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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刊词

横滨山手中华学园

理事长梁庆安

我们横滨山手中华学校的前身横滨大同学校是在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救

国救民思想的感召下，由横滨兴中会推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直接参与，于 1898 年

由横滨华侨自己建立的日本乃至世界第一所近代华侨学校，从而开创了世界近代华侨教育之

先河。之后，横滨华侨又建立了中华学校、华侨学校、志成学校来教育华侨子弟，横滨华侨

教育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但以上四所侨校均在 1923 年的关东大地震中被毁。

地震过后不久，横滨华侨在废墟上又建立起横滨中华公立小学，在中日战争期间饱受日

本政府的歧视和迫害，但广大侨胞始终团结一致，公立小学也一致坚持爱国民族教育。不幸

的是，这所学校在 1945 年的横滨大空袭中无辜受难，毁于美国空军的轰炸中。

日本战败后，横滨华侨以着空前高涨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于 1946 年又建起横滨中

华学校，并很快开设了包括幼稚园、小学部、中学部、夜间成人班的完整华侨教育体系，丰

富和发展了横滨华侨教育事业的内容和规模，学生人数也超过了干人，达到历史最高峰。未

曾料到的是， 1952 年 8 月、 9 月台湾反动势力勾结日本警察两次武力镇压中华学校，爱国师

生、家长、侨胞被强行逐出校园，属于横滨华侨公有的侨校羊皮台湾反动势力霸占，这就是震

惊日本的"学校事件"，这一事件也最后导致了整个横滨华侨社会的分裂。但我们并没有屈

服，在由家长、爱国侨胞联合结成的学校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爱国师生在侨胞的家里和店

铺进行了历时一年的分散教育。 1953 年，在日本全国爱国侨胞的支持下，山手町临时校舍建

成，我们迁到此处继续坚持爱国民族教育。 1957 年，学校正式改名为横滨山于中华学校，直

至今日我们在山于办学已经 50 多年了。

我是 1951 年进入横滨中华学校读幼稚园的，第二年正要升入小一时突然不能到学校的

校舍上学了，而是到华侨的家里去上课，连黑板、桌椅都没有，做早操也只能去山下町小公

园，当时由于年纪太小还不太理解。后来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校舍不口操场，虽然每天要爬山

坡到山手上学，但仍是高兴得不得了，大家终于可以尽情的玩耍了。随着我不断长大，心里

也越来越佩服那些留学生出身的老师和全身心支持学校的家长和侨胞们，我也是在这些前辈

的教育和关心下成长起来的。现在我身为中华学校的理事长，更加感到经营中华学校的难处，

也认为先辈们留下来的光辉传统是我们最宝贵的财产。

中华学校经历了地震、战争、政治干扰等天灾人祸，沧桑坎坷无法一语道尽。但百余年

立于不败之地与广大华侨的热心支持、祖国政府、驻日大使馆的亲切关怀密不可分。如今我

校已经成为日本华侨教育的一面旗帜，为了)1[员应时代的发展，我们也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不

断调整教育内容，于 1993 年开始进行了全面的教育改革，大力推行素质教育，着手研究双

语教学，教育质量逐年提高，这也使学校在校生人数屡创新高。

目前，日本华侨社会人口迅速增长，新老华侨交流合作不断加强，祖国日益繁荣强大，

中日友好事业喜忧参半。据此，我们理事会确定了近期的两个重要任务:第一，编写百年校

史。回顾中华学校的百年历程，编写一部能够真正反映我们横滨华侨心声的校史，这是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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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代教师、校友的多年凤愿 。 中华学校的百年校史是横滨华侨史的一个缩影，其中饱含了学

校几代师生的欢笑与血泪 ， 深藏了广大侨胞的厚望与寄托，反映了中日友好的建立和发展 。

第二 ， 筹建新校舍 。 我校在山手地区办学实属无奈之举 ， 当时大家一直坚信我们会回到位于

山下町的校舍，横滨的侨校也会统二的 。 所以办学之初 ， 地皮狭小末日校舍简陋 。 后来为了更

好的实施民族教育 ， 1966 年我们又重建了新校舍 。 但目前看来 ， 我们在山手地区的发展空间

有限 ， 已不能适应当前的形势 。 所以，我校决定另择地皮，重新修建新校舍 。 我想，这两个

重大任务也是我们横滨第二代老华侨的历史使命 。

在 2004 年横滨国庆宴会上，王毅大使非常热情而明确地表示要积极帮助和支持我校编

写百年校史和筹建新校舍 。 之后，我校师生又应王大使的邀请前往大使馆作客 ， 受到了贵宾

般的礼遇，至今仍令人难以忘怀 。 这两件事已成为横滨华侨社会之美谈 ， 更使我们坚定了完

成这两大任务的信心，也激励着我们更加努力使横滨山手中华学校这所百年侨校再展辉煌 。

如今，这本{百年校志}终于和大家见面了，其中百年校史的正文与各时期教师校友回

忆文章 、 各种校史资料互为补充 。 虽可说本书内容较为丰富 ， 但也只是粗略地勾画了我校校

史的简单轮廓 ， 许多地方还须进一步研究和考证 。 在此，我也要代表理事会对日中友好会馆

赐予我们的大力资助和热情支持致以由衷的谢意 。

我们希望通过这本 {百年校志}更多的人能了解和理解我们横滨山手中华学校，成为我

们的朋友 ， 与我们一起齐心协力共同推动我校教育事业的发展 。 我们深信，有大家的热忱厚

爱和倾力支持，中华学校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

最后 ，谨向多年来关心支持学校的各界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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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11 月 13 日梁庆安理事长向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胡德平赠呈感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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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山手中华学校的历史、现状和展望

横滨山手中华学校

校长潘民生

我们横滨山手中华学校是一所由华侨自己创办经营的具有百余年历史的全日制华侨学

校，自 1898 年建校以来，历经了百年沧桑，几代同仁为捍卫爱国民族教育前赴后继，为传

播弘扬中华文化矢志不渝，为促进中日友好积极奔走，为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纵横搏合，岁月

ili争睐，时光在再，造就了中华学校的百年辉煌，使我校在日本华侨华人社会乃至全世界都有

良好的声誉。值此{百年校志}发刊之际，特简单对我校的历史、现状和今后的发展做以下

简单介绍。

1-) 历史

众所周知，我们学校的前身横滨大同学校可谓世界上第一所近代华侨学校，由孙中山先

生倡议，并由康有为、梁启超等扶持，横滨华侨 1898 年兴资建立，开始设置了小学部，后

又增设幼稚部和中学部，课程设置了国语、英文、日文、算术、历史、地理、文法、修身、

习字等九科目。主要课程的教材也是自己编篡而成。这种新式教育的模式当时无论在清朝本

土，还是海外华侨社会都是绝对领先的。校长和教师又是从国内聘请的。东南亚的众多华侨

学校也是模仿其建立的。

不幸的是大同学校与其他的华侨学校一起毁于 1923 年关东大地震，但横滨华侨"有钱

出钱，有力出力"第二年就在废墟上将横滨原有的三所华侨学校合并为横滨中华公立学校。

在中日战争期间，虽倍受日本政府的挤压，但横滨华侨团结一致以坚定的意志，坚持爱国民

族教育。 1945 年，美军对东京横滨地区进行了大轰炸，华侨学校也被毁于一旦。同样的历史

再次上演，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横滨华侨就在横滨中华街重新修建了华侨学校，命名为横滨

中华学校，开始实施国语(普通话)教育，并增添了中学部和夜间成人班，进一步完善了华

侨教育体系。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了，横滨的大部分华侨都为强大的祖国而自豪，但 1952 年

9 月，台湾国民党当局利用"合法政府"的便利派海军勾结日本警察镇压了横滨中华学校的

爱国师生，中华学校无端被占领。众多学生一起被迫分散在爱国侨胞家里和店铺里坚持民族

教育达→年之久。无奈之中，爱国华侨被迫离开中华街，重新购置土地。又是第二年，在横

滨山手地区建成了新学校， 1957 年学校正式命名为横滨山手中华学校。

二战后，中华学校己培养了两千余名毕业生，其中很多人已成为了京滨地区各侨会侨团

的领袖和主要骨干，中华学校变成了培育日本华侨华人事业接班人的摇篮。同时，大批毕业

生已融入日本主流社会，为中日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及友好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上个世

纪五十年代初，我校一大批毕业生积极响应祖国号召，毅然回国投身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大大加强了我校与祖国的联系。

以周恩来、何香凝、廖承志为代表的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我校给予了极其热情的关

注，并在物质和精神上均赐予了大力支持。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祖国驻日使馆历任大使、参

赞以及国务院侨办主任、侨联主席几乎均亲在学校视察指导。这成为了我校发展壮大的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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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盾。 1998 年，我校迎来百年华诞，江泽民主席、钱其琛副总理欣然为学校挥毫题词，并高

度评价了我校长期以来为日本华侨教育、华侨社会发展、中日友好做出的重要贡献。

l二)现状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各方面飞速发展，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中日友好交流也出现了可喜的势头。 20 多年来，我校的教育对象逐渐转变为第三代、第四代

华侨以及大陆新移民的子女，纯粹日本人的子女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变化，

我校自 1993 年开始实施教育改革，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着力研究"双语教学"，进一步

明确了中华学校的教育任务为:

(1)中华学校的学生要继承并弘扬中华文化，同时学习中日两种语言并可熟练运用，具有

较高的交际技能;

(2)具备日本学校的同等学力，学生毕业后可纳入日本的教育体系继续深造;

(3)中华学校的毕业生要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要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可以在今后的社

会工作中具有更强的竞争力，成为适应社会形势变化的新型人材，进而为中日两国友好大业

做贡献。

之后，通过长期合作，不断交流研讨，我校与国务院侨办、北京华文学院(原北京华侨

学生补习学校)联合编写了《汉语}系列教材，现已在各国的华文学校中广泛使用，成为国

侨办的主打教材之一，并从国内聘请了一批优秀的教师来我校长期任教，不仅壮大了我校的

师资力量，也更好地保证教学质量。这样，经过 10 年的全面教育改革，我校传统的爱国民

族教育逐渐转轨为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形势的华文教育。今后，我们更要以着"开拓进取，

与时俱进"的理念，培养出更多不仅能够活跃在日本各个领域，而且熟练掌握中日英三种语

言，具备较高综合素质的国际型人材。

l三l 展望

目前，据日本政府 2003 年的统计，在日华侨人数已达到 50 万，在日中国国籍中小学

适龄儿童人数为 24， 000 人。可是实施全日制教育的华侨学校却还是 50 年前的 5 所，就读总

人数仅为 2 ， 000 人。京滨地区的华侨学校有 3 所，就读儿童仅为 1 ， 100 人，华侨适龄儿童

87%没有在华侨学校就读，而日本学校的教育也无法满足需求，以致华侨华人子女教育问题

日显突出。

近年来，我校在校学生人数激增，目前全校幼稚部、小学部、中学部总人数共 398 人，

远远超出了校舍的容纳极限，比 10 年前增长了 60%多。迫切要求把子女送到中华学校就读的

家长与日俱增，包括很多纯粹的日本人父母也慕名而来，甚至出现了连夜排队等待报名的现

象。但因受到社会条件、经济情况、校舍设施等因素的限制，中华学校无法全部接受报名的

学生。从前年开始，学校无奈采用了抽签的办法来决定录取新生。望着那些因报名未果而痛

哭流涕的家长，我们全体同仁无不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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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近 10 年我校学生人数的变化

随着中日贸易的发展，双边经济活动、人员交流日益频繁，中国资本需要进入日本市场，

横滨市政府迫切渴望吸引中国资本，但来日中资机构人员子女教育问题很大程度限制了这项

事业的开展，为此横滨市经济局也专门来中华学校考察。驻日使馆工作人员也希望子女在日

期间能够到中华学校就学，但都因为我校规模有限而无法接收。

另外，由于我校现有校舍于 1966 年竣工，现已进入老化期，为维护设备和达到"耐震

构造指标"的要求，都需大量资金的投入。随着学生人数激增，校舍已经超出饱和状态，教

室、楼道‘操场、礼堂、厕所处处拥挤不堪，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和正常的教学秩序。

大力发展日本华文教育事业，扩大中华学校的规模已经是大势所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为了广大在日华侨华人的长期利益，更好弘扬中华文化，我们深感责任重大。经过学校和横

滨华侨总会审慎的研究与分析，一致决定扩大中华学校的规模，购置新地皮，重建新校舍。

这样才能完善教学环境，满足多数家长的愿望，让更多的学生就读我校。重建新校舍已经成

为目前我校面临的最大任务。

日本政府长期对中华学校采取歧视的态度，没有在法律上承认学校合法地位，将中华学

校视为"各种学校"。但通过师生的共同努力，我校中学部的毕业生不断考入日本各名牌公

立、私立高中，以自身的优良素质和成绩证明了我校高水平的教育质量，赢得了日本社会和

华侨华人社会的好评。我校也通过各种渠道长期不懈、积极争取解决资格问题，祖国外交部、

大使馆、日本友好人士也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这些都为解决中华学校资格问题创造了更加

有利的条件和氛围，我们坚信学校的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广阔。

通过十年的全面教育改革，我校的教育成绩得到了多方面的认可和肯定，国内华文教育

界也称赞我校是"华文教育的一面旗帜"。 对此我们并没有满足，决心今后在教育改革的基

础上把素质教育和双语教学进一步深化下去，建立有中华学校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本着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不断完善课程设置，编写更适合我校实际情况的教材，进一步改善

教学方法，更大程度地提高教学质量，使学生成为具备较高综合素质的国际型人材。

优秀的师资是学校提高教育质量的前提和保障。随着我校教育事业的日益发展，对师资

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校教师集团都热衷于教育事业，为教育华侨华人子弟尽心尽力，

不断钻研业务，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我校长期邀请国内华文教育专家来我校指导实际教学和

进行培训"师资，并定期派教师到国内和日本教育机构进修，使我校师资水平得以不断提高。

当然，我校今后还会进一步加强在筹建新校舍、学校资格、理论建设、师资培训等几方

面的工作力度，更有效地解决面临的问题。中华学校始终是由华侨自己创办，自己经营和管

理的，今后也将继续立足于日本华侨华人社会谋求发展，我们深信在祖国政府和广大华侨华

人的共同支持下，我校一定能够获得更广阔的发展前景，为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和华文教育事

业的繁荣和发展尽我们的一份绵薄之力。

最后谨向长期以来赐予我校热情关注和积极支持的祖国政府、驻日使馆、广大华侨华人、

各界友好人土致以最诚挚的谢意!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迎接中华学校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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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后的横滨中华学校

横滨华侨总会

会长曾德深

5 0 年前的 1955年，我毕业于横滨中华学校的中学部 。 从 1946年入

学至今已有 6 0 年之久 ， 我的身份由学生 、 校友，到家长 、 理事 、 顾问，

6 0 年来我的生活与中华学校已经密不可分 。 温故知新，借编撰{学校

百年校志 》 之际 ， 回顾过去展望学校之未来，这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

于是我想到了本文的标题 。

6 0 年前我入学时学校叫"横滨中华学校" 。 炎黄子孙的教育机关

诞生于横滨至今已有一百余年，在此期间中国曾经先后三易国号 ， 经历

了清朝 、 中华民国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变迁，横滨的华侨学校亦如

多灾多难的祖国一样几经磨难， 1952年"学校事件"之后，学校一分为二，变成"横滨山手中

华学校"和"横滨中华学院" 。 两所学校共同之处是向华侨华人子弟传授汉语及中国文化 。 当

然时代在发展 ， 华文教育的观念也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 。 当代华文教育不但要传承过去，接纳

现实 ， 更要设计未来 。 因此我以在横滨进行华文教育的学校 "横滨中华学校"为校名，展望今

后的前景 。

5 0 年后横滨是否还有中华学校存在呢?

学校构成可分为教育内容、 学生、教师 、 校舍 、 校园等部分 。 办学 ， 毫无疑问，没有经费

是万万办不到的 。 金钱是衡量价值的一个尺度，也是使价值流通的一个手段 。 金钱会聚向有价

值的东西 。 中华学校的价值是什么? 不容置疑 ， 那就是其教育内容 。 培养"中国心" 、 " 国际

心" 将是今后中华学校的教育核心 。 汉语(华语) 和日 i吾两种语言并行的双语教育将是其核心组

成部分 。 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传递信息的手段 ， 而一种民族的语言蕴含着饱经历史磨练的民族

精神 。 国际化是当今时代的潮流 。 "超越国境，不忘祖国" ， 在国际化的大海中航行要有罗盘 ，

要有牢固的坐标轴 。 对于我们来说 ， 民族认同感就是坐标轴 。 自身与他人的相对化对形成认同

感至关重要 。 从此观点看双语教育的内涵极其丰富 。 对即将到来的多民族共生共存 ， 多元文化

的社会来说 ， 双语教育必不可少 。 近年来，很多日本人希望将子女送到中华学校 ， 正说明学校

提倡的双语教育和素质教育所取得的成绩得到更多人的认同 。

日本正在步人"少子老龄化"社会 ， 不少人担心在日华人也定将面临相同的问题 。 1972年，

中日邦交正常化，当时在日本，持有中国国籍的华侨约有 5 万人 ， 全日本共有 6 所中华学校 。

据2003年末的统计 ， 在日中国国籍的居民约 4 6 万人 ， 人口增加了 9 倍，而学校却仍仅有 5 所，

在校生人数约为2 ， 000人 。 在周末学校或利用电视学习汉语的儿童估算约 1 ， 500人 。 5 岁至 1 4 

岁的在日华人为21 ， 460人 ， 其中只有不到 20 % 的人有接受华文教育的机会 。 从关东地区来看 ，

神奈川县2 ， 245人，东京都5 ， 226人 ， 墙玉县 1 ， 779人 ， 千叶县 1， 456人，四地共计 10 ， 706人 。 目

前横滨 、 东京的三所学校的学生总数约为 1 ， 100人 ， 明显看出现有设施不能满足希望就读者的要

求 。 因 此， 横滨山手中华学校计划建立一所能容纳800人的新校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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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段的下一代将来是中华学校人学者预备军。有专家预测2010年在 5 华人将突鼓 100 万人，

并预iY!U2020年中国国民总产量将为世界第二。有人推阕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移民将会减

少，1ß_企业的海外投资等其他经济理由出国的人将有所增加。只要中日两E不发生难以询和的

严重纠纷，两国的往来将不断增主日，在日华侨华人也将不断增加。生黯问题解决了，但家长是

否患意将其子女送到中华学校接受教育是关键。第一代华侨华人是"落叶归根"，让其子女接

受华文教育的意识比较强，而其第二代、第三代是"落叶生报"基本上是融入了居住国的生活 c

i舌又说回来，由于中国的嚼起，中国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对-tlf:界的影响也日益加深，华人自

化于当地的速度也渐渐的慢下来，世界上不仅华人学习中国语言及文化的热情不减，而且越来

越多的向往中E的外医人更如羁目中国的语言布文化，华文教育在世界上有着巨大的需求潜力 c

华文教育也在保持它的特碟性的同时越亲越彰显出它的普遍性。

国际化是时代发展的潮前，但日本在对外的很多政策上依然墨守成规。如日本政府对外国

人学校的政策，只承认欧美国际学校有大学考试资格和税收优惠政策，而对亚洲系统的多家学

较却并非如此。在社会舆论的谴责下，日本政府被逼无奈地承认大学考试资格，但还是带有条

件，不能一视同仁。财政万面也未见改善 c 地方政府虽向外国人学校提供补助金， í旦只有→般

在立学校的约六分之一 c 虽然几乎所有的外国人学校都被承认具有法人资格， {旦实质被称为"各

种学校"，并不是学校教育法第一条所规定的学校。有人认为为了得到考试资格及与私立学校

相同的补助金，必须取得吕本学校教育法第一条所规定的资格，确保其法律地生。恒也有不少

人担心若变成"一条校"，中华学校的教育内容会受到眼制，将会失去学校的特色。法律就像

一件衣撮，随着身体的成长产生不合适时， 就应该改变其样式及大小。在国际化社会，作为进

行正规教学的学校，外国人学校要求敲得正当的地位是理所当然的。中国有众多在海外生活的

国民，政府一贯重视海外华文教育，胡锦湾国家主席在2004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就海外华文

教育发出指示，并成立中自华文教育基金会。有人七七啥华文教育的春天已经到来。我盯衷iL\期

望情此东风，国家能尽快出台有关海外华人义务教育的系统性的相关法律。制定归屋子女升学

考试等规章制度以及相关法律。

中华学校有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c 在成长的过程中还将会遇到新的问题。这正是学校与时

俱进，开拓进取的历史使命使然。我相信只要我们继往开来.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路就会

越走越宽广。

5 0 年后， "横滨中华学校"将可能发展为"璜j宾国际华文学校"。

最后展望一下学校的统一问题，横滨的学校自 1952 年分裂以来，并立己有半个世纪以上，

这因为祖国尚未统一的缘故 c 宁主国不统一，那么我们的学校也不能统→吗?我觉得不见如此，

在统→的问题上号我们有条件也可能走在沮菌统一之前。因为横滨华替之间不存在地理上的台

湾海峡，日常交往阻碍少，比较容易增进梧互间的理解。尤其自从一起合力重建关帝j亩以来，

我有]深深的体会到合作比对立给华好带来的利益之大。以存小异求大同的精神坚持下去，学校

统一的目标一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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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生命力去束扣新校舍建琵会成功 ðitJ二予

横溪中莘学校校友会

副会是檐羹裁 (16 届)

1960 年代、中日匡交左王国 ð'ð扛τνt::.R辛代法7:/才扣色σ〉雄音交巳 VJ O)北京放送主中国

扣~O)出报物lζ触扎毛以外、古q扣〈学λ./1三、中虽盖在:i吏号楼会l主主。 t::.< 忘扣。走。主 ζ

石主主今 S -C:、 l立多〈白人々主~ ~":/二乎只牛锺光T、中日回去往来中号。)J-;.. ft. Gf莘儒·莘人仰

自捺交流毛盛λ./~ 忌。、私自身中国需在?琵吝忘们 E 抓起ν'i ~"-c:、革与毛。中国言去学Iv 茫、

二 ξ 萨在立宅、今l主予扛L，，<思乡主同碍;二祖国剖 J二 VJv 飞 q毛?身近iζ感巳色扛石。如今τ

;土卒菜後色生活白摄剖山下町近迈飞了、ìb0t::.校友生色、今 S -C: f土日本们干世界ω町?毛主l

专扛活踵LτL飞毛。北京干上海0)街角亏、校友生同士剖偶然出会雪之 ξl主毛 i主导珍L" v 飞光景

-c:、拔起们。中日 ωe:/本又分野飞丁、、南国。〉文化在?理解气了、古之S /'\-1 ~二/方、片之主校友生引活建

Lτν毛在-c: ìb 毛。

臻、文先生♂ E本θ莘儒子弟i二对守主3莘文教音去提唱 Lτ1898 年亿意IJ立主扛7之中莘学校

;士、乏L" Iρ资金仍在扣、代々命先人7己包 0)独翻 ξ努力亏、百年去超文藕々占违宫 ð批τ吉元。

气~O) 中莘学校乞今牛草儒·草人η增加ξξ 毛 l二新L" v 、恃f毛主?迎之 t::.。今 E 、各方面如色

中莘学校l二陆、单Iζ莘锤子弟命中自言吾教青i二 ξE主色?、中资企美驻在虽子弟η教青、

日本。〉公私立校lζ逗号莘倚·莘人生徒亿对才毛遐京授菜、/王千~/丈f!ν教青在?受 ~t 1;二们

自本白子~'毛主色θλ学希望去i斋主 L、成人θ新莘倚·招言青技手持者八。〉日本语教青之~ ~" 

新走起任荔均主求'dJ G扛τ们号。 们主牛、母校白主主荣;主持代0) 5郎、要言青飞:1t与毛。中国政府

主〉海外汇扣付毛莘文教青白重要性主?嚣蘸L、驻日本国王毅特命全撞大使l主事文教青η摄舆

;二全面的社攘力去麦明 Lτ 〈机元。毛σ〉卖理l二 i立 2500 名去超文石中莘学校校友生→人

一人η攘力点欠扣古拉们。

1952 年θ台湾当局占吕本C警察亿主 Qνb吵毛「学校事件」、革文教育破壤策勤八盯

提抗牛、善磷学生会笛ζ扣付毛目共·民青亿主毛中国人学生殴打事件八旬抗菇、「中国

1尊重会」干了名古屋国隙卓球大会」八θ只夕 ';/7派遣ft. ~'、中莘学校校友会陆今日亿歪毛

主专扭000)尊嵌在三守号革儒白撞益牵守否定'dJ t二莘々L" v 飞活握在:L"τ 'è: t::.。会虽同士θ交流

去{足道才否 t:. 坊 f校友祭J r黄河合唱团J r舞蹈、会J r杠在会J r只去?一揉行J rλ只藤行j

君主 E 主主主、主起行事在三卖行Lτ吉主校友会毛一碍;土活勤力斗停滞Lτν龙主二、 ζ 之 10 年亿

扣7三毛兄姆弟妹白酶力 l二 J二号会昌大会0)定期自催、名簿0)莞行、夏。)~黯散晚会旬国{崔、

国专青团句话成起 E在三通 Lτ活性在?取可毛~'L"、胡石们希望杰克之τ 'è: t:. 。

「牵挂就 i主力坛。」、校友会活勤去休ùζ 占 3旨〈就 ~t校友生C力在三束扣主 0 多〈何方々 i二

莘文教育θ楼会去年之毛 t::. ti)、新校舍建鼓告成功主古t:.v 飞。世代加移石 ?ξ 乞莘儒·莘人

子弟站立中国蓓在?学。中国文化;二触扎毛之主飞7炎黄子弟白血泊受讨难边去扛、世界θ莘儒·

辜人主力去合:bitτ祖国白南岸平和兢一八句-tlt裁专rv 飞 0'-:ξ 予高昂、被一句案境;二。美~~f毛

ζ~ 到-C:~ 毛占考之τ们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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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中华人民共和渴外交部

日本横绩是山于中华华板:

毯jt， B 牟楼绩也函，中革f!I:.梳冒草率缉毒际，统组E

扁'串st*承噩岳重茸窜'统赏。

一宫苟且巢， 11哥德JUIl了各种翻蜻且，当，...>>组-络中革

~1毡，培貌?式批入苦，:19稳地中日'营部人民自古衣董F

3)<..理t.T'Ftb'J'"t;耍1It献。在施，由.~槐施'毕战争后a且

第-*.第'fjt.1lt.1t"..，在辘辘... 入窍'窜'民啊".Jl~成蟹.*

虫!'I-*..a中 B "，.a好奇鲁系慧出新甜'曹鼠。

部长和设
-九九八粤叶-)ifA. B 

1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