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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第一次对日本有印象是在

五十年代末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说日

本的长崎和广岛在二战快结束时被美

国用原子弹轰炸过，很多人死了，活

着的患上了严重的疾病，让我们就这

件事情给那里的小朋友写一封信。我

写了“你们虽然生活在遥远的日本，

但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老师删

掉了前一句话，改成“中国和日本是

一衣带水的邻邦，我们的心是连在一

起的。”作文本发回来，我盯着“一

衣带水”四个字看了半天，没明白是

什么意思。后来老师说中国和日本的

海域离得很近，只有一条衣带那样宽

的水。几十年后我从北京飞往东京进

行学术访问，才知道两国之间的航程

不比从北京飞到乌鲁木齐更远。

我对日本人产生具体的印象是

八十年代在德国读博士学位的时候。

我们这个领域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日本

教授，在筑波大学任教，同领域的专

家都很尊敬他。有一次他来德国访问，

我邀请他和两位欧美教授共进晚餐。

席间谈到中国文化，他很兴奋，说他

们小时候上学都必须学汉字，还要写

毛笔字，背古诗。说着说着就背了起

来，头摇晃着，像唱歌一样带有韵律。

虽然发音含混，但是依稀能够分辨出

是李白的“思乡”。当着欧美教授的面，

我得意极了，中国的文化影响深远啊，

张英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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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不行啊。他背完诗又写了一些中

国字，还别说，写得真漂亮，一看就

有毛笔字的功底。不料他突然话锋一

转，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日本那

么小，那么可怜，没有一点资源，到

中国去借一点资源，中国为什么要打

我们呢？记得当时我的脑袋“轰”的

一声懵过去了，日本把中国打成那样，

杀了那么多老百姓，抢走了那么多宝

贵的资源，这叫借一点资源？这叫中

国打日本？还没等我回过神来进行反

驳，他们告辞了。直到将他们送出大

门，我都懵懵的，在一衣带水的邻邦

面前产生了强烈的屈辱感。心想你们

不就是经济比中国发达吗？数学比中

国做得好吗？那也不能把侵略说成有

理吧。

又过了些日子，我和日本的山形

邦夫一起乘火车到其他城市开会，山

形邦夫是这位教授的学生，正在德国

合作研究。我忍不住问他怎样看待第

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略中国的问题。

没想到他跟老师的观点相反，明确

地说日本在二战中就是侵略，应该向

中国道歉。日本文部省在小学课本中

歪曲二战事实，给下一代的思想造成

混乱，是应该改正的。我复述了他的

老师在那天晚餐上的问话，他说那一

代的日本人已经被军国主义彻底洗脑

了，很难转变过来，日本战后出生的

一代就不会这样了。我终于长舒了一

口气，心理平衡了一些。

那时早已发生了德国总理勃兰

特访问波兰，在华沙二战死难的犹太

人纪念碑前下跪谢罪的事情。德国人

直面历史，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震惊

了世界，令人敬佩。可是日本官方从

来没有向中国和亚洲各个被他们侵略

的国家正式道过歉。我暗暗思索这是

不是东西方文化的一种差别？西方人

经常忏悔自己的错误，东方人经常不

承认错误？在中国不是也没有对文革

时期的罪行进行过彻底的反思吗？可

是又一想，也不对呀，西方的基督教

固然主张忏悔，我们东方的孔子不是

也说过要“吾日三省吾身”吗？

我对日本这个国家有了一点了

解，是在九十年代去日本筑波大学访

问期间。记得从成田机场下了飞机，

山形邦夫教授早已等候在机场门口。

坐在他的汽车里一路开过去，沿途的

田地和城镇太像中国了，连店铺的商

标都是用中文写的。唯一不同的是北

京气候干燥，东京周边异常湿润，因

此夏天的温度尽管与北京相同或略

低，却依然闷热难耐。筑波位于东京

近郊，是日本政府建设的科学研究基

地，各种研究所遍布其中，有点像我

们的科学院，又有点像美国的硅谷。

筑波大学的校园是狭长的，楼房都很

普通，数学系和几个理科系共用的楼

是砖红色的，不远处就是学校招待所

灰黄色的楼。我因为不大能辨别方向，

怕给别人找麻烦，基本上在招待所和

数学系两点之间的线段上移动。筑波

的教授工作十分努力，晚上十一点之

后看看数学系的窗口，还有一多半亮

着灯光。记得有一天我正在午睡，突

然床铺摇晃起来，头顶上的灯也在摇

晃，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地震，赶紧推

开房门跑了出去。跑到走廊里一看，

几位教授正围坐在走廊尽头的一张小

圆桌旁专心地讨论问题，前台的服务

员也端正地坐在柜台后面，没有人惊

慌失措，也没有人准备逃出大楼。看

看这种情况，我迟疑着退回房间继续

午睡。后来听日本的教授说，日本经

常地震，因此楼房都是防震的，地基

格外深，结构格外坚固，造价有时是

美国同等楼房的十倍。天哪，竟然有

不怕地震的房子，因为地震很难预报，

所以日本人把劲使在盖房子上了。

访问筑波之后，我又陆续去了日

本几次，有时去参加学术会议，有时

去合作研究。对日本有一点深层次的

了解是在一次会议之后。会议的组织

者之一佐藤教授陪我们在东京观光。

他问我们想去哪里，我说想去看看与

明治维新有关的遗址。我在中学上历

史课时，对明治维新印象很深，总是

弄不明白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

了，我们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忘记

是什么原因，好像是其他几位教授都

去过了，跟随佐藤教授去明治神宫的

只有我一个人，于是我们得以深谈了

一次。

明治神宫是东京的五大神社之

一，坐落在代代木地区。走进神宫，

环绕着神殿的参天大树令人心旷神

怡。我终于有机会面对面地问一位日

本人，同为东方文化，为什么他们的

明治维新能够成功。没想到他一开始

就不同意我的说法，他说中国和日本

虽然同处东方，但是文化和政治体制

差别很大，我说我们有皇帝，你们不

是也有天皇吗？他说是的，但是天皇

日本筑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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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在日本并没有实权。天皇只是在

名义上统治了日本 3 千年，只是日本

的一个象征或者说符号。自古以来，

日本并不真正统一，各地方的武士执

掌实权，互相拚杀。我说像中国的春

秋战国吗？他说有一点，但日本很小，

每块地盘都不大，各地的武士必须启

用有能力的人来协助他，否则很容易

被别人消灭。而中国的皇权是实实在

在的权力，两三百年轮换一次，因为

皇权是绝对的，不需要有能力的人辅

佐，因而就喜欢大臣逢迎拍马。我突

然意识到，他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比我

对日本历史的了解要深刻得多。我说

你学过中国历史？知道春秋战国？还

知道中国两三百年就有一次改朝换

代？他说当然，中国历史对于日本学

生是很重要的，因为日本从中国学习

了文字、宗教、和艺术。

他告诉我明治维新的成功是历

史的必然，在明治天皇开始维新之前，

日本的各路武士被丰田秀吉征服，首

次实现了统一。后来德川家族打败了

丰田家族，掌握了日本的实权，史称

幕府时代。那时候日本的很多有识之

士已经看到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强

大，感到日本走向富强必须学习西方

的民主和科学。于是很多有才华的年

轻人致力于辅佐明治天皇，结束幕府

的统治，实行君主立宪，让日本成为

一个法治国家。我说那你认为我们的

戊戌变法为什么失败呢？那个年代中

国也有不少有识之士看到西方的民主

和科学了，希望实行宪政了呀。他说

他认为戊戌变法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因为中国有着持续了两千多年的绝对

的皇权，控制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

改变起来很难。我虽然很不情愿，也

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有一定道理。想想

中国走向民主和法治的道路，多少人

被关被杀，多少人倒了下去，直到戊

戌变法失败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

在通往民主与法制的道路上艰难跋

涉。明治神宫和佐藤教授的谈话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今年暑假期间我再一次来到东

京，是因为受中国数学会的委托在国

际数学教育委员会担任执委，被派来

参加东亚地区第五届数学教育大会，

会址就在明治神宫旁边。大会开幕式

之前的傍晚，组委会举行了一个小规

模的招待会。走进小小的饭店，中国

同事招呼我坐在他旁边，然后介绍我

认识在座的各位日本教授。令我十分

惊讶的是，饭局总共三桌，每桌十人

左右，有两桌的教授是搞数学教育的，

我们这一桌坐的竟然都是日本数学

家，有研究数论的，研究几何的，研

究代数几何的。其中有几位看起来年

纪大了，竟然有一位是日本数学会的

日本的第一个菲尔茨奖得主：小平邦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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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理事长。我对面的一位看起来年

轻些，英语好一些，他说他是小平邦

彦的学生。可惜饭局很短，跟日本老

前辈交谈语言上比较困难，没有问清

楚他们为什么来参加这个会议。

会议开始以后，我又遇到了小平

邦彦的学生，他每天都按时出现在会

场。他告诉我他也在日本数学会工作

过，并被数学会派到国际数学教育委

员会担任过执委。我一下子觉得遇到

了知音，跟他聊了几次，仔细询问了

日本数学界与数学教育界的关系。他

说日本数学教育方面有三个主要的组

织，现在组织会议的是人数最多的一

个。他们每次开会都邀请数学家，有

些数学家还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我问

他在日本有没有发生类似于美国前一

阶段发生的数学战争？他说有一些争

论，但是不严重，数学家和数学教育

家基本上能够坐下来一起讨论问题。

我问他小平邦彦编写的高中课本在日

本是否还有学校使用？他说前几年有

些很好的学校在用，现在有的地方重

新编写了。总之，日本的数学家非常

关注数学教育，特别是一些知名的大

数学家。给人的感觉是，日本人挺团

结，经常全力以赴地共同做一件事情。

日本，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早

已步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日本走向

科学和民主的道路并不平坦。坂本龙

马是一位明治时期的政治家，他撰写

的政治纲领 “船中八策”的许多条文，

被原封不动地搬入明治新政府的宪

法，可惜 32 岁被政敌暗杀。一个半

世纪以来，他经常被日本的官方和老

百姓用各种方式纪念着。

中国和日本曾经是宿敌。但是日

本走上了科学与民主的道路，日本今

天的许多做法，也许可供我们借鉴。

                  

小平邦彦亲自编写中学生和大学生教材。这本《复
分析》是很有口碑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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