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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民国时期浙江留学生王晞辰在日遇险记 

江静 

来源：《浙江档案》2005年9期 投稿人： 发布时间：2007-11-22 阅读次数：787

    
    最近，笔者从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1]找到一组现藏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资料，有关我浙江留学生王晞辰在
日遭受非法检查、拘捕的经过。该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时期日本政府的对华态度，以及我国留学生在日本的艰
难境遇，兹介绍于此。 

    1931年1月15日，日本警视厅外事课巡查渡边正吾，前往东京神田区猿乐町二丁目四番地，调查其监控对象某中国
留学生的行踪，在其所掌握的地址似乎没有找到要找的人，就在与房东交谈时，浙江留学生王晞辰恰巧从房内出来，渡
边于是就盘问起他的姓名等情况，接着，又对其住所肆意捜査，态度颇为粗暴，血气方刚的青年学子遇到傲慢无礼的警
察，发生争执在所难免，而自以为是的日本警察又岂能容忍所轻视的中国留学生的反抗，手无寸铁的王晞辰于是免不了
挨上一顿拳脚，或许还有棍棒相加，最后，又被强带至东京神田西神田警署继续接受调查，结果是查无证据，无罪释
放。 

    这一公然侵犯人权的事件引起了在日中国人的强烈不满，时任浙江驻日留学生管理员的林本[2]，将此事上报至中
国驻日公使汪荣宝[3]处，汪因而致信日本外务省亚细亚局局长谷正之[4]，要求后者调查此事。信函全文如下： 

   
    敬启者 据本国浙江省留学生经理员林本呈称，留学生王晞辰来日一载，矢志攻学，向来安分守己，品行端正。

本 月十五日午间十二时，突有警视厅总监官房外事课员渡边正吾前往神田区猿乐町二十四番地市田俊一方该生住所，
侵入室内，初则盘问履历，继则肆意捜査，终更加以殴辱，并胁赴西神田区警署究问，以毫无证据释还，如此无故滋

扰、侵犯人权，侨民同抱不安，学界尤深愤慨，恳请交渉等。因到馆。此事经过情形究竟如何，兹特函达 

贵局长，即请转行警视厅澈査见复，不胜感荷，专此奉渎（牍？），祇（祗？）颂日绥，此请 

谷亚细亚局长台鉴 
 中华民国特命全权公使 汪荣宝 

中华民国二十年一月二十三日 

 

    谷正之收到此信后，于27日发文（亚一机密第90号）至警视厅总监丸山鹤吉[5]，要求后者调查此事，并随文附上
汪公使信件的日文译稿。 

    1月31日，丸山鹤吉回函（外秘第二二五号）给谷正之，认为汪公使信中所述内容与事实有一定出入，同时，也承
认渡边正吾在处理此事过程中有不妥行为，已对其加以相当的训戒。并随文附上渡边正吾关于此事的报告（按：原文为
日文）： 
 

    本月十五日午后一时，余赴神田区猿乐町二丁目四番地市田俊一方，调查居住在此处的专修大学生某某之动静。
房主否认有某某居此，问答之间，有一名留学生出现，问其姓名，答曰无此必要，查其言辞态度，颇令人生疑，有再行
调查之必要，遂要求其同赴附近警署，遭其强烈拒绝，余迫其同行，双方由争执转为格斗。其后，彼此意见稍有沟通，
得其同意，阅其日志，知其为王晞辰，与调查中的某某同为监视对象，而且，从其关于两名友人“眼下在本国作为思想

犯入狱”的记事中，余以为有必要调查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遂在同日午后一时半，将其带至神田西神田警察署，盘
问之后，于二时放其归宅。 

当厅外事课亚细亚係勤务 

巡查   渡边正吾 

 

    谷正之收到此件后，于2月16日将副本转发给汪公使，同时附函再次重申了丸山总监的调查结果与处理意见。对我
留学生的无辜被打乃至拘捕，文中毫无道歉和安慰之语。 

    关于王晞辰事件的经过，渡边正吾的报告记载得比较详细，然与我浙江驻日留学生管理员林本的奏呈颇多出入，可
以认为，前者有为推卸责任歪曲事实的可能性。其中的所谓“格斗”，一边是手无寸铁的学生，一边是正在执行任务的
警察，结果如何，不难想象。所谓“其后，彼此意见稍有沟通，得其同意，阅其日志”，应该是王晞辰在被打后，无力
阻止渡边翻看其日记。无论如何，王晞辰被打以至被抓总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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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事件可以看出： 

    1、日本政府对我在日留学生的行踪颇为警惕，特别留意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甲午战争爆发后，我国有大批学
生赴日留学，他们在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同时，也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活动，揭露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
侵华阴谋。对此，日本政府颇为恼怒，常常采取派出警察严密监视，殴打和拘捕留学生等手段，破坏我进步留学生的排
日和抗日运动。王晞辰事件无疑是这一历史背景的反映。 

    2、我国留学生在日处境颇为艰难。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普遍是等而下之。尤其是民国以后，随
着日本对华侵略政策的明确，日本对中国的轻蔑或忌恨变得更加厉害，中国留学生不仅要忍受普通日本人的冷嘲热讽，
还得遭受日本警察的刁难和迫害，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王晞辰遇到的粗暴对待和日本政府的傲慢态度真切地说明了这
一点。 

    3、面对日本的歧视和刁难，大多数留学生持反抗态度。王晞辰在面对日本警察盘问时表现出的抵触情绪，无疑是
这一态度的体现。 

注释： 
 

[1]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成立于2001年，主要任务是在网上公布自日本明治政府成立以来，到二战结束期间，与亚洲
各国军事外交有关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来自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
馆，是我们研究日本侵华历史的绝好材料。 

[2]林本（1899－？）：浙江鄞县人。1927年赴日，任浙江驻日留学生管理员。1929年考入日本东京文理科大学，专攻
教育学与心理学。1931年9月回国，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首任督学。后历任安徽大学教授、浙江省立民泉教育实验学校校
长、中山大学教育系主任、中央大学公训系主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务主任兼教育学系主任等职。 

[3]汪荣宝（1878－1933）：江苏吴县人。1900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和庆应义塾留学。1914年任驻比利时公使，1919年
任驻瑞士公使，1922年6月，任驻日本公使。1931年7月回国，任陆海空军副司令部行营参议，外交委员会委员长。 

[4]谷正之（1889－1962）：日本熊本县人。历任外务省亚洲局局长、伪满洲国大使馆参事、驻奥地利兼匈牙利公使、
驻中国大使、外务省顾问、驻美大使等职。 

[5]丸山鹤吉（1883－1956）：日本东京人。1909年入内务省，1929年任警视厅总监，1943年任大政翼赞会事务总长，
后历任宫城县知事、日本东北地方总监、武藏野美术学校校长诸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