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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摘要 

日本地區以東京及關西地區客家人最多，日本客家人在關西地區並

在當地生根、發展、開枝散葉。為延續客家文化、凝聚客家意識，本

次應日本關西崇正會之邀赴日進行參訪交流活動。 

本次交流在建立意見溝通交流平臺並宣導本市文化、產業政策及執

行成果，增進關西地區客家鄉親對臺中市推廣客家文化之認同感，促

進海內、外客家事務之交流與發展。 

另大阪及京都地區是日本歷史上政治、經濟與文化的重鎮，新、舊

文化交替，在地有多處被日本政府登錄「有形文化資產」及百餘座各

類型之文化館舍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統藝術、祭典儀式傳承，其可

觀處，可作為本會學習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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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人員名單 

（一）領隊：江俊龍主委 

（二）成員：鄭育麟主秘、馬紀政組長、沈政安局長、賴玲慧科長、

林佳瑩稅務員、陳建新稅務員。 

參、目的 

藉參訪日本著名歷史古蹟及其融入之觀光模式，提供台灣客家文

化事務之發想創新及參考，重新思考有別於以往的推廣方式，如何強

化客庒文化資源開發及客家文化館典藏文物之價值，及瞭解經營模式

及推動情形，與日本關西崇正會及日本留日大阪中華總會交流並拜會

服務機關 職稱 姓名 

臺中市政府 

客家事務委員會 

主任委員 江俊龍 

主任秘書 鄭育麟 

文教發展組組長 馬紀政 

臺中市政府 

地方稅務局 

局長 沈政安 

財產稅科科長 賴玲慧 

財產稅科稅務員 林佳瑩 

資訊科稅務員 陳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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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共同討論在日本當地客家文化傳承所面

臨之困境，另也聯繫鄉誼並凝聚客家意識。 

肆、過程 

行程：108 年 8 月 25 日至 8 月 29 日，為期 5 日。 

日期  行 程 

8/25(日)  上午 : 啟程 

下午 : 參觀大阪天滿宮   

8/26(一)  上午 : 關西崇正會交流 

下午 : 參訪大阪財政局、拜會中華民國留日大阪中華總會及參觀中之

島公園 
  

8/27(二) 上午 : 參觀金閣寺 

下午 : 參觀二条城、伏見稻荷大社   

8/28(三) 上午 : 參觀姫路城 

下午 : 參觀好古園、神戶港   

8/29(四) 上午 : 拜會大阪辦事處、大阪城公園 

下午 : 賦歸    

 

伍、參訪活動內容 

(一)大阪天滿宮 

日本大阪天滿宮與九州大宰府及京都北野同被稱為「日本三大天

神」，大阪的天滿宮是平安時期貴族及學者「菅原道真」 被神格化為

為天神及學問之神。  

由於菅原道真平生愛梅，故在大阪天滿宮神社內遍植梅樹，故在

https://tw.japan-guide.com/destination/%e5%a4%a7%e9%98%aa/
https://tw.japan-guide.com/destination/%e4%b9%9d%e5%b7%9e/
https://tw.japan-guide.com/destination/%e4%ba%ac%e9%83%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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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二月梅花盛開時，舉行的「梅祭」 非常熱鬧，而這裡的天滿宮

每年 7月 24日及 25日兩天都會舉辦 「天神祭」，這亦是繼京都八阪

神社 「袛園祭」 和東京神田神社 「神田祭」，共稱為日本三大祭典。

因菅原道真是飽讀詩書的文人及後被尊為 「學問之神」，因此天滿宮

蜂擁而至的學子，應試者和白領人士，為考試及格及順利就職和學業

進步，紛紛到此祈願，而其祈願繪馬也多為求職及學業為主。與本市

孔子廟求文昌意義相同之。 

 

 

 

 

 

 

 

 

 

 

 

大阪天滿宮門樓建築設計與臺灣明顯不同     大阪天滿宮定期祭祀祈福活動 

大阪天滿宮內祈求金榜題名（求文昌）       大阪天滿宮協會公開招募會員 

https://tw.japan-guide.com/destination/%e5%85%ab%e5%9d%82%e7%a5%9e%e7%a4%be/
https://tw.japan-guide.com/destination/%e5%85%ab%e5%9d%82%e7%a5%9e%e7%a4%be/
https://tw.japan-guide.com/destination/%e7%a5%87%e5%9c%92%e7%a5%ad/
https://tw.japan-guide.com/news/myoujin-the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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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西崇正會 

日本關西崇正會成立於 1968 年，係涵蓋地區為大阪府、京都府、

兵庫縣、滋賀縣、奈良縣、和歌山縣等二府四縣。該會成立宗旨係秉

持會員相互扶持之精神，促進會員之親睦聯誼及推廣經濟、文化、學

術交流為目的，會員由居住於日本關西地區客籍人士依該會所定入會

手續加入組成，日本關西地區是客屬鄉親較多的地區，當初這些鄉親

遠在異地胼手胝足，發展各自的事業，之後生活日漸安定富裕，便開

始思索身處異國所面臨的語言、文化衝擊，以及客家文化傳承面臨斷

層的困境，因而成立日本關西崇正會。 

本次參訪活動應因日本關西崇正會之邀參加該地客家社團活動，

客家人移民日本大阪地區並在當地生根、開枝散葉，為延續客家文化、

凝聚客家意識，在當地成立客家社團，傳承客家化。此行藉由與客家

社團的交流，與經驗分享，進一步傳承與提昇客家文化，共同推展海

外客家文化融合，促進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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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正會城會長、陳名譽會長與本會江主委、鄭主秘及地方稅務局 

沈局長合照 

 

 
崇正會城會長、陳名譽會長與本會江主委及地方稅務局沈局長 

意見交流 

 

 

 

 

 

 

 

 

 

 

 

本會江主委與關西崇正會城會長相互致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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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江主委與關西崇正會城會長相互致贈紀念品 

 

 

 

 

 

 

 

 

 

 

 

中央客委會近期在大阪辦理「台灣客家料理教室」活動本市弘光科技大學協助推

廣「擂茶」文化期能在日本造成新的時尚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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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拜會中華民國留日大阪中華總會 

大阪中華總會在歷任僑界先賢的苦心經營下，創建今日的規模與

基礎，總會文化中心提供僑胞聯繫情誼場所，現有言語交換會、太極

拳、氣功及瑜珈等課程，鼓勵會員善加利用。 

 

 

 

 

 

 

 

 

 

 

 

 

 

本會江主委、鄭主秘與崇正會城會長拜訪大阪中華總會合照 

 

 

 

 

 

 

 

 

 

 

 

 

 

本會江主委、鄭主秘與大阪中華總會執行長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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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江主委致贈大阪中華總會執行長紀念品 

 

 

本會江主委及地方稅務局沈局長致贈大阪中華總會洪會長紀念品 

 

(四)大阪市役所與中之島公園 

大阪市役所 

大阪府是近畿地區乃至整個西日本政治、經濟、文化與交通中心。

其人口總數名列東京都、神奈川縣之後，位居全日本第三；人口密度

僅次於東京都，位居全日本第二。大阪市坐落於日本本州島西南面的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F%91%E7%95%BF%E5%9C%B0%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4%BA%AC%E9%8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5%A5%88%E5%B7%9D%E5%8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5%8F%A3%E5%AF%86%E5%BA%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5%8F%A3%E5%AF%86%E5%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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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灣畔, 瀕臨瀨戶內海, 是大阪府的首府和關西地區的工商業和

水陸空交通中心, 全市面積為204平方公里, 人口為270萬, 是日本

第二大城市, 這裡氣候溫和濕潤, 四季花木常青處處河道縱橫, 河

道上有1400多座造型別緻的橋樑, 素有水都之稱和 “八百八橋”, 

又有"千橋之城"的稱譽.大阪府的地方生產總值也僅次於東京都，位

列日本第二。大阪市役所位於中之島上，為外國人提供生活信息及答

疑。 

 

 

 

 

 

 

本市地方稅務局沈局長拜訪大阪財政局後留影及在中之島公園合影 

 

中之島公園 

是大阪市第一座公園，明治24年（1891年）落成，至今也是一所

超過百年歷史的公園。園內可欣賞到中央公會堂、府立中之島圖書館

等歷史文化建築，此外還有摘植了來自全世界各種類玫瑰，合計約310

品種玫瑰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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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島公園內大阪圖書館               中之島公園河岸公園休閒區 

 

(五)參觀金閣寺、二条城與伏見稻荷大社 

金閣寺 

金閣寺正式名稱為鹿苑寺，而名稱取於日本室町時代第3代幕府

將軍足利義滿。因主要建築舍利殿的外牆以金箔裝飾所以俗稱「金閣

寺」。 

 

 

 

 

 

    京都金閣寺外觀 

二条城 

二條城保存了日本桃山時代所遺留下來的繪畫雕刻和建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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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二之丸不但充分顯示了建築之美，其內部裝飾也精巧絕妙，，因

為城內多銀杏樹，每到秋天時便會看見如雪般飄落的銀杏葉。二條城

的本丸是重要文化遺產，二之丸御殿是國寶，城内是史跡，二之丸庭

園被指定為特別名勝。二之丸庭園與清流園等庭園在世界上受到很高

的評價。 

 
江主委與沈局長在參訪二条城留影 

伏見稻荷大社 

伏見稻荷大社是日本全國各地稻荷神社的總本宮。其中的“千本

鳥居”是伏見稻荷大社代表性觀光景點，自古以來以稻荷山為神域，

山中信徒供奉的鳥居鱗次櫛。 

 

 

 

 

 

 

江主委與參訪人員在伏見稻荷大社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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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觀姫路城、好古園與神戶港 

姬路城 

為該市主體象徵，因其白色的外牆及皎潔光亮的模樣舞翅高飛像

一隻白鷺，而被稱為白鷺城。是日本最具象徵意義，且保留度最為完

整的城堡，姬路城既是日本政府指定的國寶及國家特別史蹟，也是日

本首批世界文化遺產之一。姬路城是日本百大名城之一，與熊本城、

松本城合稱為日本三大名城，更被稱為日本第一名城。 

 

 

 姬路城屬世界遺產相關圖片與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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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古園 

1889年因日本實施市制，而好古園就是為紀念市制百週年建造而

成，其園區坐落於姬路城西宅邸遺址，主要以日式庭院設計為主軸，

由 9個不同風格的庭院組成，如宅邸庭園、落葉園、松園、花園、竹

園等，四季各有不同的光景，約在 11月中~12月上旬是賞楓的明景

點。 

 

 

 

 

 

 

好古園園區內多樣性庭園景觀配合姬路城發揮觀光相輔相成的效果 

 

 

神戶港 

神戶港是日本的特定重要港灣。為日本主要的國際貿易港，為日

本五大港之一，與大阪港同樣被指定成超級中樞港灣。在 1868年 1

月 1日時開港。如今也是日本三大旅客港之一。神戶港也是重要的觀

光港口，此外附近也有許多購物廣場及夜景來吸引遊客的駐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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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神戶港由崇正會鄒總幹事陪同介紹說明港口結合觀光產業的相關建設 

 

(七)大阪辦事處 

因台日雙方歷史與地緣關係深厚，無論在貿易、經濟、 技術、

文化交流有維持運作，便在 1972年 12月雙方簽署「互設駐外辦事

處協議書」，維繫兩國實質外交。 按照協議之精神，台北駐日經

濟文化代表處是台灣在日本的代表機關，負有實質的大使館功能，

而本處轄區則包括日本近畿、東海、北陸、中國與四國等地方，共

有 2府 18縣，平日推動雙方經濟貿易、學術、科技、文化及體育

交流等業務，具有核發護照、簽證及文件證明與保僑護僑等實質的

總領事館功能。 

拜訪臺辦處（臺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本會江主委、地方稅

務局沈局長與大阪辦事處李處長雙方意見交流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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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青少出國求學交流 37%會選擇到臺灣，因此加強青少年交

流是未來雙方努力的重要課題。 

2、日本鳥取縣 9月份會到臺中拜訪，10月份會包機直飛臺中參訪

與交流，借雙方交流互訪增進臺日雙邊互動情誼。 

3、台灣醫技團，農業團都來日本交流學習增加雙方技術上的提升

未來需持續推展。 

4、在觀光推動上，大阪、京都風俗想法都不同，大阪以觀光商業

為主，京都則保守以維護傳統，遵奉傳統為主。 

5、李處長表示日本對臺灣團評價很好，旅客水平比大陸好，希望

多推動雙方交流。（台灣與日本交流情況以 107年為例。臺灣到日

本旅遊 482萬人次，日本到臺灣旅遊 197萬人次） 

6、推動大阪直飛臺中定期航線，有固定航班於臺中與大阪之間的

來往會更密切頻繁，有利於雙方交流。 

7、每年雙十國慶僑社都會分日辦理慶祝活動，大阪中華總會活動

都有 700～800人參加，同鄉之間都緊密連繫，台灣旅日結合在一

起有很強的向心力，未來加強與台灣之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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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阪辦事處意見交流交換名片 

 

本會江主委、地方稅務局沈局長與大阪辦事處李處長意見交流 

 
江主委與大阪辦事處李處長互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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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江主委、地方稅務局沈局長拜會大阪辦事處與李處長合照 

 

(八)大阪城公園 

    大阪城位於大阪城公園內，與名古屋城、熊本城並稱日本歷史上

三名城，同時也是百大名城之一，又稱「金城」或「錦城」。最初的

大阪城由戰國三傑之一的豐臣秀吉（另二傑為織田信長、德川家康）

所建造。而現在我們所見到的大阪城是昭和年間以鋼筋水泥復築，在

1997年日本政府指定為登錄有形文化財。到了假日還會有不少的街

頭表演喔！不僅是在地人的休閒場所，對於觀光客來說也非常有吸引

力。大阪城公園是著名的賞櫻景點，同時冬季梅花也很有名，可以說

是一年四季各有不同的風情呢！浪漫的粉色櫻花配上雄偉的大阪城，

是非常多遊客為之瘋狂的景色，讓攝影愛好者趨之若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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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的城門保存完整已列世界遺產    豐臣秀吉時代與德川家康年代城樓規模

的比較 

天守閣內幕府時期武將的文物介紹     大阪城天守閣介紹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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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心得 

    此次參訪透過日方簡報、雙方溝通、提問及解答，歸納日本與我

國古蹟遺產及傳統藝術傳承及推廣客家文化之異同如下: 

一、 全球各地皆有台灣鄉親足跡．為擴展客家文化版圖，讓更多人

認識客家文化，需靠當地客家鄉親的協助，才能傳承及宣揚客

家語言文化之精神於國際，在日本關西地區，客屬社團在當地

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及活動力，對臺灣有著深厚情感，人親土親，

形成網絡，雖然礙於與日本無邦交，惟透過民間社團凝聚向心

力及協助，與關西地區客屬社團及其他政府單位交流甚歡，感

受深刻。 

二、 對於古蹟保存的態度恰與日本對文化資產的尊崇明顯反差，除

非可得到立即性之補助，否則或因為避免被後續法規所拘束、

或因有土斯有財的觀念、或因對古蹟保存的不重視，國內民間

聞住屋將被指定為古蹟，許多民眾會立刻先行拆建，本來要將

具有文化保存價值的古物或建物加以保存的美意，卻反而造成

其不可回復性損壞，適得其反，這是我們未來進行有形客家文

化資產保存時，必將會面臨古蹟文化保存與個人使用權利的抉

擇，是可預見且必須事先加強宣導溝通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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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此次行程景點中具有當地特色的餐廳及手工藝品店等，進行美

食、文化及 DIY體驗等活動，與在地店家互動，除了能活化當

地商機，同時也讓觀光客用不同的方式體驗當地生活 

另從世界遺產-金閣寺、天滿宮、姬路城等文化保存推廣經驗啟

發，目前正推展的浪漫台三線，可以扮演串聯的角色，將散落

客庒的古蹟，歷史建築聚落連結，豐富客庒旅程之文化體驗深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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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建議 

經過此次的參訪行程，可發現日本對於自我文化的認同感十分的

強烈，但對於台灣民眾而言，或許是多元移民社會的影響，對於自身

的文化認同並不熟悉。藉此提出感想及建議： 

一、科技運用之不足 

在日本姬路城所見運用 AR技術，利用古蹟與網路技術的集合，

不僅僅可以減少在場內工作人員的人力消耗，更可以令民眾更了解當

地文化及姬路城的特色。 

二、多媒體運用之不足 

這次參訪了許多日本古蹟城堡，發現有許多的共同點，就是大部分

皆為知名古裝劇聚拍攝景點，雖在台灣現有客家電視頻道，但電視節

目對於文化劇介紹的厚度、深度尚不足，若對於客家文化的介紹能加

深或許可以吸引更多民眾目光，也令更多客家人能了解自身文化。 

對於客家文創物品的設計，也可於網路上開放設計投稿，提供獎金，

舉辦徵選活動，吸引民眾報名參加，藉此傳播客家特有文化。 

三、兩地的交流 

與崇正會交流時，對方提到開設台中機場直通日本大阪的直航班

機需求，若兩地能擴大民間參訪、青少年參訪，讓兩地多多相互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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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台灣民眾了解原來在日本也有客家族群，讓日本客家族群的民眾更

深入了解到自身文化的根本。 

四、文化及觀光產品的融合 

在日本考察時發覺，每個古蹟參訪地點都會設有特有紀念商品店

面，像在日本天滿宮等寺廟就會有屬於自己的御守，在日本姬路城也

有許多姬路城的文化商品，對比銅鑼的台灣客家文化館雖設有此商店，

但對宣傳仍有進步空間，藉此建議其他客家文化館也可設置客家專屬

紀念品商店，活絡文創產業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