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伪的留日学生教育

周孜正

内容提要 1940 年 3 月汪伪政权成立后, 为了推行奴化教育向日本派

遣了一些留日学生,沦陷区也有部分学生自费留学日本, 那么他们的情况如

何呢,本文在梳理档案的基础上, 就当时留日学生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描述, 以

图再现一段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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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留日学生的考选和汪伪的预期培养目标

汪伪政权的教育方针的基本精神是 一扫以往的排日仇日教

育,实现真实的亲日友日教育 ,为了培养更多可加以利用的高级
人才, 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这一事项在汪伪政府成立后很快被提上

了议事日程。

在接到日本驻华大使馆转交的日本外务省的考选庚款留日学

生甲乙两号文件的命令和 1940年留日公费生华中补助费名额为

二十五名(即庚款生)的函知 后 ! , 1940 年 6 月 27 日, 汪伪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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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成立尚喘息未定之际, 留日公费学考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就在伪教育部长赵正平的亲自主持下在南京召开了。考选留日学

生的办法由该委员会决定。1940年伪留日公费生考选委员会的

委员长由赵正平亲自担任, 副委员长为教育部次长樊仲云及戴英

夫两名。由上可见, 教育部对留日考生的考选异常重视。

第一次考选留日公费生初试日期为 1940年 7 月 25 日, 由上

海、南京、汉口市教育局,苏、皖、鄂省教育厅自行在本地举行。其

中初试考国学常识一门,作文二题; 复试考四门, 国文、外国语、数

学、自然科学,并且增加物理、化学的考题数量。由此可看出,汪伪

政府更注重选拔的是技术实用型的人才,这与其以技术教育为领

先的政策是一致的。当时#教育建设∃的时论 % % % #留学生是以兴
国亦是以亡国∃ ! 也明确提出, 汪伪需要的是有 亲善 和 实用 

特征的留学生。除了这两点外,汪伪的预期培养目标是关于思想

方面的,希望留学生在日学习期间受到日本的同化,思想上重新认

识中日关系和中日战争, 要达到汪精卫 1941年访日时的演讲中提

出的认识到这场战争是 长兄虽然打了兄弟,但并不是要将他打

死,仍然要和他同心协力地复兴家道 。& 伪教育部招收的公费留

日生范围一般为汪伪能够直接产生影响的地区, 包括江苏、浙江、

湖北、广东省和南京、上海、武汉这三个特别市。∋ 为了方便中国

学生能够在出国前熟悉日语, 汪伪政府还开办了杭州东南学院此

类日语学校, 以培养留学人才为号召, 募收失学青年 。
根据预期的培养目标,汪伪对派送留学生学习的专业有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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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当然有学生投报志愿与其要求相符。但如 1943年的由江苏省

公派的陈某某, 赴日本 半年后因受省座指派入日本大学经济部 ,

而不能够随意的改换专业。但留学生自有办法, 如陈某某通过

再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学理科 ! 的办法改换了专业。另一

办法是通过在同一个学校变通专业, 如限定专业为教育学的萧某

某,考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 再选择入该校的理科, 学化

学。& 虽然汪伪政权行政院 1941年又令教育部修正#国外留学生
规程∃,意图加强对学生选专业的控制, 但是这种形式化的制度并

不能限制活生生的人。而据日本文部省对留学生甲号文件, 留学

生完成 东亚学校受日本语及其他预备教育 后, 即可入各人所希

望之学校 ∋ ,并无特别限制。汪伪的限制专业的 委托培养 形式
并未起到实质效用。

公费考生录取之后, 一般必须到南京听训二日后再东渡,期间

一切开支均由教育部承担。汪伪政府欲 招安 对这些未去后方的
青年才俊, 一方面表现为训化, 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一定的经济收

买。虽然汪伪的财政并不充裕,且又在战时, 但是对于留学生的经

费却非常宽裕。就听训活动所需款项随每年的物价上涨而上涨,

此项经费每年均由行政院直接安排财政部总概算 总预备费项下

如数拨交教育部 (,决不克扣。

汪伪也允许一部分自费生留日。1940 年申请需要填写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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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自费留学生考查表 一张。! 在汪伪政权稍事稳定后, 1941 年

5月重新颁布的#修正国外留学生规程∃对自费生专列第三章加以

控制,规程规定自费生每学期须将上学期之经过及研究之成绩, 连

同主任、教授证明文件, 呈请主管留学机关证明, 分别呈送伪教育

部驻日管理留学机关审核后转教育部备案。一学期不报者, 管理

留学机关应予警告, 两学期不报者,取消留学资格,并勒令回国。&

自费生有特别成绩者,经教育部审定认可后, 也可得享受各本省市

奖金补助。但是在享受政府奖金的同时,也要受到政府对公费生

的同样限制。

总之,留日学生虽然被吹捧为中日亲善的象征之一,但实际上

汪伪政府希图他们将来成为 复兴事业 的技术工具, 而对留日学

生的控制却比国民政府和北洋政府要严厉得多。其实质正如日本

对当时的台湾殖民地的奴化教育一样, 费正清指出: 日本人提倡

包括孔孟思想科学、日语的(小学)教育,但日本人不愿意制造知识

分子。 ∋

二 关于留日学生的经费

(一)日汪官方背景的各种津贴补助

津贴补助的第一种是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庚款津贴。据

1937年 12月日本外务省的调查,七七事变后留在日本的中国留

学生为 403人, 其中外务省给予庚款补助的占 94人。占当时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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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学生总数的将近 1/ 4。抗战爆发至汪伪政府成立前, 日本外

务省对中国留学生的庚款津贴依然继续。如 1935年自费入东京

日本大学的朱某某为补贴生活, 在 1938年 考得外务省文化事业

部月给四十元的公费 ,且 系庚子赔款移充 。! 这种情况一直延

续到抗战结束。

另一种是汪伪政府的留学津贴。教育部长赵正平在第一批学

生赴日的当年 1940年 11月 19日向行政院提出要求拨发留学津

贴。虽 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就庚款项下每月给日金五十元 ,

赵觉得 处此物价暴涨之际,委实不敷应用 , 就以此理由向行政院

呈文提出: 为免半途辍学起见,凡成绩优良之留日学生,拟请酌给

津贴。 & 1940年 11月 27日,行政院 第三十五次会议正式决议

通过留日学生津贴办法及经费支出预算书一案 ∋ ,该规定将补助

额度上升, 每名每月给津贴费合国币五十元 。( 据陆某某个人

自传的记载, 1936年法币七十元,可换日金百元 ,当时一 俭朴 

的留日学生 每月七十日金 就可生活, 即相当于 每月只需法币五

十元 。∗ 而自 1937年 7月,对日抗战开始,三年之间, 法币信用

毫无变动 。+ 在 1941年 12月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前, 日伪华兴银

行发行的伪券很长时间都是与法币等价联系的 , ,所以 1940年汪

伪的国币五十元津贴= 法币五十元= 日金七十元。很显然, 一旦

获得汪伪政府的留学津贴, 留学生就可应付在日俭朴生活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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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公费学生们本来就有每月日金五十元的生活补助。以此来

看,汪伪政府在经济方面对留日学生应属相当的支持。

第三种来自于一些有日汪官方背景的文化团体和企业。当时

中国留日学生的受到 文化团体等 资助的共有 38人 ! , 除了一些

文化团体等直接资助学生赴日留学之外,还有一种间接资助的方

式,即由汪精卫、陈群等主持的文化团体 中华留日同学会 出面,

举办留日预备班,其学生是免费学习并提供食宿的。

日汪各种官方背景的留学津贴补助,是有目的的。细究原因,

笔者以为, 在汪伪认为, 资助青年留日此举一则对加强中日亲善,

沟通中日文化有极大的意义; 二则青年在日学习期间会受到日本

的同化将来回国后可以 接受 并加入汪伪统治阵营; 三则可以借

助日本的科学力量, 以培养更多实用型 建国人才 。而在日本方

面,除了包含以上的三个方面之外,从长远方面讲,日方希望在思

想上认同了日本的留日学生回国后能够成为他们最好的控制中国

的 买办 和 助手 ; 从短期利益来看,可为汪伪培养更多的高级技

术人才,对振兴占领地区的内部经济,改善民生和稳定民心有直接

的效果,有利于日军的 外苦内乐 的战略方针实施,以期最终实现

以华制华,以战养战 的阴谋。总之,要实现以上的目的, 最基本

的就是要拨付足够的学习生活经费, 保证留学生能够完成学业。

因此,当时所有在日的中国留学生,自然都成了日汪通过不同的方

式和渠道资助收买的对象, 且这些经费成了留日学生的主要经费

来源。

(二)留日学生自筹的经费

自筹的经费主要来自于留日学生自家的家庭资助和他们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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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打零工所得两个方面。留日学生中家庭资助的自费生并不占

留日学生的主体,据 1946年 5月的#留日学生学费来源统计表∃,

被统计的 456名学生中, 其中学费来源为自费的仅有 117人,占总

人数的 1/ 4多一点。!

留日学生通过自己在日打零工补贴学费的情况较少, 一般对

于一些赴日已有数年,学有小成,能够在日找到工作的学生才有可

能。如七七事变后留日继续未竞学业的柳某某, 1940年自东京齿

科医学专门学校本科毕业后, 为了补充生活费和学费, 在医学院里

担任过副手的职位。&

考得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庚子赔款作为学业的补助, 事实

上在很多留日学生看来,并不是件极可耻的事情。他们心里觉得

此举是既 消耗的是敌人的粮食与物质, (中国学生)又求到了学

问 , 但 中国人终究仍是中国人,造就出来的人才回国后是为中国

用的 ∋ ,尤其日本败迹已现时, 留日学生们更是亲身认识和体会

了这种想法的现实性。

从整体上不难看出, 日汪双方政权设置对留日学生的学费补

助才正是推动青年学生赴日留学的主要动因。但让日汪遗憾的

是,历史的发展态势并没有给日汪政府足够的时间完成此项计划。

在时间方面来讲,对于已经有相当判断力的青年人,要奴化其思想

在短期内是很难奏效的; 其次,最优秀的留日学生一般是进入日本

的官公立大学(如京都帝国大学)去攻读,但要想在此类学校毕业,

先要进入第一高等学校读 两年零六个月 ( 的预科, 然后再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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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学,共需要五年半的时间。战时日本政府将 高等学校课程由

三年半缩短为二年半 ! ,汪伪派遣第一批留日学生是 1940秋季

到日本的,入日本最好的官公立大学的学生至少要到 1945年夏天

才能毕业,这时离日本投降只有一二月了。这些汪伪设想中的 最

优秀人才 哪里还有机会承担什么 复兴救国 的重任?

三 沦陷区青年学生选择赴日留学的原因

抗战爆发前后, 国民政府已将大批高等院校迁往云川贵等内

地诸省。但是, 这使得在沦陷区内的中学生升学成了很大问题。

如江浙皖的中学生毕业生如果不想入日伪的大学继续求学, 那就

必须 远涉千山万水 ,到内地的成都、重庆、贵州、昆明等城市报考

大学,或者到 临近的几个未沦陷的省份去考大学 。& 那么是什

么原因让赴日留学的学生没有或不可能选择去国统区求学呢? 据

笔者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留日学生归国后交与国民党留

日资格甄审委员会中的 60余份自传材料的详细分析与整理,认为

其客观原因主要有:

(一) 绕到后方需要一笔很大的款子 。∋ 对于路程遥远的大
后方,很多学生无钱奔赴,日军战火烧到之处,财物为敌抢掠一空,

往往全家生活只有 赖变卖为生 。(

(二)因为父母家庭的原因。有的是因为 双亲年老身临其病,

长兄临行时再三嘱代侍双亲 。∗ 更有的是 母亲年已高迈,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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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便,难胜跋涉之苦 ! ,无法与其一起去投奔已在重庆的父亲。

(三)因病不能去后方。战争爆发后,有的青年正好 将膝盖关

节摔坏因身体的关系,自侮不能到抗战地区, 尽国民之责。 &

(四)日伪封锁交通, 对一些青年进行监视和控制, 也使很多优

秀青年无法行动南下。1940年夏从辅仁大学毕业的王某 本想去

后方参加抗战工作, 适值那时沿途盘查甚严, 先我们的一批(同学)

竟在邯郸车站出了事,下落不明,所以我们只有暂时搁置下来 。∋

据 1943年由安徽赴重庆报考大学的王觉非的回忆(, 他途中

在渡过鄱阳湖时先遇到湖匪, 后在经过封锁线时, 怕他们开了汽

艇追来,搞不好,命都会送掉 。沦陷区学生要想去后方,就要 义

无反顾 ∗ ,不怕危险了。

那么去内地既然 关山万里,飞渡无方 。如果想继续求学, 只

有留在沦陷区上大学和留学日本两条路了。在当时的情况下, 赴

英美等国留学极为艰难,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本与英美

开战, 沦陷区的青年更是毫无可能, 只有服从现实了。具体来说,

青年学生赴日而没有留在沦陷区有下列几种原因:

(一)沦陷区内的大学教育质量很差,而日本大学教育水平较

高,并较国内安定。高校内迁后,沦陷区 间有一二开学者, 非特其

教育方针被日人所操纵, 即设备方面亦皆破坏无余 。+ 以至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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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 15355。

王觉非著,#逝者如斯∃ ,第 119- 123页。

王觉非:#逝者如斯∃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年 4月版,第 135页。

王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 15267。

留日学生读书报告和自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五

% % % 15359。

姚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 15355。



区中的大学,实无求学之价值 。!

(二)虽然伪政府通常对专业范围有限定, 但赴日留学者绝大

部分是学理工农医类的, 不是以 训练学政治经济的汉奸 & 为直

接目的。正是因为是去学一技之长, 这一点为众多留日学生自身

心中认同他们此行, 并不是去直接的助纣为虐的心里底线。

(三)想到侵略我们的敌国去看一看。 日本是我们世代的仇

人,它侵略我们,蔑视我们, 到底它自己本身具有怎样的力量? 为

什么她可以能够睥呢世界,为什么她可以侵略我们 ∋ ,正所谓 不

入虎穴,焉得虎子 。(

(四)抗战初期的失败, 中国的软弱, 也使青年学生认识到 现

代战争亦即科学之战争也,故科学人才众多之国家,于战争中即可

占优势 。∗要抵抗日本就先要研究日本,学习日本之长处,而留学

日本即为一佳途,对于正当求学之年的他们来讲, 得机深造,学成

专门 , 珍重有为之躯,以备将来之报 +,这面对当时的现实也不

失是一种办法。

(五) 沦陷区中的敌人之瓜牙遍布, 大有 诽者诛、偶语者弃

世之恐,而尤对曾受高等教育者为然 。, 对于很多当时受到监视

的青年,无奈之际赴日留学也不失为一条出路。

(六)也有家长考虑到子女的将来出路, 或因家庭经济关系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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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 15355。

姚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 15357。

毕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 1535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杨某某自传, 五% % % 15357 和朱

某某自传,五一 15355均同时提及该成语。

陈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 15357。

孟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 15365。

戴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 15355。



力供子女上大学,就同意或鼓励其去日本公费留学;或考虑到战争

的持久,而不在其子女的一人之力。仲颖魁的父亲告诫他 救亡图

存,不在一朝一夕,万须具有能力方克达成目的 。!

(七) 沦陷区与日本国内交通比较方便 。& 1941年太平洋战

争爆发后, 去欧美更殊为不易, 而内地也不易到达,这种情况使得

去日本求学相对便利。

(八)对于公费留日学生来说, 可节约一大笔费用。∋ 去日本

一则物价便宜, 二则有部分政府的津贴, 就 可以减少家庭中老父

亲的负担,不用老父亲为我找款读书 。(

总的来说,大部分沦陷区青年在国内是不是将选择留日作为自

己的人生道路时的心情非常复杂。既要想自己不虚度青春,有所作

为,又要避免成为敌人的傀儡接班人。对公费生和家境贫寒的同学

来说是 不得不可耻地接受敌人的资助 ∗ ,这恰如戎清松所讲: 我

和几个同学怀着不安的心情到了日本。 +

四 留日学生在日本的学习情况

在日本,汪伪对留学生的管理机关是留学生监督处,设在驻日

大使馆内,设专员一人,由教育部荐任选派,另有事务员助理一人。

但据战后 1946年的统计,当时散布在日本各大城市的各省留学生

有 434人,对于编制仅为二人的办事处来讲, 是不可能对留学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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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戎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 15357。

陈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 15357。

王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 15355。

姚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 15355。

姚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 15355。

仲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 15357。



行非常细致严密的监控, 某种程度上讲, 办事处只是一个签发证

件、处理学生请假等杂务的办事机关罢了,对于留学生的的干涉很

少。但留日学生并不自由, 他们的日常生活会被日本警察监视。

下面就分别对他们从留学生活进行详述。

(一)日语补习学校和大学预科

东亚日语补习学校是不会日语的中国学生的第一个学习的落

脚点,班上的 学生都是中国人 ! , 这给很多第一次踏上异国的中

国留学生们一个缓冲的机会, 可以在六个月的补习时间里逐步适

应日本的生活。中国的留日学生 大都为国内优秀分子 & , 都能

较顺利的通过语言关,然后就可以根据各自的希望报考学校,伪政

权对于专业有限制, 但对于学校没有限制。

日本大学和大学预科的招生考试, 一般在每年春季的 二三月

间 ∋ ,对于要进入预科学习的中国留学生, 九一八事变后日人为

统治思想计,予 一高 特开班, 收容留学生, 其他各校不予收留。(

在1944年春季日本政府变更了考试方法, 类似国内之联合招

生 。∗ 中国留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愿意的入读的预科学校而不仅

限于一高。如杨允丰投考了均有悠久的留学生历史的 第一高等

学校特设高等科、东京工业大学附属预备部、及东亚高等学校 三
所学校。中国留学生在一高 入学后,与日人同居同餐, 惟分班上

课 。+ 在太平洋战事发生之前,日本 国内未受战事影响,固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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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 15357。

杨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 15357。

李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 15357。

姚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 15355。

大东亚教育座谈会记录,#伪教育建设∃ ,第六期, 1942年 3月 10日,中国教育建设

协会出版,第 14页。

王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 15357。



失为良好之求学处 。! 汪伪早期到日本的留学生的日语补习和

一高生活应该是较为安定的。

(二)志愿选择和考大学

日本高等学校毕业后,留学生就可报考大学, 开始正式的大学

阶段的学习。这是对很多学生来讲, 面临一个专业选择的问题。

汪伪对于留日学生修业年限和志愿专业规定为被 选派留日学生

在日本留日年限定为四年或五年, 应以修业理工农医四学科 为

主。&对于抗战时期留日青年学生来讲, 他们很关心如何能使中国

在国力上有所 实际 的进步, 希望中国有强大的现代工业技术, 所

以学习一门较为实用的工科专业也成了当时的正常选择。如杨某

某 见到国内科学的贫弱, 故欲投考理工方面 ∋ , 中国留学生中

不乏聪明有志的青年, 很多人能够闯过 难关 % % % 第一高等学校

的考试,考入日本著名高校。女同学孟广琏在东京工业大学的入

学考试中, 结果以二百余人的报考者, 我又万幸被录取为第一

名 。( 周某、游某和杨某都考入了日本著名的京都帝国大学。

(三)学习情况和战事对学习的影响

由于汪伪时期的留日学生的留学期间处于特殊的国难时期,

大家亲身体味并认识了弱国被人欺的苦涩和无奈,则对于学业的

专心和努力更是有一种不同与以往留日学生的动力。留日学生们

抱定的态度, 学业未完成之前虽受任何艰苦亦该忍受,否则半途

而废, 为国家,为个人亦不应该的 。∗尤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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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某某(女)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15365。

杨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 1535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伪临时政府教育部档案, 2017 % % % 174。志愿的选择的

详细分析见本章的第二部分 % % % 留日学生的考选和汪伪的预期培养目标。)

岑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 15355。



留学生们 精神上与物质上均受很大痛苦, 唯有忍辱自重, 专心求

学,待学成回国效力,为留学生唯一之念愿 。! 如毕某某 在学期

间,每日清晨即赴校,课毕后则埋首于图书馆及试验室中, 至夜深

始归, 恒三年如是 。& 陈舜翘则经过艰苦学习, 在历年来中国留

学生很少得到正式文凭的女高师 顺利拿到了文凭 , 以−正生. 名

义毕业,得到教员免许状 ∋ ,当时留日学生在校的学习情形, 官方

的留学生办事处发回的调查报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说明, 就大体

言之, 则现在之留学生其成绩及品行均较事变前为优 (, 很显然,

据前面章节的分析, 留学生的求学目的并不一定就都是 求生活 

这样的简单,但是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他们能够在学业上超过事

变前的学生,并获得国内驻日官方管理机构的肯定,这一点是很值

得钦佩的。

日本的大学课程一般是三年的学制,因为战争的原因, 改为二

年半,授课时间的缩短,以致一高的 各课皆草草教授, 一年半中即

将高等数学修毕,不免有生吞活剥之感,固已象征日本之日暮途穷

也!  ∗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本的轰炸也影响了学生正常

的学习,尤其是在大城市的学生,更受其害。 美机时来空袭,我们

都疏散到离东京较远的地方去,读书比较不方便 。+ 而在东京女
高师的董某某虽然知道东京是 每日警报空袭 ,但为了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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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 15355。

李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 15357。

公自费留日学生调查报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伪临时政府教育部档,

2017 % % % 505。

陈某某、萧某某自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五 % % %

15355。

毕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 15355。

杨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 15365。



坚持 在紧张畏惧的空气中艰苦的读完了数学系的全课程 。以致

当她 1944年 9月 毕业证书拿到手时, 不知是高兴, 还是难过, 还

是惭愧 。!

五 留日学生在日本的生活情况

关于当时留学生的生活状况, 从官方的角度来看, 享受庚款津

贴的留学生 在东亚学校期间内月额补给金(日金)五十圆 & , 另

外,汪伪教育部 每名每月给津贴费合国币五十元 ∋ (可参照前

章关于留日学生经费的分析的第一部分) ,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日生活还并不困难。

那么,就留学生自己来讲,他们对留日期间的生活有什么真实

体味呢? 总的来讲,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留日学生生活情况较为稳

定。汪伪第一批留日学生之一的岑某认为当时日本 未受战事影

响,固仍不失为良好之求学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生活情况就

不如从前了,有留学生说, 日本国内空气日形紧张,留日学生更受

敌人严厉监视和限制, 环境恶劣, 无以复加, 精神上所受种种刺

激毕生难忘 。∗ 对于中国学生的行动, 外事警察特别注意, 学

校的中国学生有几位被捕, 所加的罪名是思想犯 。+ 其次,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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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日学生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15359。

朱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 15355。

岑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 15355。

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伪教育公报∃ , 1940年 1月 1日,第十七期,第 12页。

驻华日本大使馆昭和 14年度选拔留学生采用要纲甲号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馆藏,伪临时政府教育部档案, 2017 % % % 174。

董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 15367。



本本土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 , 留学生们的物质条件自然也随着及

日本国力的衰弱而不断下降。当时日本的 人民生活已甚艰

苦 & , 留学生们 日常生活也窘迫万分, 柴米油盐几乎用钱都买不

到 。∋

当然, 最具威胁的就是美军对日本各大城市的轰炸。1942

年 4月18日,从美国航空母舰上起飞的 16 架 B % 25 飞机轰炸

了东京、横滨、名古屋和神户等城市, 这个消息使日本举国震动。

而在留学生董某某看来, 东京是首都, 想不到来轰炸还是这

样容易。自此日本政府的威信更一日不如一日 。( 到此时为

止,汪伪对中国留学生的奴化教育的过程设计再巧妙, 资助再多,

手段再隐蔽,日本的警察对留日学生的监视和限制再严厉, 但所有

的这一切都随着东京被轰炸、日本很可能会战败这一事实所动

摇了。

留学生的家长们得知东京被炸后,很多来信催促自己的子女

回国, 是否留下来完成学业和个人意志、抱负等有关系。 母亲的

每封来信都催我回去 ,董某某战后的自传里这样回忆。∗ 不过坚

强的董小姐还是坚持 读完了数学系的全课程 ,直致 1944年 9月

才回国。而如王兆民在 B- 25到东京轰炸后的(日子)以后就接

到父母亲的来函,并电报催我赶快回家, 于是请准了旅行证, 买了

票回到我可爱的家庭中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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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 15357。

董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 15367。

董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 15367。

杨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 15357。

留日学生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15359。

留日学生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15359。



六 留日学生的爱国反抗活动

留日学生在日本虽然并不直接参加抗战, 但是作为一个中国

人,他们的爱国之心并未泯灭,在日本的所见所闻所感反而更加激

起很多留日学生振兴祖国的决心和信心。在笔者详阅的中国第二

历史档案馆所藏的百余本个人自传中, 有很多关于留日学生们暗

中集会或者参加各式反战行动的记录, 但是很奇怪的是,在这么多

留日学生的自传里面,当提及关于日方侦知留日学生们暗中集会

或者抗日反战, 笔者发现并没有一例是由于中国同胞告密和出卖

所造成的。因此就我看到的材料来判断,在留日学生中间的 叛变

者 是极少的。拿了补助完成学业的孟广琏在完成学业时发出了

这样的感慨: 我的学问求到了,消耗的是敌人的粮食与物质,日本

费尽苦心造就一群留日生以备他日亲善之用, 孰知中国人终究仍

是中国人,造就出来的人才回国后是为中国用的, 究竟谁聪明只有

天知道。 !

七七事变后没有归国的留日学生, 成了后来的部分留学生 反

奴化 思想产生的来源。陈某某进入预科第一高等学校时, 就遇到

了反日的留日学生。陈在自传回忆道: 他们 告诉给我们一高中国

留学生传统抗日精神,对那些来自满洲的学生,更时时做着改换思

想,输入祖国意识的工作 。& 据另一位 1942 年入东京第一高等

学校的李某某的自传,当时在一高的留日学生 对方入学而沦陷已

久之台湾东北同学, 尽力唤醒其爱国心,改正其错误观念,  效果是
无不被说服同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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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某某自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 15357。

孟某某(女)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15365。



当然, 由于日本警察的严密控制, 尤其是太平洋战争之后, 有

组织的集会或者传播抗日思想的活动是很难展开的,因此, 留日学

生反抗更多的是表现为各种各样的个人行动式或者无声的心里上

的反抗。如北海道帝大专门部王某某在日看到 凡诸劫夺我国物

质等之陈列 ,加强了他 −国必保, 日必排. 的观念 。! 置身敌国 

的邵某某在双十节国庆日那天 更念我中州人士 , 而 秋雨连绵,

天愁地暗 ,更令邵 倍加愁肠 。&

七 对留学生留日行为的看法

对于如何看待当时所谓的 伪学生 ,在战后的中国实在是个
很敏感的话题。当然,我们看待很多历史的事情不能意气用事, 要

抱一种平和同情的心态去看。在事隔 20余年的 1971 年 5 月 9

日, #中国时报∃副刊有南宫搏先生的#于/知堂回想录0而回想∃, 有
这样的一段关于对于 伪学生 的议论, 笔者以为这一种看法可以

用来参照对汪伪时期留日学生的评价, 特辑录如下:

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先生,学生不伪!∃不留余地指斥学界

名人傅斯年11我们总以为学界的人应该和一般官吏有所不
同,不料以清流自命的傅斯年在北平接受时, 也有那一副可憎

的面目,连 伪学生 也说得出口! % % % 他说 伪教授 其实也

可恕了。要知政府兵败, 弃土地人民而退,要每一个人都亡命

到后方去, 那是不可能的。在敌伪的统治下, 为谋生而作一些

事,更不能以汉奸目之。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说说容易, 真

正做起来, 却不是叫口号之易也。何况, 平常做做小事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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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 15357。

王某某自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 15367



生,遽加汉奸帽子,在情在理, 都是不合的。!

汪伪时期的留日学生是中国留学史上最为特殊的一个留学群

体,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但是毕竟是代表一个时代的留学生的风

貌。据以上的基于史料的分析,该时期的留日学生绝不是中国留

学史最受政府(汪伪政府)重视和关照的一群特殊人物, 也更不是

那个时代的最幸运儿。虽然身在日本,但是留学生们的人生轨迹

是无法脱离当时的历史大背景的。笔者以为他们也是在那个 大

时代 中生活颠沛的一分子,他们的苦闷和欢欣是紧紧的和祖国的

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他们是一群合格的中国留学生。

1948年 11月国民党教育部发布高字第 64379 号通告, 将归

国后首批接受并且全部通过的教育部抗战期间留日学生资格甄审

合格的留日学生名单, 计有沈叔君等一百三十九名 公诸于当时

的报纸。& 自此, 部分留日学生的名份终于尘埃落定。

(作者周孜正: 1976 年生,江苏无锡马山灵山管委会办公室)

(责任编辑:刘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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