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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相处之道

　　1964年，日本29位知名棋手发出呼吁，发动日本800万围棋爱好者征集民众签名，
要求恢复中日邦交。

大松博文、沈祥福“支教”

20 世纪 60 年代，除了围棋界，日本排球队也是一支促进

中日交流的友好力量。1965 年 4 月 21 日，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

刚刚率领日本女排在东京奥运上夺金的大松博文来到上海，对

当时的中国女排进行了一个月的训练。作为日本女排主教练，

大松的“魔鬼训练”理念强烈地冲击了中国女排的队员们，很

多人在训练中被“练到痛哭流涕”。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中国女排在世界大赛上取得五

连冠的骄人战绩。女排作为我国体坛最早引入国际化人才、进

行经验交流的项目之一，大松博文等日本体育友人在其中的贡

献自然不可忽视。1981 年女排世界杯，中国女排夺冠赛后，袁

伟民指导就在采访中感谢了大松的帮助。

成熟的交流是相互的。过去数十年里日本体育界的专业人

士帮助中国队员提升水平，反之亦然。近些年来，福原爱、石

川佳纯等日本乒乓名将，都曾效力于中国乒超联赛，在此历练

她们友好的心意。”

后来的赛场上，中国队员同样感受到来自日本观众的热情。

每当中国队打出好球时，日本观众就会为之鼓掌。两国选手之

间的关系也日益融洽，彼此成为了朋友。

那一届世乒赛后，中方也敏锐地抓住了由乒乓球启动的外交机

遇。1961 年第 26 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这一次，北京城马路上穿

梭如流的自行车、普通民众对日本运动员的热情、雄伟壮丽的万里

长城……都给日本著名乒乓球运动员木村兴治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比赛期间，周恩来总理还专门宴请了日本选手。日本女乒

选手松崎君代在北京两次见到了周总理。据她回忆，第一次见

面时，周总理用日语和她问好：“晚上好！”离开北京前，周

总理又在北京饭店设宴并在门口亲自迎接。这回，他向松崎跷

起大拇指，用日语说道：“一级棒！”吃饭时，松崎的座位紧

挨着周总理，令她受宠若惊，“这实在是贵宾级的待遇”。

同一时期，中日两国在围棋界也频频开展活动，搭起了更

多交流的桥梁。1959 年 10 月，以松村谦三为首的日本自民党

众议员代表团访华，与中国副总理陈毅会面。陈毅是出了名的

围棋高手，松村也酷爱围棋。会谈之余，二人多次对弈。在双

方推动下，从 1960 年到 1964 年，两国围棋代表团多次互访，

相互交流。1964 年，日本 29 位知名棋手发出呼吁，发动日本

800 万围棋爱好者征集民众签名，要求恢复中日邦交。

中日正式建立邦交的前一年，1971 年第 31 届世乒赛在日

本名古屋举办。时任日本乒协主席的后藤钾二，不顾日本右翼

势力的威胁，力排众议，克服种种困难，让中国乒乓球队回到

了这项赛事。那一年的一次聚会上，后藤先生看到在场的中国

运动员，坚定地认为“一届没有代表着世界最高水平的中国队

参加的世乒赛，就不能称其为世乒赛”。

名古屋世乒赛期间，那位名叫科恩的美国选手错上了中国

队大巴，然后和庄则栋聊了起来。之后的故事就是今天人们津

津乐道的“乒乓外交”。在此过程中，后藤先生的“橄榄枝”

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松博文 1965 年应邀到中国指导中国女排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