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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与剑》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了解日本文化、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心理的优秀书籍，书中有大量的跨文化适应的心理
案例，内容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对留学生的生活和学习以及心理健康，也具有很强指导性。并且，本
书不仅是一部研究留学日本的教育、心理方面的书籍，也是记载一百多年来中日两国的文化、政治、
经济交流的珍贵史料，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种专业人士具有较高的研究及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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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兴，国内知名的学校心理咨询与教育辅导专家，儿童自闭症诊断、治疗和教育专家。1989年出国
留学，专攻临床心理学、精神分析及心理咨询和诊断技术，获日本教育学博士和美国心理学博士学位
。为人学识渊博、多才多艺，阅历丰富。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
学心理健康辅导中心主任、国家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委员会专家委员、华东地区心理咨询行业
机构联谊会会长。在国内外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各种著作、译著，文艺作品40余部，计80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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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徐光兴的这本《樱花与剑(跨文化适应的留学心理)》是一本了解日本文化、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心
理的优秀书籍，书中有大量的跨文化适应的心理案例，内容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对留学生的生活和学
习以及心理健康，也具有很强指导性；并且，本书不仅是一部研究留学日本的教育、心理方面的书籍
，也是记载一百多年来中日两国的文化、政治、经济交流的珍贵史料，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种专业
人士具有较高的研究及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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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留学不仅学知识，还了解他国文化，还承受巨大压力。这是一本出国携带的好书，可以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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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也许只有在外的游子才能体会这份漂泊的孤独和思念；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也许只有在家的慈母才会有这份叮嘱与期盼。留学海外的游子们在异
国他乡承受着来自异文化的各种压力，如语言不通、学习压力、风俗迥异、歧视排挤、孤独压抑，等
等，因此，留学生需要对异国文化进行一定的了解，对自身的心理健康进行密切的关注，如此才能学
有所成，报效祖国！ 
2、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明治二十九年）旧历三月底，由清廷派遣的13名中国留学生抵达日本。这
批留学生年龄从13岁到32岁不等，均经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考试选拔，是人中翘楚。这件事具有破
天荒的意义，一部近两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从此改写：日本从留学生派遣国一变为接受国，而中
国则从留学生教育国“沦为”派遣国。从“支那”到“中国”(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派遣留学生并
不羞耻，之所以说“沦为”，是因为事件标志着两国文化地位的逆转。古代中国，文明灿烂，以印刷
术、指南针、火药、穹窿建筑等自有“知识产权”为代表，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具体而实在。“近世”
（为便于比照，此处权且用日本史的术语，指江户时代）以来，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文明辐射渐弱，崛
起的西方对东方的“逆辐射”渐强。而这种西方文明自西向东的“舶来”，即所谓“西学东渐”，最
初的重心并非后来成为西方世界（政治意义上）一部分的日本，而是中国。而以明治维新为开端，中
日两国在一系列重要环节上开始拉开距离，从制度文明到社会文化，从金融经济到教育民生，日本均
领先于中国。而恰恰是这种落差，构成了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动力。如果考虑到首批派遣是在《
中日马关条约》签署（1895年4月17日）的翌年，这种动力有多大便可想而知。可是，首批赴日的13名
留学生中，竟有4名在抵日两三个星期之后擅自离校归国。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他们觉得东洋食物难
以下咽，唯恐危害健康；二是频频受到日本小孩子“猪尾巴，猪尾巴”（C hanchanbouzu[チャンチャ
ン坊主]或C hankoro[チャンコロ]，是明治时代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称，意为拖着猪尾巴发辫的秃子）
的嘲弄，精神上难以承受。前者基本上是生活习惯使然，未必是真问题，后者却意味着现实的压力。
大正时代（1912—1926）以降，问题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变本加厉起来，“支那”、“支那人”
、“支那鬼”之类的称谓，让留日学生们越来越“伤不起”。从语源上说，“支那”源自“秦”（C
hin）的音变，印度在梵文的读音后加上母音，向东传回中国，向西传向欧洲。在欧洲，中国被称为
“C hina”或“C hine”；唐代的中国僧侣赴印度修习佛法，在当地听到别人对自己国家的称谓即为
“C hi-na”。后佛典汉译时，中国便被表记为“支那”（或“至那”、“脂那”、“震旦”、“振旦
”等），并随佛典东渡日本。江户时代中期以后，开始成为指称中国的专用名词。因此，这个词汇本
身原本是中性，并没有后来的意识形态化色彩。孙中山、黄兴等人都曾在文章中不经意地使用，梁启
超则用“支那少年”做笔名⋯⋯这个词的“变味”是从与日本大陆政策的“捆绑”开始，在日本民族
主义坐大成帝国主义的过程中，终于发展成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人种学意义上的蔑称。对此，实藤惠秀
写道：(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日本国策使一般日本人的眼光刻薄起来，经他们说出的“支那”一词
令人难以容忍，留学生坚决反对这个词汇，而日本人也顽固地予以反驳。这个国号问题，简直是留学
生与日本人之间恶劣关系的象征。只消翻一翻郁达夫、郭沫若等人早期的小说，便能看出这种蔑称对
当时生活在东瀛的留学生的心理折磨到了何种程度。在整整两代留日学生持续的呼吁、抵制下，1930
年5月，民国政府正式对外交部发出训令，向国际社会表达了坚决禁绝“支那”称谓的严正立场和决
心：中国政府中央政治会议鉴于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而日本政府致中国政府
的正式公文，亦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认为“支那”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
系，故敦促外交部须从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N ational R epublicofC hina”，中
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可是
，在当时的情况下，中方的抗议、表态不仅无法奏效，反而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经主流媒体报道
后，日本国内甚至掀起了一场针对中华帝国自古以来以华夷秩序凌驾于“夷狄”之上的“傲慢敌国”
的舆论反制。尽管不乏左翼文化人和媒体的呼吁、努力，但真正的转机还是在战后：1946年6月，日外
务省以外务次官的名义发表《关于避用“支那”称呼事宜》的通知，对各新闻杂志社、出版机构的对
华称谓问题作出行政指导。一个月后，文部省如法炮制，以文部次官的名义转发该通知精神，对所属
各大学和专门学校等教育机构作出指导。直至1949年10月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支那”才从日本
的大众传媒和出版物中绝迹。用实藤惠秀的表述：“从此，即使政府默不作声，‘中国’一词也会从
日本人口中溢出；而‘支那’一词，明治以来运用的次数也许较‘中国’一词为多，但无论如何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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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定成为日本语言中的死语。留学史中的‘支那’，却不幸地一直成为日本人与中国留学生纠纷的死
结，直到留学史闭幕才结束。”可吊诡的是，1949年10月以后，日本人虽然不再称中国为“支那”，
但却制造了一个新名词“中共”，作为日舆论界称呼中国共产党治下国度的专用名词。直至中日邦交
正常化之前，日主流媒体才取消“中共”的称谓，一律改称“中国”。从“支那”到“中共”，再到
“中国”，微妙地折射了近代以来，日人在想象和面对大陆邻国时心态的变化。“文化反哺”的功罪(
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自1896年首批留学生赴日以来，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至1905、1906年间达最
高峰（8000名左右）。美国学者任达（D ouglasR . R eynolds）在《新政革命与日本》中说：“粗略估计
，从1898年至1911年间，至少有2 .5万名学生跨越东海到日本，寻求现代教育。”与此同时，大批日本
人应聘到中国内地学校出任教师（称为日本教习），或在各类政府机构中担任顾问（军事、外交、教
育、农事顾问等）。除此之外，日人还在中国内地开办学校（如杭州的日文学堂、南京的同文书院、
北京的东文学社和上海的留学高等预备学堂等），派遣日本教师授课，在中国本土开展日语教育，培
养留日预备军。赴日留学生的增加与赴华日本教习、顾问派遣规模的递增成正比，同消同长。历史地
看，赴日留学潮无疑是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文化交流运动。其过程长且复杂，包括实藤此著在内，海内
外相关著作已多有阐述，在此不赘。姑且就其影响问题，略论一二。若用一句话来定性地加以概括，
也许可作如此表述：如果没有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两国文化地位逆转之后日本对中国的“文化反哺”的
话，那么包括笔者此刻谈论该问题的拙文在内，一切要么是“无从谈起”，要么则须彻底变换形式（
包括文体、文法及绝大部分学术专业名词）。因为，涉及现代社会文化思想的一整套学术术语几乎全
部来自日本语，诸如国家、政府、革命、自由、民主、人权、共和、宪政、政治、经济、商业、法律
、文学、美术、戏剧、音乐、抽象、乐观、形而上学、意识形态，等等。试想，如果从一篇用现代行
文表述的学术论文或讲演词中把从日文中舶来的词汇术语统统过滤并加以置换的话，意图将何以表述
，读者或听众又将如何接受呢？即使不是“无从谈起”的话，“不知所云”怕是唯一可行的结果。对
此，从汪向荣的《日本教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10月版），到美国学者任内的《新
政革命与日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包括被认为是该领域最权威著作的实藤此著在内，
均对日本的“文化反哺”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持正面、积极的评价，甚至视其为一桩绝对的好事。
但反思的声音也并非没有。如舒新城早在1928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留学史》中曾发出过“军阀如此横
行，留日学生自应负重大责任”的慨叹：“五四运动”史权威学者周策纵也曾注意到“留日的中国知
识分子所受军事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较留学其他地方的学生所受的为多”的现象。就
笔者视野所及，在这方面做出最深入反思的是中国学者王彬彬。他在《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文化反
哺”的反思》（见《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王彬彬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2月版）一文中指出：
“从日本输入的‘西学’，已远不是原汁原味的西学，而是被日本所删节、改造、扭曲了的东西。”
对于接受了如此强劲的“文化反哺”的中国何以竟未能转型为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宪政国家的问题
，他认为：“或许正因为日本的影响过于强大，换句话说，或许正因为在中国的现代化刚刚起步时，
就误投了师门、错找了奶娘。”也未可知。但正如现代化进程之不可逆一样，真正的悲剧在于，即使
这种“文化反哺”是“狼奶”（王彬彬语），我们却已吐之不尽。本版撰文：刘柠（学者，北京）摘
自http://gcontent.oeeee.com/5/96/596dedf4498e258e/Blog/97d/57bde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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