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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邱冰清、季春鹏

2019 年 3 月 7 日清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平大钟的钟声回荡在上
方。

“展厅中央灯光照亮的是写有‘遇难者 30
万’字样的纪念装置，凸显对死难者的缅怀；这
是幸存者的照片墙，左右排列的是已经离世的
幸存者的黑白照片……”

62 岁的吉川淳子站在纪念馆的序厅解说
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像是唤醒历史的钥匙。

在南京这座与日本有着特别关联的城市
里，“散落”着一些日本人，多数时刻他们像是汪
洋中的水滴，并不起眼。吉川淳子是其中之一，
住在距离容纳这座城市惨痛回忆的纪念馆不远
的地方。

电波里传来中文

吉川淳子出生于日本大阪，小学六年级时
组装的一台收音机让她与汉语结缘。

“那时候晚上 10 点后没有日本电台，都是
外国电台。突然听到电波里传来了中文，后来才
知道是北京广播电台用日语进行的汉语讲座。
每天听觉得实在太有意思了！”

从那时起吉川淳子学会了“你好”“谢谢”等
常用语，对中文、对中国充满好奇。

出于对中文的热爱，1977 年吉川淳子在进
入大阪市立大学后，参加了学校开办的一周三
次的汉语课。

1978 年，吉川淳子 20 岁了。按传统，父母
会为她存下一笔钱，在 20 岁成人礼的那天，买
一件漂亮的和服穿。那年三八妇女节，关西地区
几个大学组织女学生去中国参观。

“我跟爸爸说，爸爸求求你，我不要和服，我
想去中国。”吉川淳子说，那时候中国和日本很
久没有“交往”了，如果当时不能去，不知道以后
是否有机会去中国，实在是太珍贵的机会，一定
要把握。“没想到，回国几个月后中日建交，后面
就越来越好了。”

1978 与 1997

1978 年 3 月，吉川淳子所在的“访中团”经
香港到达广东。她们从深圳坐火车，咣当咣当的

绿皮车载着她们到达湖南。此后一路辗转中
国各地。

“我们去了毛主席的故乡韶山，看了他住
的地方、游泳的池塘，还去了他学校的宿舍。”
吉川淳子说，上大学自学中文时，教材上的第
一句话就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的大街上还没有
各式各样美丽的衣服。吉川淳子回忆，当时几
乎都是蓝色、绿色的工装服，服装没有如今这
么多选择，发型也不像今天这么时髦。“大家
还都是骑着自行车，而今都已变为共享单车。
当时谁也没想到中国会发展得这么快。”

那是吉川淳子第一次接触到这么多的中
国人，感觉他们都意气风发，对未来充满了信
心。

许是与中国有着特别的缘分。在改革开
放那年来到中国的吉川淳子，在香港回归的
那一年，再一次来到中国。这一次，她带上了
母亲。

“我老妈特别喜欢‘朝辞白帝彩云间’这句
诗，所以一定要到重庆看看白帝城。”不同于
1978 年的物质贫乏，当吉川淳子 1997 年再
次来到中国内地，她发现超市里“卖水果的多
了”，大家穿着也时尚了。

“留学中国不只年轻人可以”

吉川淳子在日本时，大学并没有念完。她
在面包房工作过，也在药房工作过，还在制作
卷帘门的公司待过，除此之外也做过会计、翻
译……生活的变故，曾一度让吉川淳子面临
崩溃。

2006 年，送走了父亲，吉川淳子开始重
新审视自己已经度过了近 50 年的人生。

偶然地，在公共职业介绍所里看到缴满
5 年雇佣保险可获取学费补助学习中文的机
会，吉川淳子开始在大阪的汉语学校继续学
习中文。一年的时间，她通过了 HSK 考试，
部分科目满分通过。

在和学习班同学交流的过程中，吉川淳
子发现和她年纪相仿的同学去了北京大学进
行短期学习，“我突然觉得留学中国也不只年
轻人可以。”吉川淳子萌生了去中国学习的想
法。因为北京人说普通话，吉川淳子决定去北
京。

在与北京多所高校联系后，由于年龄问
题，2009 年 9 月吉川淳子以高级进修生的身
份就读北京化工大学。由于此前在欧姆龙手
机软件开发、岛津对外产品开发等项目组的
翻译工作经验，吉川淳子选择了测控技术与
仪器专业。

原本只打算在这里学习两年的时间，吉
川淳子没想到，两年变成了后半辈子……

53 岁，再出发

北京化工大学的学习快结束时，吉川淳
子开始烦恼是否要回到日本。

马路对面的北京中医药大学再一次“点
燃”了吉川淳子的学习热情。

吉川淳子的父亲学习药学，小时候给她
讲过一些医药知识。她第一次到中国参观时，
第一次感受到了中医的神奇。此后吉川淳子
在药房工作的机会让她接触到了汉方。这些
命运的伏笔将她与中医勾连。

五年的时间可以坚持吗？经济情况跟得
上吗？身体吃得消吗？……吉川淳子问自己。
最终，好奇心战胜了怯懦，53 岁的吉川淳子
开始了中医学习的生涯。

“真的太辛苦了。要背的东西太多，还不
断地有考试。”早上起来打太极拳，紧接着上
课上课上课、复习复习复习是吉川淳子当时
生活的主旋律。“虽然很忙，但是很充实，是特
别幸福的一段时间。”

在北京完成了本科和硕士的学习后，在
导师的帮助下，吉川淳子联系到了南京中医
药大学的一位老师，申请到此继续完成自己
的博士学位。“本来很担心自己的年纪是否能
入学，学校表示非常欢迎，我特别开心。”

针灸、拔火罐、识草药……在南京中医药
大学完成博士一年级上学期的课程后，吉川
淳子开始到医院里轮岗实习。

“我得守约”

父母是大阪大空袭的幸存者，吉川淳子
听着战争的种种惨烈长大。“从小听父母讲大
空袭的事情，知道战争有多苦。也从老师那里
知道了令我们震惊的日本侵略史。”吉川淳子
选择近代史作为自己的大学专业。

1978 年在中国时，吉川淳子所在的“访
华团”参观武汉“二七”纪念馆。座谈会上，一
位年长的中国人讲述了自己在汉口工作时遭
遇镇压的经历。“他脱下了衬衣，身上到处都
是伤痕，有的大，有的深，令人触目惊心。我们
吓得说不出话来。”吉川淳子记录下当时的感
受。

这位中国人告诉“访华团”：请你们回国
后，把今天的见闻一定转告给朋友们。吉川淳
子把这件事情看成他们之间重要的约定。她
继续学习历史，学习汉语。“学了这些，我得守
约。”

2018 年 7 月，吉川淳子成为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志愿者，主
要负责史料翻译工作，偶尔担任讲解员。
“她在翻译、校对时，不是简单地修改语法
问题，而是结合自己对历史的理解进行翻
译。虽然不是教授、学者，但是她对历史的
专注度以及探索能力让我钦佩。”纪念馆馆
员芦鹏说。

“我想做中日两国的桥梁。”吉川淳子表
示，虽然她能做的有限，但是不做就老了。

他乡已成故乡

与记者约定好拍摄的那个早上，吉川淳子
在等待记者时，加入了附近汉中门广场的广场
舞队伍。模仿着领队的一举一动，吉川淳子很
快也融入其中。广场舞结束后，她还和一位老
太太跳起了交谊舞，并一刻不停地闲聊起来。

“你看，这就是南京人。哪怕他不认识你，
也会热情地招呼你。”吉川淳子说，在她住的
小区附近也有广场舞队伍，没事她都会过去
跳一跳。

生性开朗的吉川淳子喜欢中国人的开朗
热情，她说在中国就像是回到了家。

“日本的朋友都让我不要来南京，说南京
人恨日本人。事实证明这是假的，我一来到南
京，大家都热情地接纳我。”吉川淳子说，虽然
南京城曾有惨痛的过去，但南京人并不埋怨
日本人，详细地记录下历史，只为友好，为建
设新的未来。

如今，吉川淳子还在南京找到了爱情。“我
每天实习很忙，他负责做饭，特别感谢他。”吉
川淳子说，她要一辈子留在中国。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志愿
者吉川淳子（左）在向参观者进行讲解（ 3 月 7 日摄）。

本报记者季春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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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半百，只身来中国求学，在北

京完成本科和硕士的学习后，在南京

中医药大学继续完成自己的博士学

位，还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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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桥梁。”吉川淳子表示，虽然她能

做的有限，但是不做就老了

▲在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许沈娟医生（左）在向
吉川淳子介绍筋针（3 月 15 日摄）。本报记者季春鹏摄

▲在南京一处公园，吉川淳子（左）和南京市民张
阿姨一起跳广场舞（3 月 15 日摄）。本报记者季春鹏摄

▲在南京中医药大学食堂，吉川淳子准备就餐
(3 月 15 日摄)。本报记者邱冰清摄

拼版照片显示的是：1997 年，吉川淳子和母亲
在中国游玩(左上、右上、左下图)；2010 年，吉川淳子
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右下图)
(翻拍)。 本报记者邱冰清摄

吉吉川川淳淳子子走走在在侵侵华华日日军军南南京京大大屠屠杀杀遇遇难难同同胞胞
纪纪念念馆馆内内（（ 33 月月 77 日日摄摄））。。本本报报记记者者季季春春鹏鹏摄摄

吉川淳子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内(3 月 7 日摄)。本报记者季春鹏摄 吉吉川川淳淳子子：：在在南南京京““守守约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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