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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时代的证言》

前言

在我的书柜中，有一本20多年前日本朋友赠送给我而一直珍藏至今的诗集——《我的北京》。扉页上
签署的作者名，是鹿岛龙男，日期为1987年3月。鹿岛龙男，是诗人的笔名。他不是别人，正是本书作
者坂田辉昭。坂田辉昭1928年生于日本横滨。二战结束后，他在京滨工业地带的一家工厂当过制图工
，后来搞工运，组织工会，也从事过基层的宣传工作，经常写黑板报，发传单。那时他生活在日本社
会的底层，立志要消灭贫富差别，消灭社会不公，思想上要求进步。通过这些活动，他崭露写诗的才
华，终于成为工人出身的诗人。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他遭到“赤色整肃”，被厂方开除。1961年5月
，告别工运，来东京的日中友好协会本部工作，从此成为日中友好运动的活动家。我认识坂田辉昭先
生，是他到日中友协工作以后。我从1964年秋到1978年曾作过《光明日报》和新华社特派记者，常驻
日本。期间，因采访日中友好活动，常与坂田辉昭先生接触。在他和夫人坂田和子女士的好意安排下
，曾到过他家里访问。记得，我看见他家一间铺有榻榻米的不大的房间里，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一套
套半旧的日本文学大系，使我感到主人一定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但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家的主人是一位
诗人。我发现坂田先生是位诗人，还是在得到他出版的上述第二本诗集《我的北京》之后。可惜，他
于1997年5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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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时代的证言》

内容概要

《跨时代的证言:中日民间友好运动的一幕》内容简介：在我的书柜中，有一本20多年前日本朋友赠送
给我而一直珍藏至今的诗集——《我的北京》。扉页上签署的作者名，是鹿岛龙男，日期为1987年3月
。鹿岛龙男，是诗人的笔名。他不是别人，正是《跨时代的证言:中日民间友好运动的一幕》作者坂田
辉昭。坂田辉昭1928年生于日本横滨。二战结束后，他在京滨工业地带的一家工厂当过制图工，后来
搞工运，组织工会，也从事过基层的宣传工作，经常写黑板报，发传单。那时他生活在日本社会的底
层，立志要消灭贫富差别，消灭社会不公，思想上要求进步。通过这些活动，他崭露写诗的才华，终
于成为工人出身的诗人。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他遭到“赤色整肃”，被厂方开除。1961年5月，告别
工运，来东京的日中友好协会本部工作，从此成为日中友好运动的活动家。  
我认识坂田辉昭先生，是他到日中友协工作以后。我从1964年秋到1978年曾作过《光明日报》和新华
社特派记者，常驻日本。期间，因采访日中友好活动，常与坂田辉昭先生接触。在他和夫人坂田和子
女士的好意安排下，曾到过他家里访问。记得，我看见他家一间铺有榻榻米的不大的房间里，书架上
整齐地排列着一套套半旧的日本文学大系，使我感到主人一定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但那时我还不知道
这家的主人是一位诗人。我发现坂田先生是位诗人，还是在得到他出版的上述第二本诗集《我的北京
》之后。可惜，他于1997年5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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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时代的证言》

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坂田辉昭 译者：合声坂田辉昭，1928年6月，出生于神奈川县横滨市。1946年4月，在
日立制作所当制图工人。1950年7月，在朝鲜战争及其美军占领政策的背景下，因参加“赤色运动”而
被工厂除名。同年，参加神奈川县机关报协会，从事工会、民主团体的宣传教育工作，主要是指导机
关报刊的编辑发行。1954年3月，毕业于日本文学学校（第一期学生）。1955年11月，与文学学校同班
同学和子结婚。1961年5月，参加日中友好协会（正统总部）的组建工作，历任常任理事、组织部长、
总务部长、事务局次长等。先后参加并领导了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反对日美安保条约、善邻学生会
馆斗争等反美爱国正义斗争。1967年11月，因参加领导阻止佐藤访美运动在羽田机场被捕，开始长
达13年的审判斗争，先后被东京地方法院、东京高级法院宣判无罪，但因检方抗诉，最终被最高法院
非法作出罚金20，000日元的有罪判决。1992年6月，从（社团法人）日中友好协会退职，就任参事
。1997年5月，在东京逝世，享年68岁。主要著作有：诗集《树木与果实》（合著）、《并非再见》（
青年出版社、1973年）、《我和北京》（窗之会、1981年）、《跨时代的证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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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时代的证言》

书籍目录

序中文版出版寄语第1章 踏上征途，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而斗争·高级法院的不合理判决·1967
年11月12日清晨·佐藤荣作首相访美·关于藤田茂原中将·青年长谷川与横须贺的西川大师第2章 遭
到无理逮捕后的第一次庭审·中岛健臧、宫崎世民、黑田寿男出庭作证·阵容强大的律师团出庭辩护
·大动荡的时代·对警方“非法镇压”的法庭陈述第3章 在抗议佐藤访美运动中的两条路线斗争·羽
田机场国际线大厅·男女老少齐上阵·抗议佐藤访问台湾·发生在羽田机场的又一场斗争第4章 “羽
田机场事件”中的坂田辉昭·下午2时40分“事件”发生·事件的经过(摘自东京高级法院判决书)·“
现在开始行动·日本社会党的斗争第5章 违反宪法言论自由的“东京都公安条例”·关于东京都公安
条例·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聚集的地方·现场没有宣布“现在开始集会第6
章 羽田机场事件与坂田辉昭和山本庄八的被捕经过·被捕·山本庄八的证言第7章 活跃在民间友好舞
台卜的日本各界人士·在宇都宫德马宅第的赏樱会上．·关于古井喜·田川诚-与日中备忘录贸易谈判
·拘留所内·论罪求刑·检方的企图第8章 对友好团体的搜查与东京地方法院的无罪判决·本案审理
达到高潮·关于东京都公安条例第一条·警视厅突击搜查日中友好团体·东京地方法院判决无罪第9
章 关于机场国际线大厅的“公共自由”之争·东京地方检察院提起公诉·辩护方的反论与“保安值勤
日志·东京高级法院首次开庭审理·东京高级法院再判无罪第10章 在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日子里·
“日中邦交正常化国民会议”的组成·日中邦交正常化终于实现·在北京举行的庆祝招待会第11章 高
级法院的无罪判决与“可罚的违法性”·胜诉的庆功会·检方向最高法院提起抗诉·最高法院开始法
庭辩论·最高法院的无理判决：撤销无罪判决，发回重审第12章 最高法院再次发回重审，斗争形势依
然严·一九七六年——中国转折之年·发回重审，东京高级法院再判无罪·法庭斗争和日中友好协会
·最高法院再次作出无理判决第13章 三次撤销无罪判决，终审判决两万日元罚金·日中关系的新阶段
·东京高级法院“服从最高法院意见”·80年代的日中关系·最高法院第三次驳回上诉中文版后记刘
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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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时代的证言》

章节摘录

至此，民间的日中活动完成了自己的大目标，开始与日本政府一道促进日中友好事业的发展，羽田机
场的被告们如愿以偿。胜利！巨大的胜利！佐藤首相在历史的审判中一败涂地。然而奇妙的是，这场
官司却像一堆剩货无人问津，这一年又这么过去了。人们迎来了1973年。黎明是短暂的。太阳跃出东
京湾的水平线，一缕金色的阳光照射在东京上空，向人们宣告黎明的到来。阻止历史车轮前进的佐藤
荣作像渣滓一样遭到抛弃之后，人们迎来了日中关系的曙光，霎时间，这曙光化作日中友好的满天朝
霞。1973年4月16日，羽田机场迎来的便是这么一个灿烂的清晨。以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为团长的
中国代表团一行55人，作为祝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民间代表大举访日。日本方面成立了由各界人士组
成的欢迎委员会，妥善安排来访事宜。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理所当然地成为欢迎队
伍的骨干力量。该团一行还访问关西地区，其欢迎阵容当然也是以山本所属的贸促会为主，形成遍及
民间的欢迎浪潮。那天，坂田一早就来到羽田机场准备欢迎活动。该团一行乘坐的中国民航飞机从上
海直飞羽田，预计在下午四点四十分落地。两国之间尚未签订航空协定，没有定期航班。一行在有关
方面的特别安排下，得以从上海直飞羽田。抵达时，将有包括旅日华侨在内的日本各界人士1000余人
聚集在羽田机场表示欢迎。工作人员将欢迎队伍整整齐齐地安排在迎送区内，工作人员里就有坂田，
他是欢迎委员会警备工作的负责人之一。这天早上，他们和警察当局最后磋商。欢迎队伍的大轿车所
抵达的位置、徒步而来的人从哪条通道进入迎送区，坂田与警视厅负责人的A警官、机场警察一起踏
查现场。坂田心情复杂。当年的那个早晨，他曾经在躲藏中走过这条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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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时代的证言》

后记

坂田辉昭和坂田和子夫妇是我20世纪80年代初刚参加工作不久时结识的日本友人。当时，周围的人们
都称他们是中日友好的前辈。其后近二十年的交往，他们夫妇二人对中日友好事业的执著与追求给我
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成为我工作中的榜样。先生手持香烟，面带微笑，时而沉思，时而振奋的形象，
至今仍然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还清楚地记得先生去世之前，我最后一次到医院看望他的情景。
当时，先生躺在病榻上反复对我说，自己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完，还为我讲述了他创作一字诗——“
蚁”。虽然只有一个字，可是按照日语不同的发音却可以品出不同的意境。今天回想起来，我忽然领
悟到他那种力薄撑千斤，聚少成多，势不可当的精神境界。前不久，坂田和子女士把刚出版的《跨时
代的证言》赠送给我，我在回国的飞机上一口气读了下来，获得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温故知新，再
次体会到中日民间友好事业的力量所在。先生通过发生在自己身上并影响他一生的“羽田机场事件”
向历史发出证言，向未来发出证言：中日友好是民心所向，是历史的必然。于是，我觉得有必要将此
书译成中文，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日本的民间友好人士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所付出的心血，进而为
研究中日民间友好交流的历史增添一份珍贵的史料。

Page 7



《跨时代的证言》

编辑推荐

《跨时代的证言:中日民间友好运动的一幕》是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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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时代的证言》

章节试读

1、《跨时代的证言》的笔记-第271页

        日中邦交恢复后，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中国政府，日中友好成为国策，当年那些冷落中国的人们也
竞相歌颂日中友好。参加欢迎邓小平副总理访日招待会的两千多人中，有不少人属于这类，号称中国
的“新朋友”。

这种形势值得欣慰。因为这意味着日中友好的影响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扩大，深入人心。但是不容否认
，那些“老朋友”虽然明白这个道理，但在感情上却想不通。许多“新的日中友好人士”在日本国内
颇具实力。其中的道理在经济界简单明了。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前，大商社、大企业没有参与日中贸易
，现在他们态度积极，蠢蠢欲动。在日本国内，与中小型商社、企业相比，这些大商社、大企业占据
绝对优势。很早以前，那些中小企业就开始为日中贸易编织纤细的网络，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开路架桥
。然而现在的情况却与当年的努力无关，大企业、大商社的卡车长龙般地从这座桥上堂皇驶过，对那
些中小企业和商社不理不睬，甚至一脚踢开。这就是经济规律。尽管那些中小商社和企业的老朋友时
时叹息，自己辛辛苦苦构筑这条日中友好小道，图的是什么？

2、《跨时代的证言》的笔记-第288页

        1958年，横须贺港内的白帽子酒吧（White Hat Club）在横须贺的一条小巷里，坂田和西川对酌到
天明。两人热火朝天地谈论中国，一起畅想日本的未来。两人高唱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大踏步
地走在美军基地的大街上。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有许多的日本人，他们把战后的青春奉献给了社会主义，在步入老年的今天，他们仍然把自己的理想
和人生寄托在社会主义中国上。他们的“中国观”充满迷惘，从迷惘悄悄地走向失落，当时的坂田没
有准备好充分的理由说服西川，他也处于迷惘之中。

Page 9



《跨时代的证言》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