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论汪伪时期在日中国留学生的经费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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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他们的留学经

费从何而来 ,本文在梳爬史料的基础上, 就当时留日学生的经费来源四个方

面,进行了描述, 以图再现一段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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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 3月汪伪政权甫一成立, 为了 一扫以往的排日仇日

教育, 实现真实的亲日友日教育 的目的 ! ,以及培养更多所谓的

复兴建国的高级人才 , 就开始了向日本派遣公费留学生的举措,

并且亦鼓励私人赴日留学。根据战后国民政府的统计, 当时散布

在日本的各大学里的中国大陆学生有 434人(人数分布情况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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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 ! )。由此可见,汪伪时期留日人数虽比不上七七事变前总数

为 3643人 & 在日学生人数, 但是并不在少数。但是有关这个时

期留日学生经费来源的研究, 以往学界极少涉及, 本文想就这一问

题做一点初步的探讨。

人数分布统计表:

地名 东京 京都 神户 宫崎 岩手 东海 秋田 大阪

人数 218 103 7 15 18 3 5 1

地名 奈良 山口 山形 千叶 北陆 鸟取 北海道 福罔

人数 8 8 4 12 7 10 9 4

(该表出自#留日学生学籍科别人数统计表及学费来源统计表% )

概括起来讲,汪伪时期在日中国留学生的经费有两大来源, 第

一是有日汪官方背景的各种津贴补助。第二是留日学生自筹的经

费。以下分别详述之。

一 日汪官方背景的各种津贴补助

日汪官方的津贴补助具体有三个方面: 1、日本外务省文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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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变前后留学生省别比较表% ,伪临时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二 ∋ 一七 ∃ ∃ ∃ 1790。此处人数指大陆 18省留日学生总数,而 满洲国 留日学生除
外。

#留日学生学籍科别人数统计表及学费来源统计表%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 ∃ ∃ ∃ 15356。该表是国民政府教育部 1946年 5月存档的

对战争刚结束时的留日学生的统计数字,表内所列人数相加实数是 432人,但是由

于档案原件上写的总计数字是 434人,故仍用 434人。另外由于太平洋战争后期

美军对日本本土的轰炸,使得很多中国学生为了逃避战火,在 1944年、1945 年就

提前回国了;还有因为抗日战争的胜利, 日本的投降, 也是学生提前回国的原因。

因此战时中国大陆沦陷区在日的留学生实际人数要部分超过上面 1946年的统计

数字。



业部的庚款津贴; 2、汪伪的留日学生津贴; 3、日汪背景的文化团体

和企业的学费资助。

早在 1923年 3月,日本国会就通过了 将庚款余额及解决山

东悬案所得之库券及赔偿金一并移充对华文化事业之用 的法令,

其实质就是在所谓 对华文化事业 的幌子下利用庚款大搞文化侵

略,而非其他国家的 退还 。1924年 2月 9日,中日订立了#日本

对华文化事业协定%, 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给留日学生设置了

320名庚款补助费名额,其中 10名由中国教育部在国立大学中直

接选派,其名额都在留日各大学及专门学校中选补。由于#日本对

华文化事业协定%对中国具有赤裸裸的侵略性质, 遭到了国各界的

反对。1928 年后, 国民政府外交教育两部建议废止这项协定。

1929年 7月,中国教育部明令停止序补, 饬由留日学生监督处通

知日本,在废止#对华文化事业协定%案未解决之前,庚款选派的缺

出,暂停序补。同时国民政府通令全国, 私人或团体赴日本参观,

不得接受日本文化事业部 庚款 补助。!

在卢沟桥事变之前, 此项计划在日本并未因国民政府的禁止

而完全中止,由于许多在日留学生的经济困难和对国民政府的政

策不了解, 这种接受庚款补助的实际行为仍是赓续未绝。据 1937

年 3月考入早稻田大学预科(第二早稻田高等学院)陆某某的回

忆,他考入的第二月, 早稻田大学由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领到

津贴留学生的基金(据闻乃由庚子款中发出的) , 得参加考试合格

后(才)按月发给,  陆某某参加了他以为 很简单 的考试,考题是

用日本文作文一篇, 题目是论东西洋文明之调和 。被录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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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该月起始, 直到毕业, 每月可领七十五元日金 。!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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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前为 4018人) , 其中外务省给予庚款补助的占 94人。

其中接受庚款补助较多的学校学生有: 东京工业大学 17 人、东京

第一高等学校 13人、东京帝国大学 5人、京都帝国大学 14人、福

罔九州帝国大学 5人 & ,占当时整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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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自费入东京日本大学的朱某某在其自传回忆

道,他刚到日本时, 因为家境贫困,利用课余时间,为初到留日学

生补习日文 ,以补贴生活, 到 1938年 才考得外务省文化事业部

月给四十元的公费 ,且朱某某特别指出此 系庚子赔款移充 。(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外务省直接插手在中国国内选拔留学

生的事务,于 1939年颁布专门针对中国学生赴日留学的两个重要

的指令性文件, 即甲号文件 ∃ ∃ ∃ #昭和十四年度选拔留学生采用要

纲%和乙号文件 ∃ ∃ ∃ #关于选拔留学生选定及补给学费要纲%。据

日本外务省甲号文件,每年在中国直接选拔庚款生的名额较 1923

年的#日本对华文化事业协定%中规定的 10名增加为 85名。) 笔

者以为日本外务省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抗战后中国在日留学生总

数剧减为 403人,将庚款名额都放在日本选派不但人数会有不足

之虞, 而且影响力较小, 难以达到其文化侵略的目的;另一方面是

意图通过增加沦陷区的直接选配名额, 来刺激和推动整个沦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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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甲号文件规定的 85 名庚款生中,指定上海可考选 10名以内的留学生,其

余为华北的数字。参见#驻华日本大使馆昭和十四年度选拔留学生采用要纲甲、乙
号文件% ,伪临时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2017 ∃ ∃∃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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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临时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2019 ∃ ∃ ∃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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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留日学习活动。

1940年甲乙两号文件由驻南京日本大使馆转为下达给刚成

立的汪伪政府, 汪伪根据该指令在 1940年夏开始正式选拔留日学

生的工作。甲乙两号文件对庚款留日学生的各方面学费补助做了

详细规定和限制。甲号文件第四条根据留日学生不同的学习阶

段,规定了不同的每月生活费补给数目, 在东亚学校期间内月额

补给金五十圆(日金) ,在专门学校期间内月额金五十圆或五十五

圆,在大学校期间内月额金五十五圆或六十圆 。! 在生活费以

外,留日庚款生付给日本各大学的学费是如何办理的呢? 据甲号

文件第五条赴日学费由外务省 按实用费用支付 。同时乙号文件

对 补给学费 的使用又制定了相应的限制,其中第四条规定: 补

给学费经留学生在校校长(大学之总长,学长及其他机关长官或代

表者)支付之。 第七条特别规定: 选拔留学生之操行或其学业或

成绩不良,认为于修学之趣旨不适者得停止其学费之支付。 这两

条极利于留学生就读的日本校方在经济方面对他们进行直接控

制。& 另外, 乙号文件对庚款生 学费补给 还有其他一些规定和

限制,如 学费补给 年限 以在校之修业年限为限度 , 如果学习期

在 二年以内 , 学校毕业后又 升入高级学校者可继续支给 ;对于

在沦陷区 选定之留学者付与其赴日旅费 ,在日直接选拔留学生

则在其 研究实习终了归国特付与回国旅费, 但对于已停止学费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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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2017 ∃ ∃ ∃ 174。甲号文件。

#驻华日本大使馆昭和十四年度选拔留学生采用要纲甲、乙号文件% ,伪临时政府教

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2017 ∃ ∃ ∃ 174。甲号文件。东亚学校即东亚

日语补习学校,是留学生初到日本补习日语的学校。



给者不支付之 。!

留学生从日汪官方得到补助的另一主要方面就是汪伪政府的

留学津贴。1940年汪伪教育部刚刚派遣了第一批学生赴日学习

后,伪教育部部长赵正平就在当年 11月 19日向行政院提出要求

拨发留学津贴。赵知道留日公费生虽系 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

就庚款项下每月给日金五十元 ,但由于 处此物价暴涨之际,委实

不敷应用 ,就以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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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定名额一百名内。 

又考虑到留日自费生 因国内外生活日高, 家庭筹给困难, 时有接

济中断之虞 的现实状况 & ,赵正平向行政院申请的留学津贴并非

只针对公费生, 也吸引自费生通过考试来获得。他计划选出 公费

生七十名, 每月给予津贴日币三十元,自费生三十名,每月给津贴

二十元至四十元平均计之仍为三十元 。( 1940年汪伪派往日本

的留学生是 90名),而赵正平给予公费生津贴的人数是 70 名, 很

显然这将会使当年教育部公派庚款留日生的大部分都受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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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并规定 经费在教育部节余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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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给出的公费生名额为华中 25名,华北 40名,广东 25名,共计 90名。参见

#伪教育公报%第 7期, 1940年 8月 1日,第 21 ∃∃ ∃ 23 页。虽然教育部曾认为华中

方面 希望留学贵国之学生众多,原定二十五名实际不敷分配, 拟稍扩充十名, 但

后来日方并未同意, 1940年华中方面实际赴日为 29名,但其中 4名为湖北省单独

派出,享受庚款补助的还是 25 名,总数仍为 90 名。参见#伪教育公报%第 12期,

1940年 10月 15日,第 38 ∃ 39页。

参见#伪教育公报%第 16期, 1940年 12月 15日,第 11页。

#伪教育公报%第 7期, 1940年 8月 1日,第 21 ∃∃ ∃ 23页。

#驻华日本大使馆昭和十四年度选拔留学生采用要纲甲、乙号文件% ,伪临时政府教

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2017 ∃ ∃ ∃ 174。甲号文件。



项下开支 。! 该办法规定获得津贴补助的名额正如赵正平所请

的100名,但补助额度上升, 不是赵所请的 平均计之日币三十

元 , 而是 每名每月给津贴费合国币五十元 。& 据上文提及的陆

某某个人自传的记载, 民国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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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就可
生活, 即相当于 每月只需法币五十元 。( 据陈存仁所著#银元时

代生活史%中关于法币的记载, 廿六年( 1937年)七月, 对日抗战

开始,三年之间, 法币信用毫无变动 。) 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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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据马俊亚老师提供的参考资料) ,所以 1940年汪

伪的国币 50元津贴= 法币 50元= 日金 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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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汪

伪政府要求自费学生赴日前填写的保证书中的筹定经费一栏, 是

按照日金 70 元/月为计算标准的(以 1941 年的标准)。∗ 此标准

和汪伪的留学津贴恰是一致的,这可为上文的分析提供一点佐证。

更何况公费学生们本来就有每月日金 50元的生活补助,如果再获

得汪伪的补助, 其生活足可无虞。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得出来,汪伪

政府在经济方面对留日学生应属相当的支持。

据汪伪行政院留日学生津贴办法,有资格者申请此项津贴为

日本 国立大学校,及国立高等专门学校之文法、商、教育、理、工、

农、医等科系之正式学生 和 私立大学校,及高等专门学校其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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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教育公报%第 29期, 1941年 7月 1日,参见其中的附页和保证书。

陈存仁著,#银元时代生活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第 4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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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教育公报%第 17期, 1941年 1月 1日,第 1页、第 12页。

#伪教育公报%第 17期, 1941年 1月 1日,第 1、第 12页。



具有特点经本部认定者其正式学生 。! 而对于 不迳招本科生 

的学校无论国立私立, 如果 考取(其)预科正式名额时, 即可申

请 。& 申请津贴的程序较简单, 只需将个人照片、申请书和所入

学校学籍证明书提交汪伪驻日留学生办事处, 再由该处转呈教育

部核准即可。留日学生津贴办法的内质是和甲乙两号文件是一致

的,其中特别规定: 留学生因犯规开除学籍或有背叛国家颠覆政

府之行为时, 除停止津贴外, 并向保证人追赔其历年所领之津

贴。 ( 此规定明确了汪伪对留日学生的最低要求,一句话概之,

就是要留日学生们听从汪伪政府的安排,接受汪伪的控制, 否则就

给予经济制裁。另外,留日学生津贴办法还有其他一些相关规定,

诸如: 留学生因疾病等休学回国时,须向监督处或管理处呈明, 在

休学期间, 停止津贴,复学时亦须向监督处或管理处报到, 方得恢

复津贴;因父母丧病请假回国,在该校允假期间内,仍得请领津贴,

留学生毕业回国时, 得于其所应领月份外, 多发给一个月之津贴;

如其学校有实习参观之规定时,在其规定之期间内,仍按月发给津

贴; 遇有空额, 则以应补各校学生年级最高而成绩最优者选补

进。)

留学生的学费资助的第三方面来自于一些有日汪官方背景的

文化团体和企业。根据上文提及的战后 1946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

统计出的#留日学生学籍科别人数统计表及学费来源统计表%, 当

时在日中国留学生的受到 文化团体等 资助的共有 38人, 具体数

字分配为 中日文化协会 ∃ ∃ ∃ 33人、华中东亚青年联盟 ∃ ∃ ∃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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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电业 ∃ ∃ ∃ 3人、华中事业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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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举办

留日预备班。当时在沦陷区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团体是由汪精卫、

陈群等大汉奸主持的 中华留日同学会 ,该会 为沟通中日文化、

造就精通日文日语或预备留学日本之人才 & , 于 1941年 5 月开

始筹备私立日语专修学校, 该校除了设日语专修科之外, 附设留

日预备班及日语补习班 ,其中留日预备班修业期为 6 个月。( 经

过伪财政部长周佛海和伪教育部长赵正平会商后,考虑到留日学

生往往因 事先未学日语, 抵日本后投考学校深感困难 ,为方便

造就日语人才和便利留学起见 , 自该校筹备后的第二个月, 1941

年 6月份由汪伪政府 按月补助国币五千元, 以便兴学 。) 而该

私立学校的每月 经常费 总额才 国币七千元 。∗ 实际上, 这个

所谓的日语专修学校就是汪伪培养他们将来的 继承人才和复兴

人才 的预备学校,由政府出钱, 中华留日同学会 出面,意在培养

高级汉奸的培训基地,而其中留日预备班的学生自然是免费学习

的。从 中华留日同学会 办的留日预备班的目的和形式来讲, 这

实际上也是对学生留日另一种学费资助。

当然, 日汪甄选优秀青年, 派往日本留学,并提供各种官方背

景的留学津贴补助, 并非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重要意图的。细究

原因, 笔者以为,在汪伪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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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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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教育公报%第 31期, 1941年 8月 1日,第 4页。

#伪教育公报%第 33期, 1941年 9月 1日,附录 ∃ ∃∃ 私立日语学校要纲。

#伪教育公报%第 31期, 1941年 8月 1日,第 3页、第 4页、第 3页。

#留日学生学籍科别人数统计表及学费来源统计表% ,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五 ∃ ∃ ∃ 15356。



日本的同化,思想上可能会重新认识中日关系和中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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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养更多实用型的,急不容缓的所谓 建国人才 。而在日

本方面,除了包含以上汪伪的三方面目的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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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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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指日军未占领地

区,内指已占领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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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要任务就是需将

符合日汪要求的留日学生培养出来,而要培养人才,最基本的条件

就是要拨付足够的学习生活经费, 保证他们能够完成学业。因此,

对于当时所有在日的中国留学生,自然都成了汪伪和日本政府资

助收买的对象, 汪日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渠道, 给予他们较好的留学

经费资助,以资收买,且这些经费成了当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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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打零工所得两个方面。

就留日公费生而言, 据笔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阅读的 60

余份留日学生个人自传, 大部分青年学生去报考留日公费生的原

因往往是家庭经济无力支持他们去后方升学,才做如此选择。事

实上也正是由于战争的影响, 沦陷区的很多普通家庭一般经过战

乱都较为破败。如父亲战前是山东德县博文中学校长的王某某,

战时避难时遭到土匪抢劫, 经济发生困难, 王某某报考留日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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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原因之一就是可以 不用老父亲为我找款读书 。! 1942 年公

费赴日生姚某某, 前其父亲在南京国民政府部门任职, 家中尚殷

实,抗战爆发后,父亲随国府西迁去了重庆, 姚某某与其母迁回老

家湖州,虽其父促其设法赴重庆, 但家中经济一时难以接济, 须靠

叔父与外祖父共筹负担, 盘川难筹而无法去后方读书。& 公费生

中像这类战前尚可, 事变后家庭破败的不在少数。姚某某的自传

中特别提及 战时留日学生大都均是清寒子弟而无力投奔内地求

学的人 。而不都是 敌伪的寄生虫、亲日的败类 。( 就以上分

析,大部分公费生是难有可能获得家中资助的,何况他们的 政府

补助 已能使他们应付在日生活。真正能够在日本 享受 家中资

助的,则 多数是所谓新贵 ) 的子女。当然也有一些平常人家的

子女。总的来讲,留日学生中自费生并不占留日学生的主体,这与

清末至战前中国自费留日学生占主体且人数达数万余众的情况是

大不一样的。据国民政府教育部 1946年 5月 2日制成的#留日学

生学费来源统计表%,被统计的学生总计是 456人,其中学费来源

为自费的仅计有 117人, 只约占总人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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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廿九年( 1940

年)自东京齿科医学专门学校本科毕业后,先后就读于东京帝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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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日学生学籍科别人数统计表及学费来源统计表% ,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五 ∃ ∃ ∃ 15356。

#徐某某自传%, 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五 ∃ ∃ ∃ 15356。

新贵 即是沦陷区依靠做汉奸、发国难财的一帮暴发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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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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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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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医学部齿科学系二年( 1940年 4月 ∃ ∃ ∃ 1943年 3 月)和千叶医

科大学医学部三年( 1942年 4月 ∃ ∃ ∃ 1945年 9月) ,为了补充生活

费和学费, 在这两所大学里分别担任过齿科学教室副手和千叶医

科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学教育助教的职位。! 有的留学生虽然能够

打工或者家中能够支持一部分,但是由于很多考虑到家中的经济

境况较为吃力, 在日另外再申请日汪补助也较为正常, 如上文提及

的1935年自费考入东京日本大学法科专门部的朱某某, 虽然

1938年 考得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月给四十元的公费 , 但是仍然不

足以支持全部生活, 民国十九年( 1940年)又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法

学部政治学科后, 仍以半工半读的方法 & ,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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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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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 日

本费尽苦心造就一群留日生以备他日亲善之用 , 最后的结果不过

是白费心机而已。( 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本东京等大

城市受到美军飞机轰炸后,日本败迹已现,留日学生们更是深刻的

亲身认识和体会了这种想法的现实性。

从整体上看,学生自筹的经费只占留日学生使用的全部经费

的一小部分,汪日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渠道提供的经费资助成了当

时留日学生的主要经费来源。由此不难看出, 日汪双方政权设置

对留日学生的学费补助才正是推动汪伪时期的青年学生赴日留学

的主要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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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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和物质力量来顺利完成此项计划。在时间方面来讲, 汪伪政

权在派遣留学生前已认识到对于这些已经有相当判断力的青年

人,要实现其思想方面真正的奴化,在短期内是很难凑效的。特别

是很多穷困的公费留日学生的家就是因为日本侵华而破败的, 他

们赴日前对日本毫无爱意,有的却只是恨意, 在几年内培养出其真

正所谓的 爱东亚 的精神可能性很小。而且留日学生也知道日汪
的 雪中送炭 是汪伪限制收买和奴化留学生有效手段, 拿这样的

钱内心不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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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想在此类学校拿到的毕业

证书,先要进入第一高等学校读 两年零六个月 ! 的预科, 然后

再上 3年大学, 共需要 5年半的时间。虽然战时日本政府将 高等

学校课程由三年半缩短为二年半 & ,即使留学生不在东亚学校补

习日语,事实上也需要 5年时间才能完成学业。汪伪第一批留日

学生是 1940秋季到日入学的,入日本最好的官公立大学学习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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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物质力量方面来讲,随着战事的推进, 汪伪和日本政府一方

面自顾不暇,难以有更多的精力和资源去顾及留日学生;另外一方

面 三十年底( 1941年底)珍珠湾事件发生,日本国内情势一变 。(

由于受战事影响, 留学生精神上与物质上均受很大痛苦++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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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活费均感问题 ! , 留学生邵某自传中也描述了 1943 年他东

京看到的情况: 日本之实力则非昔比, 学生配米无多, 而终日不得

一饱。 &在这种情况下, 连基本正常的生活都难以保证,何谈让留

日学生产生并接受 亲善共荣 的奴化思想,将来归国为汪伪政府

忠心效命。因此,随着日本在二战后期中节节失败,日汪曾希望通

过对中国留日学生的学费补助来帮助培养更多亲日的高级复兴建

国人才,以达到更利于有效侵略中国、以战养战的阴险意图被不断

发展的战争现实状况击的粉碎。

在某种程度上讲, 1940年代中期由日汪专门经费补助和支持

培养出来的留日学生毕业归国后,恰恰是给战后中国的重整和振

兴提供了更多的贮备人才, 有的甚至利用熟悉日语的优势参与了

对日接受工作。如民国三十三年( 1944 年)冬从东京商科大学毕

业的戴某某回国后, 先 经友人介绍入开滦矿务局任职以维生计 ,

日寇投降后,戴 被邀入港口司令部参加遣送日俘侨工作, 担任调

查战犯事项 。( 汪伪第一批公费留日生中的岑某某 1945年 4 月

回国后,战后不久就考入 国防部战犯拘留所翻译室 做译员,并曾

亲身 躬于国防部战犯军事法庭公审谷寿夫案 。)

这一切不但出乎日汪的意料, 没有实现他们培养留学生的初

衷,而且也正好和日汪原来的期盼背道而驰。就以上戴某某、岑某

某两个个案来讲,日汪出钱恰恰为他们培养了自己的 掘墓人 。

(作者周孜正,江苏无锡马山灵山管委会办公室)

(责任编辑:李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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