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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服务站：

（一）赴日

上世纪初，中国一批有志青年
东渡日本，以寻求救国救民的道
路。他们当中包括后来参与创建中
国共产党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
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运动起过重
要作用。

1913年冬，李大钊从北洋法政
学堂毕业后怀着寻求救国救民真理
的强烈愿望到日本求学，住进了早
稻田大学附近的基督教青年会。在
那里，他学习日语和英语，并于
1914年 9月正式进入早稻田大学政
治经济学科学习。

根据早稻田大学中国校友会提
供的李大钊的学籍卡，卡上除了姓
名、住址、籍贯等基本信息外，还
有李大钊的入学信息。此外，在早
稻田大学校史资料中心，有两本与
李大钊相关的“学费领收簿”，上

面清晰地记录着李大钊缴纳学费的
情况。

根据相关文献，在日留学期
间，李大钊除了学习课本上的知识
外，还广泛涉猎各类知识和思想学
说，并结识日本有识之士，探索救
国之路。

关于李大钊留学期间的学习情
况，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安藤彦太
郎在《架向未来之桥——早稻田大
学与中国》一书中，展示了李大钊
的成绩单以及详细整理了李大钊上
学时履修的 11 门科目及对应的执
教老师。

在早稻田大学任职的安部矶雄
是把社会主义思想引入日本的先
驱，虽然李大钊并未直接选修他的
课程，但在思想方面受其影响较
大。相关专家认为，安部矶雄的思
想触发了李大钊向社会主义思想的
转变。

（二）回国

1915年 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
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而
时任日本首相正是早稻田大学的
创 始 者 大 隈 重 信 。 事 件 发 生 之
后，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反
响非常强烈，李大钊积极参加留
日 学 生 总 会 的 爱 国 斗 争 ， 起 草

《警告全国父老书》，呼吁全国人
民团结一致，保卫锦绣河山。文
章被油印成册，在留学生中广为
散发，引起轰动。在文中，李大
钊写道：“凡有血气，莫不痛心，
忠义之民，愿为国死。”

1915 年 12 月，袁世凯在全国
人民的反对声中复辟。为了参加反
对袁世凯的运动，李大钊于1916年
1 月短期回国。1916 年 2 月，他返
回日本，却被早稻田大学除名。不
久，李大钊回到中国。

1916 年回国后，李大钊到北
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
授，并参加 《新青年》 杂志编辑
部的工作。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
动，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
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顽固势
力展开猛烈斗争，成为新文化运
动的一员主将。

相关专家指出，李大钊是在
中 国 举 起 十 月 革 命 旗 帜 的 第 一
人，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
播者。他先后发表 《法俄革命之
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
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
观》 等文章。李大钊穷尽毕生的
精力在中国研究、宣传和实践马
克思主义，不仅为中国革命造就
了最初的一批共产主义者，而且
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立下了不朽
的功勋。

（三）寻访

2015年，笔者在早稻田大学政
治学研究科学习时，了解到李大钊
先生是我的校友。

在早稻田大学历史馆中的知
名学生名录中，笔者看到了李大
钊 的 名 字 ， 读 到 他 当 年 所 写 的

《青春》（节选），更是让我心潮
澎湃。

2019 年 5 月 18 日，笔者作为
早稻田大学中国校友会的一员，
在孙晓燕会长带领下，一行 25 人
拜访了位于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
的李大钊纪念馆。同时，受早稻
田大学委托，校友会还向纪念馆
捐赠了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留学
期间的相关资料。

在李大钊纪念馆中，回望这
位革命前辈的足迹，笔者感慨万
千。1889 年，李大钊生于河北省
乐 亭 县 大 黑 坨 村 。 自 幼 父 母 双
亡，靠祖父教养成人。1913 年，
他东渡日本，开始接触社会主义
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俄国十
月 革 命 的 胜 利 令 李 大 钊 备 受 鼓
舞， 在宣传十月革命过程中，他
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进而成为中
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光阴荏苒，如今历史的接力棒
传递到了我们手中。作为当代留日
学子，我们要沿着革命先驱的足
迹，继续奋斗、学有所成、报效祖
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贡
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系日本国际医疗福祉大
学中国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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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新西兰奥克兰中国学生学者联谊
会组织留学人员座谈会，一起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中国驻奥克兰总领
馆文教处、奥克兰各高校中国留学生代表共
40余人参加了座谈会。

奥克兰国家公派学生学者联谊会秘书
长、奥克兰大学博士研究生许冰带领大家
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她表示，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
点上，要牢固树立“四个自信”，坚持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迈进。

梅西大学中国学生会行政部部长孙瑷珲
结合在南京的成长经历，回忆小时候去参观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以及参加每年12月13日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活动，号召大家
永远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是革命先辈用
鲜血换来了如今的和平。她说：“100 年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历经艰险，建
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用实际行动赢得了人
民的信赖。”

新西兰中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夏晶表示，
通过视频聆听习总书记的“七一”讲话，作
为一名中国当代青年，很感动、也很骄傲，
我们要弘扬革命传统，成为一名立大志、明
大德、成大才、担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祖国
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奥克兰理工大学中国学生会主席金健
依号召大家做有志气、有骨气、有底气的
新时代中国留学生。她表示，祖国的强大
让身在海外的学子深刻体会到了什么是文
化自信，也拥有了说话的底气，每当与身
边的外国同学谈起祖国的成就，打从心底
会油然而生作为中国人的骄傲。“历史的接
力棒已经传递到我们手中，我们要继续弘
扬革命先辈留学报国的光荣传统，努力学
习，更加积极主动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奋斗！”金健依说。

留新学子一致表示，习总书记的讲话思
想深刻、内涵丰富、振奋人心。作为新时
代青年，要把爱国之情、报国之行统一起
来 ， 积 极 向 身 边 的 老 师 同 学 讲 好 中 国 故
事，介绍中国文化，为展现真实、立体、
全面的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奉献
自己的绵薄之力。

题图：座谈会与会人员合影。

本报电 （记者赵晓霞） 日前，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在其微信公众号上推出学历学位认证申请材料系列
答疑解惑，分别整理了认证申请材料中有关证书的3个
高频问题，并附上详细图文解答。

关于“没有源语言学位证书，只有英文版证书，
可以申请认证吗？”这个问题，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指出，“一般情况下，您须提交国 （境） 外源语言

（颁证国家官方语言） 学位证书或高等教育文凭证
书。若您就读的课程仅颁发英文版证书，您可以在提
交认证申请时上传证书，我中心将结合相关调研结果
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以最终出具的认证结果为准”。

关于“双专业/双学位如何申请认证？”这个问
题，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指出，“如果两个专业/学
位体现在同一张证书上，您可以提交一次认证申
请，认证时将依照证书进行写实性表述；如果两个
专业/学位各自颁发证书，请根据您的需求分别提交
认证申请”。

关于“如果学位证书丢了，还能申请认证吗？”
这个问题，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指出，“如证书丢
失，请您向颁证院校申请补发证书后再提交认证申
请。如颁证院校无法补发证书则应提供证书副本、
成绩单或院校官方出具的学位授予证明 （通常由学
生注册部门或教务部门开具） 并提供 《无法提交文
凭证书的声明》 ”。

（下期将继续刊登）

学历学位认证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答疑解惑

留新学子：

学有所成

报效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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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李大钊学籍卡扫描件 （资料图片）。 孟华川摄
图②：记录有李大钊留学期间缴费情况的册子。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摄
图③：在早稻田大学历史馆拍摄的《青春》一文日文译文节选。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摄
图④：早稻田大学中国校友会参观位于河北乐亭县的李大钊纪念馆。 孟华川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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