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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日籍老专家森新一先生 

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 

党和国家领导人表示哀悼 

        
2 月 14 日上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国务院批准的“外国老专家”、北京

市人民政府“长城友谊奖”获得者、原中国人民大学日籍老专家森新一先生遗体

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森新一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 2月 8 日逝世，享

年 100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总理朱镕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晶，原国务委

员唐家璇等领导同志对森新一先生逝世表示哀悼，向家属表示慰问并送花圈。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对森新一先生逝世表示哀悼并送花圈。人社部副部长、国

家外国专家局局长张建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冯俊参加告别仪式并送花

圈。日本驻华大使横井裕委托大使馆参赞龟井启次参加告别仪式并送花圈。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常务副书记张建明、副校长伊志宏等学校领导

参加森新一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并敬献花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常务副校长

王利明，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吴付来，副校长洪大用，副校长贺耀敏，副校长

吴晓球，党委副书记郑水泉，副校长刘元春等学校领导对森新一先生逝世表示哀

悼，并敬献花圈。  

国家外国专家局、日本驻华大使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市大学日语教学研

究会、北京友谊宾馆等机构通过各种方式对森新一先生逝世表示哀悼，向亲属表

示慰问并敬献花圈。  

中国人民大学相关部处负责人参加森新一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并敬献花圈。参

加森新一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并敬献花圈的还有森新一先生生前好友等各界人士。

外国语学院领导王建平、罗建晖、贾国栋、刁克利、来炯，教职工代表李宗惠、



张锦芯、禹忠义、张福琴、成同社、张勇先、李铭敬、张威、于素秋、张昌玉、

申淑子、徐园、戴焕、柳悦、罗冬梅、张星、黄成娟等参加告别仪式表达哀思。  

上午 9 时 30 分，八宝山殡仪馆竹厅门前排起长队，悼念的人群从四面八方

赶来。大家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默默追忆森新一先生的崇高品格和卓越一生。

10 时，森新一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开始。竹厅内摆满了各机构单位和各界人士敬

献的花圈和挽联，寄托了对森新一先生的无尽哀思。大家佩戴白花，缓步走进告

别厅。在低缓的哀乐声中，各界人士缓缓走到森新一先生遗体前三鞠躬，与森新

一先生做最后的告别。  

森新一先生患病期间，国家外国专家局以及学校领导多次前往医院探视问

候。森新一先生病逝后，副校长伊志宏，校长助理、人才办主任郭洪林，国际交

流处处长张晓京，外国语学院常务副院长王建平，日语系副教授张昌玉等前往医

院，看望慰问患病住院的森新一先生的夫人森洋子女士。  

森新一先生毕生致力于日中友好以及日语教育事业，设立日语教学发展基

金，提携后学、桃李芬芳，勤奋耕耘、成就卓著。森新一先生的逝世是中国日语

教育界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其高尚的风范和崇高的品格，积

极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秉持其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和教育理念，为推

动我国外国语教育的创新和发展而努力奋斗。  

森新一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附：森新一先生生平  

   

森新一，曾用名加藤新一、江川真，1917 年 11月 11日出生于中国奉天（现

沈阳市）。1935年至 1941 年在黑龙江哈尔滨学院上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留

校任教。1945 年至 1957 年在中国东北、北京等多地工作；1957 年至 1970 年在

中国人民大学任日语专家； 1970 年至 1980 年返回日本任福岛县日中友协事务

局长；1980年森新一先生再次受聘为中国人民大学日语专家，并长期定居北京。

同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外国老专家”，2000 年获得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的“长

城友谊奖”。  

森新一先生关心日语教育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将全部精力投入日语教学和科

研工作。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期间，森新一先生兢兢业业，对工作认真负责，在

紧张的教学工作和承担培养中、青年日语教师任务之余，还组织教师进行校内进

修学习并担任主讲。森新一先生为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市高校文科公共日语编写

教材，由他负责编写的《日语教材》早在 80 年代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他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日文版的翻译定稿工作。退休以后，他仍接

待学生，帮助学生练习口语。森新一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勤奋刻苦，治学态

度严谨。在一只眼睛失明、另一只眼睛高度近视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工作，表现出

了强烈的责任感和忘我精神。森新一先生为中国人民大学日语专业发展、为培养

日语师资倾注了满腔心血，为中国高校日语教材建设、日语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森新一先生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几十年来致力于日中友好，为加强

两国的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从不计较个人待遇得失，在工作和生活方面没有

提出任何要求和条件，生活简朴，平时积攒的薪金经常慷慨捐赠。他多次向日中

友协捐款，用于开展日中友好活动；重返中国人民大学后，他出资 400 万日元资

助 3名青年教师赴日进修；90年代，出资 8万元人民币设立日语发展基金；2001



年 10月，又把一生的全部积蓄 25万美元捐赠给学校，设立了森新一日语教学发

展基金。他还将个人藏书近千册捐赠中国人民大学日语系。  

 

森新一：“春风化雨倾注教书育人，满腔热血致

力中日友好” 
 

2017 年 2 月 8 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国务院批准的“外国老专家”、北

京市人民政府“长城友谊奖”获得者、 中国人民大学日籍老专家森新一先生因

病医治无效，走完了他的百年人生，悠然远行。 

刘延东、朱镕基、杨晶、唐家璇等国家领导人以及教育部长陈宝生获悉森先

生病逝后深表哀悼，并赠送了花圈。国家外专局局长张建国、中国人民大学党委

书记靳诺专程参加了森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对这位情系中日友好、献身高等教

育的老专家给予了高度评价。 

森新一先生从 1957 年起长期在人大任日语专家，为人大日语教育的发展做

出了杰出贡献。近日，记者走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日语系老教师、毕业生、国际交

流处工作人员以及与森先生常年接触的同事、朋友，他们向记者讲述了这位不平

凡的世纪老人“春风化雨倾注教书育人，满腔热血致力中日友好”的精彩人生。 

 

 

 



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 

九十年代初，人民大学开始筹建日语专业。但是当时的师资尤其是青年教师

基本没有在日本学习的经历，为此森新一先生主动承担起培养青年日语教师的任

务，在紧张的教学工作之余，组织教师进行校内进修学习并担任主讲，并自费为

日语教师购买教科书。 

原外语教研室主任张锦芯老师回忆，在当时的年轻日语教师眼中，森新一先

生是一个严谨到近乎苛刻的长者。在森新一先生的课上，教师们丝毫不敢放松。

教师们备课编写的课文，森先生也一丝不苟地一字一句修改。日语系退休教授李

宗惠老师还向记者展示了自己珍藏的森先生修改过的课文原稿。如今，昔日的年

轻教师也都年过花甲，而森新一先生作为日语专业“主心骨”的印记依然深深镌

刻在这些老同事的脑海里。老先生以自己严谨的教育态度一点一滴地影响着后

辈，激励着他们在教育之路上丝毫不敢松懈。 

在日语专业的筹办过程中，派遣青年教师赴日进修、开拓国际视野是重要的

一环。当时，教师出国进修的机会十分难得，有时还会因为资金不足而未能成行。

森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自费出资 400万日元资助 3名青年教师成同社、郭

志红、张福琴赴日进修。这里不仅包括学费，还包括生活费。当年受到资助的张

福琴老师还记得心细的森先生担心教师们不能合理安排经费，特地以每月支付的

形式为教师们发放补助。这段赴日进修的经历对青年教师开拓眼界、提高教学水

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之后，森新一先生为人大和北京其他一些高校编写文科类公共日语

教材，由他负责编写的《日语教材》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即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

版发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森新一先生应有关方面邀请，参加了《毛泽东选集》

一至四卷日文版的翻译定稿工作。据日语系前系主任成同社教授回忆，除此之外，

森先生还编写了许多教材和教师用书，都已达到出版水平，但是森先生坚持认为

教材达不到他心中的标准，最终未能出版。森新一先生为人大日语专业的发展以

及中国高校的日语教材建设做了大量历史性的奠基工作。 

 

壮心不已 不言退休 

在老先生的字典中没有“退休”两个字，日语系的教师们也从不愿在先生面

前提起“退休”。在他古稀之年，每周还邀请日语系学生到自己家中，与他们交

流，为他们指导口语发音。为学生们录制日语原版听力材料、为师生们提供日文

原版报纸等，都是老先生从未间断的事。而在他的家中，也时常能看到他手握一

个放大镜，眼睛贴近报纸、书籍，吃力地一行一行地阅读。 

“只要森先生在，日语系的任何事情似乎都可以和他商量，他也总能站在你

的角度提出建议。”成同社教授回忆起森先生晚年关注日语系的发展、为日语系

的建设出谋划策的事迹，十分感动。副校长伊志宏、校长助理兼人才办主任郭洪

林、国际交流处处长张晓京、外国语学院常务副院长王建平等校院负责同志探望

晚年的森先生时，他也时常关注人大外国语学科的发展，期待人大越办越好。如

今，人大的日语专业已经形成了教师队伍结构合理、人才培养体系齐备的二级学

科，在教学、科研方面硕果累累，成为国内培养日语专业人才的重要基地。 

 

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 

森新一先生 1917 年出生于中国东北，在哈尔滨完成了自己大学和研究生学

习，之后长期在华工作。他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感情，把中国当做自己的“第二



故乡”，几十年来致力于中日友好，为加强两国交流做了大量工作。据中央党史

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冯俊介绍，森新一先生多次向中日友协捐

款，用于开展中日友好活动；上世纪 90 年代，他出资 8 万元人民币，建立“人

大日语发展基金”，作为日语教学发展的资金；2001年 10月，又把一生的所有

积蓄 25 万美元捐赠给人大，设立了森新一日语教学发展基金。日语系李宗惠老

师还谈到，森先生曾经积极联系日本相关部门，为人大书报资料中心走出国门、

走向海外做出了积极贡献，他还将个人藏书近千册捐赠给人大日语系。 

然而，这样一位慷慨的老人，自己的生活中却十分节俭朴素。国际交流处刘

述真老师以及照顾森先生的公寓工作人员说，在他的家里，藤椅破了钉个钉子还

能用，饮食起居也很是简单。工作人员给老人买了新的生活用品，老人也坚持不

用，原封不动地储存起来。 

森新一先生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发展动态十分关注。他

每天都会阅读报纸、听广播、看新闻联播。这种习惯一直伴随着他的一生，甚至

到了晚年，患了白内障，这个习惯依然没有改变。成同社教授去看望他时，总是

会事先整理好近期中国的发展动态及人民大学的发展变化讲给老人听。每当这

时，老人便会立刻精神抖擞，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2 月 14 日，在森新一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日本驻华大使横井裕等各界人

士敬献了花圈；学校党委书记靳诺、常务副书记张建明、副校长伊志宏等参加了

告别仪式，校长刘伟，常务副校长王利明，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吴付来，副校

长洪大用、贺耀敏、吴晓球，党委副书记郑水泉，副校长刘元春等敬献了花圈。

靳诺书记深情地说：“森先生毕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为人大日语教育做出了

突出贡献，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森先生对人大以及对中国的这份宝贵情谊！”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森新一先生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和教育理念，影响着

一代又一代人大外语人，也激励着他们为推动我国外国语教育的创新和发展、增

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而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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