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近代日本文部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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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日本文部省虽自明治初年起便负责管理并对外派遣留学生，但在其后近 

30年间从未派遣学生来华留学。随着日本帝国大学中分科大学的设置、讲座制的引入及 

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文部省为培养胜任汉学等相关讲座的教师，自1899年起对华派遣 

留学生，从而开启 日本学术型留华学生的先河，其中服部宇之吉便是名副其实的首位文部 

省留华学生。至1920年通过派遣留学生补充各新建大学师资的目的基本达成后，文部省 

又废止原有制度，代之以派遣“在外研究员”，但与前期变化不大。文部省留华学生虽起 

步较晚且人数有限，受重视程度不及留学欧美者，并缺乏足够的制度保障，但在近代 日本 

对华派遣留学生史、日本汉学发展史，乃至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占有独特 

地位。 

关键词 日本 文部省 留华学生 留学生派遣 留学史 

近代 日本文部省首次对华派遣留学生 ，可追溯至 1899年来华留学的服部宇之吉。服部宇 

之吉也因其后来于 1902--1909年担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正教习，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 占 

有重要地位①，以致学界基本沿用《续对支回顾录》的说法，称其“以留学生之名义来华指导中国 

教育界”②，将其留学生身份视为幌子。③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认识的偏差反映出学界对于近代 

日本文部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研究的不足。④ 本文依据 日本教育史料及保存于日本外务省外 

① 此外，纵观服部宇之吉一生，其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还经历了两件大事。一是 1909年后作为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教 

授 ，以其对汉学特别是儒学的研究蜚声中日两国学界；二是此后至 1925年又参与日本以庚款对华开展的“东方文化事业”，担任人 

文科学研究所副总裁，实为日方主要负责人。 

② 柬亚同文会编『绕对支回颜绿』下卷(明治百年史蕞言第212卷)、原害房、1981年、744页。 

③ 如孙丽青的《服部宇之吉与近代中国教育》(《齐鲁学-?l】))2009年第3期)一文将其留学生身份视为幌子，指其实为“结识 

北京的达官显贵，力图对中国的教育界施加一些影响”。 

④ 关于近代 日本文部省对华派遣留学生问题，尚无专题研究，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也并未对其进行 系统、深入的梳理。一 

方面，石附荚f近代日本 海外留学史』(三木 了’害房、1972年)、渡迈贵『近代日本海外留学生史』(请蔹社、1977年)、进直人 

『近代 日本海外留学 目的变容——文部省留学生 派遣笑憋c：，) 、 』(柬信堂、2010年)等关于近代 日本海外留学史的研究， 

其视角多局限在 日本向欧美派遣留学生史，忽视 日本对华派遣留学生问题。另一方面，即便对于近代 日本对华派遣留学生史的专 

题研究，如桑兵《近代 日本留华学生》(《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也仅零散地提及部分留学生由文部省派遣的史实，对派遣制 

度的形成与发展并未过多着墨。 

50 



谭皓 ／试论近代 日本文部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 

交史料馆、国立公文书馆等处的原始档案 ，梳理史料，考订史实，钩沉出一段鲜为人知的留 

学史。① 

一

、 1899年前 日本文部省对外派遣留学生制度之沿革 

日本早在 1871年遣使来华缔结《中13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之际，就已开始对华派遣留学生， 

其后中央政府各部门亦出于各自目的派遣学生来华留学②，但在世纪之交的 1899年前并无文部省 

的身影。究其原因，还要从文部省对外派遣留学生制度的沿革说起。 

日本文部省成立于 1871年7月 18日，以统一国民精神及培养人才为职责③，成立后便接管与 

教育相关的一切事务，其中包括对外派遣留学生事宜。近代 日本对外派遣留学生，最早可追溯至德 

川幕府末期。随着“黑船来航”后1854年被迫签订《神奈川条约》及 1858年的“安政五国条约”，维 

持了200余年的锁国体制土崩瓦解，日本转而积极向欧美摄取先进文化，德川幕府及地方强藩向荷 

兰(1862年)、俄国(1865年)、英国(1866年)及法国(1867年)派遣了留学生。明治政府建立后， 

为宣示改弦易张，曾于明治元年(1868年)召回全体留学生，随后重新选派赴欧美留学生。不过，由 

于缺乏公正有效的选拔机制及充分的准备，这一时期的日本留学生表现出重“量”轻“质”、留学前 

预备教育不足、留学选拔程序不公，生源偏重个别藩(县)等问题。④ 加之，明治政府初建，财政紧 

张，很多部门为派遣留学经费犯难。⑤ 

为整顿原有制度，文部省于 1872年 8月3日颁布《学制》，制定“海外留学”规范，并于 1875年 

5月公布《文部省贷费留学生规则》，实施学生留学期满后须服从工作安排及偿还留学补助义务的 

“贷费留学生制度”。同年 7月 18日，文部省派遣鸠山和夫等 11人，前往美、法、德三国留学，学习 

法学、化学、工学等，是为文部省“贷费制留学生”之始。⑥ 翌年6月，文部省又派出了第二批留学生 

lO人，分别前往英法两国学习法学、化学、工学及物理学。⑦ 

1882年2月，文部省改原有“贷费留学生规则”为《官费海外留学生规则》，由文部卿从 1877年 

4月 12日创立的东京大学的毕业生中择优选派出国留学，但毕业后仍须回国任职。1884年3月又 

规定东京大学职员中供职满五年以上者，可以学术研究为目的，自费出国留学一年至一年半。翌年 

l2月，文部省进一步修订原有官费规则，将留学生生源在东京大学毕业生的基础上增加文部省直 

辖学校之专门科及师范科毕业生。⑧ 其后，留学生规则虽几经修订，生源资格也逐步确定为“文部 

省直辖学校之毕业生或教官”⑨，但主体内容已基本稳定下来，文部省对外派遣留学生制度得以常 

态化，派遣人数也固定在每年数十人左右。 

不过，日本陆军省、外务省、海军省虽分别于 1873、1874、1883年首次派遣学生来华留学，且其 

① 关于日本对“中国”的相关历史称谓，为保留历史原貌，本文在引用史料记述时仅将“清国”“支那”等专用名词予以保留， 

其余做相应翻译 ，特此说明。 

② 参见谭皓《近代 日本军方首批留华学生考略》，《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1期。 

③ 坂本秀夫、山本庚三鳊『文部省 研究』、三一言房、1992年、26_27页。 

④ 据九鬼隆一所述，'-3时留学生有八成以上为“萨、长、土、肥”四藩所占，这与四民平等享有受教育权相违。参见教育史编 

纂会『明活以降教育制度凳连史』第 1卷、教育资料调查会、1964年、827页。 

⑤ 石附炙『近代 日本 海外留学史』、189、l66—168、172页。 

⑥ 渡边贵『近代 日本海外留学生史』上、362页。 

⑦ 渡边赏『近代 日本海外留学生史』上、379—380页。 

⑧ 教育史编纂会『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凳速史』第2誊、463页。 

⑨ 教育史编纂会『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凳连史』第3卷、6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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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分生源就来 自文部省所辖学校(如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专业)，但文部省在成立后的近 30年 

间却一直未直接对华派遣过留学生。 

究其原因，在宏观层面，文部省将派遣留学生作为学习西方先进知识、技术和培养人才的途径， 

把留学目的国主要限定在欧美，且早期以德国为主；留学专业上侧重理、化、工、农、医等 自然科学， 

人文科学方面则以法学、哲学、史学、宗教及教育学为主。同期的中国正在通过洋务运动渐习西学， 

且也在向欧美等国派遣留学生。故而，文部省侧重向欧美派遣留学生可谓东亚后发国家向西方先 

进国家“取经”的惯例，未派遣留学生来华也可理解。 

在微观层面，日本当时高等教育中汉学等专业的课程设置及状态，也限制了文部省以培养教员 

为目的对华派遣留学生。东京大学是当时日本国内唯一大学，设理、法、文、医四学部①，其中文学 

部仅设史学、哲学、政治学科及和汉(即“日汉”——引者注)文学科。② 对与中国相关学科的教师 

需求相应有限，这限制了文部省为培养教员而对华派遣留学生。 

总之，至 1899年前日本文部省虽向欧美派遣共计 178名留学生③，但并未派遣过任何人来华 

留学 。 

二、1899--1920年日本文部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之展开 

日本高等教育体制的一系列改革，为文部省对华派遣留学生提供了契机。 

首先 ，帝国大学及其“分科大学”的诞生。1886年 3月2日，文部省经敕令第 3号颁布首个“帝 

国大学令”，将东京大学改称帝国大学，规定“帝国大学由分科大学和大学院构成，其中大学院探究 

学术技艺之蕴奥，而分科大学教授学术技艺之理论及应用”(第 2条)④，并将分科大学限定为法、 

医、工、文、理五科(第 10条)。⑤ 所谓分科大学是与学部或学院相似的教学单位，至 1919年改称学 

部。据此，原有文学部升格文科大学，学科设置也扩充为哲学科、和文学科、汉文学科及博言学科 

(后来的语言学科)四学科。虽然文科大学诸学科并未立即兴盛起来⑥，但文科大学的诞生及内部 

学科设置的扩充为汉学等学科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其次，教学基本单位由“讲座制”取代“学科制”，讲座教授职位相应增多。1893年 8月 11日， 

日本政府颁布敕令第 82号，修订原有“帝国大学令”，规定各分科大学设置讲座，由教授负责教学 

(第 17条)。⑦ 所谓讲座制是与学科制相对应的，以讲座作为教育、科研的基层组织单位和财政预 

算的基本单位，内设讲座教授(多为1名)、助教授及助手等岗位，由教授负责整个讲座的教学、科 

研及人事和财政。⑧ 同年9月7日，日本政府又颁布敕令第 93号，确定各讲座的种类与数量。其 

中，文科大学开设国语学、国文学、国史(讲座数4个，以下括号内仅记数量)，汉学、支那语学(3)， 

① 教育史编纂会『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凳连史』第1卷、731页。 

② 教育史编纂会『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凳连史』第1卷、744页。 

③ 参见迁直人『近代 日本海外留学 目的变容』、234页。 

④ 教育史编纂会『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凳连史』第3卷、245页。 

⑤ 教育史编纂会『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凳连史』第3卷、246页。 

⑥ 关于文科大学的情形，据 1887年考入文科大学哲学科的服部宇之吉回忆，当时与其同时入学文科大学的只有 10人，至 

1890年毕业时仅5人毕业。服部入学时二年级学生6人，三年级2人，此时文科大学全部在校生仅 18人；而教师则有八九名日本 

人，4名德国人及 1名英国人。可知，其规模仍十分有限。参见服部先生古稀祝贺记念蒲文集刊行畲编『{己念蒲文集：服部先生古 

稀祝贺』、富山房、1936年、8页。 

⑦ 教育史编纂会『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凳连史』第3巷、473—474页。 

⑧ 吴培群 ：《日本国立大学的讲座制及其发展》，《比较教育研究))200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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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 、地理学(2)，哲学、哲学史(2)及其他讲座。① 可见，汉学等相关讲座数量增加，教授职位也相 

应增多。 

再次，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一方面，为形成 良性的学术竞争环境 ，日本政府于 1897年 6月 22 

日颁布敕令第 209号，计划创立京都帝国大学，并建立法、医、文及理工四科分科大学。② 另一方 

面，文部大臣桦山资纪于 1899年7月 5日向内阁提交《文部省八年计划调查书》，对未来八年整 

体教育改革做一规划。其中在高等教育方面提出增加高校数量 ，如在东京、京都两帝国大学的基 

础上，在九州及东北增设帝国大学，在两校先期开设法、医、工三个分科大学，并用 10余年时间发 

展其他分科大学。同时，为填补新增师资缺 口，文部省计划增加留学生经费，增派留学生至每年 

150人。《文部省八年计划调查书》记述现今文部省留学生每年定员 75人，且每年有 20人左右 

归国，可以之充任学校教员。随着公立学校倍增，留学生定员也应翻倍，至 1902年可增至 150 

人。⑧ 同时，《文部省八年计划调查书》还附有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分配至各类学校的详细规划，参见 

表 1。 

表 1 未来八年问留学生归国后分配计划表 单位：人 

尔尿常 京都帝 九州帝 东北帝 高等 医 师范 商业 工业 农业 年度 定员 派遣 归国 其他 

国大学 国大学 国大学 国大学 学校 学校 学校 学校 学校 学校 

1900 105 51 21 4 12 1 2 2 

1901 130 54 29 8 7 5 3(男) 3 2 1 

l902 15O 48 28 9 7 3(男)1(女) 2 3 1 2 

1903 150 52 52 5 9 20 3 2(男) 2 8 3 

l904 150 54 54 4 8 10 20 2 1(男) 2 3 2 2 

1905 150 48 48 4 6 12 10 2 2(男) 3 4 3 2 

1906 150 52 52 4 6 10 12 2 3 3(男) 3 5 2 2 

1907 150 54 54 4 6 6 10 8 5 2(男) 3 5 2 3 

总计 413 338 42 61 58 52 12 19 l7 20 30 15 12 

说明：本表依据r文部省八年计画胡查亩j(外榜省外交史料馆、请求番号：3—1O一2—14)制成。 

由上表可见文部省对倍增留学生以便 日后填补新增高校师资缺口的强烈意愿和宏伟规划。 

《文部省八年计划调查书》随后虽未通过阁议，但后来大多得到实现④，对华派遣留学生也正是在此 

背景下应运而生。 

综上可见，正是在帝国大学设置分科大学并引入讲座制，以及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大背景下， 

文部省为培养胜任汉学等相关讲座的教授，开始对华派遣留学生。 

1899年 5月，文部省决定派遣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兼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助教授服部宇之吉 

“为研究汉学留学清国四年”(但其间为“攻究教学法及研究方法”转赴德国留学两年)，至同年9月 

① 教育史编纂会『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凳遣史』第3卷、475—479页。 

② 教育史编纂会『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凳遣史』第4卷、372—373页。 

③ 『文部省八年计画调查害J、外榜省外交史料馆、请求番号：3一10—2—14。因时任文部大臣桦山资纪将《文部省八年计划 

调查书》的誊本交外务大臣青木周藏参阅，所以外务唐档案中也有保存。 

④ 迕直人『近代 日本海外留学 目的变容』、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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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任命服部为东京帝国大学专任助教授。服部于当月 17日从东京出发，前往北京留学①，是为文 

部省对华派遣留学生之始。随后，文部省在 1901年4月8日制定的《文部省外国留学生规程细则》 

补助额度条款(第 18条)内，首次将“清国”作为与“欧美各国”并列的留学对象国，给予留华学生每 

年学费补助 1200元，津贴 150元。② 至此，文部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得以制度化。据笔者统计 ，在 

1899--1920年间，文部省先后派遣 11人来华留学(详见表2)。 

表2 文部省留华学生一览表【1899u1920年) 

留学前所属 来华留 计划留 实际在 序号 姓名 归国时间 研究学科 

学校、职称 学时间 学时长 华时长 

1899正 1900往 汉学 、汉学教授 1 服部宇之吉 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助教授 2钜 1正 

9月 17日 9月 法及研究法 

1900正  1903拄  

2 狩野直喜 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助教授 3锭 2年 汉学 、东洋哲学 4月 4月 

神宫技师兼内务技师、东京帝 1902正 3 伊东忠太 不详 3正 不详 建筑学 

国大学工科大学助教授 4月9日 

1903正 1904钲 

4 冈本正文 东京外国语学校助教授 7个月 7个月 清语 8月 1日 3月25日 

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助教授 1906正 1908定 5 宇野哲人 2年 2正 支那学 

兼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 3月 14日 3月l4日 

1907正 1909焦 

6 桑原骘藏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 2年 2正 东洋史 4月 l7日 4月17日 

1909正 1912正 

7 盐谷温 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助教授 2正 3年 支那文学 9月 8月 1日 

1912正  1915正 

8 高濑武次郎 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助教授 3正 3年 支那哲学 3月 6日 3月 6日 

1916正  1918芷  

9 铃木虎雄 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助教授 2拒 2年 汉学 4月 6日 4月 6日 

1918正 1920正 

10 关野贞 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助教授 2年 2拄 建筑史 3月 l7日 3月 17日 

1920正 1921拄 

l1 石桥哲尔 山口高等商业学校教授 1年 1正 支那语 1月 15日 1月 15日 

说明：本表依据文部省专门学务局历年编制的『元文部省外国留学生一览』制成。该材料散存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 

档案中。 

① 参见r服部先生自叙J、服部先生古稀祝贺1}己念擒文集-1：0行合镐『记念榆文集：服部先生古稀祝贺』、12—13页。这也得到 

了文部省制作的海外留学生调查表的印证。参见文部省事P 学耪局楠『元文部省外国留学生一览』、19o9年6月30日稠。 

② 教育史骗纂会『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凳速史』第4卷、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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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服部宇之吉为何成为首位文部省留华学生，其中原委如下。服部于 1887年考入东京帝国 

大学文科大学哲学科(同期考入史学科的有白鸟库吉)，1890年毕业后活跃于政学两界，并在1897 

年 1 1月至 1898年9月间先后担任滨尾新、西园寺公望、外山正一三位文部大臣的秘书。外山正一 

离任时，服部一同辞职，并于 1898年 9月赴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教授，后兼任东京帝国大学文科 

大学助教授。正是此次由“政”返“学”，为服部来华留学提供了契机。据其 自述 ，此时外山正一和 

滨尾新两人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矢田部良吉商议，希望安排服部赴中国留学，以便日后担任东 

京帝国大学汉学讲座教授。这一初衷与日本高等教育变革的事实吻合。不过除此之外，外山的提 

议确有他图。甲午战后，清政府采纳张之洞建议，派遣 10余名学生赴 日本留学，日本文部省安排嘉 

纳治五郎负责教育。鉴于此，外山认为不仅日本可接收中国留学生求学，他本人亦可赴中国担任教 

习，只是当时时机不佳未能成行。外山便转而将此理想寄托于服部，推荐其赴中国留学，为 日后在 

华教学奠定基础。① 

服部这一记述正是学界误解其留学生身份性质的原因。不过，客观而言，这一初衷不过是 

外山个人的盘算，虽在后来如愿实现，但从日本政府当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角度来看，文部省 

派遣服部来华留学主要仍是为东京帝国大学培养汉学讲座教授，所以服部确是名副其实的留 

学生。 

三、1920年后 日本文部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之变化 

在对华派遣留学生约20年后，文部省对留学生派遣制度进行了改革。1920年9月 15日，文部 

省通过敕令第393号颁布《文部省在外研究员规程》②，废止原有留学生派遣制度，代之以派遣在外 

研究员。 

比对此前颁布的多部《文部省外国留学生规程》，可知此次新规并无太大变化，只将派遣人员 

之名义由“留学生”升级成“在外研究员”，相应地在第 1条中将生源资格由原有“文部省直辖学校 

毕业者或教官”缩小至“文部省直辖学校教官”，并提高了相关补助金额。那么，文部省为何在 1920 

年这一时间点，改派“留学生”为“在外研究员”呢? 

据文部大臣中桥德五郎就制定新规向内阁总理大臣原敬提交的申请所记 ：“《文部省外国留 

学生规程》系明治三十四年制定，迩来虽不无修订，然依今日视之，仍有不少不适于当下实际状况 

之处。且预算已由第四十三回帝国议会通过。故有必要在学资、旅行准备费诸费资助方面修改 

规程，遂依照别纸敕令草案，具请阁议。”③即文部省在实际对外派遣留学生中，发现原有制度存 

在问题，有修订之必要；加之预算已经通过，于是便有充足资金用于改革，故而此时提请制定 

新规。 

然而，这一表述仍无法明确回答前述疑问。其实，若以新规将生源资格由原有“文部省直辖学 

校毕业者或教官”缩小至“文部省直辖学校教官”，与此前20年间日本高等教育大发展之背景结合 

来看，可以推断至 1920年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已基本补足了各新建大学的师资。换言之，将“文部省 

直辖学校毕业者或教官”派遣出国留学以补充师资的目的已近达成，派遣目的进而升级为专供各 

直辖学校的在职教师出国进修或研究 ，不再派遣直辖学校毕业生出国；同时因所派人员不再包含学 

① r服部先生自叙j、服部先生古稀祝贺记念蒲文集刊行合犏『记念擒文集：服部先生古稀祝贺』、l0—13页。 

② 教育史编纂会『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凳速史』第7巷、774—776页。 

③ r文部省在外研究员规程 定厶J、国立公文言馆、靖求番号：本馆 一2A—O11一O0·额0133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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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级别提升为“教师”，称谓也相应升格为“研究员”，才有了“文部省在外研究员”制度的出台。 

由此可进一步推论，派遣目的及人员身份的改变正是前述中桥德五郎申请中所述原规章不能适应 

的“当下实际状况”之所指。“文部省在外研究员”制度诞生，说明文部省通过派遣留学生培养高等 

教育师资的目标已基本达成，留学生派遣已上升至高等教育工作者常规性进修及研究层面，反映出 

日本向世界各国派遣留学生以培养师资的战略取得良好收效。 

不过，具体到对华派遣留学生问题，由于文部省此前派遣来华者皆为东京帝国大学等高校的 

在职教师，所以称谓的更替并未带来实质影响；同时，随后派遣来华的“在外研究员”也与此前的 

“留学生”一样或跟随私人教师学习，或在学校注册听讲 ，并未改变“留学生”的身份。这也使文部 

省后期留华学生的派遣与前期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并无太大变化。不过，由于缺乏档案资料，尚无 

法统计 1920--1945年间来华留学的在外研究员的详细人数。但若从当时汉学及其他与中国相关 

讲座在日本大学教学及学术研究体系中不断式微，随后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留学环境遭到破 

坏的角度来看，可以推测其在人数上甚或不及前期之多。这一局面直到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才逐步 

改善。 

四、近代 日本文部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之历史意义 

以上梳理了近代以降至 1945年 日本文部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的发展沿革。那么，在近代中 

日关系的摩擦与互动中，其到底有何历史意义?我们或可从其与日本向欧美派遣留学生制度，以及 

日本政府其他部门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的比较中找到思路。 

首先，文部省留华学生在起步时间和人数规模上远不及留学欧美者。明治维新后，日本提出 

“求知识于世界”的口号，全面向西方学习，旋即将向海外派遣留学生作为重要举措。其 目的国主 

要集中在欧美，起初以德国居多，美国暂居次席，但自1915年起美国后来居上，成为 日本人最重要 

的留学 目的国。① 此外，英、法、瑞士、意大利等也是热门留学国。以文部省为例，据统计截至 1940 

年底，其向各国派遣留学生共计 3180人②，但来华者仅数十人，甚至不及总数的零头。加之，文部 

省在对欧美派遣留学生的近30年后才开始对华派遣留学生，所以，文部省留华学生与留学欧美者 

在起步时间和人数规模上差距悬殊，一目了然。 

其次，文部省留华学生在受重视程度上亦不及留学欧美者。近代 日本社会盛行“脱亚入欧”思 

潮，崇尚欧美，一流人才大多将欧美作为留学首选，这使留华学生生源处于劣势，而包括文部省在内 

的日本政府各部门并未利用政策杠杆予以调节。以留学生感受最为切身的补助为例，文部省(外 

务省及铁道省亦然)大体依照以下三类区域，由高到低划分补助：甲类是南北美洲；乙类是欧洲、非 

洲、大洋洲及除丙类以外的亚洲区域；而丙类才是中国及西伯利亚③，即留华学生的补助最低。这 

虽与中国在物价等方面与其他国家地区存在差别有关，但金额的差别毕竟也是一种态度，间接反映 

重视程度的不同，不免给留华学生带来心理落差，甚至 自觉低人一头。如 1919年7月由外务省派 

往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委培的前田正胜，在表达对东亚同文书院办学模式不满时，就曾发出如此下去 

留华学生将较“赴其他国家留学者沦为更加低下之地位”④的感慨。这虽出自外务省留华学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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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迁直人『近代日本海外留学 目的变容』、50页。 

② 迁直人『近代 日本海外留学 目的变容』、376页。 

③ JACAR(7， 7'蜃史资料七’／夕一)Ref．A08071566400、在外研究其规程忙依6给与改正要搁案(国立公文害馆)。 

④ r人事课普通受第三三二号J、『外榜省留学生阴保椎件 ·亚细亚各地』、外耪省外交史料馆、请求番号：6—1—7—6—3。 



谭皓 ／试论近代 日本文部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 

口，但或可视为日本留华学生的共同心声。 

再次，即便在与其他部门对华派遣留学生的规模及制度比较中，文部省也处于劣势。据笔者统 

计，近代13本对华派遣留学生最多的是外务省，其次是陆军省，而文部省甚至不及农商务省，排在末 

位。同时，就制度建设而言，文部省也并未像外务省等一样单独制定对华派遣留学生规程，提供足 

够的制度保障。这虽与文部省派遣 目的的局限性有关，但至少说明其始终未将对华派遣留学生作 

为重心。 

然而，人数不多的文部省留华学生不仅并非“微不足道”，而且在近代日本对华派遣留学生史、 

13本汉学发展史，乃至近代中13关系史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占有独特地位。 

相较于外务省培养胜任对华交涉的汉语翻译人才、军方培养翻译与军事侦察人员并举的派遣 

目的，文部省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通过留华以培养与汉学等相关讲座的教师，本质上具有较强的学术 

性倾向，客观上也取得了超越“工具性”的效果，不仅实现了教师培养，而且推动了日本近代汉学的 

发展，开启了13本学术型留华学生的先河。文部省留华学生也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为战后中 

13友好关系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13本传统汉学研究虽然发达，但随着近代以降西学取代汉学 占据核心地位，汉学研究逐渐沉 

寂。不过，随着 13本高等教育的发展，汉学等课程与讲座的设置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空间与契机。在 

此背景下，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宇野哲人、桑原骘藏、盐谷温、高濑武次郎、铃木虎雄等一批具有 

良好汉学素养、接受新式汉学教育者来华留学。在华期间，他们不仅通过向中国学者求学提升研究 

能力，建立学术友谊，而且有如狩野直喜者更是通过与同期在华的欧洲汉学家交往切磋，重拾研究 

信心，坚定了继承业师岛田重礼考证学治学方法的决心。① 留学期满归国后，他们大多在高等学府 

执掌教席，成为13本近代汉学研究的先驱。 

例如，服部宇之吉在继承井上哲次郎开创的中国古典哲学研究“官学体制学派”的基础上，发 

展出尊崇“孔子之教”的新儒家学派；狩野直喜关于中国古代思想与古代文学的系统的实证主义研 

究，更是获得王国维一代“儒宗”的美誉。② 同时，桑原骘藏对东洋史的研究、盐谷温对中国文学的 

研究 、宇野哲人对中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也都取得了卓越成果。这些由文部省留华学生开创的研究 

业绩，时至今 13仍堪称中13两国相关研究者的必读书目，成为联系两国学界的纽带。文部省留华学 

生也有别于其他部门派遣来华者，开启 13本学术型留华学生的先河。 

再如，1928年作为文部省在外研究员来华留学的仓石武四郎，留学期间不仅学习汉语，研习学 

问，还与中国知识分子交流，既提升了学术研究水平 ，也与中国知识界缔结了学术友谊，为日后推动 

日中友好埋下种子。在华期间，他曾直接受教于马裕藻、朱希祖、周启明、许守白、伦明、赵万里、吴 

承仕、孙人和、高阆仙、杨树达、范文澜、钱玄同、沈兼士、黄晦闻、杨钟羲、王孟嘉、于阔田、曾隐阱、徐 

森玉，并利用在北京及南下的机会，专程拜会了鲁迅、冼玉清、马隅卿、尹爽公、陈垣、陈寅恪、胡适、 

董大理、章太炎、黄侃等多位学者，给诸位学者留下深刻印象。1929年 7月6 Et，仓石拜访了杨树 

达，杨氏在“回忆录”中称赞仓石“此君头脑明晰，又极好学，可畏也”。③ 仓石启程归国当日，许多 

学者前来送行，尹爽公、陈垣、赵万里还赠书留念，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学者对这位潜心向学的日本留 

华学生的肯定与敬重。④而与中国学者的交往不但为其开阔视野，更建立起超越政治与时代的友 

① 高田畸雄r狩野直喜J、碾波谨、藤井穰治编『京大柬洋学 百年』、京都大学学街 出版会、2002年、8一l2页。 

② 王国维《送 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收于《观堂集林》卷二十四)诗云“君山博士今儒宗，亭亭崛起 东海东”，君山为狩野直 

喜之号。参见严绍鲎《日本中国学史稿》，学苑出版社 2009年版，第261页。 

③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29页。 

④ 关于仓石武四郎在华留学生活，参见谭皓《仓石武四郎留华生活初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O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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谊，在 日后化作融化政治坚冰的暖流、推动中日友好的动力。1954年夏，仓石受中国邀请，参加由 

l3人组成的学术界代表团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国庆节，率先打开中日学术交流局面。① 在 

日本战后初期反华的大环境下，他顶住压力，研究汉语、创办汉语教学机构中国语讲习会(后发展 

成为 日中学院)，并将校训定为“学好中国话，为 日中友好架桥梁”②，成为推动中日友好的中坚 

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文部省对华派遣留学生的主要目的虽是培养教师，留学生在华期间的主要精力 

也用于学习及研究，但在日本不断推进侵华的时代背景下，他们很难超脱环境而独立存在，往往承 

担起 日本政府分配的任务。如，仓石武四郎就于 1929年七八月间受外务省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 

所委托，在天津参与收购陶湘涉园藏书。经其校验，总数为 24614册、3734函，且印刷装订十分精 

良的陶氏藏书被 日本买走，并瞒天过海地运回日本。③ 

综上可见，文部省在成立后至 19世纪末的30余年问，将留学生派遣重心置于欧美，对华派 

遣留学生处于空白；随着 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为培养汉学等相关讲座教师，才从 1899年起派遣 

留学生来华；而在制度运行近 20年后，又因派遣 目的及人员身份的改变而代之以在外研究员制 

度，但就对华派遣留学生而言并无本质变化，与前期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文部省留华学生虽起步 

较晚且人数有限，受重视程度不及留学欧美者 ，并缺乏足够的制度保障，但在近代 日本对华派遣 

留学生史、日本汉学发展史，乃至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他们在留学期间与中国 

学者及普通民众建立起的情感联系，也成为其在战后推动中日友好的内在动力。当然，部分留学 

生承担了日本政府的任务，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扮演了复杂的角色，折射出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 

光与影。 

[作者谭皓，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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