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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中国人的日本留学，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那么，在清末，即日本的明治时代后期，日本
人是以怎样一种心态来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呢？日本人对中国留学生的基本认识又是如何？搞清这些问题，对分析留日学
生思想观念的形成，剖析留日学生归国后的种种表现，都将起到一定的作用。本文试以明治后期日本报刊杂志中有关留
日学生的报道为中心，结合一些其他相关资料，对以上问题作一考察。 

 
一、血与泪的结晶  

 

    甲午战后的1896年，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发生了一件值得记载的大事，那就是自古以来接受日本留学生的中
国，首次派遣了13名学生赴日留学。对这一可谓历史大逆转的事件，日本人又有何种反应呢？经查找，笔者仅发现以下
的简单报道： 

 
    支那驻横滨领事吕贤笙，前些日赴上海，其目的是在宁波、苏州等地挑选13名青年，以官费留学生的身份带回东京
研究日本语学。现已与这些青年同乘西京丸返回日本。[1] 

 
    这13名留学生的东渡，拉开了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序幕，而大量的留日学生真正开始登上这一舞台是在二年后的1898
年。当时由于维新思潮日渐高涨，由开明派任巡抚或总督的浙江、湖南、湖北等省相继制订了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计划
并开始着手实施，从而引起了日本人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支那俊杰张之洞门下的学生，不久前已有被派遣来日本，而此次又有准备从湖南、湖北两省挑选学生200名，于近
期内派来我国。（中略）此乃近来之一大快事。[2] 

 

    清国在四五年前还轻侮我国，厌恶我国。然而，今日却一朝反省，对我国尊敬有加，将培植教育人才之大任委托给
我国。我国又应以如何之觉悟来对待此事呢？[3] 

 
    明治初年，中日建立邦交之时，由于两国当时都被迫与欧美列强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因此相互间能够在互谅互
让的基础上建立基本平等的国家关系。以后，日本全力推进以学习西方为中心的国内改革，以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民
素质，同时还致力于与西方列强的交涉以谋求修改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然而在中国，尽管在“中体西用”的指导思
想下，洋务派官僚们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但它没有能够实现根本性的变革，国家积贫积弱。在这一形势下，
日本不是在维护两国平等邦交关系的基础上与中国携手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而是效仿欧美列强的手法，出兵台湾，挑
起甲午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对中国人来说，中国方面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所受到的精神打击，比败给西方
人要大得多。而在日本，此次战争的胜利被认为是明治维新以来西洋化努力的结果，是文明的胜利，从而使国民自信倍
增。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带给了日本人莫大的喜悦——一种弟子受到昔日的老师尊敬的喜悦。 
 

    进入20世纪，在日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从1904至1905年，留日学生人数从3000人急增至8000人以上，留日运动达
到高潮。面对这一盛况，有人称中国不愧有大国风度，但更多的日本人则认为： 

 
    往昔我国以彼国为师，如今却地位逆转，乃至出现如此多的清国人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4]孜孜学我日本之盛
况，这正是我国民以血和泪换来的成功，或者说正进一步走向成功。而其功效则主要又源于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
利。[5] 

 
    如前所述，中国因受甲午战败的刺激，开始官费派遣学生留学日本。20世纪初，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节节胜利，对
中国的留日运动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虽然日俄二国为争夺中国东北的支配权而发动的这场战争，无论谁胜谁负，
中国都改变不了受害国之处境。但是，中华民族直至进入近代，所受到的外患几乎均来自北方民族，此乃历史之教训；
而在现实中，自三国干涉事件后，俄国人独占中国东北地区的野心日益公开化。所有这些，都促使中国人不断加强对俄
国的警戒心理。而对于日本，或许是由于自甲午战争后，日本对中国所展开的积极的游说外交卓有成效，与中国人对日
本的警戒心相比，国民所拥有的更多是对日本的钦佩心理和亲近感。因此，包括留日学生在内，国人大多数都指望日本
在这场战争中取胜。而在知识阶层，于这种感情的背后还有一种期待，即如果立宪国日本战胜了专制国俄国，可广为宣
传立宪的意义。此外，二者谁胜谁负还直接关系到黄色人种和白色人种的“优胜劣败”问题。 



 

    所以，日本在甲午、日俄二次战争中的胜利使中国人真正意识到学习日本富国强兵之成功经验的重要意义。在当
时，甚至有观点认为，中国最佳的选择，是在获得日本配合的前提下探求富国强兵的道路，以防御外敌的侵略。 
 

    由此兴起并不断推进的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在许多日本人眼中，往往被视作是国家莫大的荣誉和国民用“血和
泪”换来的结晶。 

 
二、共同利益之所在  

 

    国际间的交往往往是由利益所驱动的，利益相同则携手共进，相悖则甚至会诉诸武力，这种事例屡见不鲜。清末中
国人留学日本运动，也是符合中日双方利益的产物。对此，当时早稻田大学学监高田早苗氏曾有过如下阐述： 

 
    教育中国人，不仅符合中国人的利益，也同样符合我日本之利益。这一说法，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解，好像是为
了满足日本之野心，才去教育中国人，但我决没有那样的意思。我认为，中国与日本之利益非存与一时，而是存与长
久，故只要诚心诚意为中国人谋利益，其结果自然等同于为日本谋利益。[6] 

 
    当时，有一种论调盛行于世，即因为中日同文同种，故应保持亲密关系。与此相比，高田氏的共同利益说则具有一
定的新意。他这样批判同文同种之说：如果只要同文同种，两国关系就可友好，那就不会发生诸如英美战争、德奥战争
了。高田氏主张只要不以野心，而以诚心待之的话，自然就会有好的结果。 
 

    那么，中国人去日本留学，于中于日都有那些利益呢？高田氏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对中方来讲，向日本学习先进文
化，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对日方来讲，来日求学者越多，则间接或直接地对日本加深理解者就越多。毋庸置疑，与欧
美相比，中国到日本的距离更近，物价也便宜得多，并且与其学习欧美的“蟹爬文字”，当然不如学习起源于中国的日
本文字。进而言之，学习国外文明之目的是经过取舍选择后为本国所用，中国通过日本学习或多或少已东洋化了的西洋
文明，对中国无疑大有好处。在充分发挥本国独特长处的基础上，消化吸收西洋文明，日本致力于此项工作要比中国早
三十年。中国通过日本输入西洋文明和被东洋化了的西洋文化，只要稍加咀嚼就可消化吸收，比此更佳的捷径恐怕没有
了吧。 
 

    对日本来说，中国留学生来日留学的所有消费，就是日方的一大笔收入，而这仅是有形的利益，无形的利益则更为
巨大。从历史上看，留美者爱美国，留法者爱法国，以此类推，留日者则应当对日本持有好感，这就是所谓的无形利
益。 

 
三、培植势力之长计  

 

    留日运动自1898年开始不断趋向高涨的另一背景是日本方面的推动。 
 

    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使中国失去了大量的利权，而且也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军事力量的羸弱。通过三国干
涉还辽和附带政治条件的借款，列强大肆地分割中国——俄罗斯在东北，德国在山东，法国在云南、广东、广西，英国
在长江流域——企图强占更多的势力范围，从而引起了一股瓜分中国的狂潮。 
 

    目睹西方列强蚕食中国，日本也不甘示弱，企图把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省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谋求在闽的铁路
铺设权。当时负责与清政府直接交涉的驻华特命全权公使矢野文雄，为了顺利地推进这一交涉，一方面向中国鼓动所谓
“我国政府拟与贵国倍敦友谊，闻悉中国需才孔急，倘选派学生出洋习业，我国可为提供经费。（中略）人数以200人
为限”；而另一方面，则向外务大臣西德二郎机密报告： 

 
    关于福建省内铁路事项中所陈，设若向彼提出要求，为表示超于口头友谊之实际友谊，提出我接受留学生教育之
要求，据观察所得，势必为清政府所欢迎。此举不仅有助于此次要求之成功，而受我感化之人才播布于其古老帝国之
中，实为将来在东亚大陆树立我势力之良策。兹将其缘由详陈如下：如斯，则彼之从于武事者，不仅限于模仿日本之兵
制，军用器械等也必仰给于我，聘用军官等人员也将求于日本，毋庸置疑，清军事之大部行将日本化；理科学生亦必求
其器械、工人等于日本，清之商工业自身，则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而为我商工业向清扩展打开门路。另，法律、文
学等科学生，为谋清之发展，必将遵袭日本之制度。若能至此，我势力将及于大陆，正未可量也。斯时清之官民对我信
赖之情，亦必胜于今日十倍。由于此辈学生与日本之关系，将来清政府必陆续不断自派学生来我国。如是，则我国之势
力将悄然又鮼骎于东亚大陆！[7] 

 
    1898年后，随着留学生的增加，与此相关的议论也随之增多，通过留学生的教育来培植势力的主张也时有所见，但
如此详尽“精辟”的论述却不多见。据此可以看出，日本不仅把留学生的教育作为获得中国人信赖的一种手段，而且还
期望通过它培植亲日势力，对中国的各个领域产生影响。 
 

    甲午战争后，日本针对中国，提出了诸如“分割论”、“保全论”之类的观点。在列强分割中国的狂潮中，很多日
本人对亚洲的形势抱有强烈的“危机感”，他们一边提倡“保全支那”、“日清同盟”，一边向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
高官游说派遣赴日留学生的重要性。贵族院议长、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参谋本部的福岛安正和宇都宫太郎等就是
其中的核心人物。在保全论中，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把侵略中国作为目的，另一种认为两国应该真正地“唇齿相依”、
“辅车相援”，日本不应该侵略中国。但是，无论是分割论者,抑或是保全论者，在积极地吸引中国人赴日，进行留学
生教育方面，二者的主张是一致的。 

 
    我日本国民应以如何之觉悟来教育是等珍重的留学生呢？必须明白，他们受教育的成败，不仅极大地关系着支那将
来之通塞，而且也极大地影响着我国势力在清国的消长。我日本国民应将此与人道、与一国之利害相鉴照，来教育这些
留学生，而决不可以轻视。[8] 

 



    这些学生悉皆彼国学生中的佼佼者，其门阀地位盖居中等以上，而其之所以东渡求学，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造就刷
新本国文物制度的素养。他们结束多年的学业，归国之后定能得到相当高的地位，在扶植文明、振兴国势上始终能发挥
主导作用。因此，我国民决不能把目前面对的学生视为寻常普通之辈，而是必须以认真严肃的态度教育他们、厚待他
们，应竭尽善邻之好，让他们知道我国崇尚仁义之美德。（中略）或对其教育待遇采取粗漏散漫的态度，或者甚至凭借
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大捷之威，干脆将他们视作战败国的学生，傲慢粗暴地对待他们，这一类教育者也难保不会出现。
如果我国教育者中真有此类举措，那必将会引起留学生的厌恶情绪，以至失去留学我国之欲望。这不仅有损我国体面，
伤害我国名誉，而且也将玷污我国对清国应尽的天职，消弱两国睦邻之好，当将来东亚形势风起云涌之时，失去相互握
手并镳之道。[9] 

 
    由此我们看出，中国留学生的教育被认为直接关系到日本的国家利害，以及日本在华势力的培植。而且，从人道上
考虑，中国留学生的教育还被认为是日本的天职。像这样的“人道”论和“天职”论往往一同被提倡。这种风潮同样起
始于留学生来日的十九世纪末，中经义和团事件和日俄战争而渐趋高涨。 

 
    从人道上观之，我国已输入了欧美文化，成为东西思想的中心点。尽管不足之处和他人的指责还很多，但大体上
看，人权之发达、自由之伸张、教育之整备、各种文明要素之发展已远胜于清国。因此，教育扶掖清国人乃是为人道，
为文化，为世界的幸福和平，是我日本人作为人类生存于斯世所应尽的义务。而且，从国家责任而言，我国与清国之关
系可谓唇齿辅车，促使清国觉醒，适应世界列国之大势，是为东亚永久和平所不得不为之事。我国以国家存亡为赌注屡
屡作战，以带来财政经济困难之危险而实施各种计划，所幸的是，战争的胜利使我国国威高扬，以至声望凌于列强之
上，清国留学生日见增加。因此我国致力于这些留学生的启导，只不过是厉行我向来之国是，履行我国之天职。[10] 

    这种议论的展开，是与日本因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而激发出来的自我意识的变化紧密相关的。特别是在
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东亚小国的劣等感中完全脱离出来，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位于东西思想中心点的头等国。日本认
为，作为东西文明的综合者、亚洲的先觉者，日本不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应该把自己的综合文明扩散到顽固的清
国，因此诱导启发清国留学生不仅是人道，而且也是天职。 
 

    此外，日本人还把承担中国留学生的教育看作是对邻国人的好意和同情。他们认为，日本与中国是邻国，有古来的
文化交流关系，共通的思想感情也是他国所难以比拟的，虽说历史上有过几次争斗敌视的现象，但两国友好往来的历史
悠久，人种大体同一，语言交流便利，而且宗教上也有共通之处，是名副其实的邻邦。然而，具有四千余年友好历史的
中国，目前国土被列强蚕食，利益被列强独占，几乎濒临亡国灭种，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日本人对处于如此境
况的邻邦人应给予同情，心怀好意，大力支援，助其成功。 
 

    如上所述，对于日本人教育中国留学生的动机可谓众说纷纭，但其主流又是什么呢？被誉为研究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第一人的实藤惠秀氏在其名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指出：“首先是为了所谓的‘日支亲善’。‘日支亲善’就是说
中国要听日本的话，培养亲近日本的中国青年。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的教育负责人青柳笃恒曾认为，多培养一个中
国青年，就是日本的势力向大陆多渗入一步。这很明确地表现了日本吸收中国留学生的目的，而且这样考虑的教育者最
多。” 

 
四、“豚尾奴”  

 

    在明治时代，日本不断走向文明开化，而中国则被认为“未开野蛮”之国，是“东亚之恶友”。但至少直至明治前
期，由于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那样的久远而且深刻，在相当多日本人的内心深处，对于中国仍存在着难以抹去的自
卑感。可以说，给这种国民意识带来历史性转机的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取胜。加之义和团事件中中国再次暴露出来的
腐败无能，和日俄战争中日本所显示的强大实力，使以日本为中心的自我意识日益膨胀，而轻视中国的风潮则逐渐升
级。 
 

    1896年，首批赴日的13名留学生中，有4人仅在日本逗留一个月就辞学归国了。据说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
能容忍日本小孩嘲弄他们是“豚尾奴”。“豚尾奴”这一称呼，其实在这批留学生来日之前的明治二十年代的报纸，特
别是中国商人居住较为集中的神户和长崎的地方报纸上，已不时有所出现。 

 
    住在南京町的清国人中，有许多每天身挎装着杂货的背包，东张西望地探视市民住宅，一旦瞅准机会，似乎是连一
双木屐都可能偷走的豚尾奴。他们出售的是假冒珊瑚珠，价格不菲，每只开价一日元或二日元不等，最后讨价还价也有
只卖四五十钱者，但若是不买就赖着不走的事例也司空见惯。[11] 

 
    这一阶段，普通日本人对部分中国人的蔑视，大多是由于他们的谋生手段或所从事的职业低贱而引起的。但是，若
换一个角度看，这些中国人虽知其被蔑视与侮辱，却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忍辱负重，这些有时甚至被认为是中国人的可
贵精神。 
 

    然而，甲午战争后，连日本小孩见到中国留学生，都“豚尾奴、豚尾奴”地喊个不停，有的甚至还同时向他们扔石
子。小孩是如此，那么成人们又怎样呢？以下我们来看一段“学生与车夫的对话”。 

 
    日本识字之人甚多，车夫走卒皆能读报知外事。自日本胜俄后，不论其他，即其车夫亦有轻藐中国人之心。每为学
生辈拉车，于攒头前奔之时，常回头作贱而悲之状，以闻某学生曰： 
 

“日本和俄国打仗，现在日本打胜了，你们知道没有？” 

学生每有初至日本，不解其作何语者，则顺口应之曰： 

“是也。” 

车夫见此情形，更扬扬的笑问道曰： 

“你们既知道了，也眼热没有？” 



学生仍不解，又答之曰： 

“是的。” 

车夫见学生不懂其语，又连声的道： 

“支那人甚么都不晓得呢。” 

此种问答，在东京学生，日有数遇，触耳伤心，言之生愧。吾不知身亲其境者，亦曾知愤愧否耶。[12] 

 
    中国留学生如此遭蔑视，究其原因，首先在于他们是“濒死之国的劣弱国民”这一基本认识。此外，因环境的不同
而形成的生活习惯，特别是日本人眼中的中国人的不良卫生习惯也是导致中国留学生受侮的原因之一。本来，凡能到日
本留学者，大多是富家子弟，有的甚至已具有秀才、举人、进士之资格，他们在中国倍受人们尊重。然而，来到日本
后，如他们三五成群漫步街头的情景，在日人眼中就宛如“一群大海中游动的小鱼”。当时，日本人对中国国民性的议
论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有：肮脏、懒惰、虚伪、贪婪、愚昧、中庸。别的暂且不论，先看看日本人是怎样看待中国人的不
良卫生习惯的： 

 
    看看他们宿舍的状况，则令人咋舌。某氏之邻住着一帮清国人，据说是从早到晚吵嚷不休，而且其不讲卫生的恶
习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本来某氏洒扫得干干净净的庭园，一转眼却成了他们随意吐唾的“啖壶”。另外，支那本
是文字之故乡，对于文字该是特别珍重，可是，他们将字纸胡扔乱弃，令人不可思议。那住着清国人的庭园，扔置着的
字纸垃圾堆积如山，脏不忍睹。[13] 

 
还有部分寄宿者，两三个月不洗澡也不算希奇，待学校给他们配置了澡堂，结果是一天洗二三次。[14] 

 
    这些留学生的确有着日人难以忍受的不良习惯，这也许可以被日本人视作是“劣弱的国民”之明证，同时也成了留
学生们遭轻蔑的催化剂。 

 
五、“佳宾珍客”  

 

    然而，就在中国人倍受轻侮之时，日本也有不少心怀善意的有识之士，他们表现出对中国留学生教育的热心和关
怀，呼吁改变这种不尽人意的现状。这或许可以说是轻蔑之中的友好吧。 
 

    致力于中国留学生教育的人士中，如最早从事中国留学生教育的嘉纳治五郎，热心于女子留学生教育的下田歌子，
投身于中国人教育的松本龟次郎等，都是熟为人知的人物。而鲁迅所景仰的恩师藤野先生则可看作是给予中国留学生许
许多多关怀和照顾的众多日本友好人士的代表。“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日本人还骂支那人是光
头和尚，恶语伤人，同班同学中也总有一些人老是瞧不起中国学生，视之为异类。”但是，“支那自古有恩于日本，不
管怎样，日本人在尊敬支那先贤的同时，必须尊重他们的国民。”[15]乍看初闻，这也许是一种非常朴素的见解，但对
于中国留学生来说，无异于黑暗中的一束亮光。正因为如此，藤野先生才给鲁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另外，重视中国留学生，呼吁改善他们处境者也不乏其人。深切关注中国革命的宫崎滔天就是其中之一。明治三十
九年九月五日，他在《革命评论》上发表了《关于支那留学生》一文，文中首先称留学生为“佳宾珍客”，并进而披露
了他们所处的恶劣环境，最后给日本国人敲响了警钟。 

 
    寄语同胞  寄语我邦当局者、政治家、教员、商人、下宿屋主人、女佣、小偷、盗贼、卖春妇诸君，诸君日夜当作
“豚尾奴”轻视、嘲笑、欺骗、贪绞、诱惑的支那留学生，他们将来是新支那的建设者。他们现在正含垢忍辱，诸君心
中岂无丝毫慊歉之情！诸君今日侮辱他们，最终将招致他们的侮辱！而相互侮辱或许最终还会招致争斗！深恐支那强大
的人们，务请深思再三。[16] 

 
     不光是民间，政府官员中对留学生教育抱有诚意，并致力于实践他们的主张者也不乏其人。1898年8月20日，文部
省专门学务局长上田万年在《太阳》（4卷17号）上发表了《关于清国留学生》的专论，主张“整个清国留学生的问题
当是我邦教育界的大问题”，并就此提出了具体的有关留学生教育管理的方法。而前驻清国公使大鸟圭介也曾发表“对
清国古今感情的变化”的演讲，他说：“希望我邦各有关文武官员，要竭其教导之诚意，给予衣食住行诸方便，极尽亲
切关照之友情，以此报答昔日的师导之恩。”[17] 

 
六、结束语  

 

    以上，以明治末期日本报刊杂志中有关留日学生的报道为中心，考察了日本人对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这一重要历史
事件的认识。留学生们置身于经济文化日新月异的日本，目睹日本的富强昌盛，更加感受到祖国的贫弱，从而激发出他
们加倍努力学习新文化、新知识以报效祖国的决心；大多数留学生在留学期间，听讲义、上书店、跑图书馆，对新知
识、新学问孜孜以求，其知识积累为归国后的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日本政府在教育留学生问题上的心怀叵测和部
分正义人士的凛然正义，日本社会所滋长的歧视中国人的风潮和部分日本人的好意，则直接影响了日本对留日学生教育
的成败，影响了留日学生对日本的认识和态度，影响了留学生们在归国后对日实践活动。 
 

    在与中国近代留学史相关的研究领域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结论：留美者亲美，留日者反日。的确，与留美者相
比，留日回国人员中，批判日本的人数比例要大。不过其中也不乏“亲日者”和与日本人友好往来的人士，这也是不容
忽视的事实。而且，还有一个明显的倾向，那就是留日学生中走向“反日”和“亲日”两个极端的人特别多一些。为何
留日学生中批判日本者的比例要大一些，走向两个极端的人要多一些呢？仔细分析一下，还是能发现一些问题的。首先
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时日本社会上滋生的轻视中国人的情绪招致了广大留学生的极大反感，而周围部分日本人的好意又使
部分留学生结下了深深的日本情结；其次，部分日本政客所设计的通过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教育来培植其在华势力的政
策，因社会上滋长的轻视中国情绪的影响未能得到多数留学生的“配合”，但在某种上不能不说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留日学生在归国后，尤其是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发动侵略的时期，由于各人的素质、立场和政治倾向的不同，许多
留学生表现出了各种截然不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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