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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发带，一身球衣，他是“风一样的男子”——大西

信宽；

一双迷人眼眸，一弯温柔浅笑，他是“英俊小生”——

白鸟友之。

他们是文化与传媒学院的日本留学生，也是公认的“足

球男神”！

在 2012和 2013年度的“中财杯”足球赛中，大西和白

鸟以学院足球队主力的身份带领球队分别取得了亚军和八强

的好成绩，并且连续两届荣登球赛“最佳射手榜”。更值得

一提的是，在 2013年度的“最佳射手榜”上，他们始终占

据着第一和第二的位置，谱写了“中财杯”足球赛场上的一

段传奇。

足球篇

传奇射手
如果你看到过“中财杯”上文化与传媒学院队的比赛，

那你一定会注意到这么两个人——一个头戴彩绳，头发略显

凌乱；一个皮肤白皙，浓眉大眼。而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特

点——只要他们控球，场上球迷就会发出胜利在望的欢呼。

他们是绿茵场上的明星，是文传足球队的传奇射手——大西

信宽、白鸟友之。

作为学院足球队的绝对主力，白鸟和大西为球队在前两

届“中财杯”中取得好成绩做出了卓越贡献。据某队员称，

文传足球队将近80%的进球来自于两位日本球员。球队队员

刘静远也告诉记者，“他们不仅是自己踢得很好，还能给其

他球员制造很多（射门）机会。” 80%这个概率的准确性我

们暂且不用考虑，但这两位球员的话已经足以说明两位日本

球员在球队中的绝对核心地位。

如果仅仅是在院足球队中出类拔萃还远难成为传奇球

员，白鸟和大西的传奇之处更多来自于他们在“最佳射手

榜”上的佳绩。

2013年度的“中财杯”比赛中，他们一度带领文传球队

踢出了八比零的好成绩，顺利进入八强。无奈在八进四的淘

汰赛中，球队连连失球，两位主力也无法力挽狂澜，只能遗

憾离场。然而，从被淘汰直到整个赛事结束，没有一个球员

的进球数能超越他们。大西最终荣获“最佳射手”称号。

团队的一时失利也没能黯淡他们的光芒，传奇射手，他

们当之无愧！

足球男神
据传，某东北姑娘对大西和白鸟的称呼是这样变化的：

“日本鬼子”——“踢球很厉害的日本留学生”——“足球

男神”！ 显然，这一变化不只是源自于他们高超的球技，更

源于两人对足球的那份执着，以及他们在场上表现出的良好

的个人修养。

学校的足球赛通常在沙河校区举行，比赛时间一般安排

在晚上七八点，这对住在学院南路校区的大西和白鸟来说是

极为不便的。每次踢完球赛，他们都得披星戴月地搭乘地铁

往回赶；此外，大西“很怕冷”，因此在三四月份举行的

“中财杯”也令他感到些许的不适。但即便有这样或那样的

不便，只要文传球队有比赛，他们必会全程上场，无一次例

外。

都说足球是热血运动，比赛中，球员之间、球员与裁判

之间以及球迷与球员和裁判之间发生冲突的事件不胜枚举。

然而，愤怒、谩骂，这样的举动几乎从未出现在两位日本球

员的言行中。面对裁判对有争议判罚的坚持，他们只是默默

回到自己的位置继续比赛；面对队友的愤怒，他们会加以安

抚；面对对手拖延时间的假摔，他们仍然致以歉意，并上前

扶起对方；面对因比赛失利而伤心落泪的球迷，他们会鞠躬

说：“谢谢你们。没关系，秋天（即‘新起点杯’足球赛）

还有（比赛），到时候请你们再来。”

坚忍不拔，沉稳大气又风度翩翩，“足球男神”称号绝

非虚名。

胜败乃兵家常事
足球是项群体性运动，相对于个人的荣耀，白鸟和大西

更看重集体的荣誉。说起 2012年“中财杯”的失利，两人

坦言：“很遗憾。”他们从球员素质、团队协作、裁判水平

等方面为记者剖析了比赛失利的原因，语气始终平和。大西

一字一顿说道：“胜败乃兵家常事。”他们已经走出了“遗

憾”，积极备战即将到来的秋季球赛，当时记者问及此次球

赛的目标，两人异口同声：“冠军！”

截至发稿，“新起点杯”足球比赛业已结束，文传球队

再次止步亚军。决赛结束后，大西和白鸟明显有些沮丧，但

在面对众人的关心时，他们仍然面带微笑。或许赢得冠军需

要一定的运气，纵然“李广难封”，但“足球男神”和“传

奇射手”的故事仍将在每一个中财人心中铭记。

学习生活篇

最熟悉的陌生人
对于日本，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情

绪，大西妈妈在儿子临行前的嘱咐中就提到“由于一些历史

原因，中国人可能不太喜欢日本人”。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文化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中

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多来自于战争、政治事件和一部分传入的

日本文化，而日本民众对中国也是所知甚少，两国人民因此

也被称为“最熟悉的陌生人”。两位留学生坦言，来到中国

之前对中国并“不了解”，平时了解中国的主要渠道就是新

闻和别人的谈论。白鸟告诉记者，来中国之前他对中国的印

象就是：“人口好多，贫富差距很大。”大西甚至表示，他

在“来中国一个星期之前才知道拼音的存在”。

不仅如此，就连一些在中国比较出名的日本人在日本国

内竟只是泛泛之辈。比如《看天下》的专栏作家，著名日本

留学生加藤嘉一。当记者提到这位留学生时，大西一脸茫

然，白鸟则说：“知道知道，但是日本人都不知道，我来中

国之后才知道。”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已经可以用中文与中国同学进

行日常对话了，会上人人网，喜欢上了木须肉和又辣又好吃

的川菜，还知道了“桂林山水甲天下”。而中国学生也对他

们彬彬有礼，坚韧不拔的一面印象深刻。当然，还有他们良

好的球技。

边学边玩
异国求学，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语言问题，这也是两位日

本留学生此番中国之行的主要目的——“我们来学汉

语”。尽管汉语和日语相同和相似之处很多，但学习汉语还

是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初学汉语的大西曾在日本某饭馆偶遇一名中国人，于是

试着用中文与对方交流。与他同行的日本朋友见他一边说一

边点头，顿时对他的中文理解水平惊叹不已。然而大西偷偷

告诉记者，当时对方语速较快，他根本没听懂，只能跟对方

说自己听不懂，出于礼貌才不断点头，没想到这个动作却误

导了朋友。他表示，这是他学汉语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一

幕。

通过老师和朋友的帮助，零基础的“中文盲”们已经能

够用中文接受记者的采访。当记者问及他们是如何提高汉语

水平时，大西调皮地告诉记者：“好好玩。”

的确，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来到中国之后，名山大

川，风景名胜成为他们留学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

北京的名胜就不必说了，除此之外，两人还非常喜欢长

途旅行。大西曾去到四川境内，欣赏过黄龙九寨的鬼斧神

工，领略过武侯锦里的三国文化，感受过大熊猫的憨态可

掬。而白鸟的足迹更是遍布中国，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已经

去过四川、云南、贵州、广西、上海、澳门、香港等地。并

且，白鸟会在青年旅社中随机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一

起观光。据他介绍，他曾与美国人和西班牙人结伴在香港游

览，一起“吃香港云吞面，看夜景”。

记者惊讶于他们在异国他乡四处游历的勇气，而他们却

几乎一致地认为，旅途中没有什么不能适应的，跟当地人交

流“没问题”，还能交到很多朋友。

四处旅行固然轻松愉快，但旅途也不尽是美好的风景。

大西在四川旅行时就遇到过旅店拒绝日本人入住的情况。但

最让他们头疼的却不是极个别中国人的不友好，交谈中，两

人都提到了坐火车硬座的经历，拥挤的车厢，连续几十个小

时保持坐姿无法动弹。大西直呼：“想起来就害怕！”白鸟

也坦言：“太难过。”

离别篇

今年 12月份白鸟和大西即将学成归国，他们酣畅淋漓

的进球表演也将画上句号。对此，一些文传学生表示，他们

的退出将是学院足球队的损失，但记者认为，对于更多喜爱

足球的中财学子而言，他们的离去或许更是“中财杯”的损

失。

他们来自海的那边，他们曾经无比陌生。而今，他们跟

我们一样，是这所学校的普通学生。他们也会平时拼命玩，

临考“抱佛脚”；他们也会抱怨学校“没有游泳池、健身

房”；他们也会认为“食堂菜味道很重”。

在中财校园里，漂洋过海而来的少年与我们一起经历着

爱情和友情，烦恼和喜悦，热闹和寂寞。他们感恩友谊、高

喊“520”，他们“希望中日友好”。在即将离去的时刻，他

们用简朴的词语形容这片热土——“美丽”和“第二家乡”。

（本报记者 11财经新闻 唐郡）

飘 扬 过 海 的 传 奇 射 手
——访日本留学生大西信宽、白鸟友之

编者按：中财“新起点杯”八人制足球赛

的战火已经打响，各大学院蓄势待发，秋日渐

凉也抵挡不住比赛的火热。你也许是绿茵场上

挥汗如雨的运动员，也许是场边热血沸腾的啦

啦队，也许只是偶尔关注一下食堂外战绩榜单

的一个过客，但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角色，对这

两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大西信宽，白鸟友

之。

他们是留学生，是中财大家庭的普通一

员；他们是传奇射手，叱咤在中财足球赛场

上。是什么造就了球场上的英雄？是什么激励

了海外求学的赤子之心？本期校报就为你一一

解答。

大西信宽

白鸟友之

奔跑在足球场上

两人在一起讨论问题

本报记者 12财经新闻 罗倩 摄

我的留学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