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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 看到日本人民的真善美1111111111111111111徐迪旻
笸中华文化促进会国际交流

基金管理委员会秘书长

笸日本 NPO法人亚洲友好

协会理事长

笸日本《爱华》杂志社社长
笸上海云间美术馆馆长

人物名片

华人之星

    今年 54岁的徐迪旻看

起来依旧朝气十足。这个26

岁留学日本的上海松江人，

出国前是上海青年干部管理

学院干部， 兼任青年心理学

讲师。

教师出身的他， 到了日

本首先还是攻读教育学；在

民间， 他给日本人讲中国历
史故事， 这仍是出于教师的

本分———传道。 抱着传播文

化、 当中日两国友好使者的

初心， 他深入了解日本民间

文化，收集传承散落的中国

艺术品，在上海世博会、中国

进博会等几次重大事件中

拉近中日文化交流和经贸

关系……

快 30年过去了， 他初

心不变。 “我体会到，要在国
际上把中国故事讲好， 就要

用当地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

讲， 才能让友好的种子播撒

到人们的心坎里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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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日本天皇首次访华，掀开中日

关系新的一页。就在这一年，徐迪旻申请自费
留学，考取了日本国立东京学艺大学教育学

专业。头几年，他每周末要打两份工以支撑
学习生活。

29岁那年，徐迪旻利用周末去一家菜场
打工。一次，一位八旬日本老太太来买卷心

菜，说只要一半，钱照付。徐迪旻转身到仓库

里拿了一棵给她，并当面把外头的黄叶子掰

掉。他告诉老太太：“这是店里要处理掉的陈
菜，送给您。”老太太愉快地收下后，坚持要付
钱，徐迪旻不收。老太太出门就默默地把钱投

进旁边超市门口的募捐箱里。这个小举动让
徐迪旻见识了日本老百姓的纯朴善良。

在以后的聊天中，他得知老太太是一位

退休的大学老师。每次徐迪旻上班，老太太

都会带去一大叠剪报，上面都是与中日有关
的故事和成语典故等。每次她还悄悄送两三

个自己做的饭团给徐迪旻。
后来，老太太连续两年每月转 5万日元

（约合 3000元人民币）到徐迪旻账号上，以

资助他读研。她说，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忏悔

和对中国年轻人的期望。“战争害了中国也
害了日本。但日本人民是善良的，我们希

望中日不要再战。”徐迪旻深受感动，

立志在日本读完最高学历。后来，他在日本

私立大学第一名门———庆応义塾大学读完
博士，又全力投入中日文化交流事业。“在我

心里，友好的种子是老太太种下的。”
徐迪旻在东京银座一家高档日本料理

店做过洗碗工。在这家百年老店，所用碗碟
也传承了百年。徐迪旻负责将碗高温清洗后

交给旁边的老奶奶归置。

打工不到两星期，有一天，店长提醒徐
迪旻，老奶奶对他有意见，但不好意思直说。

一问，原来，是对徐迪旻叫她“奶奶”有意见。
“她七十几岁了。我是出于礼貌，但在日本这

么叫就不妥。店里人都叫她姐姐。”于是徐迪
旻也改口叫她“姐姐”。徐迪旻意识到，和日

本人相处，用语要合乎当地习俗。
这位“姐姐”还提出，洗过的碗，只要轻

推到她面前，不要帮她做后面的事。这也让

徐迪旻有点蒙。他想起来，每次他帮忙把这
些碗摆放整齐，“老姐姐”都要挨个翻面看

过，重新摆放。店长告诉徐迪旻：“高档餐厅
的高级之美在于看不到的地方。这些碗的正
面看似一样，其实底面有年代印，她要看印

章，不能放反了。”
徐迪旻顿悟，真善美不是拿来秀的，自

己内心要先做到。

    身兼日本《爱华》杂志社社长、《新民

晚报》日本版合作伙伴等数职的徐迪旻，
除了利用手中的媒体讲好中国故事，更担

当起中日经贸的桥梁。
日本知名化妆品企业资生堂原来只

在北京设厂。2000年，经徐迪旻的牵线搭
桥，资生堂最终把总部设在了上海。

2007年末，徐迪旻被任命为 2010年

上海世博会海外推进驻日首席代表。当时
日本经济萧条，日本企业赞助意愿不高。

徐迪旻受世博会组委会委托，再次和资生
堂商谈。“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资生堂，让

中国更美丽”，一句话说动该企业成为上

海世博会唯一的日本大企业赞助商。
此后，徐迪旻又和日本最大的银行瑞

穗银行以及全日空、电通、索尼等企业建立
了互信关系，成为这些公司的商务顾问。

2018年，中国举办首届国际进口博
览会，日本企业界并不十分了解。徐迪旻

组织《爱华》杂志、日本亚洲友好协会的团

队开讲座、做咨询，挨家挨户给日本商户

介绍。由他牵线的日本一家清洁消毒公司
生产的可随身携带防菌产品首次亮相进

博会，很快销售一空。
“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对

这三个问题，徐迪旻的回答始终不变：“我
是中国人，是一个在日本传播文化的使者，

我一直走在助力中日友好发展的道路上。”

    由于学生工作经验丰富，到学艺大学

后不久，徐迪旻就当选该校中国留学生协
会会长，1998 年又当选全日本留学生协

会副会长，人脉迅速拓展。

他接连拿到日本两笔高额奖学金，足
以支付学费，就不再打工了。腾出了时间，

他就在庆応大学面向日本师生开设免费中
文课，每月至少两次。

日本人特别喜爱中国的《三国志》，徐

迪旻就从《三国志》讲起。“诸葛亮，为什么
字孔明呢？‘孔’是洞的意思，有了‘孔’光

线才通过，才‘亮’。‘明’就是大洞。”空海、
鉴真、孙中山、周恩来、鲁迅与藤野先生等

人的故事，他也都讲得有血有肉，课上总
是座无虚席。日本朋友称徐迪旻为“拆字

大王”———听听他是怎么给日本人讲汉字

的：“茶”，人在草木中，中日人民都爱自

然，也喜禅、爱饮茶；“親”（亲的繁体字），
告诉你怎么做父母，要站在树木上，远眺

子女的成长。徐迪旻还趣解自己名字中的
“旻”字：因为父母希望自己长大后去学习

日本文化，结果自己真的留学日本了。
在大学课堂上讲，工作后在办公室也

讲，有时还在公园给日本学生讲中日园

艺，讲中日花卉盆景，讲中日水墨画中的
人文山水和花鸟故事⋯⋯

1995年起，徐迪旻每月还会邀请同学
及其家人一起包饺子。这一传统延续至今。

    因为祖辈是做裱

画的，徐迪旻从小就对
艺术品鉴赏有所了解。

在东京银座的餐厅里，
他一边洗碗一边欣赏

图案、造型各异的精美

古瓷器，还抽空到图书
馆翻书比对。店里有很

多中国产的古瓷器，徐
迪旻拍照发回中国请

专家鉴定，专家说这些
都是真品，并鼓励徐迪

旻“收点东西”。
有一天，徐迪旻被

一位日本老朋友紧急
叫到医院。这位老友已

是癌症晚期，他告诉徐
迪旻，他年轻时买过一

位中国名家的两幅画，
现在要送给徐迪旻。徐

迪旻一看，是吴昌硕的
真迹！这礼太贵重了，

徐迪旻不肯收。老友
说：“我夫人也同意了。

我们的子女对中国文
化不太了解，我这一

走，画要是被他们舍弃
就太可惜了，你应该把
中国文化带回去。”老友再三请求，

徐迪旻才收下这份珍贵的馈赠。
闲暇时，徐迪旻经常去东京的

博物馆、美术馆参观。他看到在日本
散落着中国现当代画家的大量画

作。“我要让它们回流。”徐迪旻暗下
决心。

现在，徐迪旻收藏的很多中国

名家字画以及几千件体现中日古老

文化交流的瓷器基本上都已回归中
国，并在他创办的上海云间美术馆

展出。美术馆成立于 2010年，坐落
于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29楼。“云间”

不只暗示馆址地理上的高度，也是
徐迪旻故乡松江的别名。对他来说，

办馆既是继承家业，也是愿意奉献

一生的事业。
在这里，还可以看到跟中国传

统文化有关的日本艺术品，例如世
界玻璃艺术大师江副行昭博士试图

效仿中国建盏的曜变金璃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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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迪旻（右二）与日本友人一起包饺子

? 徐迪旻将上海世博会吉祥物送给日本佐贺县知事古川康（左）和日本出版协会会长石原萌记（中）

收
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