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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院為拓展 EMBA 境外班學生的國際觀及思維，由管理學院 EMBA 林欣美執行長，

帶領境外班學生前往日本進行為期五天的國際企業參訪及學術交流行程。在行程當

中，與東京創價大學及法政大學進行了高度的學術交流，此外也參訪了東京美術館與

輕井澤，並進行東京文化產業調查，讓學生們不僅見識到日式環境下的教學方式，更

深刻體驗日本文化產業之精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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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一、目的 

    緣起於本院 EMBA 境外班學生的課程需求，由管理學院 EMBA 林欣美執行長，帶隊

前往日本進行為期五天的國際企業參訪及學術交流行程。希望藉由這次的行程能讓本

院 EMBA 的學生更富國際觀，幫助日後事業更具多元化。 

    本次行程除了與東京創價大學與法政大學進行了高度的學術交流之外，也參訪日

本文化產業並對其進行調查。 

    此次的日本國際企業參訪及學術交流的目的如下： 

1. 本院 EMBA 境外班的課程設計所需。 

2. 與日本創價大學與法政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從日本觀點出發了解國際與區域趨勢。 

3. 藉由參訪日本文化產業，讓學生們體驗日本當地文化並從中取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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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4/9(日) 「觀光產業」見學 

抵達日本東京，前往參訪小石川後樂園，此園始建於江戶時代初期的寬永 6（1629）

年，最初由水戶德川家的祖先賴房興建，完工於二代藩主光欲時期。 

後樂園之名取自中國范仲淹的“岳陽樓記”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

樂”一句。小石川後樂園依據國家文化財產保護法被指定為特別史蹟・特別名勝。接

收這一雙重指定的在全國也僅限於小石川後樂園、濱離宮和金閣寺等。在當中能理解

日本其中一段歷史的緣由，並從中借鏡 

 

4/10(一) 「日本東京法政大學學術交流」見學 

    今日行程主要是至法政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到法政大學報到後，即請福岡賢昌副

教授進行「國際商務協商／談判必備知識與技巧」專題演講，以下為其授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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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完後，學生亦與講師進行 Q&A。接著，就請郭豔娜主任為我們介紹「法政大

學簡介」，以下為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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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詳細對法政大學的解說，學生們更能熟悉所在的法政大學。接著下午亦是邀請郭

豔娜主任為我們進行「日本社會文化論」專題演講，以下為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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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大學學術交流-福岡賢昌專題演講 

 

 

法政大學學術交流-高層拜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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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二) 「觀光產業」與「創價大學學術交流」見學 

    今日行程是參訪「東京美術館」與「創價大學本部棟」並與創價大學進行學術交

流。一早即抵達「東京美術館」，於 1983 年由池田大作 SGI（國際創價學會）會長所

建立，是一所綜合性美術館。擁有約 3 萬件收藏品，其中包括日本、東洋、西洋等各

國各時代的繪畫、版畫、攝影、雕塑、陶瓷、漆工、武器、刀劍、紀念章等各種類別

的作品。特別是油畫收藏，從文藝復興時代經過巴洛克、洛可可、新古典主義、浪漫

主義，直到印象派和現代，您可以一覽西洋繪畫 500 年的潮流。更有可以概觀從照片

的誕生到現代的攝影史的攝影收藏。油畫以及攝影收藏，可謂是本館最大的特點。 

關於展覽活動，本館以「述說世界的美術館」為概念在國內外積極舉辦海外文化交流

特展，從全新的視點介紹世界各國的優秀文化。由海外引進日本的展覽，則為人們介

紹如羅浮宮等海外著名美術館的名作。從開館紀念展「近代初期法國繪畫展」為起

點，到 2012 年舉辦的「地上的天宮 北京・故宮博物院展」，本館已舉辦過來自 17 個

國家 1 個地區的 41 次展覽。此外，應世界各國政府文化機構等的邀請，我們也經常

舉辦以本館的收藏品為主的各種有關日本美術或西洋繪畫的名作展覽。以在巴黎舉辦

的「日本永恆瑰寶展」為起點，到現在為止本館已經在 17 個國家 1 個地區、28 所城

市舉辦過 33 次展覽。 

東京富士美術館通過這一系列的活動，在國內外積極推動文化的交流，成為促進了國

際交流的紐帶。對本館所進行的活動，日本外務省與 1990 年向本館頒發了「外務大

臣表彰獎」，在國內外受到了很高的評價。 

參訪完「東京美術館」後緊接著就來到「創價大學」。創價大學成立於 1971 年。在

1964 年 6 月，SGI 會長池田大作先生發表成立創價大學構想歷經 7年之後，終於在位

於東京郊外的八王子市成立。 教育是培養下一代人才、創造文化的重要事業。尤其

是大學，作為開發才智、養成人格的最高學府，擔負著對人類以及社會作出貢獻、構

築世界和平與繁榮的重任。創價大學就是依存新型教育理念，順應期待新式大學誕生

的時代需求而創立的。創價大學以人性尊重主義為基礎，致力發展人本教育，開發優

秀的才智、遙望最高層次的人性養成，培養具有豐富學識的創造性人才。以達成該目

標為依託，創價大學創辦人池田先生揭示了創價大學的建校精神。即（1）人本教育

的最高學府（2）新式大文化的搖籃（3）保衛人類和平的要塞。建校時開設了經濟

系、法學系、文學系（英文專業、社會學專業）三系四專業。 直到創價大學成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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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池田先生為了籌集大學建設費用，傾盡全力奮筆疾書，並將出版著作獲得的版稅

和個人私有財產全部捐獻出來。並且，對於池田先生為了培養為民服務的人才的教育

事業，廣大民眾從心底裡真正認同並紛紛解囊相助，大學終於建立。因此，創價大學

肩負著這些民眾的期許與使命，也被稱為“民眾的大學”。  

    建校以來風雨 37 載，本校在所有學科領域中均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建校第

五年的 1976 年，增設經營管理系和教育系。並且，為了很多有意願接受大學教育的

群眾設立了函授教育學院；為留學生開設了日本語別科課程。1985 年，旨在培養開創

女性時代的女性領導者，創價女子短期大學在創價大學校園內成立。 

    參觀完創價大學後，我們即邀請王雍智進行專題演講「從日本經濟到東亞經

濟」，以下為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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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價大學學術交流-王雍智專題演講 

  

創價大學學術交流-高層拜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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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三)「文化產業調查研究」 

    來到了位在長野縣與群馬縣交界的輕井澤，其海拔達 1000 公尺的高原地區，江戶

時代因前往碓冰峠交通不便、路程遙遠，輕井澤便被當成休息站因此繁榮，1886 年後

加拿大籍的傳教士 Shaw 來到輕井澤，覺得這裡與故鄉多倫多相似，便在輕井澤蓋了別

墅作為避暑山莊，後來隨著直達東京的鐵路建成，輕井澤吸引越來越多知識分子、文人

與傳教士往來度假，讓這裡成為帶有濃濃歐風的避暑勝地。在這也相當能感受到極富

歷史的文藝氣息，從以前到如今的歷史痕跡總讓人不經起了讚嘆與敬畏。 

 

    緊接著來到石之教堂，石之教會(Stone Church)又稱為內村鑑三紀念堂，是 1988 年

美國建築師 Kendrick Kellogg 在亞洲唯一建造的稀有建築物。 他是近代三大建築師之

一，繼承了首創”有機建築”概念的 Frank Lloyd Wright 的偉業，將其發揚光大。設

計師將“石，光，水，綠，樹”之自然界五大元素完美的融入建築中，展現出日本明

治時期思想家－內村鑑三的無教堂思想。內村鑑三，是日本明治及大正時期著名的思

想家與傳教士。他提倡的「無教會思想」，反對一味追求教堂實體建築，造成排他主

義及各教會的勢力擴張。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應與自然共同成長，只要誠心祈禱，大

自然中處處都是教堂。在教堂當中，可以看見設計師以最自然的方式呈現，不僅簡單

卻能帶給身在當中的人一種安穩與平靜感，甚至莊嚴。在階梯上亦能看見幾句聖經節

在當中。在這氣氛當中也不難想像為甚麼會有許多新人選擇這地方作為立定婚約之

處。當然，也因著這幾點吸引人的優勢，讓此地成了相當有名的文化產業，不僅維護

了純真的環境，更助於經濟的成長。 

    再來，來到白系瀑布(白糸の滝、Shiraito no Taki)，位於舊輕井澤地區的北邊，離

輕井澤車站約 20 分鐘的車程。瀑布落差約 3 米，寬面 70 米，略成 L 型，從黑色的岩

面落下數百條細絲如絹的水簾，就如同一卷白絲撒落，故名白絲瀑布。水源是地下湧

水，冬天也不間歇，寬面與瀑布前的水潭(滝壺)是人工改造的成品，巧妙的與自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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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繼續的，再來到六義園，它是德川五代將軍德川綱吉側用人柳澤吉保在下屋敷打

造的大名庭園。1695 年（元祿 8 年），柳澤拜領約 2 萬 7 千坪的加賀藩舊下屋敷，之

後花費七年時間造山、引入千川上水水源造池，完成此座回遊式築山泉水庭園。「六

義園」的名稱是來自紀貫之《古今和歌集》序文的和歌六體「六義」（むくさ）。1702

年（元祿 15 年），庭園與下屋敷一同完成。之後將軍綱吉曾多次到訪，光是有紀錄的

就高達 58 次，可見吉保的寵臣地位與當時庭園的高評價。柳澤家下任當主吉里由甲

府轉封大和郡山，六義園逐漸荒廢。明治初期，三菱財閥創業者岩崎彌太郎收購六義

園，整頓自維新後荒廢的庭園，並在周邊建造紅磚牆。在經歷關東大地震後，1938 年

（昭和 13 年）贈與東京市。1953 年（昭和 28 年）被指定為特別名勝。 

     觀察完以上東京文化產業，可以發現日本對於自然環境的維護是相當嚴謹的，

並不會去濫墾破壞，也因著這樣反而造出了觀光的經濟來源。就時間性而言，也是長

宜之計。不禁也讓人省思了臺灣的景況，比起日本，我們的這塊土地所能使用的資源

更是稀少，但我們使用的方式卻是大逕相庭，當然這也是本次文化產業調查的目的，

為的是讓我們更能夠學習長處，看見短處。 

 

 

 

4/13(日)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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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及建議 

此次前往日本東京參訪及交流的過程相當順利，也有達成具體的學習交流成果。

本次參訪的目的除了是為了 EMBA 境外班課程所需之外，也是為了讓學生們讀萬卷書、

行萬里路，畢竟擴張企業版圖不是只僅僅在台灣，在全球化的驅動下，企業必然要往國

際發展。在這次參訪中讓學生們深刻地了解到，在日本文化當中，他們是如何去看待他

們的學術與自然生態環境，在這五天的課程當中，讓學生能在產學當中去體悟及思考，

如何以更好的方式去看待事物。在學術交流及文化產業調查中，我們能親身經歷並且

將這邊的長處帶回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