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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访谈

中日美三国教育各有不同

《日本新华侨报》：我知道您早年曾经留学美
国，并且在美国的福特汉姆大学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
位，还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过访问学者。后来，您在日
本创办了东京福祉大学。从目前来看，在这所大学的
外国留学生里面，中国留学生占有的人数最多。您如此
密集地接触过中日美三国教育，您认为这三国的教育
各自有什么特点？有什么值得相互借鉴之处？

中岛恒雄：从日本来看，教育的原型是来自中

国的。尽管许多日本学者强调日本并没有接受过

中国隋唐王朝时期的科举制度，但日本从中国接

受的儒学进而扩大到汉学，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

其中的一个学习方法就是背诵经典，死记硬背是一

种有功夫的表现。因此，中日两国教育的共同特点之

一，就是学生喜欢引用背诵后掌握的经典。

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与很多中国留学生有

过接触。我发现他们的强项就在背诵方面。其

实，日本留学生的背诵能力与中国留学生是相差

甚远的。我并不是说“背诵”不好，这也是一种

学习的基本功。但是，我观察到，在美国的大学，如

果学生只会背诵、重复教授的讲课内容，就无法拿到

高分数的。美国教育主张学生要学会积极把握各种

讯息，综合分析后必须拿出自己的观点。这样才能发

现问题，这样也才能解决问题。

中国和日本教育出来的学生，面对以往发生

过的问题，他们很快就可以找出解决的方法。但

是，当以往从未发生过的问题出现时，就会有点

不知所措的感觉。

日本研究经费投资需要纠偏

《日本新华侨报》：从教育上看，在“佛教
圈”、“儒教圈”、“汉字圈”方面，日本都受
到中国深厚的影响。但是，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
新以后接受近代西方教育制度和内容，在1945年
战争结束后又接受了美国主导的教育改革。从近
年来看，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持续出现，您认为
这是日本教育发生变化的结果吗？

中岛恒雄：日本到海外留学的人数并不算是

很多的，他们的学习方法也受中国传统教育方法

的影响。如果说到近年来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不

断增加，我觉得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国家对教育研究

的大量投入。一个国家如果不肯对教育研究做大手

笔的经费投入，如果不肯为教育研究创造良好的环

境，就不可能出现大量的优秀研究人才和成果。另

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研究者的勤奋，

他们以一种“匠人的精神”从事研究，坚持不懈，不

畏失败，耐得住寂寞，终于有了自己的成果。

但是，我也想指出，日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主要集中在理科方面，文科方面、经济学方面就

比较少了。从这里可以看到教育研究的偏向，也

可以看出国家对科学研究投资的偏向。这在今后

是需要不断调整和纠正的。

留学也是有“方法论”的

《日本新华侨报》：您自己有过海外留学的

经历。现在，东京福祉大学又有很多外国留学生
在学习。您自身的留学经验，能够给当今的外国
留学生有什么具体的借鉴和参考吗？

中岛恒雄：我个人的感受是，到海外留学，

其实就是到一种异文化环境中学习。这是自己的

一种选择，因此要敢于大胆地拥抱异文化环境，

积极努力地融入异文化环境。我在美国留学的时

候，首先要求自己做到忘记自己是一个日本人，

所以那时我没有一个日本人朋友。日本人与中国

人有相似的地方，到海外留学后喜欢与自己国家

的人扎堆抱团。如果日本留学生在美国天天讲日

语，他怎么能够进步呢？如果中国留学生在日本

天天讲中文，他怎么能够进步呢？

我还有一个经验值得推介。那就是我在美国

留学的时候，不是单纯的和美国人交朋友，而是

积极主动地和美国大学里面的教授交朋友。一个

外国留学生，要想和所在大学的教授交朋友，首

先在语言上要过关，这就逼着你必须努力地学习

英语；然后要在知识层面上和教授有共同语言，

这就逼着你必须在专业知识上下功夫；同时还要

有个人的见解和认识，这就逼着你必须不断地提

高自己的思维和思考能力。

说出来可能显得有点“功利”，太看重眼

前。但是，作为日本留学生，如果仅仅和美国学生交

流，也不会有很大提高的。只有敢于和教授交朋友，

才会有大幅提高。很多时候，教授对这个学生印象好

了，还可以给一个高分数。在美国，别人用7到10年才

能够拿下的博士学位，我用4年的时间就拿下了。

我认为这得益于我的“留学方法”。

我还想指出，现在，很多中国留学生在东京

福祉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但是，他们的日语还是

不过关。为什么？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总喜欢和中

国留学生在一起，在语言上没有大幅提高。这种

状况是必须改变的。

把弱势转变成为强势

《日本新华侨报》：您在美国留学期间，最
大的苦恼是什么？又是怎样克服的呢？

中岛恒雄：应该说最大的苦恼还是英语。然

后就是怎样理解美国教授的思维。美国教授最讨

厌学生鹦鹉学舌一样在作业上把自己的讲课内容

重复一遍，他们要求学生一定要有自己的见解，

并且把这种见解用文字和语言表达出来。美国教

授大多是很顽固的，很难接受他人的意见。作为

学生，相对处于弱势立场，一边要认真地听，一

边要努力地理解，一边还要反馈出自己的想法。

这就要求学生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如果

不能这样做，就拿不到好分数。留学生的本业就

是学习，拿不到好分数怎么行呢？要学会把自己

的弱势转变成为强势。

提供解决高龄化问题的模板

《日本新华侨报》：日本已经进入高龄化社
会。从某种意义上说，2000年诞生的东京福祉大
学是一所应运而生的大学。这所大学对日本高龄
化社会有什么思考？

中岛恒雄：高龄化社会是人类历史上不曾出

现过的社会，是一个全新的社会问题。对于这

个问题，仅仅做理论上的研究，那就叫“纸上谈

兵”，不会有切实有效的结果。我在经营东京福

祉大学的同时，还在运营一家高龄者养老中心，

我就是希望把这样具体的实践、具体的案例转化

到大学课堂中来，让学生学到现实有用的知识和

本领，毕业以后就可以为高龄化社会做出贡献。

现在，日本已经进入到“人生百年”的时

代。这样，就需要有各种各样的智慧创新，需要

有各种各样的制度创新，需要有各种各样的福祉创

新。还应该看到，日本是亚洲国家中最早步入高龄化

社会的国家，也是发达国家中较早进入高龄化社会

的国家。因此，日本如何解决高龄化社会问题，不是

单纯解决自身国家的问题，还是在给亚洲国家、欧美

国家提供解决高龄化社会问题的模板。

我也知道，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靠一个国

家就可以解决的。这也是东京福祉大学大量招收

外国留学生的原因之一。有些人指望在日本的外

国留学生回国后都成为“亲日派”，我则希望在

这里学习的外国留学生回国后都能够成为建设自

己祖国、特别是解决高龄化问题的优秀人才。

中日两国合作的新起点

《日本新华侨报》：正如您刚才提到的，中
国现在和日本一样，也在进入高龄化社会。在您
看来，中日两国在共同面对高龄化社会问题，特
别是人才培养方面，可以开展哪些合作呢？

中岛恒雄：是的，我也注意到日中两国都在

面临着相同的高龄化社会问题。我个人也到中国

参观过一些养老中心，从中切实感到日中两国有

许多合作的空间。

我注意到，近年来日中两国高层领导人交往

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话题，那就是未来日中

两国要在养老介护方面开展积极合作。从过去的

历史看，日中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方

面有过各种各样的的合作，但还从来没有过养老

介护方面的合作。这应该是日中两国合作的一个

新起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站在高位上看，

要有战略眼光，要有大局观念，也不能仅仅局限

于日中两国。东京福祉大学的外国留学生，在校

期间有一个重要的事项就是到美国做短期留学，

通过这种留学了解欧美社会的养老介护，开拓自

己的眼光，丰富自己的知识，增强自己的应对能

力，让自己成为养老介护的国际化人才。

采访后记

采访结束的时候，中岛恒雄总长赠送给我一

本他自己撰写的书籍《教育就是把不善于学习的

学生，培养成为善于学习的学生》，他说：“从

创建东京福祉大学之初就始终贯彻这一教育方针

并且会一直坚定的坚持下去。这本书接下来也会

在中国出版，将来希望与更多的中国教育学者进行

深入交流。”并为我介绍挂在办公室墙上的一幅又一

幅学位证书，然后又在留言板上写下一个“心”字。

他意味深长地说：“人生从来就没有平坦的道路。

任何挫折都不应该阻挡对事业目标的追求，也都

不能阻挡人们要为社会作出的贡献。”当听说自

己的采访将会在中国农历新年期间刊登时，他对我

说：“祝愿中国的朋友新年快乐！吉祥如意！”■

◆本报总主笔  蒋 丰

——访东京福祉大学总长中岛恒雄
“我愿为中国高龄化社会培养人才”

中岛恒雄，当今日本社会一位传奇的人物。由于每个人的关注点不同，他的传奇故事的表现也

就不同。当我把目光聚焦在2000年，这个被称为日本进入高龄化社会后的“介护元年”，我看到中

岛恒雄创办的为日本高龄化社会培养人才的东京福祉大学；当我把目光聚焦在中岛恒雄曾有的海外

留学经历的时候，我看到从东京福祉大学已经走出了2000多名中国留学生。正因为这样，在2020年

岁末，新冠肺炎疫情第三波在日本恣意横行之时，我走访了东京福祉大学总长中岛恒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