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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次日本之行的最后一站也是我们最为期待的一站，非常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和

这么多优秀的日本青年如此近距离面对面的交流，我想这对于我们这次整个的旅程即是一个

总结又是一个升华。早就听说早稻田大学是世界著名的优秀大学之一，是全日本最著名的私

立综合性大学。历史回眸早稻田大学，一个具有浓厚田园色彩的校名，它的名字来源，正如

它的校徽图案：两束稻穗之间嵌上“大学”二字所显示的意义，早稻田刚建校时并不在繁华

的都市，它的前身是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以保全学术之独立，有效地利用学术，造就

模范国民为建校宗旨”，这种优良学风，经创始人大隈重信倡导以来，经历任总长的精心扶

植和全体师生的不懈奋斗，使之代代相传，不断发扬光大。 

1882 年伴随着“学问要独立”的宣言声，日本明治时代著名政治活动家、自由民权主义

者大隈重信在东京郊区一片稻田里创办了东京专门学校。当时由于国内政治派系纷争，从大

隈重信的处境，不便于插手学校的事务，校长便由大隈英磨担任。当时仅设有政治经济、法

律、理学及英语四科，规模很小，设备异常简陋。 

1902 年建校 20 周年时，学校正式改名为早稻田大学。后来，由于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和

第二次世界大战，早稻田大学受到严重的破坏，但它还是顽强地保存了下来。 

二战后，早稻田大学获得了新生，办学规模也大幅度扩展。在新的学制下，早稻田大学

为适应战后大规模经济复兴的需要，在扩大全日制招生规模的同时，开办了夜校班、函授班。

研究生教育也得到蓬勃发展，许多系科都设立了博士课程。学校机构也有了相应扩充，设立

了体育局、国际部，加强同海外交流和选派接受留学生。各种各样的研究所也似雨后春笋般

建立起来。 

早稻田大学以“保全学术之独立，有效地利用学术，造就模范国民”为建校宗旨，这个优良

学风，经创始人大隈重信倡导以来，经历任总长的精心扶植和全体师生的不懈奋斗，使之代

代相传，不断发扬光大。 

大学创办人大隈重信是一位有远见的教育家，他为学校定下的办学原则和治学精神一直贯彻

至今，他提出的“做学问的独创性”，“知识的实用性”和“造就模范的日本国民和世界公

民”是学校的建校宗旨。 

大隈重信倡导的“在野精神、进取精神和庶民精神”使早稻田培养的不只是少数精英尖子和

上层领导，而且是大批实干的人才。 

大隈重信办学的终极目标是“世界的道路通向早稻田”，早稻田大学最早吸收欧美学术文

化，向亚洲各国开放门户，吸收各国留学生在日本众大学中始终走在前列。 

早稻田大学已走过 100 多年风雨，发展成为一所完整的综合性大学。早稻田大学现有 5 万余

名学生，拥有 9 个极富个性的本科系及 12 个研究生院。学校不仅拥有现代化的设施，更有百

年来所积淀下的丰富人文资源，成为名符其实的日本“私学之雄”。 

早稻田大学本部校区在东京都闹市区的新宿，全校主要学部和行政机构均设在这里。另外，

还有户山、大久保、所泽、本庄等 9 个校区。各校区除了有关部的教学、科研设施外，在本

部校区还有大隈讲堂、戏剧博物馆、井深大纪念厅（国际会堂）新建综合情报中心等反映早

稻田大学历史和特色的建筑物。 

早稻田大学以中央图书馆为核心，共拥有 30 座图书馆，藏书总数约 450 万册，利用者达 180

万人次，图书馆拥有许多国宝级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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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稻田大学是一所尊重个性，崇尚“自由的学风”的综合性大学。在这里你随时会见到来自

世界各地，有各种不同的肤色，说着各种语言的留学生。 

早稻田大学培养了多名日本首相，如森喜朗、小渊、竹下、海部等，在日本国会中有校友近

百名，称为“稻门会”。企业家中有松下、索尼的创始人，在日本上市公司经理中早稻田毕

业生人数占第一位，更有村上春树等著名文学艺术家、建筑大师、传媒大亨等等不胜枚举，

有人说“早稻田人掌握着日本的舆论工具”。 

面对一所历史如此悠久，成绩如此优秀的大学我们简直就是欣喜若狂。我们到达早稻田大学

后现实对校园进行了简单的参观。早稻田大学给人透出一种融入周围环境的统一感，没有大

的铁门，学校的正门就是在马路边上的一层台阶，完全开放的模式，完全给人一种舒心的感

觉，而且秋季的校园格外的有感觉，遍地的落叶，微微的秋风配以学校欧式的建筑风格和米

色的主色调给人一种很诗情画意的美感。尤其是大隈广场的大隈讲堂更是庄严肃穆， 大隈

讲堂是为纪念大学的创始人大隈重信先生建立的，它那独特的建筑风格已成为早稻田大学的

标志。设计者将钟楼建在讲堂的一端，而不是传统的中心对称位置，目的在于强调个性与自

由，暗合了大隈先生强调学术独立，倡导独创性的钻研精神。不仅如此，广场前的大道也不

正对着讲堂，而是斜着，目的在于要融入周围的社区环境。 

之后我们和早稻田的学生们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主题是“学习与未来的就业”。经过短暂

却深刻的交流我们发现中国和日本的大学生在许多方面还是存在一些不同的，例如日本大学

生多数人在毕业之后就会选择直接去企业工作，但是在中国恐怕更多的人在大学本科毕业后

会选择继续深造读研究生。但是在日本他们更多数的是选择去工作等有几年工作经验之后再

考虑是否继续回来读研。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是日本的大学生在毕业后选择工作的态度，

据他们说日本大学生在毕业后会把“人”作为他们选择工作的第一指标，也就是说看这个公

司老板的“人”做的怎么样。第二点注重的则是个人的兴趣和工作的环境。最后才是个人的

薪水和报酬。这点恐怕和中国的国情还是多少有一些差别的。其他的我们还互相聊了一下在

学校的生活情况，我发现日本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独立自主性更强，业余生活也较中国大学生

更加多姿多彩，更贴近我们中国现在大力倡导的素质教育。由此看来中国的教育改革还有一

段很长的时间要走。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对于中日大学生学习就业的交流就到此结束了。不过

在随后的晚宴中我们有着更加自由的空间可以边吃边聊。 

在交谈中最让我感到好奇的就是早稻田大学的自动图书馆了，日本的大学生说，日本是个多

地震的国家，为了保障人的安全，国家规定建筑的地下室二层以下不能有人，所以在早大图

书馆的地下书库中采用了自动取书设备，只要在电脑上敲出所要书的名称，地下书库的机械

手就自动将书取出。而这一先进的技术正属于目前的研究热点之一——人工智能技术。这些

恐怕都是我第一次听说的。 

今年正好是早稻田大学创校 125 周年，原来这 125 周年还有一个说法呢！早稻田大学的创立

者大隈重信经常有一种「人活 125 岁」的理论。 根据这个理论「人本来可以享有 125 岁的寿

命。只要很注重健康,就应该能活到这个岁数」理论的根据是「生理学家认为任何动物的寿命

都应该是其生长期的 5 倍。所以一个人到 25 岁可以生长发育成熟的话,按理算其寿命应该是

125 岁。」(摘自大隈重信述「人寿百岁以上」)。大隈重信的这个「人生 125 岁说」得到了很

高的评价,被当时的杂志介绍了好几次。 所以,有关早稻田大学和大隈重信纪念活动中,125 这

个数字已经被认为是代表着一个新的纪元而受到重视。创立 45 周年时建造的大隈讲堂塔就被

设计成高度 125 尺(约 38 米),还有,在 1963 年还举行了大隈重信诞生 125 周年纪念活动。 

并且听说早稻田大学在成立 125 周年之际还提出了“第二次创校” 在向未来的发展中，早

稻田大学更是以“培养世界人的世界性大学”的宏大目标高瞻远瞩、精心筹划。在庆祝建校

100 周年之际，西原春夫总长提出了早稻田迈向 21 世纪的设计蓝图，提出了早稻田大学适应

国际化、信息化时代的教育和研究体制，宣布早稻田大学已揭开了“第二世纪”帷幕。为迎

- 39 - 



接 2007 年的建校 125 周年，早稻田大学提出了第二次创校——争当国际化大学的“第二世纪

宣言”：“培养地球市民；挑战独创的尖端研究；使全校为社会提供终生教育的服务系统化。”

目前，校方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实行学分制，学习方式灵活多样，学习活的学问；设立

体育局，统一进行全校体育课程管理，培育身心和谐的学生；利用戏剧博物馆等一些设施，

对学生进行情操陶冶、培养文艺方面的才能，活跃学校生活；充分开掘图书馆的功能，使它

真正起到“教室”的作用。改革新生入学考试，除了招收学业优秀、全面发展的学生入学，

也招收有一技之长者。招考方式采用多种渠道推荐与考试相结合，一改过去“一考定终身”

的传统做法。此外，对归国子女、外国学生、体育尖子均有较为灵活的录取措施。 

对于早稻田大学我最为喜欢的恐怕就是那种“平民风格”了 早稻田大学经历了 100 多年的

风雨，仍然延承着创始人大隈重信倡导的 3 个精神：在野精神、进取精神、庶民精神。学校

采取开放的方针，在多个方面体现自己独特的风格：开放教学：为学生提供纵横交叉的学习

机会，提倡逐渐向专业深化的开放教学。在张扬个性的同时，强调融合和开放。截止到 2002

年，约有 1000 个课程开放教学，所有本科学生均可自由听讲。开放校园：早稻田大学没有围

墙，人们常来这里参观，甚至借用学校的场地开会，形成以邻为友、和睦相处的局面，这是

早稻田大学 100 多年来所特有的平民风格。同时早稻田大学的学生也经常参加周边社区的各

类活动。向世界开放：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世界市民”，建立遍布世界的人才网，早稻

田大学每年向国外派出各类留学生约 600 名，同时也接收来自国外的留学生约 1300 名，居日

本私立大学之首。目前该校正积极运作，欲使派往国外的留学生数量达到全校学生的 30%。“东

西方文明调和”：这是大隈重信又一远见卓识的办学思想。早稻田大学最早吸收欧美学术文

化，向亚洲各国开放门户。早稻田大学集中了来自世界 14 个国家地区 87 个学校 1000 名留学

生，数目之多在日本大学中首屈一指。 同时，学校一直积极致力于开展国际交流活动。早

稻田大学校园迎来过爱因斯坦、肖伯纳、江泽民、克林顿、金泳三等知名人士和国家首脑，

这些世界性名人的不断来临，无疑推动了早稻田大学朝着教育国际化不断迈进。 

当我问到早稻田大学的学生对于中国的印象时令我惊讶的是他们知道的中国是一个很现实

的中国，而且对于中国的了解很深刻，对于中国和早稻田大学的交流他们也是津津乐道。据

说早稻田大学和中国很早就开始了文化交流活动，1905 年早稻田大学成立清国留学生部，第

一年即招收中国留学生 762 名，规模之大在日本各大学居于首位。他们说最令他们难忘的就

是在 1999 年，江泽民总书记在早稻田大学著名的大隈讲堂作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

重要演讲。目前，早稻田大学已经同我国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 

时间慢慢流过了，很快我们的早稻田大学之旅就要结束了，但是我想这次短暂的交流的意义

不是这些词语就能表达出来的，我们这次的交流是中国一流大学生于日本一流大学生一次直

接面对面的对话，不仅对于双方的生活，思想都有了更深刻地了解，恐怕更为重要的是对于

中日两国的未来发展做出了更为积极的贡献。我们都将会是中日两国未来的栋梁，而通过我

们的交流彼此更加了解了对方，排除了双方心中的疑惑与误解，我想这对于中日关系的发展

是百利无一害的。 

我们很高兴能有这次意义非凡的旅行，我们也算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为中日友好发展尽了我

们的微薄之力。最后要感谢早稻田大学优秀的学生们，更要感谢日中经济协会和日本商会给

我们创造了这次难得的机会。谢谢所有关注中国与日本友好发展的朋友们。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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