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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中旬的一个下
午，在广州沙面岛上一幢办公楼
内，离开日本多年的欧阳江旋拨
通了一个越洋电话。电话那端，
是一位80余岁的日本老人，她的
名字叫竹田幸子，曾任关西日中
交流恳谈会会长。关西日中交流
恳谈会的前身，正是在那个风云
变幻的年代里，让不少日本青年
向往的毛泽东思想学院。

在日本民间，为什么会有一
所“毛泽东思想学院”？它是如何
创办的？日前，羊城晚报记者独
家专访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
公室原二级巡视员欧阳江旋。他
曾任中国驻日本大阪总领事馆领
事，因工作关系，两度到访关西日
中交流恳谈会。

1962 年 4月的一天，日
本大阪市布匹批发市场一
隅，在一间破落小屋内举办
的讲习班吸引了 20多名年
轻人参加。尽管条件简陋，
但 学 习 气 氛 认 真 而 又 热
烈。这间小屋是当时的日
中友好协会大阪府联合会
办公室（后更名为“大阪府
日中友好协会”）。毛泽东
思想学院的前身，即大阪府
日中友好学院在这一天正
式宣告成立。

时任日中友好协会大
阪府联合会理事长的大塚
有章在第一期讲习班的讲
话中开宗明义强调，创办大
阪府日中友好学院，目的不
是培养知识分子，而是要造
就一批能积极从事日中友
好运动的活动家。为此，学
院成立初期即编撰了一系
列学习教材，包括“日本与
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

“日中友好运动新阶段”“中
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等
内容，努力提高青年活动家
的理论水平。

“当时，日本进步青年
渴望了解新中国，他们以高
涨的热情和勇气，积极参与

街头运动并开展日中友好
活动，呼吁政府当局反省侵
略中国的历史，群众参加反
战和平友好运动的声势一
浪接一浪。应运而生的日
中友好学院吸引了众多日
本进步青年报名学习。”欧
阳江旋说。

据了解，短短五年时间
内，学院学员人数由最初的
20 名增至逾千名，同时还
开办了日中友好学院奈良
分院。

上 世 纪 60 年 代 中 后
期，西方国家青年运动浪潮
此起彼伏。随着日本国内
外形势的深刻变化以及日
中友好学院的发展壮大，大
塚有章认为，要更好地满足
学员们了解中国革命成功
之路的热情，有必要创立一
所以学习毛泽东思想为中
心的学院。

1967年，毛泽东思想学
院在日本诞生。该学院成
立时招收的学员主要来自
两部分，一部分是日中友好
学院过渡来的学员，大多为
共产党员；另一部分是积极
响应号召，为学院创立付出
汗水的社会活动积极分子。

日本曾有一所日本曾有一所““毛泽东思想学院毛泽东思想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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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前

为探索救亡道路
这群中国青年留学日本 文/羊城晚报记者 谭铮

采访翻译/牛翩翩

日本有这样一所大学，
它于 1882 年创立，1889 年
开始接收中国留学生。陈独
秀、李大钊、彭湃等，都曾是
这所学校的学生。它，就是
早稻田大学。

一百多年前，一群中国
青年为挽救民族危亡，寻求
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救国思
想，远赴重洋。他们为什么
选择日本？早稻田大学里的
学习经历，对这批早期中国
共产党人产生了哪些影响？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了
早稻田大学国际部东亚部部
长江正殷和研究中国的学者
爱知县立大学教授川尻文
彦，回溯百年前早期中国共
产党人在日本的生活。

“我们期待疫情快点过
去，这样我们的员工就可以
恢复以往每年的例行活动，
到中国‘重走长征路’。”说这
句话的人，是日本星火产业
株 式 会 社 的 社 长 陈 志 清 。
2020 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该公司自 1987 年就
启动的“重走中国长征路”活
动被迫暂停。

一家以制作汉方为主的
日本企业，为什么在过去 30
多年的时间里，坚持每年安
排 员 工 到 中 国“ 重 走 长 征
路”？这一切要从这家公司
的创始人石川士郎说起。

“中国人给了他
第二次生命”

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临
近结束约半年前，石川士郎被
征派至中国沈阳，从事飞机场
的后勤工作。在战争中，他不
幸被流弹击中，幸而被当地中
国农民所援救。“伤病好了以
后，石川士郎觉得‘第二次生
命是中国人给的’，非常感
激。”陈志清说：“日本战败后，
石川士郎被当时的苏联红军
作为俘虏送至西伯利亚。中
途由于生病，就在苏联境内一
个地方接受治疗。”

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
石川士郎接触到不少当地的
医生和护士，也改变了此前
对共产主义、对中国、对苏联
的片面认识。他暗自决定：
日后若有机会，一定要多做
有益于中国与苏联两个国
家、两国人民的事情。

怀揣着这一想法，石川

士郎回到日本，在东京外国
语大学俄语专业毕业后，进
入了一家与中国有贸易往来
的日本小公司工作。

上世纪 50 年代，中日贸
易往来稀缺。在经历数家小
贸易公司的先后倒闭后，石川
士郎决定自己创业，开展相关
业务。1960年，他创立日本星
火产业株式会社。“石川士郎
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要报答
中国。但用什么方式报答中
国？在他看来，赚钱，然后支
援中国的建设是一个非常好
的方式。”陈志清说，石川士郎
立下目标后，也逐渐意识到，
只有增强日中两国的友好往
来、民间交往，才能更好地实
现自己的目标。

“星星之火，可
以燎原”

促进民间友好交往的前
提，在于了解、理解对方。陈
志清介绍，“中国历史源远流
长，石川士郎决定先让他的
日本员工了解中国革命史，
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
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
史。而重要方式之一，就是

‘重走中国长征路’。”
1987 年，石川士郎率团

访华，为这一持续性的活动
拉开了序幕。他清晰地看
到，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各
种精神发挥的作用。“这些精
神不仅在革命年代起到作
用，在中国人建设现代社会
的过程中，也产生了重要的
影响。”陈志清说：“石川士郎
认为，这些精神不仅对中国

有作用，对于日本企业的发
展与管理也有借鉴意义。”

于是，在中日友好协会
及中国各地对外友好协会的
支持与协调下，日本星火产
业株式会社每年组织多名员
工从日本来到中国。江西的
瑞金、井冈山，湖南的湘潭，
福建的古田……日本员工沿
着中国长征的路线走了一
遍。“从 1987 年至 1999 年，我
们完成了长征路线的第一圈
循环。2000 年，我们又开启
新的一轮。除了2008年受汶
川地震影响我们无法前往
外，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
前，我们已两次完成‘二万五
千里长征’路线。”

据介绍，自1987年起，该
公司参与此活动的总人数达
147人，不少人不止一次参加。

随着市场不断变化，业
务不断拓展，该公司成为了
一家以日中、日俄贸易为主
体的商贸公司，又是一家生
产销售中成药的企业。据介
绍，以往日本人大多只知道

“汉方”而没有“中医学”的概
念。近20年来，该公司不断将
中医理论引入日本，让越来越
多日本人了解和认识中医。
与此同时，他们也与广州中
医药大学、川大华西药业等
建立联系与合作，开展中医学
术交流和产品研发合作。

公司以“星火”为名，官
方介绍中有这样一句话：“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一
种跨越国界的精神共鸣。陈
志清表示，愿日本星火产业
株式会社为中日友好交流搭
建更加坚实的桥梁。

这家日企，每年都在“重走中国长征路”

羊城晚报记者 谭铮

为什么他们留学日本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
庭，青春之国家……”早稻田大学
历史纪念馆内的名人名言墙上，这
段文字引人注目。文字摘自中国
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最早
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于
1916年春写的文章——《青春》。

为什么陈独秀、李大钊、陈望
道、彭湃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会选
择到日本留学？江正殷分析，他们
选择日本，与1905年至1910年间，
早稻田大学专设“清国留学生部”
有关系。这五六年间，早稻田大学
迎来了 2000 多名清政府的公派留
学生。“这批留学生毕业后，很多回
到中国国内，成为老师，进入新式
学堂教学。当时，部分有条件出国
留学的学子，接触到这批老师，了
解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所以来到日
本学习。”江正殷说。

谈及李大钊为什么会选择到日
本留学，川尻文彦表示，根据李大
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时期发表
于《言治》等杂志上的政论来看，李

大钊志在专攻政治、经济等相关学
科，以振兴中国民生。当时，学堂
内讲授法学的今井嘉幸、讲授政治
学的吉野作造两位教授的课程，以
及李大钊订阅的日语书籍都对他
的思想形成了一定影响。同时，北
洋法政专门学堂与早稻田大学之
间有协议，该学堂学生可免试就读
早稻田大学。

1914 年 9月，李大钊进入早稻
田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这
既不是留学生部也不是速成班，而
是与日本大学生相同的正规课
程。”川尻文彦说。

如何影响青春之觉醒

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安藤彦太
郎在《架向未来之桥——早稻田大
学与中国》一书中，不仅展示了李
大钊的成绩单，还详细整理了李大
钊上学时履修的 11门科目及对应
的执教老师。江正殷表示：“李大
钊留学期间，除了在课堂上认真学
习之外，在课外还积极向其他教授
请教，结识日本有识之士，探索救
国救民之路。”在早稻田大学任职

的安部矶雄是最早把社会主义思
想引入日本的先驱，虽然李大钊未
直接选修他的课程，但在思想方面
受其影响较大。

“当时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并
没有完全建立，但早稻田大学一批
老师特别关注社会问题。为了探
索如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老师们
从欧洲引进了早期社会主义的思
潮。李大钊在日本学习期间，接触
到社会主义的相关思想。可以说，
在日本的学习对李大钊后来思想
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江正殷
说。他和川尻文彦还不约而同提
到，李大钊在 1916 年回国后，依然
坚持订购日本杂志和专业书籍。
川尻文彦表示：“研究认为，李大钊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借鉴了
日本经济学者、京都帝国大学河上
肇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
最新成果。”

拟合作复原历史链条

在川尻文彦看来，20世纪初期
正值日本的大正民主时期，“那个
时间段仍是历史上日中两国交流
最频繁的时期之一”。第一次世界
大战后，日本经济繁荣，学术、文
化、思想等也处于“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的阶段，对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的研究也取得极大进展。李大
钊等中国留学生们在其时的开放
氛围中学习了政治、法学、经济、文
学、哲学、医学和自然科学等各个
领域的知识，也吸收了日本的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成果。

川尻文彦提到，近年来，由于多
种因素的影响，日本大学生关于世
界史、中国史了解相对较少，知道李
大钊等中国革命家的日本青年就更
少了。“但是，关心现今中国政治、经
济、外交等的学生比较多。希望他
们通过（了解）李大钊，能够对曾经
在日本生活的中国革命家产生兴趣
并加深了解。”川尻文彦说。

北京大学留存了许多李大钊等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相关历史材
料。江正殷透露：“我们接下来要
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和北京大
学进行联动，看能否联手，把这段
历史链条更完整地复原出来。”

“我在2000年和 2004年两
次拜访关西日中交流恳谈会。
当时，毛泽东思想学院已更名为
关西日中交流恳谈会。”欧阳江
旋回忆说：“上世纪 80年代初，
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
省份，与许多国家的地方政府或
民间友好组织建立了联系，其中
有不少是日本的民间对华友好
组织。”

据介绍，早在上世纪 80 年
代，广东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以下简称“省友协”）就在日本
友好人士、社会活动家笹山德治
的牵线搭桥下，与关西日中交流
恳谈会建立了联系。笹山德治
也曾是毛泽东思想学院的学员，
与竹田幸子是朋友。

“我是在毛泽东思想学院成
立20周年的纪念册《星星之火》
中，第一次认识了毛泽东思想学
院的创始人大塚有章先生。”欧
阳江旋告诉记者。

据介绍，大塚有章于上世纪
20年代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
经济学系，后曾在银行工作。受
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经济学
家、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先驱河
上肇先生的启蒙，大塚有章对社
会主义产生了了浓厚兴趣，并于
1932年加入日本共产党。在日
本军国主义疯狂的年代，他因参
与反对军国主义对外扩张而被

捕，度过了十年牢狱生活，其后
被强征派到中国的东北，在电影
公司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大塚有
章在中国的土地上第一次接触
到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他组织
了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共产主
义小组’，和中国人民并肩作
战，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尽了一
份共产主义战士的国际主义义
务。”欧阳江旋介绍。

1956年，大塚有章回到日本
并恢复了日本共产党员的党
籍。“他一直在思索，为什么日本
共产党没有像中国共产党一样
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什么中国共
产党在敌强我弱的不利环境中
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解放战
争的胜利。”欧阳江旋说：“他得
出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高举
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走
群众路线’‘实事求是’，这是毛
泽东思想的精髓所在。”由此，
大塚有章积极探索战后日本共
产党的工作方向。

以学习毛泽东思想为中心贰

曾到新中国厂矿农村调研叁
总策划：林海利 孙璇
总统筹：林洁 彭启有
执行统筹：谭铮

创始人曾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壹

100 多年前，在中华

民族危亡之际，有一群中
国青年，为探寻救国救民
的真理与道路，奔赴法、
日 、俄 等 地 ，学 习 新 思
想、新知识。同时，在中
国人奋起抗争的年代里，
也有不少外国友人来到
中国，将他们在华的所
见、所闻、所思、所想传
播回去。

这群为挽救民族危
亡而探路的中国青年，在
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
在中国的外国人，回到自
己的国家后如何传播中
国人的革命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羊城晚报
携手广东省人民对外友
好 协 会 ，推 出《红 色 记
忆·全 球 寻 踪》系 列 报
道，寻找全球多地的红色
记忆。敬请垂注。

1982 年，日本毛泽东思想学院创立 15 周年之际组团来华访问。
图为访华团在遵义会议旧址合影

学院创始人大塚有章

学院学习教材

欧阳江旋
羊城晚报记者 郭思琦 摄

李大钊（资料图）新华社发

◀李大钊早稻田大学学籍卡彩色扫描件（资料图）新华社发

▲日本早稻田大学标志性建筑大隈讲堂 新华社发

1972年，大塚有章率领
毛泽东思想学院参观学习团
来到中国，在北京期间，请郭
沫若同志在学院院旗上写了
大大的“实践”两个字。回国
后，学院在课程设计上进一
步加大了从理论学习到组织
学员深入日本各地做社会调
查研究的力度。此后，毛泽
东思想学院多次组织学员访
华取经，深入中国的厂矿农
村参观访问，实地了解新中
国的发展状况。1977年，大
塚有章最后一次率考察团访
问中国，受到廖承志等对日
工作的老一辈同志的热烈欢
迎，进一步激发了其办好办
活毛泽东思想学院的信心。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

毛泽东思想学院易名为关西
日中交流恳谈会。

近日，接受羊城晚报记
者专访时，回忆起过往两次
拜访关西日中交流恳谈会的
场景，欧阳江旋感慨良多。

“当我在那里看到毛主席雕
像和中国地图时，仿佛回到
了那群日本青年激情燃烧的
年代。”他说。

而在越洋电话的那一
端，竹田幸子女士也谈到，
毛泽东思想学院的创立，
让那一代日本青年认识
到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并
将其传播出去，也在那
个时代，为日中青年的
民间友好交流搭建了
一座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