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衣带水·和平友好 

中日两国是近邻，有着漫长而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交流。 两国国民之间也有着不
可分割的血缘和感情纽带。 在这样的背景下，居住在日本的中国人成为中日友好的重
要证人和参与者。 他们为祖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各个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成就和贡
献。 它还搭建了中日友好的桥梁，促进了两国人民的沟通和相互理解。 

据统计，截止到 2020 年末，在日本居住的中国籍人为 79.4 万人，占外国人总数的
30.2%， 这是最大的外国人群体。 此外，在日本出生或归化的华人也有几十万人。 这
些在日中国人分布在全日本各地，从事各种职业，与当地社会融合良好，对促进中日
友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日中国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 当时，一部分中国商人、船员和传教士等通过
海上贸易和宗教传播等来到日本，与当地人民进行了接触。 明治维新后，随着中日两
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加，来往于两国之间的中国人也逐渐增加。 其中一
部分中国人选择在日本定居，从事教育、医疗、商业、工业等职业。 他们不仅谋求自
己的生存和发展，也为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做出了贡献。 

二战后，随着日本战败和中国的解放，一部分在日中国人选择回国，但也有一部分
选择留在日本。 他们中有一部分积极参加了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也有一部分继续在日
本从事各种工作，为中日两国间的和平友好作出了努力。 1972 年，中日两国正式建立
外交关系。 这为两国交流合作开辟了新的局面。 从那以后，更多的中国人开始到日本
留学、就业、观光等。 与日本社会建立了更加密切和广泛的关系。 他们中有一部分人
在自己的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和影响力，为祖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中日友好作出
了杰出的贡献。 

在日中国人在各个领域为祖国立下汗马功劳，为中日友好作出贡献的人物和事例有
很多。在日中国人科学家中，在各个学科领域都有优秀的代表。 其中最有名的是诺贝
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赵忠贤。 赵忠贤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加州大学
圣巴巴拉分校教授。 他在超导体超流体量子霍尔效应等领域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并
获得了 2008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赵忠贤不仅是优秀的科学家，也是热爱祖国和中日友
好的爱国者。 他多次表示自己是中国人，对祖国有深厚的感情和责任感，希望通过自
己的科研成果和影响力促进中日两国科技领域的交流合作。 

在日中国人艺术家也很多，在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领域表现优秀。 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是蔡国平。 蔡国平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既是歌手主持人，又是导演策
划人。 他参加并主办中日文化交流活动，举办“恋乡——蔡国平个人歌咏会”、“一
衣带水创造未来——中日邦交正常。 

在日中国人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搭建中日文化的桥梁，促进两国人民的沟通和相
互理解。主办或参加文化活动:在日中国人经常主办或参加文化活动。 展示中国的传统
文化和现代的样子，让日本人提高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 例如，每年日本各地都会举
办中国春节庆祝活动、中国电影周、中国料理节、中国书画展等，吸引了众多日本民



众的参与和关注。 在日中国人也积极参加日本的文化活动。 例如，参加樱花节、祭典、
茶道等，体验并尊重日本的文化习惯。 

成立或加入交流团体:在日中国人也成立或加入了交流团体，与日本人进行着更深入
更广泛的交流合作。 例如，一些在日中国人成立或加入了中日友好协会、中日商会、
中日学生会、中日友好家庭等组织。 定期举办或参加演讲会、座谈会、访问、联谊会
等交流活动。 部分在日中国人也加入了日本的社区、学校、公司等团体。 和日本人一
起生活、学习、工作，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 

利用和创造媒体平台:在日中国人也利用和创造媒体平台，向日本人传达中国的声音
和姿态，加强两国国民的信息交流和心理相互作用。 例如，一些在日中国人利用自己
的社交账号(微博、微信、抖音等)，分享自己在日本的生活经历和感想。 向日本人展
示了中国的现实和各种各样的面貌。 一些在日中国人也在创造自己的媒体平台(博客视
频杂志等)。 介绍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发展，加强了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 

从以上分析和介绍中，可以看出在日中国人为中日友好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价值。 他
们为祖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各个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成就和贡献。 它还搭建了中日
友好的桥梁，促进了两国人民的沟通和相互理解。 他们是中日友好的见证人和参与者，
也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推动者和促进者。 

我们北九州华人华侨协会在此，呼吁两国国民继承和发展友好传统。 相信共同推动
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我们期待在日中国人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和影响力，给中日
友好增添光和热，为两国和平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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