 

2 

6 

3 

26 

根據英軍服務團的報告，這些高射砲和機槍的位置如下 29

港島

前英軍司令部、匯豐銀行總部、山 T頁、大古船塢、赤柱、

柏架山、中環、銅鑼灣、海軍船塢

九龍

半島酒店、黃浦船塢、槍會山軍營、昂船洲

有見香港防空火力不足，陸軍11: 1944 年 1 川從1的洲抑l 來對戰

第 5方向射砲大|喙。 30 該音I~配備，八八式 7月，毫米昕戰向射砲，有

效射科!近 ~)O ， OOO 叭(約<)， 100 米足以應付盟軍的飛機。口l

是，該部片有 12 門高射炮，未能形成足以威脅美軍轟炸機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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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網。至日軍投降時，香港只剩下六門 75 毫米高射砲。 31 由於

日本海軍深感盟軍飛機對船隻的威脅，因此不論大小船隻或軍

艦在戰爭後期均裝有諸如九三式高射機槍等武器。船隻集體停

泊維港時，亦可構成一定的防空火力，但船隻和岸上火力在實

戰時卻難以協調。

由於防空火力不足，日軍在香港的空防主要依靠駐紮在香

港和來自廣東白雲、天河以及南頭三個機場的戰門機。 32 在第

二吹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海陸軍各自擁有航空兵力，分別為海

/陸軍航空隊，即使在同一戰區亦無中央指揮機構，協調亦只

靠前線指揮官主動為之。大戰期間，香港屬於日本陸軍華中、

華南空防體系的一部份，其中心為漢口和廣州。 1942 年初，第

23 軍屬下的航空兵力參與香港作戰後被調走，撥歸負責華南防

空的第 1 飛行團指揮。 33 第 1 飛行團主力包括飛行第 54 戰隊、

獨立飛行第 18 中隊，以及駐漢口的獨立飛行第 10 中隊，共有

的 50槃一式..門機。 a 由於盟軍當時並無能力從空中進窺華商，

因此第 l 飛行團雖然兵力薄弱，但已足夠應付。自 1942 年中以

後，盟軍從各地反擊，日本陸軍即於 1942 年 7 月成立第 3 飛行

師團統轄華中、華南，以及中南半島地區的空軍，但仍未派戰

機進駐香港。 34

至 1942 年 8 月，第 3 飛行師團屬下的第 l 飛行圍在廣州的

兵力包括飛行第 24 戰隊和獨立飛行第 10 中隊的 49 架一式戰門

機、飛行第 44 戰隊的五架九八式直接協[I'iJ偵察機和二:架百式司

令部偵察機 o 其後，飛行第 24 戰隊被調往東南亞，出來自滿洲

的飛行第 33 戰隊接替。 35 10 月 'R 軍收到線報顯示盟軍將空襲

a 戰機參數詳見附錄九。



圖 13 :長駐香港和華南的一式戰門機。

香港，遂派出飛行第 33 戰隊的一個中隊共 12 架一式「年j 型

戰鬥機到敢德機場戒備(有關盟軍的空中攻擊，詳見第三節)

36 當時，香港並無電于戰部隊，而且香港和廣東在 1943 年 3 月

以前並無雷達，因此對盟軍的空襲少有預響。 37 日軍推行的燈

火管制亦無甚效果，直至香港因為缺乏燃料發電才變得一片漆

黑。 38 飛行第 33 戰隊駐港期間，通常每日派出兩架戰鬥機在空

中戒備，敢德機場則有另外四架戰門機準備隨時起飛支援。 39

總督部曾向支那派遣軍要求增加空中掩護、但後者卻不予理會。 40

在 1942 年 10 月至 1943 年士半，香港的空中防衛由已被調

往武漢的第 l 飛行團負責，但該部不時要參與對中國內地的進

攻，或要支援陸上作戰，故少有派機長駐敢德。其時，香港主

要的航空兵力只有第 2 遣支艦隊駐在敢德和珠海二:社島 a 的數架

a 白~;良人曾於 1938 年進佔三:吐島，並大肆屠殺當地居民。該島其後為日本海軍

控制，並設有飛機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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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式 a 和九四式水上偵察機。至 1943 年 8 月，鑒於盟軍來自湖

南平IJ四川對華南的空中攻擊日漸增強，日軍派出飛行第的戰隊

共 32 架二式「鍾尷j 型戰鬥機 b 、八架一式戰鬥機和第 33 戰隊

駐紮廣州，前者配備二式戰門機的若松中隊 c 不時在香港上空巡

邏，並在敢德機場候命。 41 第 85 戰隊至 1944 年 6 月仍在廣州，

兵力仍和 1943 年時相若。但

1944 年 l 月 2 日， fl 本海軍終於決定增強香港防空，指示

第 254 航空隊組成「南支第 2 航空隊 J d 由第 2 遣支艦隊直接

指揮，進駐敢德機場。 43 該隊於 3 日從海南島出發，至 14 日抵

達香港，共有零式艦上戰鬥機六架，其後增至八架，由海軍大

尉松原勇率領，共有軍官和士官 13 人、兵 40 人，但其中只有

飛行員五人。判與陸軍的做法相似，香港派遣隊每日分批以兩

機或四機一組巡邏香港上空，每隊在空中逗留時間約兩小時，

其餘飛機則於每日上午約 7 時 35 分至下午 7 時 30 分在機場待

命。可是，由於海陸軍臺無協調，第 254 航空隊抵港後不久竟

發生海軍的零式戰機和陸軍戰鬥機在香港上空互擊的意外。 45

第 2 航空隊在 5 月曾暫歸第 254 航空隊的建制，然後於 6 、 7 月

間重組、改隸第 2 遣支艦隊，仍有約三平.六架戰鬥機駐守敢德

機埸 46 第 254 航空隊駐港jþJ 間的唯→戰果、是在 lCJ44 作 4 月

IH 門擊落 a架和香港海域攻擊船隻的 B-24 轟炸機。 47

(j 1 (H4 {1' 9 月開始， I哇軍飛行第的戰|喙部份戰門機換裝

y,,\! I叫式「疾風 j 戰門機。 e 該機設計優良、 1M ~l終於擁有強大的

j話非戰鬥機

戰機粵、教詳見附錄九

m掃盲若松干情大尉 t

又禍「第 254 I每單I航空隙香港派遣隊|

戰機參數詳昇附錄九。

ahuCA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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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擊，比其他日本陸、海軍所有戰門機的戰力更強，但它數量

甚少，不足以影響戰局。由於要支援陸軍作戰，第 85 戰隊被迫

分散在武漢、廣州、香港三地作戰，兵力 H 益損耗，至 II 月只

剩下二式戰機 17 架、四式戰機 10 架。 48 當時，華南戰局已無

希堡，日軍把戰力較強的第 3 飛行師團及其屬下的第 85 戰隊於

1945 年 l 月調往南京，然後成立由第J線部隊組成第 13 飛行

師團，並將它屬下的飛行第 24 戰隊派駐粵港地區。該隊在 3 月

仍在訓練，只有 20 架舊式的一式戰機。該部尚未前往香港，即

被調往參加?中繩戰役，並在戰門中全軍覆沒。的自此，日本在

華南只有少量海陸軍偵察機、運輸機和輕轟炸機，盟軍飛機如

入無人之境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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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成為日軍後勤基地

由於其地理位置與英治時期遺留下來的優良設施，香港自

然成為日軍南進的後勤基地。 1942 年 6 月， ["大陸命第 652 號 J

指示香港佔領地總督部負責協助南方軍的[兵站業務」人確立

了香港後勤樞紐的地位。 50 同年 8 月，興亞院的《支那建設基

本方案策》指出香港是日本海空軍的基地，必須維持駐軍並建

立「永久設施 J 0 51 因此，在太平洋戰爭期間，日軍在港除了

繼續經營現有的船塢與港口設施外，更在此集中了大量後勤、

港務、醫療和行政部隊。此外，香港亦是日軍在華南地區除廣

州以外的海陸軍通訊中心，日軍擴充了英軍的通訊設備，使之

可以和東京、上海、馬尼拉、新加坡以及巴達維亞等地進行制

組電通訊。位

畫、海陸軍事奪造船和海港設施

對日本而吉，香港的造船和海港設施最具戰略價值。日本

海軍技術(造船)中佐岡村恆四郎指出， 1941 年香港船搗僱用

人員達二萬多人，其造船能力相當於日本十分之一。 53 漆戚樓

(Chatham House) 甚至認為戰前香港的造船能力在英帝國之

巾數一數二，僅吹於英倫三島。“當時美軍推算香港每年最少

可生產約 200，000 噸船隻。 55 因此，早於香港淪陷前，日本海

陸軍已分別成立機構以爭奪其船塢和海港設施。 1941 年 12 月

a 即後勤業務。



中，海軍「艦政本部第四部(造船) J 成立了「第 2 工作部」人

亦即「香港工作部 J '委任水腎英一少將 b 為部長，負責管理海

軍在香港的船塢。 c 香港工作部的「親工廠 J d 為日本數一數二

的吳海軍工廠 (Kure Naval Yard) 由後者向香港派出骨幹員

工。 56 12 月 31 日，水野英一以及岡村等抵達香港籌備工作郁，

並對香港剩餘的造船能力展開調查。男一方面，陸軍「船船部

隊 J e 亦派出分隊在香港建立根據地，負責所有陸軍佔領的海運

和海港設施，司令為此木友之大佐。至 1942 年初，日軍在香港

的主要海陸軍後勤部隊如下:海軍包括第 2 工作部、第 2 海軍

軍需部、香港海軍運輸部;陸軍包括第 l 船抽輸送地區隊司令

部 f 、第 12 船船團司令部 9 、陸上勤務第 119 中隊 h 等。

香港淪陷後，日本海陸軍以及和政府親近的大企業各自

在香港和九龍霸佔船塢，最後由海軍奪得香播島的舊皇家海軍

船場 (Royal Naval Dockyard) 和香港仔海軍基地(Abe伽n

Na~al Ba能陸軍奪得位於九龍一端的黃埔船搗(Whampoa

Docks) 、庇利船塢 (Bailey's Yard) ，以及大同船構的個mopolitan

。香港島的太古船塢則由三井造船負責。 57 陸軍缺乏營運

大型造船廠的經驗 3 但情願委託日立大阪鐵工廠派員運作，亦

不願和海軍合作，使船塢設施及資材分散使用，拖慢子恢復工

Docks) 

或稱「香港工作部」

原為吳鎮守將艦船部長。

除了香港工作部外，艦政本部亦成立了「第 101 工作部 J (新加坡)、「第

102 工作部J (洒水)、「第 103 工作部J (馬尼拉)等海外造船基地。

即「母工廠j

部隊呼號為「曉J

曉第 2945 吾師事。

同樣為曉第 2945 部隊。

曉第 7299 部隊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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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o 當時，各船塢的機能如下(表 33) : 58 

表 33 :被日軍佔領的香港船塢

﹒海軍

﹒皇家海軍船塢: 個可以容納巡洋艦的乾船塢(最多達詣，000 ~頓)、

一個可以容納數艘 10 ，000 噸級巡洋艦的內港 (basin) 、擁有新式
機器的工場、無造船台;

﹒香港仔海軍基地 兩個可以容納約數千噸級艦艇的乾船塢、一個容

納的 100 噸船隻的造船台，其後由福大公司營運 o

﹒陸軍

﹒黃埔船塢 三個 10，000 噸級巡洋艦可以進入的乾船塢、五個大型
造船台，是東南亞其中一個最大型的船塢，

• JEE 菲lJJl!d塢.只有修理小型船隻的設施;

﹒大問船塢 一個 7 ，000 噸級乾船塢。

﹒私營

﹒太古船塢(海軍協助管理) 一個 10.000 噸級巡洋艦可以進入的
乾船鳴、六個造船台;

﹒數個小型船廠(詳見下述)

上述容許 10，0∞噸級軍艦進入的船塢可以容許最大約鉤，000 噸

的商船進入，因為後者船體較短，吃水亦較深。"與此相比，

全台灣的海軍船塢只有 10，000 、 7.000 、 3.000 '以及 2 ，000 噸級

各一個，更無大型造船台，可見香港的海事設施對 H 軍之重要

性。 60

1942 年 l 月 20 日，第 2 工作部的主力共 400 多人乘毛主艦

隊油輪「能發呂 J 抵達香港，其中有包括機械、造砲、水苗、

電機、造船等專家。此外，三井造船的 150 名骨幹人員亦隨艦

flJ港，接管太古船塢。 61 各船塢的且要工作，是找回華籍技術

人員和有ZTE串串的勞工。在香港戰役期間以及其後數週的混亂中多

不少華籍技師和船上局工人被迫離開香港，甚至不幸被殺 o B 軍



透過華人工頭重新招募工人，不少華人亦因為失去生計而前往

工作，因此各船塢於短時間內即能招募大量人手。華人工頭則

出售不同職位斂財，例如技工需要港幣 20 元購買但資廳不拘，

因此工人質素頗成疑問。 62 1942 年 5 月，海軍船塢已有逾千名

華籍工人工作。 63 九龍船塢在 7 月有逾 5.000 人工作，至 1943

年初更升至 6，200 人 o 64 日本技術人員主要負責船隻維修，華

人則負責修復船塢、起重機等設施。船塢復工初期，員工每日

可以得到三磅白米以及的錢軍票，工作時間則為早上 7 時至晚

上 7 時半，期間只有半小時午飯時間。英軍服務圍的報告提到

工人雖然不滿待遇，但大多因為苦無生計而繼續工作。的

由於英軍倉卒放棄九龍，黃埔船塢等設施均少有受到破

壞。在香港島戰役期間，日軍在港島東一帶登陸，又使英軍來

不且是破壞太古船塢的設施。結果，英軍只能在海軍船場進行爆

體行動:踏踏本有 1∞噸起重機一台、 40 至 50噸蝠，獵人會，

但日軍只能使用數台較小型的起重擒。"日軍亦飽在各船搗取

得大量圖紙、裝備以及零件，包括正在建造中的英軍船艦、海

關巡艦「飛星J 的圖則和原本準備安裝於英國海軍掃雷艦上的

聲納探測器 (ASDAC) 0
67 

各船塢恢復運作期間，日本海軍派出專門負責打撈工作的

「第 11 特別工作部J 到香港，以清理遍佈維多利E港的沉船。

英軍抵抗入侵時，港島的砲台曾把維港內的船隻大部份擊沉。

香港淪陷時，港內共有約 50 艘 300 噸以上的船隻和渡輪停泊，

其中大部份均於英軍投降前自況，其中數艘被英軍砲台擊況，

包括在 1941 年 12 月 11 日白沉的車家海軍某地船「添馬艦」

(HMS Tamar) 。另有四艘蘇聯、維琪法國和葡萄牙等中立闢

船隻被 H 軍繳獲。清理工作由備有 150 噸吊臂的特別船隻「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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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14 :日軍控制下的海軍船塢， 1942 年。

圍 15 陸軍船的部隊主官在九龍船塢合影。(照片由香港海事博物館提供)

268 



洲丸J 負責。例如，日軍把沉在海軍船塢內港入口的英國貨輪

切聞，然後由蜻洲丸把殘骸分批吊走。 6且在這些船隻中，包括

在港島南攔淺的英國皇家海軍的驅逐艦色雷斯人號、在海軍船

塢自沉的砲艦蛾號、約 1 ，200 噸的皇家海軍輔助艦隊 (Roya1

Fleet Auxi1iary) 的油輪「依寶路J (Ebonoll 、遍 50 艘商船、

海軍輔助船隻、水警輸，以及屬於中國海關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的五艘巡艦。至 1942 年年中，大部份自沉的

英軍艦隻都已被撈起。的可是，日軍卻未有浮起添馬艦。 a 根據

日人的數字，至該年 11 月仍有 30 多艘沉船未被打撈，其中有

25 艘在維港、五艘在香港仔、三艘在深灣。 70

圖 16 被日軍繳獲後改為海軍掃;每艇 102 號的掃雷艦

橫瀾號 (HMS Waglan) 

在戰爭期間，香港各海陸軍船塢的主要工作包括修理入港

船艦、完成戰前正在建造的船艦，並生產新的船隻。第一艘在

香港修理的日本海軍艦隻是排水量達 B.OOO 噸的大型補給艦「野

島 J '該艦於 12 月底在香港附近中iEo對島的{f-'淺灘擱淺後，

因船體老朽而斷開兩截，需由第 1 1 工作部把船體拖回香港，由

a 現時，尚未發現有日本檔案曾提及添馬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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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第 2 工作部修理。例如就近沒有香港的船塢設施，則該艦

經已報銷。第二艘則是 2，400 噸的大型驅逐艦「山雲J '該艦在

呂宋島的仁牙因灣{Lingayen Gulrl 觸雷受創，於 2 月初抵達海

軍船塢修理，至 3 月 29 日才能離開船塢。 72 同樣，如無香港的設

施，貝IJ該艦必須前往仍有不少盟軍潛艇出沒的台灣，凶多吉少。

自淪陷初期，日本海陸軍即以各種借口爭奪船隻和港口資

源。山雲修理期間，海軍向陸軍借用大同船塢，並委託和海軍

闢係密切的福大公司營運，以修理此前中雷受傷的時島以及依

寶路等船，直至 1942 年 6 月才交回陸軍使用。 73 據岡村恆四郎

回憶， 1942 年初至 1943 年中，香港共處理了近百艘自沉或繳

獲的船隻。 74 除了山雲、野島外，在 1943 年中以前進入香港修

理的日本主要船隻包括其後惡名遠播的「里斯本丸 J {Lisbon 

Maru '約 7 ，0ω 噸)、約 4，500 噸的運輸艦「台東丸J '以及

陸軍徵用的大型油輸「音羽山丸 J {約 10，“沁噸)等。後者

是戰前回事建遁的油繭，是數量有限的重要戰略資源。鼓勵在

1942 年於東南亞被潛艇魚雷攻擊重創，在 11 月 20 日進入香港。

陸軍船船部隊無力修理，因此又交由海軍負責。在陸軍的不斷

催促下，第 2 工作部加班完成工事，使該船得以在 1943 年 l 月

3 日離開香港。 75 在戰爭期間，香港主要負責修理來往日本和

東南亞之間的貨船、油輪，以及運輸艦，因此除了為船隊護航

以及第 2 遣支艦隊的軍艦外，少有戰門艦雙到港。抵港艦隻較

特別者包括護衛航空母艦「悔鷹 a J ( 1944 年 12 月)以及潛水

a 每鷹號本為大型客輪，於 1938 年建成， 1943 年改裝為航空母艦，最高排水量

16,700 噸，全長 167 米，水面航速 23 節。該艦於 1945 年 7 月觸雷擱淺，戰

爭後被拆毀。



艇「伊 153 號 a J (1944 年 10 月 o 76 

日軍進攻時，香港是英國在亞洲的造船中心之一。單是該

年頭九個月，香港已完成了五艘排水量約 7 ，000 噸的「帝國船J

(Empire Ships) 0 b 1941 年 12 月，尚有另外兩艘帝國船下水，

其中「帝開龍J (Empire Dra耳on) 號更於開戰前兩日下水。 H

本海陸軍佔領香港後，即瓜分了即將完成的五艘帝國船、問艘

「班哥級 J (Bangor C1的s) 掃雷艦，以及四艘木造海軍巡邏艇。

陸軍船船部隊把在黃埔船塢繳獲的三艘帝國船、兩艘掃雷艦，

以及其他小型船隻據為已有，成為其專用船隻，船名全部以陸

軍船艙部隊的代號「曉」字為首。至 1942 年中，陸軍控制的三

艘帝國船中已有一艘下水 c 另外一艘已完成 80%d ，最後一艘

則剛開始建造。曉天丸下水時，華工均希望美機出現轟炸，但

事與願違。 77 兩艘陸軍控制的掃雷艦成為「陸軍警備艇 J r曉

辰丸」﹒和「曉征丸J (團 18) 。海軍則獲得太古船塢的「帝

國之花號 J (Empire Blossom) ，易名為「建武丸 J '並掠去

兩艘掃雷艦和所有巡邏艇。船台上尚有一艘正在建造的帝國船，

以及需要的建材和零件。而從「曉辰丸j 和「曉征丸J 的例于

可見，陸軍即使獲得軍艦，不但不會移交予海軍，更打算建造

自己的戰門艦隻，可見兩軍缺乏合作之極端程度。陸軍又自

1942 年中起要求香港的小型造船廠為它建造約 r 15 米乘 3 米 j

a 伊 153 號屬於海大 111 型遠洋潛飯。該般於 1927 斗捏成 l 最高Hl J但是 2 ， 300 噸。

全長 100 米，水面航速 10 ií'fi' ;~1Il1位可IJ. 'íí 中生沛，於 1948 什拆的1 ' 
b 詳見《孤獨前哨》。

c ~D r曉空丸」

d 即「曉天丸j
e 英軍服務團稱它為「曉虎丸 J ' "Kweilin Intelligence Summary No. 76," 

24/11/1944, ERC, EMR-18-05, HKMP 該船只從文改混為貨船「鹿兒島丸j

戰後交還英國，轉至11荷蘭海軍服役， 1950 年才僻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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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登陸艇。雖然情報來源未有指出型號，但其呎吋與日本海陸

軍常用的「大發動艦」相同。 79 此外，部份日本海軍「普砲 J a 

亦為香港製造，英軍在維港中被擊沉的魚雷艇亦被修復使用 O 的

國 17 :被日本海軍，護的種遂，藍色雷斯人號。(中國
軍鱷博物館綱站提供)

海軍工程師岡村值四郎指出，日本陸軍以高壓手段對待船

塢工人，即使面對日本技師亦動輒以軍刀相向。面對岡村形容

的「恐怖政治 J '陸軍各船塢的日人技師在軍方監督巡視前互

通消息，在檢閱時強裝熱心，過後則怠忽職守，甚至生產和工

程無關的物品以圖私利 81 這個問題，可算是任由缺乏造船專

業人員的陸軍管理香港部份船塢的惡果。除了日人內鬥外，由

於不少有經驗的技術人員由英軍服務團安排下離開香港，留下

工作者亦抱有反抗之心，因此即使日人僱用成千上萬華人在船

塢工作，其效率始終不及戰前。香港海事史專家戴偉思 (Stephen

a 即「巡邏砲艇」



Davies) 指出當時華人甚至欺瞞不詣造船的陸軍人員，把部件「裝

一日、拆一日 J '故意延誤。 82 英軍情報亦提到工人存心拖延，

既因為反日情緒，亦因為希望保住工作。的因此，船塢的成品質

素不佳，修理後的鍋爐甚至會爆炸。 M 此外，對日本不利的謠言

亦經常傳播，例如受創軍艦進入船塢，或是打撈船隻失敗則被

說成有日本軍艦沉沒。 85 從以上可見，日軍經營船塢困難重重。

由於盟軍不斷空襲船塢(詳見本章第三節) ，加上總督部

的經濟政策令市面蕭條，物資逐漸短缺，英籍技師又全被拘禁

於赤柱，因此日軍雖然佔領了香港發達的造船設施，卻未能發

揮它們的潛力，只能完成前朝遺下的艦船，並在香港建造少量

船隻，遑論擴大生產。至 1942 年底，九龍船塢的造船材料已幾

近用馨。的曾於 1941 年一年內興建 10艘標準貨輪(共 70，000 噸)

齣太古和黃埔船塌，在戰爭期間幾乎未曾完成新建的大型船隻，

只有海軍在 1943 至 1944年間委託三井香港造船所﹒興建了兩值

rlCRS 型 J b 戰時標車貨輪「平海丸j 和「陽海丸J (各 2，800

噸) ，但兩船不斷遭到轟炸，後者完成後即被擊沉於維港。 U香港

造船所亦曾嘗試建造 r lD-2 型 J C 標準貨輪「通前丸J '但戰

爭結束前仍未能完成。男外，海軍船塢亦建造了第 151 至 156

號六艘魚雷艇，但它們從未離港。個男早於 1944 年 3 月，盟軍

已發現香港的船塢已不能維修大型船隻引擎。"至該年 9 月，

陸軍控制的黃埔船塢未有建造任何新船，其工人人數已跌至約

2，000 人。 ω 海軍船塢尚有 4，000 多人工作，但缺乏材料，而且

a 即太古船廠。

b 1CRS 型貨船排水量約 2，700 至 2 ，800 噸﹒航速約 13.8 節﹒颺於近海小型貨輪。

見「戰時標準船概說 J 網頁 http://www.lares.dti.ne.jp/-obsidian/ysy/gihou/

senpyou.html 
c 10 型貨船排水量約 1 ，900 噸﹒航速約 12.2 節，屬於近海小型貨輪。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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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士氣極為低落。 91 與此同時，單是上海江南造船廠已為日

軍建造了 19 艘 D 或 C 型貨船，可見香港在造船能力方面的退

步 92

有見海上交通日益困難，加上香港造船能力日漸低落，日

軍遂大量建造設計簡單的木船。佔領香港後不久，總督部已提

出和三合會合作，利用「或克 J a 運送物資和維持貿易。 93 自

1942 年年中起，日軍在香港各小型船塢建造「戒克 J 0 94 在陸

軍船船部隊控制下，參與建造此類機動帆船的船廠包括「敬記J

(Ah King's Yard) (銅鑼灣)、「同泰 J (銅鑼灣)、「永安盛」

(長沙灣)、「圖南 J (土瓜灣)、「庇利船廠J (士瓜灣)、「廣

祥興 J (深水涉)、「廣協隆 J b (深水勝)、「廣安盛J 、「協

同和 J '以及「福井 J (牛池灣)等，每個船塢約有 500 至 1 ，00。

人工作，年產的百艘木船。 95 這些木船長的 20 米，排水量 200

噸，可戰貨 120噸，以引擎推動，船員十人。"為建造這些木船，

國軍大肆砍悅樹木，加劇了柴薪不足的問題。 97 這些船聾的部

份引擎則拆自香港的汽車。"即使日軍每年建造 100 艘機帆船，

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其載貨量只等於三數艘太古、黃埔建造的

帝國船。在戰前，機帆船根本不值一提，但第一艘機動帆船完

成香港至滿洲的航行後，當局和傳媒竟大肆慶祝報道，可見日

軍當時的窘態。在 1944 年開始，香港的燃油和煤灰幾近枯竭，

發電廠效率大滅，連帶影響船塢產能，這些小船塢亦不能倖免。

1fT是，在戰爭後期海運斷絕之時，這些船隻把糧食和物資一點

→滴地送到香港， i盡量延遲饑荒出現的時間。

a 即中式帆船. Ju門k"

b 叉名「大日本j



貳、歐德機場的局限

除了九廣鐵路、船塢和港口外，戰時香港另一個重要對

外交通設施為敢德機場。戰前，英國皇家空軍認為敢德機場面

積太小，難以派駐大量飛機，而且亦容易被來自北面的敵軍進

歧，因此不l朗、派遣機隊進駐。日軍攻港峙，機場只有三架落後

的轟炸機、兩架軍用水上飛機、大型水上機「飛剪號J (Flying 

Clipper) 以及其他民航機。日軍接手後，最初使用機場的地

勤部隊為隸屬第 23 軍的第 16 時戰航空廠。大日本航空及汪歧

府屬-1'的中華航空當時已派員到達屆全德，希望開闢航線。"可

是，日軍早於 1942 年 l 月已發現機場被高山包間， r大型飛機

的升降均相當困難 J '而且缺乏多架飛機共同使用的補給和整

備設施，作為軍事機場的效率成疑。正如宋軒麟指出，敢德不

如新加坡、台灣和西賈，並非日軍佔領區的民航樞紐。叩當時，

單是台灣全島即有 19 個機場，其中近半位於高雄，香糧根本不

能比擬。 m

1942 年 l 月，海陸軍在《關於在佔領地實施軍政的海陸軍

中央協定》的基礎上簽訂了追補別冊，確定了香港各機場所屬，

其中陸軍擁有只有跑道的錦田機場、海軍獲得敢德機場的水上

機場部份，敢德本身則由海陸軍「共用 J 0 102 至 1942 年 5 月底，

陸軍省批准第 23 軍的擴建計劃，當時機場仍由該軍屬下的地

勤部隊控制。 103 陸軍省命令香港總督部由軍政費撥出 5，000，00。

日圓建設費，第 23 軍則提供協助。 104 總督部隨即成立「敢德

飛行場擴張工事事務所 J '根據戰 lìíj 佇港歧附l'的計!IfIJ 興建兩條

跑道，使機場面積擴大至 37.288 、F 力-* (:milì玖) 。總督部徵

用了大量苦力，並要英聯邦戰俘協助一I 哄 O 的: I 川 1 年初，有近

10 ，00。人參與擴建敢德的工程。 105 附近日阿均被橄用，宋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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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的聖山亦在一輪儀式後被夷為平地，只餘「宋王臺j 三字

被保留。 106 部份被徵用房屋的居民得到 1 ，000 圓軍票賠償。 107

至該年 3 月，日軍在敢德機場附近的山頭控掘山洞，興建儲藏

室和飛機庫。 108

圖 18 :日軍擴充歐德機場計劃。 (JACAR)

圖 19 日軍擴充後的敵德機場。可見佐敦一帶被擊中冒煙。 (NARA)



1942 年 6 月，日本陸軍成立「香港航空廠 J a 管理敢德

機場的地勤工作。香港航空廠直屬陸軍航空本廠，負責管理香

港所有(陸軍)航空兵器、燃料、材料等，為南方軍 b 、第 23

軍屬下以及其他路經香港的航空部隊補給維修，並調辦華南地

區的飛機裝備以及擴展相關工廠。對於與支那派遣軍以及香港

總督部相關的事宜，航空廠則受兩者直接指揮。至於支那派遣

軍與香港航空廠的運作細節，則由航空本廠和支那派遣軍司令

直接交涉。 109 從上可見，單是陸軍內部對敵德機場的指揮系統

已十分混亂，和海軍的合作則更為困難。此亦解釋了為何海軍

少有派遣機隊進駐香港，反而使用更小型的三姓島機場，分散

了香港附近的日本海陸軍航空兵力。可見，海陸軍的協定對實

際運作影響甚徽，兩軍仍大致各自為政。敢德在戰爭期間亦無

甚日機活動，只被用作前往南祥的中繼站。"。由於機塌擴建工

作未及完工，加上日軍在華南缺乏航空兵力，而且盟軍亦不時

空襲香港(詳見本章第三節) ，因此敢德始終未有成為日軍重

要的軍用機場。在 1944 年 7 月，航空廠人員共有 500 人，其中

包括 99 名華人和 170 名日本和台灣衛兵，但里月只剩下 250

人。 111 10 月，總督部中止了敢德的擴展工程，放棄把香港變成

空軍基地。 112

鑫、香港成為日軍醫療中心

日軍對香港醫院設施的利用 Ji式，體現 r 1-) 'Ifí.悅喬港為

「大東亞戰爭J 的工具，居此利泣如Ul. 恥1~ 1Jí: (的態!笠，亦解釋了

a 風 9321 部隊。

b 東南亞日本陸軍部隊的最高指揮機構。

277 



27自

日本據有香港期間，日人「泛亞洲主義」的宣傳以及市民經雁

的落差。戰爭爆發時，日軍決定把馬來亞的第 25 軍以及泰、緬

地區的第 15 軍傷兵運往華南 113 "lfz以香港為日軍的療養地。

其後，傷兵從南太平洋、緬甸等地湧入，日本海陸軍各自霸佔

醫院，徹底摧毀香港的公共衛生系統。 1942 年，日軍成立「香

港陸軍病院 J (又稱第 20。兵站病院波 8135 部隊，隸屬第 23

軍) ，並指派九龍醫院 (Kowloon Hospital) 為本院，容納 2 ，000

名傷兵，並設容納 750 名外科傷兵的香港島分院和原為淺水灣

酒店的療養所。後者亦可容納 250 名傷兵。醫院編成初期的預

定人于如下(表 34) 114 

表 34: 香港陸軍醫院醫療人員編制， 1942 年

;人--川3 咐，喇叭幣liIl州1m"閃閃閃啊p
ι 、'"

‘ 

軍.少將 衛生佐官、尉官 6 

軍﹒大佐 2 衛生士官 85 
軍，中佐 6 療工士官 8 
軍醫少佐 12 衛生兵長 15 
軍醫尉官 47 衛生兵 372 

齒藥劑科佐佐官官 、、 尉尉官官 8 護士長 21 
「一一一

5 護士 140 

其後，日軍改稱九龍醫院為「第 l 陸軍醫院 J '並奪去喇沙書

院 (La Salle College) 、瑪利諾修院學校 (Marγknoll Convent 

S正的oJ) ，以及拔萃男書院 (Diocesan Boy's Schooll 的校舍，

將它們改為第 l 陸軍醫院的第 2 、 3 、 4 分院。 115 此外，英童學

校醫院 (Central British School Hospitala ) 、聖德肋撒醫院 (St.

a 1940 年學校關閉後~.7作醫院。



Teresa's Hospita}} 、廣華醫院，以及嘉枝角傳染病醫院均曾被

徵用為陸軍醫院。聖德肋撒醫院雖曾經成為英聯邦軍戰俘的醫

院，但日軍其後又將之改為專治軍人的花柳病院。 116 在香港島，

瑪麗醫院、東華東院、明德醫院 (Matilda Hospital) 、戰爭紀

念醫院 (War Memorial Hospital '位於奇力山)、西營盤醫院、

寶雲道陸軍醫院(Bowen Road Army HospitaLl以及曾發生

屠殺的聖士提反臨時軍醫院均被日軍佔用，其中東華東院被海

軍佔用，成為花柳病醫院，瑪麗醫院則成為療養院，設備大多

被掠去。刊7 以上共的間陸軍醫院和一問海軍醫院;與之相比，

全台灣則有的問陸軍醫院，還有三間海軍醫院。 118

根據英軍服務團及日軍船隻記錄，有大量陸軍醫院船出入

香港，在戰爭期間共 48 船仗，共涉及 17 艘醫院船 a 總噸位為

114， 155 噸，每吹最多可搭載數百至近千名傷兵。竹9 為免因市

民發現大量傷兵抵港而損害威信，日軍特地在晚上卸下，員﹒

可是，醫院船抵港時消息仍不腔而走，謠吉亦隨之四起。 1943

年 2 月，約 1 ，000 名日兵乘坐醫院船抵達香港。他們都是緬甸

前線作戰的官兵，觀察他們下船的英軍密探發現他們士氣非常

低落。此後，社會即流傳日軍撤出緬甸的謠言。 120 望月 y 一名

印軍士官向英軍報告，指有日兵從醫院逃走。軍官責怪印兵看

管不力，並嘗試激勵餘下的傷兵，聲吉日本毋須再進行死傷慘

重的進攻，只需以逸待勞，抵抗盟軍的反擊。 121 即使醫院船頻

繁抵港影響日軍威信， 1943 年全年亦有八艘醫院船到港，但由

於盟軍空襲加劇，海路日益危險，加 L物資愈見附難，因此醫

院船訪港數量在 1944 年減半只有一 1哩，至 1945 年則有兩艘醫

a 當時日本陸軍共有 20 艘醫院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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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船「高砂丸」以及「和浦丸」分別於 2 月和 4 月抵港接回傷

員至日本醫治。 122 除了使用正式的醫院船外，日軍在 1944 年

「一號作戰」期間亦利用渡輪運送逾 3.000 名傷兵到香港。 123

至該年 10 月下旬，香港至少仍有 5，000 名日本傷兵。由每當部

隊抵港時，日軍即會強迫特定地段的居民搬走，以騰出空間，

因此有不少日軍居住在太于道、窩打老道、紅騙、尖沙咀一

帶。 125 物資奇缺，加上衛生服務不足，在港日兵並不健康。

1942 年，盟軍已發現大部份駐港日兵有香港腳。 126 英軍服務團

情報提到，由於血液不足，日軍曾於街上迫令市民捐血。 127

日軍亦將其慰安婦制度移殖至香港。香港淪陷後不久，日

軍即從廣州安排約 500 名娟妓來港，並要求華人領袖以及醫生

協助於灣仔建立慰安區，最終的 10.000 人被迫遷。四1942 年 4

月總督郁的《戰時月報〉指出性病在日軍之間蔓延，因此總督

部正研究把慰安所「集結於一定地區J '並於其中設置衛生設

施，指明保護「軍人和軍屬 J '並不包括娟授和本地人。由性

工作者全部被強制檢查，不合格者被逐離境，合格者則只能在

指定地址工作。 130 當時與聞其事的李樹芬寫道 131

灣仔被打扮成一個日本化的市區。這一區域比較新式和考

究的樓宇，被用為妓院式酒館餐室。所有這些店鋪及妓院

的格局，全採日本式，如用紙窗、松木、燈籠等，還有最

早屬目的是到處高懸看日本國旗... 至於妓女的人數，應該

以千數來計算了... ...他們除了本地招來妓女，並自近鄰及

廣州招至，而且也有自日本本土來的妓女。

據日本駐廣東總領事統計，單是 1942 年 3 月至 9 月間，即有



81 名日本賽枝、酌婦，以及「軍慰安所及軍中福利社人員 j 進

入香港工作。 132 1942 年 5 月的《關於香港警備和軍政的協定》

亦特別提到海軍的慰安設施包括「海軍會館J a 、「海軍軍官俱

樂部」\另有四間海軍慰安所 133 其後，灣仔的一部份以及西

環石塘咀成為日軍在港島的慰安區，前者由於位處海軍船塢以

及海軍人員軍居的跑馬地之間，主要招待海軍人員，後者則招

待陸軍。另外，陸軍亦於深水涉設立慰安區。建立慰安區後，

總督部即禁止在慰安區外賈春。 134

a 舊英京飯店 o

b 舊六國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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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南中國海」空戰，

1942 年至 1945 年 1 月

壹、香港成為盟軍重點空襲目標

由於香港對日本經濟和後勤的重要性，因此它是盟軍在中

緬印戰場 (ωChi吐ln址Bur‘T官."m叮na-叫-India T、hc咒ca前te盯rl 的其中一個主要攻擊目

標。 1942 年上半年，盟軍在亞洲慘敗，只能控制印度、中國西

南，以及部份華南地區，故英美領袖於 1942 年 12 月底的華盛

頓會議 a 中同意先集中兵力解決義大利和德國，暫緩反攻亞洲。

當時，在香港和華南地區活躍的盟軍航空部隊只有兵力微弱的

中國空軍，以及成軍於 1942 年 7 月的美國陸軍航空隊「中國航

空特連隊J (China Air Task Force, USAAF) b 司令為陳納德

少將 (M茍. Gen. Claire Chennauld 01943年 3月，該部擴續為「第

14 航空軍J (J 4th USAAF) ，仍由陳納德指揮，負責中緬印戰

場的航空作戰。該部在戰爭期間的作戰序列如下(表 35)

表 35 :美國陸軍航空隙第 14 航空軍戰鬥序列， 1943 至 1945 年

1943 年 3月約 120 架飛機)

.第 23 戰鬥機大隊 (23rd Fighter Group [Flying Tigersl ) 
令第 308 轟炸機大隊 (308'h Bombardment Group) 

1944 年 1 月約 420 架飛機) 135 

e 第 68 混合聯隊 (681h Composite Wing) 
等第 23 戰鬥機大隊

a 代號「阿卡迪布 J Arcadia" 
b 它是支援團民政府抗日的美國志願航空降(飛虎隊 J (Flyi ng Tiger) 的後繼部

隙。



落第 308 轟炸機大隊
禍第 69 混合Hih隊 (69th Composite Wing) 

e 第 51 戰鬥機大隊 (51 th Fighter Group) 
想第 341 轟炸機大隊 (341 st Bombardment Group) 

1944 年 12 月約 600 架飛機)

J 第 68 混合聯隊

m 第 23 戰鬥機大隊
擔第 308 轟炸機大隙

，第 69 混合聯隊

.第 51 戰門機大隊

勻第 341 轟炸機大隊
電第 312 戰鬥機~隊 (312鬥d Fighter Wing) 

a 第 81 戰鬥機大陳 (81 5t Fighter Group) 
學第 311 戰鬥機大隊 (3什 st Fighter Group) 

相對日軍在華南薄弱的空中力量(詳見本章第一節) ，盟軍不

斷擴充第 14 航空軍，使之得以干擾日本和南洋地區的海上交

通和讀點。於香港活躍的盟軍飛機全為美製飛機，包括 P-40 、

P-38 、 1日戰鬥機、 B-25 雙引擎中型轟炸機，以及 B-24 四

引擎重型轟炸機。與日機相比，除了 P-40 因為款式較舊而略

為遜色外，其他型號不但速度更高，而且火力、攜彈量，以及

防護均更為強大(附錄九) 。第 14 航空軍的戰略進攻主力為

第 308 以及第 341 兩個轟炸機大隊，其中第 308 轟炸機大隊配

備近 50 架 B-24 轟炸機，後增至 72 架，每機載彈量最大 IlJ 達

3 ，600 公斤 (8別)。磅) 、比日軍九七式重轟炸機多 ll .J1 三 1Pi f.1f

餘。第 341 轟炸機大隊則院備 fìO 多架 B-2月轟卅機 ， lU是月'(，1 'F. 

90 架，該機比口車|日l級飛機迷此也，I.:J 、|的研 }j 也 'J'W，可 mi'JI，!，1 fit亦

達1.360 公斤 (3 ，000 磅) ‘迎仆恨恨他i t'l~ "仟 1月 t.J ~JI的'1甘尖叫喊門

機亦i1J 裝載 227 有三 454 公rí- (5()() 卅 1 ,()()() I的)炸，;\IIII~此舉地面目

標和加隻。

283 



284 

貳、盟軍空襲概況

由於盟軍在華南組織機場需時，因此遲至 1942 年 10 月 25

至 26 日才對香港發動第一狀空襲(空襲列表詳見附錄十)

當時， 18 架 B-25 和 7 架護航的 P-40 分兩批空襲九龍船塢和北

角發電廠。在空襲中， 80% 的炸彈未有命中，甚至有炸彈落

在發電廠 300 呎外，但亦造成一定損失，更顧能鼓勵華人。 136

1943 年 5 月， ["聯合總參謀長委員會 J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 b 在邱吉爾和羅斯福率領下於華盛頓討論全球戰略c時，陳

納德表示他正準備從雲南以東的機場派機到香港和台灣之間的

海域打擊日本的航運。 137 此後不久，盟軍對香港發動第二吹攻

擊，其後陸續加強攻擊港口設施以及船隻。美軍的攻擊雖然規

模不大，但日軍多數只能聽其攻擊，有時更損失慘重。例如，

十架B-25於 1943年 9 月 2 日空襲昂船洲停泊的船隻、大同船塢，

以及鄰近的嘉枝角油庫，結果油庫全毀，日軍損失間，∞o 立方

來燃油和 5∞噸重袖(團 20) 。明

空軍醫鼓勵了身在香港的盟軍戰俘以及市民繼續堅持。美軍

空襲茄枝角油庫當日，深水涉戰俘營戰俘大聲唱出第一吹世界

大戰美國流行軍歌「在那邊 J (Over There) ，所幸日兵不詣

英語，不知歌曲內容。 d 139 但至少有一仗，歡呼的戰作被日軍

a 1942 年 7 月 26 日，重慶國民政府曾聲稱對香港進行過 決空襲，但日軍紀錄

並無言已載 1 英國外交部檔案亦提到無人曾目擊這次空襲。見“From Lisbon 10 

Foreign Office ," 1 0/8/1942 , TNA, FO 371/31671 
b 1942 年 4 月成立，由英美雙方軍方領袖組成，用以協調盟軍大戰略。由於英

方參謀長委員會不會長期留美，它另外委任「英國二軍參謀圍 J (British Joint 

Staff Mission) 於美國協調。
C 會議代號「三叉車主J Trident 。

d 部份歌詞如下 r在那邊，在那邊，傳開去。傳去那邊，說美國人來了，美國

人來了 I (Over the舟， over the時， send the wo叫， s巴 nd the word over there; 
That the Yanks are coming , the Yanks are coming) 



射擊。 140 日軍對空襲無可奈何，只能把偶然擊落的盟軍戰機殘

骸搬到遮打花園示眾，或在報紙強調美軍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把

炸彈送到前線轟炸香港，以安民心。 141 在戰爭期間，有數名美

軍飛行員被日軍俘獲後，交到「軍事法庭 j 審判並殺害，其餘

大多數均被國共兩軍救起(詳見本章第七節) 。第二任總督田

中久一中將即因為總督部處決 1945 年 1 月 3 日在香港上空被

擊落的美軍第 118 戰術偵察中隊指揮官賀格少校 (M司j. David 

H。此k) 被判死刑，但判決因為田中本人並無參與審判而被推

翻 o 參與審判的四名軍官則被判終身監禁至 10 年徒刑。 142

圓 21 美國陸軍航空隙 B-25

轟炸九龍目標。 (British
Pathé 片段)

圖 20 :美國陸軍航空隊炸

毀大角咀油庫。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 N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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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23 :美國陸軍航

空隊 8-24 編隊聶炸
九搗亂L為 (2) .• 
中可見日本陸軍戰

機。 (NARA)

圍 22 美國陸軍航

空隊 B-24 編隊轟
炸九龍船塢(1)

(NARA) 

圖 24 美國陡軍航

空隙 8-24 編防措炸

九龍丹甘塢 (3 ) 。園

中可見市區井、神 J皮

及。 (NARA)



自 1943 年底，盟軍陸續擴充在中國內陸的空軍，更有效利

用日軍在華南的空肪裂口進出南中國海，擾亂日本與東南亞的海

運。在 1944 年中，盟軍已有能力對香港進行大規模空襲，例如

第 14 航空軍在 5 月 20 日派出近 20 架 B-24 重轟炸機空襲香港外

悔的船隊、 9 月 1 日派出 12 架 B-25 攻擊敵德機場，更於 10 月

16 日為聲援美軍登陸菲律賓並阻止日軍使用香港增援菲島守軍，

派出近 30 架 B-24 一舉摧毀九龍船塢。 143 可是，是次空襲亦炸毀

了區役所、華人小學以及 160 間房屋，共牽涉 1 ，570 戶。日軍有

41 人死傷，華人死亡 916 人，傷的0 人，數于人無家可歸。叫

雖然日軍在 1944 年初發動的「一號作戰」打亂了盟軍從中國內

陸對華南地區發動的空中攻勢，更迫使盟軍放棄不少重轟炸機機

場，但第 14 航空軍仍能派出大量長程戰鬥機伏擊日軍船隻或突

襲其機場和設施。此顯攻擊使缺乏預警系統而且各自為政的日本

，陸軍疲於奔命。雖然曰:軍曾於 1943 年中破獲了英軍服務團在

書諧的情報綱，使情報工作一度中斷(詳見本章第七節) ，但服

務團仍能繼續提供準確的海港情報予第 14 航空軍至 1945 年春。

團 25 美國陸軍航空隊攻擊香港附近船隻(1) 0 (N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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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27 :美國陸軍航空隙
攻擊香港附近船雙 (3) 。

(NARA) 

圖 26 美國陸軍

航空隊攻擊香港

附近船隻 (2)

(NARA) 

團 28 美國陸軍

航空隊攻擊香港

附近船雙 (4)

(NARA) 



在規模與強度方面，美國陸軍航空隊對香港的空中攻擊逐

步增強，至 1944 年應至 1945 年中達至高峰。從表 36 可見，盟

軍的空中攻擊可分為以下幾類(按規模排列)

表 36 :美國陸軍航空隙攻擊香港的手法， 1942 至 1945 年

一、 8-24 重轟炸機編隊在高空(的 3.000-5.000 米)實施水平轟炸.遇
常由 10 架或以上 8-24 進行，目標多為九龍船塢、太古船塢、海軍

船塢，或是鄰近的港口設施如貨倉等。由於目標為水泥結構的船塢，

因此多使用 500 至 2.000 磅(約 227 至 908 公斤)的中重型炸彈。
可是，由於天氣、日軍戰機和高射砲火的抵抗、投彈高度，以及目

標太小等原因，這類攻擊命中率不高，更容易傷及附近市區。例如，

1944 年 10 月 16 日的空襲雖然炸毀九龍船塢，但亦於紅咽地區炸死
ili千人。另外，在 1944 年 1 月 23 日的空襲中，美軍雖然派出九架
8-25 轟炸機攻擊敵德機場及附近山遁的儲存設施，但毫無效果，反
而造成約 90 名華人及日兵死傷。

二、數架 B-24 、 8-25 或戰門機 (P-40 、 P-38 、 P-51 )低空突襲香港港
口設施:這類攻擊使沒有裝備雷達的日軍措手不及。可是，如遇上

日軍的戰鬥機隊，貝IJ可能造成傷亡，因此有時在晚上進行，但命中

率則聞之下降。

三、 8-24 在香港的主要水道和外海進行佈雷:不會造成即時傷亡，但可

以擾亂香港貿易和交通，亦不時使日軍出現意外損失，例如擊沉7
來往香港和海南島運送礦石的船隻﹒長遠而吉對依賴東南亞資源的

日本打擊不小。

四、 架至數架轟炸機或戰門機於香港或外海巡邏，低空攻擊日軍船隻

或截擊日軍飛機 這類攻擊可以獨立實行，或是由中國各地機場同

時派出過百架戰機「見機行事J (a加ck targets of opportunity) 
自行尋找值得攻擊的目標。雖然規模不大，但這類攻擊卻對日軍造

成不少損失。例如. 1943 年 9 月 15 日，駐防華南的日本陸軍第 3
飛行師團長中菌盛幸中將從台灣乘座機訪粵﹒於廣州東南、香港附

近被美軍戰機伏擊身亡。 145 當時廣州有數十架日本戰們機正在待命﹒

但缺乏雷達等預警系統 a 的日軍對盟軍的伏擊束手無策。此外﹒ 1944

年 12 月 24 日美軍在昂船洲附近擊沉渡輪嶺南丸，擊斃華民代表陳

廉伯，但亦造成 300 多人死亡。

a 當時日軍在廣州只有一台雷達，但指向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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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盟軍對港海上封鎖及反攻計劃 9
1943 年至 1945 年 1 月

董、海上封鎖

除了對香港及鄰近地區進行空中攻擊外，盟軍亦從海、空

兩路封鎖香港，使日本不能有效利用其地緣優勢和設施，並嘗

試於香港、菲律賓、海南島之間的南中國海切斷日本和東南亞

的海上運輸。早於 1941 年 12 月 27 日，即駐港英軍投降後兩

日，日軍大型補給艦「野島 J 已在香港外海被美國潛艇「鱷魚j

(USS Perch) 發射魚雷擊中(見前述) 。自此以後，日軍第 2

遣支艦隊加緊巡邏，防止盟軍潛艇繼續騷擾這個海域的日軍交

通。日軍攻佔呂宋島後，美軍失去了甲米地 (Cavite) 海軍基地，

其潛水艦隊在 1942 年初難以在南中國海活動。即使美軍潛艇得

凶順利潛入，美軍的 14 型魚雷 (Mark 14 TOIpedo) 又問題貪

生，因此日本船隻在戰爭初期得以在南中國海活動自如。叫

可是，正因為南中國海相對安全，日本海陸軍在該海域

的防備曰漸疏忽。如上述，日軍在香港、華南地區，以及南

中國海的空防非常薄弱，美軍第 14 航空軍梅以進出香港，轟

炸日本軍艦和船隻 C 日本海軍第 2 遣支艦隊在香港以及南中

國海的兵力亦只有數艘砲艇，而且海軍內部並不重視護送商船

的任務，不但對潛艦隻和飛機不足，船隻亦未被編成護航船隊

(convoy) 相關的訓練和研究亦甚為缺乏。在海軍軍令部，

負責 i護航的部門人數極少 3 根本不能應付因戰事擴大而大幅增

加的任務，遑論全盤研究和安排如何保護日本和東南亞之間的

海上交通線。 147



1942 年 2 月，日軍己再吹在香港附近海域發現盟軍潛艇。

此後美軍潛艇在南中國海的活動日益增加。在 8 月，兩艘貨輪

在台灣和香港之間的海域被擊沉，使日軍大為緊張。可是，即

使第 2 遣支艦隊全面戒備，其兵力亦難以抵抗盟軍的海空夾擊。

1942 年 9 月，日軍在香港集中運送部隊到南太平祥時，第 2 遣

支艦隊只能派出兩艘軍艦護航。只是因為盟軍尚未能集中兵力

在此地區，日軍才得以暫時偷安 o 1943 年開始，美軍潛艇對亞

洲地區的日本船隻加強攻勢，使日本脆弱的海運逐漸難以應付。

同年 9 月內，第 2 遣支艦隊的控制範圍內已有 14艘貨船被擊沉。

可是，日本海陸軍仍拒絕合作，陸軍仍堅持擁有自己的運輸船

隻和護航艦，通報機制亦極為不便。如陸軍船隻發現潛艇，它

先要通知陸軍船船部隊在香港的司令部，然後由船艙部隊通報

第 2 遺支艦隊，再由後者聯絡艦賽和飛機到場支擾。增扭扭建

峙，該船已很可能被擊況，或潛艇已經遍遍。第 2 壇支艦隊的

報告曾無奈地指出如果船隻在香港附近靠岸行駛，將會被飛機

攻擊，如在外海航行，則可能會被潛艇擊況。 148 由於英軍服務

團有密探在香港市內觀察日軍的港口活動，因此即使日船多在

晚上宵禁時進出港口，但仍被盟軍發現。 149

在 1943 年最後兩季，盟軍發現進出香港的船隻和軍艦共有

223 ，027 噸，至 1944 年上半年只剩下 l 日，937 噸。 150 根據香港

港務部紀錄，從 1944 年春季開始，進入香港的貨船由每月刊()

多艘坎減少至 9 月的 27 艘吹。 10 月的數字雖然上升至 1的艘仗、

但這些船隻絕大部份為運送援軍至菲律賓的運輸鵬以從此，i也衛

艦隻(因此解釋了出入軍艦的增加對喬湛的你們 i已 '1: 他打

任何幫助(表 37)

: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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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香港港務部的船隻出入紀錄， 1個4年4月至 1945年 5月(艘汶)

啥事雖 • 貨船* 乾船墉

1944 年 4 月 115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a 一.. _.‘_._-. 

5 月 117 51 12 
←一 一一

6 月 129 66 18 
←一

7 月 102 41 16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8 月 102 35 23 
. ‘ 蠱壘 ，蠱 、

一一一一一一"..一，

9 月 99
一一一-一一斗一月一一一一-一一一

27 15 

10 月 156 88 23 
r--- 11 月

已一-一一

12 月 110 68# 29 

1945 年 1 月 61 23 17 

2 月 87 43 10 

3 月 98 17 9 

4 月 98 17 9 

5 月 78 6 8 

﹒ 1 ，000 噸以上。

# 1944 年 12 月以後數字為 500 噸以上。

資料來源 〈昭和 19 年 4 月 l 日-昭和 20 年 5 月 31 日 香港港務部戰時日誌> ' <:海

軍一般史料> ' ]ACAR ' Ref: C08030700200 。

雖然盟軍以海空兵力封鎖香港，但日軍在 1945 年以前有時仍可

以經香港禮兵到其他地區。例如在 1943 年運兵至所羅門群島

和法屬廣州灣，以及於 1944 年 10 月運兵至菲律賓。 151 自 1944

年 12 月開始，為免數字過份悲觀，港務部特地下調計算標準，

把 500 至 1 ，00。噸的船隻亦計算在內，但數字卻繼續遞減。

1945 年 l 月盟軍大空襲後，出入船隻數日又因為日本軍事增援

華南守主進行撤僑行動而短暫增加，其後海上交通即幾乎中斷。



貳、奪回香港的計劃

香港淪陷後不久，盟軍即已制定不少關於救出戰俘的計

劃，但未有實行(詳見本章第七節)。盟軍經過數月苦戰在南

太平洋和緬甸穩住陣腳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 

of Staff) 1943 年 5 月於敲定擊敗日本的芳案，並由英、美兩國

的計劃人員在華盛頓舉行的「三叉載」會議中討論。計劃分數

階段進行，先由中、英、美三國部隊奪回緬甸，並由美軍從西

面突破通往西里伯斯海 (Celebes Sea) 的日軍防線，然復進行

第二階段，由英軍打通馬六甲海峽、美軍重佔菲律賓、國軍準

備奪回香港。第三階段則由中美兩軍重奪香港。第四階毆則從

中國的機場派出重型轟炸機攻擊日本。 152 這個方案在 20 日為

英美參謀主導的盟軍聯合總參謀長委員會通過。四直至同年 8

月的魁北克會議中 (Quebec Conference) a 香港仍幢盟軍棍Jt

可貴利用的據點。自此，香港成為盟軍反攻日本的中期目標。

至 1943 年後半，日軍在南太平洋以及中太平洋節節敗退。

在南太平洋，日軍先後失去布于維爾 (Bougainville) 和新喬治

亞島 (New Georgia) 美澳聯軍逐步包闡日軍在南太平洋的根

據地拉包爾 (Rabaul) 。在中太平洋，美國海軍於 11 月佔領吉

爾伯特群島 (Gilbert Islands) 準備向西挺進，目標為馬紹爾

(Marshall Islands) 以及馬里亞納群島 (Mariana Islands) 。在

緬甸戰場，英軍在 1943 年的反歧雖然失敗，但仍準備於 1944

年捲土重來。雖然中國戰場仍在JJ藝品-狀態，相關共咐軍拖住大

量日軍，使之難以支援其他戰線。 H 'flf{!: 1 t) 4:~ "I:;i\割，以馬里

a 代號「象限J Quadra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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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細群島和緬甸等地為前峭的「絕對國防圈]在建立之初已有

被突破之虞。在此期間，盟軍開始研究佔領馬里亞納群島之後

的進攻方向，英美聯合總參謀長委員會屬下的「聯合計劃署 j

(Combined Staff Planners) 遂指示一個包括海陸軍參謀的小組

研究進攻中國沿海地區的問題。該小組於 1944 年 4 月提交《中

國境內作戰計劃> (Plan for Campa~<;n within China) 詳細討

論包括進攻香港等計劃。 154

蔡祖康 (Choi Chohong) 在美國國家檔案局發現的《中國

境內作戰計劃》討論了中國和太平洋戰場相互支攘的時機、如

何在中國戰場利用中國正規軍、游擊隊，以及盟軍的陸、空，

以及兩棲部隊、在可行的後勤支援下在中國作戰的具體計劃，

以及如何最有效率地使用在中國的軍隊與資源。計劃假定德國

將於 1944 年 10 月投降 a 、蘇聯將於其後半年內對日宣戰，並進

攻浦洲國和蒙古圖，甚至挺進華北，而美軍的超級重型轟炸機

(Very Heavy Bomber, VHB '即 B-29 轟炸機)將於 1944 年夏

開始從中國轟炸日本。 b 155 

由於對日作戰計劃的重心是封鎖日本與亞洲大陸以及東南

亞的海路交通，並以重轟炸機摧毀其生產力，因此佔領中國沿

海地區不但可為盟軍提供對日封鎖的基地，亦可使盟軍的重轟

炸機隊直接攻擊日本。即使日本決定戰門到底，間軍亦可於華

南地|而集巾兵力和組織後勤，進窺琉球群島以金三日本本土。具

體 IÍIÎ 吉， {1j 1 國境內作戰計劃> (下稱《計劃> )提出三個方

案(八、 B 、 c 方案)供選擇:

a 實際投降時間為 1945 年 6 月。

b 實際第欠任務為 1944 年 6 月。



• A 案:在日軍仍據有台灣和呂宋的情況下，於 1945 年

初從馬里亞納群島至菲律賓棉蘭老 (Mindanao) 一線

進攻中國海岸。作戰色括五個階段:

一、從中國內陸隍空兩F各攻擊沿海日軍

二、對香港廣州地區發動兩棲攻擊

三、對台灣發動兩棲攻擊

四、對廈門 i山頭地區發動兩棲攻擊

五、對福州、溫州、|、寧波發動兩棲攻擊

六、對長江三角洲發動兩棲攻擊

. B 案:先奪得呂宋，然後於 1945 年下半進攻中國沿

海(與 fA 案」相同)

. C 案先奪得台灣，然後於 1945 年下半進攻中國沿海。

作戰色括四個階段:

一、從中國內陸陸空兩路次擊沿海日軍

二、對廈門仙頭地區發動兩棲攻擊

三、對福州、溫州、寧波發動兩棲攻擊

四、對長江三角淵發動兩棲攻擊

三個方案各有利弊，其中以 fA 案」最為直接，可立即切斷日

本和東南亞的交通，對缺乏石油和資源的日本可造成致命打擊。

可是，進攻艦隊要突破日本防線，穿過台灣和呂宋之間的海峽，

更要一直逗留至兩棲部隊在華南站穩陣腳，建立陸空優勢為庄，

期間可能要面對長期的消耗戰，損失難以逆料。後續部隊和運

輸船隊亦可能被日軍伏擊。 fB 案 j 比 fA 案 j 安全，但需要

長時間消滅日宋的日軍，使盟軍趕不及於風季前登陸華南，使

轄個華南作戰部份延至 1946 年初。 a r c 案」與 fB 案」相同，

a 美軍認為 6 至 9 月期間不能於香港登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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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較為安全，而且繞過華南地區可以節省兵力，但直接攻擊

日本經營半個世紀，擁有龐大駐軍 a 的台灣，可能使盟軍付出重

大代價 o

根據《計劃}A案，盟軍反攻香港前，國民政府的正規和

游擊部隊 b 、駐華美國第 14 航空軍以及第 20 轟炸機指揮部 (20th

Bomber Command) C 均會持續向日軍施壓，國民政府則訓練 30 個

美械師，準備協助盟軍登陸。反攻香港時，盟軍飛機先於登陸前

一個月由中國內陸派出 2.000 架坎各式飛機攻擊在華南以及海南島

的日軍。英美進攻艦隊則由自琉出發，其組成立日下(表 38) 由

表 38: {中國境內作戰計劃》反攻香港的預定海軍兵力

一﹒兩.攻擊隊主力 (Main Attack Force) 
﹒舊式戰列艦 x6
.護航航空母艦 (Escort Carrier) x 34 (共有飛機 768 架)
﹒攻擊人員運輸艦 (APA) x 60 、運兵艦 (AP) x 30 、攻擊運輸，監

(AKA) x 18 、護航艦隊

二、繭.或."分" (5e∞ndary Attack Force) 
﹒護航航空母艦 x 10 (共有飛機 300 架)
﹒戰車登陸艦 (LST) x 60 、護航艦隊

三.:it;掩護部隊 (North Covering Force '美國海軍)
﹒單兒子IJ艦 x7 、巡洋戰艦 x2
﹒艦隊航空母艦 (Fleet Carrier) x 8 、輕型航空母艦(Light

Carrier) x 5 (飛機 893 架) 、護航艦隊

四、南悔自覺部隊 (South Covering Force '皇家海軍)
﹒戰乎IJ艦 x2
﹒艦隊航空母艦 x 4 (飛機 264 架) 、護航艦隊

a 1945 年 8 月時共有作戰部隊 1 凹，079 人、要塞砲 88 門、野戰砲 1 ， 5日5 門、步

愴 84 ，930 桿。劉闖翰， <日軍在台灣》﹒下冊，頁 657 0

b 包括中共游擊隊。

C 以中國為墓地的 8-29 超重型轟炸機部隊。



以上總兵力包括艦隊航空母艦 12 艘、輕型航空母艦五艘、新舊

戰列艦或巡洋戰艦 17 艘、護航航空母艦的艘，以及大量護航、

運輸，以及支援艦隻，其規模比 1944 年中美軍入侵馬里亞納群

島時更大(見圖 29) 。進攻艦隊由航速最慢的 I兩棲攻擊隊分

隊J 於登陸日前六日 (D 減 6 日)從串琉出發， r兩棲攻擊隊

主力」於型日出發。南、北掩護部隊則從馬里亞納群島出發，

於 D 減 3 日超前兩棲攻擊隊，然後於 D 滅 2 日清晨分別航向日

宋和台灣。預計日軍在兩地分別有的0 和 600 架飛機，廣東有

300 架飛機。由於台灣是日本海陸軍航空兵力的集中地，因此

由兵力較強的美國海軍負責，英軍則負責呂宋。在接下來的三

日，兩隊將接近台南和呂宋北部，集中攻擊兩地的機場，使之

不能干擾登陸行動。兩隊亦隨時提防日本海軍的反擊。

圓 29 英美艦隊進攻香港計劃。

297 



29日

圖 30: 糞軍登陸香港作戰計劃。 (Ref):加強師; (RCT): 團級戰門群。

在登陸日 (D 日盟軍將以六師兵力約 80，000 人進攻，

其中三個師 a 以及兩個團級戰門群共 11 個團將於大鵬灣、大亞

灣、青山灣、三壯島，以及荷包島 (Bullock Horn Island) 五地

登陸(見圖 30) ，另有四師國軍從粵北南下，進攻石龍地區，

以騷擾廣州和香港的交通線。兩隊兩棲攻擊隊的“艘護航航空

母艦上的 1 ，06日架飛機則攻擊香港和王仕島，並掩護登陸行動。

登陸部隊亦會得到七艘舊式戰列艦的強大火力支援。這亦意味

若香港部份地區將遇上強力砲轟與空襲。各登陸點的兵力及日

標如下(表 39) : 157 

a 每帥三圖。



表 39: {中國境內作戰計劃》反玫香港的預定陸軍兵力

一、大闖灣、大E灣

﹒一個加強師(陸軍或海軍陸戰隊)於大鵬灣登陸，然後向西推進，

與f:f西南面而來的部隊切斷九龍和其他廣東省日軍的聯繫。

. 個加強帥(陸軍或海軍陸戰隊)於大亞灣登陸，然後向西北前

進，以惠州為初期目標。

. 個團級戰鬥群 CRegimental Combat Team) 於大亞灣登陸，
然後向西北前進，以淡水為初期目標。

二、青山灣

﹒一個加強師(陸軍或海軍陸戰隊)於青山灣登陸，然後向北前進，

先佔領屏山以及錦田等地，然後向東北推進，與來自大鵬灣的部

隊會合，合圍九龍和港島。

三、三釷島、荷包島
• 個團級戰門群佔領三仕島機場並於荷包島建立灘頭陣地。

胡期目標達成後，在香港附近的兩師登陸部隊將奪取深圳附近

的蘭頭機場，並於屏山和備回建立更多機場使岸基飛機可以東

擾陸上行動，然後開始南下進攻九龍半島和香港島。

盟軍估計日軍可於括華南、台灣、呂宋，以及海南集中共

1 ，550 架飛機，其中至少 400 架可以直接抵抗對登陸香港的行

動。計劃似高估了日軍的空中兵力，並低估了盟軍在 1944 年對

日軍的打擊。從第一節可見，即使日軍預計盟軍將要反攻省港

地區，日軍在 1945 年初亦只能集中數十架舊式戰機。至於陸上

部隊，盟軍估計日軍最多可於香港至廣州一線部署兩師三旅，

其中一師在廣州、|、一師在東免地區，男於廣州|西南岸、仙頭，

以及廣州|各一旅，香港的駐軍則布約 10.00。人，包括步兵兩圖

以及海岸、高射砲兵，但其質素成疑。 158 與 H 軍實際兵力比較

(見第六富有) ，盟軍對華南的日軍兵力估計頗為準確，足見英

軍服務團以及國共兩軍在該地情報工作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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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放棄反攻計劃原委

可是，世界各地的戰況使盟軍放棄了登陸香港的計劃。在

歐洲，雖然盟軍於 6 月 6 日登陸諾曼第，但德國在 10 月仍頑

強抵抗。在太平洋戰區，美軍進展比預期順利。太平洋艦隊司

令尼米茲上將 (Adm. Chester Nimitz) 於 1944 年 6 月 3 日頒怖

「花崗岩三號計劃 J (G扎久NITE 11) ，準備佔領馬里亞納群

島後從中太平洋繼續西進，繞過昌宋島直趨台灣和廈門。 159 數

星期後，美軍已大致佔領馬里亞納群島，並摧毀了日本海軍的

航空兵力。 7 月，羅斯福總統為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造勢，特

地前往夏威夷與尼米茲與西南太平洋戰區司令麥克亞瑟陸軍上

將 (Gen. Doug1as MacArthur) 討論盟軍在太平洋地區的下一步

行動。尼米茲認為美軍應攻擊台灣及廈門，以切斷日本和南洋

的珊，厲。另一方面，麥克亞瑟則希望履行重回菲律賓的承諾，

希望以菲圖為下一個目標。羅斯福出於對 1944 年總統選舉的考

膺，認為改治上活躍的麥克亞瑟對其選情較為重要，最後決定

進攻菲律賓。為掩護美軍進攻，第 3 艦隊 (US Third Fleetl 於

9 月空襲菲律賓，發現該地航空兵力空虛。 160 第 3 艦隊然後齡

10 月直趨台灣，消滅數百架岸基飛機 (Land-based aircraft) 以

及有經驗的飛行員，使日軍空中力量一顧不振。其後，美軍乘

勢於 10 月下旬登陸菲國中部的雷伊泰(Leyte) ，並於年底前

將該島佔穩。與此同時，美國海軍則於雷伊泰灣海戰徹底擊敗

日本海軍的主力，特別是創除了日本海軍的航空母艦編隊並重

創其水面部隊，使美軍在西太平洋擁有海空優勢。

以土的發展，尚不足以使盟軍放棄反攻香港的計劃，因為

《中國境內作戰計劃》的 B 案即打算先取月宋，再攻香港。最



重要的原因，是日軍於 1944 年春發動「一號作戰J 0 由於盟軍

對南中國海和香港的空中攻勢、美國海軍潛艇的活動，以及英、

中、美三國在緬甸的反擊，使日本與東南亞的交通線甚至根據

地漸受威脅 O 因此，正當盟軍研究反攻華南時，日本陸軍則研

究在中國奮力一擊，把華北、華中，以及華南的佔領地聯成一

氣，然後與中南半島的日軍會師，使日本得以從陸路得到東南

亞的資源。一號作戰在 4 月開始，其中京漢鐵路於 4 至 5 月間

被日軍佔領，然後日軍自 6 月先後佔領長沙、衡陽、零陵，甚

至桂林等國府重鎮，並與廣東的第 23 軍會師，於 12 月攻向南

寧，最復和來自中南半島的日軍取得聯繫。一號作戰除了使美

軍第 14 航空軍暫時失去部份可以攻擊香港和南中國海的機場

外，更嚴重削弱國民政府，摧毀了國民黨在廣東省的勢力，使

中共在該地乘勢而起(詳見本章第七節)。國軍失去廣東和湖

南的大部份重饋，已不能支擾盟軍在華甫的行動。凳，不但對

國民歌府失望，更懷疑它會否崩潰，何說支接盟軍。以上轉變，

加上美軍在太平洋戰區十分順利，使美軍決意饒過台灣和中國

沿海，直向琉球群島進發，並於 1945 年 2 月 19 日登陸硫礦島

(Iwo Jima) 。但是，正如以下各節指出，盟軍對香港的海空

封鎖並未因此而有所放鬆。

301 



302 

五香港大空襲，
1945 年 1 月 15 至 16 日

董、美國太平洋艦隊突入西太平洋

1944 年 10 月雷伊泰灣海戰勝利後，美國太平洋艦隊的航

空母艦編隊得以在 1945 年初進出南中國海。美軍在菲律賓中部

站穩陣腳後，即再下一城，於 1945 年 l 月 9 日從仁牙因灣登陸

( 1941 年 12 月日軍於同地登陸)呂宋島，準備收復菲島首府

馬尼拉。為支援行動，隸屬美國海軍第 3 艦隊的航空母艦編隊

一一第 38 特遣艦隊 (Task Force 38) 一一在麥凱恩中將 (Vice

Adm. John McCain) 指揮下於 12 月 30 日從中太平洋烏利西環

礁 (U且也i)出發(見圖 31) ，並橫掃越南金蘭灣 (Cam Ranh 

Bay) 董事南治岸一帶的日本海哩。第 3 艦隊司令哈爾西土將

他曲1. W過iam Halsey) 亦乘坐近鉤，000 噸的戰列盧新澤西號

(USS New Jersey) a 隨隊擔任全盤指揮。

美軍最初認為日軍在台灣與菲律賓尚有不少航空兵力，而

且殘存的日本艦隊尚在新加坡和日本本士，可能會傾巢而出，

全力對抗美軍在呂宋的登陸，所以不敢掉以輕心，一共派出八

艘艦隊航空母艦、五艘輕型航空母艦、六艘快速戰列艦，以及

的艘輕重巡洋艦和大量驅逐艦組成的龐大艦隊 O 其時，日軍的

主力艦隊此時只剩下數艘戰列艦和巡洋艦，航空母艦已所剩無

幾，因此只餘下大量商船與運輸船散落在新加坡至台灣之間的

海面，其中包括 I 1=. 86 J 與 r 1=. 87 J 兩個大型船團。 1 月 9 至

a 該艦在冷戰期間曾經訪港。



圖 31 :美國太平洋艦隊的航空母艦緝隊。

12 日，第 38特連隊在南中國海消滅了正在北上的 r 1:: 86J 船團，

炸沉數艘護航艦與十多艘油輪與貨輪，並於台灣沿岸擊沉一艘

屬於 r 1:: 87 J 船團的袖輸。為躲避第 38 特連隊，海上護衛總

隊命令尚在台南附近的 r 1:: 87 J 船團轉往香港，並呼召附近船

隻至維多利亞港，寄塑集中防空火力對抗美軍空襲。「匕 87J

船圓的旗艦為排水量達 17.000 噸的大型艦隊油輪「神威J 帆船隊

進入香港時尚有「天榮丸j 、「松島丸j 、「言 Gh< 丸J • r橋立丸j

等油輸，並有驅逐艦「初春」、第 7 護衛船團旗艦「滿珠 J b 、

a 艦長藤木美德大佐 o

b 艦長中申澤正德大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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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遣支艦隊的數艘海防艦等，共有驅逐艦一艘和海防艦九艘。

各艦均備有大量高射砲和機槍，使維港防空力量大為增強。 161

此外，港內尚有大型貨輪「同生丸J (10 ，893 噸)等船隻。

貳、香港大空襲

為支援第 38 特遣艦隊，第 14 航空軍於 l 月 15 日 a 派出

140 架 P-51 、 P-40' 以及 P-38 戰機掃蕩華南地區，企圖引出日

軍在廣東、敢德機場，以及三女士島等地的戰機以殲減之。同日，

由於香港上空天氣惡劣，美軍只能於士午從四艘艦隊航空母艦

於上午 7 時 30 分派出 42 架 F6F 型戰鬥機，其中「漢考克號J

(USS Hancock) 、「列克星頓號J (USS Lexington) ，以及

「大黃蜂號J (USS Horned 的 28 架戰機攻擊敢德機場及掃

蕩空中可能出現的日擻，以奪取制空權。「納克鎮號J (USS 

Yorktown) 的飛機則攻擊維港船堡(各艦空襲香港詳情見附錄

十一) 。日軍在敢德的飛機未及起飛截擊即被擊毀，兩艘油輪

被擊傷，港內船隻的高射砲則擊落一架 F6F 。當日稍後，美軍

轉向攻擊天氣狀況較好的台灣。

16 日香港天氣好轉 b 第 38 特遣艦隊把注意力轉回香港。

上午 7 時 23 分至大約 8 時， r考彭斯號J (USS Cowpens) 

大黃蜂號、列克星頓號 3 以及漢考克號共派出 73 架 F6F 、 14

架 SB2C' 以及 27 架 TBF 攻擊敢德機場、三壯島機場、維港船

隻、太古船塢，以及其他港口設施。各艦的 TBF 魚雷機由於速

度最慢，首先起飛，然後依狀是 SB2C 轟炸機和 F6F 戰鬥機。

a 日出時間為 GMT+7 上午 6 時 42 分。

b 日出時間為上午 6 時 42 分。



各機隊在空中組成機群，一齊於上午 9 時 30 至 50 分左右抵達

香港上空， r 目標指揮官J a 隨即分配其體目標予各部隊。

例如，大黃蜂號的艦載轟炸機第 11 中隊 (YB-l 1)的分隊

在土午約 8 時起飛，至 9 時的分飛抵香港，該分隊共有九架

SB2C' 共載有九枚 1000 磅穿甲彈和高爆彈以及六枚 2月0 磅高

爆彈，目標為太古船塢。該隊發動俯衝轟炸，以大仰角從高空

衝向目標，在 1 ，000 至 2 ，000 呎左右依吹投彈，但部份炸彈偏離

目標，擊中鄰近糖廠。分隊完成攻擊後迅速離開，於 11 時 30

分回到大黃蜂號。叩參加同一攻擊的魚雷機第 11 中隊 (YT﹒ 11 ) 

的分隊在 7 時的分從大黃蜂號出發，攜帶 24 枚 500 磅炸彈。

分隊於 9 時 47 分抵達香港，目標亦為太古船塢。該隊實施滑翔

轟炸 (glide bombing) ，從 8，500 呎逐步下降，在 2，500 至 3 ，500

恨投彈，炸彈大部份命中目攝區。該隊提到香構的高射砲火個

!草書不甚猛烈，直至部隊投彈後才遁詞時綿脅。制

上午 9 時，大黃蜂號、漢考克覽、列克星頓班、的克鎮號、

「胡蜂號J (USS Wasp) ，以及「卡波特號J (USS Cabotl 

派出第二波攻擊隊，共有 44 架 F6F 、 7 架 SB2C ，以及 29 架

TBF' 目標主要為香港島的港口設施及附近船隻 o 美軍投下大

量中型炸彈，對船塢設備及其中正在修理的船隻造成重大破壞。

至下午 l 時，第一、二波攻擊隊回航後，第 38 特遺隊在下午發

動第三、四波攻擊，第三波於下午 l 時至 l 時 53 分出發，共有

81 架 F6F 、 25 架 SB2C' 以及 26 架 TBF' 第四波於 2 時的分

出發，共有 37 架 F6F 、的架 SB2C' 以及的架 TBF 0 

a Targ巴t Coordinator ‘通常為其中一艘航艦的大隊指揮官 Command缸， Air 

Group (CA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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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的攻擊以船隻和船塢為主，但由於太多飛機同時攻擊，

加上各目標區已濃煙密佈，因此目標指揮官難以清楚辨別目

標。大黃蜂號的艦載轟炸機第 1 1 中隊在行動報告中抱怨道倒

九龍(黃埔)船塢是個令人失望的目標......乾船塢空空如

也，附近只有一艘貨船看來值得攻擊 o 既然作戰行動指明

擊沉船隻是首要任務，陸上目標(如船塢)只為次耍，目

標指揮官應命令我們攻擊港口中的船隻、驅逐艦、護航艦，

叫及貨輪。如果轟炸機和魚雷機一起攻擊港內船隻，後者

對這些目標的攻擊將會更為有效。

同隊第四波攻擊的另一份報告寫道 165

目標分配的工作實在有待改進。一齊出摯的三個海軍航空大

閉眼<* groupø) 幾乎同時發動攻擊，使得目標區的狹小空域

內有大量飛機正在俯街... ...漢考克號的艦載轟炸機中隊突

然切入戚們最後的小隊前面，使它被迫ì1/t看俯銜。目標區尚

有其他有價值的目標，但所有飛機都街向那三數艘貨輪。

叔們認為目標指揮官有責任防止這種危險的混亂攻擊 O

艦載轟炸機第 1 1 中隊在攻擊中並無損失， fê.以上報告亦可看出

美軍雖然握有絕對的物量優勢，但作戰時仍不免出現混亂狀況 o

至當日下午 4 時，全 H 參與常襲台灣的「蘭利號 J (uss 
Langley) 以及「提康德諾加號J (USS Ticonder啥叫派出第五

波共 20 架 F6F 戰機空襲香港船隻，打算消滅剩餘的日標。兩

隊於大約 5 時的分抵達，當時正好日落 (6 時的分) 0 美機



擊傷數艘船隻、離開時尚有炸彈的蘭利號戰機誤以為赤柱收容

所是日軍軍營，遂向其投彈，造成 14 名被拘留的英籍平民不幸

身亡。 166 第 38 特遣艦隊在當日對香港最後一波(第六波)攻

擊來自 38.5 特遣艦隊 a 的兩艘夜間航空母艦 (CV(N)) r企業號」

(USS Enterprise) 以及「獨立號J (USS Independence) 。兩

艦於下午 4 時 30 分至 5 時 42 分派出共 12 架裝有雷達的 F6F(N)

戰機，企圖擊落嘗試離開香港或廣州各機場的日機，並於晚上

再吹轟炸敢德機場。 167

圖 32 美國海軍轟炸維港船隻(1) 。圖中可見數般大型油輸。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a !lD為第 38 特遣艦隊第 5 分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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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變"海軍
﹒炸太舍，曾鳴'.
中可見尚未完主的
其中艘帝國船。

CAustralian War 
Memorial) 

圖 33 :美國海軍轟

炸維港船隻 (2)

(NARA) 

圓 35 美國海軍轟
炸赤性拘留營和監

獄。 (NARA)



雖然美軍不大滿意作戰成果，但目擊空襲的市民卻大為鼓

舞。華仁中學校長博育賢 CFr. Edward Bo盯ke} 目睹空襲，特

別提到學生非常振奮 168

除卻幾;文例外，且軍飛機均從高空轟炸香港... ...今次飛機

俯街而下，在船隻的一邊投下炸彈，越過船隻後再投下另

一個炸彈，之後爬升離開。

(盟軍)不斷派機接力空襲，從日間直至黃昏。學生們本

來正在上課，但誰會願意在飛機街向船隻時留在課室?他

們全都興奮地湧去觀看那壯觀的場面，說破片和槍彈如無

物。

最初，學生頗為失望，認為飛機未有擊中目標。他們不知

道炸彈在(沒有裝甲的)船隻旁邊爆炸比擊中甲板更具破

壞力。有一架飛機似乎平了枝彈，炸彈落在甲板土蟬，章，

使後，貴的飛機粉身碎骨。學生們發出一片落寞的「吱地J

之聲......

空襲約半小時後，有船隻開始沉沒。有些完全況在港內，

有些則剩下小量船身露出水面。船隻沉沒時，學生「好

勢! J 之聲不絕於耳。

l 月 15 至 16 日間，第 38 特遣隊共派出 1 ， 162 架吹飛機攻

擊台灣與華南目標，其中的l 架吹攻擊香港。一日半之間，美

軍共投下 392 噸炸彈，其中約 150 噸炸彈用於香港。美軍於 l

月 15 日投下 14 個 500 磅炸彈並發射 120 枚火箭，然後於 16 日

投下 13 個 2 ，000 磅炸彈、 72 個 1 ，000 磅炸彈、 301 個 500 磅炸彈、

73 個 250 磅炸彈、 190 個 100 磅炸彈、 13 枚魚雷，以及 640 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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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吋火箭彈。從參與飛機的數量以及火力而吉，這是香港在太

平洋戰爭期間承受過最大規模的轟炸，規模比美國陸軍航空隊

對香港進行最大規模轟炸 a 多出 50% '亦遠超日軍在 1941 年 12

月 16 日發動的攻擊。當時，日軍發動 62 架中型轟炸機空襲香

港，共投彈 60 噸。 169

空襲後，美軍總結戰果， 15 、 16 兩日共計擊沉一艘大型貨

輪、擊傷四艘大型油輪、十艘大小貨輪、一艘驅逐艦、兩艘護

衛艦、三艘驅潛艦，以及 17艘機動帆船。美軍亦擊毀 47架飛機，

其中約的架 b 在啟德機場被擊毀，無一成功起飛。惘美軍則於

香港上空損失 19 架各式飛機，全日在香港、華南、台灣等地共

損失約 40 架。雖然美軍對這個戰果頗為失望，但實際土空襲對

日軍的打擊比想像中更大。由於所有港口設施和船塢均嚴重受

損，雖然美軍只擊儡包括神風等大部份船隻，但它們亦只能在

香播報磨。。因此，在香喝過難的 r l:: 87 J 船團實際上已敬消

擻，日本錢乎失去辦有聽果僅存的大型油輪以及同生丸等大型

貨船。空襲亦徹底打破日本對使用香港為華南海運基地的任何

幻想。 1945 年 3 月，日本中止了香港至台灣之間的航運，使華

南以及香港地區與其他日本佔領區的聯絡完全斷絕。 171

a 技彈量約 100 噸。

b 司能比實際上多。

C 神威及其他日船在當日陣亡者共 175 人，全部合葬於昂船洲。 1966 年香港政府

發現遺骨，初時懷疑是被日軍虐殺的華人或英聯邦軍戰俘，造成哄動。見佐佐

淳行﹒《香港領事佐佐淳行> (東京:文藝春秋. 1997) .頁 59 0



六戰爭最後階段的香港防務，
1945 年 1 月至 8 月

壹、日軍防衛華南計劃

在雷伊泰戰敗後，日本大本營預計盟軍即將進攻華南沿

岸，遂研究加強第 23 軍的方案。大本營本打算把原本隸屬第 6

方面軍的第 23 軍升格為方問軍，但支那派遣軍反建議裁撒香港

佔領地總督部，並將之編入正在進行湘桂攻勢的第 6 方面軍。

其後，東京把總督部歸併第 23 軍，然後在 3 月把第 23 軍改歸

支那派遣軍直轄。至此，日本已放棄管治香港，只視之為第 23

軍手中的軍事據點。 172 與此同時，日軍則於廣州和香港一帶增

翩兵力。當時，第 23 軍以第 104 師團和第 23 混成雄為骨幹，

'.者早於 1941 年香港戰役前已在廣州留守。日軍大本蕾計劃

把參加湘桂作戰的第 27 以及第 40 師團調往廣東防守，並以參

與湘桂作戰的第 19 獨立混成旅為基礎，組織第 129 與第 130 師

團。 a 第 19 獨立混成旅於 1941 年 10 月組成，共有四個步兵營以

及一個步兵砲隊。該旅乘坐「利馬丸」在 1944 年 2 月 7 日由門

司港出發，望日利馬丸即被美軍潛艇擊沉，船上官兵 2，765 人

喪生。 173 因此，該旅未開始作戰已損失其大部份兵力，其補充

兵的質素亦不如前，故此第 129 與第 130 師聞亦主要由新兵組

成。此外，日軍亦準備於江阿青和廣東省邊境的 H 軍改編為第

131 師團以加強廣州，使第 23 軍共1fi~少/什|圳市間的可用兵力。

3 月 13 日，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叫村會改叫達廣州視察，並

a 1945 年 4 月正式成立，詳見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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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達防守華南沿海的《光一號作戰命令:> 0 8 在《光一號作戰命

令〉中，第 23 軍擔任華南防衛的主力。盟軍船隊接近時，第 5

航空軍 b 將消耗盟軍船隊，在湘桂地區的第 6 方面軍則以部份兵

力增援第 23 軍。間雖然岡村沒有明吉，但第 23 軍實際上只能

白求多福，盡力損害登陸華南的盟軍，不能指望從支那派遣軍

或南方軍獲得增援。可是，正當第 23 軍仍在制定防守廣東省

及海南的計劃時，美軍已進迫琉球群島，並於 4 月 l 曰登陸沖

繩島，使華南日軍被完全孤立。為此，大本營放棄華南，把第

27 、 40 '以及 104 三個裝備和質素較好的師團經江西調往南京，

131 師團則留在江西，使廣州和香港剩下第 129 和 130 兩個故

等師團。此安排自然遭到第 23 軍反對 04 月 24 日，第 23 軍參

謀長富田直亮少將抵達南京支那派遣軍總部請求留下第 104 師

團。 175 結果，第 104 師團仍駐廣州， 27 和第 40 師團則於 4 月

底從廣東出贅，沿燼掃蕩粵東地區的國軍第 7 戰區殘郁，然後

擅自証西南屆繭住濟南和南京。 1而

至 1945 年 6 月，支那源遭軍制訂《對美英作戰計劃大綱:> ' 

決定放棄大部份在中國的佔領地，把華北、華中部隊收縮至長

江三角洲、山東半島、北京、南京、武漢等地。至於華南， {大

綱》要求第 23 軍將其主要部隊第 104 、 129 、 130 師團以及第 8 、

13 、 23 獨立混成旅收縮至香港和廣州周圍，並與第 2 遣支艦隊

共同防衛。 177 {大綱〉強調各部要利用地形築構堅固的陣地，

以抵消盟軍的火力優勢，並且要重視「特攻戰法 J '即自殺式

攻擊。 178 為準備最後決戰，日軍把海南島的第 23 獨立混成旅

a 華中為「光三5mJ 、華北則為「光三號j
b 只是紙土部隊﹒詳見本章第二節。



以及金門的第 3l 混成獨立團調回廣州附近，並把1山頭一帶的物

資和部隊 a 撤回廣東。《大綱》亦提到主要防守目標是擁有腹地

的廣州，其改才是香港。 179

根據〈大綱> '第 23 軍制定了《作戰要綱> '以備「美

英軍及重慶軍從海陸兩路正面同時發動攻勢」時的反制措施。

《作單主要綱〉把所有作戰部隊部署在香港和廣州附近，其中第

l04 師團以三營駐守海岸線至海豐、陸豐一帶，主力在惠州，

第 l29 師團防守大亞灣投淡水，第 23 獨立混成旅防守樟木頭可見

寶安，香港防衛隊負責香港和深圳、第 l30 師團負責珠江口以

西的海岸線，第 8 、 l3 獨立混成旅則掩護廣州，後者負責抵抗

來自北面的國軍攻勢。計劃分為三個階段進行(參與計劃的日

軍部隊及兵力見附錄十三. 1日。

算一階段:

盟軍主力在大亞灣登陸後，第 104 、 129 師團、第 23 獨立

混成旅，以及香港防衛隊均會盡力殺傷敵軍 b 但只應於狀

況特別有利時才發動反擊。日軍亦會防備從大鵬灣登隆的

盟軍把香港和廣州的交通切斷。日軍主力第 104 師團則負

責對盟軍或國軍進行「機動攻勢 J .香港防衛隊則於香港

準備長期作戰。

第二階段:

盟軍進至息州、淡水一線後，西江以面的日軍將取守勢，

力保平湖一帶的水源。在此階段，西江以東的第 130 師團

a 即 r5山頭支隊」

b 原文為「其/出血亨強要又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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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第 8 、 13 獨立混成旅均會死守原有陣地。

第三階段:

廣東和香港被分割包圍，所有日軍將退入位於廣州以東的

「龍 6ft陣地 J a 或香港，香港守備隊則退守九龍和香港島的

既設陣地，包括醉酒灣防線，進行長期抗戰。

至此時，香港防衛隊的人數被增至 4.650 人?共新增四個 I特

設步兵大隊 J 0 b 161 其中長駐香港的第 67 、 68 、 69 三個步兵大

隊分駐九龍鐵路沿線 c 、九龍至大埔一帶的鐵路線，以及寶安

沿海。 d 四個特設大隊則駐守九龍山脊東毆至西貢一帶(第 l 大

隊)、粉續(第 2大隊)、元朗(第 3大隊)以及香港島和梅窩(第

4 大隊)。砲兵隊則駐守九龍。 182 以上這些部隊均為二線部隊，

全部缺乏重型武器。至 1945 年 8 月，香港地區只有 3，883 桿步

槍、 168 握各式欖樹、 16 門平射砲、六門曲射砲、一門速射砲、

11 門山醋、七門野砲，以及部份數年前從英軍擴獲的武器。海

防砲台亦只有三門重砲。 e 183 面對擁有裝甲部隊、艦砲以及空

中支援的盟軍，以上火力可謂極為徵弱。

從以上計劃IJ f:r J 見，日軍主要預計盟軍自大鵬灣和大亞灣登

陸，然後向西推進，把帶港和廣州分割後逐個擊破。此時，日

軍已從太平洋各吹島嶼事會幟'I'N訓教訓，不再盲目嘗試在盟

今青~i良洞帶。

第 1 至第 4' 每個有 441 人。
;菜單 I1至石龍。

今小南山幣。

如前述﹒其中兩門 9.2 吋砲位於赤柱、 鬥 6 日才諦，位於九龍。「軍事施設仿位

置及構成J ' <昭和 20 年 10 月 南支Jj[\地區善後處理要報綴> ' <終戰處理} , 

JACAR' Ref: C15010506700 。

ahuCA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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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猛烈的火力下抵抗登陸，而是依賴地形建立縱深陣地、愉悅

拖長戰事，以增加盟軍傷亡。可是，如美軍依照其 1944 年的立|

劃攻擊香港，以其火力優勢，加上香港附近的日軍缺乏重武器，

應可以順利把香港和廣州的守軍各個擊破，而且盟軍亦可乘門

軍廣州以西兵力較少的弱點迅速佔領廣州市，使被圍困在龍~N

陣地的日軍孤立無援，如盟軍能快速佔領沿河地區和平湖 a帶，

更可使日軍面對食水不足的問題。

貳、震洋自殺艇進駐香港

為準備最後決戰，日軍開始在香港各地建立陣地群。例如，

日軍在沙頭角附近山上構築大量戰嚎， lU 下亦有互為掩護的機

槍堡、通訊嚎，以及砲兵陣地。此外，日軍亦曾命令居民協助

於九龍山脊的醉酒喝肪線附近以及香港島各地挖攝掩體。叫警

仁中學校長博育賢亦在其回憶中提到「日軍在香港各地山句，不

斷挖掘(陣地準備拼死一戰J 0 1的可是，香港幾乎所有海

岸火砲均已被拆毀或失靈，白沙灣砲台更只有木造假砲。 186 至

此，日本海軍第 2 遣支艦隊已無戰力可吉，只能派出自殺艇攻

擊盟軍船隻。 187 為配合光一號作戰，海軍特地派出三隊「震洋」

特攻艇隊到香港駐防。

1944 年中日軍節節敗退之時，日本海陸軍內部均有人提:1.11

使用非常手段以挽救戰局，其中海軍於 7 月成 -\ì". r 特此叫) J 

由大森仙太郎少將出任部長。除( [" flll風特1削球門外， 11 水 i尚

軍尚發明了「震洋特攻艇 J (去，10) "此作艇蚓 U， l'I'(幣敵人為

目標，但艇上有逃生裝置，不';13. -1: J{ l' 1 骰 J-\ Ji~ (，位 u 干11 神風特攻

a 自殺式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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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一樣，震洋艇的駕駛者多為學兵，以及自 1943 年開始被徵入

伍的在學青年代而非經驗老到的官兵。至戰爭結束前，日本海

軍成立了超過lOO 隊震洋隊，部署地區遍及日本本士、朝鮮、

琉球、台灣、華南沿岸、香港、海南，以及東南亞各地。

表的:農洋特攻艇

一聽輯: ，映吋{攏，法幫J車窗} 轉永蠹 最高爐 .• iill摸一九、

一型 5.1m x 1.67m x O.8m 1.3t 23kts 炸藥 250kg 、四式燒
書里彈(火箭彈) x 2 

五型 6.5m x 1 師 m x O.9m 2.2t 30kts 炸藥 250kg 、四式燒
書要彈(火箭彈) x 2 、

機槍 x 1 

t ﹒噸 kt ﹒節

派往香港的三個實洋隊為第鈞、詣，以及 107 隊，成立於 1945 年

1 月 20(第 35 、 36 隊)和 25 日(第 107 隊) 。三隊規模如下:咽

﹒第 3S (木下)隊

﹒官 7 人、本部水兵 21 人、乘員的人、技工 35 人、

後勤 79 人，共 185 人，一型艇 50 艘

﹒第 36 (渡過)隊

﹒官 8 人、本部 7位兵 21 人、乘員 50 人、技工犯人、

後勤 74 .共 188 人，一型艇的艘，五型艇 2 艘

﹒第 107 (前JII) 隊

官仇人、本部 7位兵 21 人、來員別人、技工 35 人、

從勤 74 人，共 186 人，五型艇 25 艘

a 史稱「學徒出陣j



三隊震洋隊成軍後，即於 1 月底前往佐世保海軍基地，然

後轉往門司港，分別搭乘「美保丸」以及「金泉丸」兩艘貨輪。

2 月 5 日，兩船加入毛* 02 船團 a 在三艘軍艦護航下出發。

由於整個西太平洋佈滿美國潛艇，船團被迫採取迂迴路線，先

抵達對馬海峽，然後途經麗水灣、珍島、荷衣島、古群山群島，

再折往中國大陸沿岸航行抵達舟山群島，然後南下經廈門前往

香港。由於該月華中、華南天候不佳，船隊僥倖躲過空襲，只

於 12 日在廈門附近被兩架 B-24 攻擊，但安然無忌。 2 月 14 日

上午，船隊終於抵港，部隊改隸第 2 遣支艦隊屬下的香港方面

特別根據地部隊。 189

← /.~NGrH 

圖 36 :日軍在港製造的木造小艇。 (Elizabeth Ride Collection) 

a 門司至香港船團，王、木為兩地名的首個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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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港後，隊員把震洋艇藏起，軍官加入海軍司令部，水兵

則搬進銅鑼灣的民居。由於缺乏燃料，各隊只能以兩至三艘震

祥艇輪流演練，並與敢德機場的日機以及陸軍船高自部隊共同訓

練 o 海軍設營隊在南丫島興建震祥艇的基地，準備當盟軍接近

香港時由南丫島出擊，偷襲盟軍的運輸艦。日軍在南丫島的震

洋基地位於該島北俑，該處三王間環山，適合掩蔽。日軍共鑿開

五個山洞。 a 除了，11 R '*運來的自殺艇外，香港的造船廠亦建造

木製小型臼殺艇。 1的

奎、戰事末期盟軍對港攻擊

日軍準備華南防務期間，盟軍繼續對香港實施多吹大規模

空襲。 1945 年 l 月 15 、 16 日大空襲後，美國第 3 艦隊已切斷

日本和東南亞的交通線，香港已不再是戰略重地。美軍艦隊亦

轉向琉球群島，未有再攻擊香港。可是，香港作為華南海岸的

主要港口，而且仍有大量日軍盤曙廣州及內陸，因此盟軍繼續

轟炸香港的港口和船隻。同年春，美軍奪回大部份菲律賓後，

把南太平洋以及中太平洋的第 5 及第 13 航空軍改組為「遼東航

空軍 (Far East Air Forces) 開始與第 14 航空軍一同攻擊粵

港地區。在 1945 年 l 月 17 日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間，第 14 航

空軍、遠東航空軍，以及美關海軍共對香港發動至少 21 吹襲擊，

目標包括船塢、海港設施，以及船隻等。海軍飛艇則於各主要

水道及維港出入口佈雷。

這些襲擊大多屬於小規模行動，參加機數超過十架的只有

七坎，包括 1 月 18 日、 1 月 21 日、 4 月 2 日至 3 日、 4 月 13 R ' 

a 稱之為「格納壞j



以及 6 月 12 日的空襲。其中 1 月 21 日、 4 月 3 日和最後一坎

規模最大和最為猛烈(詳見第五章第三節及附錄十二) 。在此

期間，攻擊香港的任務主要由自 1943 起從南太平洋挺進至菲律

賓群島的遠東航空軍擔任，該隊此前負責對地支援及轟炸日軍

在荷屬東印度油田 a 等任務，少有攻擊大型城市，遑論人口極為

開密的香港。當時日軍在各船塢建造大量機帆船，美軍曾特地

以燃燒彈施襲。可是，攻擊引發港島北岸各地大火，除了焚毀

大量船隻外，亦對市面造成嚴重破壞，並殺傷不少市民。

在戰爭結束前不久，皇家海軍在 7 月 31 日至 8 月 3 日對香

港進行了兩吹小型攻擊，由微型潛艇 XE-3 和 XE-5 號分別由「槍

頭號J (HMS Spearhead) 和「月神號J (HMS Se1ene) 送到

香港附近，兩艘微型潛艇把香港與新加坡和西貢的海底電纜切

斷。均1

綜合附錄十、十一以及十二， 1942 年 10 月 25 日至 19.. 5 

揮 7 月 14 日期間，香港一共至少被盟軍空襲 1 ，375 架狀，不包

括外海船隻的攻擊。撮戰後統計，大約 20014。的華人房屋被完全

摧毀或嚴重受損，大的等於可供 160.000 人使用的居所。據前

述日軍統計，戰前香港和九龍有 25.379 棟華人房屋， 20% 即大

約 5， 100 棟。另外有 70% 的歐式房屋被毀 3 即大的 1 ，800 棟 b

192 這些歐式房屋均遠離盟軍的空襲目標，大多在香港戰役或空

襲期間被搶掠所毀。九龍受炸最嚴重的地區包括紅騙、官浦、

威菲路兵營以北，以及廣東道。門的年 9 月的報紙提到這些地

a 如香庫巴板， Bilikpapan 。

b 謝朱光、葉德(車貝11各自於他們的著作中提到香港共有 1 ，808 棟歐人房屋、 569

棟高級華人房屋、 8，079 棟華人住宅、 301 棟寫字樓、 274 問工廠以及 155 問

貨倉完全被毀。見謝朱光， <{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 ，頁 349 葉德偉，頁

1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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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有不少房屋被炸毀，或嚴重受損。 193 香港島受創最重的地區

則為中環、灣仔、太古等地。與之相比，台灣全島被空襲 3，214

架仗，死亡 6，000 多人，的， 191 間房屋被毀、 17 ， 127 間受損，

顯示香港一地所承受的空襲已是台灣全島四成之多，足見香港

的重要性。 194

肆、未及實行的團軍反玫

至 1945 年年中，支持國民政府收回香港的駐華美軍司令

魏德邁計劃「黑鑽作戰J (Operation Carbonado) 利用美式

訓練與裝備的國軍反攻華南並收回香港。主攻部隊包括在曾經

參與緬甸作戰的新一軍。 7 月 24 日，英、美、蘇三國軍事領

袖於華盛頓討論對日作戰時，美國陸軍總參謀長(Army Chief 

of Staff) 馬歇爾上將 (Gen. George Marshall) 提到中國軍隊將

於 8 月向廣州灣和雷州半島進攻，然後提進至香港和廣州。在

7 月間，團軍在雷州半島進展順利，因日軍已把大部份部隊集

中在香港和廣州外圍。可是，羅斯福的繼任人杜魯門 (Harry

Truman) 卻不願蘇聯在亞洲參戰，同意使用原子彈，使日本政

府在 8 月 10 日通過中立國知會盟國即將投降，令魏德邁的計劃

無疾而終。



七戰俘、地下抵抗與游擊活動

淪陷期間，駐港英軍的大部份官兵被囚禁在港，部份被送到

日本、台灣等地充當苦力。與此同時，英軍、國軍，以及中共均在

香港進行地下抵抗活動，繼續阻止日軍把香港成為華南的後勤

基地。由於布東尼 (Tony Banham) 、賴伊雲 (Edwin Ride) 

陳瑞璋等對這些活動己作出深入研究，本節主要在前人研究的

基礎下，輔以英軍服務團和情報部門的檔案資料，勾勒日據時

期的戰俘、地下抵抗與游擊活動的欖概，並討論其重要性。

畫、戰俘經壓

駐港英軍投降後，一共有 10.947 人成為日軍的戰俘。其中

有 5，072 名英兵 a 、 3，829 名印兵 b 、 1 ，689 名加拿大兵，另有 357

名華籍以及混血兒砲兵、工兵、華人軍團，以及香港肪衛軍士

兵。 195 有英兵嘗試逃走，但於新界被手持英軍武器的華人捕獲，

轉交日軍。 196 由官學生何禮文 (Ronald Holmes) 等人組成的

防衛軍別動隊 iz 部隊 (z Force) 則於投降期間逃出香港。

大部份華兵則於英軍投降前被解散，以免他們被屠殺。 197 在 l

月底，戰俘們被送到深水埸 c 、昏，皆老街 d 、馬頭浦 e 以及北角 f等

a 包括英籍防衛軍。

b 英軍服務1Il統計則為 3 ， 831 人。見 "Kukong Intelligence Summary No. 10," 

25/10/1942, ERC, EMR-1 B-01 , HKMP 
c 2\l:為印軍軍營， 1941 年 11 月成為加軍軍營。當叫土安川1Y'~ tJJ.. '!l r ‘防衛軍和皇

家主軍。

d 本為難民營。主要囚禁部份軍官， 1944 年 6 月改為印軍戰俘營。

e 本用於安置 1939 年退入香港的團軍。主要囚禁印軍. 1944 年 6 月關閉。

f 2\l:為難民營。主要囚禁力日軍和海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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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戰俘營。 l 月 24 日，有 30 多名荷蘭海軍 r 0-20J 號潛艇

的官兵被送到北角戰俘營。 a 19B 以上各營均由「香港俘虜收容

所J 管理，但該部在 1942 年 l 月底只有的人，連軍官在內幾

乎全為預備役士兵。 199 投降初期，英、加、印兵被集體囚禁 9

時有衝突發生，但其後則按照族群、兵種，以及階級b分開囚禁，

秩序逐漸恢復。

正如布東尼指出， 1942 年在戰俘營中殉難的英軍戰俘幾乎

和香港戰役的陣亡者一樣多。 200 各戰俘營環境惡劣，糧食奇缺，

遂有官兵嘗試逃走。 l 月至 2 月間，共有 17 名官兵成功逃走，

其中包括防衛軍醫官賴廉士中校及其華人助理李玉彪、皇家砲

兵軍官祁德尊中尉 (Lt. Doug1as C1ague) 、 「燕鷗號J (HMS 

Tern) 艦長德忌利士 (Lt. J. Doug1as) 等人。 201 其後，印軍醫

官史潔雲(capt. Douglas Scriven) 等亦先後逃離。各人逃脫路

線不同，有時得到控制新界東西貢半島的中共游擊隊或市民的

幫助而得以颱轍。可是，亦有士兵在逃脫期間被捕，部份要因

而被日軍盧訣。由於官兵體能漸弱、日軍殺害逃走失敗者，加

上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反對私自逃走以免餘下官兵遭到報復，

逃走人數目幟。 202 5 月 22 日，日軍要求所有戰俘簽名承諾不再

嘗試逃走，最後有 106 人堅拒簣署。他們被押往操場被機槍威

脅，但仍有 18 人拒簽。最後，他們被送到赤柱監獄，包括米杜

息士營的貝:壁上尉 (Capt. Hany Radger) 203 

逃走者把香港戰俘被日軍殘酷對待的消息帶回英國，當時

a 其中兩人成功逃走，餘下船員安然度過戰爭。見 Tony Banham , VVíθ Sha//Suf

瓜子r There: Hong Kong' s Defenders /mprisoned, 1942-4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2009) , p. 245. 

b 軍官與士兵。



英國政府曾考慮是否應該把這些消息公開。公開消息一方面可

以提振前線官兵|司仇敵插足之心(亦阻止他們向日軍投降) , -

方面對日本施壓，迫使他們改善戰俘待遇 o 內閣最後於 2 月 28

H 決定公開香港戰俘的慘況，並以「香港事件 (Hong Kong 

Incidentl 稱之 204 此做法某程度上的確為英加軍對日作戰提供

焦點，使之不只是政府收復殖民地之戰 O 例如，加軍來福槍圓

的徵兵海報即以「記若香港 (Remember Hong Kong) 為

口號。 205 1942 年 9 月，日軍主動釋放了 137 名華籍或混血兒戰

俘，他們雖然被迫簽署協議不再協助盟軍，但部份人則回到英

軍處報至Ij 0 206 

1942 年 9 月 4 日至 1944 年 4 月 29 日之間，日軍共分人次

把一共 4，835 名戰俘送到日本或台灣，其中共逾千人在海上以

及各地的戰俘營殉難。如布東尼統計各批離海戰俘詳情如下(表

4 1) : 208 

表 41 :被撞出香港的英聯邦軍戰俘

﹒第一批
出發日期: 1942 年 9 月 4 日
人數:英兵 618 人
目的地 東京、仙台附近的戰俘營

﹒第二批

出發日期: 1942 年 9 月 25 日
人數:英兵 1 ，834 人
目的地:乘坐船隻「里斯本丸j 中途被美軍潛艇擊況，生還者前

往大阪、廣島、福岡'以及名古屋等地的戰俘營﹒部份
傷者留在中國大陸，其後被送往北海道函館

﹒第三批
出發日期: 1943 年 1 月 19 日
人數:英兵 430 人、加兵 664 人、香港防衛軍 82 人
目的地:東京、仙台、大阪、名古屋、廣島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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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批
出發日期: 1943 年 8 月 4 日
人數:莫德庇以下共 21 名高級軍官及其隨盧
目的地:先到台灣，其後被送到滿洲

﹒第五批
出發日期: 1943 年 8 月 15 日
人數:英兵 100 人、加兵 370 人
目的地:東京、仙台、大阪、名古屋等地

﹒第六批
出發日期: 1943 年 12 月 15 日
人數﹒英兵 194 人、加兵 98 人、香港防衛軍 204 人
目的地:先到台灣，然後前往大脹、名古屋等地

﹒第t批
出發日期: 1944 年 4 月 29 日
人數:英兵 58 人、加兵 47 人、香港防衛軍竹 5 人
目的地:仙台

1942 年 10 月 2 日，運載 1 ，834 名英籍戰俘的日本貨船「里斯本

丸J 被美國潛水腫「石斑號 J (USS Grouped 擊況。「里斯

本丸」況沒時，日軍不容許戰俘離船，更向其開槍，但他們在

米社息士營營長史都華中校 (Lt. Col. Henry Steward 率領下突

破日兵防線逃生，最後共有約 800 人死亡。 2的史都華抵日後不

久亦憂憤而嫂。 210 被送往日本的戰俘大多在工廠、碼頭，以及

煤礦中(例如台灣金瓜石礦坑)工作，由於無路可逃，他們只

能和營養不良以及疾病搏門，直至戰爭結束。被分配到碼頭工

作的戰俘則較幸運，因他們可以和日軍門智，偷取食物。一次，

.-._-名英兵主動招認偷竊一罐桃于罐頭，但他何時要求前往廁所，

然後偷偷卸下身上多罐魚肉，才問到操場被打一頓，竟未被發

現偷竊魚肉-﹒事 211



團 37 :里斯本丸沉沒﹒ 1942 年 10 月 2 日。(李彪先生提供)

留在香港的戰俘被日軍迫令以人手修築敢德機場，工作時

間由早上 9 時至下午 6 時，直至 1944 年 4 月。營中食物及醫療

均極為缺乏，來自紅十字會、營外朋友和家人的包里亦甚少出

現。 a 淪陷初期曾有華人小孩偷偷地把食物從圍欄外送到營中，

但被日軍射殺。 212 自 1942 年 9 月以來，部份戰俘己未有進食

任何肉類。 213 在營內，營養不良戰俘們受盡白喉、霍亂、薩疾、

腳氣病的折磨，病死者 H 多。 214 馬頭浦印軍戰俘營則囚禁著堅

拒不願參加日軍的印軍官兵，包11月所干{印籍軍，店， 0 b 1942 1f 10 

a 送給他們的物資大多被日軍奪去。“Kweilin Intelligence Summary No. 78," 

22/12/1944. ERC. EMR斗 B-05. HKMP 
b 英軍服務團報告這些印兵多數為錫克人。見“ Kukong Intelligence Summary 

No. 2," 13/6/1942, ERC, EMR-1 8-01 , HKM尸，“ Extract from CSDIC (India ,) 
No. 2 Section Report No. 676,' 6/10/1944 , WO 14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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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印商商人律敦治 (Dhun Ruttonjcel 密告英軍服務團，指

日軍已把 800 名印兵送到廣州， 300 名送到海南擔任苦力。香

港尚餘的 2 ，500 名印軍戰俘，其中約 1 ， 700 人願意擔任衛兵，的

2月0 人願往前線為日軍作戰， 600 人完全不願和日軍合作。 215

拒絕和日軍合作的印兵在安沙里上尉 (Capt. Mateen Ansari) 

領導下不斷抵抗 H 人的威迫利誘。至 1943 年，馬頭浦戰俘營餘

下 420 多人，男有 1 ，300 人被送到廣州囚禁。營內士兵尚要接

受訓練，又要擔任苦力。 216 馬頭滴的醫療設施極為不足，該地

在 1943 年 9 月每星期有兩人病死。 217 律敦泊等印人群體盡力

協助這些印兵，但情況因日軍的態度而少有改善。在戰爭期間，

共有約 l的名印兵循各種途徑逃回英軍報到。 21日

表 42 : 1943 年 4 月香港各營戰俘人數 219

| 人數
名稱 ←一 ._._~--- ""r一 一一一

l 官|兵

深水涉 141 --J 1 ，些2
馬頭;自 I 16 一 8 
亞皆老街 423 106 
總數 580 2,416 

戰俘營內亦有少數華籍戰f芋，他們來自華工程兵、華砲兵或香

港防衛軍等部隊。他們大多於 1942 年 6 月至 8 月獲釋，其後大

多逃出香港，抵達曲江和惠州等地向英軍報到。一名華籍防衛

軍砲手向英軍報告，指營內華兵仇視日人，只是怯於日軍武力

而不敢反抗，但對於日人宣傳和合作的要求則虛與委蛇。-狀，

日人給他們飽餐一頓，又贈送香煙，要他們示範如何操作英軍

的海防砲，雖然數人已服役多年，但卻推說他們只是負責搬運



胞彈，對操作一竅不通。士官們則推說缺乏零件，因此火砲不

能使用。最後，日人問他們關於赤柱砲台的內容，他們又推說

全不知情。無奈的日人只能把他們送回營中 220

從 1942 年秋開始，英印戰俘們曾和英軍服務團計劃大規模

逃脫行動，但日軍在 1943 年春識破計劃，並捕殺大部份主要參

與者，使其餘戰俘放棄逃走(詳見本節下半部份) 。日軍大肆

搜捕和英軍服務固有關的軍民期間，莫德庇、東旅旅長華里士

准將 (Brig. Cedric WaUis) 、駐港英軍後勤司令 (Assistant Ad

jutant a吋 Quartermaster General) 比法士准將 (Brig. Andrew 

PefTers) 、砲兵司令麥旦奧准將 (Brig. Tom MacLeod) 、華工

程兵 (C.R.E， China Command) 司令奇里福上校 (Col. E. H. 

M. ClifTord) 、皇家軍械兵在港指揮官鶴健士上校 (Col. G. R. 

Hopkins) 等高級軍官及隨盧共 21 人於 1943 年 8 月全被送往台

獨。刮大規模逃走計劃失敗後，戰傅們的體能已不再適合逃走，

而且頗為喪氣，其後逃走人數寥寥可數。

各營的狀祝要數深水涉以及馬頭浦最為惡勢，前者於

1942 年 9 月失去大部份軍官(被調往亞皆老街) ，日軍指派

英國陸軍後勤團 (Royal Army Service C。中s) 少校本倫 (M吋

Cecil Boon) 看管戰俘營，但從軍以來均在辦公室「作戰」

的他對日軍極為順從，甚至達到「附日」程度，少有為戰俘

爭取權益。 m 營內1:兵對他甚為鄙視，稱他為「溫妮本倫

( "Winnie" Boon) J 0 重光之時，他被營內官兵拘捕，並於

1946 年受審。由於本倫的態!笠， 1來水 J步戰俘營曾出現以四、五

名老兵為中心的「戰俘流氓J (cωnp 州附昨他們竟附 H求

全，欺壓其他士兵，甚至為本倫ft~來其他戰俘並向日人告密。

他們於戰後亦立刻被捕受審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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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1943 年深水步戰
俘營聖誕節餐車。(李彪

先生提供)

雖然.傅們過著艱苦的生活，但他們仍組纖營內活動和擴

樂，從沒放棄重光的希望。營內士兵繼續娛樂、運動，甚至組

織課堂。 224 1942 年聖誕節，營內戰俘甚至籌辦聖誕餐慶祝(見

圖 38) 。亞皆老街軍官戰俘營的皇家砲兵少校米特男爵 (Baron

Merthyr) 曾任上議院議員，成為「全營最好的鞋匠 J '又和成

員討論英國政治和法律 225 雖然營內狀況因為海運中斷而日漸

惡劣，但對戰俘而吉則意昧著盟軍勝券在握，離營指日可待。

身在 H 本各地的香港戰俘則要面對 B-29 超級宅中堡壘的轟炸和

盟國海軍的砲轟，更有戰俘因而喪命。至 1945 年底 3 香港戰俘

共有 2， 184 人死亡(表的)

a 統計自 Tony Banham , We Shall Suffer Thθre ' 布東尼的數字為 2 ， 340 '包括赤

柱拘留所的市民。見 Tony Banham, We Shall Suffer Thθre ， p. 243 



表 43 :香港戰俘營內死亡人數

病死或其他

意外或矗炸

處決

總數
?I AUT 1 

*截至該年 12 月 31 日。

貳、省港澳地區的游擊和地下抵抗勢力

正立日本書其他部份指出，所謂「抵抗J '並不只包括武裝

抵抗或情報活動。從華人為英聯邦戰俘送上食物、拒絕為日軍服

務，到船塢工人故意怠工，均屬抵抗。在憲兵的高壓統治下，

追些主要出於個人勇氣和良知的行動有時比武裝抵抗更為危

險。例如，紐西蘭華僑，香港衛生署實驗室主管兼輛助，察官桐

，農 (David Louíe)及其華籍妻子被日軍迫令研究在香港取得的

甲華 ÜoluoO a 和鴿樣本，但他們卻故意出錯。他們更於 1943

年 4 月被捕前協調英軍服務團在香港的密探，並因而殉難。 226

在戰爭期間，在香港以及鄰近地區有各路地下抵抗部隊和

游擊隊繼續騷擾日軍、為盟軍提供情報、救援重要人員或從戰

俘營逃出的英聯邦軍人，並照顧香港難民。其中最主要的力量

包括英軍服務團 (British Army Aid Group) 、中共的東江縱隊

港九獨立大隊，以及國軍正規軍以及多支游擊隊。三個勢力當

中，要數國軍游擊勢力最早建立。 1938 年，國軍第四路軍副總

司令香翰屏被任命為「廣東民眾抗日自衛博l統率委員會主任委

a 用以製造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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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J '負責組織游擊隊協助正規軍。廣州於 1938 年 10月失陷後，

香氏改任第四戰區「挺進縱隊東江指揮所 J a 主任，繼續指揮國

軍在廣東的游擊戰。當時國軍在廣東有正規軍以及大量民兵或

游擊隊，但部份部隊由土匪收繃而成，良驀不齊。

同年，中共在香港政府的默許下在香港建立了八路軍和新

四軍辦事處，由廖承志主持。廣州淪陷後，中共成立「廣東游

擊隊J '由曾生指揮在東江一帶活動。由於國軍的掃蕩，曾生

所部在 1941 年以前規模不大，人數最少時只餘百多人。 1939

年，廣東的中共游擊隊因國共合作而獲得第四戰區「東江游擊

指揮所」的番號，但國共兩軍的游擊隊仍不斷互相攻擊。

至 1941 年 2 月，中共在廣東的游擊隊改稱「廣東人民抗 H

游擊隊」第 3 、 5 大隊，分別以曾生和王作堯為隊長。香港淪陷

時，第 3 、 5 大隊即派員潛入新界，並陸續於元朗、上水、沙頭

角、西賣，以及大嶼山建立據點。 227 潛入新界的搏擊隊招攬年

驢齣度日，單民加入，部隊改稱「渚九獨立大隊J '由黨國釁 b領

導。由於西貢交通不便，遂成為港九大隊的根據地。淪陷期間，

日軍如要從九龍派兵到噱浦，至少需要約一個半小時，兵力有

限的日軍難以快速圍剿游擊隊。 228 1942 年 5 月，中共南方工作

委員會組織部長郭潛被國軍拘捕後供出中共在華南的網絡，使

中共指示香港市區內的黨員「長期掩護、積蓄力量、培養幹部、

埋頭苦幹 J 0 229 至 1943 年，市區有中共黨員 79 人，海員 12 人，

潛伏在「船廠、機場、工廠、鐵路、電車、書局、公司、商店、

警政機關 J '但難以推行教育或組織。 230

a 其{是更名為「第四戰區東江游擊指揮所I

b 蔡國梁本為 r)甸化罐頭廠I 工人. 1938 年加入共產黨。



英軍服務團由 1942 年 1 月初逃出香港的防衛軍醫官賴廉士

中校組成。賴廉士得到印度陸軍總司令 (C-in-C ， lndia) 魏維

爾上將 (Gen. Archibald Wavell) 以及駐華大使薛穆的支持，並

得蔣介石的同意在華南成立協助戰俘和搜集情報的英軍部隊。

仇英的蔣介石之所以同意，是因為英軍服務團承諾不會進行政

治活動。服務團於 1942 年 5 月成立 a 隸屬軍情九處 (Milita可

lntelligence 9) 賴廉士在運作上則向英國駐華大使館武官格林

斯岱准將 (Brig. Gordon Grimsdale) 和印度戰區司令部 (Gen

eral Headquarters, India) 屬下的陸軍情報處 (Department of 

MilitarγIntelligence) 負責，重要作戰則需要印度戰區司令部和

中、美兩軍協調。服務團主要由逃出香港的駐港英軍軍官率領，

包括何禮文、祈德尊等，大部份前線人員均為華人，包括華籍英

兵、香港大學學生、政府華員，以及洋行職員等。 231 部隊在惠

州和曲江設有「前總司令部J (Advanced HeadquarteI唱) ，自何

禮文和析德尊等指揮香港附近的行動，並接收離港難民和戰悍。

在香港，戰時擔任特務警察副司 (Deputy Commissioner, 

Special Constables) 的羅棟勳律師 b 召集戰前的特務警察在堅遁

的「快活宮 J 餐室秘密討論如何進行地下抵抗。羅棟勳並為特

務警察簽發證明文件，使他們離港後可以向盟軍報到，提供可

a 戰爭結束時，部隊終於擁有隊徽，座右銘為 (Spes Salut，侶. r拯救之望J ) 
Edwin Ride, BMG: Hong Kong Resistance, 1942-1945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ly Press , 1981), p. 224 plale 

b 羅棟勳早年在香港入讀私塾，然後在西營盤學校(英皇中學)和皇仁中學就讀，
其後獲得中華民國大總統及廣東省政府官費學位升1賣香港大學。 1927 f也前往倫

敦大學繼續學業，然後又於 1931 年在美國獲得大律師資格，其後更前往美團哥

倫比巨大學學習國際法。羅棟勳 1930 年代回國後曾任國民政府立法院顧問，以

及立法院法規起草委員會委員。廣州淪陷後﹒他回到香港執業，並於 1941 年協

助成立華人特務警察隊。香港戰役期間，人數約 200 人的特務警察和陳策的忠

義堂合作協助維持防空洞和市面的治安，它們的總部昀位於陸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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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情報並繼續作戰。與此同時，後備警察總監曹峻安 (Ts'o

Tsun ün) 亦召集後備警察進行類似行動，但他其後前往中國

大陸，把香港的工作交給後備警察助理警司雷福榮。服務團成

立後，羅棟勳更曾經秘密前往澳門和英軍服務團以及英國駐澳

領事李維士接洽，但他在 1942 年 11 月被日軍發現其活動逮捕。

他之所以遭到發現，可能和澳門方面的日軍間諜有關。 232 此後，

英軍在香港的情報網主要由雷福榮主持，核心成員包括雷氏 a 、

雷福榮的妻子劉德愛 233 、劉氏在柴灣搶任消防隊目的兄弟劉德

光、港務部的殷卓明、聖保羅書院副校長黃韶本趴在日本海

軍基地工作的楊壽德，以及特務警察曹俊安、鄭悅、陳炳勳 c

等。 2“除了服務圈外，英軍在華南地區尚有「特勤處J (Specia1 

Operations Executive) 的 f136 部隊J (Force 136) 和 f204 使

團 J (Mission 204) 協助訓練中國游擊隊和支援服務團的工作，

從香港逃出的 Z 部隊隊員麥伊霎 (Co1in McEwan) 亦有參與。

繭，在中國佔領區進行走私和貨幣炒賣，行動代號為「悔恨行

動J (甸的世on Remorse) 為英軍在華南的活動提供資金。 m

英國在澳門的領事館在戰爭期間亦一直在運作，把香港的消息

經重慶英使館傳遞到倫敦，例如匯豐銀行的檔案以及詹遜的報

告。 236 日軍遲至 1943 年底尚在考慮攻佔澳門以消滅英軍的情

報網絡，但最終沒有成事。 237

國軍在香港附近的力量包括第 7 戰區(司令長官為余漢謀)

屬下的正規軍(主要為第 187 師) 、游擊隊，以及身在香港的

a 雷氏在紐西蘭長大並接受教育，戰前不久到港任職實驗室人員，並成為後備警

察 o 他的代號為「特主 68 號 J 'Agent 68 。
b 他在英國劍橋大學畢業，戰前亦是後備警察。

C 亦是工程司。



軍統「香港站」人員。 a 陳策乘坐英軍魚雷艇逃出香港時，在

坪洲和大鵬半島接應陳策的黃文虎和梁永元都均屬於國軍游擊

隊。由於日軍在戰爭初期只留下少數兵力在廣州和香港之間的

地區，這些地區遂成為游擊隊的據點 0238 1942 年 12 月，英軍

服務團製成一張[惠州以南游擊隊地圖 J '說明了當時中港邊

境和新界的混亂情況(圖 39) 。繪圖者何禮文列出以下部隊(表

44) : 239 

表 44 :香港附近的團共部隊和抗日游擊隊

﹒團軍第 187 師(師長3霞光環) (圈中的 AREA 1) 
這是團軍在香港和惠州附近的正規軍﹒有三個團駐在惠州I (亦為師

都)、博羅﹒以及鎮龍(有時前往淡水和龍崗) .是支援英軍服務

圓的主力。

• .6... (.中的 AREA2)
在車間地區，由鄧其昌率領，已在當地駐紮多年，自團軍軍官，個縛，
但戰力不強﹒只屬地方民兵。

• .續強、.天來都(圈中的 AREA3 、 4)
他們得到國民政府的財政支持，亦從控制區及來往香港和平暢的走
私者和商人收稅，曾協助英軍服務團，但亦跟日軍有聯絡。加兩人

的部隊被日軍分隔，其軍火輸送有時被切斷。

﹒莫炯炎部(圍中的 AREA 5) 
黃文虎(黃竹清)離去後，莫炯炎佔據了沙魚?南部份地區。他亦得

到國民政府的補助，另向來往沙魚浦的商人收取 r*腳」

﹒梁永元部(團中的 AREA 6) 
所部亦位於沙魚、浦，待遇和蕭德強、莫炯炎等相同。

a 謝永光指當時團軍在香港市內的「香港站 j 有四個情報組、一個行動組，以及

三個電台。見謝永光. <香港戰後風雲錄) .頁 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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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自衛大隊 a (團中的 AREA7)

大致控制西貢半島，他聲稱香港其他地方有部隊。已確定其士兵在
部份地區可以攜槍在夜間活動。

﹒東江緝隊

在九廣鐵路以西地區，不時轉換陣地，在西坑等地亦有據點。

.團中的 AREA8 為日軍控制範團

圍 39 香港附近游擊隊分佈。(英軍服務團地圖)

以上各游擊勢力的主要裝備是從黑市買來的國軍和英軍槍械。

241 與此同時，香港附近尚有其他獨立和半獨立的海益和匪幫，

例如 1942 年底加入中共游擊隊的劉培 b 、在新界活動，曾短暫

投靠港九大隊的土匪黃文虎部 242 、廣州親日政權的部隊 c 243 

以及和日軍合作的海上游擊隊甘志遠部 O 甘氏 1910 年出生，

a 即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

b 所部成為「海土大隊j

c 1944 年 11 月，日軍控制下的廣東國度政所共有第 20 、 30 、 43 、抖，以及第

45 帥，但它們 共只有數千人，並無重武器。 'Kweilin Intelligence Summary 
No.74 ," 10/11/1944, ERC , EMR-1B-05 , HKMP 



1920 年代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在 1930 年代官拜國民政府陸

軍上校。日軍攻港期間，甘氏滯留香港，但為故人肥後市次大佐

所救。時月巴後大佐為日本海軍武官都 a 的廣州主管。甘氏初時協

助日本海軍管理充公得來的建卡佛百貨公司，其後以「香港無

線公司 J 為名目在澳門、垃圾尾島 b 、三壯島，以及大嶼山一帶

進行走私貿易，並成立有 200 多人的「廣東沿岸守備隊 J '以

垃圾尾島為基地。 244 其後，日軍控制下的廣東海防軍發生兵變，

肥後大佐要求甘志遠接管海防軍，當時該都有數百人，共有 82

毫米迫擊砲 20 門、九一式山砲亢門。 245 甘志遠的任務是維持

日軍對香港和澳門之間海域的推制，並和鄰近島嶼和香港進行

走私貿易。在 1945 年，甘志遠部有士兵 930 人，分為「司令部」、

「特務大隊 J '以及第 l 、 2 、 3 路軍，擁有山砲、迫擊砲、輕

重機槍、汽船九艘和三艘機帆 246

鑫、互相饋'"的盟軍華南抗戰

英軍服務團在香港最主要的工作為聯絡戰俘、協助難民

和逃出香港的華籍英兵和政府人員 h 以及搜集情報。 1943 年

廣東和香港附近地區面臨饑荒威脅，服務團亦參與協助服災。

1942 年 6 月至 1945 年 8 月間，英國服務團共向英國駐華武官、

印度總司令部，以及東南亞總司令部發送數十份詳細報甘，內

容包括在港戰俘、留港盟闌干﹒氏、 H 軍部署，以歧件港政治、

經濟等問題。例如， 1942 "f 10 川即可;'寄: 吹布早些件港徒，被

a 海軍情報機關。

b 今桂山島 o

C 前來報到的前香港政府華員和華籍英兵均日J 1J'! ~IJ淪陷 lYJ I!ll 的薪水。見“ Kukong 

Intelligence Summary No. 2,.. 13/6/1942, ERC , EMR-1B-01 , HKMP 

335 



336 

日軍委任為醫務衛生顧問 a 的醫務總監司徒永覺曾透過英軍服

務團向盟軍報告，指不應繼續攻擊北角發電廠，以免市區因為

缺乏電力而出現混亂，甚至使赤牲拘留所 (Stanley Internment 

Camp) 的食水和電力中斷。服務圖亦標示出日軍在大角咀和茄

鑫宣且晶

阻止L 智的

亡率持7 三年學

…革些會
巴基prLCL/
陣主會學學F

種聖哲 A且吋
品l:::.. I之」
話』 KF

枝角的油庫，使美軍得以

準確命中目標。 247 服務團

關於港口設施和船隻活動

的情報令盟軍得以掌握日

本在香港以及鄰近地區的

船隻活動，使第 14 航空軍

可以有效打擊日軍的海上

交通。自淪陷後至 1945 年

5 月，共有約 700 名華籍英

兵前往惠州報到，部份人

員重新接受訓練，組成「中

國部隊J (China Dnid 

最後於 1943 年底前往印

圖 40 :英軍服務團為盟軍提供的日軍的 度，然後易名為「香港志
隻情報。 (Elizabeth Ride Collection) 願連 J (Hongkong Volun-

teer Company) 在 1944 年 3 月至 7 月到緬北參與第二吹「殲

敵行動 J (Second Chindts Campaign) 可算是香港自第一吹

世界大戰期間派出香港新加坡砲兵團 (Hong Kong Singapore 

Artillery )分隊至中東作戰以來的第二故海外派兵。 248

a 1942 年 3 月，英國戰時內閣 (War Cabinet) 決議如英人在日軍佔領區內協助

日軍維持基本服務 (essential service) ﹒則不屬於通敵。見 .War Cabinet Far 
East (Official) Committee," 12/3/1942, TNA, FO 371/3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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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zabeth Ride CoII前tion)

mu 

圖 41 :英軍服務團繪，昌的太古船塢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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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的英軍服務團繪製的華南日軍分佈圖， 1倒5年4月。 (Elizabeth Ride Collection) 

圖 44 前往緬甸抗日的香港念願簿， 1945 年 1 月。(香港退伍軍人聯會)

從日軍紀錄而言，攻擊日軍部隊和設施似非中共東江縱隊

及其屬下的港九獨立大隊的主要工作 O 在戰爭初期，縱隊曾協

助救H~廖承志、(可香凝等中共要人，以及部份左派文化人t: 0 249 

袁小倫指出，不少國府或左派文人及其家屬隨著難民離開，實

際被縱隊拯軟的人數應為「約三、四百人 J 0 250 為鞏固其據點，

港九獨立大隊亦為當地維持治安，擊殺士匪，甚至曾有一吹襲



擊西貢區政所。 251 日軍遭到游擊隊攻擊後，必會向當地居民報

復。 252 港九獨立大隊對盟軍擊敗日本的主要貢獻，是在於它們

維持了進出香港的通道，使英軍服務團的人員得以重回香港，

聯絡戰俘或傳遞服務團收集的日軍情報。港九獨立大隊亦暗殺

了數名在新界著名的親日分子並在市區張貼宣吉，以收震情宣

傳之效。 253 根據日本海軍第 2 遣支艦隊的檔案，在 1942 年 l

月至 1945 年 l 月之間，香港及鄰近海域曾發生的 10 吹游擊隊

與日軍的戰門，茲詳列如下(表的)

表 45 :第 2 遣支艦隊記錄的游擊隊活動， 1942-1945 

,:' ~-'-?揖續几 討緝毒始發重要彈驅韓城聽績最i拉吳三手
12/1942 在六沙、南澳、下川島等地襲擊日軍巡邏船隻和商船，

擊斃日軍四名

13/12/1942 襲擊下川島，掠奪物資而去

7肺1943 炸毀粉續費電所

8/6/1943 九廣11路一段﹒潛入歐德機場

28/6/1943 炸毀深圳軍用路一段

24/6/1943 炸毀北捷島燈塔

27/12/1943 香港警備艇失蹤，疑被游擊隊擊沉

3/1944 在大亞灣對日軍巡邏艇和三門、龜令兩島攻擊
一一一一，

4/1944 進入九龍擊殺憲兵、炸毀鐵路橋、散發抗日宣傳單張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5/7/1944 日軍運j由船在長洲附近遇襲
←一一一

9/1944 日軍船隻大通運丸停泊時遇襲，貨物被槍

3C9/1994444 i|隻游在擊海並隊上在獲享虜擊大觀山柯西賣峰高攻擊日軍憲兵隊和來往船
日軍人員

11/1 日軍巡邏艇

1942 年 6 月，在東江縱隊協助下逃出香港的警司譚臣向

英軍報告，指香港附近的中共游擊隊頗為活躍，而且比國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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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真心抗日。他認為英軍應立即和他們合作抗日。可是，英國

駐重慶大使館武官格林斯岱准將 (B句. Gordon Grimsdale) 則

認為在當時國共關係的背景下英軍難以和東江縱隊合作。 254 與

此同時，英軍服務團剛剛成立，並於 7 月提出展開代號為「大

賽 J (Big Match) 的行動，以營救大多數身在九龍各地的英

聯邦軍戰俘。該月，何禮文上尉、麥伊雲上尉 (Capt. C. M. 

McEwan) 、何魯樂海軍上尉 (Leut. E. Maxwell-Holroyd) 、李

玉彪上士以及黃健鵬(Al Wong) 一行組成「尖兵組J (Forward 

ObservatÎon Group) 於 8 月 4 B 從惠州出發，經過國軍正規軍

和游擊隊的防區，在 8 月 14 日於蕭德強下屬護送下經塔門抵達

北潭浦中共游擊隊的據點。港九大隊不許蕭部繼續前進，但歡

迎何禮文等人。 255

何禮文抵達新界後，即要面對撲朔迷離的地區政治。港九

大隊在新界的積袖蔡國梁聲稱蘭總強打算一石二鳥，已向日軍

供出何檀文導人的任鷹。 8 月 15 日，西貢聖心堂暑理主任司鐸

郭景芸神父輿數名教師在西貢被擻，據人者未有索取贖金，即

把黑人殺死。 2“郭神父在香港淪陷前已在西貢工作，在日據時

期仍繼續留任。西貢聖心堂早於 19 世紀已開始在該地服務。可

是，何禮文逗留期間，他未有提到見過天主教會在西貢的人員，

港九大隊則向何氏聲稱大多數西貢村民並不可靠，似不願何禮

文和當地居民直接聯擊。 257 天主教會其後於 11 月再派出義大

利籍的I昧略神父 (Father Teruzzi) 和黃于謙神父進入西貢，

但兩人在月底先後被揚走殺害，加害者身份不明，但同樣未有

要求贖金。 258 當時局勢之混亂可見一斑。

何禮文發現港九大隊的士兵主要有兩類，第一類不詰香港

情況，亦不願談及自己的身世。他懷疑這些士兵是曾生來自中



國大陸的下屬。男一類士兵則是本地人，有「學生、店員、苦

力、各式勞工、農民、政府低級員工，以及一個機械技工 J

蔡聲稱自己有約 1 ，000 名士兵分散在華灣、元朗、沙頭角等地，

但何禮文只能確定約 200 人，于上槍械多為英式，從黑市購

入。 a 他又發現港九大隊的經濟活動主要是鄉民捐獻和從來往商

人收取「水腳」。蔡氏希望得到英方援助，提到經港九大隊協

助逃出香港的譚臣曾經承諾代為轉達蔡的要求。 b 何禮文認為大

隊與中共的關係使它自然會面對物資和資金的困難，但蔡國梁

堅稱自己並非共黨 c 所部和曾生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亦無

關係，其士兵多為「英國于民」人更反問「哪有共產黨人求助

於英國」。何禮文聆聽 e 士兵上課時，發現關於中共的政治宣傳

不多，但他發現一個共產主義理論的圖書館。察團梁要求何禮

文和英方聯絡， r協助釐清」大隊和英方的闢帳，以便接受英

國指揮和擾助。何氏以自己正在進行純粹軍事行動為由， .‘拒

任何承諾。 259 他認為大隊名稱和曾生所都顯同，加上都份成員

似非本地人，始終懷疑察都是中共游擊隊。蔡氏向何禮文「投

誠 J '可能只是策略考膚，希望和服務團合作以增加在地區的

影響力，特別是打擊蘭德強等與之競爭的游擊隊。在此期間，蔡

國梁身邊的幹都驅逐了何禮文的翻譯員黃健鵬，使雙方溝通更為

a 不少著作提到大隊從新界獲得英軍大量丟棄的武器。見陳瑞璋. (東江縱隊:

抗戰前後的香港游擊陳) (香港 香港大學出版社. 2012) .頁 42 ;可是，觀

乎英軍部署和實際作戰情況，英軍在新界北留下大量武器似無可能。英軍服務

團情報反而提到有不少武器在香港淪陷後流入黑市。

b 譚臣的確提出此事﹒但他隨即被送離中國。

C 他早於 1938 年入黨。
d 戰後多年 1 曾於新界長期任職的彭德亦指出港九大隊主要由本地華人組成. í共

產黨只提供領導和組織被巧J 。陳瑞璋. (東江縱隊) .頁 96 。

e 沒有人知道他懂得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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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何禮文一行在港九大隊的士兵護送下，前往九龍山脊觀察

(圖 45) 0 何氏發現馬頭浦和深水涉戰俘營均有一引水道適合

潛入或逃走， 11"1.蔡民極力反對何繼續深入，使何決定撤退。 260

圓的:英軍服務團何禮文上尉潛入九龍所拍攝的照片. 1942 年 8 月。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8 月，繭，眼士提出和國共兩軍游擊隊以及美國陸軍航空隙

中國特連隊 (CATF) 合作解救九龍戰悍的計劃。賴氏向格林

斯岱報告，余漢謀的第 7 戰區已承諾派出一營游擊隊在邊境支

援，英軍則派出尖兵組人員和約 150 名從香港逃到中國大陸的

華籍英兵，中共的港九大隊則於新界支援。他又計劃組織尚在

香港的華人和混血兒防衛軍士兵、陳策于下尚在香港的約后00

名三合會會員、「數百名華籍警員 J '以及約 100 名聖約翰救

傷隊員共同行動。賴廉士提到國軍、港九大隊，以及美軍均

已承諾支援， I 只剩下(印度總司令部)授權 J 0 261 9 月，印

度總司令部批准計劃，並給予代號「筷子行動 (Operation

Chopsticks) 後，賴廉士在新德里與魏維爾上將詳談計劃 o 10 

月，惠州前線司令部指揮官析德尊派員利用隱形墨水透過運載



食物到戰俘營的貨車司機李南和李孔開 a 合作，與各營戰俘取得

聯擊。 m 印度總司令部亦為計劃準備照顧 5 ，000 名戰俘的資金

和物資。 263 當時，日軍剛從各集中營中送走約 2，000 人至日本，

其中包括身體狀況最好的官兵。 b 同時，服務團小試牛刀，在

港九大隊接應下救出了被拘留在新華酒店的匯豐銀行經理分域

(Thomas Fenwick) 和摩理臣。加

其時，深水涉、亞皆老銜，以及馬頭浦戰俘營均有小組策

劃逃走行動，最高軍階者是身在E皆老街的駐港英軍參謀長紐

臨上校 (Col. LancerγNewnham) 其他參加者包括身在深水

勝的皇家蘇格蘭營的霍德土尉 (Capt. Doug1as Ford) 、空軍

上尉加利 (Sq. Ldr. Hector Gray) 、亞皆老街的哈鐸中尉 (Lt.

Haddock) 以及馬頭滴的印軍上尉安沙里等。當時，有部份

在廣州和新界的印兵亦相繼逃往英軍服務團報到，但此學亦

引起日軍注意，使之派出「印度獨立聯盟 J <Indian In也pen

dence Leaguel C 分子滲透到親英印兵之中。那

至 11 月， r筷于行動j 已有具體計割。作戰分為五個階毆，

先由服務團和惠州以南的游擊隊聯絡，然後在黃昏時份空襲已

知的高射砲台、港島、九龍，以及粉績的目標。其後 1 ，600 名

傘兵將於港九和粉損各地炸毀設施並營救戰f芋，並向北撤退到

惠州。 266 營內軍官曾向服務團報告，深水涉營中體能仍適合逃

走的士兵只剩下 1 ， 305 人、有 1 ，212 人不能行走 40 里以上，另

有 800 多人在醫院。 267服務團再吹派出李玉彪前往聯絡蔡國梁，

a 兩人戰前為九巴司機。

b 包括大部份米杜息士和皇家蘇格蘭營的士兵。

C 印度獨立聯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自本合作，以推翻英國統治 l 和日本暐

軍情報部門關係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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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港九大隊協助把情報送出香港。 2個何禮文提到港九大隊雖

然樂於合作，但「不願做任何可能使日軍注意他們之事 J (co-

operation was usually satisfactory provided they are not asked to 

do anything which would tend to draw japanese attention to their 

activities) 。他概括游擊隊的戰略 I他們的首要任務是鞏固他

們在這個地區的軍事和政治地位;他們真誠抗日，但認為只能

通過中共擴張才可成功。任何可能削弱擴張的短暫勝利均會被

視為慘勝J (Pyrrhic victorγ) 0269 1942 至 1943 年間，中共游

擊隊以剿匪為名陸續吞併梁永元、黃文虎等較小規模、裝備不

良，而且缺乏組織的國軍游擊隊，又收捕了活躍於大鵬至西貢

一帶的海上武裝領袖劉培。港九大隊對日軍採謹慎態度並非無

因: 1943 年 1 月，游擊隊曾於大埔外海槍擊日軍巡邏船 a 日軍

其後即部署反擊，並於 3 月 3 日搗破大隊在沙頭角的秘密基地，

捕殺多人。 m事件發生前，團軍第 187 師自 11 月已開始向九

廣鐵路組耐近的中共搏擊隊進攻，但無功而盤，因為辦擊隊機

動力較高，而且日軍又不時介入雙方的戰鬥。 271 雙方開戰便賴

廉士營教俘虜的計劃成為泡影。可是，雖然營救戰俘未能成功，

服務團卻協助不少技工離開香港，削弱了香港各船塢的效率。 272

1943 年初，日軍開始反擊。除了襲擊港九大隊在沙頭角的

墓地外，日軍又發現了國軍潛伏在港的間諜。 273 同時，印度獨

立聯盟的線眼又成功使服務圓的密探 Georgc Kotewall 於 4 月

21 日被捕。連串發現使香港憲兵隊認為香港危機四伏，遂大肆

搜捕，並對被捕者實施嚴刑，最終紐臨、加利、霍德、安沙里、

哈鐸等人被捕，香港各地以及赤柱拘留營亦有百人被捕。紐臨

a 日軍紀錄並無提及。



在獄中千方百計提醒各人不得供出尚未被捕的合作者。日軍破

獲英軍服務圓的間諜網時，雷福榮仍繼續搜集情報，並於 5 月

報告已有 173 人被捕，其中的人仍被囚禁。 274 雷氏隨即於 5

月 31 日被捕，但他被押往最高法院憲兵總部時，突然掙脫衛兵，

從上層躍下自殺成仁，沒有供出其他人員。 275 10 月，日軍審訊

數月以來捕獲的 40 多名被確認身份的「間諜J '但不少被捕者

早已在拷問時犧牲。他們大部份被判死刑，並於 29 日在赤柱灘

被斬首。 276 殉難者包括雷福榮的妻子劉德愛、劉德光 a 、羅棟

勳 b 、殷卓明、黃韶本 c 、曹俊安、鄭悅、陳炳勳 d 、李南、在營

外協助聯絡的愛爾蘭人莫拿漢 (Thomas Monaham) 、曾德 e 、

梁洪、李孔開以及赤柱拘留營中和英軍服務團合作或和營中收

藏無線電機的人。紐臨、加利、福特、安沙里等人則於 12 月被

審訊，然後於 18 日在石澳海灘被槍決。

此後，服務團在香港主要負責收集情報的工作，擻，圓的

情報雖然使第 14 航空隊得以準確伏擊來往香港的日本船費。由

於日軍在 1944年發動「一號作戰J '但其總部亦被迫撒到桂林。

1945 年 3 月，魏德邁接替史迪威後，控制了所有盟軍在中國的

情報和敵後工作，使服務團等英軍部隊更受限制。 277 可是，同

月 1945 年 3 月 I香港計劃組」的麥道高到達中國準備接收香

a 監獄紀錄指於 1943 年 9 月 13 日已被處決。曾參與盟軍情報工作的「大李 (Big

Lee) J 李錫鵬 (Lee Sik Pang) 曾於 1954 年舉行的畫展中加入「姊與弟」一畫，

可能為紀念~IJ德愛、劉德光姊弟。

b 羅棟勳早於 1942 年 11 月被日軍逮捕﹒其後於 1943 年 4 月被處決。“Kweilin

Intelligence Summary No. 8," 4/8/1943, ERC, EMR-1 B-03, HKMP ﹒亦見劉智
鵬， <羅棟勳一一抗日犧牲的華人特警司令〉﹒ {AM730> '2012 年 8 月 17 日。

C 監獄紀錄指於 1943 年 7 月 26 曰已被處決。

d 監獄紀錄指於 1943 年 9 月 13 日已被處決。

e 前華砲兵。另 名字為曾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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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的事宜時，收到了服務團關於 1942 至 1945 年間的內部情況

詳細報告，內涵蓋工商業、公共設施、船塢、交通等項，對英

國準備重回香港大有助益(詳見第七章 o 278 

肆、東江縱隊擴張原因剖析

1943 年日軍破獲英軍服務團在香港的網絡期間，國軍第 7

戰區調走第 187 師，換來曾於 1941 年參與營救香港的國軍獨立

第 9 旅 a 進駐東江地區。何禮文指出該部戰力甚弱，使游擊隊得

以繼續擴張。至 6 月，服務團希望和港九大隊合作在大嶼山建

立觀察站，報告出入香港的日船。當時市內不少密探因為戰俘

營救任務被日軍識敵，加上美軍開始轟炸香港，因此服務團急

需關於海港活動的情報。可是，國府不准雙方合作，並命令獨

立第 9 旅擺出第 625 團攻擊大、小梅沙一帶的東江縱隊，此事

因而告吹。 279 9 月，服毒，團還自派出李玉彪率領的五人小組前

偉大.半島建立哨站，但李氏等人卻被劉培捕獲。劃民要求"

金，服務團向港九大隊求助，大隊聲稱與劉培沒有關係，但又

指服務團應該事先和他們商量。大隊似希望以此事向服務團顯

示實力。三個月後，李氏-行獲釋 3 但裝備則被扣起。m 其後，

服務團的主要工作改為搜集情報，並照顧從香港而來的難民。

服務團曾考慮在香港進行破壞活動，但因為未得到國軍准許而

沒有實行。加

1943 年 1 1 月，日軍打過九廣鐵路的行動為中共游擊隊的

擴張提供一個難得的機會。日軍不但把鐵路附近本用於防堵中

共游擊隊的問軍趕走，更只留下少數兵力防守，變相使這些地

a 下轄第 625 、 626 兩圍。



區變成中共游擊隊的活動範閣。中共即於 12 月初把曾生和王作

堯的游擊隊更名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J '等如宣

告全面控制該區，並於 2 月公開和劉培的合作，使游擊隊的勢

力擴展至大鵬灣、大亞灣以及大鵬半島一帶。港九大隊更於九

龍張貼宣言，聲吉部隊「不分黨派、階級、思想和信仰一起團

結在抗日愛閥的共同的目標下 J 0 282 同月，惠州附近的國軍再

吹策劃進攻中共游擊隊，但未有派出額外部隊參與，只派出一

名身攜鉅款的少將以及其參謀團。可是，他的行動直至 5 月仍

未取得成果。 2的其時，東江縱隊已發展至約 4，000 人。加

東江縱隊在 1944 年 2 月營救了美國陸軍航空隊飛行員克

爾中尉 (Lt. Keη) 後，曾生即向美國陸軍第 14 航空軍的陳納

德提出合作並廣泛宣傳，使後者萌生與之合作的想法。這是首

故有美國飛行員獲得東江縱隊的教助。 a2揭港九大隊自 1944 年

2 月開始，救助了約 30 個空襲香港期間座機擻.蓓的盟軍飛行

員。 m 當時，日軍已開始在河南省發動「一號作戰J '使華中

的國軍損失慘重，更使美國政府以及身在中國的美軍高層對國

民政府和中共的態度出現微妙的變化。日軍自 5 月起大舉進攻

湖南的國軍根據地，使華南國軍大為震動，抗戰中心長沙更於

6 月失陷。

團軍大敗時，蔡國梁被調任東江縱隊第 2 支隊長，前往清

遠一帶開拓根據地。港九大隊由 22 歲、來自東亮的副大隊長魯

風接任，政委則是 26 歲的台山人黃高陽。縱隊則於廣東地區展

開宣傳，強調國軍及其他游擊隊只顧內戰又任由仁匪作亂。 287

a 兩個月前的 1943 年 12 月 1 日，美軍另 名飛行員柯自中尉(Lt. Colbe的亦

於香港附近被擊落，跳傘後被國軍救助，但此事未有被大肆報道 01944 年 3 月，

布倫馬中尉 (Lt. Brenmer) 以下的 B-25 機組人員亦被國軍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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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9 日，日軍逾 300 人襲擊大嶼山、圍攻東桶，嘗試搗毀游

擊隊據點，四日後無功而遷。其後，中共中央於 7 月 25 日指示

曾生和王作堯乘國軍戰敗擴充東江縱隊，特別提到「一旦(英

美軍)接近中國南方海岸，實行對日反攻時，則我華南根據地，

將成為一支重要力量，可予盟國部隊于直接的配合，並可能獲

得他們一部份幫助 J 0 288美軍本打算利用國軍協助進攻香港(見

本章第四節 ) ，但「一號作戰j 已使計劃告吹。廣東的國軍自

身難保，遑論其屬下的非正規游擊隊。 7 月，何禮文直吉如廣

東國軍撤退，東江縱隊將很快奪得大部份國府轄區。 289 日軍在

1944 年下半年陸續佔領香港附近的地區，又只留下少數兵力駐

防，國軍亦只剩下徐東來部等規模較小的游擊隊，使東江縱隊

得以繼續擴張勢力，並於該年年底增至 6，800 多人。 2ω

至 1945 年初，團軍已基本失去惠州等香港附近的根據地，

粵禮之間的地區遭成為東在縱隊的活動範圍。日軍在 1945 年 3

月間蜻根攘「光一號作戰J (見前節)調整華南兵力，然後於

6 月決定收縮華南地區的戰線，使縱隊活動更盛。其時，縱隊

已有五個支隊逾 9，500 人，港九大隊成為縱隊其中一個支隊，

繼續在新界和大嶼山一帶活動，直至日軍投降。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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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英、美三國對港政策



主
目

前
…
香港淪陷後，英、中、美三國在戰爭期間對香港將來地位

及所屬各有盤算。三國雖為同盟，但對戰後世界的安排卻同床

異夢，雖不至於嚴重影響軍事合作，但三國直至日本投降時仍

未對香港問題有任何共識，使其命運在戰後數星期才得以確定。

本章主要討論三國在戰爭期間對香港戰復地位的不同看法，並

指出中、美兩國雖然反對英國在戰後繼續保有香港，但始終流

於羅斯福、蔣介石，以及部份高級官員和將領的個人意願或口

號，兩國實則和日本一樣沒有考慮接手後如何管治，遑論如何

重建香港。正因如此，當國民政府和美國的關係於 1944 年因為

軍事失敗而疏離，加上羅斯福在 1945 年春逝世，兩國對英國收

回香港的阻力隨即大嶺。與此相比，英國失去香港後，政治領

袖及官僚均有反思香浩政策，敢府亦經過反省、組織，以及制

定長速計劑等過程。雖然各部門在過程中不無磨擦，但合作和

深入程度為中、美、日等國所不能比擬。身在香港拘留營的英

國殖民地官員對其任務的堅持以及主動性，亦有助英國在 1945

年 8 月順利收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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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兩國各有打算

1938 年，國民政府曾向英國提出將新界由租借地改為割讓

地，以換取借款。但由於倫敦認為香港難以防守，因此未有應

允。 1 1941 年 12 月至 1942 年春之間，香港、馬來亞、新加坡、

緬甸等地淪陷後，英國在亞洲威信掃地。國民政府即乘勢要求

英國除了放棄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及租界等不平等安排外，更要

求收回自 1898 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簣訂後租予英國 99 年

的九龍租借地，甚至涉於 1842 年和 1860 年割讓的香港島和九

龍半島。可是，除了蔣介石與中國傳媒不時提及收回香港，以

及國民政府在 1942 年下半年至 1943 年與英國談判《中英平等

新約〉時正式初步向英國提出討論此事外，國府只關注如何收

回「失地J '少有理會如何重建和長連管治香港，亦無成立任

何機構專賣香措事務。此態度與國府處理台灣大為不同。 2 國

府在戰爭期間一直缺乏獨力收回香港的實力，只能依賴美國為

其爭取。可是，美方著D~全球戰局，它與蘇聯和英國的關係顯

然比中美關係重要，因此國府只能隨波逐流，時而提出收回香

港的口號，但少有實際動作。

在 1944 年日軍發動「一號作戰 J a 前，中美兩國在外交和

軍事上均有緊密合作，蔣介石和羅斯福兩人亦有密切的個人聯

絡，使英國外交部不無怨吉美國人對中國的態度簡直是病

態 (pathological)他們老是懷疑其他國家對(中國)有不軌

企圖 J 0 3 特別在香港問題上，羅斯福的態度不時與中國一致，

a 又稱「大陸打通作戰 J '國軍稱為「豫湘桂會戰 J '詳見第六章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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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美國成為英國收回香港的主要對手。可是，羅斯福對香港的

立場始終只是「待價而活 J '並無一定政策，其屬下的國務院

及駐華、駐英大使又不時被蒙在鼓裹，不同意見亦無法整合。

正如史家韋菲德 (Andrew Whitfield) 指出 r在太平洋戰爭期

間，到底誰人主宰美國(在亞洲)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個謎團，

雖然其口號之激烈總是使人誤以為它有並不存在的連貫的政

策。美國決策者的分裂，正是他們的弱點。 J 4 因此，與日本

和國民政府一樣，雖然美國有意沾手香港問題，但實際上卻無

政策可吉 o



英國政府反思香港政策
與中方要求收回香港

董、英國:應否重回香港?

英國外交部早於 1942 年 4 月已在政府內部提出香港前途的

問題。當時，英國在亞洲的領地幾乎全部淪陷，殭民地部和外

交部官員均對英帝國的前途頗為悲觀。香港淪陷後不久，香港

華人對英國統治香港的信心跌入低谷。港府女官員夏飛麗逃出

香港後，不時在中國被華人問道["為何英軍不作任何抵抗? J 5 

國民黨則趁機宣傳英國在香港「並無多大抵抗J 而且「拒絕和

國軍合作 J '為「英國放棄香港J a 一說製造輿論。 6 可是，正

如顧維鉤承認，在日軍攻勢下， ["中國當真派了部隊去香港、

緬甸，是否就能防守縛住，連也很難靚J 07 7 月，圖罷教府外

交部聯絡英國駐華大使薛穆 (Horace Seyrr削r)向復看詢問

關於倫敦會否於戰復交還香港。由於兩部尚未形成具體意見，

因此倫敦要求薛穆迴避問題。 8 國府駐英大使顧維鉤則接觸英國

政商要人如首相邱吉爾、外相艾登 (Anthony Eden) 、「議會

領袖、報業發行人、銀行界巨頭(特別是匯豐銀行)、商業鉅子、

中國協會、大學界，以及社交界領袖蒙巴頓夫人等 J '嘗試探

聽他們的口風，發現不少人認為香港在防務上是個負累。 b 顧氏

a 當時，英國[拒絕和國府共同防守香港 J 一事，已成為批評英國對華和香港

政策的標準說法。見顧維鈞， <顱維鈞回憶錄} ，第 5 卷(北京 中華，

1994) ，頁 55-56 。

b 欠大戰後此說即已流行，但 1939 至 1941 年間英國政府卻繼續據有香港，以

此作為鼓勵和實質支援中團抗戰的墓地。可是，香港淪陷鞏固了香港不能防守

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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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邱吉爾願意把香港移交國府，但希望戰後有序解決，而非

在日軍佔領期間把主權移交了事[" (邱吉爾認為)目前時機

不成熟，要等到戰後再說。英國希望有條不紊地交還。也就是

說，對諸如養老金制度的延續、治理香港對公馬里所應承擔的義

務、某些公共財產的照顧、私人財產的保護等問題，都應作出

具體的安排。 J 9 

約 1942 年年中，雖然英國外交部認為有需要考慮交還香

港，但種民地部反對，認為失去香港只是軍事失敗，與美國失

去菲律賓以及荷蘭失去荷屬東印度相同，並非殖民地統治出現

重大缺失，而且英人「從零開始建立了香港和新加坡這兩個太

平洋地區的偉大港口 J '其往績「絕不令人感到羞愧J 0 10 曾

任殖民地大臣的印度大臣雅馬庫(Leo Ame叮)亦同意殭民部

的態度，認為如中國就香港問題與英國接觸，倫敦應該「叫他

們管好自己的事。(因為)我們建造了香港，其大部份人口，

至少其永久居民的部份，是英國于民J 0 11 

外交部遠東司的貝南(John Brenan) 則認為香港已無軍事

價值，勉強駐軍只會浪費兵力、香港又缺乏自然資源，其主要

經濟活動是作為中國的轉口港，加上當地有成熟的華人社會，

英國難以在香港強裝出「訓練落後族群建立自治」的姿態。因

此，他明吉如英國決定繼續據有香港，則只能「打著帝國主義

的旗號J 同時必須有心理準備被中國民族主義者以及黨政人

員竭力騷擾，不但永無寧日，更可能要面對被逐出香港的尷尬

場面。可是，貝南亦提出，如決定繼續據有香港及其他遠東種

民地，則不能只訴諸經濟利益等內由，而是要顧及「當地人民

的福祉，並改善對他們而吉必須的物質和精神條件。 J 12 雖然貝

南的態度仍有的世紀「白人的負擔 (White Man' s Burden) J 



的傾向，但與東京方寸大亂、磯谷廉介、失崎勘十等人不著邊

際，實則為日本壟斷的「東亞共榮J '以及國民政府的「雪恥」

式民族主義號召不同，貝南至少把市民的福祉納入考慮，其論

述亦進化為重光時期英國軍政府和殖民地政府「以善治抗衡民

族主義j 的思路。

8 月，瘟民地部提交備忘錄討論香港問題，列出如防衛等

繼續據有香港的困難，承認可能於必要時要和中國談判。 13 望

月，瘟民地部和外交部共同向內閣提交報告，提出香港問題應

放在英美關係的背景下考慮。當外相艾登 (Anthony Eden) 

殖民地大臣卡倫邦勳爵 (Lord Carnborne) 以及聯邦事務大

臣 (Secreta叮 of State for Dominions) 兼副首相艾德禮 (C1ement

Atdee) 討論報告時，三人均認同可以暫時對香港問題抱持開放

的態度，即準備於必要時與中國談判，尤其於中美兩國聯成一

線之時。觀乎羅斯福本人對中國、英帝國的態度，英國數膺，

備於不得已之時放棄香港。可是，以上想法只是殭民地都和外

交部的其中一個方向，並不代表兩部已決意放棄香港，甚至以

首相領導的內閣有如此想法。 14 從政策制定的角度而吉，雖然

這些討論並無即時結果，但至少英國政府內部的政治領袖及官

僚早於 1942 年中已開始討論香港問題，並逐步協調。與此同時，

軍方、外交部，以及殖民地都等部門均陸續收集關於香港的情

報，特別是來自身在香港的英國官員和銀行家的報告(詳見第

五章第六節)。英國政府內部討論香港問題時，雖然代表在華

英國商業利益的「中國協會 J (China Association) 不斷游說，

但正如韋菲德和費多羅維奇 (Kent Fedorowich) 指出，英國在

草和在港商業利益不大，商業利益亦非故府決定重回香港的重

要因素，因為維持香港管治以及駐軍本已對政府帶來不少負擔。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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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正如邱吉爾向顧維鈞指出，即使英國終將把香港交到中

國政府于中，過程亦應該「有條不紊 J )而且要處理「對公眾

所應承擔的義務」。可見，由於當時英帝國的將來仍充滿不確

定性，英國政府的最高層雖然希望英國在戰後可以繼續據有香

港，但如果情祝並不容許，亦希望可以體面地進行移交。因此，

從這個角度而言，英國政府已決定在戰後先要收回香港，並暫

時管理一段時間。

貳、國民政府借中英新約談判提出香港問題失敗

正當英國政府重新審視香港問題時，美國決定與中國繼續

談判廢除列強在華特權。有關談判早於 1931 年已經開始，但因

為日軍侵華而中斷。 1942 年 3 月，美國國務院建議羅斯福重敢

談判，提到中方極可能趁機要求「收回香港J 0 16 9 月，國務卿

屬爾 (Cordell Hull) 指示駐英大使向英國提出一同與中國重獻

，艙列強特權的書長判，以免一宗牽靜美國人的謀殺案影響中美

關保。他亦希望撞機「一吹過解決我們與中國關保中的不正常

之處J '自然包括租借地問題。掛爾向英國施壓要求她參與廢

除特權的談判，希望順水推舟，一面為政府消除一個尷尬問題，

一面迫使英國放棄香港這個被中國視為不公平條約的產物。 17

鑑於英國必須與美國合作以擊敗德、日、意三國，倫敦為

英美關係計，只能在 10 月的日通知中國重敢談判，並擬定一

簡短的〈中英平等新約} )放棄治外法權以及天津、沙面等地的

租界。 18 英國的草約並無提及香港，而且在第一條說明英國領

土包括「英王之一切壇民地、海外領士保護國( protectorates )、

在英王保護或宗主權下之一切疆士以及其聯合王國改府所執行

委託統治之一切委託統治地j 。以此為標準，則香港和九龍(殖



民地)以及新界(在英王保護或宗主權下之一切疆土)均被視

為英國領土，不在第四條將要歸還的「租界j 之列。國府外交

部有見及此，即提醒蔣介石是否同意英國說法，並請示應、否向

英方收回屬於租借地的新界。 19 11 月 7 日，中方修正案於第五

條(原第四條)加上以下兩點 20

五)英玉陸下認為 1898 年 6 月 9 日在北京簽訂之中英展

拓香港界社專峰，應I!p廢止，並同意被專條所給予英

王陸下聯合王國政府之一切權利，即予停止。

六)英方在九龍租借地之行政與管理權，連同其官有資產

與官有債務，應移交中華民國政府，並相互諒解﹒中

華民國政府於接收該租借地行政與管理權之時，應提

定辦法，擔任並履行其一切官有義務及債務，並承認

及保護該地內之一切合法權利，但以不違背中圖泌令

為限。

英方自然不贊成國府的提案。駐華大使薛穆向回華協助處理音樂

判的顧維鈞表示[" (我)本是送禮而來，滿以為中國會感激、

讚賞，不料卻落得如此。 J 21 面對國民政府正式要求收回香港，

英國外交部遠東司司長 (Head of the Far Eastern Departmentl 

克拉克 (Ashley Clarke) 認為香港問題應在戰後由盟國協商解

決，如香港可以成為盟國共同使用並負責防務的戰略據點，使

英國可減少駐軍開支，而又可維持它在香港的商業地位，則英

國政府應準備和中國政府討論香港問題，而且不應「把主權問

題排除在外」。因此，英國不應急於正式回應國民政府收回九

龍的要求。可是，他擔心在美國撐腰下，國民政府將拒絕籤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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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新約。外相艾登的立場則比克拉克更為強硬，認為英國亦

可拒絕接約，而且認為毋須討論主權問題。 22 他又向負責談判

的薛穆表明["我們只放棄治外權利 (extrate的torial 增加，即治

外法權和租界) ，香港不論是否租借而來，仍屬英國領土。 J 23 

英國政府認為， (展拓界址專條》訂明新界是「香港擴大的一

部份J (an enlargement of B巾sh territorγ 其性質和其他租界

不同。 24 國府外交部長宋于文與薛穆見面時，後者聾稱未有接

到關於香港的訓令，故不能討論，中方亦只能重申其立場。 25

有見國民政府正式要求收回新界，邱吉爾決定公開擺出

強硬姿態，在 1942 年 11 月 10 日於倫敦市長府 (Mansion

House) 發表演說，聲稱他不會[在任內瓦解英帝國 J 0 26 由於

英國堅持香港和新界不在談判範圍之內，不惜談判破裂，本來

支持國民政府的美國即改變態度，由美國國務卿都爾宣佈新界

問題和〈中英平等新的〉中的治外法權讀判無關，使中國在此

問題上失去美國支持。 27 中英兩圖於 1943 年 1 月 11 日賽前新

的後，國府向薛穆發出照會， r保留日復提出討論(香港問題)

之權 J 0 28 美國在《中英平等新的》談判中不願全力支持國民

政府收回香港，使英國政府態度漸趨強硬，先將 1942 年 8 月的

外交部和殖民地部聯合備忘錄束之高閣，然後由殖民地部向國

會重申香港地位不會因為《中英平等新約》而有所更動 29

國民政府則陷入自己在民間製造民族情緒和期望，卻不能

使他們滿足的尷尬境地。顧維鈞提到宋于文在室主署條約後向他

表示為了「照顧輿情 J '需要向英國提出照會保留再吹談判的

權利。蔣介石又希望「報界(對《新約》沒有提到新界問題)

進行批評，對未能談判九龍問題表示遺憾 J 0 nJ是，顧卻認為

《新約》象徵盟國合作抗日，無必要因為並不迫切的香港問題



而損害中英關係。 30 可是，蔣介石仍未放棄，更於 1943 年在其

著作《中國之命運》中提到需要收回香港。 31 羅斯福亦未放棄

此事。 1943 年 3 月，宋于文往華盛頓竭見羅氏，後者向他聲稱

曾向蔣妻宋美齡提出「一面英國白動交還香港，一面中國劃香

港九龍一部，或全部為自由港區，在該區內不徵捐稅j 。蔣介

石和國防最高委員會同意後，此辦法成為中美兩國對香港前途

的安排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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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重回香港的計劃與準備

董、開羅會議的角力

國民政府借中英新約談判提出香港問題失敗後，中、美兩

國於 1943 年秋又再吹要求交還香港 o 此吹攻勢由美國主導。

1943 年 10 月，前往參加埃及開羅會議 (Cairo Conference) a 前，

羅斯福與即將前往莫斯科與英、蘇代表會談的國務卿赫爾等人

開會，討論戰後安排。羅斯福提到應迫使英國把香港和九龍的

主權交回中國，以這個「大方的動作 J (gesture of generosity) 

換取國民政府容許香港交由「國際共管 J (jnternational 

trusteeship) 並成為「自由港J 0 33 這個說法顯示羅斯福希望

取代英國在港地位的謀略。 11 月，中、英、美三國領袖在開羅

舉行會訣，決定戰後直洲的國際秩序。三國要求日本無儼件投

降，並斐撞「中國東北、台灣，以及澎湖列島 J 予中華民國﹒

邱吉爾、羅斯福、蔣介石三人對香港的分歧再吹浮現。羅斯福

向邱吉爾聲稱香港接近廣東，而且人口大多為華人，因此英國

應該把香港移交中國，後者則斷吉拒絕。 M

會議期間，羅斯福和蔣介石於 11 月 22 日共晉晚餐，前者

以支持國府接收香港為條件，要求蔣氏和中共聯于抗日，蔣氏

則要求「美國就此問題與英方接觸 J '向英施壓。 35 後來，羅

斯福向英國殭民地都大臣史丹利 (Oliver Stanley) 聲稱曾於開

羅會議期間，向邱吉爾宣稱「只要英國把香港主權交回中國、

國民政府將於三日內宣佈香港為『自由港 j J 0 36 美國外交檔

a 代號「六分儀J 'Sextant 。



案特別提到這段對話未見於各吹會議及憲會的正式記錄之中。

即使羅斯福真有和蔣直接提出使香港成為「自由港J '此事對

英國而言亦意義不大，而且經濟因素已非英國政府唯一考慮。

由此可見，雖然國民政府暫時不再正式提出香港問題，但仍可

透過羅斯福對英國施壓。可是，中、美在開羅會議的動作正顯

示兩國對待香港問題的權宜態度，以及其準備之缺乏。雖然羅

斯福不斷施壓，但邱吉爾對香港的態度仍然強硬。他在 1943

年 11 月底英、美、蘇三國領袖參加的德黑蘭會議 (Tehran

Conference) a 中聲稱「無人可以從英國拿走領土而不須一戰」

更特別提到新加坡與香港。 37

貳、「香港計劃組」設計戰後香港

香港戰役對英人管理香港的態度有深壇影響。戰繭，華人

和英人在香構可算生活在兩個世界。香港擒陪種不久，已有官

員認為這種狀視不能長此下去。時任外交部連東司司畏的班立

德(John Sternda1e Bennetd 討論宣佈香港淪陷的通電時，特地

提到必須感謝「華人義勇兵J b 在日軍進攻期間盡忠職守。"同

時，有關港府無能不公的指責接鐘而至。早於 1942 年 1 月，香

港聖公會的何明華會督 (Bishop Rona1d Hall) 已向瘟民地部提

到戰前港府官員眼光狹隘，知識落後，並提出輔政司和華民政

務司之間分工不清的問題。"其後，前財政司金錫儀 (Sydney

Caine) 建議戰後香港需要一個「革新而沒有官僚習氣 (reformed

and 1ess-mandarinian type) 的管泊團隊 o 4。他認為雖然戰前

a 代號「尤里卡J . Eureka 0 

b H軍指f是儒海軍、華工兵、華砲兵、華人軍團、防衛軍，以及童軍、聖約翰救傷

隊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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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學生質素頗高，但他們逗留香港時間太長，逐漸跟英國最

新的社會發展和思潮脫節，而且變得自 j繭，看輕其他人員。他

更提到應該讓更多女性和華人官員擔任重要職務。戰前雖然已

有華人任職高級文案，但他們有時只能負責簡單工作。他認為

這種安排必須改變。他亦提到輔政司和華民政務司之間的分工

應該更為細緻，前者應負責管理政府內部行政、治安、對外關

係等問題，後者則應該統籌和民生相關的技術部門，例如教育、

公共衛生、社會福利等。 41 甚至一向只對商業感興趣的中國協

會亦提到希望戰後的香港政府可以進行憲政改革。從 7 月，英國

政府收到張學良秘書 Tommy Y. C. Lee 的一封信，信中指責香

港殖民地政府歧視華人而且膚碌無能，華人則對其家長式態度

感到不滿。由於英國在對日戰爭初期嚴重失利使華人大失所望，

這種不浦逐漸轉化為對英人的鄙視。李氏致函的目的，是希望

中英兩國盡力疏導適種情緒，使兩國得以合作抗日。瘟民地郁

的官員雖然，昏黃圓百多年在香諧的建設感到蜻傲，但他們亦承

認殖民地統治的不公和黑暗面，直言李氏所吉雖令人難以接受，

但頗能代表華人的看法。“與此同時，英軍服務團亦提交報告，

指香港華人希望英人重新統治香港，但首要條件是建立廉潔有

效的政府 44

由於盟軍在對日戰爭初期的失敗，英美兩國的知識界

對撞民統治進行了不少反思 o 1943 年，由威爾基 (Wendell

Willkiel 撰寫的《一個世界 > (One World) 在英美兩國大受

歡迎。威爾基本為律師，曾於 1940 年以共和黨代表身份和羅

斯福爭奪總統之位 o 大戰初期，他成為總統特使環遊世界，期

間完成了批判殭民主義的《一個世界> '書中直斥殖民統治是

各地社會不公的根源。這種態度亦多少影響了英國人，甚至主



事官員。香港大學第一任機械工程教授史蔑 (C. A. Middleton 

Smith) 曾於 1943 年投稿到《觀察家報:) (The Spectator) 

提到他「同意《一個世界》的結論J '即殖民主義帶來不公。

可是，他亦提到不少英美知識分子以其短暫留港的經驗判斷英

國在港統治，亦未必公平。他為將要前往亞洲服役的軍人講解

香港情況時，不時被問到殭民地政府如何壓榨華人 o 他有如此

見解 r英國接管香港島時該地只有 5，000 人， 1937 年這個數

字增至 600，000 。他們自願前來，正是因為香港的情況比中國

其他地方要好。 J 他承認殭民統治有其缺點，又認為華人於戰

爭結束後「將要在管理這個殖民地有更大的角色 J '但反對

放棄香港。 45 此文其後被送到瘟民地部，官員特地標示華人將

要在管治上有更大角色一節。在此氣氛下，英國國會亦有意見

認為應該痛定思痛，改善英國在香港的統治。下院議員阿士都

(William Astor) 詢問敢府對香構問題的立揖時提劃 r蘆民

地都應該開始重新訓練適個蘆民地的官員;他們應該要學懂中

文，尤其是廣東話，更要理解華人的思考方式和習慣。我們需

要懂得愛護及同情華人的官員」。“

經過 1942 年底《中英平等新約》的談判，加上各地戰混日

漸順利，英國政府在 1943 年夏季對香港問題變得積極。當時，

英國工黨要人克里普斯 (Stafford Cripps) 曾向國府駐英公使

葉公超提到英國有此進步人士主張把香港交選中國，但是

大多數人民希望保留它。 J 47 此說是~~真確難以證實，但至少

倫敦對香港的態度已和一句'Iìíj 11所不 IliJ 0 1943 年 8 月，瘟民地

部成立了「香港計劃組J (Ho時 Ko時 Planning U nit '下稱計

劃組開始研究收回香港的具體 I~們:以及長遠政策。與此同

時，盟軍在英國主導下成立了「東南亞戰l區 J (South 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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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and) 由蒙巴頓勳爵 (Lord Mountbatten) 指揮，負責

奪回亞洲殖民地。香港雖然不在東南亞戰區內，但陸軍部及殭

民地部經過《中英平等新約》小勝~1:丈後，均認為政府已決定

在戰後繼續據有香港，因此有需要計劃重建香港的工作。當

時，盟軍對華南地區只限空中攻擊和潛艇的破交戰 (Commerce

raiding) 未有全面反攻的計劃，因此尚未確定盟軍將以何種

形式奪回香港。它可能被國軍、英軍或美軍(或各軍合作)奪

回，或日軍自行撤退後被國軍或游擊隊佔領，或日本全面投降

後由盟軍接收。吉十劃組由陸軍部和殖民地部共同控制，但成員

全部獲得臨時軍階，因為當局假設小組將隨盟軍反攻時在香港

建立臨時軍政府，直至和平後由殖民地部派員接手。“

計劃組最初由前輔政司史美 (Norman Smith) 率領，被置

於蘆民地部成立的馬來亞計.J組 (Malay Plamúng Comrrúttee) 

之下，成員包括從香播逃出的飛利、區鹽銀行的分域，以及如

史，鞋、李士融 (Charl個Samom) a 、詞，生 (Walter Thomson) b 以

及柳蔥露 (Thomas Rowell) C 等已退休或戰前離開香港的前香

港政府官員。的計劃組在戰爭期間進行多吹會議，與會者包括

瘟民地部、各瘟民地(如史美) 、外交部，以及軍方代表。 ω 計

劃組規劃雖然不大，但它卻為接管香港完成了不少幕後工作，

尤其是準備人手和計割。自成立開始，計劃組開始就香港不同

a 辛士誠戰前長期於馬來亞任警官， 1931 年已官至馬來聯邦 (Federated Malay 
States) 的警務處長。

b 湯生長年在香港任官學生. 1941 年 9 月離港前任職出入口害 (Import and Ex
port Department) 0 Gavin Ure , p. 249 

C 柳惠露 次大戰時任機關槍軍軍少尉，曾於 1916 年蒙穆河戰役中負傷。他戰後

在香港任職教育官，他在投降前離開香港，叉於新加坡淪陷前成功逃脫﹒然{產

經澳洲回國。



的問題撰寫政策指令 (policy directives) 但括政制、行政、

官員任免、教育、醫療等事項。政制方面，戰前在香港政府任

職近 20 年的夏澤理 (Thomas Hazlerigg) 負責撰寫市議會改革

的建議。 51 他在 1945 年 6 月更提出在新界建立「鄉老議會 J

(Elder Council) 或「鄉事議會J (Rural Council) ，希望以此

使國民政府更能接受英國繼續據有香港。 52 史美等人和全錫儀

一樣，對戰前的政府行政頗為不滿，認為不少官學生在香港服

務時間太長，從未被調到其他地區，而且少有回英國了解最新

的政治、行政、社會、經濟等發展，因此思維變得因循守舊，

不願進行制度改革。史美建議香港政府不但需要新的高級公務

員團隊，其架構亦應該檢討，特別是輔政司、華民政務司，以

及市政局主席之間的關係。 53 計劃組亦提到解放香港後應該儘

快恢復行政、立法、市政等局，並委任有力的華民歌務詞。 u

對於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華人，計副組強調「必須根姐一切捨.. 

或其他任何形式上的種族歧視J '所有高級公務員及高級警員

亦必須懂得流利的廣東話。 55 財政方面，計劃組建議實行累進

稅制、廢除所有日人建立的壟斷事業、彩票，以及鴉片壟斷，

使香港繼續成為自由港，只實行部份帝國關稅特惠 (Imperial

Preference) 的安排。 56 英國政府亦特地印刷新的港幣鈔票，

準備重回香港時立即發行。 57 至於警政方面，計劃組認為大致

上重組戰前警隊即司，但應該廢除一切被認為有種族歧視成份

的法例和規則，並使更多華人可以種委枉為督察。計劃組亦針

對印警在香港戰役和日據時期的表現，提出應增加警隊中「魯

警J a 的人數，以取代印警 58

a 即來自山東省的警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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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組討論香港教育的長遠政策時，提到需要儘快恢復香

港大學和羅富國教育學院 (Northcote College of Education) 

並確立政府增加資助以達致普及教育的原則，而且把教育目標

定為「為大多數市民提供以他們母語為主的過才教育Oiberal

education} 並使他們擁有足夠溝通的英語能力;對有志者則

提供可以滿足他們文化需要的英語教育，並滿足香港作為主要

進出口港的商業需要。 j 報告亦特別提到進行城市規劃時，必

須注意為見童提供足夠的活動空間。 59 這種態度，與戰前最後

數年政府對教育間題的態度相似，即加強政府角色，不再只是

依賴教會或慈善機構。計劃組對待衛生問題的態度亦與它對教

育的意見相似，即加速戰前數年已在進行的改革，加強政府的

角色。建議亦提到政府應該制定全港的營養政策，並主導社會

福利的工作，更要在實行時跟隨聯合國的國際標單。 ω 計劃組

亦撞到耍，連勞工處，以取代戰前的勞工委員會，以研究最值

工費以及賽權狀說是否符合國際標車等問題，並成立一個包括

僱主和工人代表的顧問委員會。 61 其他新成立的機構則包括規

劃處 (Town Planning Departmend 等，並要依照殖民地部的

房屋指引根據香港需要制定公共房屋政策。 62 軍隊佔用太多土

地的情況亦有被提出。 63 部份政策則直接沿用戰前提出的改革，

例如港務行政改革以 1941 年 2 月提出的建議進行。“

至股中港關係，計劃組提出應儘快恢復和廣州的外交聯

繫，並儘量容許兩地經濟和金融的交流。報告提到 65

香港傳統的政策是容詐華人自由進出;房屋空置率一直是

這個組氏地經濟是否繁榮的溫度計。(這個城市)對華人

最具吸引力的地方是法治和秩序、合約被尊重、更好的社



會服務，以及政治難民得以藏身..

每日，大量來自華南各地的購物者抵港，他們大多是「流

動商人 J (traveling traders) .替各地村落和地區購物。(這

種商業活動)對這個殖民地的經濟發展非常重要。 (This

contributed materially to the Colony's prosperity) 

正因為計劃組認同中港經濟交流的重要性，它建議重光後香港

應維持寬鬆的入境政策，但不能像 1940 年以前一樣幾乎全無出

入境限制，而且亦要注意戰後大量難民將因為香港情況較好而

湧入。“除了制定香港的長遠政策外，計劃組亦估算香港重光

後需要的糧食和物資，以便英國政府負責善後工作的楊格委員

會 (Young Committee> a 以及聯合國善後教濟總署有所準備。 67

其後，馬來亞計劃組改組為「遠東委員會J '香梅計劇組

亦於 1944 年 9 月改由賽道高 (David M缸Douga1l)領導。書姐

高獲委任時剛 40 歲，戰前他曾前往中國學習兩年廣東話，並出

任「宣傳部 J (MinistIγof InformatÏon) 在香港的負責人，當

時已和陳策頗為熟絡。他在戰前主要負責聯絡、宣傳，以及情

報工作，淪陷時和陳策等人一共乘魚雷快艇撤退，其間更中彈

受傷。其後，他問到英國，在 1942 年 12 月成為太平洋問題調

查會會議 (Institute 0 1' Pa('ific Relations) 的英國代表，期間曾目

睹中、美兩國極力反對英關繼續據有香港。 68 會議後，他曾撰

-長信致殖民地部的宣傳 t.付1少當 (Nocl Sabind 提到來自

中、美兩國的與會者以「反殖民地 L義」為由不斷要求英國把

香港交到國府于中。他寫道:的

a 以其主席 Sir Hubert Young 命名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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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不禁詢問主席，香港市民對這個通民地的命運有否發言

權。中國代表們 a 立時宣稱這個問題並不存在。我便問他們

是否打算把香港居民排除在《大西洋憲章》的精神 b 之外。

中國代表聲稱香港「情況有那IJ J .就如美國人討論夏威夷

問題時的態度一樣。我未追問下去...

有趣的是，第二日會議開始時，中國代表起身要求把我和

他們在昨日關於香港市民意願的對話記錄刪去。我對主席

說，我對此沒有意見......

在信中，他對英國能否繼續據有香港顯得頗有保留，似因為會

議而有所動搖。可是，他接管計劃組後，對香港在戰後的前途

即無懸念。他接觸大量來自香港的情報，包括日本統治香港的

情況，以及史美、金饋儀等人的建議和計制。他在 1945 年開始

更和瘟民地郁的官員、太古董事韋思施懷雅 (Warren Swíre) 

以及區鹽銀行的主席兼暑理組司理摩士(Arthur M叫幫>.衍

非正式會議，討論戰後香港改革的方向和內容。第一吹會議於

1945 年 2 月 27 日於殭民地部舉行。由於與會者同意內容保密，

因此他們沒有留下全部對話記錄，只記下討論事項，包括被拘

留的盟國市民、華民政策、入境限制、港口管理、通訊、民航，

以及長遠政策。他們亦提到為香港準備救援物資的困難，因為

當時尚未釐清此事由那一個部門負責。 70 第二吹會面於弓月 l

日舉行，與會者集中討論改革香港政府，使之變得「更為開放 (a

more liberal form of governmentl J 。討論提到在行政局、立法

a 中國代表來自國民政府外交部。

b ~口領土更重力需要符合當地人民意願。



局以下成立一個市議會 (Municipa1 Council)負責地芳行政、

徵收部份土地、房屋、公共衛生、服濟、政策研究、教育、部

份公共設施，以及地芳財政等事項，香港政府則負責防衛、治

安、財政、涉外關係等全港性的工作。市議會由九名直選產生

的歐籍 a 議員、七名華人議員，以及七名港督委任的議員組成。

與會者曾討論應否容許華人直選自己的議員，但有意見認為華

人不習慣這種制度，建議以行業公會成員互選出議員人選。港

督則要委任另外七名議員，確保社會不同利益均會有其代表。

立法局則減少其成員人數至五名當然官守議員、兩名官守議員，

以及七名非官守議員。非官守議員中有四名華人、兩名英人，

以及一名葡人。其中一名官守議員為新設的「市長J (Mayor) , 

與會者認為第一任市長應為英人，但其後可由華人出任。 71 5 月

底的另一吹會議亦主要討論政制改革。 72 研究香港政治史的余

轟動 (Gavin Ure)認為，蘆民地都同意擴大市...的體力，都

份亦認為戰前的官學生制度並不足以應付部份官學生成敷低劣

的問題。 73

香港計劃組研究香港問題時，除了和英資領袖商量外，亦

嘗試了解香港華人想法，並利用有廣泛人脈關係者收集關於華

人和中國政府內部對香港前途的真實態度。 1944 年 2 月 10 日，

殖民地部和外交部邀請了從香港逃出的李樹芬討論香港問題，

了解他作為本地華人的看法。會後李樹芬致函瘟民地部，提到

他在重慶停留時曾與國府外交部長宋子文、立法院院長據科、

最高國防會議秘書長王寵惠、中間|喝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

城、桂林行營主任李濟深等討論香港問題，發現各人並非一致

a 其中兩人為葡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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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決要求得到香港，甚至有人認為中國內部極為不穩，英國交

出香港是[愚不可及」。李樹芬認為由於中國大陸於戰使很可

能會陷入內戰，因此英國應暫時繼續據有香港，直至中國出現

可以確保法治和秩序的全國性政權才需要重新考慮。他特別指

出把香港視為客居之地的華人以及在香港出生、長大，以及置

產的市民對英國應否重新統治香港有很不同的意見。前者認為

國民政府在戰後接收香港理所當然，但後者卻擔心中國政府的

管治，而且懷疑戰後中國否可以安居樂業之地。 74 他亦提到讓

香港市民投票決定香港前途未必是合理地解決問題的方法，因

為國軍第七戰區司令余漢謀和廣州國民改府當局正在香港附近

準備透過新安商會等機構於公投時操縱選舉。他又直言雖然香

港 97% 的有產者均是華人，但不能假設他們將投票支持英國繼

續統治香港，因為他們的成份禮蟬，部份並非本地華人。而雖

然李樹芬的意見未必有決定性影響，但英國政府在戰爭期間及

，種均未有摳出以公授在戰後決定香糟的前逾問題。當時，英

國收集到的情報亦頗為矛盾，部份報告認為華人公然親英，認

為香港被國府岐回後「只會變成另一個廣州，公共服務凋零，

外國人離去，質易衰落 J '甚至聲稱「如國府奪回香港，華

人會大舉移民到新加坡J '但亦有報告指出華人雖然希望盟軍

獲勝，但討厭英人 76 可是，綜上所述，在戰後改革香港政府

以及給予華人更大政治參與似乎已成為英國政府內部的共識。

1944 年 12 月，漆咸樓 a 討論香港問題時認為英國必須繼續

擁布香港主權;但這並不代表拈們不能在容許華人在城市管用

方而有更大參與，並和華人在各方面衷誠合作。 J 77 

a 協助英國政府外交政策的非官方智庫。



至 1945 年初，計劃組已具備影子政府的架構，如警務署長

等職位亦已有內定人選。該年 4 月，麥道高特地到訪中國，和

英軍服務團討論香港的詳細情況，並從後者手中得到關於香港

社會、經濟、民生等方面的資料，以便早作準備。78在戰爭期間，

已有不少從香港逃走或乘坐交換船離開的軍民要求於重光之時

儘快為香港提供糧食和藥物，身在拘留營的詹遜亦有此要求。

6 月，摩士和麥道高等人會面時提到接收香港時應慎重考慮糧

食問題。 79 此後，計劃組即與遠東委員會研究準備儲存糧食供

香港重光之時使用，並在戰後重建初期從亞洲各地張羅糧食。

至 7 月，陸軍部已預備供香港兩個月使用的物資 80 與此同時，

財政部、英倫銀行和香港各主要銀行則討論如何處理軍票、港

幣，以及迫簽紙幣的間題。為確保接管後運作順利，計劃組安

排身在中國的前港府人員在戰後回到香港，包括部份英軍嚴密

圓的華洋軍官。 a 甚至一名在中國西南從事農業研究的英圖科學

家亦得到邀請，要他於戰後前往香港協助發展農業。81 8月 1 日，

麥道高仍在和摩士等人討論政制改革。 82

a 英軍服務團司令賴廉士對此不無意見。見 "B.A.A.G. 10 M.A. Chungking ," 

25/4/1945 , TNA. FO 371146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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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美蜜月期結束與
英國重回香港

董、「一號作戰」破壞美蔣聯盟

美國一方面希望迫使英國放棄香港，另一方面則在太平洋

地區擴張，使其反殖反英吉論變得矛盾。正如英國外交部指出:

「假若美國人繼續據有中太平洋的前日本託管地(如馬紹爾群

島)以取得進入中國的門戶，則我們很難放棄香港。」的 1943

年開羅會議期間，中國戰局從表面看對國軍和盟軍有利，蔣介

石的美國參謀長史迪威即於會議中提及打算使用中美聯軍從中

國內地反攻香港和廣東省 84 當時，盟軍正研究從中太平洋以

及中國內地反攻華南的具體計劃，並以此為奪取中國沿岸以及

台灣的第一步行動(有關盟軍對港作戰計劃，詳見第六章第四

節)。對戰局樂觀使國府對英國變得更為進取。 1944 年 3 月，

美國駐華大使高斯 (Clarence Gauss) 向華盛頓報告，指團軍在

緬北暫時佔領的胡康河谷 {Hukawng Valley ，本屬於英屬緬甸)

突然被國民政府劃入其版圖之內。高斯懷疑此舉是國府希望逼

使英國在香港和西藏地區讓步的一看，他亦指出此舉證實了英

國一直對國民政府派兵進入緬甸作戰的疑慮。的

國民政府在胡康河谷有所動作時，日軍在 1944 年春季發動

「一號作戰 J '無心插柳地改寫了香港將來五十多年的命運。

這件看似和香港以及整體戰局無關的軍事行動，實際上不但嚴

重打擊了國民政府，更使 1937 年以來中美兩國的親密關係急轉

直下，導致了副總統華萊士 (Hen叮 Wallace) 訪華、美軍派出

使節團訪問延安，以及史迪威離任等一系列事件。“國軍在日



軍攻勢下土崩瓦解，令美國放棄以巾國戰場為擊敗日本的重心，

更使國民政府在戰爭結束以前失去了香港鄰恆地區的控制權，

不能於 H 本投降時接收昏港。正如韋菲德指出， r 中閥的崩潰

(指國軍在「一號作戰J 中大敗)並陷入實際 |λl戰，使得千年許

香港成為英岡殖民地的權力真空阿拉~:llfJi J 0 與此 Ii1J 峙，英闕

繼續準備收 Inj 香港，政府亦多吹向國會承認將於戰後恢復對香

港行使主權和管泊，不怕鼓勵商界預為綱繆，更向美俄|通報其

準備工作。 87

-'~bt作戰」期間，美國對國府信心大滅，使後者不能再

依賴美關對英施壓。中共亦拉機向美國「提供消息 J '指蔣介

石打算和日本妥協，放棄美國，並希望以緬甸和香港換取英國

支持(可見第二三章第一節) 。此等消息今日聽來不可思議，但

當時美國駐桂林領事竟向駐華大使高斯報告此事[非常可能」

發生，可見當時局勢之不靖 0 88 1944 年 6 月，國軍仍在湖南苦

戰之時，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期間蔣介石仍在向他提及國

民政府將把香港變為「自由港j 一事，但對方已無甚反應。的

如第三章第一節提到，日本政府在 1944 年 9 月曾打算和重慶國

民政府和談，其中一個條件即為把香港交到國民政府于上。雖

然英國政府不知此事，但外交部當時正擔心如果日本把心一橫

把苛港交給汪精衛政權，迫使蔣介石跟著聲稱擁有香港主權，

最終英國政府關臨純為尷尬(J"J'情況，自IJÆ~M.不能。一日jJ~了川香港，

而且要面對巾闕公開聲稱已攏的件地 L阱。 90 吶!議被 H 水天皇

擱置，對英國而台.實屬幸運。與此同 11平、 {I: Ij世、FJ明 IIIJ 少有就香

港問題公開表達意見的 11 1 共領導人毛澤東則突然向英國記者史

坦 (Guenter Stein) 提到現時討論香港地忱並不現實J 叭，

似向英國宣告他與蔣氏此埸有月1] 0 宋于文甚至對英|喝記者宜古-

38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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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問題可以從緩解決，國民政府不應急進，態度似在向英人

輸誠，或許希望英國支持他在國府擴大影響力。但

至少在表面立場上，羅斯福直至 1945 年 1 月仍然支持中

關收回香港。當時，美國海|哇軍向關務院詢問對華政策時，後

者仍作如此答覆總統認為英關應把香港交回中國，然後後

者立刻將它變成 n 111 港 J '帆亦指出不應使用美軍進攻香港，

態度和一年前已圳顯有別 O 的羅斯桶在同月與英國瘟民地大臣

史丹利會 I自i時，向他提到我並不想冒犯英國人，但你們在

1841 年得到香港時好像沒有付錢...... J 。史丹利答是["總統

先生，我記得那時大概是墨西哥戰爭的時候... .. J 94 1846 年，

美國以德克薩斯問題為藉口，與墨西哥開戰，最後奪得原屬墨

西哥的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亞大片領土，由此可見羅斯福迫使

英國放棄香港的道德理據之薄弱。

貳、薩爾遍*自值未解決香港問團

羅斯福放棄國府以及對香港的功利態度終於在同年 2 月的

雅爾達會議 (Yalta Conference '代號「阿爾戈 J 'Argonaud 

中表露無遣。在會議期間，羅斯福和邱吉爾再吹提到香港問題，

後者繼續拒絕交還。可是，羅斯福在未有與國民政府討論下，

向蘇聯領袖斯大林承諾蘇聯可以向中國「租借J 大連。羅斯福

身邊的私人參謀李海海軍叫寺 (Adm. William Leahv) 曾於羅

氏旁邊耳語道總統先牛，我們將閃此失去香港 o J 羅氏只

答道由它去罷。 J 95 美國末和巾闢商議，即容許斯大林在

中國海岸得到一個令要港口、使美國不能再以保撞中閻領十完

幣 2克南、反對英國繼續據有香港。羅斯福自已不時向其幕僚聲

稱，他向英關施壓要它交出香港，是閃為要阻止蘇聯在戰爭期



間趁機在中國境內得到任何港口。 96 可是，由於羅斯福在雅爾

達會議期間急於要得到斯大林承諾派兵到亞洲參戰，以免美軍

獨力面對龐大的日本陸軍，因此不惜容許蘇聯在戰後的亞洲擴

大勢力，甚至徹底放棄協助蔣介石取得香港。

至此時，英國政府已有向美國堅持收回香港的決心。當美

國特使赫爾利將軍 (General Patrick H urley )於 1945 年 4 月到

訪英國時，撞民地部和外交部均準備了關於香港問題的答覆。

殭民地部早於 1944 年底為應付國內外質詢而準備的文件提到:

「英國政府對恢復香港作為英聯邦的一員有持續的責任一一尤

其他在敵國侵略下受害尤深。 J 97 外交部則打算反問赫爾利美

國不斷要求英國交還香港，是否因為 r (美國)假設英國統治

香港于農抽完而且偏頗英人J '並向他聾吉「英國在香港的管

治一直為過百萬華人和其他國籍的人帶來莫大褲益J '而且棋

復香諧的黨集和秩序「是英國的責任J 0 98 正由於道羲理由是

英國政府決定重佔香港的其中一個理據，因此在香港建立進步

的善治成為計劃戰後初期英國施政的主要方向。

1945 年 4 月 12 日，羅斯福在華盛頓病逝，其突然離世對

英國極為有利。他的繼任者杜魯門傾向與英國合作在E洲圍堵

蘇聯，不願因為香港而得失英國。希望繼續羅斯福政策的駐華

美軍司令魏德邁中將(史迪威的繼任者)於間的年馬月向華盛

頓查詢政府對香港的政策l峙，他收到頗為台糊的特覆 99

關於英國希望在香港恢被控制的問題，總統完全理解收回

這個港口對中國政府的重要性，他認為中英兩國應當亥就此

事協商，而我們則盡力在適當時間才是棋協助，使它們達致

一個不會影響中國人民的合法要求以及對日戰爭的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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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安排。

幾乎與此同時，身在中國的麥道高發現不少國府官員對中國不

能在戰後收回香港已沒有太大反應。 100 即使如此，魏德邁仍繼

續研究由國軍在美軍空中支援下獨力收復華南和香港的計劃，

即所謂「黑鑽作戰J (詳見第六章第六節 o 101 在 7 月 5 日的

積民地部、外交部、陸軍部，以及香港計劃組昀聯合會議中，

包括麥道高等與會者計劃以英軍服務團為日軍投降時的先頭部

隊，前往香港重新恢復英國管治。 102 在 7 月 23 13 的會議中，

各人認為若中國軍隊佔領香港，英國則要派員接收，但此前要

得到美國首肯。 103 英國政府亦搪心如日軍突然投降，則香港附

近的中共游擊隊可能會奪取香港。 1ω 可是，至 8 月中旬，未等

國軍接近廣東，日本即已投降。某程度上， I一號作戰」使國

軍失去香措附近地區的控制，把香港在戰後的命運交到美國總

鏡杜魯門手上。其使中、英兩國事奪香港的經過，詳見第八章

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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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本投降與英軍接收過程

壹、日本投降與盟軍競逐香港

1945 年初，雖然日本敗局巳定，但其政府對外依然強硬，

大有進行「本土決戰」之勢。可是，在 6 至 8 月間，情況急轉

直下。早於美軍在 8 月 6 日與 9 日於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前，

日本已向蘇聯試探求和的可能性，然後通過日本駐瑞士、瑞典

大使等向西方盟國接觸，但由於盟國對維持天皇地位的問題尚

未明確，因此態度仍然曖昧。與此同時，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

于下的國軍正準備進攻廣東，但英國並無作戰部隊在附近，只

能和中、美商量，寄望它們容許英國的民政小組在港運作。 1

觀乎蔣介石的態度，若團軍佔領香港，蔣會否容許英人插手將

頗成疑問。英國敢府討論接收香讀書期間，蘇聯於 8 月 9 日對日

宣戰，使關東軍和滿洲國迅速崩潰，加上盟軍願意保留天皇制

度，終使日本政府決定結束戰爭。 10 日，日本駐瑞典大便會見

該國外交部長，請瑞典協助向英、蘇兩國傳達日本接受《披灰

坦宣吉》部份條件的消息。瑞士則向中、美兩國傳話。 2 至此，

雖然日本尚未正式投降，但各方已競相為接收日本佔領區準備。

8 月 10 B a ，英內閣會議期間，艾德禮政府決定振艦隊於

日本投降時前往香港 3 得知 H 本投降後，英國歧府即命令各

路人為前往香港，首先以「至急 J b 電報紹駐華大使指示英軍

服務圍派員潛入香港可向身!是亦件拘的營的輔政司詹遜傅建命

a 倫敦時間。

b !l~ Most Immediate 。



令，要他成立臨時政府，恢復英國在香港的管治。 4 a 英國政府

曾要求一個位於汶萊的澳洲旅協助，但計劃因為該部來不及調

遣而告吹。 5 香港計劃組亦立刻從倫敦出發，經澳洲前往香港。

當時，最快可以抵達香港的部隊是 1944 年以來和美軍共同作戰

的「英國太平洋艦隊 J (British Pacific Fleet) 但該部隸屬美

國太平洋艦隊，英方不能擅自調動，必須要華盛頓的聯合總參

謀部批准。 8 月 13 日，倫敦已命令該隊司令弗利舍上將 (Adm.

Bruce Fraser) 準備派艦隊前往香港，並派遣一名將官 (Flag

Officer) 和詹遜成立軍政府。海軍部特別提醒弗利舍軍政府行

政範圍包括新界。自 14 日，聯合總參謀部批准了調動艦隊的要

求。英國太平洋艦隊隨即組成「第 111.2 特遣艦隊 (Task Force 

11 1.2) J '由夏態少將 (Rear-Adm. Cecil Harcourtl 率領前往

香港。 7 21 日，英軍制定「鐵甲行動 J (甸的tion Annour) 

組成代號「鐵甲 J 的種動艦隊，運送包括「堅盾部隊J b (扭曲dd

Force)在內的 3，似)()多名皇家空軍技術人員到香港。他們本來正

前往神繩興建長程轟炸機機場，但戰事結束後即被派往香港。 8

蔣介石自然反對英軍接收香港。 8 月 13 日，英國駐華大使

薛穆上書蔣介石，知會他英方的接收安排。蔣氏認為此舉違反

了盟軍最高統帥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麥克阿瑟上將 (Gen. Douglas MacArthur) 的「第一號命令」

(General Order No. Onc) c 即各戰區，自行接受該區日軍投降。

香港不屬於以英軍為主的東南亞戰I鼠，而是 lt' 闢戰區 (China

a 與此同時，賴廉士則向魏德邁保證且是軍服務連|不會參與收回香港的工作。見
“ Chungking to FO ," 14/8/1945 , CO 129/591/16 

b 部隊骨幹為「第 535日機場建築聯隊 J (No. 5358 Ai斤ield Constructlon 
Wing) 

C 其時尚未正式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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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trc) 因此蔣介石認為應由國府受降。可是， {披灰坦宣

吉》亦指明應根據《開羅宣言》來處理日本的海外領地 a 因此

香港並不屬於應被歸還中華民前的部份。第一號命令並無指定

香港應由哪一個國家受降，中英兩國遂競相向美國陳惰。蔣介

石堅持香港屬於中國戰區，英團則指出香港屬於其領土的ov

ereign territ。可) 0 16 日，蔣氏向美國總統杜魯門發電報尋求支

持，身在華盛頓的外交部長宋于文亦於 18 日面見國務卿伯恩斯

(James Byrnc叫 o 英國外相貝文則向蔣表示「主席閣下為一軍

人之故，定能了解英國曾被迫放棄香港於日本，此吹英國能在

香港接受日本投降，實為與其榮譽有關之事但雙方僵持不

下 9 顧維鈞認為[英國人顯然對我們利用美國的影響以促成

解決的迂迴做法甚為敏感 J '而且指出蔣介石即使缺乏實力收

回香港仍要堅持，只是為了「彌補中國人民對和莫斯科簣訂協

定 b 的不良反應J 0 10 杜魯門認為接收香港周軍事問題，中英兩

圖尚未麓香港前墟正式種商 c 因此理應根據戰前擁有香播主權

的英國接收。 11 社魯門遨於 18 日通知倫敦，指如英國可利用香

港協助國軍或其他盟軍從海路返回中國各地，則英軍可以接收

香港，並由伯恩斯把這個決定告之宋于文。 12 艾登為免節外生

枝，要求杜魯門指示麥克阿瑟命令駐港 H 軍「只向英軍投降j

13 蔣介石曾提出由國軍受降，然後將香港移交予英國，或由他

授權英軍司令接受日軍投降等辦法，但各方未有接受。

各方爭議期間，亦同時派 Hl 光頭部隊前任香港。早於 3 月

a {開草草宣吉》並無提及把香港火予中華民國。

b 顧氏所指的是 1945 年 8 月 14 日中蘇兩國簽訂的《中做友好同盟條約>其中

包括外蒙獨立以及蘇聯租借旅順、大連等條款。

c 1943 年 1 月雙方同意香港問題與治外法權和租界無關﹒見前章。



14 日，魏德邁以「拯救戰俘 J 為名派飛機前往廣州，打算轉

飛往香港為國民政府進行接收。英軍服務團亦派員參與，以免

香港落入中美聯軍之手。在機上以「觀察員」身份隨行的賴廉

主發現機上載有大量美國國旗卻沒有英關國旗。 14 常時杜魯門

尚未對接收香港問題有所表示。同日，英軍服務團的前線司令

部把英政府給詹遜的密令轉往澳門，再由服務團在澳門的特工

梁潤昌 a 、葡籍香港醫生告 111 奴(Eddie Gosano) 以及羅保

(Roger Lobo) 二三人喬裝漁民渡海，把消息轉交簫遜。 15 日J是，

由於局勢混亂，香港和澳門之間滿佈水雷 b 加上小艇不斷故

障，三人只能於 23 日清晨抵港。三人曾與羅旭偏見面，然後

羅保往見羅文錦，梁潤昌往赤柱見詹遜，告山奴到戰俘營。他

已卸任首相一職的邱吉爾於岡日詢問艾德禮是否已派兵奪取香

港，後者回答已在進行。可7 魏德邁派出的飛機則於廣州白霉機

樹被日軍扣留。正當雙芳均過阻滯之時，杜魯門表示英軍可接

收香港的消息在 19 日鱷聯合總參謀部轉到麥克阿瑟和規德道，

後者遂停止其計劃。 18

日本裕仁天皇於 8 月 15 日宣佈接受《披夜坦宣言》時，英

國太平洋艦隊的船隻散落各地，部份正於日本外海和美國第 3

艦隊共同作戰，部份在菲律賓、汶萊、澳洲、南太平洋等地活

動。海軍部命令英艦集中在馬尼拉蘇碧灣的ubic ßay} 等待

夏意率領前往香港。 19 本來的想法只是「派遣數艘巡洋艦前往

受降J 20 但為防日軍揖抗，力11 1".要震情可能出現的中國軍隊，

夏慧的艦隊陣容雖不及七個川的興擊香港的第 38 特遣艦隊，但

a 本為澳們商人﹒戰後繼續在香港和澳門經商們

b 1945 年 6 至 7 月間美軍在香港你雷，見第六章第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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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頗為強大，擁有排水量近 4鉗6，0∞00噸的戰列艦「安臣號J (HMS 

Ans芯son叫1ρ) 、航空母艦「不屈號J (HMS In吋d由omit阻able叫E叫)、「復仇號I

(HMS Vengeance) 、護航航空母艦「可畏號J (HMS Vener

a站ble划e叫)、巡祥艦「迅敏號 J (HMS Sw叫if丘ftsu叮1汀re叫)、「尤利盧思號」

(HMS Eur叮y戶alu肘18) 還有驅逐艦六艘。此外，為掃清美日雙方

在香港佈下的水雷，艦隊亦包括澳洲皇家海軍第 22 掃雷隊 (22nd

Minesw明ping Flotilla) 的七艘掃雷艦。此外，第 8 潛艇中隊 (8th

Submarine Flotilla) 的八艘潛艇、潛艇母艦「美士東號J (HMS 

Maidstone) 以及醫院船「牛津郡號J ( Oxfordshire) 亦加入
了夏慧的艦隊。 21 至日軍於 9 月 16 日正式投降時，抵港英艦共

有兩艘戰列艦、艦隊航空母艦一艘、輕型航空母艦兩艘、護航

航空母艦三艘、巡洋艦三艘、驅逐艦八艘以下共 77 艘軍艦。 22

貳、國共接岐九龍新界失敗，通奪回香港

以往關於香油畫光的著作均少有詳細提及日軍投降至夏

懋艦隊抵港期間的情視;本書則根據香港總督部及第 23 軍在

1945 年撰寫的報告，加上英、美檔案資料，嘗試重構造殷時期

各國爭奪香港的情況、市內狀況，以及日軍的應對。

日本天皇於 8 月 15 日進行「玉音放送」後，日軍第 23 軍

先於 16 日命令香港佔領地總督部繼續進行原本任務以穩住陣

腳，然後於翠日命令總督部停止戰鬥行動，香港防衛隊則於 18

日清晨停戰，並把位於九)畫鐵路線上、隸屬香港防衛隊的部隊

撤 PI香港。第 23 軍其後命令駐港日軍繼續維持治安 23 天早宣

怖投降後，雖然亞洲各地均有零星1[1降事件，但香港illi無類似

情況 c 這 l可能是由於香港自 1913 年巳飽受空襲、封鎖的折磨，

接近饑荒狀態，即使最狂熱的軍人亦不得不面對現實 o 據憲兵



軍官仲山德四郎回憶，投降時憲兵部只有一片沉默，隊長金澤

朝雄中佐簡單地交代情況後，各人冷靜地準備投降。被解散的

華人憲查獲發米糧後離開，但他們踏出軍營外即被市民搶去所

有財物 24 當時、市面再吹出現如 1941 年 12 月淪陷時的搶掠，

近三成日軍放棄的房屋遇劫，更有憲查帶頭打家劫舍 o 有近

80，000 人因為日人企業停工而突然失業。 25 物價亦應聲大跌，

米價由每斤軍票 200 元跌至 75 元。總督部承諾盡力維持治安，

縮短了宵禁時間，並停止強制歸鄉。它亦特地容許正金、台銀

兩家銀行無限制提款，讓日僑和軍人提走存款。 26 華人領袖則

和本地幫會及總督部合作，暫時維持市面秩序近一週 O

日本投降時，中共即命令東江縱隊在廣東受降，並於新界和

離島進攻日軍據點，以奪取日軍的武器。可是，這些攻擊大多規

模不大，不足以動搖新界的日軍。 18 日，東江離隊襲擊翰續日

軍，兩名日兵失躍。聖日，縱隊佔領元朗區役所，並要蒙頓地憲

兵隊擻械，但被日軍增擾部隊迫退。連接香港和深圳的鐵路橋

亦於當日遭到攻擊，此舉顯然是為了防止香港境外的日軍回港

支援。大澳的日軍和華人警察亦被襲擊，其中一名華瞥被瑕。

另外沙田附近一個倉庫被搶去少量糧食。 20 日，縱隊在大嶼山

和西貢發動較大攻勢，以 70 人攻擊梅窩警備隊 a 並以 50 人攻

擊西貢分哨。各地分哨和區役所亦相繼遇襲 3 但規模不及前兩

者。27梅窩遇襲後， R 軍向村民報復，導致有多名村民被殺的「銀

礦灣屠殺 J 0 日軍投降時，港九大隊的市區中隊只有約的人，

難以影響局勢。 28 由於國共兩軍在中國各地對停戰日軍的攻勢，

日軍曾請求盟軍暫時不要派任何人員到港，以免犀牛混亂。 29

a 隸屬特設步兵第囚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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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司時，蔣介石雖然在表面上同意由英軍受降，換取國

軍叮以使用香港乘船轉進華北，1B.實際上卻尚未放棄。對於大

部份可靠部隊仍fE西南地區，而且必須和中共事分奪秒獲取勢

力範圍的蔣介石而吉，放棄香港可能是唯一的選擇。可是，他

在表面上接受英國重回香港，實則堅持由他「授權」英軍受降，

並於 8 月 24 日通知IH 軍第的軍，香港將由第 2 方面軍的張發

奎上將接收。祠日，蔣尚在公開宣稱不會乘機派兵奪取香港。羽

日軍第 23 軍認為該地本為英國殭民地，遂向支那派遣軍查詢具

體辦法，後者則於 27 日指示準備以英軍為主要交涉對象，但

英軍和國軍接收的界線尚待支那派遣軍確定。 31 至此，蔣介石

仍希望國軍能先到一步，至少於九龍和新界製造既成事實，遂

於 30 日再吹命令張發奎第 2 方面軍屬下的孫立人為「廣州、九

龍、香港區受降官J '指示第 13 軍協助國軍精銳的新編第 l 軍

「接皈九龍、香港J '然後乘船前往華中地區。 832 8 月 26 日，

國民黨構續支部據員到連九籠，成立有名無實的「廣東殺敵陳

獨立第一中隊J (Enemy Killing Kwangtung Guard Independent 

First Battalion) 33 國軍先遣人員以及新 l 軍的先頭部隊遲至 9

月 7 日才抵達廣州，後續部隊在 IOB 晚上才抵達。正如史家馬

幼垣指出，國軍抵穗後即面對大量接收、治安和救濟問題，實

無暇及無力接收香港。 M

被囚於香港的前港府官員在香港重光的過程中亦有其角

色。如前述，雖然輔政司詹遜甫抵香港即成為戰俘，但他被凶

期間除了維護被拘留者的利益外，亦組織了營內的政府以及公

a 不少中文史籍提到 8 月 24 日蔣介石曾命令[韶關的羅卓英將軍率第 13 軍進入

九龍J .然後於 29 日命其撤走 o 可是，查第 13 軍軍長為石覺﹒該軍不在韶關。

其時新界:it為中共東;工縱隊所據，其論過中亦無提及第 13 軍進入新界。



私營機構人員，準備隨時收回香港。雖然英、中、美三間為收

回香港爾虞我詐多年，香港最終結/l被從戰仔營走出的詹遜等人

自行收間。詹遜確定戰爭結束後，即要求日軍合作 o 日軍初時

並末就範，聲吉局勢未定，香港可能為國民政府接收， {13.詹遜

向其直吉["這只是你們的意見，與我無關 o J 35 詹遜回顧這

段時期時寫道 36

突然，在 8 月中的時候，消息傳到告中，指戰爭已經結束

了" .，.越來越多跡象顯示此事的真確性... ...我們開會討論

了我應否使用權力宣佈自己為署理港督 (Officer Administer

ing the Government) 部份與會者對此有所保留，認為救

過早出任此職可能使日本人拒絕合作。

8月的至 17 日，曾有英人在馬頭桶和香港島升起英..旗，

但被日軍官兵禮貌地要求除下。 37 美軍則派飛機到港接下食物及

魏德邁的指示，要求英人留在拘留營「等待指示 J '但詹邏並

無理會，而是於 18 日和深水場戰俘營的最高級軍官懷特中校 a

和香港防衛軍的菲爾德 (M. C. Field) 等軍官見面。 38

英軍服務圍的梁潤昌於 23 日把英政府密令以及緊急經

費交到詹遜于中後，後者於首席法官麥格高 (Sir Athol Mac

Gregor) 以及數名香港政商要人闊前宣誓就職為署用港督。日

人於 26 日容許詹遜使用前法關外方傳道會大樓為辦公室。 b

28 日，詹遜使用香港電台 lílJ 1::港川氏平lJ 各國宣佈英國重新

建立在香港的管治，並經澳門英關領事館向殖民地部報告已經

a 皇家蘇格蘭營營長。

b 本為港島西地區憲兵本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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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臨時政府，但尚未於新界建立有效控制。泊在月底〉詹遜的

政府已有 700 名人員，他們維持了香港島的食水和部份電力供

應，並在梁潤昌及華人領袖協助下從廣州和澳門購入糧食(詳

見下節) 。被拘留的部份英、印警察以及從戰俘營逃出的香港防

衛軍官兵則出營與重新招募的華人輔助警察維持治安，但由於

人于不足，臨時政府亦容許約數百名聾稱親國民黨的幫會人士

協助維持治安，但其成員卻參與搶掠。 40 臨時政府甚至於部份

地區恢復了垃圾收集等衛生服務。 41 夏意於 30 日抵港時，發現

詹遜的政府「已大致能控制局面」。但正是由於臨時政府的努

力，香港才得以避免在日軍投降後出現如新加坡和緬甸仰光等

地出現的混亂狀說。的楊慕琦於獲救時即要求回到香港協助重

建，但殭民地部則要他先回英國休息，直至軍政府結束時為止。相

蠱、夏蔥艦障抵港

正當團軍向廣州移動，東江縱隊和日軍在新界膠著期間，

夏憊的艦隊已於 8 月 29 日抵達香港外梅，並派機要求日軍派代

表到英艦討論交接安排，但駐港日軍以尚未獲悉第 23 軍司令的

安排為由而婉拒，但夏懋仍決定進入香港。 45 夏意艦隊分為「本

隊」和「海港部隊 J (Port Party) ，後者於 30 日上午 8 時派

出澳洲旱，家海軍第 22 掃雷隊進入藍塘海峽掃盲。 10 時，夏;意

乘坐巡洋艦「迅敏號j 以及另外」艘巡洋艦和玉艘l驅逐艦開始

進入香港水域，領頭的軍艦為驅逐艦金賓飛號 (HMS Kempen

feld 。進入香港的軍艦包括加拿大海軍的防空巡洋艦「羅拔干

f號 J (HMCS Prince Robcrtl 該艦正是 1941 年 1 1 月中搭

載加拿大 fc 部隊 J (C F。此訂)抵港的其 rjl一艘船隻。 46 據日

軍紀錄，艦隊於上午 11 時 15 分至時下午 5 時全部進入香港。 47



英艦進港時，三艘日軍自殺艇從南丫島出發，但其中一艘被英

軍艦載機掃射擊沉 3 並擊殺其艇長。 a 英軍即派出 F6F 戰門機以

及 TBF 魚雷轟炸機轟炸其他自殺艇。 48 除此以外，英軍聲稱於

j海軍船塢附近擊斃一名日軍狙擊于 b 49 為鼓勵英人並震，攝日人

以及可能出現的國軍或共軍，當日出版的英文報紙《南華早報

堅香港電訊報聯合刊) (South China Moming Post and Hong

ko增 Telcgraph) 列出夏懿艦隊的主要艦隻，特別提到「安臣號J

上有十鬥 14 吋巨砲 o c 50 

圖 46: 1945 年 8 月的維多利E港。 (Kenneth A Johnson Collection) d 

a 英國紀錄大多認為此自殺艇打算突襲英國艦隊，但 Bob Hackelt 與 Sander
Kingsepp 指出此艇只打算向日本海軍的香港根據地司令部報告所有爆炸裝置

已被卸下。見兩人關於此事的專頁 http://www.combinedfleet. com/Hong
KongEMB.htm 可是 1 現時尚未發現日軍就此事向英軍抗議的資料。

b 另外，接收期間有兩名也敏號的水兵在昂的;州意外身亡。

C 馬幼垣統計夏車票艦隊及其援軍共有 14 吋砲 20 門、 6 吋砲 18 門、 5.25 吋速射

砲 42 門﹒以及 3 吋至 4.7 吋各在';i<砲(包括高射砲) 118 門，尚有約 180 架各

式艦載戰鬥機和轟炸機。馬幼坦，頁的-64 。

d Kenneth A Johnson 先生當時是加軍巡洋艦安大略號的攝影帥，以下照片由他
的兒子 Ken Johnson 先生容許筆者使用，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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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維港內的安臣號戰71J艦。 (Kenneth A Johnson Collection) 

英，區首先於海軍船塌，岸，然後由各艦的海軍陸戰隊上岸

維持秩序。 51 英軍發現船鳩存有大量曰用品後，即分發給圍觀

的市民。 52 海港部隊的作戰紀錄特別提到["市民對登陸部隊

非常友善;他們似乎顧為欣賞英人重回香港..， ，.華人則滿心歡

喜地痛毆落單的日兵.. . ... J 0 a 53 跟隨羅拔干-于號登陸隊伍上

岸的華籍加拿大皇家海軍軍官羅景聾 (William Lorc) 於 30 日

常 H 前往深水土步解救被俘的加軍。羅民進入戰俘營可遇見約 40

有加軍戰俘，對他們說 r老友，想見到加拿大人嗎? J (Hi 

yOLl叭叭， don't you want to sec a Canadian?l 加兵看見，羅氏帽

徽後、 &11喜樞而泣。 54

a EJ 人聲稱當日有 14 名日人被打死打傷。 Thθ China M.訓， 11/9/1945 



接收港島後，英軍發現各大船廠幾乎全毀，只有香港仔船

峙情況較好，海軍船塢有不少損傷，但乾塢、發電站、機器廠、

菜房等均可使用。維港內則有至少 20 艘可見的沉船，航燈、燈

塔、浮台大多不能使用甚至不再存在，碼頭卻大多完好無缺。

香港和九龍的發電廠雖然被拆去或改裝部份發電機組，但英軍

的維修人員於 30 日晚己能恢復港島的供電。海軍帶來的兩艘運

煤船為香港提供急需的能源。 55

其時，有乘搭電車的日人被市民襲擊，I::J兵嘗試阻止峙，

遭到英軍開槍警告，總督部參謀長福地春男曾因此於 31 B 召開

的會議中向夏意抗議。夏憩則如此回應 I我甚為同情飽受日

人苛烈統治之苦的華人，你(福地)有責任阻止日人做出此等

愚行。 J 56 福地要求英人保護日人生命財產時，被詹遜和夏聲

斥責此要求「荒謬無禮J '兩人指日人份屬戰{芋，英人當然人

道處理，更直斥福地 I 日人在港大肆搶掠，竟有面目要求英

人保護賊贓。 J 57 為保護日人，英軍於同日命令所有日本軍民

於 9 月 2 日下午 4 時前 a 離開香港島前往九龍集中，但只容許他

們帶上個人物品和少量食物。

「鐵甲行動」首批船隻 3 空軍堅盾部隊乘坐的「澳洲女皇

號 J (Empress of Australia) 於 9 月 4 日抵港後，英軍即於墊

日接收九龍，然後把當地日本軍民集中於深水埸戰俘營等地，

至 7 日集中完畢 b 英軍要求日軍派員協助清理工作，又逮捕戰

a 日軍紀錄為 9 月 1 日。見「第 23 軍香港地區善後處理要報第 3' 交涉經過份

概要 J . <昭和 20 年 10 月 南支那地區善後處理要報綴> . {終戰處理》

JACAR' Ref: C15010534200 。

b 9 月 4 日，英軍把各部隊戰爭期間秘密寫下，並埋在亞皆老街軍官戰俘營內的

作戰紀錄掘起存檔﹒成為研究香港戰役的主要英文史料。見 "Seníor Mílítary 

Office Hong Kong to OC Troops Shamshuipo," 4/9/1945 , HKRS 163-1-2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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俘營主官德永德大佐、憲兵隊長金澤朝雄、法務部長古木一夫

中佐等人。日軍紀錄聲稱英軍官兵和華人不時虐待日本軍民，

甚至曾出現士兵欺凌日本女護士的情況。 58 11 日， I鐵甲」後

勤艦隊運來協助維持治安的「第 3 特種旅 J (3 rd Commando 

Brigade) 。隨船抵港的陸軍少將菲士挺 (M斗 Gen. Fran

cis Festing) 出任駐港地面部隊司令 (GOC Land F orce Hong 

Kong) 。的第 3 特種旅抵帶後，英軍才於 9 月 14 日開始解除

新界各地日軍的武裝，並要日兵步行前往九龍。 a 6日至此時，港

九新界共有約妞，000 名日軍和日僑向英軍投降。 61

9 月 16 日，夏懸在中華民國代表潘華國少將以及美、加代

表陪同下，在總督府接受香港防衛隊司令岡回梅吉和第 2 遣支

艦隊司令藤田類太郎中將代表在港日軍投降。儀式非常簡單，

只包括黨字和兩名日本將官呈上佩刀。 62 在蔣介石的命令下，

中國代表未有筆字。當時，蔣氏仍向潘華國強調「英方受降只

眼看糟日軍，並不包括九龍J '可是此事其復亦不了了之鈞。

自此，直至 1946年 5月從英國休息回港的楊慕琦復任港督之時，

香港進入英國軍政時期。

a 日軍叉投訴此舉使兩名日本尉宮中暑身亡。見「第 23 軍香港地區善後處理

要幸居第 3' 交涉經過份概要 J ' <日召和 20 年 10 月 南支那地區善後處理要報

綴> • <(終戰處理> • JACAR . Ref: C15010534200 0 



圖 48 :日軍香港防衛隊司令岡田梅吉和第 2 遣支艦隊司令藤田類太郎

中將代表在港日軍投降儀式。

圖 49 投降日軍徒步前往集中點。 (Kenneth A Johnson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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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 : 1945 年 9 月 17 日的重光慶祝(1)

(Kenneth A Johnson Collection) 

圖 51 1945 年 9 月 17 日的重光慶祝 (2) ，相中可見英國太
平洋艦隊司令弗刺舍上將、中國代表潘華園少將等盟軍將領。

(Kenne\h A Johnson Collec\ion) 



[mJ 52 : 1945 年 9 月 17 日的重光慶祝 (3) .相中可見匯豐銀

行總行外牆的污跡和彈痕。 (Kenneth A Johnson Collection) 

團 53: 1945 年 9 月 17 日的重光慶祝 (4) 可英國海軍艦載機

列隊飛越匯豐銀行總行。 (Kenneth A Johnson Collectlon) 

+O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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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 「鳳烏復興J :戰後初期的

重建與改革

壹、香港華人和英國軍政府共同打下重建基礎

在赤林被囚期間，工務局高級繪國主任鍾惠霖 (William

Jones) 與郵政署長榮鍾思 (Edward Wynne:Jones) 兩人秘密設

計了記念香港重光的郵票。設計時，被囚者組織線眼秘密巡邏，

以防日軍發現此事。初期設計以鳳凰和英皇喬治六世人像 (King

George VI) 為中心，頭像旁畫有兩隻蝙蝠，象徵「好運長壽J ' 

鳳凰左右有雄獅兩匹，各舉寫有「香」、「港」二字的盾牌，

兩旁則有「鳳鳥復興」、「漢英大和」字句。鳳凰下有拉丁文「再

起J (resurgo) 一字。草團中最特別的部份，是 r 1941 至 1944

年J 的字擾，可見兩人即使身在營中，但仍確信日本行將戰敗。

回國休息逾中，設計者曾於船上詢問華籍水兵的意見，後者把

「大和 J 改為「昇平J '以免又指日本的「大和 J 一詞引起混

淆。設計最終成為香港重光一週年的紀念郵票，於 1946 年 8 月

29 日發行(見圖 54) 。“

團 54 鐘惠霖平日榮鍾
思香港重光紀念、郵票。



草圖上的中文字體由鐘惠霖親書，其中 I 漢英昇平 j 四

宇特別蠣目。香港淪陷的衝擊，加上艱苦的拘留生涯，不少英

籍官員均有反思殖民地政府與香港華人的關係。「漢英昇平j

象徵了當時負責重建香港的官員了解到華人的民心和合作在管

泊中的必要性。麥道高致函夏憩時寫道 r只有實際行動才吋

消除重佔香港只是為了英人利益的想法。(我們)不能只說不

做。 J 65 在軍政府時期，華人巳廣泛參與政府的運作，麥道高提

到 r (現時)華人在行政和司法已掌握了戰前不可想像的責

任。」倚在戰後初期，一項最早但亦最能象徵華人和英人趨向

平等的改革，就是廢除 (1904 年山頂區保留條例) (1904 Peak 

、 67DÍstrÍct Preservation OrdnanceJ 。

英人希望獲得香港華人合作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戰敗的體

驗以及倫敦在戰爭期間逐步建立了「以善治抗衡民族主義」的管

治思路(詳見第七章第二節) ，男一方面則是因為國民歌府在

戰爭期間至戰後初期不斷施壓希望收回香港。敏銳的麥道高回港

後發現「市內懸掛的中國國旗比英國國旗至少多出四倍J 0 a 的

因此，軍政府致力緩解社會民生問題，並於新界作出初步的地

方諮詢機構改革，接手的文人政府更大膽提出全面的政治改革，

容許本地華人更大的參政權利，以抵抗國民政府收回香港的聲

音。男一方面，戰前已居於香港的華人以及來自中國大陸的華

人則從中國各地到香港定居，為戰後的重建帶來資本和人力。

日軍投降時，香港滿目瘡瘓，百業凋敝，更面臨饑荒和疫

症的威脅。夏是要抵涉後，成為香港軍政時期的總督，詹遜則暫

a 這可能是因為香港居民仍可使用同時代表汪精衛政權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但

英國國頒則被嚴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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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擔任副總督。英國政府給予軍政府的任務包括:的

一、短期任務:維持治安、預防疫症和騷亂;為市民提供糧

食、衣服、藥物等;維持並修復基要設施。

二、長期任務:恢復通民政府的架構以重新建立文人政府、振

興香港的社會和經濟活動以確保其長遠利羊和繁榮。

正如余嘉勳指出，香港計劃組和軍政府比以往的撞民地政府有

更大自主性，因此可以優先考慮香港的利益，並制訂適合當地

的政策。 7。這個情況亦多少影響了戰後的香港政府和英國的關

係。 9 月 5 日，賴廉士、何禮文等英軍服務團的主要官員抵達

香港。香港計劃組的麥道高、譚臣等人員於 7 日到達，由麥

氏出任首席民政事務司，負責重建的具體工作。同行的尚有東

南亞總司令的政治顧問，來自渣甸的約翰凱瑟克(John Kes

wick) 。詹邂雖然希望留港工作，但被安排回英休息。 71 英國

政府特別提醒麥道高要「注意殖民地的長速發展 J '並在「財

政、司法、警務、工商業、基礎建設、公共衛生、教育，以及

a般行政」均要有所建樹。 72 由此可見，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

治己出現性質上的變化，政府的角色從維持商業為主過渡至推

進市民福祉為己任。與日本海陸軍相比，英國各兵種和部門在

香港重建中較為合作。軍政府總督為海軍軍官，地面部隊司令

為陸軍軍官，軍歧!何則要向陸軍部負責。雖然軍政府人員全部

被任命為陸軍軍官，但他們大部份原本是商行高層和香港政府

官學生 a 嚀。他們遠較日本陸軍軍人熟悉香港，而 H部門之間

a ~日麥道高、巴格、何禮文等。巴輯 (John Barrow) 在戰前是新界理民官，戰爭

期間參加防衛軍，在日據時期被囚於戰俘營，戰後繼續服務香港政府。



的協調亦較為容易和靈活。英政府給予夏懇絕大權力，但他則

把重建工作儘量交由熟悉當地情況的麥道高負責。 73 軍政府和

陸軍部本身要向三軍共同參與的參謀長委員會 (Cl由fs of Staff 

Committee) 和文人內閣負責，財權則由英國政府的財政部掌

握。總括而吉，從以下各段觀之，軍政府時期並無出現日軍統

治期間政出多門的情況。可是，軍政府卻一直備受人手不足的

問題困擾;麥道高曾向殖民地部抱怨他每日工作的小時但仍有

無數問題尚未解決。他寫道 r我不會假裝不享受這個過程，

但我真的非常疲累，而且希望增援早日來到。 J 74 幸而，他得

到約 700 名剛從赤柱拘留營或各戰俘營離開的英、印、華軍民

協助 a 因此工作尚算順利。 75

軍政府除了維持治安外，尚要儘快恢復經濟活動、收集數

接以制定政策、建立基要服務、清理殘骸、重敵對外交通、協

調勞資關僚、處理敵產、附日者、衛生、教育等問題。 b 麥道高

寫道 r民軍大致歡迎我們回來，停滿港口的英國軍蘆使他們

更為雀躍。可是，假如我們要延續這種情緒，則我們必須進行

維持秩序以外的工作。眼前是一度困難時期。 J 76 與日人據港

初期的傲慢姿態相比，英人顯得遠為現實和謹慎。 9 月 6 日，

剛從戰俘營釋放的官學生兼防衛軍上尉彭德 (Capt. Kenneth 

Barnett) 即於半島酒店集合司徒永覺、警官韋諾夫等官員以及

公共事業代表討論恢復九龍秩序及基要服務的問題。 77 兩星期

內，不少華洋公務員已重新上班，大部份基要服務巳能運作，

例如在海陸空軍的工程人員協助下，香港和九龍的發電廠和九

a 部份人員一直工作至 1946 年春天才回國休息。見“MacDougall to Paskin ," 

17/1/1946, HKRS 163-1-179 
b 後兩項幸有香港大量華洋慈善團體及教會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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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鐵路已重投服務。潛水艇和軍艦亦利用其發電機為市區供電，

陸軍人員則分發食物和醫療用品。 78 海軍的水雷艦則掃清香港

和鄰近水域的水雷，使珠江口和香港的貿易得以恢復 79 計劃

組的辛士誠重建了警隊，計劃組人員亦協助恢復香港的公共財

政和金融。側重光後三日，轉仟的店舖已重新營業 o 81 9 月中，

人口已回升近百萬，不少店舖雖然貨源缺少，但仍重新開業。

全港共有大量房屋被戰火或搶掠所毀或受損，部份地區 a 更高

達六成。有學校已在 9 月重新開學;至 12 月，學生人數已有

時，0側，比日據時期的高峰更多。但英軍亦清除了數十艘日船

殘骸，使港口得以重新運作， 1942 年隨日軍抵港的吊臂船蜻洲

丸又重操故業，但這坎卻為和平服務。

團 55 戰後街上被炸毀的民房。 (Kenneth A Johnson Collection) 

a 如灣f于、紅劑等。



圍 56 戰後街景瞥。 (Kenneth A Johnson Collection) 

軍政府最急需處理治安、貨幣和物資問題。 H 軍投降前，

曾要求約有 3 ，000 多人的「賭場幫 J (Gambling Gang) 協助維

持治安，條件是容許他們經營賭業。臨時政府成立後，其首領

曾提出協助、但被拒絕。香港政府政治部的報告提到英軍抵港

後、「賭場幫」的首領被警方「說服」解散其幫會並帶同其核

心部下 a 離開香港，條件是 5.000.00。圓軍票 O 部份親國民政府

的幫會亦被要求解散。政治部認為香港尚有數萬名三合會成員，

部份更擁有軍火，將不斷製造麻煩。在戰後初期，香港仍不時

發生械劫案，更有人聲稱自己為國、共游擊隊成員向商戶收取

a 約 50 人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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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費。 83 在香港鄰近地區，不少曾被消滅的國軍游擊隊又再

次活動，如蕭天來、徐東來部等 O 國軍亦開始壓迫東江縱隊的

控制範圍，並要求英軍協助。 a84

在新界，東克、寶安、息州附近的東江游擊隊於 9 月初繼

續進入流浮山和元朗，並建立司令部和可與延安聯絡的電台，

更於當地招募上兵。“英軍線人推斷縱隊本打算接收香港或佔

領九龍新界作為籌碼，但遇到日軍意料之外的抵抗，加上英國

艦隊快速抵達，計劃遂成畫餅。 86 至 9 月底，除西貢以外，英

軍估計縱隊在新界約有 600 名可以作戰的士兵，裝備有步槍和

機槍，亦有中共成員在深水涉、油!而地、九龍城、旺角一帶活

動。 87 由於國民政府的廣東當局對英國頗不友善，英軍邀請東

江縱隊共 96 人留在新界元朗、上水、西貢、沙頭角等偏遠地區

組織「自衛隊J (Village Guardsl 協助英軍維持治安，一面依

仗其地芳網絡和信用，一面以東江游擊隊士兵阻止國民黨人員

在香港進行活動。時任元朗自衛隊隊長的何發提到曾有國民黨

人在該地號召，但情於自衛隊而不了了之。"國共雙方更曾於

9 月 25 至 28 日在中港邊境駁火，其後港九獨立大隊於 9 月底

離港。 89 雙方人員在 10 月 14 日仍在新界衝突 90 最後，國共

雙方在 1946 年達成協議，把整個廣東省的東YT縱隊核心人員共

2，5的人送往華北『其中包括獨、巨大隊的官兵，亦有不少成員留

在廣東或香港繼續生活 b 91 甘志遠的海防軍則和張發司空達成協

議，加入國軍。他自被要求拉懊們製造事端以協助廣東常局控

a 有英軍情報提到|東江縱隊協助約 100 名臼11"逃走﹒擔任他們的軍事顧問。自

有l 尚未發現關於這些士兵的其他吏料，日軍記錄亦無提及，可熊只是這i薯。

見“Alfsea to WO." 4/1 0/1945. WO 208/749 
b 不少如方方、管生、黃況芳等東江品(;î隊領油昀於文化大-'r命時被迫害。見陳瑞

障， {:東江紛隊>> .真 151 ~ 152 。



機收回澳門，但遭其妻以「無謂借民族之名成就個人英雄主義，

徒令庶民犧牲」為由勸退。但甘部在廣東沿岸充任海防軍，直

至 19巧0 年被中共軍隊擊破為止。 a

9 月 9 日，於 1942 年 10 月逃脫的匯豐經開分域間港，和

剛從拘留所獲釋的自德新(J. J. Patterson) 等重新恢復香港的
金融業。在日據時期的最後數月， R 軍濫發軍票，使它淪為廢

紙。預計 H 本即將投降，不少華人藏起港幣或收購黃傘，使軍

祟半於 7 月已無價值可吉。可是，市面突然傳出戰爭結束後軍

票 10 圓可以兌換一元港幣，加上有華人富商公開購入軍祟，使

軍票價值突然得以維持。這個謠言可能來自希望維持軍票價值

的總督部，或希望購入更多港幣的炒賣者。不論謠言來自何處，

軍票在 8 月突然升值，使不少低下階層的華人得以撐過最為艱

苦的時間。博育賢特別提到["如果沒有這個謠吉，則能否撐

過 8 月恐成問題。」倒在 8 月 31 日，港幣的黑市區車是 25 圖

元軍票兌一元港幣，其價值因其地位不明而不斷下降。“觸遍

接管香港後，封存了大批日人印製的軍票，並以臨時政府的名

義發行新的港幣以暫時應付形勢。這些未發行的 1 ，000 團軍票

或 1 ，000 與 5 ，000 元的儲備券均被印上「香港政府一元」或「香

港政府五元 J '暫時在市內流通。 95 可是，正如林友蘭提到，

有市民「仍幻想日本政府將來可能賠償港人的損失，便不惜變

賣不動產，以收購幾成廢紙的日本軍票 J 0 的 9 月 12 日，第一

批戰時準備的港幣由印度科倫坡 (Co1ombo) 運抵香港。 13 R ' 

軍政府於每月慣常的支薪日之前宜佈重用港幣，使炒賣軍票者

或持有大量軍票者損失慘重。 97

a 他其後逃往美國生活. 1998 年去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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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政府則從多個渠道使港幣流通，包括「實行『以

工代腺Jl '招募 40，000 名低技術工人清理街道以換取救濟、預

先發放工資予政府人員、向所有負責基要服務的工人發放每日

一元的補助、批准銀行容許客戶預支 200 元、向無家可歸者發

放共 150，000 元，以及向漁民借款共 150，000 元，使他們得以

出海捕魚並銷售漁獲」。有關重用港幣，麥道高強調 I在過

去五週我們)克服了一段困難時期，期間堅忍不拔的華人

比軍政府功勞更大仆"雖然英國官方歷史將廢除軍票描寫為

成功的行動，但不少本地居民于上的軍票頓成廢紙，對他們的

生計亦有影響。另一方面，日軍以匯豐銀行之名在戰爭期間的

發行的「迫簽紙幣j 本來不被承認，殖民地政府其後於 1946 年

又改弦易轍，使不少人因而致富。這些紙幣最終由匯豐銀行承

擔。"戰爭期間，匯豐銀行曾提出承認這些紙幣，因為「要得

到華人的心，必須透過他們的口袋。鐵能通神，如果我們回去

時攝取較寬蠶的政策，比其他方法更能博得到華人好感」。明與

此同時，國民政府宣佈 200 元「偽幣J a 只能兌換法幣一元 b

不但過份低估這些貨幣的價值，而且國府亦沒有完善的救濟措

施，無形中掠奪了在戰爭期間生活在日軍佔領區的人，更使國

軍佔領地區的民生問題極為嚴重，亦解釋了何以香港人口急劇

增加。 101

由於香港被盟軍長期封鎖，加上廣東日軍不願把糧食送往

香港接濟，因此重光之時物資短缺，特別是食米、柴薪、煤漿

等頃 O 日軍在 3 月突然投降，使尚在研究如何接收香港的英國

a 例如注政柄的儲備券。

b 其峙，港幣 97 元可兌換;去幣 10 ，000 元 o “ Troopers \0 SACSEA，"叩門 0/1945 ，

WO 203/2447 



政府被殺個措手不及。重光之時，英國東南亞戰區司令部尚在

為香港準備物資，因此它在英國本土的物資抵達香港以前只能

在亞洲各地就地取材。 102 大部份亞洲地區在日軍投降時均缺乏

糧食，部份如中南半島等產米地區更已出現嚴重饑荒。香港糧

食不能自給，距離饑荒可謂只差一步。 8 月 28 日，詹遜重設「糧

食統制官 J {Food Controllerl '以實施他們在拘留營內已經

擬定的計劃。日軍投降時，香港的日軍倉庫中只餘下 4，400 噸

食米 a 但由於市民預計盟軍即將接收，因此食物價格大跌，市

面仍有不少糧食出售，糧食問題表面上暫時並不嚴重 103

英軍重回香港前，英國駐華大使館武官特地提醒東南直司

令部必須額外準備食米接濟香港市民，並認為不能依賴廣東方

面的援助。叫至軍政府初期，香港只能從中山等地輸入的 1 ，000

噸食米以及數百噸嬴菜，情說並不樂觀。叫有見及此，軍政府

為多項食物及日用品推行價格管制 b 成立穀米批.處，禁止

糧食出口，並鼓勵機動帆船繼續進行貿易。咽剛從赤柱拘留

營重獲自由的香樂思早於營內已計劃發展新界的漁農業，在他

的指導下，軍政府改良日人在新界成立的輸業和農業合作社，

以增加糧食產量，成為日後的魚類、蔬菜統營處和組農處的前

身。叩重光後首三個月，從合作社出售的魚類價值已近港幣

2，300，000 元。 108 軍政府亦即時開展植林工作，並從汶萊購入柴

薪以減少非法伐木。 109

雖然軍敢府缺乏人手執行價格管制，但在短時間內尚能控

制物價。當局亦了解增加輸入以及恢復貿易才是香港的出路，

a 1941 年 12 月，香港尚有約 100 ，000 噸食米。

b 食米定價為每斤兩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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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方面要求倫敦儘快准許海外貿易，另一方面求助於東南

亞總司令部，同時又派員到廣東省以及鄰近各地採購物資，例

如派人到山打根 (Sandakan) 購買柴薪;越南下龍、上海 3 以

及秦皇島購買煤灰;廣州灣購買花生油等。 110 可是，由於國府

在戰後即於廣東實施糧食禁運，香港失去了最近的糧食來源。

至 9 月中，香港只餘下約十日用的食米。 a 111 其時，如無外力

協助 3 香港將重蹈 1941 年 12 月淪陷後斷糧的慘況。幸好，東

南亞戰區司令部指揮下的「鐵甲行動 J 早於 8 月下旬已開始準

備，第一艘運米船「窩士打城號 (City of Worcester) J 於 9 月

12 日載著約 6， 300 噸食米從仰光出發，經過可能尚有水雷的東

南亞海域於 26 日抵港，解決了燃眉之急 112 同時，澳洲亦派

船把麵粉、牛奶、砂糖等食物送到香港 o 有見情祝好轉，糧食

統制官在 9 月底已開始要求英國和亞洲各地協調，安排把更多

「牛油、芝士、罐裝牛奶」等副食品送到香港。叫

雖然糧食問題在 9 月暫時得到解決，但情祝於 11 月又再吹

變得緊張，尤以食米短缺特別嚴重。由於英軍在東南亞缺乏船

隻，不少預定送往香港的救援物資不能在重光初期抵達，反而

滯留在印度等地。 114 r鐵甲行動 I 本來安排第二艘運米船載運

7，500 噸食米於 1 月 l 日抵港，但實施上只有兩艘小貨輪正從

泰國和越南裝載的 5 ，000 噸食米，而且只能在該月下旬到港。

夏意緊張得警告東南亞總司令部，要以通貨暴脹，市面一片混

亂的上海為鑒，必須(盡快把糧食送到香港。竹5 東南亞司令部方

面立即增派四艘貨輪緊急運米到香港。 116 因此，至 12 月初，

「鐵甲行動 j 的船隻從亞洲各地共已經或正在運來 4，00。噸煤、

a 麥道高認為 4 以當時標準而盲尚算「不錯J



的，000 噸米，以及數千噸來自印度和澳洲的牛肉罐頭、花生、

椰油、餅乾、牛奶、砂糖和麵粉等。 117 a 英國駐華大使館和英國

糧食部 (Ministrγof Food) 亦協助購買食油等，其餘則依靠各

大小企業的復甦。 118

1945 年 9 月 26 日至 1 1 月 30 日期間，軍政府單是維持食

米配給已花費近 7 ，000 ，000 元港幣。 119 其後，東南亞司令部的

海運狀況改善，並於 1946 年 2 月承諾每月運送 12 ，000 噸食米

到港。 120 其時，香港政府和英國政府仍未敢鬆懈，舉行亞洲各

殖民地之間的糧食會議，以協助糧食供應，互補不足。 121 廣東

省則於較早前恢復出口食物，但軍政府特別提到其定價貴得「具

毀滅性J (ruinous) 。為維持食米的配給價，軍政府在 12 月前

每日需要花去港幣 l凹，000 元。政府亦每日發放 40，000 份免費

糧食以賺濟市民。由由於香港尚在軍政時期，因此可以利用軍

都的力量漲船雙到各地搜羅糧食，更拍起了一體 8，∞0 噸級的

大型冷藏船，暫時續解香港缺乏雪種的問題。由b雖然物價高曙

不下，但政府的補助 c 以及價格管制仍相對有效，而且政府招聘

了大量人手，因此重光後數月的糧食局面尚算穩定。叫可是，物

價始終因為物資短缺而高企，不少消費品亦只能在黑市購買。但5

為幫助市民渡過難關，華人季寬 d 曾於政府協助下開設「經濟飯

店 J '提供廉價食物。 126 雖然香港政府仍不斷向倫敦方面要求

a 期間竟有一從澳/州出發的貨輪上的華籍船員罷工，使食物未能按時出發。“ALFSEA

10 Troopers ," 3/12/1945 , WO 203/2447 
b 至 1948 年，仍有 63% 的人口接受食米自己給。直至 1954 年，配給制度才完

全收束。英國本土的配給制度則於 1950 年才結束。 James Hayes , The Great 

Differencθ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and its peop侶， 1898-2004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2006) , p. 70 

C 以港幣和米發放。

d 李氏曾於戰爭期間協助被拘留的英人官員，戰後對方拔桃報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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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糧食，有時甚至形容情況「緊急」、「山窮水盡 J '但實

際上香港在戰後卻未有出現因為糧食不足而引發的動盪。 127 另

一方面，廣東省遲至 1946 年春仍出現米荒、米價騰貴等問題，

政府只能依賴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 (1、he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咄咄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協助。當時，單是在廣州負

責糧食分發的機構竟有七個之多，更出現有人倒賣官方腺濟市

民的物資等舞弊情況。 128

至 1945 年 10 月底，政府開始徵收娛樂稅 a 、煙酒稅、準備

重收地租，並推出租金管制，可見復甦已達一定程度。由 1 1 月，

麥道高向夏憩報告，香港的恢復進度「比我們膽敢希望的情況還

要好J 。叫他希望儘速恢復國際貿易，使香港早日重拾活力 131

戚們的核心問題是維持現有情況直至物資可以定期抵達香

港。不論如何祖輩六丑，我們已不僥幸奄飾最大的弱點，或

是空空如也的倉庫、貨倉，以及港內只有大量軍艦而非 .. 

船-.. ...香港復興的下一步是從外面輸入更多物資和機器。

終於，倫敦容許軍政府在 1 1 月初宣怖恢使自由國際貿易。此前，

中、英、美商人均已不斷要求政府，而且一艘載滿貨物的美國

商船正在駛往香港，並於 12 月 16 日抵達。正如夏憩寫道，儘

快開港使香港得以維持它在區域貿易中的優勢，對穩定社會和

預防勞工問題亦有重大幫助。 132 與此同時，鄰近國民故府控制

地區卻因為各種原因而難以和香港競爭 o 例如，台灣省政府肉

所有進出口貿易徵收 50/，。的附加費，收益不但未有用以改善海

a 例如戲院收入。



港等設施，政府官員自己亦從事貿易但沒有繳費，附加費顯然

只是為了方便政府要員舞弊，與民爭利 133 因此，雖然英國戰

時交通部 (Ministry of War Transpord 認為戰後國民政府極力

希望壟斷中國沿海貿易，而且「中國的民族情緒前所未見」

但仍有數十艘英國船隻於戰後立即回到中國繼續活動，各國船

公司亦重新開業。 134

單是 12 月，除卻英軍輸入的物資外，香港出入口總額已達

港幣 27 ，000 ，000 元。 135 由於貨物開始源源、運到，雖然物價仍然

高昂，但已逐步下降。 136 出入口商品中，獨缺戰前香港政府的

大宗收入:鴉片，因為軍政府於 9 月 20 日已禁止鴉片貿易。 137

11 月 17 日，股票市場重閥，金銀交易則於 12 月恢復。 138至年底，

謹慎如麥道高者亦感到樂觀 139

雖然想像力豐富春亦不會認、為狀況令人滿意，但我們的權

取得了重大進展。在香港，您可以拉開水龍頭獲得自來水、

按電摯開燈、電車照常運作、電話可以通話、有些船隻在

港口卸貨。當然，文人政府的會計人員在將來可能有其他

想法﹒

大致而言，這個通民地的情況如下:沒有疫症和社會動盪、

法律與稅序已恢復、貨幣重新建立信用、店鋪開門營業、

商人拿出藏起的存貨、港口準備好接待貨輪而非戰艦。

雖然軍政府在英國支援 F完成了不少工作，但麥道高仍認為香

港之所以走出陰霾，主要仍是香港華人的努力 r我認為我們

在有限資源的情況下已盡善盡美 o 我甚吉夫希望相信香港得以迅

速恢復完全是找們個人的功勞。J:lJ 是，在懷疑真相非常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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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給予他們一點機會，華人都可以咬緊牙關撐下去。」叫軍

政府運作至 1946 年 4 月，至 5 月 l 日殖民地政府重新成立，從

英國回港的楊慕琦續任港督。其時，軍政府的人員大多即時轉

任香港政府，繼續重建工作(人員名單詳見附錄十五)

貳、重光後的民心之戰

對港府而言，最為棘手的對外問題是與廣東的關係。由於

國民政府在戰爭期間多吹提出收回香港，因此不少華人認為國

府即將收回香港。另一方面，英國政府發現國民政府希望在香

港和東南亞增加影響力，如英國在香港方面有所退讓，則勢必

影響英國在亞洲的其他殭民地。內閣遠東委員會在 1945 年 10

月提交《香港地位'} (The Status of Hong Kong) 文件，談到

以上的威脅 141

香港問題必須被放在中商在東南亞有領土要求和野心的背

景之下，尤其因為國民政府已在馬來亞等地組織當地華

人。現時在香港退讓﹒可能難以接靖中國的帝國主義;退

讓可能被解請為示弱，使更多類似的煽動行為在亞洲其他

地方出現。(退讓亦會)使英國失去面子，而在這個地區

面子在政治和經濟上樞為重要 o

lJ;J 此，內閣遠東委 w會在戰後不願即時把香港交到國民政府之

于，而且希望等待中國出現一個「強而有力」、「處事公平J

而 Jj r.1T 以保護各國在華貿易的國家時，才與中國討論香港問

題 142 外交部亦認為和巾國談判香港、九龍和新界問題時，必

須強調香港本來「幾乎並不存在 J '是英國的「企業、金融和



良好管治」使香港成為亞洲重要城市，因此英國不應無條件接

受國民政府移交香港的要求 143 可是，英國在戰後已無心力再

戰h 因此不能依賴軍事實力保住香港。 1946 年，駐港英軍兵

力只有三營，參謀長委員會決定如英關與控制中國大陸的強權

(Power' 當時即國民敢府)開戰，則會放棄香港 o 可是，除非

國府強行攻佔香港，否則英國在短期內仍未打算把香港移交到

國府之于。職是之故，軍政府以及其俊恢值的文人政府均致力

解決社會問題，以兔國府因香港出現動盪而撞機重提收回香港，

並使香港市民如要依據《大西洋憲章〉表達對香港前途的意見

時，支持英國的立場。因此，發現香港的恢復進度比預期更好

時，麥道高向夏憩直吉 r香港的將來一片光明;支持把香港

移交中國的人數只會越來越少。 j 叫

戰後初期，國府在廣州的最高指導者是第 2 集團軍司令張

，聲奎。他在位期間，粵港關係並不融洽，英方認為他「置于心動

勒 J 和「難以相處」俑，他則希望收回香港以雪「團耽心。他

在回憶錄中寫道:叫

對於香港受降任務，成感到特別興奮。香港在國人心目中

是一個國恥與創傷。在過去，它是罪犯的避風港、資本家

和官僚的樂園。廣東風氣敗壞，以及廣東政治的商業買辦

化，多直接間接受到香港的影響... ...英國政府借此時機將

香港歸還中國，未嘗不是外交上明智之舉。

但唐寧街的紳士們卻見不及此，致使中英邦交在單是後僅保

留看一種藉淡的友娃。

a 其實園附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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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氏把香港視作「腐敗的西方文化 j 搞亂中國的基地，其語調

竟與香港佔領地總督磯谷廉介在 1942 年 2 月 25 日就職演說不

謀而合，只是把日本的泛亞洲主義與反西方主義換士國族主義，

可算歷史的諷刺。雖然蔣介石的注意力已轉往國共衝突，不願

因香港失去英、美支持，或至少希望它們維持友好態度) fl-'l.張

發奎卻採取強硬路線。在重光後數月，粵港雙方最主要的合作

只有協定港方不再控制移民進入香港，廣州則為香港提供糧食。

可是，正如軍政府報告指出) I我們取消了一個不能實行的限

制，他們則聲稱提供不存在的食物 j 。附在交換戰犯、追回失

蹤物資等問題上，雙方更各自為政。雖然和英方關係良好的陳

策成為廣州市長，但張發奎擁有兵權，在全省有更大影響力。

麥道高談及物資缺乏時，即提到廣州當局希望利用香港對內地

物資的依賴來達致收回香港的目標。 148 他又寫道 r我從(往

廣州的)所見所聞中，發現華南地區自 1942 年起日益認為國民

政府將於擊敗日本後拉回香港。我們現時經歷的正是出於對實

際情視的反彈:英國艦隊回來了，張將軍尚在廣州，而非領著使

用美國裝備的國軍接收香港。我們得應付接鍾而來小動作。 J 149 

另一方面，外國在華商業利益，以至不少身在香港的華洋

市民均不願國民政府控制香港。 1945 年 11 月，麥道高向種民

地部報告道 I所有代表資本、產業，以及貿易的外國人均要

求我們重新開放貿易，因為香港是這個區域中唯一一個穩定的

地區。中國航空公司 (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 的

邦迪 (William Bond) 一一此人從來不以親英著稱一特地從

慘被苛捐雜稅剝削的內陸機場飛到香港，公開聲稱不應把香港

交給巾圓。我可以列舉更多類似的例予。 J 150 

戰後不久，香港即成為英、閥、共三方的宣傳戰場。早於



1945 年 10 月，香港軍政府即因為國民黨青年團在香港「太過

熱心」而要求國府調走其主事者 151 其時，國府在港代表不時

舉行遊行等活動，一方面進行宣傳，另一方面對英示威。 152 廣

州當局更曾以《華僑日報〉東主本維休是「漢奸」為由，派出《中

央日報》社員王候翔[接收」該報，打算使之變成廣東當局在

香港的喉舌。 153 英人認為此舉等於「越境執法 J '廣東則不滿

英人「包庇漢奸」。張發奎要求引渡得維休到粵受審，但英方

則以證據不足拒絕，不願粵政府借此奪取《華僑日報) 0 154 為

預防廣州的煽動，並加強願意和市民溝通的形象，軍政府設有

殖民地時期所未有的「公共關係官 J '負責發怖消息並影響傳

媒。另一方面，中共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撤離香港後，留下黃作

梅等少數人員在港成立新華社香港分社，並派出方方等前來領

導。喵軍政府發現當時中共在香港的報紙對撞民地政府頗為友

好，內容亦有「建設性」。因此，殭民地改府未有阻攪新華社

申請在香港使用無線電。憫相反，當局不太滿意親國民致府的

傳蝶，需要公共關係官「提醒 j 其負責人在批評政府同時不應

影響中英關保。 157 可是，麥道高堅持不能關閉任何一份報紙，

即使它明顯由國民黨控制，而是以實際行動改善社會狀況以抗

衡煽動。 158

1946 年初，由於物資短缺，物價高漲，香港不時出現關於

勞工待遇的工業行動。與此同時，香港亦出現了涉及駐軍的意

外事件，造成市民死亡，亦牽動了大軍的民族情緒。 159 麥道高

甚至宣稱 I勞工問題一直存在，如果我們竟然毫髮未傷地扭

過去，我願意吃下自己的帽子。 J 160 雖然港府發現部份勞工活

動有國、共兩黨背景，但勞資雙方大多在玟府協調下達成共識，

未有釀成嚴重事件。附部份工運則布明顯的政治目標。 194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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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民國圖 57

5 月，中共地下黨員社襟南在其日記提到 r這吹罷工有步驟，

逐樣來:電車、電報、電燈。 a 電燈也是罷一半工一半閱(我們

就有得亮，對面一列就黑了) ，這才妙，令人佩服!如果堅持

有幾天，香港治安大成問題。」叩英軍在 1946 年打算在錦田

興建軍用機場時，亦發現有中共成員在屏山鼓動村民反對。 163

至 1949 年，香港政府才開始處理中共在香港的活動。

除省當局以外，廣東的地方機關亦在九龍展開攻勢。 1946

年 6 月，新任寶安縣長林俠于計劃在九龍城建立國民政府的管

治 b 林氏認為，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訂明「所有現在九龍城

內駐紮之中國官員，仍可在城內各兩其事，不得與保衛香港之

武備有所妨礙J 164 因此「設治」理所當然。林氏認為香港本

他們自 1946 年初陸續罷工。
稱「重新設治j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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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由國軍受降，而且在粵國軍大多認為可以隨時以武力奪取九

龍和新界。正如林氏其後承認，他們當時「有點自大」。此種

態度，顯然是國府對內宣傳的結果。其峙，九龍尚有數干等待

上船的國軍，亦使國民黨人及其支持者頗為鼓舞。 165 林氏希望

在九龍城建立一個模範村， I跟英國殖民地來一個鮮明對照，

以引起港九同胞對祖國的嚮往心情」。他又計劃在城內「極力

宣揚我國文化 J '並「推銷一些祖國的特產品 J 0 166 他希望以

善治贏取市民支持的態度，和英軍軍政府總、民政主任麥道高的

態度相映成趣。由於外交部兩廣特派員初時未表反對，林氏遂

積極謀劃。可是，計劃曝光後，殭民地政府以《專條》中同一

條款內「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一語為由，表示反

對。一時間不少廣東黨媒紛紛提出收回新界和九龍的問題，並

指責殭民地政府企圖霸佔九龍城。 167

雙方事持之際，九龍在 1946 年 10 月 26 日費生揖亂，需要

英軍出動，事件導致一人受傷， 23 人被捕。事緣一名印警踴傷

一名小販，小販其後死去，有人宣稱白人警官殺人，人群即包

闇該名印警以及前來為他解圍的警察，並向他們擲石。制騷動

擴大時，甚至有英兵被襲擊，但雙方無人傷亡。 30 日，廣東當

局發出指示，希望香港的中文報紙強調「懲兇、賠償、承認永

不再犯 J '並「要求中國政府在九龍有管轄權和收回香港和澳

門 J 0 169 港督向倫敦直吉「廣東借此事混水摸魚 J 0 170 英國駐

廣東總領事則挖苦到訪的國府人員 I這種現代國家秘密地指

示媒體如何報道的做法，正解釋了為何人們喜歡用『新聞』一

字取代『宣傳工作Jl 0 J 171 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部對英使直吉

因此事收回香港並無道理，他們只是因為受到廣東方面的壓力

才提出交涉。英使則向國府表明如果廣東當局繼續煽動，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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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廣東指示香港華文報章的證據。 172 1947 年初，政府檢控該名

印警誤殺，其後改判傷人。死者家屬則獲得 10，000 元賠償。的提

出設治的林俠子在其回憶中沒有詳細提及此事及其後的煽動，

但提到英人向南京抗議後，廣東當局即對設治一事甚為冷淡。 174

從戰後英國在新界屏山收地興建機場一事，亦可看出殖民

地統治變得更為細緻，而且更著重宣傳和地區工作。重光後不

久，軍政府已決定在屏山收地興建可供大型轟炸機使用的機場，

預計要徵用八條村落的土地，共牽涉 700 間房屋和 1 ， 300 人。

當時的新界民政處長巴轄和村民均表示反對，但空軍方面卻堅

持繼續進行。雖然軍政府未有因為反對聲音而停工，而且認為

部份反對者只是因為受了廣州國民政府的煽動才堅持反對，但

它亦承諾作出足夠的賠償，並且為受影響者提供土地和房屋，

而且亦小心對市民進行宣傳。 175最後，由於倫敦方面中止計劃'

事件又不了了之。

在粵港敢府的民心爭奪戰中，港府似乎一直種佔上風。

與香港的復甦相比，廣州和上海等地自日本投降後情況混亂，

尤以金融和「敵產」問題最為嚴重。麥道高寫道 r我們在香

港的重建工作在中國內地亦獲得媒體讚賞;當然，和亂成一團

的上海和廣州比較，獲得好評似乎並不困難，但無論如何，自

1941 年我們被中國媒體大加揖伐以來，看到我們得到稱許亦令

人高興。 J 176 例如， {廣州、|日報》在 1946 年 3 月提到我

們都同意香港的健體進度驚人;香港政府公平地處聽敵產，因

此可以利用大量物資 O 這襄有太多敵意羊皮官員私吞，政府卻

無所有，亦無作出調查...... J 177 張發奎在同憶錄中承認我

不得不承認，勝利沖昏了人們的頭腦，他們瘋了。間民黨的接

收無一例外…﹒ J 0 為過[[.貪污行為，張氏曾槍斃蔣介石的摘



系軍官，時任軍政部廣州特派員的莫與碩。 178 在公關而盲，香

港軍政府和廣州國民政府各自的復員工作就像一個競賽，影響

雙方的形象甚至長遠政治地位。國府人員或偕稱其代理人在香

港亦胡作非為，足可影響香港華人對國府的觀感。謝永光如此

形容 179

穿了 A裝的中國士兵，在九龍到處橫街直接，有人駕吉普

車輾死路人，也有軍人因涉嫌「高買」被帶走。在那個飛

沙走石的年代，還出現了一個「冒牌將軍 J '更有一些自

稱地下英雄的人物紛紛湧現，招搖撞騙，夫出風頭，光怪

陸離，蔚為奇觀。

國民政府的[肅奸J 人員，有如禮蟲般湧到香港，以緝捕

漢奸為名，到處向洽陷時期曾在日儲機構工作的港人敲詐

勒索。「接收J 變成「劫收J '這種歪風由內地吹到香港，

烏煙瘴氣，雞犬不寧... .,. 

國民政府在台灣的高壓政策亦不無影響它誘導香港華人的

工作。 1947 年春，國民政府控制下的台灣因為專賣局查緝員

殺害市民導致大規模抗議事件。台灣國府當局悍然鎮壓，殺害

多名無辜市民、知識分于，甚至本地人官員，史稱「二三八事

件」。當時，英國傳媒亦有提及此事，壘切斯特衛報 (Manchestcr

Guardian) 評論道:削

中國政府正面對台灣人的抗爭... ...誠地六百多萬人口夫多

是華人，他們初時都歡迎台灣併入中國，但他們在 45 年

的日本統治中已建立了一定的自治精神 o 如果中國政府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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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這個島嶼時顯示多一點技巧和效率，貝IJ 這種精神並不會

帶來太多問題，可惜(國民政府)卻一錯再錯。來自中國

大陸的官員騎在本地人頭上，勒索者越洋而來，欺壓看單

純的島氏。所有國民黨的惡習一一貪污、通貨膨脹、行政

混亂一一在一夜之間全部出現。這個街擊之所叫巨大，是

因為高壓的日本統治雖然不受歡迎，但它至少有效率，而

且島民的生活水平比中國各地要高。(例如幾乎全島均有

電力供應)失望轉化為不滿，不滿再轉變成公開的抗爭。

這次事件對國民政府而言可說是公關災難，在香港居住的

華人更不可能旋而不見...

此事給予英人繼續管治香港的理由一一「維持善治 J 提供有力

的佐鐘。國府對新佔領地區管理混亂，加上國共兩黨衝突日漸

激烈，更使國民敢府的反英宣傳愈形無力。 1946 年， <:新上海〉

蟑誌甚至寫道 r有人說:勝利初，國人對英國不肯交還香港，

曾經義憤填膺，現在想想，竟是不收回的好。從前內戰，有租

界可供逃難，現在舉國洶洶，以租界已經收回;欲覓避秦之所，

其唯香港乎? J 181 正如前述李樹芬在 1944 年向英人表示，中

國在戰後的確出現極大混亂，使國民政府收回香港的要求表面

上充滿威脅，實施上卻蒼白無力。

奎、戰後初期的改革

在香港站穩腳跟後，殭民地政府不再「放任白流 J '而是

變成一個推動社會進步的政府，並一改戰前和華人的關係，從

而以善治抗衡廣東當局以及民族主義者要求交還香港的聲音。

正如第七章提到，英國政府內部、和與中港貿易相關的商業利



益團體、甚至被囚於香港的殖民地官員均已意識到有必要改革

蘊民地政府。詹遜在 9 月中離港時，已提及將要實行「教育、

醫療、房屋，以及城南規劃的改革 J '並要擴大香港市民的政

治參與:叫

被困在鐵絲網後面的我們絕對不會忘記那些善良的人﹒他

們冒著祖大風險無私地為我送上當時所費不貴的物資...

成希望這些可敬的人們可以重過正常生活，並在私人業務

或公職上恢復原來地位並蒸蒸日上..

我希望看見公共行政畫善畫美，並切合英國政府加強各屬

地自治的基本方針。現時，香港社會和政治均需要改革;

我們亦有機會在一張白紙土計劃並儘快實行教育、醫療、

房屋，以及成常規劃的改革。以立法和其他手段改善主人

的生活亦非常重要﹒.....

早於 1945 年 12 月，麥道高已聲稱「嗔到」市民希望改革的空

氣，而且認為「第一個正式提出市政改革的官員將會極受歡

迎J 0 183 1946 年 5 月文人政府重新建立後，港督楊慕琦即和改

任輔政司的麥道高等商議提出政治改革。楊慕琦收集華洋市民

意見後向撞民地部報告，指憲政改革宜小心進行，應為選民設

下年齡、教育，以及財產等限制，因為國民政府可以嘗試透過

控制市內大量教育程度不高的華人勞工，進而影響香港政局。

而且楊慕琦建議成立直選組成的市議會將不具備原有立法局的

功能，使「這個選舉組成的機構只限於處理香港內部行政，不

能參與和中國政府、國民黨，以及香港將來地位有關的事務J 。叫

可是，即使如此，改革亦是香港首吹出現選舉而成的市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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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年 2 至 3 月，改革計劃獲得外交部、瘟民地部和國會同意。

可是，急望重建香港的市民興趣不大，楊慕琦的繼任者葛量洪

(Alexander Grantham) 又反對改革，因為他認為英國始終要

把香港主權移交中國 a 而且控制中國的政權可能把任何加強自

治的改革均視為策動香港獨立。正如曾銳生指出，葛量洪迴避

政治改革，使政治發展在戰後初期停滯不前。前直至 1966 年，

香港才再吹出現政治變革的計劃。 b 港府研究市議會改革時，巴

轄和彭德於新界推行鄉村自治改革，在新界鄉村選舉村長，並

於新界 27 區先後成立鄉事委員會。

雖然政制改革未有實行，但種民地政府在戰後初期仍推行

了不少戰爭期間已有人提出的改革。正如史美、金錫儀等人所

希望一樣，戰後殖民地政府出現了不少新血，包括曾經參與作

戰的華洋軍人，以及曾於拘留營中度過三年零八個月的青壯年

官員，例如麥道高、柳惠露、巴轄、彭德、何權文、韋輝(James

Wakefield) 、姬建(Jack Cater)等，英軍服務團的司令賴廉

士回到香港大學繼續任教，祁德尊則加入和記洋行 (Hutchison

Internationa1 )並成為市政局議員。華人如徐家祥等亦成為政

務官，加入高級公務員的行列。

1946 年年中，曾於戰爭期間被拘禁在赤柱，剛回到香港

的華民政務司杜德 (Ronald T odd) c 曾指示船政司 (Harbour

Master) 、工商司 (Dircctor of Supplies, Trade and Industry) 

以及警務署長調查屬下部門的貪污情況，發現警隊貪污成風，

警員競相受賄，市民亦已「習慣付出額外金錢」以得到短缺的

a 當時國共正進行內戰。

b 即《地方政制改革報告書》。

C 時任害理輔政罰。



物資或服務。社德建議不時輪調公務員並為他們留下詳細記錄，

以確保公務員質素。 186 其他官員和行政會議亦提到諸如加薪、

改變公務員體制為定期合約制、使公眾了解何謂賄路，以及檢

討港督和行政會議需要多少證據才可以解僱涉嫌貪污的公務員

等辦法。 187 為此，時任輔政司的麥道高指示各部門實行輪調制

度，預防公務員在同一崗位任職時間太長，使之得以利用制度

有系統地收受利益。 188 自 1940 年代末期開始，政府不時更新

防止貪污的指引，但成效有限，貪污問題直到 1970 年廉政公署

成立才得到圓滿解決。

1946 年 11 月，英國城市規劃師雅伯 (Patrick Abercrombie) 

抵港，研究將來數十年的規劃 o 1947 年，政府成立隸屬華民政

務司的社會局他OCl羽 Welfare Oflice) 專責社會福利事務，

部份實現了香港計劃組的建議。此外，港府亦加強了它在教育、

衛生方面的角色，並改革諸如公開考試等制度。可是，雖然葛

量洪在經濟及民生上頗為進取，延續戰後麥道高等人「以善治

對抗民族主義」的做法，但部份戰前作風在戰後數年又逐漸恢

復，加上香港在戰後經濟迅速發展，人口劇增， 1950 年代香港

社會仍有大壘問題需要解決。可是，英國殖民統治的性質已不

能再回到戰前的放任管治，而只能著力改善社會狀視。

肆、戰爭損失與戰後東償

關於日軍侵港與日據時期對香港經濟的打擊，情況於歧府

收集索償要求後才漸見輪廓 o 1947 年 3 政府發現香港輕體的工

業意能是戰前的 40% 、電力只有 55% 、漁農業為 80% 、海港設

施為 700;'。、但船搗則遠未回到戰前水平。 189 其中主要工業的損

失與產能如下(表 46) :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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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太平洋戰爭期間的香港工業損失 (1947 年 4 月)

一

行業; 損失學慷復程度

←一

針織 75% 

橡膠 90% 100% 共有的家工廠

油漆 100% 100% 每月產量約 1 ，000 ，000 元

火柴 40% 100% 1,000 面對中美兩國競爭

電池 30% 20% 600 面對和紡織業相同的問題

電筒 . 40% 不少彈殼可供回收使用

玻璃 70% 

罐頭食晶 40% 
主要面對高工資和原材料昂

貴等問題

磚瓦

味精 可3::JLFF由于
直至 1947 年 4 月，各種類別的索償金額如下(表的)



表 47 戰後韋恤金額 (1947 年 4 月，港幣) 191 

「 棚 |戶時行動
l工商業 I 424 ,601 ,141 
L一一一一一一 一 止一一一一一一一←

直 |-1…4
5,559 ,854 

產惜，156 ，370

個人財物 48,400,715 

黃金和鈔票 52,408,577 

其他房產 64,935,455 

其他 111 ,985 ,001 

總計 803,751 ,090 

因盟軍行動

63 ,6b2 

17,420 

1,469 ,104 

3,808,296 

3,476,831 

13,584 ,550 

12,003 ,105 

71 ,822 ,702 

續計

437 ,130,465 

11 ,804 ,504 

6,928,076 
卜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5,577 ,274 

14,625 ,474 

52,209,011 

55,885,408 

78 ,520,005 

123,988 ,106 

875,573,792 

由此可見，戰爭對香港的貿易、港口服務、金融、地產、以造

船為主的重工業，以及在 1937 年興起的輕工業打擊最大。其中

工商業損失最重，約 440，000，000 元港幣。日軍在淪陷初期的搶

掠亦造成龐大損失，不少受害者更已離世，無從登記損失。

戰後，香港希望從日本得到關於造船、水泥、機械零件、

燒鹼、木工、織布、妨紗，以及棉織等機器，但各閻均要求日

本賠償，英國只能佔賠償整體的 13% (本為 25) ，因此香港

可以分到的份額不多。間政府曾邀請市民申請取用日本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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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賠償，包括「化驗室儀器、工其、船塢機器、電力機、化

學及工業機器等 J '但索償數年未有結果，招來不少批評。 193

直至 1950 年春，日本的初期賠償才全部送抵香港，其總值為

4，394，534 日圓(1939 年價值) ，新加坡則有 1 ，800，911 圓、馬

來亞有 2 ， 728 ，828 圖、緬甸有 9，043 ，949 圓。 194 戰後對日蒙償的

申請者亦包括在 1942 年間因為日軍興建敢傳機場而失去房屋和

地產的苦主 o 由於大部份受影響的居民當時已得到日軍賠償，

而且戰後地價和屋價均暴升，因此港府只願意賠償土地損失，

並以自耕地優先。前

伍、有賞有罰?戰犯、附日者以及協助盟軍者的處理

在 1946 年 3 月至 1949 年 12 月間，香港成為亞洲審判日軍

戰犯的地區之一，負責處理部份 B 、 C 兩類戰犯，前者主要是

在戰爭期間對盟國軍人犯罪(如違反國際法殘酷對待戰俘)的

日本軍人，復者是一般平民犯罪。這些戰犯並非全部在香港犯

下戰爭罪行，例如「比哈號 (MV Behar)屠殺」的直接責任人

左近允尚正海軍少將 a 香港的英國戰爭法庭共審訊了 123 人，

包括被控叛國或違反《緊急狀態 (Emergency Regulations) )> 

的華洋混血人士，最後其中 24 人被處決，包括左近允尚正、香

港憲兵隊長野間賢之助及其繼任人金澤朝雄，男有一人被判終

身監禁，其餘 84 人被判有期徒刑，的人獲釋。被起訴者之中

共有別人是憲兵，其中 12 人被處決， 30 人被判監。

合作者的問題亦使軍政府頭痛。不少華人領袖曾出任華民

a 1944 年 3 月，英國貨船「比哈號 J 被日軍巡洋艦「干IJ根號 l 擊沉。約 60 名生

還者被日軍俘虜後屠殺 o 左近允時任第 16 戰隊司令，革IJ根號是他的旗艦。



代表會、協議會成員，以及區長、村長等職務，中、下層民眾

為了生存，可能曾在總督部工作、在報紙雜誌歌頌日人統治，

或於船塢、軍營、日本商行等機構謀生 o 對於在戰爭期間因為

生活所迫而在日軍于下工作的公務員，英國政府早於 1945 年 3

月決定除非有實質證據指出他們犯下罪行，否則將會寬大處理，

以免他們害怕英國重新統治香港。 196 戰後不久，英軍服務團成

立「戰時活動委員會 J (Wartime Activities Committee) 調

查部份市民在戰爭其間有否通敵行為。 197 由於有大量華人曾或

多或少協助日軍統治，而且大多亦為勢所迫，因此軍政府未有

大規模逮捕合作者，只於 1945 年 10 月至 1946 年 2 月拘捕了 39

名通敵者，最著名者包括被判死刑的歐亞混血兒憲查「玉佐治J

(George Wong) 。殖民地政府再另外拘捕審判 29 人，其中有的

名華人、七名歐人、六名印人以及一名日人，他們和其他日本戰

犯一同受審。直至 1946 年 7 月，共有三人被判死刑。喝部份儂

蜓「英奸」如本倫、高路華等均有被捕，但獲律政司撒訴。明史

潔頓未被起訴，因為政府發現他在戰爭期間不時為盟軍秘密提

供情報。 a

對於著名合作者如羅旭麒等，情況則更為複雜。有合作者

雖然在戰時劣行昭彰，但亦未被起訴，使得麥道高形容處理合

作者對華洋人員而吉均是「令人反感甚至情緒上難受的工作J 0 200 

雖然羅旭輯有華民政務司那魯麟的證明，但由於他在戰爭期間

廣泛參與了日人統治，因此雖然他未被起訴，但亦要淡出政壇。

曾到日本向天皇面聖的胡文虎則因為他在戰前為國府從華僑籌

a 史;蒙頓其後成為活躍於香港英人政界的自治運動家，於 1960 年代參與成立香港

工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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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鉅款以及他在東南亞的影響力而兔被起訴。所有被懲罰的合

作者均來自低下階層，政商頭面人物無一人被公開審判。例如，

曾任區會會畏的律師洗秉禧被吊銷律師牌照，但未被起訴。 201

附日者在戰爭期間得到的財產亦少有被沒收。 202 部份如許崇智

等有投日嫌蜓的「黨國要人 J 則宣稱自己在戰爭期間進行地下

抵抗，向國民黨政權或其中的重要人物靠攏以自保，亦有曾經

投日的幫會匪徒李裁法買兇襲擊揭露其醜行的報人。 203

對於在日據時期拒絕出任偏職或向英國暗中表示忠誠的

華人領袖，殖民地政府則把他們納入政府的領導層。例如，戰

前經常批評政府，在戰爭期間迴避日人的立法局議員羅文錦在

1946 年被委任為行政局成員以及首席華人非官守議員。 2的為

答謝曾經協助英軍的市民，殖民地政府亦對新界各地的村落和

居民送贈獎金，西貢鄉民更獲得遼東英國陸軍總司令李芝上將

(Gen. Neil Ritchie)送贈「忠勇誠愛J 錦旗。m不但華人領袖，

.協助英軍的公務員和華竊英兵亦獲得嘉許，華兵退役後更可

禮揮到政府服務。例如，曾跟隨香港志願撞到緬甸作戰的華兵

林發晉升為准尉，成為華人部隊的教官，更於 1953 年英女皇登

基時獲頒紀念勳章。 206 部份國軍游擊隊領導如梁永元等亦因為

曾協助拯救陳策等人而獲得酬謝 a 2日7 同時亦有前附日人物借捐

贈米糧希望「既往不咎J 0 208 

陸、小結

綜上述，羅斯福在日軍於 1944 年發動「一號作戰」以來已

對國民政府失去信心，對國府收同香港的立場口惠而實不至，

a 梁永元曾要求港府提供「賠償J '但只獲得一紙感謝狀。



而且其繼任者杜魯門亦無興趣全力支持國府。至 19的年中，國

軍在美軍支援下準備進垃廣東地區，大有收 [ciJ 香港之勢。可是，

日軍在 8 月土旬突然投降，其時國軍尚在廣闊，鞭長莫及，身

在香港境內或鄰近地區的中共游擊隊又無力接收，加上美國表

態問意英國在香港受降，最終使英軍得以搶先回港。雖然身在

拘留營的詹遜嘗試出營接收，但如果無美國首肯放命令駐港日

軍以英軍為交涉對摯，則英國接收香港的過程將變得極為海雜。

英軍重問香港後，發現市內表面上情況尚算正常，們實際上卻

因為糧食、治安、經濟，以及勞工等問題Hri危機四伏，而且英

國軍政府要面對國民政府對香港華人的民族主義號召 3 因此只

能盡力改善民生，並恢復香港作為國際貿易城市的地位，更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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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淪陷初期的人道危機對香港打擊極大

日本缺乏自然資源，其工業實力遠遜英、美兩國，加上日

軍準備在亞洲建立戰略縱深，以長期抵抗盟軍的反擊，因此香

港的糧食、物資，以及機器均對其非常重要。日軍前線部隊幾

經苦戰攻陷香港，在軍官的縱容下，秩序自然容易崩潰。第 23

軍的領導者未有即時執行《香港、九龍軍政指導計劃》中「恢

復治安」的一環，反而忙於和海軍事奪地盤和資產，加上憲兵

全部用於協助興亞機關抓捕國共人員，香港遂陷入歷史上僅見

的大混亂之中。日軍更有蓄意製造混亂以迫使華人領袖合作之

嫌。與無序的搶掠相比，日軍對糧食、車輛、物資，以及機器

的有組織掠奪對香港的打擊更為巨大，是三年零八個月苦難的

近因之一。

二、東京缺乏芳針使香港出現憲兵統治

香港在戰爭期間最大的不幸不是被日軍佔領，而是日本政

府對香港除了經濟掠奪與軍事安排以外並無實質政策。日本海

陸軍、政府各部門，以及其他殖民地和佔領區均希望從香港得

益，但缺乏徑營方針的東京政府卻未有進行有效的協調。日本

佔領香港後，已達致「阻止盟國使用香港」的目標，香港戰略

價值亦轉變為海運中心。日本政府的領導者初時決定據有香港，

甚至考慮把它變成日本領t-.，卻少有考慮長遠政策，居民利益

及意願更拋諸腦後，而且亦無能力進行有效率的管治或有效率

地發展，空有對心而無足夠能力和資源。陸軍一面聲稱香港可

成為擊敗重慶國民政府的政治和謀略中心，卻鮮有實質計畫。，

在戰爭後期更只視香港為中日和談之中的籌碼。香港法用與制



度地位支離破碎，總督磯谷廉介顧頂無能，加上憲兵隊權力過

大，使日軍在香港的軍法統治極為嚴酷，有法制而無法治，亦

不跟法律管治。所謂有華人參與的地方行政體系，正如主事官

員承認的，亦只是為了執行人口疏散與糧食配給政策，兩者均

是為了確保香港在太平洋戰爭中得以繼續支援日本作戰。因此，

討論香港在日據時期的種種問題時，不能單純歸咎於戰爭或假

設日軍特別殘暴，而是必須先要了解日本缺乏香港政策的背景

以及香港總督部在制度上的缺失。

三、日據時期香港經濟失敗原因

1945 年 8 月日軍投降之時，香港經濟已呈無可救藥之勢。

之所以落得如此地步，不能單純以盟軍海空兵力封鎖香港解釋。

東京政府以及香港和華南軍敢當局的故策也是香港經濟央敗的

重要原因。戰前，香港經濟蓬勃的主困在於敢府，直保值濟活動

的自由和開放性，並維持了相對的故泊、社會種定與健全的金

融制度與法治。香港的地理位置，加上其自由港和英國瘟民地

的地位，使之成為東南亞和華南的海運中心與轉口港，並鼓勵

了各類金融業的發展。 1937 至 1941 年間，來自大陸的華洋資

本更促成了香港的輕工業的發展，而且歐洲的戰爭亦令香港的

主重工業一一造船業一一繼續發展。

1941 年 7 月，德軍進攻蘇聯大獲全勝時，德國獨裁者希特

拉即宣稱德軍佔領區內的蘇聯人口「只有一個存在理由:對我

們有經濟價值J 軍政廳和總督部統治對香港的態度和希特拉

對蘇聯的態度相似。 1 日軍佔領香港後，香港失去英美和國府

控制地區的貿易，但打擊不屬致命。可是，日軍在戰後大肆掠

奪糧食與物資，造成糧荒，又強制驅逐人口，把資金與廉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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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趕出香港，其後又企圖以資金、資源及競爭力均不足的

日本企業取代香港的華洋商行。日本的金融和軍票政策嚴重打

擊金融業，使香港疏通貿易和處理華僑匯款的功能幾近消失。

加上日本在戰爭初期急劇擴張，缺乏統一政策，根本無力協調

各地軍政機構 O 東京的香港經濟委員會、香港總督部、大藏省、

興亞院、海軍、陸軍、憲兵隊、海陸軍的情報部門、政府與軍

隊支持的日資企業，以及華資企業不時出現衝突，甚至因私利

或私門而阻礙戰爭和經濟活動的進行。因此，至關重要的香港

對華以及對南洋貿易幾乎停擺，香港在戰時亞洲的經濟重要性

大滅，卻要養活龐大的人口，使香港出現僅見的慘況，而盟軍

的反擊和封鎖更令情況雪上加霜。在戰爭期間的大部份時間內，

香港失去原材料入口，又失去了幾乎所有貿易夥伴，中央與軍

政當局又沒有解決香港經濟問題的政策，反而處處設限，互相

學肘，加上貪污威風，使香構變成一個依賴糧食入口、缺乏也

口，又央去..口講功能的蠣市，只能勉強依附於華甫的小蟬，

圍內，失去其國際貿易城市的地位。

四、日據時期的香港社會

在「三年零八個月」期間，香港社會蒙受重大打擊。由於

日軍的人口政策，香港過半市民被強制遷移，其中包括了各階

層與各種職業的華人，不少更於逃難期間因盜匪、疾病、飢餓

而j死去，甚至被放逐至荒島自生自滅。大部份歐籍人口，除了

少數愛爾蘭、瑞士、瑞典等中立國市民外，均被押往赤柱拘留

營，過著艱苦的生活。總督部是專制政權，不受立法、司法部

門與輿論檢察，東京亦鞭長莫及。日人表面強調 I 日華合作J

實則偏袒日人，華人代表有名無實，大多只是被動合作。總督



部因此從上而下貪污成風，效率極低。正因如此，日據時期的

香港社會呈現了一片混亂景象、情況每況愈下。香港本已成熟

的司法、教育、市政、衛生，以及中西交恆的獨特文化均被日

軍摧殘。由於日軍的疏散措施以及把各佔領地經濟隔絕的政策，

加上戰爭期間香港海空聯絡被陸續切斷，香港與南洋的經濟、

文化，以及人脈聯繫更受到難以估量的打擊。可是，在戰爭期

間，不同國籍的香港市民卻以不同方式「苦撐待變 J '更在各

自的小角落抵抗昔日人的高壓統治。甚至是 H 籍船塢技師亦因

為陸軍軍官的專橫而暗中破壞，亦有人控戰亂參與黑市和金融

炒賣自肥。

即使總督部不斷強調其故績，並透過大規模的慶祝以及興

建紀念碑與神社等來粉飾太平，卻只是向世人留下總督部沾沾

自喜，甚至自欺欺人的尷尬紀錄。至 1943 年春，由於戰混日

攘，治理香港少有進展，加上憲兵權力幢大'.管部.現揖祝

活動後，即大肆拘捕甚至處決各國市民，使日本在香港的管治

失去各種族和階層的支持，甚至原本被認為是「亞洲人j 的菲

律賓籍和印度籍人口亦疏連政權。自 1943 年年中起，日本在

亞洲的航運漸受打擊，香港賴以生存的資源和糧食入口日漸枯

竭，促使總督部強行驅逐人口，更於 1944 年起限制糧食配給，

使 1942 年以來建立的地區行政制度崩潰。盟軍加強空襲，又使

市民長期面對死亡威脅。在戰爭期間，新界由於日軍兵力不足、

游擊隊的活躍，以及該地糧食相對足夠而較為平靜。有三 1945 年

初，日軍大勢已去，總督部縮減規模， EH喬更時續撤走。至此，

H 本巳放棄在香港的統治，只視之為決戰陣地。在日本投降前

數月，香港情況已近絕望，兩內已出現饑荒和瘟疫之勢。所幸，司

日本於 8 月刊日投降後，英軍迅速穩住 F形勢，使香港得以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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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重建。

五、香港是太平洋戰事中一個被遺忘的重要戰場

香港在太平洋戰爭中的經歷，亦顯示現代戰爭其中一個主

要特徵，就是「決定性戰門 J ~ (decisive battles) 有其局限，戰

爭結局很大程度上是消耗戰的結果。自 1941 年 12 月以來，盟

軍和目軍就香港軍事問題在會議室所花的時間可能比雙方實際

在香港境內交戰時間更多，兩軍亦沒有在香港展開大規模的爭

奪戰。可是，盟軍的海空兵力在地下抵抗部隊與游擊隊支援下

卻一步一步地削弱日本在香港及鄰近海域的控制，最後促成日

本與東南亞的海運被完全切斷。討論第二吹世界大戰的亞洲戰

場時，論者大多集中討論以美軍為中心的太平洋海戰與「跳島

戰略 Osland Hopping) J 、以國共兩黨為主角的中國大陸正面

，聽揖與敵後游擊，或是英、美、中三國共同參與卻又是非不斷

的印緬輿東南亞戰役。香港剛好身處以上三個主要戰場的夾繼

之中，地位晦暗不明。亞太地區在 1937 年至 1945 年的戰爭本

質上是海洋戰爭，日本以一島國之力，乘歐美列強分身不暇之

機，侵略中國及東南亞，它極端依賴海洋從各地輸入資源以支

撐戰爭，因此海上運輸線的戰門雖然常被忽略，卻決定了戰爭

的結果。香港位於南中國海的關鍵位置，處於日本與南洋資源、

地帶之間，加上擁有世界一流的港口和造船設施，遂成為太平

洋戰爭中的一個重要哩被遺忘的戰場。日本海陸軍崇尚進攻而

輕視防守，只留下極少數兵力防守香港以投鄰近海空，加上兩

軍互不合作，又不斷爭奪香港的設施與資源，遂使盟軍有機可

乘， --面在華南與香港附近甚至境內維持據點， --面不斷從海

上和空中削弱日軍的海上運輸。盟軍的海陸軍雖然未有反攻香



港，但其空中部隊卻自 1942 年下半年在華南和香港上空日漸活

躍，不但對日軍造成壓力，更使香港的對外交通瀕臨斷絕，不

但失去戰略價值，更成為日軍在華南的負累。可是，盟軍的空

中活動，包括空襲、戰鬥機突聾，以及空中佈雷等，均對香港

居民造成傷亡，並對市面帶來相當規模的破壞。有見和南洋的

交通瀕遭切斷，日軍發動「大陸打通作戰/一號作戰 J '企間

把滿洲、華北、華南，以及南洋的陸上交通連接。作戰最直接

的結果，是日軍把國軍在香港附近的勢力一網打盡，使自 1942

年以來在同一地區經營的中共東江縱隊控制了香港鄰近地區，

並在新界偏遠地區建立穩固的勢力。團軍被逐出此地區，亦間

接使國民政府未能於日本投降時快速接收香港。國共兩軍雖有

意接收香港，但前者徒有國族主義號召，實際上毫無後勤和行

政方面的單備，後者規模亦遠不足以控制香港。

六、太平洋戰辜的走向與英、中、美三國對港政黨

在戰爭期間，英、美、日、園、共等勢力對香港均各有盤

算，其計劃亦不斷隨著戰況推移而改變。可是，只有英國曾經

認真研究據有香港的原因、需要、手陵，並有相應的實際準備

和重建計劃。國民政府在抗戰初期曾向英國兜售新界主權以換

取借款，卻又於英國在亞洲失敗後動員宣傳力量在中美兩國運

動，企圖收回香港。由於國府實力有限，只能依賴美國對英施

壓，甚至不惜向美國提出允許租借香港的要求。美國羅斯福總

統希望利用這吹戰爭把英國在亞洲的實力連根拔起，自然樂於

合作。可是，英國態度逐漸強硬，美國有於和英國在全球各地

有緊密的戰略合作關係，因此在廢除治外法權的談判中暫時放

棄支持中國對香港的要求。雖然羅斯福在 1943 至 1944 年間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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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於國際會議中提到國府應該「收回 J 香港，但僵局始終未解。

英國則繼續推進收回香港的準備，並成立「香港計劃組j 研究

接收與重建的問題，其主官麥道高為香港不斷奔走謀劃，其他

前政府官員和商業領袖亦為香港出謀劃策。白 1944 年中至童年

年初，日本陸軍發動「一號作戰 J '國軍在華中、華南大敗，

不但失去了對香港鄰近地區的控制，更使羅斯福對國府失去興

趣，於 1945 年 2 月的雅爾達會議中轉向謀求蘇聯合作，把香港

問題拋諸腦後。雖然羅斯福死後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繼續支持

國民政府收回香港的立場，但羅斯福的繼任人社魯門卻不願蘇

聯在亞洲參戰，因此同意使用原子彈，使日本政府提早投降，

國府失去用武力奪回香港的機會。國府認為美國於最後關頭默

許英國重回香港，部份是因為魏德邁等始終支持國府立場，使

蔣介石不請美國已鱷改變態度，但更多卻是因為國府駐美國外

交人員對美國自 1944 年下半年以來的轉變毫無認識，使國府在

日本扭障時一廂情願，以為將可接收香港。

t 、第二汶世界大戰但進7香港去殖民地化

1941 年開戰前數月，英人尚在慶祝統治香港 100 週年，期

間不忘強調其制度的優越性以及英人和華人的合作。可是，自

1937 年以來因為難民湧港和資本南來而出現的房屋、勞工，以

及社會問題愈見嚴重，加上 1940 年以來香港政府的備戰與民

防的過程被發現貪污舞弊百出，使港督羅富國離任時「滿口苦

味」、殖民地政府面對龐大的改革壓力。楊慕琦接任後立刻研

究成立防吐貪污部，頗有「撥亂反正」的意味。其時，殖民地

政府已開始思考其「放任自流J 的管消策略是否仍然合用。香

港在 1941 年 12 月經 18 日苦戰後被日軍攻陷，幾乎摧毀了英人



在香港百年統治累積的聲望，多年建立的統治看來不堪一擊。

在淪陷期間，身在倫敦和赤柱拘留所的英國官員均有反思，承

認戰前華洋分隔、政府膚碌無能、官員缺乏承擔，遑論主動爭

取華人認同。被拘留的英人和身在華南繼續抵抗的英軍服務圍

得到大量華人、歐亞混血兒，以及印人的支援和救助，他們並

肩作戰、協助救援、通風報訊、偷運物資，乃至一同赴義。與

此同時，英人亦要面對國民政府要求英國移交香港主權的呼聲。

英人研究回港策略時，提出「以善治對抗民族主義 J 一方面

是要抵抗民族主義對在港華人的號召，另一方面是英人對其統

治的反省，認為在香港推行有益於市民的善治並和華人與歐亞

混血見合作才可以延續英國在香港的地位。至此，英國在香港

的殭民地統治已不只是為了服膺英國在華商業利益，促進香港

社會的福祉和進步亦是殖民地政權存在的理由之一。香港撞民

地政府和倫敦政府的關保亦出現了微妙的變化，港府一方面以

英國社會為標準，但另一方面亦不會盲從倫敦的指示，而是先

照顧本地的利益或參考本地的情視以及國際標準。由此角度觀

之，雖然效果尚不明顯，但史美、麥道高、金錫儀等人在 1942

年至 1945 年間對香港的改革計劃早已為香港去殖民地化踏出了

重要的一步 o 可是，戰後初期百廢待舉，加上內外政治環境，

使實質的政治改革無甚進展。男一方面，其他制度和社會改革

以及經濟快速發展卻暫時蓋過了這個問題。

八、小結

縱觀全書，香港在「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似乎難以避免，

但這顯然不是因為「英國放棄香港 j 和不只是「日人特別殘

暴」。英國視香港為鼓勵中國抗戰之地，因此不願撤兵 9 但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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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力固守;日本視香港為英國在E洲發揮政經影響力的基地和

中國國民政府輸入戰略物資的窗口，希望除之而後快。 1941 年

12 月，香港終成兩軍相搏的戰場，期間更造就幫會大肆破壞勒

索，社會秩序解體。日本政府本來希望消滅作為盟軍基地的香

港，但從未有如何管理及發展此地的願景，在短期內更無法照

顧居民的需要。在港日本總督部只能以「發揚東洋文化 J 的一

類反西方泛亞洲主義濫調解釋日本在港統治，卻又希望在香港

推行殖民政策，扶殖親日權貴，擴大日資在港的壟斷地位 o 可

是，日軍自 1937 年入侵中國，加上攻佔香港後數星期的血腥混

亂，日人在香港市民的眼中早已毫無統治認受性。缺乏大眾支

持的總督部企圖製造太平盛世的假象，卻又因為戰祝日漸不利

而日益缺乏安全感，更逐漸依賴憲兵隊以暴力維持統治。由於

香港在日本的整體佈局中地位不明，加上海陸軍以及各部門互

相傾靴，香港的對外貿易早於盟軍有效反壞前已注定衰落，日

本讀府以據奪市民財富為目的的經濟和軍票政策更加劇日本在

香港的鱷濟政策失敗。與此同時，園、共、英、美軍均對香港

進行各種軍事行動，使日本不能利用香港為後勤和海運中心。

中、英、美三個盟國對戰後香港各有打算，但隨著戰況推移，

國民政府在日軍的接連打擊下失去美國的支持，而英國則為收

回香港不斷準備，加上時勢偶然以及輔政司詹遜等在港英人的

努力，使英國在戰爭結束時得以收回香港。香港華洋市民在戰

爭期間歷盡艱辛，經歷各有不同，有附日者逞一時之快、或被

迫成為「日支合作」的裝飾品、有幫會勾結日軍擴張勢力、有

市民或被迫離港甚至於途中葬身大海、亦有人留港靜待重光，

甚至暗中抵抗。有華籍英兵連走他鄉，在華南和緬甸繼續抗日，

亦有游擊隊參與國共游擊隊在華南甚至香港境內抵抗，甚至慷



慨成仁。戰俘營和拘留營中的英軍軍民忍受著不人道的對待，

但亦有如詹遜、工務局繪圖主任鍾惠霖和郵政署長榮鍾思等積

極面對者。香港在第二故世界大戰期間的經歷卻使殖民地政府

一改以往態度，與華人合作，乘戰後機遇重建香港，使之得以

「鳳烏復興」。抱持民族主義史觀者可能會認為香港在 1945 年

8 月與祖國「失諸交臂 J '是一件憾事，但對經歷戰時壓迫和

飢餓的市民而吉，能夠生還已屬萬幸。

註禪:

Victor Rothwell , War Aims in the Second 的句rld War: the War Aims of the Ma
jor Belligerents, 1939-45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5) , 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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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時序表

JL 愉蹦..，J 1Itff.~

12 月 8 至 25 日 香港戰役 112 月 6 日:日軍第 23 軍和軍 112 月 5 日-蘇
12 月 25 日:駐港英軍投降 12 遺支艦隊簽訂〈關於香港、|軍開始反攻莫斯

12 月 28 日，日軍第 23 軍進行入城式、 l 九龍政務的海陸軍協定}科外圍的德軍
香港軍政磨成立;軍政廳宣佈兩元港幣兌 112 月 8 日 日軍登陸馬來亞、

一團軍票 l 呂宋島等地;日本海軍偷襲珍

12 月 31 日 香港緣商會代表求見第 231 珠港

軍軍長酒井降 112 月 23 曰:威克島失陷
↑2 月至 2 月﹒煤氣、食水、電力、電台、

|巴士、海士交通、船鳴、電話、電車、電

|報、九Il錯路相繼恢種

11 :九竺叮叮干干!7l ...J__ 一一--~----~
川942 年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下一一一 -1

I ~月 3 日師提出《香港九龍金融、! 1 月 2 日:日軍攻陷馬尼拉 : 1 月 第時;
急對策要綱}盛頓會議， 261 

i 1 月 6 日 軍政廳萱佈開始疏散工作 國共同發表(聯|

11 月 10 日:香港菩後處理委員會成立 |合國共同宣吉} 1 

'1 月 14 日 恢復賣米
11 月 21 日 軍政廳宣佈即將於香港、九

1 龍畫11為 18 區，成立區政聯絡所
: 1 片 28 日 香港佔領地總督部成立

11 月 英美僑民被送到赤柱、中共游擊隊 1
|進入香港 l 



[2 月 20日酬兩白糊昔日的陷新加坡日軍|
總督部發佈《軍律令}等一系列法例以及|航空母艦隊空襲澳洲達爾文 i
I香督指第 1 號j ﹒確立憲兵權力 |港、史迪威出任蔣介石參謀長 l

|3 月 28 日 總督部宣佈成立華民代表會 3 月 日軍把廣州沙面的英租

和華民各界協議會、公佈《在香港佔領地 界移交廣州市政府管理、日軍

總督管區出入、居住、物資搬出入及企|攻陷爪哇、仰光
業、營業、商業行為取締令〉

3 月 31 日.日政府容許香港印刷軍票

3 月.總督部公佈《敵國銀行處理要綱}
~一_._..﹒…一-一

4 月 10 日:總督部由半島酒店遷往上海 4 月:社立德空襲東京

匯豐銀行大樓
4 月 16 日:總督部宣佈成立地區事務所

4 月 30 日-總督部要求此限期前解散所

有自衛團
←一--_..-

5 月:日本海陸軍簽訂《關於香港警備和 5 月 4 至 8 日，珊瑚海海戰
軍政的協定} 5 月:香港經濟委員會成立

(11 月載擻)、在菲律賓美
軍全部投降

6 月:美加僑民票交換船囡囡、..管部提 6 月 4 至 7 日:中逾島戰盤，
出《恢檀香港工場礦山方針}、大本曹向 美軍消滅日本機動部隊主力

香港警出「大陸命第 652 號J 6 月:英軍腫務團成立

7 月 23 日:總督部頒佈{家屋所有權壺 7 月﹒國民政府外交部詢問英

錄令} 國駐華大使英國會否於戰後
7 月 24 日:總督部頭佈{管區內通貨及 交還香港

交換規定}﹒規定港幣四元兌換一圓軍票

7 月 區政聯絡所改稱區住所、區會成
立、總督部成立香九帆船運輸組合、香港

議
措

統 8 月 7 日:盟軍登陸瓜達康納

爾島
扣
j曾

-總

!9 月 18 日總宮附{棚酬 1

. --一-一一

7 月:黃軍在第

一次阿拉曼戰役
中擊退德意聯軍

8 月﹒英國殖民

地部提交備忘錄
討論香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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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百五港商量頁吾吾支書面 10月三前面主丸7買主寸一
佔領地經濟復興應急處理計劃> ! 800 多名駐港英軍殉難 | 
10 月 8 日:香港貿易組合成立 110 月 10 日﹒中英兩國就簽署 1
10 月 25 日 香港首遭空襲 l 處雙邊關係新約談判

10 月.陸軍總參謀部向香港發出 I大陸 l
It自第 1397 號j
f--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斗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斗-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11 月:管波一郎少將就任總督部參謀長 111 月 大東亞省成立 ; 11 英軍在第三!

i 次阿拉曼戰役中l i l 擊破師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

! 12 月華盛頓 l
i 會議，盟國再決:

|確認先歐後亞的

|一一一于一一斗|戰略

: 1943 年

l 一一一一一一 i 1 頁云三兩面政府7市商聶
| 陳約，放棄治外法權 北非的黎坡里

j2月間叫酬業i2月日…康納爾圳咐格
l勒戰役結束 l 

l3 月至而日軍破獲英軍服務團在香港肛美軍第而畫畫成立 1 
的間諜網﹒並襲擊港九大隊的據點

3 月:總督部頒佈 I 官立東洋學院規程|

( 1943 年香督令第 11 號) J 

5 月 10 日 總督部頒佈《香港佔領地總 15 月 31 日:日本第 10 決御前 !5 月 盟軍消滅
督部管區內通貨規則> .宣佈只有軍票為 1 會議捏到香港問題 ;北非的軸心國軍 i

流通貨幣

1 月 31 日 總督部實施《家屋讓與等取
締令}

5 月 前衛生總監司徒永貴以及前駐港英『

!軍參謀長妞臨等人被捕

16 月 憲兵進行強制疏散

17 月，香港放寬鄰近地區的食物及日用品

入口

L.-_ 

陸
兩
決

壹
蘇
克

軍
德
斯

閉
血
，
前
叫
阿

里
庫

月
西
在

7

西
軍
戰

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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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Z再也豆豆容許華員離磯、沾自川月:磯谷廉介向政府出{關心 8 月，英國殖民|
且籍的英軍軍人家屬被拘留 |於未來賦與香港的性格》和地部成立香港計

告，盟軍成立東南E戰區 |劃組﹒魁北克會

議
卜一一 - 一- 一一一一一一十一- 一一一一一一叫一一一一 、 「

月月 2 日，盟軍摧毀草枝角油庫 ]9 月 3 日﹒意和

i I flJ和盟軍停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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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主站前一一

「縱隊擴酬 叫
7 月;羅斯福在珍珠港會見大l
平洋地區海陸軍首腦，決定進

攻菲律賓、英軍在英帕爾地區

大勝日軍

「一一一

7 月:柴薪配給取消

卜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寸

苟月:團軍攻陷密支那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9 月 1 日:總督部成立香港機帆船營運團、 19 月﹒美軍進攻串琉群島
頒佈《貿易統制令》、解散香港貿易組合、

成立香港交易公社
9 月 憲兵隊政治科[特別高班J I我立

←一一一一

10 月 16 日:盟軍空襲誤中紅耐市區， 110 月 10 至 20 日 台灣空戰

900 多人死亡 110 月底:美軍登陸菲律賓

一
放
市
失
抵

僻
卅
「

l

齡
啊
岫
績

一
軍
軍
作
繼

一
盟
盟

J

富
于

一
﹒
開
幽
恤
闖

一
月
黎
一
月
花

1

8

巴

-
9
場
敗
抗

11 月 20 日:總督部限制香港向日本匯款、 111 月.日軍攻陷桂林

日人開始撤僑

11 月:曲，督部成立「新聞11會j

12 月 24 曰:嶺南丸敏美被擊況，華民代 1 12 月:日軍攻陷南寧，大陸 112 月:突出部
衰隙.怕死亡 |打過作戰成功 |戰妞，德軍在西
12 月:食米配給只眼於和日軍軍政相團線反擊失敗

人員

1945 年

1 月 15 日至 16 日 軍 38 特遣艦隊派出 11 月 9 日

400 多架飛機空襲香港 ! 
1 月 18 日心香港憲兵隊長野間賢之助被
調離香港

1 月 21 日:美軍空襲海軍船塢誤中民居，

!數千人死傷
1 月 香港佔領地總督部改隸第 23 軍、

總督部頒令禁止持有港幣

美軍登陸眛島「一一一

2 月 14 El 震洋特攻艇抵港 2 月 19 日 美軍登陸硫積島 12 月 雅爾達會

2 月 田中久 }主任香港總督、總督部改~ i 1 ~蓋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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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總督部頒怖(香港興奮營團約 問 9 日:美軍空襲東京約!
香港警察總局成立，警憲分家、香港至台 1 日 Q ， QOC 人死亡 1 

灣航運中斷 川月 13 日:支部派遣軍下達|
[光一號作戰j 命令 | 

3 月，香港計劃組的麥道高到 i

t 連中國 ; 

14 月 12 日羅
斯福病逝

15 月 7 日德國
J 」投降歐戰結束

6 月 12 日 62 架美機向港島北岸投下凝 16 月 第 23 軍制訂作戰要綱， I 
固汽油彈 l 準備最後一戰 ! 

一一一一」 一一

7 月 14 日 盟軍最後一次於香港佈雷 17 月 英美海軍砲轟日本各地

8 月 15 曰:在港日軍得悉日本投降，第 18 月 6 日;美軍在廣島投下原
23 軍命令駐港日軍繼續原來任務;中共|子彈

指示東江I隊接聖香港日軍投降、日軍與 19 日:蘇聯入侵滿蒙

幫會、華商，以及華人，察合作，陸持秩 110 曰:日本駐渚典大使與該
序﹒市內多處出現搶掠 |國外交部長會面，請瑞典值助

16 和 17 目，英人在馬頭清和香港島升起|向英、蘇兩國傅建日本政府接

英國國旗 |受《波演坦畫吉) :英國決定

18 日:東江縱隊嘗試受降，日軍抵抗， 1 派艦隊到香港，英駐華大使指

新界大部份地區仍由日軍控制 1 示英軍師務團摳員潛入香港，

20 日:東江縱隊在大嶼山和西貢華動攻|向輔政司詹極傳達命令，要他

勢，銀礦灣屠殺 |恢懂英國在香港的管治

26 日:詹遜在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建立 113 日，薛穆知會蔣介石英國

臨時政府，九龍出現自稱國共兩黨人員 |將派艦隊接收香港，蔣氏反對
28 日﹒詹遜使用香港電台宣佈英國重新 115 日-日本畫你無條件投降

建立管治 118 日.杜魯門通知英國司派

29 曰:夏戀艦隊旺達香港外海 |艦隊接收香港

30 日 夏恕艦隊進入香港，英軍壹陸 124 曰:蔣介石通知日軍第 23
軍香港將由第 2 方面軍的張

發奎上將接收

27 日 夏恕艦隊離開蘇碧灣
往香港

30 日 蔣介石命令孫立人率
兵接收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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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前人研究回顧與引用史料

自第二吹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不少華洋研究者和親歷其境

者均出版了不少關於日據時期的通論式著作，以及數量更多的

自傳、回憶錄、口述歷史。最早的著作包括夏飛麗的《香港事

件)> (Hong Kong lncident) 、薩空了的《香港淪陷日記》、

李樹芬的《香港外科醫生》、顏惠慶的《東西萬花筒)> (East- West 

K aJeidoscope ) 以及其他大量類似著作。夏飛麗戰前是香港政

府高官，是最早一批把香港淪陷後的慘祝向倫敦報告的人，因

此其著作頗有參考價值。薩空了是左派記者，其著述充滿民族

主義情感。雖然他對當時殖民地政府的內情以及他耳聞所及的

香講社會情規則不甚了解，但其著述有助後世了解中國民族主

義者如何看待香港淪陷。有時，這類著作載有作者根據傳聞創

作的故事，內容真假難辨。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美國記者項美

麗 (Emily Hahn) 的《中國與我)> (China to Me) ， 雖然後人

可從這些作品探索部份時人的心境和心理狀態，但對重塑日據

時期的香港則作用有限。

1960 年代，添卡路 (Tim Carcw) 出版《香港淪陷)> (The 

FaJJ o[ Hong Kong) 一書，是戰後首本全面討論日據時期的著

作。時任職香港大學歷史系的英定國 (George Endacott) 亦開

始研究香港戰役與日據時期。他不但得到香港政府的協助，可

以參閱部份政府檔案，亦訪問了大量當時親歷其景的人物，其

中不乏在戰後頗具影響力的官員和大亨，包括庸遜、{可禮文、



邦德、尊等。可是，英氏在 1971 年去世，其著作由Alan Birch 繼

續完成，出版時名為《香港日蝕} (Hong Kong Elipsc) 

至凹的至 1990 年代，香港出現了一批華人研究者，他們

對日據時期的香港社會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科大衛 (David

Faure) 等對戰時新界的口述記錄和著作釐清了日據新界的情

況，顯示日軍對新界的控制並不全面。高添強、關禮雄、謝永

光、唐卓敏、鄭賣鴻等本地研究者則收集了大量有關當時社會

不同方面的原始資料和戰後的回憶著作，並訪問曾經歷日據時

期的華洋市民，完成了〈香港日佔時期: 1941 年 12 月 -1945 年

8 月》、《日佔時期的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戰

時日軍在香港暴行》、《香港冷月} ，以及〈香港戰後風雲錄〉

等書。日人小林英夫亦利用大量日文資料和報刊完成了《日本軍

政下之香港) ，詳細討論了日據時期香港的經濟問題 o 總體而

盲，連些著作為日後對這駛時期深入討論打下墓禮。至 2∞4 年，

舔福林利用英國檔案史料重寫香港戰役和日據時期的歷史並出

版《香港淪陷} (The Fall o[ Hong Kong: Britain, China,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Íon) 時，亦大量參考了科大衛、小林英夫、高

添強、謝永光等人的研究。

近年，關於日據時期的研究的討論焦點從香港整體狀況轉

到市民大憊的生活百態。例如，劉智鵬和周家建的〈吞聲忍語:

日治時期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利用了大量口述與報章資料，不

但還原當時市民的艱苦生活，更使我們了解到苦難以外，戰時

經驗的多樣性。此舉並不是要否定日據時期香港社會嚴重倒退

的史識，而是指出歷史的複雜性，避免以偏概全。過去討論日

據時期的著作，大多集中討論著名人物(如華民代表、各派政

治人物、著名文人、名伶等)的經驗為例，少有以社會為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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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市民集體經驗為中心的研究。劉、周的著作以普通市民為中

心，為後續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史料與例于，其口述資料為香港

在淪陷時期的歷史填補了不少空白。在此期間，英文著作則集

中討論淪陷後英聯邦軍戰俘以及被日軍拘留於赤柱的盟國市民

的經歷，最主要的著作包括布其尼 (Tony Banhar叫的《我們

會受難:香港守軍被俘始末 '1942-4S) (恥 Shal1 Su酷r There: 

Hong Kong's De[enders Imprison叫 1942-45) 、《里斯本丸沉沒

記:被遺忘的英國戰時悲劇} (The Sinking o[ the Lisbon Maru: 

Britain 's Forgotten 仇垃而me Tragedy) ， 以及愛默生的《香港拘留

營:赤柱日本平民拘留營的生活} (Hong Kong lL即TI1I1Jen~ 1942-

1945: Life in the japanese Civilian Camp at Stan1ey) 

史家亦對戰爭期間的香港前途問題進行詳細討論，例如

陳劉海貞的《中國、英國與香港} (China, Britain and Hong 

Kong, 1895-1945) 以及掌菲德(紅ldrew Whitfield) 的〈香港、

帝國與戰爭期間的英美同盟> (Hong Kon，ι Empire and the 

Ang1o-American A1liance at War) 詳細討論了英、中、美三國於

戰爭期間在香港問題上的角力。有關戰爭期間在香港和鄰近地

區發生的軍事行動，主要有賴廉士兒子賴伊雲 (Edwin Ride) 

的《英軍服務團:香港抗戰} (BA4G: Hong Kong Resistance, 

1942-1945 )、陳瑞璋的《東江縱隊:抗戰前後的香港游擊隊〉、

中國內地關於東江縱隊的文史資料以及日本海陸軍的戰史叢

a 近年，香港亦出現了數本關於日本侵略香港、東江縱隊，以及游擊隊救援在港左

派文化人的著作 o 這些著作大多根據內地出版的類似著作寫就，內容、史料，以

及論述肉和前人著作無大分別。見香港里斯本丸協會編. <{戰士也軍現} (香港

國素社 '2009) ;邱逸等， <{圍城苦戰} (香港 中華書局 '2013) ;邱逸等，

《戰鬥在香港抗日老兵的口述故事} (香港:中華書局. 2014) 楊奇(著)

余非(編) <{香港淪陷大營救} (香港 三聯， 2014) 等。



書 o 可是，這些著作大多集中討論各部隊自身的經歷，少有討

論香港以及其鄰近地區與太平洋戰爭之間的相互關係。 a 近年關

於日軍在港軍事活動的著作甚少，最近有郵智文在《軍事史學

t'J} !Journa1 of MÍlítary History) 的論文〈日軍海陸協調的失

敗:以香港和華南為例> (“The Failure of Japanese Land-Sea 

Cooperatio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Hong Kong and thc 

South China Coast as an Exampl亡， 1942-1945" )。關於重光

初期，曾銳生的〈被擱置的民主:> (Democracy Shelvcd: Great 

BrÍtaÍn, ChÍna, and Attempts at Constítu tÍona1 Re[orm Ín Hong 

Kong, 1945-1952) 詳細討論了港府在 1945 至 1949 推行政治改

革的經過。余嘉勳 (Gavin Ure) 的〈總督、政治，以及殖民地

部:> (Governors, Po!ítÍcs, and the Co1onÍal OfIìce) 則從長時段

看香港政府和英國蘆民的部的關保，並指出戰爭加強了香措蘆

民地政府的自主性。

本書以英、美、日、中等國的檔案資料為主，以時人回

憶為輔，務求完整地重構日據時期的歷史 o 本書的檔案史料

來源包括香港政府檔案處、日本亞細亞歷史資料中心(Japan

Center for Asian Historical Records) 、英國國家檔案局 (National

Archives, UK) 、美國國家文書暨檔案總署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香港記憶資料庫 {Hong Kong 

MemorγProjectl 以及香港、英國、日本等地的圖書館，例

如香港中央圖書館、大英圖書館 (British Librarγ) 和日本國會

圖書館等 (National Diet Library) 

a 陳瑞璋的《東jI縱隊》一書則是例外，因它亦對戰爭期間香港和華南地區的整
體狀況亦有不少討論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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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檔案處內藏大量有關日本總督部的檔案，例如

《總督部公告》、家屋登記所報告和相關的登記記錄，以及日

人興建敢德機場時進行賠償的記錄等。此外，亦有諸如重光後

的重建、戰爭期間關於改革的討論、戰犯處理、戰後賠償，以

及戰後中港關係等的資料。另扑亦有例如司徒永覺在戰後撰寫

的日據時期香港衛生報告等罕見資料。

日本亞細亞歷史資料中心則收藏了日本中央政府關於香港

的決策、駐港日本海陸軍的大壘史料、經濟數據、有關總督部

的「磯谷廉介特藏J '以及有關駐港日軍於 1945 年 8 月向英軍

投降前後的記錄。這些資料對了解日據香港至關重要，但至今

幾乎從未被引用。例如，這些檔案有助我們聲清日本對香港的

政策、日本軍政府在港的軍政架構和實際政策、日本海陸軍在

香港和鄰近地區的軍事活動、香港自 1942 年 10 月以來經歷的

每一改空襲的記錄、日本文人官員和駐軍之間的衝突，以及日

本投降至英軍收復香港期間，身在香港境內的中共游擊隊的實

際活動和日軍的應對。

英國國家檔案局關於香港的資料主要來自外交部、殖民

地部、海陸軍，以及特種部隊例如軍情九處 (MI9) 等檔案。

以往的研究者早已詳細研究了外交部和殖民地部的檔案，並出

版了不少相關研究。這些檔案亦使我們得以了解在戰爭期間，

部份開明的英國官員和英國在華商業利益如何在政府最高層的

支持下反思英人在香港的統治，並摸索戰後改革的方向。英國

陸軍部和海軍部其實亦收集 r大量有關戰爭期間香港情況的資

料可而且亦詳細記載了英軍在 194九年 8 月收M香港的計釗和過

程 O 最重要者，軍部的檔案詳細記載了重光後數月香港如何柱

軍歧府和英國海陸空三軍的援助下走上重建的道路，例如現在



已無人知曉的「鐵甲行動」如何使香港在戰後兔於饑荒。

美國檔案主要關於中、英、美三國對香港問題的角力、盟

軍反攻香港的計劃，以及美國海軍在 1945 年 l 月空襲香港時的

記錄。它們大多來自美國國務院、美國駐華大使、英美聯合總

參謀長委員會，以及美國海陸軍等。其他私人檔案館如「香港

記憶計劃 J (Hong Kong MemorγProjectl 所藏的「伊莉沙自

賴德館藏 (Elizabeth Ride Collectio叫則收藏了英軍服務閹自

1942 年 5 月成立至戰爭結束時的檔案，它們包括服務團各部關

於香港內部情況的定期報告、拯救戰俘和被拘留市民的作戰計

量的，以及和國軍、地方武裝，以及中共東江縱隊聯絡的資料。

這些珍貴的史料讓我們可以深入觀察香港內部以及鄰近地區在

戰爭期間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變化、戰俘和市民的抵抗，乃至

國、共之間在華南勢力的消長。這些史料使我們得以突破個人

的回慵或口述資料的局限，以便更全面地重構日據時期的香構

歷史。此外，本書亦參考了當時的報紙雜誌，例如《香港東洋

經濟新報》、〈東京朝日新聞》、〈南華日報〉、《香港日報》、

The Hongkong News 、《華南商工人名錄》等。這些出版物均

被日軍審查，因此不可能從它們看出香港的實際情況，但有時

它們亦會非常婉轉地提到香港面對的實際問題，而且他們登載

的消息亦有助我們理解時人對時局的認知。例如，雖然日軍嚴

密審查有關亞洲戰局的新聞，但香港報刊中的歐戰消息卻頗為

準確，因此可以推算不少曾受高等教育的香港市民以至日本軍

政高層早已明白局勢對日本日漸不利。

475 



476 

附錄三

日據初期法例

第一號軍律令

第一條 本軍律適用於香港佔領地總督管轄區內帝國臣民以外

之人民

第二條違反左(下)列行為者處以軍罰

一、對帝國軍有叛逆行為者

二、間諜行為

三、除上述兩項外有妨礙帝國軍之安寧或軍事行動之

行為者

第三儼前，最行為之教唆幫助預備陰謀或未遂者處罰之，但依

撮案情得攝輕或免除處罰

第四條作前兩條之行為未發覺前自首者則減輕其刑罰或免除

之

附則

本軍律自昭和 17 年 2 月 20 日起施行之

第二號軍罰令

第一條 本令適用於違犯香港佔領地總督部軍律及其他總督部

令者

第一條軍罰種類如左(下)

一、死刑

一 、 臣在車主
..IIIl..~ 



三、放逐

四、罰款

五、沒取

軍罰之輕重根據前項記載:欠序分別之

第三條死刑即槍斃

第四條 監禁期限處以一個月以上先拘留於監禁所然後予以定

罪但根據案情或可免除定罪

第五條驅逐期限一年以上者應被驅逐至地域以外

第六條 監禁或驅逐罪如滅輕時得減輕其罪至一個月以下或一

年以下
第七條 罰款處以一圓以上未能繳納罰款者處以拘留於監禁所

期間由一日以上至五年以下宣判罰款時並決定前項拘

留期間予以宣判

第人條左(下)列之物件可得以沒收

一、造成犯罪之物件

二、供給或將供給犯罪者使用之物件

三、由犯罪而生或因而獲得之物件

四、由犯罪所得報酬之物件

五、由上述各項物件獲得代價之物件

沒收僅限屬於犯人本身之物件者但犯罪後別人因知案

情而取得該物利權時則不在此限未能沒收第一項所記

載之物件全部或其一部份時可得追取其價值

第九條 沒收罪附加於其他軍罰內執行之

第十條 依據第八條而得予以沒收之物件除依據審判予以沒收

時不論任何人所有檢查官均得以處分沒收之

第十一條 如有違犯兩條以上罪狀時應將其軍罰合併處罰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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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以另一較重軍罰

第十二條 對於監禁及罰款除本軍罰令外根據帝國刑法予以懲

罪或根據關於罰款之規定

附則

本令由昭和 17 年 2 月 20 日起施行之

第三號刑事審判規則

第一條 違犯香港佔領地總督部軍律及其他總督部令者交軍律

會議予以審判

第二條 軍律會議設在香港佔領地總督部

第三條 香港佔領地總督部軍律會議設在香港佔領地總督部管

轄區域內違犯該管轄區內軍律及其他總督部令者被告

事件有管轄權

第四儼軍律會議以總督為長官

第五，最軍律會議以審判官三名構成之

審判官以兵科將校二名及法務官一名充任得由長官委

任之

第六條 軍律會議審判廳乃由審判官檢察官及錄事列席召開之

第七條 未列入本規則規定之事項依其事情之允許得依據陸軍

軍法會議法中特設軍法會議之規定裁判之

附則

本規則由昭和 17 年 2 月 20 日起施行之

第四號刑事繁急治罪條例

第一條 凡帝國臣民以外之人民如有違犯香港佔領地總督部軍

律及其他總督部令之行為其犯罪情節在三個月以下監



禁或五百圓以下罰款及沒收之罪者香港憲兵隊長及各

地區憲兵隊長及水上憲兵隊長在其所管轄之區域內得

按照緊急治罪條例處理之

第二條 依據本條例所定之監禁或拘留於監禁所者得在憲兵隊

拘留所及其他適宜之場所執行之

第三條 本條例之處分得取錄犯人之口供調查憑證隨即予以宣

判之附對於前項之處分不准作不服之申訴

第四條 依據本條例宣判處分時應製成左項格式之文件交宜多IJ

廳保管並填列向軍律會議之長官佈告

呈報前項報告應將報告書呈予檢察官

附則

本例由昭和 17 年 2 月 20 日起施行之

第五號民事令

第一條 關於民事項除在本令及其他總督部令有特別規定者外

酌量佔領地法令及習價依據帝國法令辦理

第二條 帝國臣民以外人民相互間之民事可得依據佔領地法令

及習價辦理

附則

本令由昭和 17 年 2 月 20 日起施行

第六號民事審判規則

第一條 民事審判在民事法庭執行之

第三條 民事法庭設在香港佔領地總督部

第三條 香港佔領地總督部民事法庭對於居住香港佔領地總督

管轄區內人民被告之民事事件有管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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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審判除本規則有特別規定者外著量依據帝國民事訴訟

及其他法令執行之

第五條 民事法庭設置民事審判官及書記錄事充任之

第六條 審判由審判官獨自執行之

第七條 書記應準備關於審訊之事項在法庭旁席記錄並整理保

官訴訟記錄及擔任諸項事務管

第八條對於一切審判不准作不服之申訴

第九條 審判官書記及鑑定人不得忌避

第十條 除法定代理人外不准有訴訟代理人及輔助人有出頭訴

訟行為但審判官認為有必要時可特別准許有訴訟代理

人
第十一條 訴訟費由敗訴者負擔一部份敗訴及調解成立時由審

判官決定其負擔數額執行費由被執行者負擔

第十二悔法庭上不准有數助

第十三儼控訴人應須將訴狀提交民事法庭辦理

第十四條 訴狀應列明當事者法定代理人並控訴目的及理由

第十五條 訴狀應備有正副本但被告有兩人以上者每人應男備

一副本

第十六條 審判官應先予以勸告和解若和解不能成立時予以判

決之調解成立與判決同樣發生效力

第十七條 變更開庭日期除持有相當理由外雖為當事者同意亦

概不予核准

第十八條 送達傳票由審判官依據適宜方法執行之

第十九條 開庭辯論之日如當事者雙方不到庭時可以撤銷訴訟

但持有相當理由時可得再予以受理之

第二十條 強制執行可得依據附有執行文之判決抄本執行之



第二十一條 執行判決及調解或處以臨時羈押皆交巡警或憲兵

執行之

第二十二條 凡起訴者應遵從下列規定繳納訴訟于續費

訴訟物價額 五十闡以下 三圓

全 百圖以下 五圖

全 三百圓以下 十圓

仝 五百圖以下 十五圓

仝 千圖以下 廿五圖

全 千圓以上者 每加干圖應加五圖

第二十三條 申請執行判決或和解者按照下列規定繳納執行手

續費

執行債權額 五百圖以下 三圍

仝 干圖以下 五圓

全 千圖以上 每加于國應加嚴五團

第二十四僚 申請假扣押或假處分之手續費為三圓

附則

本規則由昭和 17 年 2 月 20 日起施行之

第t號刑務所規則

第一條 香港佔領地總督部刑務所(以下簡稱為刑務所)設在

香港佔領地總督部

第二條 刑務所有權拘留香港佔領地總督部臨時軍法會議所管

轄下人犯分列如左

一、懲役被執行監禁或拘留之陸軍軍人陸軍所屬之學

生學員及陸軍軍屬

二、被宣判死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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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刑事被告人

四、勞役場羈留者

應遷移至陸軍監獄以外之監獄人犯得臨時在此拘禁之

第三條刑務所置職員如左

所長一人

看守長一人

看守若平人

助看守若干人

第四條 所長以陸軍將校或陸軍法務官充任之並指揮監督部屬

職員掌理刑務所之事務

第五條 看守長以軍錄事或陸軍監獄看守長充任之並兼承所長

命令指揮監督部厲處理事務

第六條 看守以陸軍巡警或陸軍監獄看守充任之並兼承上官命

令擔任諸項事務

第七僚 補助看守以所需者充任之並兼承上官命令擔任請項事

務

第八條刑務所衛生業務交附近衛生機關職員掌管之

第九條 本規則內未有規定事項者當依據陸軍監獄令及其施行

細則辦理

附則

本規則由昭和 17 年 2 月 20 日起施行之

第八號 香港佔領地總督部軍律會議所管轄既判決及未判決囚犯

拘禁辦法

香港佔領地總督部軍律會議所管轄既判決及未判決犯

應拘禁於香港佔領地總督部刑務所



附則

前項拘禁者之監獄應與軍法會議所管轄拘禁者監獄分

別之

本規則由昭和 17 年 2 月 20 日起施行之

資料來源 《香督令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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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回

香港警察犯處罰令

第二十一號香港警察犯處罰令

第一條 本令適用於香港佔領地總督管區之內人民但對於帝國

臣民只限於別無法令規定時適用之

第二條 左列各項該當其中之者處三個月以下之監禁或五百圓

以下之罰金

一、無正當之理由不應官公署之召喚

二、對於官憲兵為不實之陳述或有陳述之義務而無故

拒絕陳述者

三、不服從傳染病預防及其他醫事衛生上之規則違背

公務員命令者

四、妨害郵便物之遞送收發者

五、詐稱本人之本籍、住所、姓名、年齡、身份、職

業、而投宿，或乘船搭船者

六、冒充官職、勳爵、學位，或悟用法令所規定之服

飾徽章又或使用類似之物以圖陷他人於錯誤者

七、捏造事實投書官憲或知情而為人代書者

八、對於以一般公眾之利益為目的而設立或將設立之

公共團體無故妨害其經營或計劃者

九、在公馬里自由交通之場所濫置車馬舟茂家具及其他

物件或有足以妨害交通之行為者

十、在公眾自由交通之場所喧噪橫臥或泥醉徘徊者



十一、不服從交通整理之制限者

十二、在禁止區域內開設露店者

十三、在禁止出入之場所濫行出入者

十四、有妨害河川溝渠下水路疏通之行為者

十五、濫行污損或毀損公園道路橋樑堤岸等者

十六、濫行將他人之標燈熄滅或將社寺道路公園及其

他公眾常用之常燈熄滅者

十七、怠於鎖繁其所有之狂犬猛獸者

十八、濫行將他人繫著之舟能牛馬，及其他獸類加以

解放者

十九、超過船車升降機或公恩集合場所之定員而強行

乘搭或入場者

二十、毀棄污揖公共的設備物件者

二十一、量行將公共水桂開閉者

二十二、污穢供飲用之淨水或妨害其使用又或障礦其

水路者

二十三、污酒神祠佛堂禮拜所墓地碑表形像及其他相

類之物者

二十四、於深夜為歌舞音曲及其他喧噪行為者

二十五、在劇場映畫院及其他公眾集會之場所有妨害

會原之行為者

二十六、為演藝而有害公安及紊亂風俗者

二十七、為流吉浮說或虛報以惑誼人者

二十八、為粗暴或不穩之吉論行為以害公安者

二十九、在屋外講演故事或紛亂政事之事項者

三十、未經許可以易於燃燒之材料為建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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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在家屋及其他建造物或容易引火物之近傍或

又在山里于檀行焚火者

三十二、未經許可而用爆竹者

三十三、家主或居住人怠於修繕破損而帶有危險之家

屋以致危害行人之生命者

三十四、無故潛伏於無人居住或無人看守之建造物內

或船丹自內者

三十五、無一定住居所一定之生業而徘徊於諸方者

三十六、對於祭事祝儀或行列為惡戲或有妨害之行為者

三十七、在公有地或他人之田野園園等地採折樹木花

卉或採摘菜果者

三十八、以新聞紙雜誌或其他之方法為誇大或虛悔之

廣告圖不正之利益者

三十九、新聞紙雜誌或其他出版物強人購讀或強求人

揭載廣告或未鱷定購而強行配付未經委託而

強登廣告因而請求代價者

四十、持有賣買並授受被認為秘密輸入之物件或其

他不正品物者

四十一、濫行對人施用催眠術者

四十二、為賭博或其他類似之行為者

間十三、無故強請面會或為強談威迪之行為者

同十四、強請捐助合力施捨或強賣物品入場券或強行

表演技藝供給勞力以請求報酬者

四十五、濫行作製他人之名片或以供不正之用途者

四十六、為異樣之扮裝奇異之吉動不服從官憲之制 1}

而徘徊者



四十七、濫行走近他人身邊而追隨之者

四十八、為乞丐或使人為乞丐者

四十九、對他人之業務為惡戲或妨害之者

五十、妨害他人之入扎或強請他人共同入扎文或對

於落扎人強請參加其事業分配其利益或強請

金品者

五十一、無故干涉他人之金錢交易或使人惹起訴訟及

其他紛擾者

瓦十三、未經許可販賣劇烈毒藥或授受之者

五十三、受官署之督促尚怠於清潔者

五十四、財污物塵芥於屋內為有害於衛生上之行為者

五十五、在街路公團及其他公眾觸目之場所放尿或使

人放尿者

五十六、在街路公團其他公顯出入之塌所吐唾瘓者

五十七、妄說吉凶禍福或妄為祈禱符咒又或授與護身

符等以惑人者

五十八、對於病人為之禁厭析禱符咒與以神符水以妨

害醫療者

五十九、對於需要監守之精神病人怠於照料使之徘徊

於屋外者

六十、為密賣淫或為密賣淫之媒介及容留之者

六十一、在公原觸目之場所為裸體或醜態者

六十三、在自己佔有之場所內有老幼不其疾病需要扶

助之人或有人之死屍死胎等知之而不速行報

告官憲者

六十三、未鱷許可將人之死屍死胎加以偽飾或加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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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又或保存埋葬火葬者

六十四、在公設墓地火葬場以外之地私行埋葬火葬之

事者

六十五、濫行棄擲禽獸之死屍或污穢物或怠於清除之

義務者

六十六、將他物混合於一定之食物內圖不正之利者

六十七、以營利之目的將不熟或已經腐敗之國物已經

腐敗之肉類及其他有害健康之飲食物陳列或

版賣之者

六十八、將死之禽獸造成食物販賣授予人者

六十九、開業之醫師或接生婦無故不應病人蛙婦或產

婦之招請者

七十、濫行將土地境界之標柱棵石等移轉之者

七十一、未經許可在公有地上建設家屋小屋或設置牆

壁籬摘者

七十二、濫行將他人之家屋及其他之工作物污潰或在

其上施以貼紙又或將他人標札招牌招賣家屋招

租家屋貼紙及其他標示加以污灑或撤去之者

七十三、傭主對於其勞役者無故妨礙其自由或加以苛

酷之待遇者

七十四、不服從其他警察管理上之命令者

第三條 對違反本令所規定之行為有教陵之或幫助之者各照本

條處罰但得酌量情形免除其罰

本令自公佈之日起施行之(昭和 17 年 5 月 30 日)

資料來源 《香督令特輯》



附錄五

被興亞機關捕獲的民國要人

一一一一

一、國接替禪酒店者 (17 名)

系統 姓名 職歷 備考

重慶系政要 i 顏惠慶 1926 年:lt果政府國務總理
1936 年駐蘇大使
現串在國民政府販濟會委員、圍民參政會員、

L一
駐蘇連絡委員

1925 年廣東政府委員兼董事部長許崇智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

現職監察院副院長、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

中央監察委員

胡文虎 現戰國民參政員 南洋華僑巨頭

黨恭綽 1931 年國民政府鑽過部長 廣東元老

因病在家被囚

李恩浩 1925 年段祺瑞政府財政總長
1936 年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
現戰國民政府振濟會廣東分會主任、香港

紅~字會會長

陳維周 1928 年兩廣鹽運使、廣東政治委員會委員 陳濟棠兄，廣東財閥

甘介候 1932 年外交部業務JK長(陳友仁部長) 民主政團大同盟之中心
1933 年州、交部兩廣規察員 人物
現職國民參政員

」一-

刁作謙 1933-1936 年新加坡領事
現職外交部參事、外交部兩廣特派員

一 鄭洪年 1928 年暨南大學校長

r一

王軍笙 什1940 年 12 月 7 日從
委員 尼拉來港

!?!?輪會委員 叫行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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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林康候 1 現職全國商會聯合會主席、上海銀行公會

| 門書長中國國貨實業服務社理事長國
1ft政府脹濟委員、中華紅十字會常務理事

片語民 l 辦丟面7站在fI一一一可趴主x' fL聶吾J
i 理財產 | 

滑鐵如 1918-22 年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
| 川 922品年中國銀行沁頭支行經理

:現職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經理

|聶詞而正面民故而諒的真一一下一一一一|
11932 年東北政務委員會委員
現職令城銀仟總經理、大平保險企司總串串捍|

二‘握自宅接受日軍傑♂護者(17 名)

!:璽1區l 一一一時一一| 備考 」
!重慶系政要 l 黃居素現國民黨中央委員 (陳銘樞秘書 l 

| 陳曉棠現路科秘書長、重慶財政部駐港機關 直到

中行)總經理 ! 

王業 1923 年廣東大元帥府軍需處長兼會計司長 I
現職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常務委員、軍事

l|?也!
吳:經熊 i 1927 年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長兼教授

1928 年上海共同租界臨時法院刑事部長 | 

1929 年上海共同租界臨時工務局顧問 i 
1929 年美國哈佛大學和西北大學教授
現職立法院法制委員會委員長、候補中央

執行委員



註 rXJ 字為文件不清之字。

491 



492 

附錄六

地區事務所規程

第十三號地區事務所規程

第一條 在香港佔領地管區內置左列之地區事務所

香港地區事務所

九龍地區事務所

新界地區事務所

地區事務所之位置及管轄區域男定之

第二條地區事務所統合置左列之職員

所長 3 人
副所長 3 人

系長 9 人

系員 126 人
第三條所長秉承總務長官之指揮監督執行總督之命令管理部

內之行政事務

第四條 所長有事故時副所長代理其職務

所長、副所長均有事故時總務長官指定系長一人使其

代理所長之職務

第五條 副所長補佐所長之事務

第六條 各地區事務所置左列之三系

總、務系

經濟系

衛生系



第七條 總務系掌理左列之事務

一、關於一般庶務之事項

二、關於會計事項

三、關於學事宗教事項

四、關於其他不屬於他系之事項

第八條經濟系掌理左列之事務

一、關於產業經濟事項

二、關於交通運輸事項

三、關於物資之需給事項

第九條衛生系掌理左列之事務

一、關於保健衛生之事項

二、關於傳染病及其他病事項

三、關於醫藥事項

第十慷各系置系長

系長秉承所長副所長之指揮監督掌理所都之事務

第十一條 系員秉承上司之指揮監督從事事務

第十二條 島嶼及其他交通不便之地得置地區事務所出張所其

位置名稱及管轄區域男定

第十三條 出張所所長秉承地區事務所所長之指揮監督掌理部

內之行政事務

附則

本規則由昭和 17 年 4 月 16 日起施行之

資料來源 《香督令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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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香港對周邊協定貿易月額予定額

尸 香灌輸血 書槽，當λ
、戶

年月 廣東 海南島 泊頭 廈門 鐘共 廣東 海南島 油頭 廈門 攝共

1942 年 7 月 400 400 800 
←一一一 卜一 ←一一- 卜一一一

t= 
8 月 400 400 800 

卜一一一 ←一一一 卜一一

9 月 400 400 800 
卜一

10 月 400 400 800 800 

11 月 400 4∞ ω。 8ω 

12 月 400 400 8∞ 8∞ 

1942 且計 2，4∞ 2，4∞ 4，8∞ 4，削

1943 年 1 月 400 400 8∞ 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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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500!750 200 3.000 250 2∞ 

10 月 1 ，5∞ 7切 200 3,000 250 200 

↑ 1 月 1 ，切。 750 2∞ 3，∞o 2切 2∞ 

12 月 1 ，切。 7切 2∞ 3，咖 2切 m 
1944 里計 15 ，7切 9，∞o 2，物。 31 ，5∞ 3，帥 2，物。

1945 年 1 月 1,500 2∞ 3，∞o 200 

2 月 1 ，切。 200 3，0∞ 2∞ 

3 月 1,500 200 3.000 200 

資料來源 《香港東洋經濟新報> '第 l 卷，第 2 號， 194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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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錄J\

香港對周邊協定貿易內容

:給辦做峙的科

.e.:. t:I ..nn, """機械器具、土木建築材料、棉布、棉製品、毛織物、紙、
香港 | 每月 400，000 巾| 兩J糖、中藥、染料、洗濯用石鹼、鹹魚、其他

米紙、 f/^弓 a 、中式紙、柴薪木炭、蔬菜、豬、家禽、
卜土木用木材、煉瓦、軍畜用飼料、|

乾草、醫療用品、化妝品等 i 

第四故協定(1943 年 4 月至 9 月

|電氣器具、汽車零件、機械器具、土木建築材料、棉織物

500,000 !棉製品、毛織物、纖維屑、紙、砂糖、香煙、中藥、染料
顏料、肥料、橡膠製品、石鹼、鹹魚、鮮魚

米紙、電氣器具、汽車零件、機械器具‘火柴盒材料、 7

廣東 每月 1 ，000 ，000 i /代步、石灰石‘中式紙、柴薪木俠、蔬菜、豬、軍禽、
|畫類、水果、土木建築材料

L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一-

a 製作和葉子的器具。



:t: 
每月 750 ， 000

第五故協定(1943 年 10 月至 1944 年 3 月)

電氣器具、汽車零件、機械器具、土木建築材料、棉織物

棉製品、毛織物、纖維屑、麻袋、紙、砂糖、香煙、中藥、 i

染料顏料、工業原料、肥料、橡膠製品石炭、鹹魚、鮮魚、

乾物等

米紙、電氣器具、汽車零件、機械器具、火柴盒材料、中

式紙、柴薪木炭、自電製蔬業、新鮮蔬菜、蔬菜乾、軍禽、

蛋類、淡水魚、水果、造船木土建築材料

第六吹協定 (1944 年 4 月至 1945 年 3 月)

電氣器具、汽車零件、機械器具、土木建築材料、棉織物 i
!棉製品、毛織物、纖維屑、麻袋、紙、砂糖、香煙、中藥、 i

l 染料顏料、工業原料、肥料、橡膠製晶石炭、鹹魚、鮮魚、

'乾物等耐
人 米紙、電氣器具、汽車零件、機械器具、中式紙、糖果、

;廣東 i 每月 3 ，000 ， 000 土產中藥、士片糖、聽製蔬菜、新鮮蔬菜、蔬菜乾、軍禽、|

卜 l --一陣淡水魚 YKEF?些一 | 

香梅蜘翩翩制轍$:之奈何
于 >'~\:':;;<~， 'r:，: 主扎克 ι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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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吹協定(1943 年 3 月 6 月)

叫1抖抖呵~一 產品
空斗一空空00，000 ↓空空， f*~坦空些些主慰塑平
塹巳每月 500，000 中式紙、棚、輯、米酒中藥

第二故協定(1943 年 7 月 10 月)

香港; 每月 750，000 I 棉布、棉製品、香煙、火柴、膠底運動靴

廈F們 每月 750，000 中式紙相類乾果、閥、中藥

第三故協定(1943 年 11 月至 1944 年 3 月)

L空空」主哩。UF笠、空如型企空哩哇一一一」

川、科輛輛實翩翩啾}

第一吹協定(別3 年 5空空間4 年 3 月) J 

l 輸出地 l 輸出額(軍軍團) I 產品

7時忌、運動靴地下足袋火柴中藥冰囊;水枕! 香港 9 ，000 ， 000 衛生棉 藥品、鐵製品、電池、電燈等
」一一一1----.-- 一-L一 • 

i 海南島 3 ，000 ， 000 鹽、停糖、橡膠、蔣、割籐、瓜子、皮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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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l~年香港與韓同實屬

戶哩!呵呵 L一一一-F
川忙豆類、各種粉類、花生、花生油及食油、砂糖、鹹魚、|

| 香港 4 ，208 ， 000 食品、奢侈品、中藥、 )''./1\予、麻袋、錯屑、煙草、甜、 l

橡膠及其製品、其他 | 

| 司米、各種粉類、花生油及食油、茶、藥品、棉絲布織物、 | 
;澳門 4，879 ，000 ~1;;t ~ .:~1V~.Wlt-~~...L./~/^~/j.J.l :;;J"'Ç1-j1-l l'IJ;' ... j\.'I. iI'W-I l 'lJ 

L二1，.---=:' VIVVV~ 煙草、麟、燃料 |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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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袋

資料來源<:香港東洋經濟新報》



附錄丸

雙方軍機比較

綿綿;三;誰附法勝1聽說，:'>~總鵲起
英軍

角羚式魚雷機 1933 230km/h 2,010km 500kg 

;每象式水!真 1936 215km/h 965km 220kg 

美國陸軍航空降

P-40E 1939 580km/h 1,100km 450kg 

P-38 1941 667km/h 2 2,100km 907kg 

P-51D 1944 703km/h 2,755km 907kg 

ß-25 1941 438k叫h 2 2， 1月枷 1加Okg

ß-24 1941 4翎km/h 4 6，∞Okm 3，6∞kg 

哇哇攤酬川體鵬 r • "(~:~ f':.'~r~ ':'. <~: ';',t 
PBY# 1936 314km/h 2 4,030km 1,814kg 

F6F •943 621km/h 2,460km •, 357kg 

SB2C 1942 475km/h 1,876km 907kg 
←一一一一一一

TBFfTBM 1941 442km/h 1,610km i 907kg 

日本陸軍航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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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日據期間盟軍對香港及對開海面

的空襲， 1942-1945 

三仕島 |日軍死傷九人'.座兵舍且發電站被毀

飽
眼

勸
阻

斟
嘲

tR 
a
閉

鬥
汎

HU nu 
a 

過
兩1
j

占
口
小-
m

東
州
飛
，
比

“
呵
，α

珠江口附近船隻 !一船擱淺

」

a !l~北部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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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943」 1:ii;;iiAF)| 九龍太古船鳴
戶9 日 ! B-24 x 18 舊皇家海軍基地

1943 年 9 月
(14th USAAF) 昂船洲停泊船隻、

2 日
B-25x 10 萬枝角(大同船

P-40x5 場)

1943 年 9 月 (14"儡峭的
看海外海11'12 日 1410 

(14"燭"的
↑ 943 年 11 月 8-24 x 21 

九慎，的場
3 日 P-40，科38x

30 (E) 

1943 年 11 月 (14'"伽 USMF) 九龍船鳴，由於
!能見度低，只有

115 日 |B-24x20 五架矗炸機技彈

101 號聶巨頭可扭頭阱， 1
近半設施受損、軍人死傷 35 、其他工人

死傷 265

兩船受損、船塢建築物被毀、 200 多人

傷亡

革枝角油庫全毀

14 個油庫 (50，000 立方米，外加 500
噸重油)燒毀

-&費.'驗，區個種時掃射，兵自且都 a

任務中途中止

8-24 x 1 '一船中彈、少量倉庫被毀、
地面 20 人死傷

a "Sergeant David Munn and Wife ," 4/12/1943, CO 129/590/22 



1943 年 12 月 !(14hU訕AF 香港外蹦隻|銀嶺丸沉沒
22 日 i 8-25 x 2 目巳 | 

1943 年 12 月 1(14WM 香港外海瞧!一船中彈
25 日 18志 x2 日已 | 

1944 平 1 月1呵?再;每臨 7-b沒
9日|白-25 x 2 日。

1944 年 1 月 10~I~US~F 香巷佈雷
11 日 1 8-24 x 4 口巳

i 8-24 x 1 

1側年 1 月 10圳S~F) 1 至香港轟炸海南 |無損失
13 日 18-25 x 2 島

1944 年 1 月
20 日

1944 年 1 月
23 日

1944 年 2 月
5 日

1944 年 2 月
10 日

1944 年 2 月
11 日

(14th USAAF) I 經香港轟炸山頭 |一船沉沒 一船受損

B于三~堅一」
(1仇S~~) I 歐德機場及附近
凹的(可|山邊的儲存設施 |峙人及日兵死傷
P-40 x 15 (?) I 
(14th USAAF) 
9-24 x 2 香港外海船隊 |三船沉沒
9-25 x 2 

(14刊S~F) I 香港外海船隻
8-25 x 2 

|兩船沉沒(?)

(14川SAAF) I 敵德機場及附近 |零戰 x 1 、二式戰 x 1 ;機場無損失
8-25x 12 倉庫

制年3月~心)不詳 |呵
10 日 8-24 x 7 

1944 年 4 月 ( 14th USAAF) 經香港轟炸台灣 |雙方無損失
2 日 8-24 x 2 外;每船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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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4 年 5 月 iij;?F) I 香港神船隻 l 日本點嘲遭到掃射

h叫4 年 5 月 I ~~: USfAF) I ,",,'ft I.L ,"'." '" I ;;日 |曰“ 2 香港外海船隻 |雙方損失輕微
I ，~~ . P-40x2 

[ 1944 年 5 月1ZTiRE叫

香港外海船隻

-, 
25 日 冶.241} '!九龍船塢 i 雙方損失輕微

--j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ι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 年 9 月 ;2!!?F)| 歐德機場 |機場新跑道被擊中 日兵及市民死傷約
|I'_'''O'"~ 'n 130 

1 ,.04 ..th I 1("\ A A ,.., I 香港外海船隊及 i 一一一一一→
1側年 9 月 I~~的 USfAF) I 九龍水塘附近目 |雙方無損失

|8-25 x 5 據 1

1? 年 9 月 iiG?的|糊糊隻 |雙方饋贈敏

:咒叫 |iF叫做 |凹的 1
(14刊SMF)
8-24 x 28 
P-51 x 33 
P-40 x 18 

(14叭 USMF)
B-24 x 28 
8-25 x 8 
P-51 x 26 

廣州白雪機場及
1 六機被毀‘ t機損傷香港船隻

住
l

伍
J

明
|
卜i喇

九龍船塢及船隻， I 鳩(鴻型水雷艇) 、文山丸沉沒、四船

攻擊高度 5，000 I 重自1) 、嚴重破壞九龍船塢、紅耐區傷亡

1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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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年 10 月 i 少thusMF)l 香帆船隻 l 晰沉沒
一 一一一-，一一一了…-一一一←一一------T. 一 一

;:1 年 10 月 24iTF)|;維多利亞港佈 |雙方無損失
一一一一→ 咐 一一十一一一

(11 年 11 月 jiLiV): 九龍鵬 |雙方損失輕微
l一一一一-一一一可 一一一寸一一-

山:1 年 11 月 liirF)(相 I~師失輕微

月14 年 12 月|俐的UW)| 九馴服香港 雙方損失輕微
1 B-24 x 7 船隻 | 

卜一一一-- -i 一于一一---t- 一一一十一← 一一一一一于

11944 年 12 月 i (14"'USAA川 仁一船起火、零戰圳、日航運輸機 x 1 、
! 8 日 |tibL |香港船隻川海軍燃料庫酬

加12 月MP)吾吾三一|間日航運輸機x 1 

1944 年 12 月 ~!:U.S，AAF) 1 香港船隻 1 P-51 x 1 、日軍水上機 x 1 
20 日 P-51x 4 

1944 年 12 月 (14'心叫AF) 太古船構及歐德 |日軍水上總 x 1 、船廠受損
21 日 P-51 x 2 機場

1944 年 12 月 (14Ih USAAF) 敵德機場 陸軍機 x3 、日軍水上機 x2
22 日 P-51 x? 

P-51 x 1 、零戰 x 1 
1944 年 12 月 (14th USAAF) 香港船隻 嶺南丸jJi:迫，船上 348 人死亡，包括華
24 日 P-51 x 3 

民代表陳廉伯

資料來源綜合自 Combat Chronology of the USAAF 數據庫網員: http://www.usaa( 

netl chronl ; 1942 年至 1945 年的“Kweilin Intelligencc Summary" ; <支那派遣軍電報(航
空)綴 自阿利 18 年 2 月 27 日至昭和 18 年 12 月 29 日) , <陸軍一般煚料:> '.JACAR; <昭
和 16 年 12 月 l 日-昭和 18 年 5 月 31 日 第 2 遣支艦隊戰時日誌戰閱詳報) , <海軍一
般史料> '.JACAR; <昭和 18 年 6 月.昭和 20 年 l 月 第 2 造文艦隊戰時日誌) , (:海

軍一般史料} '.JACAR; <昭和 19 年 4 月 l 日~昭和 20 年 l 月 23 日 第 2 遣支艦隊戰

時日誌戰閥詳報) , {海軍一般史料》、.JACAR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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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945 年 1 月 15 至 16 日第 38 特遣艦隊
對香港的攻擊



I F6F x 11 : SB2C x 6 : TBF x 
J大黃蜂號 1 n~.r 16/2000 GP x 4 : 1000 AP x 6 : 
川第二波) 1 u門叫! 1000 GP x 6 : 250 GP x 6 : 5' 

: Rx30 

川..~-+-... I iF6Fx14:SB2Cx4:TBFx 
i考克號 | 心川 U 

! 0745 18/Tor x 4: 1000 GP x 2 : 500 
(第1)urlpx241.RX60

ZFiji需iiiti!
船隻及港口

設施 |擊傷船隻四艘

大黃蜂號 nnnn 1 F6F x 8 : TBF x 5/500 GP x 船隻及港口l
rZ士3: 。但川 I ~~;;:/^r t!l ~ I 太古船塢及糖廠中彈
(第三波) ω 114 :500 AP x 6 : 5' R x 48 施

←『一-一十一 I 一一一一一一+-

| 尸 ; cx3;TBFx l 船隻及港口
漢考克號 1 nnnn 14/2000 GP x 4: 1000 GP x 3: i ~~:;/^，"'~ 1 ! 0902川 -1 設施 |擊傷船隻三艘

! (第三波)尸υ 500 GP x 3 : 250 GP x 6 :啊! | | 

!F同6F x6恥叭.心SB2已 x叫~;nT~~~" ， 1 船隻及港口| | 
i戶伊列附l風克星頓號"'"'' 5叫圳5叮叭圳/川朋1叩0∞0∞o GP x3: 10∞0叭Px2叫2 | i 與漢考克號第二波攻擊 l• I 設施 l (第三波)t0910|500APx8;500GPx15. | |一併計算

鈞。 GPx6

I nnnn I TBF x 51 
卡波特號 1 0930 1500 GP' x 20 

約克鎮號 I nnn. !F6Fx15:TBFx51 I 0931 I 
(第一波) 1 uuv' i 500 GP x 24 : 5' R x 19 

太古船塢

船隻

一彈命中船塢中的船隻

擊傷船隻五艘:太古船

塢中彈

!胡蜂號 1M'" ! F6F x 12 :恥留 |太古船塢與|恥 11 擊傷八艘船隻(
1叫叫別Px27 :川o 附近船隻; 一」

F6F x 20 : SB2C x 5 : TBF x 51 I ! n~nn •. ~~r .. I 
1."...n....._ISB2Cx1 :TBFx11 I !列克星頓號 ! Tor x 5 : 1000 AP x 4 : 1000 船隻及港叫 | i ~~ ~ ~ ~ ;~~~~I" ,,^r"'T, '~~~v~n I ~~:;:J^rt!l. ~擊傷船隻三艘 | I (第四波) |GPX3 500GPX5 250GP| 設施 l lje: l~ ll'n x.=Jß( 

x 6; 5' Rx 6o 

τ7 lFh11;SB沾不是為一 |同F x 1 : TBF x 11 jii副
l大黃蜂號 ! .nn. 1 Torx4: 1000APx4; 1000 船隻及港口 I ~J~~6 ̂  ~~LJI ~:~=~~ I 
γ~:::\ 1301! ~~ ~ ~ ~ ;~~~~ ..^.."'T. '^~~v~n ~~~/^rt!l~ 船場、糖廠、油庫等地|1 (第四波) ! I VU I i GP x 2 : 500 GP x 4 : 250 GP 設施 I ~:M-:: I~JT '1" Þl!， I 
尸 ! V~ n^.L. r: ~vv;::， ^.,., L.o,JV \,..1 1 JU(. /Jt!:.面設施中彈 | 

i x 12 : 5' R x 54 I - ~"'" , ，~ 
卡一- 一 : ! 一一一→

: F6F x 18 : SB2C x 4 : TBF x !." .., n ...... _ I 
去考克號 l :5l2000GPX51000GM i 船隻及港口!同F x 3; TBF x 21 擊傷 1

1302 ， ~~LnV';，Vn ~I~; ~ ~cl:~Vn ~.I A ^，::設施 ! 
(第四波) ! ',",VL. ;500GPx 筒: 250 GP x 4 : 5' i """'"船隻六艘 ! 

! h40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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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15.月 000 AP x 6 ; 1000 GP x 2; 1 
(第五波) 1 144::> 1500 GP x 26 ; 500 AP x 10; !設施 |擊傷船隻四艘 ! ll i…5' R x 47 一午一一一一」一|一 -_.Ji F6F x 9 ; SB2C x 3 ; TBF x 
漢考克號 1 ",r 1 門船隻 ! SB2C x 11 擊傷船隻五

1 1445 13/1000GPx3;500GPx19: i 
! (第五j皮) 1 ,.,.,,, 1 一門 一 \'::W ^ I ::J I !艘 | 

卜一」 巨型企些x4三---.1-一 ι一
! F6F x 16 ; SB2C x 5 ; TBF x I 

1 -L~~Ort; i ~'::'^~^'~~ \_JL:.，L.VÀ:~f"\';"':.' ^ I ~Jl&ÞT7:;tt~ ! F6Fx 1 大同船塢等
!大黃蜂號 1 '''~ 15/1000 AP x 3 : 1 日00 GP x 4; ，船隻及港口! /~:~;:\ ! 1446 ! 地中彈、六艘船隻中彈|i (第五波)! ,.,.,u !500GPx32;250GPx10; i 設施
| ! !?RXM r| |(其中三艘為油輪)

I iii!i :!.dCr5 ..-τrr .， 'l 一一 一一!特展開盟友耳赤
[蘭利號 川 557 I F6F x 8/5日o GP x 4; 5' 的 22 船隻l冊 'JJJ)L 1 ' ''; \.,1' i'V1 ^Uf \.J VUVI ^"'T',J I\^LL 'll~;:;Z柱收容所

l提康德諾 I tJlI~ 
叫:主 |船隻 |擊傷船隻兩艘
卅日號 1 山 山 ! 
卜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十-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均立號 1側向F(N) x 4/500 GP x 4 夜間戰門巡 i 擊落一機炸彈投落傲 l
i 拉 |德機場」 -一斗一一一一- 斗士一戶一←一一-一一「
I^~~ ! -1f"'I"'\I""\ I 小夜間戰|司組 l 
l企業號 i1632iF6F(N)X4 1 叫

!一1于一業耕號 -→一 i咒筱棚嘲酬棚咐問酬酬酬酬戰掛斬酬刪|鬥附"J牠1牠巡第二1划波恥) , 1佇悄叩742位2」間N)x叫4 ÷一斗L邏 | 

的，燃燒彈。

資料來源 “ Rep of air ops Againsl Formosa, Philippines, French lndo-China, So China 

& Ryukyu ls, 1/3-22/45,'‘ USS Cabol. NARA、 RG 38司 103955‘“Rcp of air ops Against 

Formosa, Philippines, French lndo-China, So China & Ryukyu ls, 1/3-22/45," USS York 

IOwn, ="ARA., RG 38, 104432; “Rep of air ops A耳ainst Formosa , Philippincs、 French lndo 

China、 So China & Ryukyu Is, 1/3-22/45," USS Wasp、 NARA RG 38. 103961: “ Rep 



of air op喝 Against Formosa, Philippines, French Indo-China, So China & Ryukyu Is, 1/3-

22/45," USS CO\l<pens, NARA, RG 38, 104428; “ Rep 0 1' air ops Against Formosa, Philip

pines, French lndo-China, So China & Ryukyu ls, 1/3-22/45 ," USS Essex, l'iARA., RG 

38, 106832; “ Rep of airυI' S Against Formosa, Philippines, Frcnch Indo-China, So China 

& Ryukyu Is, 1/3-22/45 ," USS Hornet, NARA, RG 38, 104458; “ Rep of air ops Against 

Formosa, Philippincs, French lndo-China, So China & Ryukyu ls, 1/3-22/4丸， CSS Han 

cock, NARA, RG 38, 106670; “ Rep of air ops Against Formosa, Philippines, French Indo

China, So China & Ryukyu ls, 1/3-22145 ," USS Langley, NARA, RG 3且， 10684l; “ Rep 

of air ops Against Formosa, Philippincs, French lndo-China, So China & Ryukyu ls, l/3-

22/45 ," USS Ticonderoga, NARA, RG 狗， l05962; “ Rep of air ops Against F ormosa, 

Philippines, French lndo-China, So China & Ryukyu ls, 1/3-22/45," USS Independence, 

NARA司 RG 38, 103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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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戰爭末期盟軍對香港的空襲，

1945 年 1 月 17 日至 8 月

日期1 攪模

1945 年 1月 (141h U月AA月
8日 lpzz

! 1945 年 1 月 14月 USAm LJ冒駐地 |砲艦「峰峨J 沉沒，部份炸彈落|
但主一鬥竺30一--l~~一士一一正的:這成大量死傷 l 

1945 年 2 月 (FEAF)

1945 年 3 月 I (F臥月
16 日 1 8-2h?

1945 年 3 月 1 泣□τ71" “ 1...場、饋，塵，以 I P-51x 1 
|;話. .啊，可^ 1&輔其他目標

1945 年 3 月 I (14刊SAAF) P剖， I 顱德機場、船雙，以|京開
29 日 I P-38, P-40 X 90 I 及華南其他目標 I I 引

115 年 4 月 1

香港船隻

香港，甘隻

九龍船塢

揪什

數十艘帥飯和機帆

8-25 x 1 

船塢嚴重損毀

損
U

況

重

W
J

島
叫
司1
屯
凡

恤
啊
阿
門
山
川
門

恥
山
、
包
車
件
扑
川

「
1

向
垣
入

淺
蚓
、
被

擱
閒
缸
山
寸1/
F慨

悍
隊
噸
屆
圍

+
+
l「
l
t
!
n
U
A阿
陣

h
u輪
即
保

珠
貨

2

聖

滿
、
矢
口

「

l

郎
攻f
t

、
抽
戊

位
呵

趴
加

軍缸
母

祖
h
w

掛
一

-r 
們
《J
U

A

且
可

nufx 
A
們

A
a可

F
H」

a
J
ι

「

n
p

口
付

A

斗

#T FhJV 

叫
別
日

4-q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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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塢嚴重損毀

一「



1945 年 5 月 I (USN) 
9 日 PBYx4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i 1945 年 5 月 (USN)
12 日 PBYx4

1945 年 5 月 (USN) 
15 日 PBYx4 
1945 年 6 月 (FEAF) 
12 日 B-24 x 62 
1945 年 7 月 (USN) 
14 日 PBYx? 

E 護航機

Rec 偵察機

iZLJtJ 
香港佈莒 雙方無損失

海軍船構以及避風塘
美軍使用凝圖汽油彈，燒毀大量

機帆

香港船隻 擊毀多艘機帆

綜合自 Combat Chronology of the USAAF 數據庫網頁﹒ http://www.us且f.netlchronl ; 

1942 年至 1945 年的" Kweilin Intelligence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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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日本「光一號作戰J 所用兵力
(1945 年 8 月 15 日數字)

所屬部隊

第二十三軍

學防科

一一一----_..一

J些]部隊名稱

|第二+三軍司令部 833 
一一? -一 --l

南支那派遣憲兵隊 714 

野戰高射砲第五十五大隊 667 

同第九十九大隊

戰車第二師團防空隊第三中隊

鐵道第十五聯隊第一大隊

Mai:工兵第八中隊 200 

開第九中隊 200 

沛 11五十六野戰道路隙 304 
電信第十四聯隊 982 

一扭扭 川第六十二同

船船通信第四大隊第二中隊

主~ I -一回7 盟主 %b~ ..Iy!. 二"l正主~ -rrrJ 

l 獨立輯重兵第三士些干 +-__~~7 
獨立自動車第八十五大隊 808 

間第三百十中隊 132 

同第三百十二中隊

同第三百十三中隊

第二船用自輸送司令部南支支部

132 

132 

|293| 



|弟T出 Srp l!'!l l 口 Lol

特設建築勤務第百二中隊 61 

第二十三軍野戰兵器廠

同野戰自動車廠

罔野戰貨物廠

第十九野戰自動車廠移動修理班

第十七野戰貨物廠被服移動修理處

第七患者輸送鄧本部

肯草草i
第百三十六兵站病院

第百六十周

第百八十間
一←一一一一一
|第二十三軍病馬廠

廣東陸軍兵事部

? 

第百六飛行場大隊 | 

1,891 

3,249 

2,292 

126 

92 

52 

…jij 
154-1 

第E航空情報聯隊 | 

第六飛行場中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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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百四師團

.百三十九..

第百四師團司令部

步兵第百八聯隊

同第百三十t聯隊

同第百六十一聯隊

314 

3,787 

3,787 

3,787 

野砲兵第百四聯隊 I 1,4 17 

工兵第百四聯隊 424 

第百四師團通信隊 219 

轎重兵第百四聯隊 812 

第百四師團兵器勤務隊 95 

第百四師團野戰病院 999 

第E四師團病馬廠 6δ 

自動車第三十九聯隊 762 

獨立轍重兵第十九中隊 397 

第百二十九師團司令部

步兵第九十-~團司令部

獨立步兵第九十八大隊

同第二百-t+)\大隊

問第二百七十九大隊 I 1,358 

一寸同第二百八十大隊 ]--1,358 
1 步兵第九十二艘團司令部 156 
i 一+

獨立步兵第百一大隊 t--_1 ,358 

同第五百八十八大隊 I 1,358 

l 間第五百八+九大隊 1,358 

1:土$二 1:第 i而 IIIUÞ!'~隊!

第一二九師團工兵隊 401 

同通信隊 1.__E型



「三JZ:I ~ ~~iJJ~~ 
|問野戰病院

~------問病馬廠

第一三尊師團

同防疫給水都

l 獨立混成第三一聯隊

!戰車第三師團防空隊第 中隊

l 野戰機關砲第四九中隊

獨立工兵第五九大隊

獨立輯重兵第五五大隊(二中欠)

第九師團第二架橋材料中隊

獨立輯重兵第二一中隊

特設水上勤務第一一一中隊

開第一四二中隊

第一九野戰兵器廠移動修理班

第一三零師團司令部

步兵第九三肢團司令部

獨立步兵第二-t-t大隊

同第九七大隊

間第九九大隊

同第零零大隊

步兵第九四旅團司令部

獨立步兵第三八一大隊

罔第六二零大隊

583 

95 

488 

45 

239 

2,262 

105 

1,684 

2,028 

445 

397 

61 

736 

126 

329 

117 

1,358 

1,358 

1,358 

1,358 

117 

1,358 

1,358 

同第六三一大隊 i 1,358 

+同第六三二大隊 1,358 

1第一三零師團砲兵隊 1 

i間工兵隊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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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溫成第二三旅團 獨立混成第二=旅團司令部 184 
_...一.

獨立步兵第一二八大隊 1,329 

同第一二九大隊 1,329 

同第一三零大隊 1,329 

獨立步兵第二四仁大隊 1,329 

同第二四八大隊 1,329 

獨立混成第二十三艘團砲兵隊 992 

同工兵隊 178 

開通信隊 175 

獨立步兵第4二零大隊 1,329 

吶喊團一旦立呵呵旦河一

| (于一同第一i

| 獨立步兵第八旅團通信隊

1,427 

1,427 

L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蜀步第十三旅團 |獨立步兵第十三旅團司令部

同第三三九大隊

同第三四零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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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話:itJJ二 809 

527 
-一寸一一一一

293 

香港佔領地總督 香港佔領總督部 94 
卜一一 卜一

香港俘虜收容所
←-一

第六十四旋泊場司令部 409 

船艙工兵第三十四聯隊 1,099 

水上勤務第六十中隊之半都 511 

第一零零兵站病院 366 

a 第 23 軍在 1945 年 10 月的報告提到|尚有四個特設步兵大隊。見「部隊人馬教

概見表 J ' <日召和 20 年 10 月南支那地區善後處理要報綴) . <陸軍 般史料} , 

JACA尺. Ref: C1501 05041 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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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

官立香港東亞學院規程

第十一號官立香港東亞學院規程

第一章目的

第一條 官立香港東亞學院以對於居住香港佔領地總督部管區

內之中國中堅青年本於東洋精神並根據日本道德而施

行師範教育暨實務教育為目的

第二章編成科目

第二條 官立香港東亞學院設普通科及高等科高等科分第一部

及第二部但高等科第一部並設女子學級

第三儼 官立香港東亞學院信業年限普通科為一年高等科為二

年
第四條 官立香港東亞學院之教科普通科及高等科均設國語

科、修身公民科、體鍊科及音樂科、普通科、加簿記

及珠算、高等科第-部加教育科及法規第二部加簿記

珠算商事要項及法規、女子加家事科

國語科分為講讀、說話法、會話、作文及文法、高等

科加中文日譯及 H 文中譯修身公民科分為東洋精神 H

本事情日本道德及禮法高等科加以東亞為主體之地

坤、歷史概要、體鍊科分為體操、教練、遊戲、競技、

武道及衛牛

音樂科由平易之唱歌起i斬吹加輪流唱歌及重音唱歌



教育科分為教育學、教授法、教育史及經營暨管理

家事科為一般家事

關於實務之學科目、為簿記、珠算、商事要項及法規

第三章職員

第五條 官立香港東亞學院置左列職員

學院長 教官 書記

第六條 學院長秉承香港佔領地總督之命掌理院務並監督所屬

職員

第七條 教官秉承學院長之命從事教務

第八條 書記秉承學院長之命掌理學院事務

第四章入學退學及卒業

第九條 凡入官立香港東亞學院普通科第一年蟑業者須都浦 18

歲以下曾卒業於高級小學校者或有同等以下之學力者

第十條 凡入官立香港東亞學院高等科第一學年蟑業者須保滿

22 歲以下曾卒業於高級中學校者或有同等以上之學力

者

第十一條 官立香港東亞學院生徒之入學許可由學院長考查定

之考查分學力考查、人物考查及身體檢查三種、合

格與否應綜合三種考查結果決定之

第十二條 官立香港東亞學院生徒退學時須經學院長許可

第十三條 官立香港東亞學院生徒有左列各號事情之一時學院

長應命其退學

一、品行不良認為無改善之希望者

二、學力低三角認為無成就之希望者

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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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正當理由而繼續缺席一個月以上者

四、出席不常者

第十四條 各學年課程之修業完竣或卒業應考查其平素學業成

績定之

第十五條 學院長對於已修完香港東亞學院課程者授與另開格

式之卒業誰書

第五章學年休業及課程暨每週教授時數

第十六條 官立香港東亞學院之學年由 4 月 l 日起至改年 3 月

31 日止

學年分左列二期

前期由 4 月 1 日起至 10 月 31 日止

後期由 11 月 l 日起至 3 月 31 日止

第十七儼 每日教授之時間由學院長定之

第十人儼 官立香播東亞學院之休業日期如左

視日、祭日

日曜日

夏季休業由 7 月 21 日起至 8 月 31 日止

冬季休業由 12 月 29 日起至吹年 l 月 5 日止

學院長認為必要時於前項二號至四號之休業日中適

嘗施行授業

第十九條 第十八條之外遇有非常變故或其他急迫情形而學院

長認為必要時得臨時休業

前項休業時學院長應將原委報告香港佔領地塘、督

第;十條 紀元節、天長節、明治節、及 l 月 1 日職員生徙應

齊集學院舉行祝賀式



第二十一條 各教科目之課程及每週教授時數依另表規定

第六章學費

第二十二條 官立香港東亞學院一概免收學費

教科課程每週教授時數

普通科

同王(時數| t L數| 九 | 
活~; I士正LEihE:1-U 讀法、話法、會話、

聽;去 且|聽法、作文、文法
卜一

東洋精神、日本事情、
修身公民

日本道德、禮法

體練 」一
體操、教練、武道、

/、 競技、衛生

音樂 唱歌

商業

計

高等科第一部

第-學牟

-'-
/\ 

八

同上

間上

簿記、珠算

難之學學

內容

同上

日23



資料來源 《香督令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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帥錄+五

軍政府的部份人員名單

Brig. D. M. MacDougall Maj. W. G. E. Eggleton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CoI. W. M Thompson Maj. P. Esmond 

Col. T. R. Rowell Maj. G. T. Stokes 

Col. J. P. Fehily Maj. D. Cuthbertson 

Col. G. E. St巾kland Maj. A. PittendJlgh! 

「 CO|H S RCLise|Maj J T BU「dett
L 

Col. C. H. Sansom a Capt. J. J. Cowperthwaite 

Lt. ColC. B. Burgess 一 capt A Todd | 
i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Lt. Col. W C. WormalCapt. V. E" Hutton 

Lt. Col. W. Kay Capt. A. 1. Cash 

Lt. Co l. R. P. Morris Capt. J. T. Mackenzie 

.P" B. Wilkinson Capt.E. Tyrer 

Lt. Col. G" Ki呵 Prin Matron 1. M. Watkins 

Lt. Col. 下W. Ware WO 1 R. S. Smith 

Lt. Col. J. FO巾es Capt. H. N. Wong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十一 一一一一 • 

Lt些土早些吧 一一卜 Capt. J. S" 0unkereey 

Lt. Col. L A. Thomas C削 H. P. LO訓。|

Lt. Col. G" R. Brass Lt. C. W. Lam 
• 一一~

Maj. D. R. Holmes Lt. C. J. See 

尚有包括巴特等無英軍正式軍銜者不在名單 IÃI 0 

資料來源:“C→n-C Hong Kong 10 叭iar O fTìce," 20/311946, HKRS 211-2-10 

a 有時被誤寫為 Samso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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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鋒十六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香港遇難人數初探

戰後 70 年以來，有關香港在第二吹世界大戰期間傷亡人數

的統計一直付之闕如。 1938 年日軍佔領廣州及深圳等地後，即

有零星日軍襲擊漁船的事件，更有日機轟炸九廣鐵路的香港段。

這些事件均造成市民死傷。 1941 年 12 月日軍進攻香港，期間

守軍死亡 1 ，679 人(不計算失蹤數宇，部份士兵在戰鬥期間或

投降後數日被日軍殺害，或因傷致死市民死傷 4，000 人，

其中死亡人數約為 2，000 人香港戰役結束後，日軍在香港

部份地區搶掠，而且強迫市民離港，亦造成不少死傷。司徒永

覺指出，雖然情祝混亂，但日軍卻擁有相對準確的積葬數字。

1942 年香港一共埋葬了的，435 人，數字包括在香港戰役中陣亡

的英聯邦軍官兵，以及在香港島和九龍市區喪生的市民。可是，

這個數字並不包括離開香港時在新界或境外的死者。至 1943

年，由於人口大滅，因此積葬人數減半，有 40 ， 117 人。 1944 年，

人口繼續減少，但由於盟軍空襲，因此檢葬人數仍有且，936 人，

包括 10 月紅勵空襲的死者。雖然香港人口在 1945 年繼續減少

萃的 500 ，00。至 600 ，000 人， 1.ê.由於香港已幾乎斷糧，加上盟軍

空襲在 4 月以前仍然猛烈，因此仍有 23JJ98 人死亡。綜合各年

數字， 1942 年 l 月至 1945 年 8 月期間，香港共處理了 171 ， .186

具遺體。 2

可是，這個數字雖不是香港在戰爭期間的死亡人數總和。

首先，部份死者的死亡可能與戰事無關。 1936 至 1940 年，香



港的每干粗死亡率 (crude death rate) 為 32.肘，即每 1.000 人

有 32.3 人死亡。由於當時戰爭尚未爆發，因此這大致上可代表

香港和平時期的粗死亡率。如以此死亡率推算， 1942 至 1945

年 8 月應有 117 ， 146 人即使沒有戰爭亦會死亡，其餘 54，440 人

屬於戰時額外的死者。因為戰爭帶來的動盪、醫療制度崩潰，

以及糧食不足亦使大量市民死亡，初生嬰兒死亡率亦會增加。

但是日軍佔領香港一段時間後仍大壘處決 rþ. 民 a 部份遺體未必

被正式處理，或只被投進海裹，因此在香港因戰爭而死的實際

人數可能更多。 3

從第五章第一節可見， 1942 年 l 月 6 日至 2 月 19 日期間，

共有約 554，000 人離開香港，但只有 253 ，619 人乘船離開，其他

只能自己步行前往中國大陸。這 300，000 市民的死亡人數至今

未明。由 1942 年 2 月 25 日總督部接管香港至 1943 年 9 月，

另有 419，000 人離港，部份難民被日軍憲兵強行建捕並送到無

糧食的船隻自生自滅。 1943 年 10 月至 1945 年 9 月，香港人口

由 860，000 至約 500，000 人，這些離開香港者的傷亡數字亦難以

估算。由於當時糧食奇缺，餓死或因為營養不良而死者不計其

數。

至於英籍軍民的死傷人數則較為清楚:在淪陷期間，共有

2， 184 名戰俘在香港或其他地方死亡，其中的 800 人在「里斯本

丸」沉沒時遇難。赤柱拘留營在 1942 年 3 月至 1945 年 8 月則

有 121 人死亡。

綜上述，香港在第二吹世界大戰期間在香港可以推算的死

亡人數至少有曰，000 人，但如果包括離港難民的死難者，實

a 司從永覺提到單是香港島大浪灣已有約 1 ，000 人被日軍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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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2日

陳數字應遠多於此。香港在大戰期間的死亡人數與馬尼拉(約

100 ，000 人) ，甚至東京、廣島、長崎等飽受空襲以至原子彈攻

擊的日本城市相距不遠。

註釋:

Percy Selwyn-Clarke , Report on Medical and Health Conditions in Hong 

Kong , p. 18 
2 Ibid. , p. 5 
3 Ibid. , 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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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鷗|

1941 年 12 月 25 日 ， 港督揖慕琦爵士與駐港英軍司令莫德

庇向日軍投降 ， 香港從此進入所謂 「三年零八個月 j 的日據時期 ，

直至 1 945 年 8 月 30 日由夏蕙率績的英團艦隊回港為止。 所謂 「三

年零八個月 J ' 早已成為香港歷史的一個關鍵詞 。 有關這段時期

的記慣與教述都集中討論市民承受的苦難或 日 軍的暴行 。

可是 ， 要更全面地理解這段時期 ， 則必須討論香港在日攝時期遭受

的暴行與苦難以外的歷史 ， 嘗試探蒙香港在 1937 年至 1 946 年之間的變

化 ， 更要把焦點從香港擴大至華南 、 東南亞 、 東京 、 倫教 、 華盛頓等地 ，

並將政治 、 戰略 、 軍事 、 經濟 、 社會等環環相扣的因棄一棋賽棍 ， 並突

出它們的相互關係 。 此外 ， 本書亦嘗試呈現當時香港市民面對戰爭與 日

本統治時的不同反應 ; 在專制橫暴的統治下 ， 有人鑿附極權 ， 有人起火

打劫 ， 有人不聞不問 ， 有人無奈接受 ， 有人掛死抵抗 ， 亦有人鎮定面對 ，

默默堅持至最後膳利 。


	IMG_20161104_0000
	IMG_20161104_0001
	IMG_20161104_0002
	IMG_20161104_0003
	IMG_20161104_0004
	IMG_20161104_0005
	IMG_20161104_0006
	IMG_20161104_0007
	IMG_20161104_0008
	IMG_20161104_0009
	IMG_20161104_0010
	IMG_20161104_0011
	IMG_20161104_0012
	IMG_20161104_0013
	IMG_20161104_0014
	IMG_20161104_0015
	IMG_20161104_0016
	IMG_20161104_0017
	IMG_20161104_0018
	IMG_20161104_0019
	IMG_20161104_0020
	IMG_20161104_0021
	IMG_20161104_0022
	IMG_20161104_0023
	IMG_20161104_0024
	IMG_20161104_0025
	IMG_20161104_0026
	IMG_20161104_0027
	IMG_20161104_0028
	IMG_20161104_0029
	IMG_20161104_0030
	IMG_20161104_0031
	IMG_20161104_0032
	IMG_20161104_0033
	IMG_20161104_0034
	IMG_20161104_0035
	IMG_20161104_0036
	IMG_20161104_0037
	IMG_20161104_0038
	IMG_20161104_0039
	IMG_20161104_0040
	IMG_20161104_0041
	IMG_20161104_0042
	IMG_20161104_0043
	IMG_20161104_0044
	IMG_20161104_0045
	IMG_20161104_0046
	IMG_20161104_0047
	IMG_20161104_0048
	IMG_20161104_0049
	IMG_20161104_0050
	IMG_20161104_0051
	IMG_20161105_0001
	IMG_20161105_0002
	IMG_20161105_0003
	IMG_20161105_0004
	IMG_20161105_0005
	IMG_20161105_0006
	IMG_20161105_0007
	IMG_20161105_0008
	IMG_20161105_0009
	IMG_20161105_0010
	IMG_20161105_0011
	IMG_20161105_0012
	IMG_20161105_0013
	IMG_20161105_0014
	IMG_20161105_0015
	IMG_20161105_0016
	IMG_20161105_0017
	IMG_20161105_0018
	IMG_20161105_0019
	IMG_20161105_0020
	IMG_20161105_0021
	IMG_20161105_0022
	IMG_20161105_0023
	IMG_20161105_0024
	IMG_20161105_0026 77_1L
	IMG_20161105_0026 77_2R
	IMG_20161105_0027
	IMG_20161105_0028
	IMG_20161105_0029
	IMG_20161105_0030
	IMG_20161105_0031
	IMG_20161105_0032
	IMG_20161105_0033
	IMG_20161105_0034
	IMG_20161105_0035
	IMG_20161105_0036
	IMG_20161105_0037
	IMG_20161105_0038
	IMG_20161105_0039
	IMG_20161105_0040
	IMG_20161105_0041
	IMG_20161105_0042
	IMG_20161105_0044 95_1L
	IMG_20161105_0044 95_2R
	IMG_20161105_0045
	IMG_20161105_0046
	IMG_20161105_0047
	IMG_20161105_0048
	IMG_20161105_0049
	IMG_20161105_0050
	IMG_20161106_0001
	IMG_20161106_0002
	IMG_20161106_0003
	IMG_20161106_0004
	IMG_20161106_0005
	IMG_20161106_0006
	IMG_20161106_0007
	IMG_20161106_0008
	IMG_20161106_0009 111_1L
	IMG_20161106_0009 111_2R
	IMG_20161106_0010_1L
	IMG_20161106_0010_2R
	IMG_20161106_0011
	IMG_20161106_0012
	IMG_20161106_0013
	IMG_20161106_0014
	IMG_20161106_0015
	IMG_20161106_0016
	IMG_20161106_0017
	IMG_20161106_0018
	IMG_20161106_0019
	IMG_20161106_0020
	IMG_20161106_0021
	IMG_20161106_0022
	IMG_20161106_0023
	IMG_20161106_0024
	IMG_20161106_0025
	IMG_20161106_0026
	IMG_20161106_0027
	IMG_20161106_0028
	IMG_20161106_0029
	IMG_20161106_0030
	IMG_20161106_0031
	IMG_20161106_0032
	IMG_20161106_0033
	IMG_20161106_0034
	IMG_20161106_0035
	IMG_20161106_0036
	IMG_20161106_0037
	IMG_20161106_0038
	IMG_20161106_0040
	IMG_20161106_0041
	IMG_20161106_0042
	IMG_20161106_0043
	IMG_20161106_0044
	IMG_20161106_0045
	IMG_20161106_0046
	IMG_20161106_0047
	IMG_20161106_0048
	IMG_20161106_0049
	IMG_20161107_0001
	IMG_20161107_0002
	IMG_20161107_0003
	IMG_20161107_0004
	IMG_20161107_0006 157_1L
	IMG_20161107_0006 157_2R
	IMG_20161107_0007
	IMG_20161107_0008
	IMG_20161107_0009
	IMG_20161107_0010
	IMG_20161107_0011
	IMG_20161107_0012
	IMG_20161107_0013
	IMG_20161107_0014
	IMG_20161107_0015
	IMG_20161107_0016
	IMG_20161107_0017
	IMG_20161107_0018
	IMG_20161107_0019
	IMG_20161107_0020 pic 171
	IMG_20161107_0021
	IMG_20161107_0022
	IMG_20161107_0023
	IMG_20161107_0024
	IMG_20161107_0025
	IMG_20161107_0026
	IMG_20161107_0027
	IMG_20161107_0028
	IMG_20161107_0029
	IMG_20161107_0030
	IMG_20161107_0030a_1L
	IMG_20161107_0030a_2R
	IMG_20161107_0031
	IMG_20161107_0032
	IMG_20161107_0033
	IMG_20161107_0034 pic
	IMG_20161107_0035 pic 188
	IMG_20161107_0036
	IMG_20161107_0037
	IMG_20161107_0038
	IMG_20161107_0039
	IMG_20161107_0040
	IMG_20161107_0042 195_1L
	IMG_20161107_0042 195_2R
	IMG_20161107_0043
	IMG_20161107_0044
	IMG_20161107_0045
	IMG_20161107_0046
	IMG_20161107_0047
	IMG_20161107_0048
	IMG_20161108_0001
	IMG_20161108_0002
	IMG_20161108_0003
	IMG_20161108_0004
	IMG_20161108_0005
	IMG_20161108_0006
	IMG_20161108_0007
	IMG_20161108_0008
	IMG_20161108_0009 pic 210
	IMG_20161108_0010
	IMG_20161108_0011
	IMG_20161108_0012
	IMG_20161108_0013
	IMG_20161108_0014
	IMG_20161108_0015
	IMG_20161108_0016
	IMG_20161108_0017 216_1L
	IMG_20161108_0017 216_2R
	IMG_20161108_0019
	IMG_20161108_0020
	IMG_20161108_0021
	IMG_20161108_0022
	IMG_20161108_0023
	IMG_20161108_0024
	IMG_20161108_0025
	IMG_20161108_0026
	IMG_20161108_0027
	IMG_20161108_0028
	IMG_20161108_0029
	IMG_20161108_0030
	IMG_20161108_0031
	IMG_20161108_0032
	IMG_20161108_0033
	IMG_20161108_0034
	IMG_20161108_0035
	IMG_20161108_0036
	IMG_20161108_0037
	IMG_20161108_0038
	IMG_20161108_0039
	IMG_20161108_0040
	IMG_20161108_0041
	IMG_20161108_0042
	IMG_20161108_0043
	IMG_20161108_0044
	IMG_20161108_0045
	IMG_20161108_0046
	IMG_20161108_0047
	IMG_20161108_0048
	IMG_20161108_0049
	IMG_20161108_0050
	IMG_20161108_0051
	IMG_20161109_0001
	IMG_20161109_0002 p 253
	IMG_20161109_0003
	IMG_20161109_0004 p 255
	IMG_20161109_0005
	IMG_20161109_0006
	IMG_20161109_0007
	IMG_20161109_0008
	IMG_20161109_0009
	IMG_20161109_0010 p 261
	IMG_20161109_0011
	IMG_20161109_0012
	IMG_20161109_0013
	IMG_20161109_0014
	IMG_20161109_0015
	IMG_20161109_0016
	IMG_20161109_0017 p 268
	IMG_20161109_0018 p 269
	IMG_20161109_0019
	IMG_20161109_0020
	IMG_20161109_0021 p 272
	IMG_20161109_0022
	IMG_20161109_0023
	IMG_20161109_0024
	IMG_20161109_0025 p 276
	IMG_20161109_0026
	IMG_20161109_0027 278
	IMG_20161109_0028
	IMG_20161109_0029
	IMG_20161109_0030
	IMG_20161109_0031
	IMG_20161109_0032
	IMG_20161109_0033
	IMG_20161109_0034 p 285
	IMG_20161109_0035 p 286
	IMG_20161109_0036
	IMG_20161109_0037 p 288
	IMG_20161109_0038
	IMG_20161109_0039
	IMG_20161109_0040
	IMG_20161109_0041
	IMG_20161109_0042
	IMG_20161109_0043
	IMG_20161109_0044
	IMG_20161109_0045
	IMG_20161109_0046 p 297
	IMG_20161109_0047 p 298
	IMG_20161109_0048
	IMG_20161109_0049
	IMG_20161109_0050
	IMG_20161110_0001
	IMG_20161110_0002 p 303
	IMG_20161110_0003
	IMG_20161110_0004
	IMG_20161110_0005
	IMG_20161110_0006 p 307
	IMG_20161110_0007 p 308
	IMG_20161110_0008
	IMG_20161110_0009
	IMG_20161110_0010
	IMG_20161110_0011
	IMG_20161110_0012
	IMG_20161110_0013
	IMG_20161110_0014
	IMG_20161110_0015
	IMG_20161110_0016
	IMG_20161110_0017
	IMG_20161110_0018
	IMG_20161110_0019
	IMG_20161110_0020
	IMG_20161110_0021
	IMG_20161110_0022
	IMG_20161110_0023
	IMG_20161110_0024 p 325
	IMG_20161110_0025 326
	IMG_20161110_0026
	IMG_20161110_0027
	IMG_20161110_0028
	IMG_20161110_0029
	IMG_20161110_0030
	IMG_20161110_0031
	IMG_20161110_0032
	IMG_20161110_0033 p 334
	IMG_20161110_0034
	IMG_20161110_0035
	IMG_20161110_0036
	IMG_20161110_0037 p 338
	IMG_20161110_0038
	IMG_20161110_0039
	IMG_20161110_0040
	IMG_20161110_0041 p 342
	IMG_20161110_0042
	IMG_20161110_0043
	IMG_20161110_0044
	IMG_20161110_0045
	IMG_20161110_0046
	IMG_20161110_0047
	IMG_20161110_0048
	IMG_20161110_0049
	IMG_20161110_0050
	IMG_20161111_0001
	IMG_20161111_0002
	IMG_20161111_0003
	IMG_20161111_0004
	IMG_20161111_0005
	IMG_20161111_0006
	IMG_20161111_0007
	IMG_20161111_0008
	IMG_20161111_0009
	IMG_20161111_0010
	IMG_20161111_0011
	IMG_20161111_0012
	IMG_20161111_0013
	IMG_20161111_0014
	IMG_20161111_0015
	IMG_20161111_0016
	IMG_20161111_0017
	IMG_20161111_0018
	IMG_20161111_0019
	IMG_20161111_0020
	IMG_20161111_0021
	IMG_20161111_0022
	IMG_20161111_0023
	IMG_20161111_0024
	IMG_20161111_0025
	IMG_20161111_0026
	IMG_20161111_0027
	IMG_20161111_0028
	IMG_20161111_0029
	IMG_20161111_0030
	IMG_20161111_0031
	IMG_20161111_0032
	IMG_20161111_0033
	IMG_20161111_0034
	IMG_20161111_0035
	IMG_20161111_0036
	IMG_20161111_0037
	IMG_20161111_0038
	IMG_20161111_0039
	IMG_20161111_0040
	IMG_20161111_0041
	IMG_20161111_0042
	IMG_20161111_0043
	IMG_20161111_0044
	IMG_20161111_0045
	IMG_20161111_0046
	IMG_20161111_0047
	IMG_20161111_0048
	IMG_20161111_0049
	IMG_20161111_0050
	IMG_20161112_0001
	IMG_20161112_0002 p 403
	IMG_20161112_0003 p 404
	IMG_20161112_0004
	IMG_20161112_0005
	IMG_20161112_0006 p 407
	IMG_20161112_0007 p 408
	IMG_20161112_0008 p 409
	IMG_20161112_0009
	IMG_20161112_0010
	IMG_20161112_0011
	IMG_20161112_0012
	IMG_20161112_0013 p 414
	IMG_20161112_0014 p 415
	IMG_20161112_0015
	IMG_20161112_0016
	IMG_20161112_0017
	IMG_20161112_0018
	IMG_20161112_0019
	IMG_20161112_0020
	IMG_20161112_0021
	IMG_20161112_0022
	IMG_20161112_0023
	IMG_20161112_0024
	IMG_20161112_0025
	IMG_20161112_0026
	IMG_20161112_0027
	IMG_20161112_0028
	IMG_20161112_0029
	IMG_20161112_0030
	IMG_20161112_0031
	IMG_20161112_0032
	IMG_20161112_0033
	IMG_20161112_0034
	IMG_20161112_0035
	IMG_20161112_0036
	IMG_20161112_0037
	IMG_20161112_0038
	IMG_20161112_0039
	IMG_20161112_0040
	IMG_20161112_0041
	IMG_20161112_0042
	IMG_20161112_0043
	IMG_20161112_0044
	IMG_20161112_0045
	IMG_20161112_0046
	IMG_20161112_0047
	IMG_20161112_0048
	IMG_20161112_0049
	IMG_20161113_0001
	IMG_20161113_0002
	IMG_20161113_0003
	IMG_20161113_0004
	IMG_20161113_0005
	IMG_20161113_0006
	IMG_20161113_0007
	IMG_20161113_0008
	IMG_20161113_0009
	IMG_20161113_0010
	IMG_20161113_0011
	IMG_20161113_0012
	IMG_20161113_0013
	IMG_20161113_0015 467_1L
	IMG_20161113_0015 467_2R
	IMG_20161113_0016
	IMG_20161113_0017
	IMG_20161113_0018
	IMG_20161113_0019
	IMG_20161113_0020
	IMG_20161113_0021
	IMG_20161113_0022
	IMG_20161113_0023
	IMG_20161113_0024
	IMG_20161113_0025
	IMG_20161113_0026
	IMG_20161113_0027
	IMG_20161113_0028
	IMG_20161113_0029
	IMG_20161113_0030
	IMG_20161113_0031
	IMG_20161113_0032
	IMG_20161113_0033
	IMG_20161113_0034
	IMG_20161113_0035
	IMG_20161113_0036
	IMG_20161113_0037
	IMG_20161113_0038 490_1L
	IMG_20161113_0038 490_2R
	IMG_20161113_0040
	IMG_20161113_0041
	IMG_20161113_0042
	IMG_20161113_0043
	IMG_20161113_0044 496_1L
	IMG_20161113_0044 496_2R
	IMG_20161113_0047 499_1L
	IMG_20161113_0047 499_2R
	IMG_20161113_0048
	IMG_20161113_0049
	IMG_20161114_0001_1L
	IMG_20161114_0001_2R
	IMG_20161114_0002_1L
	IMG_20161114_0002_2R
	IMG_20161114_0003_1L
	IMG_20161114_0003_2R
	IMG_20161114_0004 508_1L
	IMG_20161114_0004 508_2R
	IMG_20161114_0005 510_1L
	IMG_20161114_0005 510_2R
	IMG_20161114_0006_1L
	IMG_20161114_0006_2R
	IMG_20161114_0007_1L
	IMG_20161114_0007_2R
	IMG_20161114_0008
	IMG_20161114_0009
	IMG_20161114_0010
	IMG_20161114_0011
	IMG_20161114_0012
	IMG_20161114_0013
	IMG_20161114_0014
	IMG_20161114_0015
	IMG_20161114_0016 524_1L
	IMG_20161114_0016 524_2R
	IMG_20161114_0018
	IMG_20161114_0019
	IMG_20161114_0020
	IMG_20161114_0021
	IMG_20161114_0022
	IMG_20161114_0023
	IMG_20161114_0024
	IMG_20161114_0025
	IMG_20161114_0026
	IMG_20161114_0027
	IMG_20161114_0028
	IMG_20161114_0029
	IMG_20161114_0030
	IMG_20161114_0031
	IMG_20161114_0032
	IMG_20161114_0033
	IMG_20161114_0034
	IMG_20161114_0035
	IMG_20161114_0036
	IMG_20161114_0037
	IMG_20161114_0038
	IMG_20161114_0039
	IMG_20161114_0040
	IMG_20161114_0041
	IMG_20161114_0042
	IMG_20161114_0043
	IMG_20161114_0044
	IMG_20161114_0045
	IMG_20161114_0046
	IMG_20161114_0047
	IMG_20161114_0048
	IMG_20161114_0049
	IMG_20161114_0050
	IMG_20161114_0051
	IMG_20161114_0052
	IMG_20161114_0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