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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出國自 112 年 11 月 19 日起至 11 月 22 日止為期 4 天，拜訪了

日本兵庫縣淡路市淡路島的「野島斷層保存館」、神戶市的「人與防災

未來中心」、三田市的「人與自然博物館」並參觀了神戶市東遊園地 (地

震紀念公園)。主要是與野島斷層保存館及人與防災未來中心，洽談雙方

簽訂合作備忘錄的可能性及後續相關合作事宜，希望能深化與日本各館

所的交流和合作關係。此外，2024 年是 921 大地震的 25 周年，亦是

921 地震教育園區成立 20 周年。藉此次訪日的機會，正式邀請不論在

921 地震後重建或 921 地震教育園區設立方面，都提供我方不少協助的

日方學者-小林郁雄先生及加藤茂弘先生，明年來臺參加周年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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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1. 拜訪野島斷層保存館及人與防災未來中心，洽談雙方簽訂合作備忘錄的

可能性及後續相關合作事宜。 

2. 正式邀請加藤茂弘先生及小林郁雄先生與 2024 年來臺參加周年相關活

動。 

3. 參訪兵庫縣人與自然博物館，加強與日方學者之聯繫。 

  



貳、過程 

 此次出國搭乘國泰的班機，於 11 月 19 日下午抵達關西機場，由於入境

日本人數眾多，花費了比預期還久的時間才完成通關手續。然後直接搭乘關西

機場巴士前往下榻飯店所在的三宮市，抵達時已是晚餐時刻。晚餐後，花了些

時間進行探路，了解後續兩天要前往野島斷層保存館和人與防災未來中心的神

姬高速巴士和阪神電車的搭車位置。 

一、 拜會野島斷層保存館 

11 月 20 日早上搭乘神姬高速巴士前往位於淡路市的野島斷層保存館(北淡

震災紀念公園)，抵達後熱心的加藤先生就先帶領我們進行參觀，然後於下午與

野島斷層保存館的相關負責人員就簽訂 MOU 事宜進行會議討論。此次會談，

野島斷層保存館方面參與的人員有高田大地先生(淡路市教育委員會 教育部社會

教育課 文化財係)、稻家秀美先生(淡路市役所 教育部社會教育課)、牧部幸司先

生(淡路市役所 產業振興部 商工觀光課)及武內修平先生(淡路市 產業振興部 商

工觀光課)。會談由我方先就 MOU 簽訂的內容進行提案簡報，而後日方人員提

問討論。會談過程雖然日方有所顧慮，但在我方說明後都能接受，整體而言會

談氣氛融洽，雙方對簽訂 MOU 持樂觀態度，後續雙方將以 e-mail 持續聯繫簽

訂 MOU 的細節事宜。 

 

❖ 加藤先生介紹北淡震災紀念公園的震災犧牲者慰靈碑 



 

❖ 北淡震災紀念公園的震災紀念裝置藝術 

   

❖ 加藤先生介紹野島斷層保存館外的地面鋪石中的化石 

 



   

❖野島斷層保存館入口意象與合照 

 

 

❖ 加藤先生介紹野島斷層保存館展示-1 



 

❖ 加藤先生介紹野島斷層保存館展示-2 

  

❖ 加藤先生介紹野島斷層保存館展示-3 



 

❖ 野島斷層保存展示-1 

  

❖ 野島斷層保存展示-2 



 

❖ 加藤先生介紹野島斷層剖面-1 

 

❖ 加藤先生介紹野島斷層剖面-2 



 

❖ 雙方簽訂 MOU 意向會談-1 

 

❖ 雙方簽訂 MOU 意向會談-2 

 



 

❖ 雙方簽訂 MOU 意向會談-3 

 

❖ 致贈館方紀念品-1 

 



 

❖ 致贈館方紀念品-2 

 

❖ 會談後合照 
(由左至右:後排-詹小霈、陳婉茹、蔣正興、牧部幸司、稻家秀美、武內修平 

前排-加藤茂弘、高田大地) 



  

❖ 攜回資料: 北淡震災紀念公園手冊-1 

 

 

  

❖攜回資料: 北淡震災紀念公園 地震繪本 

 

 

 

 
  



二、 拜會人與防災未來中心 

 11 月 21 日早上搭乘阪神電車於春日野道站下車後步行至人與防災未來

中心。抵達後立即在小林郁雄先生的帶領下，拜會了人與防災未來中心的行司

高博研究部長，隨後進行簽訂 MOU 的會談。會談中雙方就如何合作交流做了

意見交換，總的來說，人與防災未來中心是很樂意進行合作交流。但由於目前

國際情勢較為敏感，日方擔心中國方面的反應影響，比起正式簽訂官方文件，

更樂於進行非正式的實質交流活動。後續會以 e-mail 跟日方進行聯繫。會談

後，利用午餐前的時間參觀了人與防災未來中心。 

 

❖ 雙方簽訂 MOU 意向會談-1 

 

❖ 雙方簽訂 MOU 意向會談-2 



 

❖ 雙方簽訂 MOU 意向會談-3 

 

❖ 致贈館方紀念品-1 



 

❖ 致贈館方紀念品-2 

 

❖ 會談後合照 

(由左至右:詹小霈、高原耕平、蔣正興、行司高博、陳婉茹、小林郁雄) 



  

❖人與未來防災中心 阪神大震展示-1 

  

❖人與未來防災中心 阪神大震展示-2 

   

❖人與未來防災中心 阪神大震展示-3 

 

 

 

 



  

❖人與未來防災中心 避難物資模擬商店、避難準備討論版 

   

❖人與未來防災中心 參觀、與志工合照 

 

 

 



  

❖人與未來防災中心 海嘯池-1 

 

 

❖人與未來防災中心 海嘯池-2 



   

❖人與未來防災中心 颱風互動展示 

   

❖人與未來防災中心 土壤液化、耐震演示 



 

❖ 人與防災未來中心-電梯內急救設施 

    

❖攜回資料: 人與防災未來中心-宣傳冊  

 

❖攜回資料: 人與防災未來中心-減災學習單-中文版 
  



三、 參訪人與自然博物館 

午餐後，前往位於三田市人與自然博物館進行參訪。此次在人與自然博物

館主要參觀了恐龍館、新落成的蒐藏庫大樓與地質蒐藏庫。在恐龍館見到了工

作人員如何進行化石的整理，而新的蒐藏庫大樓除了肩負蒐藏標本的任務，同

時要讓一般民眾了解究竟博物館都蒐藏了哪些物件。所以在一樓設置了標本展

示區，免費讓民眾參觀。此外為了讓民眾在蒐藏大樓沒有開放時，仍可以看見

博物館的藏品，館方非常貼心的在新大樓外側設立了展示櫥窗。透過蒐藏庫經

理高野温子小姐的介紹，認識到了標本蒐藏的重要與標本從採集、製作、分

類、收藏到建立標本資料庫，是十分繁瑣卻又精細的過程，需要細心和耐心才

能做好。參觀完新蒐藏庫大樓後，又在加藤先生先生的帶領下，參觀了人與自

然博物館的地質蒐藏庫。地質蒐藏庫的蒐藏從礦石、各類動植物化石到斷層剝

片與鑽探的岩芯都有，十分豐富。 

 

❖人與自然博物館 恐龍館-工作人員整理化石 

 

    



 

❖人與自然博物館 恐龍館-整理化石用工具展示 

 

 

❖人與自然博物館 恐龍館-整理化石用工具展示說明 



 

❖人與自然博物館  新蒐藏大樓 外側岩石展示-1 

 

❖人與自然博物館  新蒐藏大樓 外側岩石展示-2 

 

❖人與自然博物館  新蒐藏大樓 外側岩石展示-3 



 

❖人與自然博物館  新蒐藏大樓 外側標本展示-1 

 

 

 ❖人與自然博物館  新蒐藏大樓 外側標本展示-2 

 

 

 



 

❖人與自然博物館  新蒐藏大樓 1 樓標本展示區-1 

 

❖人與自然博物館  新蒐藏大樓 1 樓標本展示區-2 

 



 

❖人與自然博物館  新蒐藏大樓 1 樓標本展示區-3 

 

 

  

❖人與自然博物館  新蒐藏大樓 1 樓標本展示區-標本數位資料庫 



 

❖人與自然博物館  新蒐藏大樓 標本攝影室 

 

 

  

❖攜回資料: 人與自然博物館 2023 宣傳手冊 



  

 

 

❖攜回資料: 人與自然博物館 開館 30 周年紀念 特別版 

 



 

❖攜回資料: 人與自然博物館 國內外蒐藏庫介紹 

 

 

 

 

 

 

 

 
  



四、 參觀東遊園地 

11 月 22 日上午利用回國前最後的短暫時間，參觀了神戶市的東遊園地，

它是神戶市的城市公園，同時是阪神淡路大地震的紀念公園，園內有為了地震

中罹難者的靈魂和城市恢復的祈禱廣場，設有地震罹難者的紀念碑(慰靈碑)及 1.17

希望之光。 

  

❖ 東遊園地 – 1.17 希望之燈 阪神淡路大震紀念碑 

   

❖ 東遊園地 – 紀念重建紀念碑- 1 

   

❖ 東遊園地 – 震災慰靈碑- 1 



叁、心得及建議事項 

1、 野島斷層保存館 

野島斷層保存館已運營多年，此次參訪時，館內有互動展品未運作，

詢問後得知是因維修費用過高，在故障後無法即刻維修，只能暫時擱置。

地震體驗設施同樣也故障而未能開放。館方希望全面更新設施，讓觀眾能

有更真實的地震體驗經驗，但受限於經費考量，只能退而求其次。園區亦

面臨因經費限制，無法即時更新或升級老舊的設施與設備。如何在經費有

限狀況下，提供給參觀者良好的參訪體驗，成了一大挑戰。 

 
2、 人與防災未來中心 

雖然此次參觀的時間較為匆促，但人與防災未來中心透過參觀動線的

設計與氛圍營造，讓參觀者在參觀時很快就融入災害時情景而感同身受，

在參觀時會是較為嚴謹的心態。同時連在電梯中都設有緊急救護設施，可

見日本在細節上的重視與防災整備的落實。 

 
3、 人與自然博物館 

透過此次參訪，了解到人與自然博物館十分重視在地的連結。其不論

是在動植物亦或是岩石、化石等標本，都首重於兵庫地區的採集與蒐藏，

然後再向外延伸到其他地區。此外，藉由新蒐藏庫大樓一樓對外展示櫥窗

的設計，也看見人與自然博物館的貼心，讓無法在開館時間來參觀的民

眾，在閉館時間也能看見博物館的蒐藏。另外博物館志工的能力也讓人驚

艷 – 博物館現行採用的化石整理工具與設備，居然是館內志工自行改良設

計的，讓人佩服。 

 
4、 東遊園地 

因文化的不同，臺日兩地面對災害的態度也大不同。眾所皆知在日本

有各種天然災害頻發，所以在災害管理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尤其是從小做

起的防災教育。在推廣防災教育的同時，日本也非常重視災難記憶的傳

承。在博物館會有 story teller 的活動-由曾經的受難者來講述歷難當下的感

受與反應，藉由第一手的經驗分享，讓未曾經歷過的民眾有更深刻的感

受，了解實際面對災害時會是怎樣的情況，做到災害經驗的傳承與學習。

在各個受災地區都能見到因災害而設立的公眾紀念碑或犧牲者慰靈碑與紀

念儀式，讓往生者的靈魂和生者的心靈能透過緬懷而得到撫慰。同樣是災

害頻生的地區，相較於撫慰亡者靈魂，臺灣更著重於生者未來的路如何走

下去，所以較少見到設立犧牲者的慰靈碑。對於罹難者的緬懷，多為家屬

間的私人情懷。在防災教育推廣方面較偏重於相關的科學教育，生命教育

的部分相對較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