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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日本首相石破茂会晤时指出，“从战略高度和

全局视野把握好两国关系正确方向”“促进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

的相互了解”。只有正视历史、面向未来，中日关系才能向前发展。中

日两国之间存在历史和政治上的复杂关系，这篇报道通过个人善举展示

了民间友好，有助于缓解两国间的紧张情绪，促进相互理解。大内毅生

跨越国界的善意资助与王珍一家朴素真挚的感恩回馈，生动诠释了“山

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民间情谊。该故事以个体温情消解刻板印象，为

中日民众理解彼此文化底色、重建信任提供了具象化载体。报道刊发后，

被《人民中国（日文版）》翻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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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轨迹”的微观视角，将两国文化差异转化为“人性共通”的情感共

鸣，为中日民间友好交往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鲜活案例，契合当前国际

关系背景下“民心相通”的深层需求。

签名：（盖单位公章）

2025年 3月 28日



一位日本朋友和他资助的 2.5 万元

文 | 《中国报道》记者 陈珂

从小放牛的时候，王珍其实没有想到自己会去外地上大学，甚至后来还到日

本生活。

王珍的家乡在室韦镇。中国地图上，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市室韦镇位于

“鸡首”位置西部中俄狭长的边境线上，与俄罗斯南部的奥洛契小镇仅隔着额尔

古纳河，是中国唯一一个俄罗斯族乡。

室韦常住人口只有 1000 多人，虽然不大，却凭异域风情而有一定的知名度。

小镇遍布着色彩华丽的俄式风格民宿和饭馆，看上去像是一个个露天剧院。每年

6 月到 8 月，游客们慕名而来，这里会喧闹起来；而其他大部分时间，这里都是

茫茫无尽的雪原和冷寂。

尽管能吃上季节性的“旅游饭”，但对于王珍一家来说，作为传统牧民，这

里有放不完的牲畜、铲不完的牛粪，清贫的日子四平八稳地流逝，承载着他们生

活的全部印记。

如果不是一位叫大内毅生的日本人，王珍的生活很可能就这样循环下去了。

“后悔没给他们做鱼吃”

王珍没有见过大内毅生，她对大内毅生的印象来自父亲王宏刚的叙述。他们

缘起于大内毅生来室韦旅游时，王珍的父母招待了他们一顿家常饭。

大内毅生在日本从事文字工作，今年 60 岁，住在神奈川县的一个沿海小镇。

他到过中国大部分地区，相较于大城市，农村带给他的吸引力更大。他去室韦是

在 2016 年 8 月的一天，尽管当时已经凉意渐浓，但小镇依旧慷慨地向游客展示

着边陲风光。

“那天上午 11 点多，我和妻子正在街上守着菜摊卖菜，捎带着卖一些水果。

从额尔古纳市开来的班车停到街上后下来一个人领着一个小男孩，看上去是父子。

他们往跟前走，妻子递给小男孩一个苹果。他们说话我听不懂，小男孩的爸爸赶

紧摊开纸笔用中文写上汉字。”回忆起第一次见到大内毅生时的情形，王宏刚记



忆犹新，大内毅生当时想让他帮忙找旅店。

那时镇子上的旅店不多，满村子转一圈后，王宏刚寻到了 80 元、60 元、50

元三档价格不等的房间，大内毅生折中选择了 60 元的。王宏刚后来推测，可能

是因为 50 元的房间不能洗澡。

“骑车把他们接到旅店后已是中午，我给大内毅生指着说，前面就是饭店，

还没离开时看到他只点了一碗冷面。等晚上我又过来，发现孩子正在啃面包和方

便面，我很同情孩子。”王宏刚在纸上给大内毅生写道，“明天中午请你和儿子

去我家吃饭。”

王宏刚的房子被平时捡拾的废品包围，和光鲜的小镇显得格格不入。这顿农

家饭，食材大多取自家附近的菜园。“吃饭时我们一直用笔交流，他问在中国上

大学一年要多少费用，那年我女儿王珍 17 岁，在额尔古纳市读高二，听别人说

一年得三四万块钱，就如实告诉了他。我们聊了很长时间，下午该放牛时把他们

送回了旅店。”

“临走时，大内毅生说过几天还来家里吃饭。我说可以，但是得收费。”王

宏刚笑着说，收费只是玩笑话。在他看来，室韦属于纯粹的打卡型目的地，很少

有游客会在短时间内二次来访。

“过了三四天，大内毅生真来了，还带着老婆和儿子。”王宏刚回忆，那几

天室韦温度下降，当地人得穿上棉袄、薄棉裤和二棉鞋，他们却身着短裤、短袖、

凉鞋。“迎进屋后我们忙着做菜，连吃带聊一直到下午。晚些时候，我们不得已

与大内毅生一家告别，因为要提前支好水果摊，赶在旅游季结束前把存货卖完，

不然就会坏掉拿去喂牛，那将是上千元的损失。”

“当天晚上大内毅生去摊位前找我们，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以为是

用相机拍的速成照片，或者是日本明信片，就想拿出来看，但他在信封上写了两

遍‘回家看’。支好水果摊后，我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是一沓崭新的 10000 元人

民币，上面写着是给我女儿的助学金。”

第二天，大内毅生一家就要离开室韦，王宏刚也要起早去呼伦贝尔参加朋友

孩子的婚礼，他便让妻子一定守好第一班客车，把钱还给大内毅生。“她就在那

一直等，手里拿着洗好的水果。钱被扔进车里又被扔回来，几个回合下来怎么也

没退回去。”



王宏刚说，大内毅生携家人来吃饭的那天早上，原本有人送给他了 6 条鱼，

有筷子那么长，是当地河里的野生鱼。“他们来得仓促，鱼没刮鳞也没摘肠子，

我想着日本渔业资源丰富，就没给他们做。但吃饭时大内毅生说起日本吃饭成本

高，后来又得知那天是他儿子的 10 岁生日，我就特别后悔没给他们做鱼吃。”

大内毅生的善意并未结束。2017 年元宵节，他去上海拜访一位朋友，又托

朋友在当年 4 月给王宏刚一家带去了 15000 元现金。这位朋友还购买了一台笔记

本电脑送给王珍，这台电脑伴随王珍读完了大学。

“中国人是可爱的人”

在室韦，买东西对比价格、旅馆挑便宜的住……尽管过去了多年，王宏刚和

妻子依旧能够回想起这位日本朋友生活可能拮据的“佐证”，不能找到他对陌生

人出手阔绰的答案。

“回想起来，我思考了 8 年前我的行为的意义，很难一言以蔽之。他们破旧

的房子位于村子的边缘，第一眼看上去，我就知道他们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大

内毅生说道。

大内毅生 19 岁独立，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每周工作四天、学习三

天。寒暑假期间的早上 9 点到晚上 9 点，他靠卖相机和望远镜赚取生活费。“法

学院的学制是 4 年，我花了 6 年才毕业。”

从王宏刚的叙述中，大内毅生了解到王珍很体谅父母，从不乱花钱，成绩也

优秀。“我无法帮助过去的自己，但可以帮助眼前的晚辈，帮助那些渴望学习但

经济困难的青少年，那么我就开始吧！”大内毅生说。

事实上，在室韦的短暂停留，以及语言上的障碍，不足以让大内毅生真正了

解王宏刚一家在生活上的窘迫。

“我的爷爷在淮海战役中牺牲，我父亲 14 岁时从河南老家来到呼伦贝尔讨

生活，我就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我的妻子也是河南人，我们便入乡随俗，靠养

牲畜为生。”王宏刚说，大内毅生来的那年，他只养了七八头牛和一匹马，国家

开始封山育林后，牧民得烧煤，马不再用来上山拉柴，只能养着，靠卖活牛和牛

肉，年收入不到 10000 元。

牧民的生活以牲畜为中心，看似自由，实则艰辛。在室韦，旅游项目的开发



让牧场面积变得有限，王宏刚要紧盯着牲畜不能让它们越界毁坏设备。夏天，太

阳落山已经是晚上 9 点多，天没黑透之前到处都是游客，他们喜欢走进牛群拍照，

王宏刚就要整天盯着牛以免误伤游客，到了晚上再赶回家里圈上，不让牛踩坏别

人家的院子和菜园。

每年 11 月，呼伦贝尔就进入到长达 7 个月的漫长冬季，几场大雪飘过，茫

茫雪原连成一片，气温能达到零下四五十摄氏度。城里人认为这是一种空旷的气

派，但对于牧民来说意味着要忍受寒冷和劳动带来的双重不适。

“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是给牛喂草，然后是清理牛粪。牛粪冻得像石头一样，

必须把它们清走或者推到空地上，不然牛无法趴下休息。接着还要走几公里路，

在几尺厚的冰面上用铁锹砸出一个大洞，好让牛喝水。”王宏刚说。

虽然镇上旅游业发达，但农户很难竞争得过外地开发商，游客也更喜欢兼顾

异域风情和居住体验的房子。因此每年夏天，他们就在街上摆摊卖一些瓜果蔬菜，

有时也能赚上几千元。

辛勤劳作换来的收入在各项开支面前明显不够。王宏刚的妻子患有严重贫血，

总是去住院，后来腿还骨折了一次，不能再干体力活。“我们现在住着的还是当

年招待大内毅生的那个 40 多平方米小屋，是我父母在上世纪盖的，夏天凑合能

住，冬天四下透风，翻新的话至少需要 10 多万元。”

“赚钱很难，明智地使用金钱要更加困难。”说起帮助王宏刚一家的初衷时，

大内毅生借用了日本作家三浦绫子的小说《冰点》中的一句话：“当一个人的生

命结束时，剩下的只是他们所给予的，而不是他们所收集的。”

大内毅生还坦诚地说，日本从古代中国“输入”了许多文化遗产，日本的很

多价值观基于中国古典文本，如《论语》《孟子》《大学》《老子》《战国策》

《史记》等。“中国人是可爱的人。我仰慕中国，也非常感谢中国。”

“我想用日语跟他当面道谢”

2021 年 6 月，王珍从青岛农业大学顺利毕业。因为有大内毅生 25000 元的

资助和国家助学金，她当初能够顺利入学，大学期间也过得没有太窘迫。

王珍很想见一见大内毅生。这些年，她零星地从父母口中听到大内毅生的信

息，还收到过一封大内毅生写给她的信，信中嘱咐她要好好学习。



“2021 年 2 月，日本新冠疫情严重，父亲委托我给大内毅生发邮件，问候

他和家人是否健康，他说一切都好，我们才放下心来。”王珍说。

毕业后，王珍在厦门当过文员，在广州做过兼职，但在外的时间统共不超过

一年。其他时间，王珍要么帮父亲放牛，要么照顾贫血的妈妈和患有胃癌的奶奶。

“人越往外走，越能看到更宽广的世界，接触到更丰富的生活方式。”年轻

的王珍很想出去看一看。

今年 4 月中旬，王珍申请到了日本大阪的一家语言学校，开始为期一年的日

语学习。“学校会帮我们这些日语不好的同学介绍工厂的工作，一天工作 4 个小

时，1 个小时最低 50 元人民币。30 天 6000 块钱，基本上够我一个月的生活费。”

“王珍，享受在日本的生活，如果看不到结果，那是因为缺乏努力”“关掉

你的手机，去读书”“通过探索田野和山脉来锻炼身体”“如果到了 50 岁并且

有能力的话，去帮助晚辈”……大内毅生期待和王珍在日本相见，并语重心长地

发来寄语。

“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我认为大内毅生在日本人中也是非常善良的，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和他一样的价值观。等能熟练表达时，我想用日语跟他当面道

谢。让他看到当初自己确实帮助了一个女孩，让这个女孩的路走得更顺畅，也让

她拥有了比没上大学更好的人生。”王珍说。

在日本工作学习之余，王珍不忘在社交平台上更新家乡视频，和网友们聊天。

镜头里，自家牛儿悠闲地啃食青草，尤为壮硕肥美。近几年，经常有人在网上找

到她买牛肉，最远的一单发到过海南。王珍要保持更新频率，尽可能地帮助家里

拓宽牛肉销路。

“父母年近六旬，无休止的体力劳动已严重透支了身体，今后需要考虑的问

题也越来越多。”王珍劝父母不再扩大饲养规模，尽早从重体力活中抽身。等一

年的学习生活结束后，她打算在日本正式工作，想把父母也接到身边。到那时，

当面向大内毅生道谢，或许更具有别样意义。（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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