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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研究背景 

    歷經二次大戰戰敗的苦果，日本國內經濟狀況停滯蕭條。在日本憲法第九條

「放棄戰爭、不維持武力、不擁有宣戰權」的三大原則限制下，日本必須拋開過

去以軍火重工業發展經濟的模式，回歸正軌，透過自由貿易的管道來發展疲弱不

振的經濟。不僅如此，在戰爭期間扮演「侵略國」角色的日本與亞洲各國的外交

關係亦變得緊張。如何修復外交關係，重回國際社會，是日本另一個重要的課題。 

戰後滿目瘡痍的日本努力研發先進技術，擴展自由貿易機制，勤勉地勞動工作著，

試圖從破碎的瓦礫中東山再起。1960 年代，日本經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長，

引發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經過多年努力，日本成為世界「經濟大國」。 

    1957 年，日本第一份「外交白書」中提到有關日本對東南亞外交政策的核

心概念：「為了提高日本國民的生活水準，必須努力發展經濟，而我們發展經濟

的方式應採取『和平式經濟擴張1』(peaceful economic expansion)」。「和平式經濟

擴張」官方定義為「經濟外交」，主張將經濟勢力範圍擴展到東南亞地區。與此

同時，為了緊密配合美國當時的冷戰策略，日本打算在亞洲太平洋地區建立以美

國資金、日本技術、東南亞資源為導向的「經濟鐵三角」，此構想也證明了日本

經濟欲往東南亞地區擴張的企圖心，從此日本開始對東南亞進行經濟援助2。然

而曾在戰爭期間因為「南進政策」成為日本佔領地的東南亞地區，由於戰爭等歷

史結構性因素，對於日本抱持著「入侵者」的既定印象，反日情結從未間斷，在

1970 年代中期到達臨界點。就情感上而言，過去戰爭所留下的結構性陰影深刻

烙印在部分東南亞人民心中，對於日本龐大的經濟援助，他們認為這只是種以金

錢取代武力的變相殖民手段；以經濟面來看，日本企業投資過熱，對東南亞市場

出口大增，造成東南亞地區充斥大量日貨，嚴重影響當地產業的生存與發展，造

                                                     
1
Sueo SUDO, The Fukuda Doctrine and ASEA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2), p. 2. 
2
Ibid,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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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民的反彈。自 1972 年開始，以泰國曼谷為首的東南亞各地出現了「抵制日

貨」的抗議運動3。東南亞各國的反日風潮讓日本措手不及，認為日本獨特的文

化與語言障礙導致與海外溝通雪上加霜，促使日本政府改由文化交流及推廣日本

語之層面著手，彌補對東南亞外交的不足，試圖改變東南亞地區對日本的負面印

象。因此日本將 1972 年訂為「文化交流元年」，並出資一百億日圓設立「國際交

流基金」，作為外務省推行文化交流的半官方機構4。 

    身為美國的安全保障同盟國的日本，在越戰期間成為美國在亞洲地區的軍事

基地，協助後方支援。然而 1975 年越戰結束，美國對亞太地區影響力消退，國

際政治局勢產生變動，日本也必須重新思考在美國勢力消長下，該如何著手建立

東南亞地區對日本的信任與好感，而雙邊的關係又該何去何從
5
。自二次大戰結

束後，日本夾在戰敗陰影與冷戰體制之間被受制約，自己所認為的國家形象與其

他國家所認知的大相逕庭，日本自此進入外交摸索期，開始反省過去的傳統外交

政策。東南亞與日本地理位置相近，且在政治外交關係與經濟發展上十分重要。

日本政府意識到對東南亞的外交政策必須有所改變，經濟援助雖是當地人民樂見

的措施，但日貨大量進口卻引起反感，必須透過廣報宣傳與文化交流等軟性方式，

慢慢改變東南亞國家對日本的負面印象，並且進一步了解日本，喜歡日本。1977

年，前首相福田赳夫於菲律賓馬尼拉進行演說時，提出了「福田主義6」。 

    有別於以往對東南亞外交政策的高度主導性，「福田主義」提出三大核心概

念，和平繁榮、強化交流、對等合作。「和平繁榮」指日本不走軍事大國路線，

並與東南亞國家攜手合作發展，促進世界繁榮。「強化交流」係指日本傾向在政

治、經濟、社會、文化方面加強與東南亞地區的交流，進而建立「心連心」的互

信關係。「對等合作」則是希望以對等夥伴的身分，藉著調整對東南亞外交政策，

                                                     
3安田靖、タイ(東京：中央公論社、1988)、150-151 ページ。 
4丁兆中，「日本對東盟的文化外交戰略」，東南亞縱橫，第 10 期(2008 年 10 月)，頁 8。 
5岡部達味、ASEAN をめぐる国際関係（東京：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1977）、10-11 ページ。 
6 山影進、国分良成編、「外交イニシアティブの試金石―対東南アジア外交の戦略的重要性」、

日本の外交 第 4 卷（東京：岩波書店、2013）、146-150 ペー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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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與東南亞在各方面的合作關係7。面對脫離美國勢力管轄的東南亞地區，日

本並非想取代美國在東南亞的主導地位，而是想與東南亞國家合作，簡而言之將

東南亞地區視為鞏固安保的第二發展區域，這是外務省從 1960 年代末葉就有的

構想
8
。「福田主義」是日本戰後第一次明白闡述對東南亞國家外交政策的基本原

則，同時也在三大中心思想當中明確承諾「強化文化交流」的概念。經過 1970

年代中期外交上的轉折，日本對東南亞國家的外交政策不僅僅是過去考量政治及

經濟利益的傳統外交形式，社會與文化等充滿軟性交流的公眾外交也包含其中，

自此至今徹底實行。 

其中，泰國與日本之間存在著有別於其他東南亞國家的特殊關係。泰國與日

本在 1887 年 9 月 26 日發表友好宣言，建立外交關係。二戰期間，日本大舉侵占

東南亞，泰國為謀求自保，讓日軍駐守，並與日本建立同盟關係。1942 年，泰

國向英美兩國宣戰，正式加入軸心國一方，也因為如此，泰國成為唯一未受到日

本殖民的東南亞國家。值得一提的是，國際聯盟因為滿洲事變譴責日本決議的同

時，唯一宣告棄權的國家就是泰國，此舉讓其他國家大吃一驚。由此可看出，泰

國傾向拉近與日本之關係，以抵抗西方列強勢力。然而，在二戰即將結束之際，

泰國察覺日本可能走上戰敗之途，因此終戰前倒戈，靠向同盟國，轉而對日本宣

戰，關係錯綜複雜
9。戰後，日本以日本國內製造的產品與機器設備的輸入為主，

以日本企業進駐指導日本生產技術為輔，來償還戰爭時向泰國借貸的「特別日圓」

債務10。與此同時，日本也開始進行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簡稱 ODA)
11，成為泰國的最大外援國家。貿易及援助開發所涉及的範圍十分廣

泛涉及，內容相當多元。更有學者指出，日本對泰國的經濟外交就是日本對東南

                                                     
7金熙德，日本外交 30 年-從福田赳夫到福田康夫(青島：青島出版社，2008 年)，頁 262。 
8岡部達味、ASEAN をめぐる国際関係（東京：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1977）、14-16 ページ。 
9永野慎一郎、近藤正臣、日本の戦後賠償―アジア経済協力の出発(東京：勁草書房、1999)、

143-146 ページ。 
10同前註、154-155 ページ。 
11蔡東杰、黎立仁主編，全球格局變遷下之東亞政經發展-臺灣與日本的視角(台北：國立政治大

學當代日本研究中心，2012 年 6 月)，頁 23。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是二戰結束後在日本回歸國際社會的外交政策中，以援助方式促進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相互依存

關係，實現對國際社會貢獻的重要策略。(石原忠浩、民主党政権下の政府開発援助政策の実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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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地區經濟外交的縮影。根據泰國經貿部統計資料顯示，日本 2010 年在泰國的

投資金額高達 1110 億美元，占泰國海外投資總額的百分之四十，龐大的比例相

當驚人。除了政治與經濟方面的穩定，日本於 1974 年在泰國首都曼谷成立了國

際交流基金辦事處，積極推行日本對泰國的文化交流，除了推動日本與泰國留學

生獎學金的制度，日本的傳統文化與藝術活動也不定期在泰國巡迴。透過日本軟

實力在泰國的長期深耕，日本政府期許泰國人民對日本能有更明確更深入的認識，

同時也渴望提升日本在泰國人心中的好感度12。 

相較於日本與泰國關係的和平發展，越南與日本之間的關係則複雜許多。二

戰期間，日本軍部為求軍需補給並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的理想，採取南進政策，

佔領越南、柬埔寨、寮國
13
。戰後，日本選擇與南越建交。北越靠向蘇聯等共產

國家，南越則受到美國等民主國家支持。1960 年越戰爆發。美軍介入，日本則

扮演美軍後方支援基地的角色。1973 年，美國政府與北越簽訂「巴黎和平協議」，

美軍撤離南越，日本與北越建交。西貢淪陷，越戰宣告結束，1976 年南北越統

一，成立「越南人民共和國」。二戰結束後，日本對越南展開戰後賠償，主要以

具體開發計畫的資金及技術合作兩大層面為主。1979 年發生中越戰爭，越南軍

隊入侵柬埔寨，日越關係急速惡化，日本政府全面凍結經濟援助，直到 1989 年

駐柬埔寨的越南軍隊全面撤離，至 1992 年日本始重啟對越南的經濟援助14。日越

關係起步較晚，國際交流基金越南日本文化交流中心於 2008 年始在河內成立，

是東南亞地區中第五處據點，也是最慢成立的辦事處。透過該組織，在越南當地

舉行了一連串文化藝術交流，促使當地人民對於日本社會文化有進一步的認識，

在推廣文化的同時，也能藉由這樣的軟性實力，洗去過往歷史所遺留下來「軍事

大國」的負面印象。 

二、研究動機 

                                                     
12

About the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The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May 26, 2015). 
13
荒井利明、ASEAN と日本(東京：田中出版、2003)、10 ページ。 

14永野慎一郎、近藤正臣、日本の戦後賠償―アジア経済協力の出発(東京：勁草書房、1999)、

89-101 ページ。 

http://www.jfbkk.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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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關於日本對泰國與越南外交關係之研究，大多以貿易擴張或政府開發援

助(ODA)的角度切入，而忽略日本在泰國與越南的公眾外交活動發展。然而本文

認為日本在泰國與越南推行公眾外交政策，其影響力並不亞於政治與經濟等傳統

因素。故本文欲以文化交流等較為柔軟的面相來解構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的外交關

係。隨著公眾外交與軟性實力對外交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加上東南亞地區在國際

社會中地位舉足輕重，對於近年來與中國交惡的日本而言，在政治發展及經貿依

存上，皆有強化與東南亞國家外交關係之必要性。 

日本對東南亞的文化交流行之有年，最早可追溯到 1965 年的「青少年海外

派遣招募活動
15」。1972 年，大規模的反日活動在印尼與泰國曼谷發生，該事件

促使日本意識到傳統外交的不足，必須從軟性的文化層面補救。福田赳夫提出「福

田主義」，而後在駐東南亞各國大使館與國際交流基金的推波助瀾之下，日本與

東南亞各國透過各種文化交流，外交關係越趨緊密，直至現在，文化交流已成為

日本外交政策中不容忽視的一部分。2013 年 1 月 18 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預定

在印尼演說中重申日本政府對東南亞國家的重視，並提出五大原則，其中第四點

及第五點特別針對東南亞地區提出「文化聯繫」與「青少年交流」兩大項軟性交

流。這是 1977 年「福田主義」提出後，日本政府事隔三十六年再度提出關於東

南亞地區的政策發表，因此被稱為「安倍主義16」。 

東南亞國家當中，本文選擇以泰國與越南作為分析的兩大主體。泰國與日本

的外交關係已有一百二十年以上的歷史，加上沒有戰爭殖民的結構性歷史因素，

與其他東南亞國家相比，泰國立場相對不反日。日泰長久的交往，加上兩國皇室

密切的往來，使得日本在當地推動文化交流上較為順利，成效與結果較其他國家

顯著。選擇越南作為另一主體主要是因為越南與日本外交時間相對地短，關係不

如泰國與日本來得深厚。近年來越南與中國爆發南海主權爭端，日本趁此擴大對

                                                     
15青年海外協力隊 50 年の歩み、JICA ボランティア、2015 年 5 月 26 日、

http://www.jica.go.jp/volunteer/outline/history/。 
16開かれた，海の恵み―日本外交の新たな 5 原則― 

、外務省、2015 年 5 月 26 日、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25/abe_0118j.html。 

http://www.jica.go.jp/volunteer/outline/history/
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25/abe_0118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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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的援助，明顯想拉近與越南的關係，不僅在政治或經濟方面，在文化交流上

也是動作頻頻。綜合以上原因，依據外交關係建立的時間長短與往來的密切程度，

本文選擇以泰國與越南兩個對比性強烈的國家作為分析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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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意識 

一、研究目的 

1. 探討日本對泰國與越南文化交流的具體事例與成效 

日本對泰國與越南的文化交流行之有年，但台灣的學者對此領域的探討並不

多，但研究者認為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在二十一世紀並不亞於軍事或經濟等學者研

究已久的「硬實力」領域。因此本文以國際交流基金為主要研究對象，希望透過

國際交流基金所出版的官方一手資料與其他相關的分析為基底，列舉日本分別在

泰國與越南推行文化交流的具體事例，並探討其成果，以檢視日本的文化交流政

策之執行方向。 

2. 分析日本文化向泰國與越南推廣之難易度 

日本本身在情報發信能力與國際文化交流具有其特殊性與封閉性，欲在海外

推廣有一定的困難之處。泰國為一「親日」國家，但文化與宗教上大相逕庭，即

使日本與泰國的外交關係密切，文化交流的推動上是否能夠順利進行，泰國當地

人民能否接受，仍有待商榷。比起泰國，越南與日本的政治體制不同，外交關係

的發展也是隨著南海問題的爆發才轉為親近，加上近年來韓國流行文化興起，在

越南吹起「韓流」，對於日本在越南的文化推廣與交流必定造成阻礙，比外交穩

定的泰國更加困難。基於以上因素，研究者欲將日本文化推廣的難易度視為研究

目的一環，探討極具特殊性的文化分別在泰國與越南推廣的難易度。 

3. 建構台灣日本研究領域不同的觀點 

不能說台灣學術界對於日本公眾外交不重視，著墨不多卻是不爭的事實，更

不需要說探討日本對東南亞地區文化交流的論文與專書，幾乎找不到它們的蹤跡。

蒐集資料時，研究者發現近期中國的期刊出現許多探討日本公眾外交的文章，他

們試圖分析日本在戰後公眾外交的表現，並將其成效與中國所施行的公眾外交政

策做比較與調整。中國願意以日本為一範本則代表日本在公眾外交行之有年，架

構完整且成熟。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相信台灣也能以日本的公眾外交模式為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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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依據，適度調整公眾外交的執行方式，提高台灣在他國國民眼中的好感度與在

國際社會的能見度。因此，即便在參考資料如此貧乏的情形下，研究者想藉由文

化交流的探討來解構日本對東南亞國家在公眾外交政策上的走向，同時也期待提

供台灣的日本研究領域與政府機關關於日本對東南亞文化交流的施行政策與未

來走向，開啟有別於日本傳統外交的另一個新觀點。 

二、問題意識 

1. 分析日本文化向泰國與越南推廣的難易度 

日本文化具有其特殊性與封閉性，欲在海外推廣有其困難之處。泰國為一「親

日」國家，但文化上的差異大相逕庭，即使日本與泰國的外交關係密切，文化交

流的推動上是否能夠順利進行，泰國當地人民能否接受，仍有待商榷。比起泰國，

越南與日本的政治體制不同，外交關係的發展也是近年來較為親近，日本文化在

越南的推廣或許比泰國稍加困難。因此，本文將日本文化推廣的難易度視為研究

目的其中一環。 

2. 探討日本的國際文化交流是否因國而異 

公眾外交內容多元，泰國與越南的文化也大不相同。日本對這兩國家的國際

文化交流是否因為當地文化而有所差異？造成其活動內容不同的因素為何？這

是本研究想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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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文獻檢閱 

過去關於日本公眾外交的研究，多著重公眾外交形成的時空背景，對東南亞

公眾外交的部分也以 1977 年時任首相福田赳夫所提出的「福田主義」為主，鮮

少針對公眾外交的活動內容進行實質的深入研究。此外，日本對泰國與越南外交

關係之研究，大多以貿易活動或政府開發援助(ODA)的角度切入，而忽略日本在

泰國與越南的推行公眾外交中「國際文化交流」的發展。吉田茂所提倡的「經濟

外交」，鼓勵日本企業往海外發展，積極拓展國際市場，其中東南亞地區的天然

資源豐富多元，人力便宜，市場也大，自此開始積極與東南亞地區進行貿易活動。

另一方面，部分學者認為日本對泰國與越南進行國際援助，投注大量金錢協助當

地改善硬體設施與社會規範制度，乃是為了方便取得當地資源，進而引領日本企

業進入當地投資設廠，擴大海外市場。 

[表 1-1]日本公眾外交相關文獻 

主要論點 代表人物與著作 

公眾外交形成可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

戰，2001 年美國 911 事件發生後，各

國開始重視公眾外交的重要性。作者將

日本公眾外交的背景以十年為一階

段，逐條整理其形成的始末。中國與韓

國對日本的好感度並無太大改善，使得

日本公眾外交在這兩國的推行出現瓶

頸。此外，日本受長期經濟低迷、政治

不安定、中國崛起等影響，國際存在感

呈現下滑狀態。 

金子将史（2014） 

「日本のパブリック‧ディプロマシー

の全体像」 

在亞洲，日本是第一個完全現代化的非

西方國家，擁有最多潛在的軟實力資

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著 

吳家恆、方祖芳譯(2006) 

柔性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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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同時還保有日本特有的獨特文化。

美國媒體人 Douglas McGray 指出：「政

治外交與金融風暴並未瓦解日本，日本

的全球文化影響力與日俱增，從流行音

樂到電子商品，從建築到時尚，日本的

文化影響力比起 1980 年代更為深遠。」

然而，因為日本從未真正面對過去的歷

史問題，以至於中國與韓國對日本的負

面印象無法徹底改變，加上日本的文化

遠比美國更趨於對內導向，軟實力也因

此受限。不僅如此，日本文化的獨特性

太強，將導致日本主導的亞洲區域經濟

難以成形。如果經濟統合與文化共通性

有關，日本會因為文化特殊性走向經濟

孤立。 

 

赤羽恒雄（2009） 

「ソフトパワーからハードパワーへ 

転換する日本の安全保障政策」 

日本的文化外交是以文化交流為手段

來強化日本在國際社會上的國力與地

位，因此文化外交泛政治化，推行國際

文化交流的同時，並非單純將日本文化

推向海外而已，而是將它視為一種新型

的外交手段，考量如何增進日本的國家

利益。 

小倉和夫（2013） 

日本の文化外交―回顧と展望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表 1-2]日本對東南亞之外交相關文獻 

主要論點 代表人物與著作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 
 

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對東南亞地區的

外交政策，在日美外交對外政策核心與

經濟中心主義的雙重影響下，基本上是

被動與反應性的(passive & reactive)。

對日本而言，東南亞的重要性可大分為

政治與經濟兩大面向，在政治方面，東

南亞地區國家在東西方集團對抗的過

程中具備戰略中重要性，在經濟方面，

東南亞地區則不僅是日本重要的海外

市場，也是物資運往日本的必經海上航

道。而其中的經濟利益在經濟中心主義

的指導下，對日本而言，則經常為其東

南亞政策的主要特色。在外交政策手段

方面，由於日本憲法第九條的限制，經

濟外交(對外援助)遂成為日本外交最

有效的政策利器。 

柯玉枝(2000) 

日本對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外交從「內向

經濟」至「政經並行」 

 

日本ODA援助內容主要以「要請主義」

(請求主義)為本，依據泰國所需而訂定

適用的國家開發計畫。話雖如此，為了

考量日本企業的利益，援助金大多投注

在東部臨海工業區，重心明顯放在工業

化發展。高度的「開發至上主義」僅關

心都市交通與工業的進步，忽略農村的

資源分配與農民生計問題，城鄉發展與

貧富差距嚴重擴大，出現了「不良開發」

吉沢四郎、高柳先男（1995） 

「日本ODAの総合的研究－タイにお

ける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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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development)的窘況，圖利日本企

業，泰國的社會問題卻層出不窮。 

泰國人民對於日本企業產生所謂「定型

的批判」，認為日本企業從母國輸入資

本財與製造用原料，不使用泰國當地生

產之零件與原物料，對於將技術轉移給

泰國員工的態度也不甚積極。產生上述

行為的最大原因則是日本企業在泰國

找不到品質值得信賴的零件或商品，以

及稅制問題。 

安田靖（1988） 

「タイ－変貌する白象の国」 

綾部恒雄、石井米雄（2001） 

「もっと知りたい タイ」 

泰國，對於鄰國的支援仍是以自己的國

家利益為最優先考量。協助鄰國建設鐵

路公路等交通設施，為的是有天將其道

路與泰國的道路接通，方便將物資與貨

物輸出到鄰國進行貿易活動。日本對泰

國的國際援助(ODA)也是如此，資助大

量金錢改善泰國的交通硬體設備，為的

也是方便進駐當地的日本企業快速取

得資源與物料，提高貨物輸出的便利

性。雖說是援助，出發點還是以國家利

益為考量，這就是國際援助的真實面。 

柿崎一郎（2007） 

「物語 タイの歴史－微笑みの国の

真実」 

 

末廣昭（2009） 

「タイ 中進国の模索」 

協助開發中國家的發展是維持國際自

由經濟體制順利運行的方法之一。藉由

日本ODA援助促使越南等東南亞國家

與第三世界安定發展，日本企業也能在

小浜裕久（1998） 

「ODAの経済学」 

 

西垣昭(1997) 

『開発援助の経済学:「共生の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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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市場取得長期的經濟利益。 と日本の ODA』 

日本協助越南發展國內的公共建設及

交通設施等硬體措施，得以方便獲取越

南豐富的天然資源及其市場。日本

ODA 援助的另一個目的乃是為了重建

戰後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破損的外交關

係，以確保國家安全及在東南亞地區的

主導權。 

金熙德(2000) 

日本政府開發援助 

 

木村汎、グエン‧ズイ‧ズン、古田元夫

（2000）「日本‧ベトナム関係を学ぶ人

のために」 

 

David Arase(2005) 

Japan’s Foreign Aid 

Old continuities and new directions 

對日本而言，越南在政治層面上是圍堵

中國的防波堤，戰略地位重要，同時是

人口僅次於印尼的國家。隨著日中關係

惡化，日本企業考慮撤到東南亞，越南

勞工便宜且越南市場廣大。然而因為缺

乏溝通，越南人感到被歧視，開始出現

罷工。筆者最後提出東協各國與日本漸

行漸遠，因為日本歧視東協人民、日本

社會封閉，對國際事務並不關心。 

坪井善明(2008) 

「ベトナム新時代－「豊かさ」への模

索」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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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流程 

一、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歷史文獻分析法與專家訪談法。首先以日本對東南亞地區的外交政

策為主要架構，先行說明「公眾外交」的定義與活動分類，而後針對日本戰後與

東南亞國家的外交關係進行探討。日本的公眾外交主要由外務省與國際交流基金

負責，本研究希望純粹探討公眾外交的「國際文化交流」中文化藝術交流與日本

研究等政治性較低的部分，而該業務由國際交流基金負責，故學生將以國際交流

基金為主要對象，將研究範圍縮小至該基金對泰國與越南的國際文化交流。 

    本文可分為兩大部分，由第一章第五節首先進行「公眾外交」的理論探討，

再針對戰後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回歸與其外交關係之發展進行解構，而後透過日

本在東南亞因為經貿過度擴張造成當地人民不平衡而引發反日情緒的事件，帶入

國際交流基金成立的背景、屬性及業務內容等介紹，接著整理日本對東南亞公眾

外交發展的三大時期。上述為第一部分，主要以東南亞地區為一大區塊說明，第

二部分則將範圍縮至泰國與越南，在第三章與第四章分別進行文化藝術交流與日

本研究方面的資料整理與研究，以及在泰國與越南推動國際文化交流的具體事例

與發展過程，分析在泰國與越南推動文化交流的成效及文化推行的難易程度，並

從中判斷影響文化交流成功與否。文獻來源方面，由於本文以日本的公眾外交中

的「國際文化交流」為研究主軸，因此資料多取自日本國際交流基金與日本國會

圖書館的文獻資料，亦會參考相關學者的研究論文及專書。此外，研究者會以文

獻分析法所蒐集整理的資料為基礎，擬定問題，於 2014 年 3 月 5 日赴日訪談國

際交流基金東京本部兩位相關職員。兩位職員分屬國際交流基金海外事業戰略部

海外事業課與亞洲交流特別事業準備部門，前者對於國際交流基金的歷史背景與

國際文化交流活動頗有研究，後者曾於 1999 年到 2004 年派遣至泰國，2010 年

到 2014 年到越南推行文化交流事宜，熟悉泰國與越南的國情，也深入了解日本

文化藝術交流與日本研究、知識交流在當地的發展情形。此外，指導教授石原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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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教授於 2014年 7月 16日前往越南的國際交流基金越南日本文化交流中心進行

日本國際文化交流的訪問行程。藉由訪談教授，研究者也從中獲得許多第一線的

資訊。 

二、研究流程 

    本文以日本公眾外交中泛政治性較低的「國際文化交流」作為研究主軸，將

全文分為前後兩大部分來進行探討。過去對於日本與東南亞國家外交關係之研究，

大多以貿易擴張或政府開發援助的角度切入，而忽略日本對東南亞在文化交流的

發展。然而本文認為日本在東南亞地區推行公眾外交政策，其影響力並不亞於政

治與經濟等傳統因素。故本文欲以文化交流等較為柔軟的面相來解構日本與東南

亞國家的外交關係。戰後日本急欲回歸國際社會，對於備受日本侵略的東南亞地

區，日本選擇用戰後金錢補償的方式來修補殘破不堪的外交關係。而後，為了取

得東南亞地區豐富的天然資源，方便日本企業進駐，並拓展當地的市場，吉田茂

也順勢提出「經濟外交」的構想，傾向將大量資金投注在東南亞地區，同時賺取

大量的海外收入以豐富國家資產，提升日本國民的生活水準。 

    1970 年代，由於大量日貨充斥東南亞市場與日本企業過度投資造成當地人

民反彈，引發反日抗議活動，一向認為投入資金就能博取好感的日本政府對此感

到無比衝擊，因此進一步體會到國家形象的提升在國際社會的重要性，成立了獨

立行政法人「國際交流基金」，作為促進日本與其他國家之間文化交流和加深彼

此相互理解的主要機構。因此在本文在第二章，探討國際交流基金成立後對於東

南亞地區所施行的公眾外交政策，其中本文將著重在研究日本對東南亞地區公眾

外交發展之三大時期，並透過數據分析東南亞人民對日本印象的改變。而後在第

三章與第四章，由大到小，將研究主體限縮到泰國與越南，深入解構日本對泰國

與越南所推廣的「國際文化交流」活動，以「文化藝術交流」與「日本研究與知

識交流」為主要分析對象。(參照圖 1-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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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對東南亞地區的戰後回歸  

 

日本經濟過度擴張，引發泰國反日情緒        南北越分裂，與日本關係薄弱 

                  

日本政府開始重視文化交流，國際交流基金成立 

 

全力發展日本公眾外交的「國際文化交流」 

 

 

          泰國                                         越南 

       文化藝術交流                                  文化藝術交流     

      日本研究與知識交流                           日本研究與知識交流 

 

 

1. 日本文化對泰國與越南推廣的難易度 

2. 國際交流基金推行國際文化交流是否因國而異 

[圖 1-1] 研究流程圖   

註：研究者自製。 

 

三、研究限制 

    台灣的學術單位針對日本與泰國、越南之間關係的研究資料並不多，學校圖

書館館藏及博碩士論文系統中，並無特別針對日本對泰國與越南文化交流的相關

書籍，僅能找到日本對東南亞地區實行公眾外交的相關資料，而日本對泰國與越

南文化交流也只是資料中的一小部分，多數的作者並未多加著墨，因此資料蒐集

並不容易。「日本公眾外交」屬於較為新式且冷僻的題目，對此進行研究的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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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論文不多，尤其是對東南亞地區的文獻甚少，本文僅能透過日本國際交流基

金所提出的一手資料與其他官方文獻進行分析。另一方面，由於研究者不懂泰語

與越南語，無法閱讀出自泰國與越南的相關文獻與官方資料，只能利用鮮少的中

文與英語及日語資料進行分析，立場恐有偏頗之虞。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8 
 

第五節 名詞定義：公眾外交 

一、源起 

    近年來，「公眾外交」在國際社會受到前所未有的注目，已經成為各國外交

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也可稱為新型態的外交手段。公眾外交何以發展如此迅

速？其背景在於國際間發動世界戰爭的機率銳減，1990 年代的全球化風潮帶動

世界經濟相互依存，國與國之間關係日益緊密，也就是說，昔日用來評估國力的

硬實力所能影響的範圍已經逐漸縮小。對此，人民的意志與民間團體的觀點足以

影響政府外交政策的走向。有別於傳統專注於軍事力、經濟力發展的傳統外交，

各國體認到現今的外交必須關注的是，如何影響他國的大眾輿論，提升國家的形

象及好感度，並且推廣文化交流，促進彼此的理解。在此背景之下，「公眾外交」

順勢成為另一條外交路線。 

    「公眾外交」(Public Diplomacy)一詞是由塔芙茲大學(Tufts)佛萊契法律及外

交學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的院長艾幕得．格里昂(Edmund 

Gullion) 於 1965 年時提出，自此以後開始被普遍使用，但其定義眾說紛紜，甚

至還經常被誤解17。在佛萊契法律及外交學院的「孟羅公眾外交中心」(The 

Edmund R. Murrow Center for public diplomacy)的一本手冊中界定了公眾外交如

下： 

    「公眾外交涉及公眾態度對外交政策形成與執行的影響，它包含傳統外交以

外國際關係的縱深維度，諸如政府如何營造提昇本國在他國輿論的形象、本國民

間團體及利益與他國之間的互動、外交事務報告及其對政策的影響、本國與他國

傳播界人士之間外交人員與國外通訊員的溝通，以及本國與他國文化之間的溝

通」，換句話說，「公眾外交的核心就是資訊、情報與觀念的跨國流通」18。 

    近年，公眾外交的定義則因不同國家的需求、不同研究途徑與實務運用上的

差異，而有各種定義、詮釋或強調的重點，以下僅列舉較具代表性之說法： 

                                                     
17

Nancy Snow, Philip M. Taylor, Routledge handbook of public diplomacy, New York : Routledge, 

2009, p. 19.  
18

 About U.S. Public Diplomacy, PDAA, <http://pdaa.publicdiplomacy.org/?page_id=6>(Feb 9, 2014). 

http://pdaa.publicdiplomacy.org/?page_i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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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眾外交與傳統外交不同之處在於其不僅與政府互動，更與非政府

的個人或組織互動。公眾外交活動經常呈現不同的觀點，除了官方

政府的觀點外，也包括一般私人組織或個人。 

2. 公眾外交專指政府所贊助的計畫，目的在告知或影響其他國家的民

意；其主要工具包括：出版品、電影、文化交流、廣播及電視。 

3. 藉由直接與他國人民溝通，影響他人依對我們及他們有利的方式思

考，其目的在透過影響他國人民的態度，進而改變他國政府的行

為。 

4. 公眾外交係透過了解(understanding)、告知(informing)及影響 

(influencing)國外公眾，並擴大國民及機構與他國相關公民與 

機構的對話，以求增進國家利益與安全保障19。 

「公眾外交」的演變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 G2G (Government to 

Government)。這是傳統外交的典型模式，由一國政府對他國政府展開對話來維

繫兩國的外交關係。也就是說，傳統外交的概念裡沒有人民的存在，即使進行外

交活動時會考慮國家利益，但未必會以人民為中心做考量。第二階段為

G2P(Government to Publics)。以政府為主要行為者的傳統外交開始轉型。國家領

導人意識到他國人民的行為會影響該國政府的決策，因此政府不再只是對他國政

府領導人對話，而是將外交對象擴大到全球人民。此一階段的外交模式已開始出

現人民的存在。第三階段則是 P2P(Publics to Publics)，也就是公眾外交的基本形

式。人民的行為越具影響力，政府也越加重視，甚至將它完全納入外交政策，以

政府主導的方式，利用本國人民的行為及本國文化來影響他國的私人組織與人民，

進而讓該國人民影響政府的外交政策20。有些國家基於各種考量而習慣使用其他

名詞來傳達「公眾外交」的部分內涵，例如「媒體外交」(media diplomacy)、「學

術外交」(scholar diplomacy)、「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國民外交」(civic 

                                                     
19

 Mark Leonard, Public diplomacy (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2), p. 8.  
20

Nancy Snow, Philip M. Taylor, Routledge handbook of public diplomacy(New York : Routledge, 

2009),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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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plomacy)、「非政府外交」(non-state diplomacy)，及「非正式外交」(informal 

diplomacy)等。 

「公眾外交」在國際社會上漸受重視，其背景可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美

國總統威爾遜在決定外交政策時開始重視國民與輿論的作用，使得美國的外交路

線由秘密外交轉向公開外交，這可算是「公眾外交」的濫觴。當時的美國，為了

向全世界宣揚參戰目的，設置廣報公關委員會。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該組織負

責情報工作與公眾外交的對外宣傳活動可謂為戰後對外廣報公關活動的起點21。

1990 年代後期，英國首先提出「國家品牌22」的構想，以此為契機，對於公眾外

交有了更高度的關注。「國家品牌」顧名思義就是將國家當成某一特定品牌，建

立專屬形象，將其特色行銷全世界。然「國家品牌」的觀念並不常套用在外交政

策中，廣義來說是為了提升國家經濟利益，藉由文創產業、料理美食、地方特色、

時尚彩妝或生活方式吸引觀光客或留學生前來消費或體驗當地文化，成為對其國

家文化有所憧憬的「粉絲」
23。英國學者 Mark Leonard 認為，冷戰結束後，公眾

外交不僅沒有式微，反而更加重要。由於民主逐漸成為普世價值，大眾媒體與網

路平台發達，導致權力本質的改變24。故如果國家要追求更高的外交目的，就必

須投入更多心力擦亮「國家品牌」，與全世界人民做良性溝通。「公眾外交」急速

竄起的因素可分為幾點。第一，市民社會的抬頭。隨著民間非營利組織功能的發

展與輿論重要性的高漲，政府以外團體的影響力逐漸擴大，人民意識崛起足以影

響一國外交的決策，市民社會的型態崛起。第二，情報技術的進步與情報空間的

轉變。四通八達的網路構築人民傳達想法的廣大平台，該媒介將公眾外交的範圍

擴及到民間團體與個人。第三，冷戰結束後對於「力量(power)」認知的改變。     

冷戰結束後，國際間相對關注軍事力以外的能力，尤其是英國率先提出「國家品

                                                     
21金子将史、パブリック・ディプロマシー世論の時代の外交戦略（東京：PHP 研究所、2007）、

17-20 ページ。 
22

Simon Anholt., Branding Places and Nations (London: Profile Books, 2009). 
23金子将史、北野充、パブリック‧ディプロマシー戦略-イメージを競う国家間ゲームにいかに

勝利するか（東京：株式会社 PHP 研究所、2014 年）、210 ページ。 
24

Mark Leonard, “Public diplomacy,”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http://fpc.org.uk/>. 

http://fpc.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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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為一契機，提升了對軟實力25的關切。第四，各國對他國顯著的反對情緒，

比方說中東地區、中南美洲、東歐部分國家處於反美立場。亞洲的中國與韓國由

於戰爭等歷史因素，對日本仍存有敵意。歷史所造成的結構性因素導致被仇視國

家在外交上舉步維艱，寸步難行。為消弭過去的仇恨與負面觀感，利用公眾外交

矯正他國人民的想法，藉此影響他國的社會輿論與外交政策。由以上因素可歸結

出，近代外交的決策並非只是國與國之間的專利，隨著網路科技日新月異，人民

輿論的影響力無遠弗屆，外交已從傳統的「政府全面主導」轉向全民參與。因此，

外交的重點不再是政府官員之間的運籌帷幄，而是思考如何推廣國家品牌，提高

國家的能見度與好感度。這一切端賴政府與國民密切合作，始能成功。 

二、日本的「公眾外交」 

有人認為「公眾外交」的作用在於還原幾經扭曲的事實真相，為國家建立良

好形象；也有人說「公眾外交」是透過與他國國民溝通，改變他們的刻板印象與

觀念，並影響他們國家的外交政策，進而達成外交上預設的目標，獲得更大的國

家利益
26。研究者認為兩者皆是，而所謂的「日本式公眾外交」更是上述兩大定

義相乘所形成的終極外交手段。日本外務省官方網站也提到，「公眾外交」不同

於傳統以政府對政府的身分上談判桌的形式，反而是經由公關與宣傳或文化交流，

與民間企業或團體合作，與外國國民互動，因此在日語中也常翻譯為「對市民外

交」或「公關外交」27。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科技平台的發達，網際網路無

遠弗屆的資訊傳導，外交不僅僅是政府的責任，國民外交的重要性與輿論的力量

不亞於政府官員的影響。外交政策不只是要向國民說明決策的原委，也必須提升

他國國人對自己國家的理解與認同，才能達成外交目標。這就是「公眾外交」越

受重視的關鍵因素。 

                                                     
25約瑟夫‧奈伊，柔性權力(臺北：遠流出版社，2006)，頁 20。奈伊認為「硬實力」(hard power)

是以武力、威嚇、制裁等方式讓他國心生畏懼，不得不服從；「軟實力」(soft power)則是以外交

價值觀、文化、政策等資源，讓他國透過認同產生共鳴，而發自內心進一步合作。 
26国際交流研究会、新たな時代の外交と国際交流の新たな役割(東京：国際交流基金、2003 年 4

月)、47 ページ。 
27近藤誠一、「文化外交最前線－第 6 号」、外務省、2004 年 8 月 1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staff/bunkagaiko/040801.html。 

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staff/bunkagaiko/0408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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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可說是戰後最需要「公眾外交」的國家，侵略國加上戰敗國的身分，急

欲重建國內建設的日本在美國政府的接管下想重返國際社會卻是遙遙無期。為了

提升在國際社會的地位，洗刷戰敗國的恥辱，並且扭轉形象，日本必須擴大國際

型的活動規模，強化對海外發佈信息的能力。最初讓日本感受到公眾外交重要性

的契機在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各國明顯感受到民眾的輿論足以左右國家的外

交政策，美國與蘇聯率先批判由外交官在談判桌上進行非公開性言論的「傳統外

交」或「秘密外交」已不合時宜，開始倡導所謂新型的「公開式外交」。1930 年

代各國紛紛成立對外文化交流組織，德國創立「歌德學院」28，英國設立「英國

文化協會」
29，日本也在 1934 年成立「國際文化振興會」，並在美國紐約設置日

本文化會館，日本放送協會(NHK)也正式展開海外廣播。惟此時的廣報活動與文

化交流以配合政府政策為優先考量，政治意味格外濃厚。終戰後由美國接管的日

本在「公眾外交」上缺乏自主性，能夠執行的活動有限，但在舊金山和約簽訂之

後，日本重獲國家支配權。欲宣揚傳統文化之美，洗刷過去好戰的負面形象，日

本將重心擺在「花道」與「茶道」，避開易與戰爭構成聯想的「武士道」。然而戰

後的日本形同荒地，百廢待舉，加上戰後賠償與準賠償問題，國庫緊縮，財政疲

軟，沒有多餘的預算推行國際文化交流，對於國際文化振興會的補助也越來越少。

日本在 1952 年從美國手中取回國家主導權後，有鑑於與美國的特殊關係，催生

了美國與日本的知識合作與文化交流。而後通過1960年代美日安保條約的締結，

兩國外交關係與交流更加緊密。在這個時期，日本著重與美國關係的強化，與亞

洲國家的交流並不熱絡30。 

「國際交流基金」的成立為日本公眾外交確立了基本框架。日本在 1970 年

代透過海外經濟擴張的方式提升國內經濟成長，東南亞地區首當其衝，當地市場

                                                     
28

“HISTORY OF GOETHE-INSTITUTE,”GOETHE INSTITUT, 

<https://www.goethe.de/en/uun/org/ges.html>(Aug 31, 2014). 
29「我們的歷史」，台灣英國文化協會，<http://www.britishcouncil.org.tw/about/history>(2014 年 8

月 31 日)。 
30金子将史、北野充、パブリック‧ディプロマシー戦略-イメージを競う国家間ゲームにいかに

勝利するか(東京：株式会社 PHP 研究所、2014 年)、196-198 ページ。 

https://www.goethe.de/en/uun/org/ges.html
http://www.britishcouncil.org.tw/about/history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3 
 

飽受大量日貨傾銷的衝擊，因而爆發激烈的反日暴動。日本從 1980 年代開始令

人嘆為觀止的經濟實力在世界大放異彩，同時卻也跟他國在經濟、貿易上也開始

出現摩擦，加上中國、韓國、東南亞地區因為歷史因素而根深蒂固的反日情緒，

使得政府迫切地尋求國際社會對日本正確的理解。1990 年代全球化時代來臨，

情報空間無國界，情報所需的空間平台競爭進入白熱化。近年來中國強勢崛起，

根據日本內閣府的調查數據，原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日本，其國民生產毛額

(GDP)在 2010 年已輸給中國，言下之意，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日本退居第三。政治與經濟上，日本飽受中國威脅，因此日本必須轉向軟性實力

方面尋求另一種新型發展，才能確保其國際地位不被撼動，並且在國際輿論上擴

大其影響力。因此，日本對「公眾外交」的關注日益增加，現在已成為外交政策

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三、日本「公眾外交」的行為者 

「公眾外交」屬於新型外交的一種，透過字面上可以知道該外交型態的主體

為國家大眾，但畢竟是國家外交政策，基本上還是以政府主導，所以行使公眾外

交的主要機關為政府與政府相關機構31。 

「公眾外交」具體的活動包括知識交流、文化藝術交流、重要人物交流、日

語推廣教育，這些活動的主辦權並不限於政府機關，大多民間的個人、企業、非

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也會出資舉辦同性質的活動，並且親自參與其中32。除此

之外，旅外的運動選手如美國大聯盟紐約洋基隊的鈴木一朗、莫斯科中央陸軍隊

的足球選手本田圭佑，演藝界的偶像明星如聲勢如日中天的傑尼斯偶像「嵐」、

女子天團 AKB48，動畫界的知名聲優綠川光、水樹奈奈、釘宮理惠等，都是實

行「公眾外交」，左右日本在國際社會觀感的次要推手。除了政府主導，1972 年

成立的國際交流基金是根據日本國會特殊法案而設立的獨立行政法人，屬於半官

                                                     
31金子将史、パブリック・ディプロマシー 世論の時代の外交戦略(東京：PHP 研究所、2007)、

25-27 ページ。 
32大芝亮、日本の外交 第 5 巻(東京：岩波書店、2013)、249-250 ペー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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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組織。該機關的功能即是向海外推廣日本文化，促進日本與他國的文化交流，

並強化彼此之間的理解與研究。國際交流基金的主要活動為文化藝術交流、日本

研究與知識交流，與日本語教育。目前國際交流基金的總部設在東京，分布在二

十個國家的海外事務所有二十二處，透過廣大的事業網絡實行「公眾外交」
33
。 

四、日本「公眾外交」的活動內容 

「公眾外交」發展續迅速，活動範圍十分廣泛，大致可分為以下三大類型：

第一，專為國家政策發聲的情報宣傳活動；第二，國際文化交流；第三，國際傳

播放送。 

專為國家政策發聲的情報宣傳活動基本上皆是由政府為行使主體，民間團體

與個人在此沒有參與的權利。具體的活動包含第一，向國外媒體提供國內情報，

或是接受海外電視媒體的專訪。第二，針對國外媒體對於國內報導不實或立意欠

妥的部分，透過向國際媒體投稿來進行反駁與修正。第三，對於國內政局的突發

狀況，召開記者會向國際社會說明。第四，建立網路平台，積極發聲，宣傳特有

文化，建立良好「國家品牌」形象。最後，一國元首，也就是首相進行國外參訪

時的一舉一動，這樣象徵性的政治行為也是左右國家形象的一大關鍵。為國家政

策發聲，並非只是國家已定的政策推廣，國家元首出國訪問，也屬於國家情報宣

傳活動的一環。 

國際文化交流，顧名思義，就是將日本文化推向海外，進行雙邊或多邊性文

化交流。內容可細分為：知識交流與日本研究、文化與藝術交流、地域交流與民

間之草根交流、人物交流、日本語教育等五大項目。其中，知識交流與日本研究、

文化與藝術交流，與日本語教育是由日本「公眾外交」的主要推手國際交流基金

所負責的事務內容，透過海外設置的國際文化交流機關進行該活動的推廣。地域

交流與民間之草根交流及人物交流就由日本外務省主導。 

第三類型的國際傳播放送則是設置一個國家層級的廣播電台或電視頻道，透

                                                     
33国際交流基金を知りたい、国際交流基金、2015 年 5 月 26 日、

http://www.jpf.go.jp/j/about/index.html。 

http://www.jpf.go.jp/j/abou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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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該媒介發送國家特有文化與一般事務。不同於專為國家政策發聲的情報宣傳活

動，廣播或頻道政治性質較低，如美國的「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英國的

BBC(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新聞播報占少數，常以朗讀文學作品，或

是針對特定節日進行文化性討論，將國家特有節慶文化與經典文學傳向全世界，

藉以勾勒出特別且正面的形象。日本的國際傳播放送由 NHK 電視台主導，藉由

新聞播報、晨間劇、日本景物拍攝等手法，強化公眾外交的推行34。 

除了上述三大類型，觀光產業也扮演相對重要的角色。透過觀光，能夠活化

國內產業與經濟。藉由提供良善貼心的服務，也能讓海外觀光客感受到國內服務

人員的良好素質，這不外乎是本國人民與他國人民之間最直接的「公眾外交」模

式。 

 

 

 

 

 

 

 

 

 

 

 

 

 

 

 

 

 

 

                                                     
34金子将史、パブリック・ディプロマシー 世論の時代の外交戦略(東京：PHP 研究所、2007)、

30-32 ペー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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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日本對東南亞地區公眾外交之探討 

 

第一節 戰後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回歸 

    二次大戰結束，日本為了重振國內經濟，擺脫戰敗的陰霾，企圖恢復與各國

的關係，尤其是與亞洲的鄰國們。對此日本政府面臨兩大課題，一是在地緣關係

與民族情感上洗刷戰爭時期所留下的軍國主義形象，消除國際社會對日本的敵意

與負面印象，打造新型態的外交關係。另一方面則是以戰後經濟重建為國家發展

主軸，與亞洲國家建立經貿關係，回歸國際社會35。戰後的國際社會非但未如大

家所預期的和平安定，反而一同陷入美國與蘇聯冷戰的僵局之中。與西方國家相

比，亞洲的冷戰背景更顯得複雜不定。亞洲並非單純的美蘇對立，最大的要因在

於中國的立場。1950 年代，中國與蘇聯關係友好，但在 1960 年代出現了裂痕。      

    1972 年，尼克森出訪中國，1979 年美國與中國建交。由此可看出，在亞洲

戰場並非只是單純蘇聯對美國的東西對戰，而是美國、中國、蘇聯三大國家之間

複雜的戰略遊戲。當時的中國甚至認為蘇聯的「社會帝國霸權主義」比美國所倡

導的民主自由危險可怕。此外，亞洲地區的冷戰情勢也不僅僅是自由主義對馬克

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型態之爭。許多在戰爭時被列強殖民的國家脫離殖民地的身分

後高舉民族主義的旗幟，要求民族自決的聲浪高過自由主義與馬克思共產主義。

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之下，這些國家迫切渴望的就是重新取回國家主導權，去除殖

民國留下的陰影，重新建立屬於自己民族的國家體系。另外，亞洲國家的冷戰可

說是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在經濟與國力發展上的競賽，其中日本的定位特殊，

國家發展程度已能跟西方國家並駕齊驅，戰爭期間屬於發動攻擊、到處攻城略地

的侵略國，與亞洲大多數淪落為殖民地的國家命運大不同36。雖說日本經歷戰爭

後國力低落，形同廢墟，百廢待興，但在亞洲地區的存在感依舊強烈，尤其對於

曾經被日本殖民的國家而言。如何洗刷過去「侵略國」的形象，重新與亞洲鄰國

建立新關係，是日本在戰後所面臨的一大考驗。 

                                                     
35金熙德，日本外交 30 年-從福田赳夫到福田康夫(青島：青島出版社，2008)，頁 24。 
36田中明彦、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東京：NTT出版株式会社、2007)、4-6 ペー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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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前與中國有著高度經濟依存度的日本，因受到美蘇冷戰的時空背景影響，

美國的遠東政策對日本的東南亞政策帶來莫大的轉變。1949 年中國赤化，共產

主義興起，美國將日本視為在亞洲地區遏阻中國共產勢力擴散的重點國家，故由

先前嚴格管控日本內政的強硬態度，轉而成為資助日本發展，扶植日本重建的角

色。1950 年代初期，美國提出以東南亞取代中國市場的替代方案，要求日本將

海外發展重心擺在東南亞，開拓當地的資源與投資市場，有鑒於當時中國共產主

義興起與韓戰爆發，東北亞地區十分不平靜，又基於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日本

開始積極對東南亞地區的經濟外交，全力開拓東南亞市場，於是發展與東南亞地

區的經貿關係成為日本與亞洲國家修補關係的第一步，也是日本回歸東南亞地區

的起點
37
。 

    日本受限於日本憲法第九條「放棄戰爭、不維持武力、不擁有宣戰權」的三

大原則，無法走回發展軍火與重工業的路線。此時吉田茂提出了「經濟外交」的

構想。他認為日本地狹人稠，天然資源貧乏，國內市場相對狹小，發展經濟必須

仰賴對外貿易。與美國合作，是日本確保經濟利益的必然選擇。吉田茂說：「日

本屬海島國家，必須透過國際貿易，國民才得以生存。既然如此，與日本往來的

貿易國就不得不選擇經濟最為富裕，技術最先進，而且歷史悠久的美國身上。這

樣做最簡單，也能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得效果，是增加日本國民利益，重建國家經

濟的最快途徑38。」1951 年，吉田茂在國會演說中闡明了日本的外交路線乃是希

望日本在投靠自由民主國家的同時，能夠站在率領亞洲自由民主國家，為世界和

平和世界自由作出貢獻的立場上39。針對該項外交路線，他率先提出透過經濟擴

張，取得對東南亞地區支配權的東南亞政策。吉田茂的東南亞政策主要是針對當

時的國際情勢所設。1950 年代初期，隨著中國共產主義興起與韓戰爆發，美國

開始將中國視為亞洲地區的主要威脅。為此，美國對日本提出向東南亞地區進行

                                                     
37
金熙德，日本外交 30 年-從福田赳夫到福田康夫(青島：青島出版社，2008)，頁 24-25。 

38吉田茂、回想十年第一卷(東京：新潮社、1957)、127 ページ。 
39信夫清三郎編、日本外交史(東京：每日新聞社、1974)、187 ページ。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8 
 

經濟擴張的要求。吉田政府的東南亞政策，概括而言，乃是強化日美外交關係的

重大因素，因為這同時牽涉到美日兩國在東南亞在經濟面上的共通利益40。 

吉田茂的東南亞政策的真實意圖並非與西方國家合作，而是想要藉由他們的

資金，發展日本在東南亞的經濟，以便日後將東南亞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戰後

的日本失去海外殖民地，也等於是間接喪失了天然資源的供應來源與海外市場。

為了確保復興中的日本有一穩定的發展市場，必須與東南亞各國進行貿易活動。

欲發展長久的良好關係則不得不碰觸戰爭所遺留下的賠償問題。日本對東南亞外

交就是在戰爭賠償與媾和談判過程中重新起步。東南亞各國紛紛提出索賠要求，

最後依照 1951 年簽署的「舊金山和約」，採取金錢與提供勞務及商品兩大途徑，

即日本政府先把賠償金額支付給日本企業，企業進駐後向對方提供產品或勞務。

這樣的作法不僅順利解決困擾已久的賠償問題，也成為日本與東南亞地區經貿往

來的重要契機。 

    吉田政府根據「舊金山和約」所規定的戰爭賠償內容作為進入東南亞地區的

切入點，其目的在於企業利用戰爭賠償之名恢復與東南亞之關係，結合戰後賠償

與經濟合作，確保穩定的原料供應來源及商品出口市場
41。美國認同「勞務賠償」，

因為可以推動日本與東南亞的關係，以賠償促進日本對東南亞之貿易發展，以東

南亞取代中國市場，減低日本對中國的貿易依存度。賠償問題讓日本對東南亞外

交起了正向作用：第一，形成美、日、東南亞地區緊密的鐵三角關係；第二，確

定日本欲擺脫過去「軍事大國」承諾的重要性；第三，為日本企業打入東南亞市

場開始鋪路42。 

    1957 年岸信介上任後首次出訪選擇了東南亞地區。日本外務省為了此次的

訪問，整理了「世界情勢與日本外交方針」，針對當時的冷戰情勢向泰國提出兩

國共同協調以防止共產主義滲透，並且藉此對窮於應付阿拉伯地區高漲的民族主

                                                     
40吉田茂、回想十年第一卷(東京：新潮社、1957)、243 ページ。 
41章前明，「吉田茂的外交觀」，日本問題研究，第 3 期(1996 年)，頁 39-43。 
42金熙德，日本外交 30 年-從福田赳夫到福田康夫(青島：青島出版社，2008)，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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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提供協助，以拉近與美國的關係。岸信介在過去擔任外務大臣時便認知到東南

亞對日本的重要性。他曾提到，日本必須小心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發展。中國一

旦完成國內建設，便會著手進出東南亞地區，因此日本必須早中國一步，與東南

亞締結良好關係，以形成「反共經濟圈」，避免中國共產主義滲透到東南亞
43
，該

決定可說是外交戰略的考量。同年十一月再次出訪東南亞，強調日本將堅持和平

發展路線，同時透過留學生制度、強化文化交流、提供開發援助基金等方式，謀

求東南亞國家的信任與好感。岸信介的作法已經跨越了吉田茂時期利用商品與勞

務進行物質上的賠償，他認為唯有活用民間的創意，讓外交由政府層面向下擴展

到國民與國民之間的交流，才是日本在亞洲外交中最重要的基石。而後創立了「亞

洲協會
44
」。「亞洲協會」的前身為吉田茂時期外務省所設立的「亞洲經濟懇談會」，

顧名思義，是以研討戰後賠償問題為主要目的，在賠償問題塵埃落定後，透過經

濟上合作，與亞洲各國的發展能夠擴及國民之間相互理解與信賴的價值觀認同，

被譽為「國民運動」的先驅機關，派遣技術者與專家到亞洲各國，招收研究人員

與留學生至日本，進行技術與學術上雙向交流，著手調查研究亞洲國家的社會情

勢與經濟狀況，蒐集相關統計資料，並提供貿易、經濟、技術與文化方面等開發

計畫的協助，締造合作先機。雖然「亞洲協會」著重經濟層面，但在其業務範圍

有將「國民認同」概念納入，雖然稍嫌薄弱，仍貼近公眾外交中所強調的「本國

國民與他國國民相互理解認同」的觀念，稱得上是日本外交史上最早提出「國際

文化交流」構想的時期45。 

日本透過商品與勞動的形式對東南亞展開戰後賠償，日本企業也間接進行經

濟活動，在當地的外資經濟發展取得了相當的成果。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日

本國內的石油有 17%由印尼、馬來西亞進口，鐵與礬土約有 30%來自印尼、泰國。

日本商品在東南亞市場佔有率逐年升高，1953 年 6.7%，1961 年 11.9%，1974 年

                                                     
43波多野澄雄、佐藤晉、現代日本の東南アジア政策 1950-2005(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2007)、

55-57 ページ。 
44同上、73 ページ。 
45同上、74-79 ペー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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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已達到五成的市佔率46。然而經過 1960 年代高度經濟成長期，擠身為世界經

濟大國的日本在國際事務上出錢不出力的舉動給世人留下負面的印象，即使日本

此時已脫離戰後陰霾，順利重建國內經濟與社會秩序，其國際形象依舊低落。戰

後為了國家重建，日本全心全意集中在處理戰後賠償與振興國內經濟上，多數的

日本人不了解也不想了解當下國際情勢以及外國人對日本的評價好壞。 

進入 1970 年代，隨著日本經濟體制發展完備，國力急速提升，與美國開始

出現貿易磨擦。因此，日本對東南亞的經濟戰略除了原先所期待的經濟安全保障

之外，更加延伸到政治型態的「綜合安全保障」範圍。也就是說，日本的東南亞

政策不再只是發展經濟的手段，政治層面的考量也越發顯著，與東南亞地區維持

著已開發國家為先鋒，帶領並協助開發中國家發展之「雁行理論」，另一方面也

力圖超越固有經濟合作，進一步加強與東南亞各國的政治關係
47。東南亞地區一

直是日本在戰後十分用心經營的重要市場。日本投資東南亞不遺餘力，是所有外

資中最大投資國，也是最主要的貿易夥伴；東南亞則是日本主要的原料供應區，

同時也是海外製造業生產地與市場。 

1972 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加上越戰結束，美國的勢力從東南亞地

區撤離，國際情勢瞬間風雲變色，造成日本在安全保障上的不安，意識到外交路

線必須有所調整。但是日本並無取代美國在東南亞勢力的想法，只希望以對等夥

伴的身分，藉著調整外交政策，強化與東南亞的關係。日本並不期待取得直接的

安全保障，而是想與東南亞國家合作，簡而言之將東南亞地區視為鞏固安保的第

二發展區域，外務省從 1960 年代末期就秉持這樣的想法48。然而日本在東南亞快

速的經濟發展引發了當地人的戒心，日本經濟合作的結果造成日本企業與當地政

府政商勾結，成為利益輸送的腐敗溫床，而來自日本的資金援助大多有附加購買

                                                     
46徐康明、張勤，「賠償外交：二戰後日本重返東南亞市場的策略」，思想戰線，第 1 期(2001 年)，

頁 126-130。 
47張景全，「日本的東北亞與東南亞戰略初探」，日本問題研究，第 3 期(2003 年)，頁 44-47。 
48
大石裕、山本信人、イメージの中の日本 ソフトパワー再考(東京：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

2008)、147 ペー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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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日本商品的「約束條件(Untied)」，以賠償之名，行控制之實，當地民眾壓抑

已久的不滿情緒終於爆發49。 

    當時日本商品占了泰國進口商品的五成，泰國每年對日貿易高達 580 億日圓，

對於日本商品大量進入泰國市場，影響當地產品在市場上的運作怨聲不斷。1972

年以泰國曼谷為首，東南亞各國開始展開抵制日貨的行動50。當地民眾認為日本

對東南亞的金援與經濟發展，是將過去的武力暴行轉換成經濟控制，屬於變相的

侵略手段。另外，他們認為入駐的日本人們自視甚高，對當地員工呼來喚去，頤

指氣使，私底下也是日本人自成一團，不會想跟他們進一步交談，將他們貶為賺

錢工具。1973 年發生石油危機，國內經濟蕭條，出現史上最嚴重的通貨膨脹，

政局動盪，首相不斷更迭換人，日本陷入腹背受敵的困境。1974 年，為了緩和

反日情緒的高漲，並確保石油的輸入來源，首相田中角榮出訪東南亞，希望能夠

藉由這次的訪問，安撫當地人民情緒，並且跟石油輸出重點國家印尼進行所謂的

資源外交。沒想到卻遭遇了民眾群起激憤，反日情緒高漲，所到之處皆有數以千

計的抗議群眾高喊「反對經濟侵略」的口號，甚至焚燒田中的照片。面對東南亞

對日本的不信任與批評，外務省亞洲局大感震驚，他們認為日本以戰後賠償的方

式給予東南亞大量的資金與援助，與東南亞的關係理應很順利地改善才是。東南

亞地區的確是日本戰後積極耕耘的重點發展地區，但投入大量金援卻招致如此激

烈的批評，可說相當諷刺。為此，外務省亞洲局認為，過度偏向經濟方面的交流，

忽略彼此的互相理解是挑起反日暴動的最大導火線。田中角榮訪問東南亞時所遭

遇的的反日浪潮無疑給了日本一記當頭棒喝，成為日本調整對東南亞政策的一大

契機51。而後，福田赳夫首相認為外交應該優先處理，因此提出「全方位和平外

交」，強調東南亞地區的重要性。 

    1977 年 8 月，福田赳夫在東南亞訪問的最後一站菲律賓馬尼拉發表了名為

                                                     
49
金熙德，日本外交 30 年-從福田赳夫到福田康夫(青島：青島出版社，2008)，頁 43。 

50吉川利治、国際交流基金編、タイ:国別文化事情(東京：国際交流基金，2002)、10 ページ。 
51金熙德，日本外交 30 年-從福田赳夫到福田康夫(青島：青島出版社，2008)，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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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東南亞政策」的演說，他表示日本與東南亞地區的關係不應該只停留在

物質利益上的程度，進一步追求精神上的富足，是亞洲的傳統，也是亞洲人的美

德。不言而喻，為了增進東南亞各國與日本之間「心心相繫」，相互理解，文化

交流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並且進一步闡述了日本對東南亞政策的三大要點。 

    第一，日本堅持和平路線，不做軍事大國。二戰時期充斥著軍國主義，戰後

的日本受制於憲法第九條的約束、國內和平主義思潮的影響，以及國際輿論的監

督。1970 年代初期，越戰宣告結束之際，英美的軍事勢力紛紛撤離東南亞地區，

當地呈現一片雜亂的「權力真空」狀態52。此時在亞洲，國力日益強大且經濟發

展達到巔峰的日本由於曾經高舉「軍國主義」旗幟，即使一再強調日本厭戰並以

「成為和平國家」為目標，各國對它依舊懷有懸念，特別是東南亞國家。為了消

弭大家的疑慮，維護國家的名聲與形象，福田赳夫在「福田主義」中才會特別強

調作為經濟大國的日本，不會走上軍事大國的回頭路，絕對堅持和平主義，成為

安定亞洲秩序的力量之一。 

    第二，日本與東南亞國家不僅在政治、經濟，在社會與文化也要強化彼此之

間的交流，成為真正的朋友，建立「心心相繫」的信賴關係。這一點主要是受到

三年前田中角榮訪問東南亞時期遭遇反日暴動所影響。當時印尼、泰國等國家國

內政局動盪不安，有學者認為「反日」是當地人民用來抗議政府政策的藉口，日

本不過是這個活動中的代罪羔羊。然而對於日本商品如龍捲風似地席捲國內市場，

影響當地的貿易與市場運作，以及日本企業大量進駐，派遣至當地的日本員工在

公司內自成小團體，不與當地員工互動，顯現出日本人只想賺錢，不想融入當地

生活，藐視東南亞文化等負面形象，東南亞人民對此更顯反感。因此提出「心心

相繫」的概念，透過高密度的文化交流，建立互信互賴的良好關係。 

    第三，日本站在「對等夥伴」的立場上，與志同道合的國家合作，對東南亞

                                                     
52宮城大蔵、「アジアの変容と日本外交」、波多野澄雄、日本の外交第 2 卷-外交史戦後編（東京：

岩波書店、2013 年）、160 ペー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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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加強合作與交流，以此為東南亞地區的和平與繁榮做出貢獻53。在此特別強

調「東南亞地區的和平與繁榮」之觀念乃是表達日本想成為東協各國與東南亞共

產主義三國之間的溝通橋樑，共產主義國家中又以越南為日本的主要目標，希望

增進越南與東協各國的對話，改善彼此關係，引領東協各國與共產主義三國走向

共存共榮的未來，如此一來東南亞地區的秩序安定，區域性的和平與繁榮得以實

現54。 

    日本外務省的外交青書稱「福田主義」為「我國戰後以來初次呈現的積極外

交55」。參與福田主義決策過程的外務省亞洲局局長中江要介認為「福田主義」中

以第二項「心心相繫」為主要核心目標，期許日本作為越南與東協政治與外交上

的溝通橋樑，同時透過這個「中間人」身分，以引導取代介入，帶領東南亞國家

走向區域性的和平。另外，負責準備福田首相訪問東南亞事務的外務省地域政策

課課長西山健彥亦表示該主義乃是為了建立東南亞安定秩序所提出能夠積極做

出貢獻的日本外交新路線，具有「外交路線大幅度改變」的劃時代象徵
56。許多

專家與學者評論「福田主義」為日本歷史上一項「偉大的設計」(Grand Design)，

原因在於它的三大要點簡單又純粹，而且不受時間與空間限制，不論是福田赳夫，

或是未來的繼任者們，遵守這三個基本訴求，配合執政理念，在不同時期發展出

不同特色的東南亞外交政策，在不偏移基本核心的情形下，建立與東南亞地區長

期性的發展基礎，逐年強化雙邊關係57。「福田主義」為日本的東南亞外交政策提

供了簡單的基本框架，也是首次將「文化交流」的軟性概念置入以往強調以發展

經濟與獲取資源為訴求的傳統外交政策中，成了日本外交史上劃時代的區域性政

策。 

                                                     
53田中明彦、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東京：NTT 出版株式会社、2007)、11-14 ページ。 
54宮城大蔵、「アジアの変容と日本外交」、波多野澄雄、日本の外交第 2 卷-外交史戦後編（東京：

岩波書店、2013 年）、161 ページ。 
55外交青書－各国の情勢及びわが国とこれら諸国との関係－アジア地域（昭和 53年）、外務省、

2014 年 5 月 19 日、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78/s53-2-1-1-001.htm#2i。 
56田中康友、「ポスト‧ベトナムの東南アジア安定化政策としての福田ドクトリン－外務省アジ

ア局の政策形成プロセスに着目して－」、アジア研究(1996 年 6 月)、29-53 ページ。 
57スリン‧ピッスワン、「福田ドクトリンの今日的意味を考える」、国際問題(2007 年 12 月)、46-54

ページ。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78/s53-2-1-1-001.htm#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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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際交流基金的成立與發展 

    國際交流基金成立於 1972 年，乃日本國內針對世界各國實施綜合性國際文

化交流活動唯一的專業機構，法律上地位歸為特殊法人，屬於半官方組織，2003

年以「獨立行政法人國際交流基金法」與「獨立行政法人通則法」為依據，正式

改為獨立行政法人，字面上雖是「獨立」，仍在日本外務省的管轄範圍內58。最初

以政府出資一百億日圓作為基本運作的資金，本部在東京，另有京都分部，以及

日語國際中心與關西國際中心兩大附屬機構，在海外二十一個國家也有設立二十

二個據點59(參照表 2-1)。日本雖未在台灣設立文化交流中心，日本交流協會台北

事務所有一名職員是由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派駐台灣，協助台日文化交流事宜。 

[表 2-1]國際交流基金國內與海外據點一覽表 

日本 本部(東京) 

日語國際中心(埼玉) 

關西國際中心(大阪) 

京都分部(京都) 

歐洲、中東、非洲 義大利-羅馬日本文化會館 

德國-科隆日本文化會館 

法國-巴黎日本文化會館 

英國-倫敦日本文化中心 

西班牙-馬德里日本文化中心 

匈牙利-布達佩斯日本文化中心 

俄羅斯-莫斯科日本文化中心 

埃及-開羅日本文化中心 

亞洲、大洋洲 韓國-首爾日本文化中心 

中國-北京日本文化中心 

印尼-雅加達日本文化中心 

泰國-曼谷日本文化中心 

菲律賓-馬尼拉日本文化中心 

馬來西亞-吉隆坡日本文化中心 

印度-新德里日本文化中心 

                                                     
58 金子将史、「日本のパブリック・ディプロマシーの全体像」、パブリック・ディプロマシー

戦略 イメージを競う国家間ゲームにいかに勝利するか（東京：株式会社 PHP 研究所、2014）、

215 ページ。 
59国際交流基金について、国際交流基金、2014 年 10 月 27 日、
http://www.jpf.go.jp/j/about/outline/index.html 。 

http://www.jpf.go.jp/j/about/outlin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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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雪梨日本文化中心 

越南-越南日本文化交流中心 

美洲 加拿大-多倫多日本文化中心 

美國-紐約日本文化中心 

     紐約日美中心 

     洛杉磯日本文化中心 

墨西哥-墨西哥日本文化中心 

巴西-聖保羅日本文化中心 

註：參酌國際交流基金官網60，研究者整理。 

    根據「獨立行政法人國際交流基金法」第三條，國際交流基金成立的目的為

透過有效率地綜合性推廣國際文化交流事業，加深各國對日本的了解，增進國際

間相互理解程度，在文化及其他領域做出貢獻，以協助建立良好的國際環境並維

持發展和諧的國際關係
61。業務範圍主要包含推廣國際文化交流必要執行的研究

與調查、專業人員的招募與海外派遣、文件與書籍的編輯與出版、日語教育的援

助活動與雙邊斡旋等活動，其中可清楚分為三大領域：日語教育、文化藝術交流、

日本研究與知識交流。日語教育在文化交流中扮演著很基本卻相當重要的角色。

一個懂日語的外國人，想必更能深入理解日本的歷史、國家運作、社會現況，甚

至是思考模式。國際交流基金也認為要先加強日語教育，才能避免雞同鴨講，牛

頭不對馬嘴，讓文化與知識交流的成效更上一層樓。因此，除了每年定期舉辦日

語檢定測驗與日語教育相關調查之外，國際交流基金也致力於開發新教材，不定

期舉辦海外日語講座，公開招募國內日語教師派遣海外教學等，關於日語教育的

活動都予以支援與協助。文化藝術交流的目的在於利用軟性的價值觀尋求認同，

在認同的當下也就代表對方對於該價值存有正面印象，甚至不知不覺地內化在生

活行為中。一個國家文化與價值觀通常從當地的藝術與日常生活中可窺知，而如

何將日本特有文化推廣出去，利用它與世界接軌與溝通，身為媒介的國際交流基

金，不斷地試行錯誤，斡旋摸索，透過與美術、音樂、傳統演劇、舞蹈、文學、

                                                     
60 世界に広がる国際交流基金の活動拠点、国際交流基金、2015 年 6 月 11 日、

https://www.jpf.go.jp/j/about/outline/about_04.html。 
61国際交流基金について－独立行政法人国際交流基金法、国際交流基金、2014 年 10 月 27 日、
http://www.jpf.go.jp/j/about/outline/admin/guide/kikinhou/kikinhou.html 。 

https://www.jpf.go.jp/j/about/outline/about_04.html
http://www.jpf.go.jp/j/about/outline/admin/guide/kikinhou/kikinhou.html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6 
 

電影到飲食文化、流行時尚、庭園建築美學等生活文化的結合，將文化與價值觀

傳向國際，建立全球化的交流，支援各個領域的網絡連結。日本研究與知識交流

則是促進日本與國際互相理解的關鍵。為了提高國際間因為對日本抱持高度興趣

而進行日本研究的人數，國際交流基金與海外日本研究的學者或專家合作，並且

對高等教育機關進行援助，同時也積極招募海外研究人員到日本進行學術與知識

交流，藉此強化對他國文化的理解，進行雙向交流，建立人脈網絡，再針對較大

範圍的氣候或環境議題進行知識交流，對國際社會與人類生活作出貢獻62。 

    國際交流基金作為一個對海外文化交流的發信媒介，隨著成立以來的摸索與

發展，為因應當下的時代背景需求，機關內部設立了許多組織，針對不同國家與

區域，推行適當的交流活動。1976 年國際交流基金舉行第一回「亞洲傳統藝能

交流」，以「日本音樂的尋根之旅」為主題，將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

的傳統音樂介紹給日本人民。至 1987 年為止，在亞洲十二個國家招募音樂演奏

家，於東南亞、南亞、伊朗、土耳其等國家進行公演，加深音樂交流
63。1985 年

成立「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是中國第一所日本研究的專門機構。1979 年時任

首相大平正芳與中國總理華國鋒對於在中國設置日本研究機構持有共識，隔年成

立「日語研習中心」；1985 年在國際交流基金與中國教育部雙方協議之下始改組

為「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設有日語學習課程與碩士學位學程，致力於培養日

本研究學者、日語教師以及未來擔任中日交流的知日派64。1991 年，透過日本首

相安倍晉三的父親，也是當時的外務大臣安倍晉太郎的提案，在國際交流基金裡

設立了「日美交流中心」(The Japan Foundation Center for Global Partnership，簡

稱 CGP)。日本與美國欲透過該組織共同分擔對國際社會的責任，一同解決國際

問題，削減當時雙方因貿易與戰爭問題所造成的外交摩擦，同時也促進美日的國

                                                     
62国際交流基金について－世界の人と対話するための３つのフィールド、国際交流基金、2014

年 10 月 27 日、http://www.jpf.go.jp/j/about/outline/about_02.html。 
63

“Presenter Interview – Connecting the theater people of Asia, The Japan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program,” The Japan Foundation Performing Arts Network Japan, 

<http://performingarts.jp/J/pre_interview/0711/1.html >(Oct 27, 2014). 
64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歷史沿革，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

<http://www.bjryzx.org/ryjj/show.asp?id=96>(2014 年 10 月 27 日)。 

http://www.jpf.go.jp/j/about/outline/about_02.html
http://performingarts.jp/J/pre_interview/0711/1.html
http://www.bjryzx.org/ryjj/show.asp?id=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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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交流，增進互信互賴，成為日本對美國實施「公眾外交」的主要單位65。而後

隨著日本政治體制進行一系列的「構造改革」，外務省與國際交流基金的職責有

了些微的變化。原本在外交工作中握有大權的外務省，在改革後依然保有決策與

企劃的權力，而其擬定完成的政策則交由國際交流基金執行。1995 年，適逢戰

爭結束五十周年，國際交流基金欲將文化交流的對象由東南亞地區擴展到整個亞

洲，故以此為一契機，將 1990 年所創立的「東協文化中心」改組為「亞洲交流

中心」(1995-2004)，主要以促進亞洲各國對話與共同解決國際事務為主要業務範

圍66。2002 年，在韓國首爾成立「首爾日本文化中心67」。2006 年，成立「日中交

流中心」，以「心連心」為口號，期許中國與日本的青少年學子與市民能夠透過

交流活動的參與，深化彼此的認識，目前致力於「中國高中生長期邀請計畫」、「中

國交流之窗」、「中日交流網站經營」三大活動的開發68。國際交流基金為了推動

與中國的文化交流活動，早在 1994 年就在中國北京設立辦事處，而在 2008 年胡

錦濤訪日之際，與日本政府共同簽署「文化中心相互設立協定」，正式改組為「北

京日本文化中心」。日本政府非常注重與中國的交流，國際交流基金在中國所進

行的文化交流活動數量之多，在所有交流的國家中排名第二，僅次於美國69。近

年來由於中國崛起，經濟高度發展，躍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加上釣魚台主權

問題、靖國神社參拜爭議，讓中日兩國關係陷入冰點，故國際交流基金對中國的

文化交流比之前更加頻繁。雖然日本在傳統外交上舉步維艱，寸步難行，但在公

眾外交的層面依舊積極表現，試著以文化的柔性力量軟化歷史問題與主權爭議所

造成的難以突破的尷尬僵局。 

    國際交流基金新宿區位於四谷三丁目一棟辦公大廈的一、二樓，收藏有大量

                                                     
65日米センターとは、国際交流基金日米センター、2014 年 10 月 27 日、

http://www.jpf.go.jp/cgp/about/index.html。 
66知的交流課事業実績(平成 10 年度) アジアセンターについて、国際交流基金、2014 年 10 月

27 日、http://www.jpf.go.jp/j/intel/exchange/organize/ac/h10/h10_1.html。 
67国際交流基金ソウル日本文化センター文化情報室、国際交流基金、2014 年 10 月 27 日、

http://www.jpf.or.kr/japanese/。 
68日中交流中心簡介，日中交流中心，<http://www.chinacenter.jp/chinese/about/>(2014 年 10 月 27

日)。 
69日本文化中心概要，日本文化中心，<http://www.jpfbj.cn/about_1.asp>(2014 年 10 月 27 日)。 

http://www.jpf.go.jp/cgp/about/index.html
http://www.jpf.go.jp/j/intel/exchange/organize/ac/h10/h10_1.html
http://www.jpf.or.kr/japanese/
http://www.chinacenter.jp/chinese/about/
http://www.jpfbj.cn/about_1.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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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日本文化的資料，包括基金自行出版的報告書、外國文化的相關書籍、報刊

雜誌和光碟。這裡的材料除了英文版本，也有中文、韓文、德文和法文等不同版

本。藏書豐富，環境舒適，尤其是有許多可以免費帶走的刊物與文宣，對日本文

化有興趣的外國人士或研究者可在這裡隨心所欲地閱覽，尋找研究資料，有需要

還能請櫃檯服務小姐幫忙影印。這些刊物大多出自旅居日本的外國人或僑胞之手，

記錄的都是第一手消息。國際交流基金還創辦了「遠近」(をちこち)雜誌，主要

涉及傳統和新興的日本文化，文章主題從歌舞伎到漫畫，不一而足70。所有關於

日本文化的一切都能在國際交流基金找到相關的研究或是最新的資訊，二樓甚至

有以日本四十七個都道府縣所為單位，與海外進行文化交流的地方報告書，由此

可知，公眾外交雖是中央政府主導，各個地區的縣市鄉鎮也積極將當地特有的名

產與習俗祭典推廣至國際，行銷地方特色與文化魅力，不遺餘力。 

 

 

 

 

 

 

 

 

 

 

 

 

 

                                                     
70をちこち Wochi Kochi Magazine、JAPAN FOUNDATION、2014 年 10 月 27 日、
http://www.wochikochi.jp/。 

http://www.wochikoch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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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本對東南亞地區公眾外交之發展過程 

一、日本對東南亞地區公眾外交發展之三大時期 

    力量的容貌不僅限一個面向，軟實力也並非字面上所給人的軟弱。美國哈佛

大學教授約瑟夫‧奈伊(Joseph S. Nye, Jr.)所提出「軟實力」(Soft Power)的概念，

越來越受到各國政府的重視，一個國家除了軍事與經濟的硬實力(Hard Power)足

以影響世界之外，文化、政治價值觀及外交政策等也同樣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軟實力是一種懷柔招安、近悅遠來的能力，而不是以強迫的手段逼人就範71。有

別於建立在威脅利誘的強硬影響力，軟實力同時具備吸引力與同化力。簡單來說，

從行為方面來看，軟實力利用共通價值觀、共同責任感吸引他國接受並願意為成

就這些價值而共同努力，這就是所謂的吸引力；同化力則是形塑他人思考模式的

能力，可從文化或價值的好感進一步產生認同
72。想要取得認同，首先要推動文

化交流，促使他國理解日本，最後正面地認同。 

    日本對東南亞地區的文化交流可追溯到 1950 年代，研究者將日本對東南亞

文化交流的發展分為三大階段。1950年代為日本對東南亞地區公眾外交的開端。

到了 1980 年代，日本成為世界經濟大國，與東協的對話更進一步，因此學生以

1980 年為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分水嶺。進入 2000 年後，受到美國 911 恐怖攻

擊事件影響，國際開始關注公眾外交的重要性，日本政府積極強化與東協的關係，

如前首相小泉純一郎赴新加坡演講，將 2003 年定義為「日本與東協交流年」，

並在東京舉辦「日本與東協特別首腦會議」，以「東京宣言」宣示在二十一世紀

永久長存的友好夥伴關係73，因此學生以 2000 年作為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的分界

點。 

(一) 1955－1980 的「初步形成期」 

                                                     
71吳家恆、方祖芳譯，Joseph．Nye 著，柔性權力(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頁

20。 
72同前註，頁 34-35。 
73 丁兆中，日本對東盟的文化外交戰略，東南亞縱橫(2008 年 10 月)，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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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 1955 年由當時的外務大臣重光葵與泰國外交部長簽訂文化協定74，

而日本史上最早以東南亞地區為對象的文化交流活動始於 1962 年「青年海外派

遣，海外青年招募活動」。1967 年 8 月 8 日，東南亞國協(以下簡稱東協)成立75，

隨著日本與東協關係改善，日本文部省推行文化藝術交流計畫，派遣藝術家到印

尼、泰國等地，而日本的福岡美術館當時也收集了大量來自東南亞的藝術品76。

1970 年代前，日本的東南亞政策的目標，除了在冷戰體制下維護基本國家安全

之外，還要確保日本有個原料供應的來源與穩定的海外市場。然而隨著經濟在東

南亞的擴張，日本與東南亞各國出現了摩擦。1972 年，印尼與泰國率先抵制日

貨，日本意識到國內經濟發展必須仰賴東南亞，不論是進出口或是投資，其地理

位置能夠幫助日本輸出產品、輸入原料，並擴展海外市場，因此日本不得不安撫

人民情緒，盡速解決問題77。反日暴動的導火線始於日貨進口氾濫，日本經濟活

動過於熱絡，給人「經濟入侵」的負面印象，因此日本政府從文化交流方面著手，

彌補東南亞外交政策的不足。福田赳夫在國會演說時表示，由於日本文化的獨特

性及語言不同所造成的溝通障礙，與國外民眾進行交流顯得難上加難。為了改善

這樣的窘境，日本政府幾經協商討論後決定出資一百億日圓設立特殊法人「國際

交流基金」，作為推行國際文化交流的半官方機構78。國際交流基金在綱領中表

示其活動目的為「加深外國對日本的理解、增進國與國相互理解的同時，促進國

際友好，有效率地完成對外文化交往事業，並以此為世界文化的發展與人類福祉

做出貢獻。」針對東南亞地區激烈的反日情緒，國際交流基金在創設初期，便將

事業的三分之一挪向東南亞地區79，藉此提升日本的國際形象，加深國與國之間

                                                     
74 日本国とタイとの間の文化協定、外務省、2014 年 11 月 26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treaty/pdfs/A-S38(2)-161.pdf 。 
75 ASEAN 概要（基礎知識）「2008 年版」、外務省、2014 年 10 月 31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asean/gaiyo.html 。 

76 楊淑梅，「福田主義與戰後日本對東南亞政策」，東南亞，第 1 期(2002 年)，頁 33。 
77山影進、「外交イニンシアティブの試金石－対東南アジア外交の戦略的重要性」、国分良成編、

日本の外交第４卷－対外政策 地域編（東京：岩波書店、2013）、147 ページ。 
78丁兆中，「日本對東盟的文化外交戰略」，東南亞縱橫（2008 年 10 月），頁 8-12。 
79国際交流基金について、国際交流基金、2014 年 8 月 8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treaty/pdfs/A-S38(2)-161.pdf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asean/gaiy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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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與認同。 

1973 年，日本外務大臣大平正芳首次在國會演說時提出應該將「文化交流」

置於日本外交政策重點之一。田中首相訪問東南亞期間，大平正芳曾說過，應該

注意日本文化本身的閉鎖性、日本人心理上的優越意識、以及對往來國家的傳統

和習慣認識不足等須待改進的認知，將文化交流列為日本外交政策的重點之一80。

而後，1974 年以日本與東南亞各國之共同聲明為基礎之下，推動「東南亞青年

之船」，活動成員由在東南亞地區招募的三百位青年與日本的四十位青年組成，

以某個訪問國為目的地，在船上共同生活，進行國際事務、運動、社團活動等的

討論，航行路線以日本與東南亞地區之間直線距離為主，途中會到東南亞各國靠

岸停留，進行國內活動，到達訪問國後再與當地的青年進行交流與短期寄宿(home 

stay)
81。1977 年福田赳夫為因應七十年代初期東南亞的反日暴動而提出「福田主

義」，正式將對東南亞地區的文化交流納入外交政策的重心。日本政府傾注一百

億日圓設立「東南亞文化基金」，對東南亞地區文化交流進行金援，表明日本不

僅要跟東南亞做單向的文化交流，更重視當地的特殊文化與學術交流。隨著日本

改變政策內容，以文化交流為執行重點，不只是一味地以經濟利益為考量，東南

亞大規模的反日行為也開始收斂。1978 年，日本成為東協第一個「全方位對話

國」(full dialogue partner)
82，在政治、經濟的考量與文化交流的推動之下，雙方

的關係有了大幅提升。1979 年，大平正芳就任首相後的首此國會演講就以「文

化時代的到來」為題，他認為物質文明的發展已經到達極限，現在要將重心擺在

                                                                                                                                                      
http://www.jpf.go.jp/j/about/outline/index.html。 
80北山晴一、「80 年代を語ることの意味（2）－大平総理の政策研究会がめざしたものとは」、

21 世紀社会デザイン研究、第 8 期(2009 年)、15 ページ。 
81東南アジア青年の船、内閣府、2014 年 8 月 8 日、
http://www8.cao.go.jp/youth/kouryu/h15/sseayp/sseayp-main-j.html。 
82 ASEAN 概要（基礎知識）「2008 年版」、外務省、2014 年 10 月 31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asean/gaiyo.html 。東協的對話國家分為「全方位對話國」與「領

域別對話國」兩種。對話關係始於該國與東協全體國家展開對話與合作之際，而後在東協外交首

長會議，東協正式承認該國為「對話國」，並准許該國參加東協外交首長擴大會議。日本與東協

的對話關係始於 1973 年，針對橡膠輸出問題與當時的東協五個國家進行協議，正式的「對話國」

關係則在 1978 年始成立。 

http://www.jpf.go.jp/j/about/outline/index.html
http://www8.cao.go.jp/youth/kouryu/h15/sseayp/sseayp-main-j.html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asean/gaiy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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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層面，因為時代的重心不再是經濟而是文化83。 

(二) 1980－2000 的「全方位發展期」 

1980 年代，日本經濟大國地位確立，日本與東協進一步的對話夥伴關係促 

使日本對東南亞地區公眾外交政策更具時代性。為適應東南亞地區擴大與日本經

貿合作的需求，日本在東南亞積極推行國際教育事業，培養知日派，例如在 1985

年日本政府與印尼政府合作推行赴日留學政策，國際交流基金投入東南亞地區的

經費也逐年增加。1987 年，竹下登首相提出「日本．東協綜合交流計畫」，日本

政府出資設立「日本．東協學術交流基金」(1989-1994)，促進日本對東協文化知

識的啟蒙與理解，通過對東協發展教育交流事業加強雙方合作並培養知日派，具

體內容包括舉行東南亞祭典、共同製作電影「南國之風」。竹下登在倫敦發表演

說也再次強調，作為世界經濟大國，日本應該強化國際文化交流
84。進入 1990 年

代，冷戰結束，國際間權力平衡結構改變，美國爆發 911 恐怖攻擊事件，伊斯蘭

國家對美國的仇視不言而喻，此舉也讓美國重新思索國家形象問題。另外，民主

主義興起，國民對於國家政策的影響力大幅提升。大眾消費文化的發達順勢帶動

流行文化風潮。再者，網際網路的出現促使情報蒐集與訊息傳達的速度大躍進，

改變了原有的生活形態，打破國家框架，走向無國界的全球化時代。國界模糊了，

地球變平了，各個國家面臨異國文化大舉入侵的危機。該如何保護國家的傳統文

化，讓它在這波全球化中不至於褪色消失，是大家必須共同面對的重要課題。與

此同時，英國提出「國家品牌85」一詞，各國開始重視文化與價值觀等軟實力，

日本也不例外。1991 年，日本文部省在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舉辦日本留學說

明會，之後逐步推廣到其他東南亞國家；國際交流基金設立「亞洲青年文化獎學

金」，提升東南亞學生到日本留學的意願。1994 年，村山富市進行冷戰後對東南

                                                     
83北山晴一、「80 年代を語ることの意味(2)－大平総理の政策研究会がめざしたものとは」、21

世紀社会デザイン研究、第 8 期(2009 年)、15 ページ。 
84 平野健一郎、「戰後日本外交における文化」、渡辺昭夫編、戰後日本の对外政策（東京：有

斐閣、1991 年）、356 ページ。 
85 近藤誠一、「日本の文化外交戦略―文化外交の最前線で考えたこと」、GAIKO FORUM (2005

年 12 月)、22-27 ペー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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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的第三次出訪，這次國家選擇越南，他表示，日本的目的是努力拓展兩國全方

位的關係，不僅僅是發展經濟，政治對話與文化交流也要一併推進，開啟與越南

外交關係的新頁。同年在「國際文化交流懇談會」中提出「和平友好交流計畫」，

強調要在新時代背景下強化國際文化交流，因此成立了「亞洲文化交流中心」

(1995-2004)，活動範圍包含知識交流的推進、文化振興支援、促進國內對亞洲的

理解，具體活動有「認識亞洲講座」、「亞洲領袖人才培育計畫」、「東南亞地區研

究交流計畫」(SEASREP)、共同製作舞台劇公演「リア」等
86。1997 年，橋本龍

太郎首相赴新加坡演說，強調日本與東協必須共同合作，為固有傳統文化的繼承

與共生尋求多角化發展。1998 年，文化廳提出「文化振興基本計畫書」，目的在

於實現二十一世紀的「文化立國」，標榜日本正式把文化交流提升到國家戰略層

級，計劃書中更提出實現「文化立國」的六項體制與措施：一是活化藝術創作活

動，二是繼承與發展傳統文化，三是振興區域文化與生活文化，四是培育與確保

繼承傳統文化之人才，五是透過文化對國際社會作出貢獻並發揚光大，六是加強

文化傳播的基礎建設87。該計劃書是日本政府首度由官方立場正式提出「文化立

國」的政策架構，顯示政府已將文化交流提升至與經濟、國防相同層級，並列為

國家發展的重要核心概念，為二十一世紀的文化傳承與發展之路指引了方向。

1999 年，面臨即將到來的全球化時代，日本與東協舉辦文化對話論壇「跨越危

機：透過文化角度，看我們的亞洲」，針對「現代亞洲文化的創造」、「亞洲歷史

的新型典範」、「現代亞洲文化課題」三大題目進行討論，確認日本與東協各國之

間歷史與文化的連結，並預期在二十一世紀產生文化新連結與嶄新對話的發展可

能性88。 

(三) 2000 年後的「穩定發展期」 

    小泉純一郎在 2002 年赴新加坡演說，將 2003 年定義為「日本與東協交流

                                                     
86「新しい時代の国際文化交流」、 国際文化交流に関する懇談会報告書（1994 年 6 月）、3 ペ

ージ。 
87

 吳非、馮韶文，媒體與全球在地化(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頁 128。 
88 知的交流課事業実績(平成 10 年度) 企画開発事業、国際交流基金、1999 年 3 月、

http://www.jpf.go.jp/j/intel/exchange/organize/ac/h10/h10_2.html 。 

http://www.jpf.go.jp/j/intel/exchange/organize/ac/h10/h10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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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東協十國領導人聚集東京的「日本與東協特別首腦會議」，以「東京宣言」

宣示在二十一世紀永久長存的友好夥伴關係。外務省、國際交流基金與非政府組

織等相關機構為此舉辦了「J-ASEAN POPs」聯合音樂公演等七百項以上的交流

活動
89
。此時日本政府進行中央行政機關改革，在2004年成立外務省文化交流部，

逐步調整文化交流機制，確立各機關的職責所在，相互合作，全面推進海外的文

化交流，期許在完善的制度與交流範圍的深度與廣度不斷擴大的狀態下，能夠提

升日本在國際社會的好感度與影響力，進一步保障國家的安全與利益。其中，外

務省負責公眾外交中文化交流的決策，國際交流基金則是執行外務省所決定的事

務。2007 年，當時的首相安倍晉三要求外務省提出一百八十億日圓的經費，委

託國際交流基金展開為期五年的「JENESYS - 21 世紀東亞青少年大交流計畫」

(2007-2012)，約有一萬三千名來自東南亞國家的青少年前往日本進行與當地年輕

人進行交流。 

    2013 年是日本與東協友好合作四十週年紀念，第二度上任的首相安倍晉三

提出「JENESYS 2.0」的交流計畫，並將人數擴展至三萬人90。針對東南亞外交，

安倍晉三在 2013 年 1 月 18 日於印尼雅加達演說時提出五項原則，其中的第四點

「共同維護亞洲的文化與傳統」與第五點「進一步促進青少年的交流與相互了解」

特別強調文化交流與年輕世代交流的重要性。他認為過去三十六年，日本一直恪

守福田赳夫所提出的「福田主義」三大核心，他所提出的概念無非是繼續遵循「福

田主義」的中心思想，透過文化與人物交流，讓日本與東南亞地區的關係世代長

存。91「亞洲文化交流懇談會」的議會要旨提出與東協各國交流必須抱持著「調

和與融合」的態度，以對等的立場去理解並尊重異國文化，同時能夠結合異國文

                                                     
89 成功裏に終えた ASEAN との交流年－「日本 ASEAN 交流年 2003」－［最終回］、日本経団

連 活動レポート‐経済くりっぷ、2004 年 1 月 27 日、

https://www.keidanren.or.jp/japanese/journal/CLIP/2004/0127/24.html 。 
90 日‧ASEAN 友好協力 40 周年 つながる思い つながる未来、外務省、2013 年 1 月、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asean/j_asean/ja40/pdfs/pamph_jp.pdf 。 
91開かれた，海の恵み――日本外交の新たな 5 原則――、外務省、2013 年 1 月 18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25/abe_0118j.html 。 

https://www.keidanren.or.jp/japanese/journal/CLIP/2004/0127/24.html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asean/j_asean/ja40/pdfs/pamph_jp.pdf
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25/abe_0118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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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元素與思維，創造出新時代的文化價值92。同年十二月舉行「日本 ASEAN

首腦特別會議」，日本政府提出「文化之 WA(和、環、輪)~相知相惜的亞洲」，亦

特別強調與東協建立「心連心」夥伴關係，透過文化藝術與青少年交流，提升對

彼此的了解，加深夥伴間的友誼，且在新舊文化的雙向交流之下，期許能夠共同

創造亞洲文化的新樣貌。其具體的內容為：國際交流基金內部成立「亞洲研究中

心」，預計從 2013 年到 2020 年，派遣一千名以上的文化藝術家與三千名以上的

日語教育工作者前往東協進行交流與對話，與當地的日語教師一同堆廣日語93。

與東協四十年來在政治、經濟上的順利發展，也使得其他領域的交流得以迅速推

動，因此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外務省與國際交流基金或其他相關機構所實行的文

化交流政策較為完整，也願意傾注大量經費興辦活動促進理解與對話，國民往來

頻繁，雙邊關係更為穩定。 

二、東南亞地區對日本的印象轉變 

日本在二戰期間侵略東南亞國家，「侵略者」的形象在部分東南亞人民心中

餘悸猶存；1950 年代中期，日本做為一個戰敗國，以賠償方式獲得東南亞人民

的理解，使其重返東南亞；1970 年代日本提出「福田主義」，以和平主義者的身

分出發，採用官方援助基金幫助東南亞國家發展經濟。1941 年日本發動對東南

亞的侵略戰爭，占領長達四年之久，直到戰爭結束，對東南亞經濟與社會造成巨

大的衝擊。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末期，進行戰後賠償的協商過程。在賠償問題

上，日本以商品與勞務取代金錢，使日本商品大量進入東南亞市場，同時帶動日

本與當地的經濟合作與雙邊關係的發展94。日本利用賠償措施打開了東南亞市場

的大門，隨著經濟活動的發展，除了大筆資金不斷投入東南亞，日本開始派出工

程技術人員，協助發展農業，提升工業技術。東南亞國家對於來自日本的大量資

金與先進技術亦相當歡迎。在相互依賴，各取所需的情況下，日本在東南亞地區

                                                     
92 第 5 回アジア文化交流懇談会 議事要旨、アジア文化交流懇談会、2013 年 9 月 30 日、

http://www.cas.go.jp/jp/seisaku/asiabunka/dai5/gijiyousi.pdf 。 
93 日・ASEAN 友好協力に関するビジョン・ステートメント 実施計画（仮訳）、外務省、2013

年 12 月 14 日、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22448.pdf 。 
94 金熙德，日本外交 30 年-從福田赳夫到福田康夫(青島：青島出版社，2008 年)，頁 24。 

http://www.cas.go.jp/jp/seisaku/asiabunka/dai5/gijiyousi.pdf
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2244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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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象改變，東南亞國家對日本的敵意逐漸淡化。1970 年代，日本在東南亞的

直接投資大幅增加，到中期已經超過美國成為最大援助國95。與此同時，政府提

出的「福田主義」則反映了日本想突破戰後與東南亞國家之間過熱的經濟關係，

努力樹立和平國家的形象，扭轉東南亞國家對日本的負面觀感，降低當地人民對

日本的戒心與敵意，提升在當地的影響力。自此之後，文化藝術交流成為對東南

亞外交政策的重心之一。 

    東南亞地區在 1967 年成立東協。對日本而言，東協具有戰略地位的優勢、

經貿發展的主要海外市場，以及以「福田主義」為基準長久以來發展的對等夥伴

關係。日本期許以東協為中心推動亞洲的區域合作，構築人民之間的信賴關係，

共同解決地區性與全球性的問題96。日本對於東協的重視，也促使身為執行公眾

外交的國際交流基金在成立兩年後的 1974 年，率先在印尼首都雅加達及泰國曼

谷設立辦事處，而後 1989 年在馬來西亞的吉隆坡，1996 年在菲律賓馬尼拉，乃

至 2008 年在越南河內完成了五個辦事處的設置。國際交流基金海外辦事處與東

京本部所負責的業務相同，唯一的不同在於海外辦事處舉辦的活動必須知會當地

政府或相關單位，有時也會聯合當地的機關共同舉辦。東協的五個辦事處規模大

小不一，內部皆設有圖書館，有工具書、漫畫、影音資料可供借閱。由於辦事處

設立時間前後差距頗大，所著重的推廣重心也有所不同。國際交流基金對於文化

交流有一定的流程，首先提高日本在該國的曝光度及存在感，在推廣日語教育的

同時，尋找當地機關合作，共同推動文化交流活動，日語隨者交流深化逐漸普及

後，再開啟知識與學術的雙邊對話97。印尼、泰國、馬來西亞與菲律賓的辦事處

成立已久，與當地民眾的交流漸趨成熟，日語普及率高，近年來已將交流重心轉

移到學術交流與深入對話。陸續舉辦電影節、音樂祭、藝術作品展，學術交流上

則舉辦國際研討會，探討環境災害、性別問題等全球性議題，針對雙邊關係的發

                                                     
95 高偉濃、胡愛清，「論戰後東南亞國家對日本認識的演變」，東南亞縱橫(2003 年 12 月)，頁

72-76。 
96 參閱國際交流基金海外事業戰略部海外事業課職員提供的資料。 
97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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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也透過論壇展開對話98。反觀 2008 年才成立辦事處的越南，仍以推動日語教

育普及化為主要任務，文化交流活動相對少，知識交流與日本研究相關的研討會

與論壇舉辦次數不多99。 

日本外務省在 2002 年針對東南亞六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

泰國、越南)提出五個問題做民意調查100。其中，「認為日本值得信賴」普遍獲得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正面回應，「與日本關係友好」更高達九成之多(參照表 2-2)。

然而在這兩項指標中，一向被認為親日的泰國數據都是最低，足見泰國與日本的

關係不如外界所認為的穩固。在「日本在國際社會上展現了與其經濟實力相應的

責任與貢獻」的提問中，只有印尼做出百分之八十的正面回應，其他國家皆認為

日本並沒有做出符合國際社會期待的貢獻，日本針對國際事務「出錢不出力」的

污名依舊根深蒂固。 

[表 2-2]外務省 2002年對東南亞六國民意調查「關於日本的信賴程度與國際責任」 

 印尼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新加坡 泰國 越南 

日本值得信賴 86% 85% 81% 81% 67% 72% 

與日本友好 92% 93% 90% 96% 89% 93% 

日本展現與其經濟實力

相應的國際責任 

80% 

 

43% 51% 30% 32% 63% 

註：參酌外務省官方網站，研究者自製。 

[表 2-3]外務省 2002 年對東南亞六國民意調查「二次大戰中的日本」 

 印尼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新加坡 泰國 越南 

雖然過份但已不在意 44% 50% 51% 62% 45% 71% 

無法忘記日本在二戰的作為 25% 22% 33% 31% 18% 12% 

                                                     
98 海外ネットワーク、国際交流基金、2014 年 11 月 13 日、

http://www.jpf.go.jp/world/jp/asia.html#d。 
99

 過去のイベント、国際交流基金、2014年11月13日、http://jpf.org.vn/jp/category/event/past-event/。                                                                                                                                                                                                                                                                                                                                                                                                                                                                                                                                                                   
100 ASEAN 諸国における対日世論調査、外務省、2002 年 11 月、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asean/yoron.html。 

http://www.jpf.go.jp/world/jp/asia.html#d
http://jpf.org.vn/jp/category/event/past-event/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asean/yor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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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參酌外務省官方網站，研究者自製。 

[表 2-4]外務省對東南亞六國民意調查「對日本企業的進駐表示歡迎」 

 印尼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新加坡 泰國 越南 

2002 年 55% 57% 45% 64% 44% 76% 

2007 年 96% 94% 88% 98% 81% 100% 

2014 年 96% 93% 99% 92% 95% 98% 

註：參酌外務省官方網站，研究者自製。 

    另外，對於日本在二次大戰中的印象(參照表 2-3)，從數據可看出，越南 

盡釋前嫌，不計較日本戰爭時期的侵略與惡行，然而其他國家像泰國似乎對日本

的過去依然有所顧忌，採取保留的態度。根據表 2-4
101，關於對日本企業進駐的

歡迎程度，越南 76%民眾表示歡迎，為六國之最，在 2007 年更高達 100%，由

此可推知，越南與日本的外交關係起步較晚，加上柬埔寨問題發生以來一直到

1992 年日本才恢復對越南的援助。相較於其他國家，越南經過越戰後急欲重建

國內秩序，來自日本的資金可說是推進國家發展不可或缺的動力。歷史問題固然

不可抹滅，但是對當下的越南來說，最重要的就是經濟上的發展與突破，所以他

們歡迎日本企業進駐，提供技術與工作機會，活化當地經濟。 

同樣的調查在 2007 年及 2014 年的數據顯示，東南亞六國對於日本的信賴度

提升(請參考表 2-5)，皆超過 90%，其中泰國增加的幅度最大，越南更是高達 98%；

而在 2014 年，雖然數據上有微幅增減，但落差極小，顯示東南亞地區與日本的

關係已達平穩發展102。2013 年適逢日本與東協友好四十週年紀念，國際交流基金

亦在隔年的民意調查中提出相關問題欲探討東南亞人民對該基金所舉行的日本

文化交流活動見解為何，有 98%受訪者認為國際交 流基金長年以來所舉行的文

化交流活動如：傳統文化的花道與茶道，或是較貼近現代的流行文化博覽會、

                                                     
101 ASEAN 主要 6 か国における対日世論調査（平成 20 年）、外務省、2007 年 5 月、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asean/yoron08.html。 
102 ASEAN7 ヵ国における対日世論調査結果、外務省、2014 年 4 月 18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38655.pdf 。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asean/yoron08.html
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3865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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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OP 音樂祭等，能夠有效改善東南亞人民對日本的認知，而在週年所實施的大

型交流活動別具意義，對雙邊政府或人民而言是百利而無一害。為了慶祝日本與

東協四十週年紀念，國際交流基金舉辦多種大型交流活動(如表 2-6
103所示)，前五

個國家皆對於展覽會評價最高，只有越南對日本的傳統文化最感興趣。令人意外

的是，整體而言，關於日本電影與大眾流行文化等現代感較強，能夠立即掌握日

本當下社會趨勢的活動卻比不上靜態且自由度高的展覽會與能夠深入了解日本

文化的傳統戲劇表演。 

[表 2-5]外務省對東南亞六國民意調查「關於日本的信賴程度」之比較 

 印尼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新加坡 泰國 越南 

2002 年 86% 85% 81% 81% 67% 72% 

2007 年 92% 92% 93% 92% 90% 98% 

2014 年 95% 91% 99% 89% 93% 94% 

註：參酌外務省官方網站，研究者自製。 

[表 2-6]2014 年外務省對東南亞六國民意調查「週年慶祝活動中最有興趣的是？」 

(%) 印尼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新加坡 泰國 越南 

展覽會 71 70 65 62 68 60 

傳統文化 66 59 64 53 55 67 

青少年交流 39 43 48 28 43 43 

日本電影 42 39 50 33 27 43 

大眾流行文化 42 26 41 35 38 54 

註：參酌外務省官方網站，研究者自製。 

 

 

 

 

                                                     
103 ASEAN7 ヵ国における対日世論調査詳細結果データ、外務省、2014 年 3 月 31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36036.PDF。 

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3603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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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日本對泰國的國際文化交流 

 

第一節 日本與泰國外交關係之發展 

    日本與泰國的外交關係從 1887 年 9 月 26 日雙方簽訂「日本暹羅友好通商宣

言」(日泰友好宣言)開始建交，至今已經達一百二十七年，若要追溯到最早的接

觸則是在十五世紀時期兩國開啟頻繁的貿易活動，長達六百年之久。日本皇室與

泰國國王往來密切，國民之間的交流亦相當熱絡104。根據外務省統計，截至 2013

年，在泰國的日系企業有 1580 間，定居泰國或長期派遣的日本人有 59270 人105，

前往泰國旅遊或出差的人數約一百五十四萬人106，曼谷的日僑學校超過三千名日

籍學生就讀，2009 年在泰國東部的春武里(Chonburi)成立第二座日僑學校107。根

據日本法務省「在日居留外國人統計表」，截至 2014 年 12 月底，在日泰國人有

43081 人，排名第七，其中以技能學習者為最大宗108。在國際貿易方面，日本是

泰國第一大進口國，第三大出口國，貿易依存度緊密109。此外，泰國也是日本人

到東南亞旅遊的首選之地。對日本人而言，以他們的高收入在物價低的泰國觀光

旅遊，不需要太多花費就能享受高級的待遇，放鬆享受南國風情。泰國人對日本

的觀感是物價高昂，薪資收入高，人民循規蹈矩，職場倫理至上，但是日本人善

於壓抑，社會略顯封閉，對外國人抱持偏見甚至排外，感受最深的就是居住問題，

房子小租金貴，尤其在都市更是居大不易。透過親身體驗或是網際網路的接觸，

泰國人對日本的印象由原本對於經濟強國的高度憧憬漸漸轉向客觀觀察，了解到

日本許多特殊文化與思考模式110。泰國人民對日本的印象普遍良好，不論是和食

                                                     
104柿崎一郎、物語-タイの歴史(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7)、189 ページ。 
105海外在留邦人数調査統計平成 26 年要約版（平成 25 年（2013 年）10 月 1 日現在）、外務省、

2015 年 3 月 26 日、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49150.pdf。 
106二国間関係総論、外務省、2014年 10月 7日、http://www.mofa.go.jp/mofaj/area/thailand/data.html。 
107泰日協会学校の歴史的経過とその運営について、泰日協会学校シラチャ校（シラチャ日本人

学校）、2014年 12月 4 日、http://www.tjas.ac.th/sriracha/gaiyou.php。 
108【在留外国人統計（旧登録外国人統計）統計表】、法務省、2015 年 4 月 24 日、

http://www.e-stat.go.jp/SG1/estat/List.do?lid=000001133760。 
109
主要貿易相手国・地域（2013 年）、外務省、2014 年 10 月 7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thailand/data.html。 
110吉川利治、国際交流基金編、タイ：国別文化事情(東京：国際交流基金、2002)、11 ページ。 

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49150.pdf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thailand/data.html
http://www.tjas.ac.th/sriracha/gaiyou.php
http://www.e-stat.go.jp/SG1/estat/List.do?lid=000001133760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thailand/dat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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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傳統藝術、流行時尚、高科技產品，或是動畫、漫畫、電影、流行音樂等

大眾文化，泰國人民都抱持高度的興趣，特別是年輕族群更以日本流行文化為時

尚指標111。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許多日本人飄洋過海到東南亞國家從事貿易，並以戰爭

為契機，將日本製造的產品大量輸往泰國，1930 年代經濟大恐慌過後，日本產

品在泰國的市占率逐漸攀升。二次大戰時期，多數日本兵駐紮泰國，使得「日本」

在泰國社會的能見度與存在感提高112。然而日本與泰國之間原本穩定的外交關係

在二次大戰中起了變化，這也是兩國在外交上最為複雜的一段歷史。二戰期間，

與日本早已建交且關係穩定的泰國並沒有向日本一面倒。儘管在 1933 年因滿州

問題爆發而由當時的國際聯盟所舉行的「對日譴責決議」中，泰國選擇棄權，表

示不對日本進行譴責，但在同盟國與軸心國雙方對峙結果尚未明朗化之前，泰國

政府宣布了中立的立場。面對泰國疏離的態度，日本抓住泰國想對法國收復國土

的想法，與泰國締結軍事協定，並且協助調停泰國與法國之間的領土問題，順利

讓泰國拿回部分國土，表面上看來日本透過該行為順利拉攏泰國靠向軸心國。然

而收復的國土並未達到泰國政府預期的面積，因此泰國的立場並未改變，企圖進

行所謂的「雙面外交」，一方面與軸心國的日本保持友好關係，另一方面與同盟

國的英美國家保持聯繫。泰國希望這次也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一樣選對邊，成

為勝利的一方。因此在狀況尚未明朗化，無從判斷之前，泰國選擇與兩邊友好，

明哲保身113。 

    1940 年，泰國與日本締結友好條約，兩國關係更加緊密。然而當時戰況不

明，泰國擔心過度依賴日本，如果最後日本兵敗如山倒，會間接被拖累；再者，

即使有友好條約作為兩國關係的最佳保證，泰國對於勢力快速在東南亞地區擴張

的日本感到恐懼與不安，深怕到時國家的主控權遭日本剝奪控制而淪為傀儡。因

                                                     
111日タイ関係概観－文化交流、在タイ日本国大使館、2014 年 12 月 5 日、

http://www.th.emb-japan.go.jp/jp/relation/gaikan.htm#bunka。 
112柿崎一郎、物語 タイの歴史(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7)、172 ページ。 
113同上、162-169 ページ。 

http://www.th.emb-japan.go.jp/jp/relation/gaikan.htm#bun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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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太平洋戰爭開戰前夕，泰國宣布嚴正中立，並提出中立政策，表明各國皆

為好友而非敵人，不允許外來的軍事侵略與迫害行為。但是後來駐守馬來半島的

日本軍隊與泰國軍隊交戰，在雙方政府的和平交涉，日本允諾尊重泰國獨立的國

家主權之下，簽訂「日泰同盟條約」，泰國跳脫中立，與日本站在同一線
114
，並

且發生「特別日圓」事件。「特別日圓」是指日本在美國的資金帳戶遭到凍結，

軍餉不足，經費短缺的窘境之下，向泰國政府借錢度日的插曲115。而後伴隨著物

資與糧食分配不公的問題產生，泰國政府與日本的信賴關係瀕臨瓦解。 

    為了完成「大東亞共榮圈」的志業，日本設置大東亞省，將泰國與其他殖民

地移至外務省管轄範圍。經過「特別日圓」事件，泰國認為自己是日本的友好國

家，如今卻被視為與其他殖民地一樣次等，對此相當憤怒，加上當時局勢對軸心

國越來越不利，因此加快了泰國與日本切割的速度116。日本接受波茲坦宣言一事

傳至泰國，官方考量的重心立刻由戰爭期間的抗日熱潮轉向戰後的處置問題。泰

國曾經對同盟國的英美國家宣戰，只要同盟國追究，此舉便是判定泰國同屬軸心

國的有力證據。為了避免淪為戰敗國，泰國立即向國際社會宣稱對英美國家宣戰

非出於自願，乃是由日本脅迫的威嚇下，不得已所做出的決定117。戰後，因戰敗

而撤軍的日本雖然一度消失在泰國人的生活中，從 1960 年到 1970 年這十年間，

日本以進行「特別日圓」的償還為一契機，再次深化與泰國的關係發展。償還多

以日本國內製造的產品與機器設備的輸入為主，以日本企業進駐指導日本生產技

術為輔，並非一般認定的金錢對價方式。償還債務的同時，由於日本產品大量進

出與企業設廠，奠定了日本在泰國市場上的安定，有助於未來國內重工業及化工

產業的發展118。工業製品急速地進入泰國市場，企業與日本籍員工數量快速增加，

                                                     
114永野慎一郎と近藤正臣、日本の戦後賠償アジア経済協力の出発(東京：勁草書房、1999)、

143-145 ページ。 
115同上、147 ページ。 
116柿崎一郎、物語 タイの歴史(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7)、177 ページ。 
117
同上、183 ページ。 

118永野慎一郎と近藤正臣、日本の戦後賠償アジア経済協力の出発(東京：勁草書房、1999)、

154-155 ペー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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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人意識到日本再次進入了他們的生活，只是這次不是蠻橫的武力攻勢，取而

代之的是充滿商業利益考量的經濟活動與日製商品大量傾銷，而且泰國人認為日

本人一味關心經濟，無心了解他們的生活文化119，對此感到不滿，認為他們再度

被日本侵略，導致 1970 年代的反日情結120。日本政府對於泰國的反日暴動感到

震驚，幾經討論後認為最理想的改善方法是擴大兩國的文化關係121，故透過國際

交流基金曼谷辦事處的成立，結合外務省根據「福田主義」所決定的政策，一直

以來偏向戰略位置考量與經濟發展的路線，轉而強調藉由文化交流促使國民之間

建立穩固信賴關係的重要性。經濟與文化不能完全切割，泰國人民對於日本經濟

侵略的疑慮依舊存在，但經由政治性較為薄弱的國際交流基金推行文化政策，促

進交流，反日情結漸漸淡化。 

    日本企業大量進駐，加上日製商品持續在市面大量販售，與日本貿易輸出入

的不平衡，導致泰國面臨經濟赤字問題。另外，泰國獨裁政權與日本企業官商勾

結，聯手獲取龐大利潤，政府貪腐問題甚囂塵上，最為人所詬病。然而，日本企

業來到泰國設廠所帶來許多工作機會，派遣日本專門技術人員指導最新的生產技

術，藍領與白領階級應運而生，成為當時社會發展的中流砥柱，也帶動當地產業

走向更高科技的良性發展，這點是不置可否的，而泰國人也因為電鍋的引進而捨

棄傳統炊飯技術，提高了生活便利性，電視機普及化也改變了下班後的娛樂模式，

生活水平有所改善，與日本人之間的距離逐漸縮小
122。1997年爆發亞洲金融風暴，

泰國首當其衝，日本提供大量資金與人力援助，雪中送炭的精神讓泰國人好感度

提升123。隨著日本企業落地生根，傳統文化也順勢流入，日本式的思考邏輯與行

為模式逐漸影響泰國原有的生活方式與工作態度。1998 年，泰國政府修改「外

                                                     
119国際交流基金、東南アジアとの対話：文化交流をめぐって（東京：国際交流基金、1977）、

78 ページ。 
120柿崎一郎、物語 タイの歴史(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7)、189 ページ。 
121国際交流基金、東南アジアとの対話：文化交流をめぐって(東京：国際交流基金、1977)、78

ページ。 
122
吉川利治、国際交流基金編、タイ:国別文化事情(東京：国際交流基金、2002)、10 ページ。 

123タイ王国(Kingdom of Thailand)基礎データ、外務省、2014 年 10 月 7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thailand/data.html。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thailand/dat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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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事業法」，放寬外國人士的工作條件，適逢日本逐年經濟不景氣，年輕人意

識到就業困難，且將來國內企業出走海外的機率大增，而泰國擁有自由開放的工

作環境，生活機能性高，與日本的外交關係良好，故當時許多年輕人選擇前往泰

國就業，甚至定居。為了提升日本人在泰國謀職的便利性與效率，國際交流基金

聯合當地的企業定期出刊日語版的徵才雜誌，以免費的形式發送，提供各個企業

的簡介與職缺情報給在泰的日本人124，現在則有「曼谷週報」(Weekly Bangkok 

Shuuhou)，登載泰國的新聞重點，還有專門網站供日本企業主與日本籍求職者登

錄資料125。 

    日本與泰國於 2007 年簽訂經濟合作協定，2013 年來自日本的外資約 2904

億泰銖（相當於 2904 億新台幣），占外資總額的 61%，為泰國外資最大國。同年

安倍晉三首相再度上任後旋即訪問東南亞地區，泰國也是其中一國。安倍首相在

日泰首腦會議中提到與泰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出訪期間亦拜會泰國國王蒲

美蓬126。2014 年，外務省的對泰國政府開發援助(ODA)計劃書以戰略夥伴關係為

基礎，推進兩國利益與擴大區域貢獻為目標，共同擬訂洪水防治政策以免水患影

響生活作息與企業活動。另一方面，為提升泰國的研究素質，日本以解決國際性

議題為研究主軸，推行日泰共同研究機制，並挹注資金改善高等教育機關的研究

環境，強化日泰研究學者的網絡連結127。 

    「日本暹羅友好通商宣言」是日本對東南亞地區首次簽訂的正式外交宣言，

當時的明治維新政府視暹羅(泰國的舊稱)為該區域展開外交關係的第一順位128。

超過一百二十年以上的關係經營，即使在戰爭中面對國家利益而產生立場上的動

搖，但撇開這段複雜的歷史，泰國政治立場上不仇日，對日本的態度友善，也因

                                                     
124吉川利治、国際交流基金編、タイ:国別文化事情(東京：国際交流基金、2002)、12-13 ページ。 
125バンコク週報求人転職、バンコク週報、2014 年 12 月 5 日、

http://www.thaideshigoto.com/home.php。 
126安倍総理大臣のタイ訪問（概要）、外務省、2013 年 1 月 18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abe2/vti_1301/thailand.html。 
127タイ国別援助方針別紙、外務省、2014 年 4 月 15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eisaku/houshin/pdfs/thailand-2.pdf。 
128日タイ交流の歩み、外務省、2014 年 12 月 5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thailand/jpth120/knowledge/steps.html。 

http://www.thaideshigoto.com/home.php
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abe2/vti_1301/thailand.html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eisaku/houshin/pdfs/thailand-2.pdf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thailand/jpth120/knowledge/step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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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日本企業早年就已經大量進入泰國當地設廠，當時的泰國並未受到其他異國文

化的吸引與滲透，對日本文化的吸收度高，面對日本企業帶來的日式經營與和式

生活型態，接受程度相當高。部分泰國餐廳的名字甚至會故意使用日本的假名當

店名，如「あの」、「はい」等，泰國店家認為只要冠上日本假名，就能給人「品

質精良、高檔貨」的印象，突顯出日本在泰國人眼中是他們邁向先進國家的典範。

國際交流基金曼谷辦事處常會不定期舉辦電影或音樂祭等國際文化交流活動，泰

國人民也會主動向交流基金提出想觀賞的日劇與電影，對於日本文化很有興趣，

態度也十分積極踴躍。不論是較為硬性的政治、經濟、貿易層面，或是軟性的文

化與價值觀的交流及國民之間的互動，日本與泰國的關係皆處於長期穩定發展的

友好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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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日本對泰國之文化藝術交流 

    「文化藝術交流」是日本公眾外交中「國際文化交流」的其中一環。根據國

際交流基金的年報指出，「文化藝術交流」主要有兩大分支，分別為單向性的「向

海外推廣日本文化」與雙向性的「透過文化藝術做出國際貢獻」。前者乃是透過

公演、展覽會、電影放送、翻譯出版等方式，將傳統文化與現代流行文化推向海

外，且量身訂做適合各個國家國情的推廣計畫，針對特定的重點集中火力，提升

交流的效率與效果，而日本藝術的相關知識也會透過網站不定期更新，讓有興趣

的國外人士能夠隨時掌握最新情報。此種單向交流常以國家或區域聯盟為主體，

被視為日本外交上適用的利器之一。後者則是雙方建立在相互了解且具備高度信

賴關係的基礎上，專業人士頻繁交流與共同合作之下，構築強大的人才網絡。此

外，日本所累積的經驗與專業知識，協助培養對方想培育的領域人才。另外，針

對防災、環境保護、文化遺產的維護等國際性議題展開共同對話，雙方能夠更加

了解彼此的思維模式，也能震盪出不同的火花
129。 

    日本與泰國最早的文化接觸在於 1955 年由當時的外務大臣重光葵與泰國外

交部長簽訂文化協定130，而日本史上最早以東南亞地區為對象的文化交流活動始

於 1962 年「青年海外派遣，海外青年招募活動」，泰國也參與其中。1974 年在

曼谷成立曼谷日本文化中心，主要以推廣日本文化與藝術交流為主要目標，考量

到當地文化藝術發展的成熟度，將來的活動規模會逐漸擴大，外交周年紀念盛事

也由日本自行主辦轉向日泰共同合作的模式，尋求當地相關機關的支持與協助，

催生各個重要活動131。2007 年 4 月，為了讓東南亞地區的人民更貼近日本，國際

交流基金決定設立「東南亞總局」，以區域為對象，總攬各國情勢以調整方針與

                                                     
129 文化芸術交流年報平成 25 (2013)年度 PDF 版、国際交流基金、2014 年 10 月 1 日、

http://www.jpf.go.jp/j/about/outline/result/ar/2013/pdf/dl/ar2013_02.pdf 。 
130日本国とタイとの間の文化協定、外務省、2014 年 11 月 26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treaty/pdfs/A-S38(2)-161.pdf 。 
131
小谷俊介、「我が国のパブリック・ディプロマシーの変遷と今後の課題―インドネシアの事

例を中心に―」、技術と文化による日本の再生 : インフラ、コンテンツ等の海外展開. 総合調

査報告書（2012 年 9 月）、161 ページ。 

http://www.jpf.go.jp/j/about/outline/result/ar/2013/pdf/dl/ar2013_02.pdf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treaty/pdfs/A-S38(2)-16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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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而總局的所在地就在深受日本文化洗禮多年的泰國曼谷132。交流初期，日

本處於主導位置，單向地傳達傳統與大眾文化中特有的價值與知識基礎，以活動

製作人自居的案例居多，但經過多年來與泰國文化團體的接觸，切磋琢磨，教學

相長，逐漸從獨攬大權的製作人跳脫，成為一個協調者的身分
133
，期許雙方合作，

各自發揮所長，創造出新時代的文化以及更符合日泰的交流模式。學生根據主體

之類型不同，將日本對泰國的文化藝術交流活動分為以人為主體的直接型交流與

以作品為傳遞媒介的間接型交流。直接型交流是指日本籍專家或文化藝術工作者

直接與泰國人民親自接觸所進行的動態式交流，舉凡講座與演說(lecture)、舞蹈

表演(dancing performance)、音樂會(concert)、舞台劇(musical)、比賽(contest)、工

作室(work shop)，皆屬於該類型。間接型交流則是作品展示為主，文化工作者與

民眾無互動的靜態式交流，最典型的是展覽(exhibition)與一年一度的日本電影祭

(Japanese Film Festival)。 

    活動內容隨著交流時間有所不同。根據國際交流基金官方網站的年度計劃書，

2003 年到 2006 年期間，與泰國的交流目標在於「推動新舊融合、兼容並蓄的文

化藝術交流與市民交流134」。為了讓年輕族群了解日本文化，國際交流基金將原

本大範圍的交流內容細分為造型美術、舞台藝術、影像文藝交流、生活文化四大

類。造型美術乃是透過與國內外美術館或博物館共同合作，以日本文化與藝術為

題，舉辦大型展覽會，另一方面以世界巡迴展的形式宣傳當代美術、攝影技術、

日式設計等多樣藝術領域，促進專家與藝術工作者的交流，讓日本走向國際。舞

台藝術顧名思義指舞台上的表演藝術，範圍甚廣，包含歌舞伎、能樂等傳統演劇

與爵士樂、古典音樂、現代舞等大眾文化。除此之外，與國外藝術工作者跨國合

作，共同舉辦講座或公演，另一方面也提供資源來協助表演團體。國際交流基金

                                                     
132 海外ネットワーク、年報平成 19(2007)年度、2008 年 9 月 28 日、

http://www.jpf.go.jp/j/about/outline/result/ar/index.html 。 
133 東南アジア、年報平成 15(2003)年度、2004 年 10 月 1 日、

http://www.jpf.go.jp/j/about/outline/result/ar/2003/index.html 。 
134 平成 15 年度計画、国際交流基金、2003年 10 月 2 日、

http://www.jpf.go.jp/j/about/outline/admin/plan/dl/1ki_chuki_15.pdf 。 

http://www.jpf.go.jp/j/about/outline/result/ar/index.html
http://www.jpf.go.jp/j/about/outline/result/ar/2003/index.html
http://www.jpf.go.jp/j/about/outline/admin/plan/dl/1ki_chuki_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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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設了「Performing Arts Network Japan
135」網站，密切收集日本舞台相關情報，

還有藝術家的檔案與訪談，除了能夠更新舞台資訊，也能透過訪談了解各國藝術

家的理念與抱負，不論對日本或其他國家的藝術家來說，是個相當實用的交流平

台。影像出版交流則是透過影像讓海外人士更了解日本。協助日本電視節目在海

外播放或製作、日本電影節的開辦、日本電影在國際影展播放的協助與斡旋。另

外，發行「Japanese Book News
136」季刊，提供海外出版與翻譯的協助，爭取日

本文學書籍在國際書展的曝光度。生活文化就是將茶道、花道、武士道、日本料

理等文化所衍生出的日式精神與價值觀，透過演講、展示、工作室的方式傳遞給

海外民眾，也提供機會讓當地民眾親身體驗。此外，關於文化財的保存方法、博

物館的展示、體育技術交流等，日本會派遣經驗豐富的專家學者前往指導，為該

國的文化保存與振興盡一己之力
137。相較於需要具備基礎知識才能領略箇中精髓

與美感的傳統日本文化，利用造型設計或影像播放等年輕族群熟悉的情報接收模

式作為入門的媒介，讓年輕人不會產生排斥感，而後再將大眾文化與傳統文化作

結合，以漸進式手法讓青少年慢慢熟悉日本的流行文化與傳統藝術之奧義。到了

2012 年，國際交流基金的目標分為「維持泰國人對日本良好的印象以及促進對

日理解度」與「推動專家網絡連結及人才培育」兩大類138，鎖定的族群還是年輕

人為主。2013 年是「日本與東協交流年」四十周年，因此交流基金以中期的事

業方針進行交流推廣139，2014 年依舊延續去年採用中期事業方針的腳步，並針對

泰國當地的需求修改交流內容140，提高施行的效果。日本與泰國交往時間雖長，

                                                     
135

 Performing Arts Network Japan、国際交流基金、2014 年 12 月 19 日、

http://www.performingarts.jp/ 。 
136

 Japanese Book News、国際交流基金、2014 年 12 月 19 日、

http://www.jpf.go.jp/JF_Contents/InformationSearchService 。 
137文化芸術交流、年報平成 21(2009)年度、2010 年 11 月 2 日、

http://www.jpf.go.jp/j/about/outline/result/ar/2009/index.html 。 
138平成 24 年度計画、国際交流基金、2012 年 4 月 10 日、

http://www.jpf.go.jp/j/about/outline/admin/plan/dl/3ki_chuki_24.pdf 。 
139平成 25 年度計画、国際交流基金、2014 年 3 月 20 日、

http://www.jpf.go.jp/j/about/outline/admin/plan/dl/3ki_chuki_25.pdf 。 
140平成 26 年度計画、国際交流基金、2014 年 3 月 4 日、

http://www.jpf.go.jp/j/about/outline/admin/plan/dl/3ki_chuki_26.pdf 。 

http://www.performingarts.jp/
http://www.jpf.go.jp/JF_Contents/InformationSearchService
http://www.jpf.go.jp/j/about/outline/result/ar/2009/index.html
http://www.jpf.go.jp/j/about/outline/admin/plan/dl/3ki_chuki_24.pdf
http://www.jpf.go.jp/j/about/outline/admin/plan/dl/3ki_chuki_25.pdf
http://www.jpf.go.jp/j/about/outline/admin/plan/dl/3ki_chuki_2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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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基金曼谷日本文化中心官方網站所提供的活動資料由 2009 年開始，先

前的相關資料無法取得，故研究者僅就此列舉出具有代表性的活動(請參考表 3-1

與表 3-2)。 

[表 3-1]文化藝術交流活動數量統計表 

年份 直接型交流 間接型交流 

2009 12 6 

2010 14 6 

2011 13 6 

2012 18 6 

2013 12 7 

2014 18 7 

註：參酌國際交流基金官網，研究者自行製成。 

[表 3-2] 2009-2014 文化藝術交流活動一覽表 

年份 交流活動 

2009 展覽：野田秀樹之夜-與泰國演員對談141 

講座：TWIST AND SHOUT 現代藝術展(漫畫、動畫、次文化)142 

音樂：亞洲式爵士 UNIT ASIA
143 

現代舞：幽默舞步遊走日泰文化144 

比賽：風呂敷設計145 

工作室：舞台服裝設計(與清邁大學合作)146 

2010 展覽：曼谷國際字文排版展覽147 

表演：孩童玩偶秀148、Five Days in March
149 

                                                     
141

 “An Evening with Hideki Noda, the most renowned Japanese thespian,”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02.php>(March 18, 2009).  
142

 “’TWIST AND SHOUT’ A Contemporary Art Exhibition from Japan In Celebration of 

Mekong-Japan Exchange Year 2009,”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090922.php>(Nov 19, 2009). 
143

 “The Beginning of UNIT ASIA,”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091209.php>(Dec 5, 2009). 
144

 “A Humorous Take on Japanese and Thai Cultures,”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091222.php>(Dec 9, 2009). 
145

 “Furoshiki Design Contest Design a FUROSHIKI (Wrapping Cloth)! Submit a Design and 

Contribute to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090903.php>(Sep 1, 2009). 
146

 “Costume Design Workshop and Performance,”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091030.php>(Oct 30, 2009). 
147

 “Typography exhibition 'Schrift in Form Bis' and Bangkok International Typographic Symposium 

(BITS MMX),”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00903.php>(Sep 3, 2009). 
148

 “Puppet Show for Children,”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02.php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090922.php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091209.php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091222.php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090903.php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091030.php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00903.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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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小學生俳句比賽150 

工作室：七夕祭典、浴衣試穿體驗、盂蘭盆舞教學151、合氣

道示範教學、風呂敷設計、歡唱日語歌、字文排版學、花道 

2011 展覽：SPIRITUTAINMENT 藝術展152 

講座：曼谷國際字文排版學研討會153 

電影：2011 日本電影祭-黑澤明冥辰一百周年154 

舞台劇：Android-Human Theater "Sayonara" Asian Premiere
155 

工作室：日本工藝製作體驗、櫻花祭典手作 DIY
156、歌舞伎、

風呂敷、浴衣體驗、摺紙、茶道、紙人偶 

2012 展覽：災害防治設計展157 

講座：防災企劃座談會158 

比賽：兒童俳句比賽159、國際交流基金曼谷日本文化中心四

十周年 logo 設計比賽160 

工作室：和菓子-傳統文化藝術介紹、太鼓體驗、建築學創意

結構、合氣道、空手道、高橋理子和服設計、防災郵票設計161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00827.php>(Aug 27, 2010).  
149

 “Cutting-edge Japanese theatre group 'chelfitsch' performs award-wining production “Five Days in 

March" at Patravadi Theatre,”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01007.php>(Oct 7, 2010). 
150

 “Announcement of 2010 Haiku Winning Entries,”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00628.php>(Oct 8, 2010). 
151

 “Japanese Art and Culture FREE Workshop Series,”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00614.php>(Jun 14, 2010). 
152

 “SPIRITUTAINMENT,”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10322.php>(Mar 22, 2010). 
153

 “Alliance Francaise to hold BITS 2012 (Bangkok International Typographic Symposium 2012),”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10924.php>(Sep 24, 

2010). 
154

 “Japanese Film Festival 2011 "Akira Kurosawa Centennial Retrospective",”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01222.php> (Dec 22, 2010). 
155

 “Android-Human Theater "Sayonara" Asian Premiere (outside Japan),”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11104.php>(Nov 4, 2011). 
156

 “SAKURA EVENT,”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10315.php>(Mar 15, 2011). 
157

 “地震 ITSUMO,”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20918.php>(Sep 18, 2012). 
158

 “Commemorative Lecture "Disaster Preparedness Project expanded by Dynamic of Design and 

Art",”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21031.php>(Oct 

31, 2012). 
159

 “                            พ.ศ. 2554 – 2555        "เ ศ   ",”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20301.php>(Mar 1, 2012). 
160

 “Design Contest for Students to Create the "40th Anniversary Logo Mark for the Japan 

Foundation",”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20221.php>(Feb 21, 2012). 
161

 “Mini Workshop BOSAI Stamp Rally,”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2103101.php>(Oct 31, 2012).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00827.php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01007.php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00628.php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00614.php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10322.php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10924.php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01222.php%3e%20(Dec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11104.php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10315.php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20918.php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21031.php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20301.php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20221.php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21031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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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展覽：泰國曼谷建築模型展162、3D 媒體藝術展163 

音樂：第一屆暹羅-沖繩音樂祭164 

工作室：盆栽工藝在清邁165 

2014 展覽：數位模擬藝術展166、日本和紙圖形設計展167 

講座：”Reviewing Japan, Analyzing Thailand”文學講座168 

比賽：現代日本包裝設計比賽169、日泰小倉百人一首比賽170 

工作室：3D 影片製作、花道、數位模擬、展覽籌備與文案企

劃教學、171、文樂人偶表演體驗(日本一團、泰國三團)172、劇

本撰寫教學、岩槻人形展 

註：參酌國際交流基金官網，研究者自行整理。 

    2009 年是「湄公河流域交流年」。日本近年來一直希望加強與湄公河流域國

家173的關係。2007 年 1 月，日本與柬埔寨、寮國、越南三國在菲律賓舉行的外長

會議上通過了「日本與湄公河地區夥伴關係計畫」，決定加強對湄公河地區的援

助。2008 年 1 月，日本與上述五國舉行了首次外長會議，明確提出援助該地區

建立「東西經濟走廊」和「南部經濟走廊」，並將 2009 年定為「日本湄公河流域

                                                     
162

 “LIFE OF TERADAMOKEI 1/100 ARCHITECTURAL PAPER MODEL BANGKOK VERSION,”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30701.php>(Jul 1, 

2013). 
163

 “THE 40TH YEAR OF ASEAN-JAPAN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Media/Art Kitchen 

- Reality Distortion Field Exhibition (Bangkok),”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30705.php>(Jul 5, 2013). 
164

 “40th Year of ASEAN-Japan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Siam - Okinawa Music Festival" The 1st 

Thailand-Okinawa cultural and art exchange fair,”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31001.php>(Oct 1, 2013). 
165

 “BONSAI Exhibition and Workshop in Chiang Mai,”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30819.php>(Aug 19, 2013 ). 
166

“◣Media /Art Kitchen – Reality Distortion Field Exhibition◥,”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40107_1.php>(Jan 7, 2014). 
167

 “"Nobori X Thaijin" @SALT - Japanese Traditional Paper X Graphic Design,”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40828.php>(Aug 28, 2014). 
168

 “"Reviewing Japan, Analyzing Thailand" 42th National Book Fair & 12th Bangkok International 

Book Fair 2014,”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40306.php>(Mar 16, 2014). 
169

 “Asia Student Package Design Competition (ASPAC),”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40620.php>(Jun 20, 2014). 
170

 “第 10回日タイ交流小倉百人一首バンコクかるた大会”，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pdf/artculture/2014/karuta10_jp.pdf>(Dec 14, 2014). 
171

 “YOUNG CURATORIAL WORKSHOP,”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40411.php>(Apr 11, 2014). 
172

 “Asian Puppet Theater Exchange -Bunraku Demonstration & Workshop,”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40807.php>(Aug 7, 2014). 
173湄公河流域國家是指泰國、越南、緬甸、寮國、柬埔寨五國。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j_mekong_k/koryu.html 。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30701.php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30705.php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31001.php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30819.php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40107_1.php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40828.php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40306.php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40620.php
http://www.jfbkk.or.th/pdf/artculture/2014/karuta10_jp.pdf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40411.php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40807.php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j_mekong_k/kory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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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年174」。日本對泰國文化藝術交流的經費因此由 2008 年的 6158 億日圓增為

8464 億日圓175，相較於其他年度，活動數量不多但是規模較大，如：首都曼谷首

次舉辦的大型日本現代藝術展。TWIST AND SHOUT 現代藝術展內容偏向日本

漫畫、動畫以及社會次文化。不難發現，其實在泰國的各個角落都能找到日本大

眾文化的足跡，而且是以動漫、遊戲、音樂與電影的形式呈現，這些文化元素也

深入影響日常生活中的食衣住行育樂。選擇在湄公河交流年舉行首次盛大的藝術

展，除了顯示日本在泰國的文化交流深耕有成，泰國人民對日本社會有一定程度

的認識之外，希望藉此能夠提供當地人民一個新的角度，客觀地以「泰國人」的

觀點看待來自日本的文化元素，並且能夠進一步思考現代日本社會及其國際形象

的關聯性，如此一來，雙方便能激盪出更美好的對話關係。舞台劇"KOKASHITA"

乃是日泰合作，日本籍編舞老師起用泰國舞者，用詼諧幽默的舞蹈探討日本與泰

國的文化差異
176。UNIT ASIA 亞洲爵士音樂會則是跨國與十三國音樂人合作，凝

聚不同的詮釋風格，激盪出新型的亞洲式爵士樂，屬於國際性交流，場面浩大。 

    2010 年主要活動集中在舞台表演與工作室。玩偶秀 Puppet Show 以小孩為主

要觀眾群，演出伊索寓言與日本繪本的小故事。榮獲日本岸田國士戲曲賞的知名

話劇"Five Days in March"以美國攻打伊拉克為背景，描述年輕 Y 世代的性愛觀以

及對社會的無力感177。展覽方面則有美國、法國、德國、泰國等四國共襄盛舉的

字文排版學作品展與座談會，活動中除了介紹生活中所存在的各種字體，也將

2008 年在德國博物館展示的字文排版藝術作品搬到泰國展出178。日泰合作的影像

藝術展的目的在於不同文化中長大的人在溝通上所面臨的困難，聲光效果十足，

                                                     
174「日本-湄公河 5 國峰會東京開幕」，泰國世界日報新聞網，

<http://www.udnbkk.com/article/2009/1107/article_60543.html>(2009 年 11 月 7 日)。 
175 資料由國際交流基金東京本部提供。 
176

 “A Humorous Take on Japanese and Thai Cultures, Shigehiro Ide Leads Cross-Cultural Dance 

Theatre Collaboration,” JAPAN F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091222.php>(Dec 22, 2009). 
177

 “Cutting-edge Japanese theatre group 'chelfitsch'performs award-wining production 

"Five Days in March" at Patravadi Theatre,” JAPAN F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01007.php>(Oct 7, 2010). 
178

 “Typography exhibition 'Schrift in Form Bis' and Bangkok International Typographic Symposium 

(BITS MMX),”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00903.php>(Sep 3, 2010). 

http://www.udnbkk.com/article/2009/1107/article_60543.html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091222.php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01007.php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00903.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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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輕鬆，深入淺出179。 

    2011 年，最受矚目的活動莫過於日泰共同催生由泰國女演員與日本機器人

合作演出的國際舞台劇。這個舞台劇破天荒起用泰國女星擔綱主角，以日語為主，

附上英語字幕，由日本的愛知縣開始，到歐洲各國巡迴演出，泰國曼谷為亞洲演

出的第一站，十場公演，座無虛席，泰國報紙媒體大篇幅報導180。該舞台劇不但

跨越國界，也打破了科學與藝術的藩籬，將硬邦邦的機器人注入生命與靈魂，探

討生死的定義，思考人與機器人之間的關係，並透過詩歌朗誦啟發觀眾思考恐怖

主義與核能問題181，成功引發國際性話題，在舞台劇業界中掀起一陣狂潮。 

SPIRITUTAINMENT 展由來自不同宗教信仰的多國藝術家攜手合作。根據研究

資料顯示，看似不相容的宗教與娛樂關係十分密切，儘管有些宗教信仰認為它們

的精神正經肅穆，仍然不能否定娛樂在宗教活動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這些藝

術家藉由作品展示，讓觀眾反思宗教傳統與娛樂的關聯性182。2011 適逢已故國

際知名導演黑澤明冥辰一百周年，該年日本電影祭放送 25 部黑澤明導演執導的

電影，並且安排泰國導演分享在電影製作上如何受到黑澤明啟發183。字體排版隨

著網際網路的發達，在生活中被廣泛應用。有鑑於字體在品牌文化或視覺傳達上

的重要性，加上之前首度舉辦就有超過 250 位民眾熱烈參與，顯現出對字文排版

學的高度興趣，泰國籍的品牌研究專家與圖像藝術家以及來自東南亞其他國家的

藝術工作者紛紛向主辦單位表示想要了解更多關於字體排版的資訊，因此國際交

流基金此次與德國哥德學院合作，於曼谷再次舉行國際字文排版學研討會

Bangkok International Typographic Symposium。將來想從事藝術設計工作的學生

                                                     
179

 “The bitter-sweetness in a “Melody Cup”,”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01006.php>(Oct 6, 2010). 
180

 “Android-Human Theater "Sayonara" Asian Premiere (outside Japan),”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11104.php>(Nov 4, 2011). 
181

 “Sayonara Film Project,” INDIEGOGO, 

<https://www.indiegogo.com/projects/sayonara-film-project>(Dec 16, 2011). 
182

 “SPIRITUTAINMENT,”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10322.php>(Mar 22, 2011). 
183

 “Japanese Film Festival 2011 "Akira Kurosawa Centennial Retrospective",”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01222.php> (Dec 22, 2010).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01006.php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11104.php%3e(Nov
https://www.indiegogo.com/projects/sayonara-film-project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10322.php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01222.php%3e%20(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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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報名參加字文排版工作室184。 

    2011 年 8 月中旬，豪雨攻擊泰國南部地區，一直綿延至 9 月底尚未停歇，

10 月中旬雨水氾濫成災的情況惡化至最高點，因而演變成超過半世紀來最嚴重

的洪災，總計這次水患持續的時間長達近四個月，淹沒的土地超過六萬平方公里，

約占泰國國土面積 12%，同時導致逾六百人因這場水患喪命。由於持續時間達罕

見的四個月，對泰國經濟造成嚴重衝擊，導致第四季的經濟衰退達 9.0%，同時

也影響供應至日本的零組件出口185。位在環太平洋地震帶上的日本，隨時受到地

震、海嘯以及火山的威脅，造就日本人精湛的防災技術，包括防震結構，以及不

受災害影響的供電設備，在 2011 年的 311 大地震後，這方面的發展，更是受到

高度重視。天災不可預期，但希望藉由講座、展覽等形式，將日本不斷進步的防

災知識與科技順利傳達給泰國，政府能夠盡速改善防災設備，人民獲取更多關於

災害的最新知識，提高警覺性，居安思危，平時做好充分的應變措施，將傷亡人

數降到最低。因此 2012 年的交流活動多以「防災」為主題，如：災害防治設計

展186、防災講座187、防災郵票設計工作室188等，與泰國政府機關與泰國創意設計

中心(Thailand Creative Design Center)合作，從軟性的藝術作品，傳達防災意識，

並藉此修正民眾對於災害防治並非只是政府責任，同時參考日本如何將創造力運

用在防災設施的設計上，當天災發生時能夠即時發揮最大效果。 

    2013 年，日本建築師與泰國創意設計中心共同舉辦「曼谷建築模型展189」。

這次的展覽不再是將日本文化單向地介紹給泰國民眾，相反地，以日本建築專家

                                                     
184

 “Alliance Francaise to hold BITS 2012 (Bangkok International Typographic Symposium 2012),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10924.php>(Sep 24, 

2011). 
185 張曉茹，「泰國水患的衝擊及後續因應對策」，國際經濟情勢雙週報，第 1754 期(2012 年 5 月

10 日)，頁 5-17。 
186

 “地震 ITSUMO,”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20918.php>(Sep 18, 2012). 
187

 “Commemorative Lecture "Disaster Preparedness Project expanded by Dynamic of Design and 

Art",”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21031.php>(Oct 

31, 2012). 
188

 “Mini Workshop BOSAI Stamp Rally,”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2103101.php>(Oct 31, 2012). 
189

 “LIFE OF TERADAMOKEI,”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30701.php>(Jul 1, 2013).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10924.php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20918.php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21031.php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2103101.php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307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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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視角，觀察曼谷特有的建築物結構與嘟嘟車、摩托車等交通工具，將其所看到

的做成一個個小巧模型，當地民眾能透過展覽了解日本人對於泰國文化的哪些部

分感興趣。這是日本跳脫主導位置，開始想去了解對方文化的一個典型活動。除

此之外，從 2013 年到 2014 年，連續兩年舉辦 3D 媒體藝術展
190
，以目前最新穎

的 3D 技術呈現現實扭曲(reality distortion field)的影像作品。該活動是為了慶祝

日本與東協友好四十週年紀念，因此與泰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

越南等六國的藝術家合作，在曼谷、雅加達、吉隆坡與馬尼拉巡迴展出。「數位

模擬」也是該年度交流的重點方向之一。經由數位模擬作品展與工作室體驗，探

究數位與類比的運用關係
191。此外，所有展覽中最為亮眼的則是出自四位泰國設

計師之手的日本和紙圖形設計展
192
。如同去年「曼谷建築模型展」的屬性，日本

人不只是專注於自己國家的文化，而是更進一步從旁觀者角度觀察泰國的生活點

滴，以外國人的視角詮釋泰國的建築結構與觀點。反之亦然，泰國設計師不再處

於被動接受日本文化的位置，而是秉持著主動出擊的態度，將自身的專業知識與

設計長才與日本的和紙結合，在日泰文化的衝擊中激盪出前所未有的和紙設計作

品。近幾年的交流活動中，像這樣從彼此文化中擷取新元素，勾勒出新風格的形

式越來越頻繁。  

    泰國的文化藝術交流活動中值得一提的是工作室活動的多樣性。一般而言，

如果泰國人民對日本的認知未達一定程度，國際交流基金會加強所謂的間接型交

流的活動，透過展覽或電影祭等大型活動能夠激發人民對日本文化的認識，只有

在彼此熟稔之後，偏向體驗性質、近距離接觸的工作室體驗才會增加。而從活動

主題中可以發現，除了一般日本節慶如七夕祭典、盂蘭盆舞的體驗之外，更引進

如文樂人偶、岩槻人形等日本早期的傳統藝術型態，認為泰國人民對於日本文化

                                                     
190

 “THE 40TH YEAR OF ASEAN-JAPAN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Media/Art Kitchen 

- Reality Distortion Field Exhibition (Bangkok),”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30705.php>(Jul 5, 2013). 
191

 “GRAPHIC PASSPORT IN BANGKOK,”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40403.php>(Apr 3, 2014). 
192

 “"Nobori X Thaijin" @SALT - Japanese Traditional Paper X Graphic Design,”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40828.php>(Aug 28, 2014).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30705.php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40403.php
http://www.jfbkk.or.th/art_culture_20140828.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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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吸收能夠更進一步，同時也足以看出長久以來推動文化藝術交流的成果。國際

交流基金曼谷日本文化中心除了舉辦直接型與間接型交流活動之外，自 1999 年

開始在中心內部設立電影室，根據每個月設定的主題播放具有日本傳統文化代表

性的經典之作或是近期賣座的新作
193
，附上泰語字幕，開放給民眾免費觀賞，藉

由影像的傳遞，讓日本文化更貼近人心。 

 

 

 

 

 

 

 

 

 

 

 

 

 

 

 

 

 

 

 

                                                     
193 JF Theatre, JAPAN FOUNDATION, BANGKOK, <http://www.jfbkk.or.th/jftheatre.php>(Jul 26, 

2015). 

http://www.jfbkk.or.th/jftheatr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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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本對泰國之日本研究與知識交流 

    日本研究與知識對話需要高度的對日理解知識與專業知日人才，國際交流基

金對於「國際文化交流」有一定的階段性步驟，首先是利用各種活動場合或契約

簽訂來強化日本在他國的存在感，等到他國國民對於日本有一定的印象但還未必

理解時，再推動文化藝術方面的單方面交流與雙向性合作，透過交流與當地人民

有更一步的接觸，了解他們對日本的印象，並加以修正。對異國文化片面上的理

解不難，只要積極參與相關活動，或收看文化放送節目，時間一久就會產生一定

的認識，但要深入了解卻不容易，唯有透過外語學習，才能走近文化核心，走進

他們的生活。因此，在推動文化藝術交流的後期，日語教育的推廣與日語老師的

派遣也同時進行。學習日語除了能夠了解大眾文化與傳統藝術的精髓，對於日本

社會有興趣的人士也讓自己具備閱讀原文書的能力，直接取得第一手資訊，故日

本研究與知識對話則擺在最後階段
194。 

    日本與泰國的交流雖然可追溯到四百年前的阿育達王朝，經濟關係的發展起

源於二十世紀初期，兩國往來非常早，且二次大戰期間與戰後，日本與泰國的外

交關係比起其他亞洲國家更加緊密，但是日本研究則到了 1970 年代才起步，以

下學生將分別介紹日本在泰國進行日本研究與知識對話的現況195。 

一、日本研究 

    1960 年代，日製商品大量流入泰國市場，引起相當大的反彈，當地人民主

張經濟獨立主義，1972 年發起拒買日本商品的活動，1974 年田中角榮訪泰遭到

前所未有的反日暴動。反日原因來自日製商品過於氾濫及對日貿易進出口不平衡，

但是來自日本高額的經濟援助日本企業進駐所提供的工作機會，讓泰國人民有所

顧忌。當時「哆啦 A 夢」、「大奧」、「阿信」等膾炙人口的電視節目強力放送，

吸引泰國大批觀眾的目光，小孩特別愛看卡通與時代劇，與鄰居玩耍時便會拿起

                                                     
194

 資料來自研究者於 2014 年 3 月 5 日赴國際交流基金東京本部訪談時職員給予的紙本資料。 
195 年報平成 25 (2013)年度日本研究と知的交流、国際交流基金、2014 年 10 月，

http://www.jpf.go.jp/j/about/outline/result/ar/2013/pdf/dl/ar2013_04.pdf。 

http://www.jpf.go.jp/j/about/outline/result/ar/2013/pdf/dl/ar2013_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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棍子模仿劇中的打鬥場景，因此招致惡評，部分泰國家長認為日本節目中出現以

劍道、忍術攻擊別人的行為，在長時間放送之下影響了孩子的身心發展與價值觀，

是種「文化的帝國主義196」。然而有些人則認為日本節目傳達了忠誠、上進心，

以及自我修養的養成，並非只有負面衝擊。因此，反日情緒沒有繼續延燒，在電

視節目的推波助瀾之下，泰國掀起一陣日語學習熱潮。日語學習課程的開授始於

1965 年，而日本社會科學的研究較晚，直到 1970 年代才興起這股熱潮197，而日

本研究又可分為支援日本研究機關、支援海外日本研究人員、以及促進日本研究

網絡成形三大部分。 

(一) 支援日本研究機關 

    支援日本研究機關是指協助海外各國各個區域中設有日本研究的大學課程、

研究中心或其他研究機構等據點，強化海外日本研究的基礎，協助培養專業人才。

支援的內容包含了解各據點的需求、擴充教職員、增加研究交流與國際會議的次

數、訪日研修、書籍整備與出版的經費補助、客座教授的派遣等198。 

目前泰國的日本研究機關以四所重點大學為主，分別是泰國農業大學、朱拉隆功

大學、泰國國立法政大學、以及泰北的清邁大學199。1984 年，被稱為「反日貨

活動發源地」的泰國農業大學，校內研究團體設立了「泰日研究計畫」，與朱拉

隆功大學亞洲研究院合作，以共同關心的議題為主題，舉辦演說或研討會，不論

是泰國人或日本人均可參與200。農業大學的研究計畫可說是泰國高等教育機關對

日本研究的濫觴，校內的社會學系中日本研究學者不少，但當時校方卻沒有興起

成立研究中心的構想。最先成立日本研究中心的是朱拉隆功大學。日本研究中心

在文學院成立，教授日語、日本文學，與日本文化，並於 1984 年在政治系成立

                                                     
196国際交流基金編、東南アジアとの対話：文化交流をめぐって(東京：国際交流基金、1977)、

79-80 ページ。 
197疋田正博、「タイにおける日本研究」、日本研究、第 10 卷(1994 年)、43 ページ。 
198年報平成 25 (2013)年度日本研究と知的交流、国際交流基金、2014 年 10 月、

http://www.jpf.go.jp/j/about/outline/result/ar/2013/pdf/dl/ar2013_04.pdf。 
199年報平成 24 (2012)年度-日本研究・知的交流事業概観、国際交流基金、2013 年 10 月、

http://www.jpf.go.jp/j/about/outline/result/ar/2012/pdf/dl/ar2012-s03.pdf。 
200国際交流基金編、東南アジアとの対話：文化交流をめぐって(東京：国際交流基金、1977)、

84 ページ。 

http://www.jpf.go.jp/j/about/outline/result/ar/2013/pdf/dl/ar2013_04.pdf
http://www.jpf.go.jp/j/about/outline/result/ar/2012/pdf/dl/ar2012-s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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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研究院，設立「泰日研究計畫」，1988 年成立碩士研究所。1985 年，泰國國

立法政大學在新校區成立「東亞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作為日本研究的全國性

交流據點。對此日本投入 11.5 億日圓資金，協助興建研究大樓，該研究中心不

僅限於學校師生使用，而是開放給所有進行日本研究人員作為一個完整的情報研

究中心201。清邁大學是泰國北部推行日本教育與日本研究的重要據點。以往日本

研究推廣的重心以南部的曼谷為主，泰北地區的推行速度相對緩慢，到 1987 年

才開設日語專攻課程。2007 年，校方獲得來自日本政府的「草根文化無償」資

金援助，在人文學部設立了日本研究中心，於 2008 年開始運作。2013 年開設日

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
202，培育更多知日人才。為了讓大家能夠善加利用研究中心，

內部書籍資源的擴充為首要之務。因此，國際交流基金於 2004 年至 2006 年之三

年間，針對重要研究機關推動「圖書贈與203」短期計畫(參照表 3-3)。 

[表 3-3] 2004 年至 2006 年，國際交流基金對泰國進行「圖書贈與」之大學204 

2004 NaresuanUniversity 人文學部日本學科 

 Burapha University 人文社會學部 

 Prince of Songkla University 宋卡王子大學人文社會學部東洋語言學系 

2006 泰國國立法政大學教養學部日本專攻碩士學程 

 朱拉隆功大學文學部日語系 

註：參酌國際交流基金官網，研究者自行整理。 

    除了提供資金協助研究中心興建等硬體之外，國際交流基金也不定期派遣日

本的專家學者赴泰開授課程或舉行專題演說。2013 年，在泰國朱拉隆功大學日

本語與日本文學專攻碩士學程的研究生開設日本近代文學的課程，授課老師為日

                                                     
201疋田正博、「タイにおける日本研究」、日本研究、第 10 卷(1994 年)、44-46 ページ。 
202沿革、チェンマイ大学人文学部日本研究センター、2015 年 3 月 17 日、

http://cmujpsc.blogspot.tw/p/blog-page_16.html。 
203図書寄贈プログラム、国際交流基金、2015 年 3 月 17 日、

http://www.jpf.go.jp/j/intel/study/support/lsp/index.html。 
204図書寄贈プログラム 平成 16(2004)年度寄贈先一覧 / アジア、国際交流基金、2015 年 3 月

17 日、http://www.jpf.go.jp/j/intel/study/support/lsp/16/asia.html#02。 

http://cmujpsc.blogspot.tw/p/blog-page_16.html
http://www.jpf.go.jp/j/intel/study/support/lsp/index.html
http://www.jpf.go.jp/j/intel/study/support/lsp/16/asia.html#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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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派遣的客座教授。授課內容分別採用谷崎潤一郎與村上春樹的文學作品為講義。

由於都市已成為近代文學作品最常描寫的場景，因此教授透過谷崎潤一郎的作品，

以都市空間無所不在的消費文化觀點進行導讀，並進一步分析日本近代社會與近

代文學，而後再以日本的東京與關西地區作為比較主體，深入探討東京與關西地

區兩大都市空間的異同，最後則以「村上春樹與 1980 年代-年輕美國人」(「村

上春樹と 1980 年代ー若者たちのアメリカー」)為題，舉行特別座談會205，將比

較文學的視野拉到海外。 

(二) 支援海外日本研究人員 

    支援海外日本研究人員，顧名思義，就是針對海外的日本研究人員或研究生，

提供短期赴日尋找資料或進行田野調查的研究獎學金。另外，如果研究主題與人

文科學或社會科學兩大領域相關，國際交流基金設有經費讓碩士學程的研究生赴

日兩周找研究資料或訪談學者與專家，如果想在日本停留兩周以上，有另外提供

短期赴日與長期居留兩種獎學金，也有專門為博士生所設的獎學金制度206。 

    日本研究初期，指導研究員的泰國籍教授多留學歐美，社會學的研究多採用

西方理論與手法，因此第一代的研究者多以歐美的對日觀點為基礎，配合手邊有

限的資料進行研究。後來的第二代研究者因為國內研究制度發展較為成熟，加上

環境改變，出國變得容易，所以赴日留學的研究者人數攀升，在日本留學期間接

受正統的日本教授指導，取得更多一手的日語原文書與參考文獻。無法出國留學

的研究員，則透過國內漸趨成熟的日語教育，培養聽說讀寫能力，善用國內有限

的日語原文資料。第二代以後的研究者不再以歐美的對日觀點為參考樣本，而是

親身體驗日本社會文化，直接接觸日本的學術研究方法，對於日本社會科學的研

究能夠排除歐美理論的影響，做出更貼近現實的研究結果207。 

                                                     
205 2013 年度年報-海外の日本研究の促進、国際交流基金、2015 年 3 月 17 日、

https://www.jpf.go.jp/j/about/outline/result/ar/2013/html/04_02.html。 
206
年報平成 25 (2013)年度日本研究と知的交流、国際交流基金、2014 年 10 月、

http://www.jpf.go.jp/j/about/outline/result/ar/2013/pdf/dl/ar2013_04.pdf。 
207疋田正博、「タイにおける日本研究」、日本研究、第 10 卷(1994 年)、43-44 ページ。 

https://www.jpf.go.jp/j/about/outline/result/ar/2013/html/04_02.html
http://www.jpf.go.jp/j/about/outline/result/ar/2013/pdf/dl/ar2013_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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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之所以在 1970 年代始開啟所謂的日本研究風氣，與先前高漲的反日情

結密不可分。一開始，泰國日本研究人員的題目主要從「經濟獨立主義」的立場

出發，評論日本的東南亞政策與經濟入侵手法，帶著高度批判的意味，而後主題

逐漸走向多元，在 1980 年代集大成。 

[表 3-4] 1981-1983 泰國的日本研究主題與篇數整理 

研究主題 篇數 

農業、經濟、通商、貿易、技術援助 207 

政治、軍事、國際關係 121 

教育 12 

生活習慣、社會情勢、社會問題 65 

歷史 49 

日語 22 

旅遊、觀光 5 

宗教 3 

防身術(柔道、空手道、忍術) 7 

傳記 8 

文學、戲曲 6 

科學技術 42 

藝術、傳統工藝 36 

其他(偉人思想、警察制度等) 55 

註：參酌「1981-1983 泰國研究者執筆或發行之日本研究相關文獻一覽表208」，研

究者自行整理。 

[表 3-5] 2001-2014 泰國的日本研究主題與篇數整理209 

研究主題 篇數 

經濟、通商、貿易 1 

政治、軍事、國際關係 4 

教育 1 

日語 6 

宗教 1 

文學、歌謠 10 

                                                     
208
疋田正博、「タイにおける日本研究」、日本研究、第 10 卷(1994 年)、44 ページ。 

209日本研究フェローシップ、国際交流基金、2015 年 3 月 17 日、

http://www.jpf.go.jp/j/intel/study/fellowship/index.html。 

http://www.jpf.go.jp/j/intel/study/fellowshi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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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設計、傳統工藝 3 

日本文化 3 

其他(性別問題、環境保護等) 4 

註：參酌國際交流基金官方網站資料，研究者自行整理。 

    比較表 3-4 與表 3-5，可明顯發現研究篇數的落差非常大。研究者認為表 3-4

的篇數統計，除了國際交流基金援助企劃下的日本研究之外，亦包含外務省、日

本貿易振興協會等日泰交流機構所推行的研究論文，數量才會如此龐大。而表

3-5 則是國際交流基金官方網站提供的資料，相較於表 3-5 的研究論文，數量驟

減，主要是因為表 3-5 的論文研究者受到國際交流基金的協助，因此在國際交流

基金網站上有所紀錄，但並未收錄外務省或日本貿易振興協會等其他機構所資助

的研究論文，因此兩相比較之下才有如此大的數量差距。有鑑於此，研究者僅就

研究數量最多的領域進行說明，篇數的比較不列入考量。 

    由表 3-4 可以看出，1980 年代，泰國的研究員在「農業、經濟、通商、貿易、

技術援助」與「政治、軍事、國際關係」方面所發表的研究多達百篇以上，「生

活習慣、社會情勢、社會問題」居第三位。對於素有「稻米之國」美稱的泰國來

說，國內的稻米生產技術一旦提升，改善品質，增加產量，對於國人的飲食乃至

國家經濟會產生很重大的影響，因此想要更加了解日本農業發展及技術援助是無

可厚非。然而經濟、通商、國際關係等則偏向由政府主導的國家制度之研究。國

內的這些機制都存在但不甚完備，而當時日本已是亞洲當中發展最為成熟的國家，

社會制度較為完善，以此為參考之餘，也有研究者對於富裕的日本社會是否衍生

社會問題等產生興趣。總括來說，1980 年代的日本研究主要以國家社會制度之

探討為優先考量，相對富裕成熟日本被視為一參考或模仿的對象，改善泰國現存

制度的不足，滿足國人在食衣住行上的基本需求。因此研究偏向產業、經濟、政

治，對於日本文學或歷史著墨不多。 

    表 3-5 顯示，2001-2014 年的研究主題以「日本文學與音樂歌謠」及「日語」

最多。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文學的研究並非單純的文學理論分析，是以討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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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男女雛型與性別意識為主，如：2002年「戰後女性作家所描繪的女性問題210」、

2005 年「大江健三郎作品中女性角色的轉換211」、2012 年「夏目漱石作品中的青

年角色之研究212」。相較於 1980 年代偏向國家體制與社會制度的研究，二十一世

紀以來「日本美學」受到關注，時尚設計及傳統藝術的發展因此成為研究主題之

一。此外，泰國人也開始研究文明發展過程中所衍生的社會現象，如：都市再造、

企業的社會責任、環境汙染等。從研究主題的些微轉變中可得知，泰國的日本研

究走過了 1980 年代的「食衣住行」導向，在國家發展及人民生活普遍得以獲得

滿足之下，現在則是偏向「育樂」路線，吃飽穿暖之餘，開始注重生活美感，性

別與環保意識抬頭，促使研究者思考更深層的社會問題，以日本與泰國做比較，

向已開發國家學習更完善的技術與方法。 

(三) 促進日本研究網絡成形 

    協助將散落海外各地的日本研究人員，以國家或區域為單位進行整合，形成

一個完整的網絡，方便學術交流，加速海外日本研究的發展，是日本研究的最終

目的。國際交流基金自 2006 年開始，集結全國各地的日本研究學者，在泰國舉

行一年一度的日本研究網絡，前來參加首次研究會的日本研究學者超過百位213。 

    日本研究發展初期，泰國並沒有像「日本學會」一樣的研究者組織，當時的

研究者不多，主要的研究中心就在先前所提到的四所大學，畢業後要交流較為容

易，後來發行了「泰日研究」之雜誌，1979 年特別由泰國的社會科學協會與國

際交流基金共同出刊，而後的雜誌編輯工作則委任泰國國立法政大學的日本研究

中心負責，不論是雜誌文章的作者或是後續的編輯都是出自泰國研究員之手，是

日本研究在泰國的一項指標性刊物。國際交流基金雖不是發行機構，也對於雜誌

                                                     
210 平成 14(2002)年度 日本研究フェロー一覧、国際交流基金、2015 年 3 月 17 日、

http://www.jpf.go.jp/j/intel/study/fellowship/2002.html 。 
211 平成 17(2005)年度 日本研究フェロー一覧、国際交流基金、2015 年 3 月 17 日、

http://www.jpf.go.jp/j/intel/study/fellowship/2005.html 。 
212 平成 24(2012)年度 日本研究 フェロー一覧（アジア地域）、国際交流基金、2015 年 3 月 17

日、http://www.jpf.go.jp/j/intel/study/fellowship/pdf/Asia_2012.pdf 。 
213年報平成 19(2007)年度-アジアと大洋洲、国際交流基金、2015 年 3 月 17 日、

http://www.jpf.go.jp/j/about/outline/result/ar/2007/img/ar2007-06-01.pdf。 

http://www.jpf.go.jp/j/intel/study/fellowship/2002.html
http://www.jpf.go.jp/j/intel/study/fellowship/2005.html
http://www.jpf.go.jp/j/intel/study/fellowship/pdf/Asia_2012.pdf
http://www.jpf.go.jp/j/about/outline/result/ar/2007/img/ar2007-06-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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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經費提供長期補助與支援。另外，朱拉隆功大學亞洲學研究所也出版研究

學刊「Asian Review」與「Asian Study
214」，內容也會出現泰國法政大學研究員的

日本研究文章，不同學校之間會互相交流，密切聯絡可截長補短，填補資料的不

足。然而近年來，由於中國與韓國崛起，東南亞地區的東協亟欲加速整合，出現

在學刊上的日本研究相關文章篇數逐年下滑，中國與東協相關的研究取而代之。

清邁大學人文學部日本研究中心則有出版年刊「JAPONICA」、「日本地理」、「日

本概說」等刊物與教科書215。 

二、知識交流 

    知識交流以「強化知識對話與對海外的發信力」與「人才培育」為目標，是

以日本及各國所關心的議題作為共同主題進行跨國對話與交流，藉此提升日本對

外的發信力與其他國家的相互理解，促進日本在知識層面上能做的國際貢獻。活

動內容包含舉行國際會議或學術研討會、專業人員的派遣與招募等。此外，協助

日本與海外進行兩國、多國，甚至區域性之間人民或年輕族群的對話，以達到人

才培育的目的。對於與日本交流機會較少的地區，國際交流基金也另外提供獎學

金，協助該地區的日本研究人員赴日進行研究或調查216。 

[表 3-6]2000-2014 國際交流基金在泰國舉辦之研討會議一覽 

年份 研討會/論壇/工作室的主題 

2000 1960-1980 年代後期日美之間金融與經濟發展對東亞的影響
217 

2001 世界經濟復甦之路-日本的責任為何218 

2002 沖繩與亞洲之間長久關係之建構219 

2003 日本與東協：走向永續發展的合作關係220 

                                                     
214疋田正博、「タイにおける日本研究」、日本研究、第 10 卷(1994 年)、46 ページ。 
215
ผ ง   ิช     / 研究成果・出版 / Publications、チェンマイ大学人文学部日本研究センター、

2015 年 3 月 3 日、http://cmujpsc.blogspot.tw/p/blog-page_31.html。 
216年報 平成 25 (2013)年度-日本研究と知的交流、国際交流基金、2015 年 3 月 17 日、

http://www.jpf.go.jp/j/about/outline/result/ar/2013/pdf/dl/ar2013_04.pdf 。 
217

 “Grants Database,” JAPAN FOUNDATION, 

<http://www.jpf.go.jp/e/intel/exchange/support/2000.html#southeastasia>(Mar 12, 2015). 
218

 “Grants Database,” JAPAN FOUNDATION, 

<http://www.jpf.go.jp/e/intel/exchange/support/2001.html#southeastasia>(Mar 12, 2015). 
219

 “Grants Database,” JAPAN FOUNDATION, 

<http://www.jpf.go.jp/e/intel/exchange/support/2002.html>(Mar 12, 2015). 

http://cmujpsc.blogspot.tw/p/blog-page_31.html
http://www.jpf.go.jp/j/about/outline/result/ar/2013/pdf/dl/ar2013_04.pdf
http://www.jpf.go.jp/e/intel/exchange/support/2000.html#southeastasia
http://www.jpf.go.jp/e/intel/exchange/support/2001.html#southeastasia
http://www.jpf.go.jp/e/intel/exchange/support/20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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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911 恐怖攻擊之後日本對東南亞的安全保障政策221 

2005 泰國社會福利制度之研究222 

2006 日本語教育暨日本研究連續研討會223 

2007 智慧財產權知識教育講座-以東協人民為對象224 

東南亞地區之農村面臨全球化的競爭力問題 

日本政治勢力急速更迭對東亞造成的衝擊 

日本與泰國未來發展：建立信賴夥伴關係 

2008 東南亞高等教育國際會議225 

日本水俁市經驗交流：社區再造與環境重生 

2009 湄公河流域經濟統合對當地居民與少數民族之影響226 

亞洲演劇論壇：湄公藝術之開發 

國際工作室：性別、外籍勞工、公民權益 

國際研討會：湄公河流域之文化多樣性 

舊鎮再造 

環境正義-學習日本經驗 

日本工藝技術：江戶時代的文化與科技 

日本與湄公河流域裁縫文化之比較 

2010 國際工作室：「大學」之社會責任及其存續性227 

青少年教育促進會議：氣候變遷之因應對策 

東亞區域秩序變化下的日本與泰國 

日本-泰國-湄公河流域之關係再考 

2011 國際會議：邁向幸福社會之路-所得分配之探討228 

國際會議：近代化現場-貿易、殖民主義、民族主義與亞洲 

各都市的變遷 

                                                                                                                                                      
220

 “Grants Database,” JAPAN FOUNDATION, 

<http://www.jpf.go.jp/e/intel/exchange/support/2003.html#southeastasia>(Mar 12, 2015). 
221

 “Grants Database,” JAPAN FOUNDATION, 

<http://www.jpf.go.jp/e/intel/exchange/support/2004.html#southeastasia>(Mar 12, 2015). 
222

 “Grants Database,” JAPAN FOUNDATION, 

<http://www.jpf.go.jp/e/intel/exchange/support/2005.html#southeastasia>(Mar 12, 2015). 
223

 “Grants Database,” JAPAN FOUNDATION, 

<http://www.jpf.go.jp/e/intel/exchange/support/2006.html#southeastasia>(Mar 12, 2015). 
224平成 19(2007)年度 知的交流会議助成プログラム 助成対象事業一覧、国際交流基金、2015

年 3 月 12 日、http://www.jpf.go.jp/j/intel/exchange/support/2007.html#southeastasia 。 
225平成 20(2008)年度 知的交流会議助成プログラム 助成対象事業一覧、国際交流基金、2015

年 3 月 12 日、http://www.jpf.go.jp/j/intel/exchange/support/2008.html#southeastasia 。 
226平成 21(2009)年度 知的交流会議助成プログラム 助成対象事業一覧、国際交流基金、2015

年 3 月 12 日、http://www.jpf.go.jp/j/intel/exchange/support/2009.html#southeastasia 。 
227 平成 22(2010)年度 知的交流会議助成プログラム 助成対象事業一覧、国際交流基金、2015

年 3 月 12 日、http://www.jpf.go.jp/j/intel/exchange/support/2010.html#southeastasia 。 
228平成 23(2011)年度 知的交流会議助成プログラム 助成対象事業一覧、国際交流基金、2015

年 3 月 12 日、http://www.jpf.go.jp/j/intel/exchange/support/2011.html#southeastasia 。 

http://www.jpf.go.jp/e/intel/exchange/support/2003.html#southeastasia
http://www.jpf.go.jp/e/intel/exchange/support/2004.html#southeastasia
http://www.jpf.go.jp/e/intel/exchange/support/2005.html#southeastasia
http://www.jpf.go.jp/e/intel/exchange/support/2006.html#southeastasia
http://www.jpf.go.jp/j/intel/exchange/support/2007.html#southeastasia
http://www.jpf.go.jp/j/intel/exchange/support/2008.html#southeastasia
http://www.jpf.go.jp/j/intel/exchange/support/2009.html#southeastasia
http://www.jpf.go.jp/j/intel/exchange/support/2010.html#southeastasia
http://www.jpf.go.jp/j/intel/exchange/support/2011.html#southeast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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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術研討會：東亞地區跨文化與管理 

全球化時代日本面臨的外來移民問題 

日本文學史之探討：從奈良時代到江戶時代 

日本文學之泰國文化指標意義 

2012 日本與東協各國高齡者與弱勢族群之災害風險減輕對策229 

日本與泰國之防災經驗談 

國際研討會：區域合作-創造亞洲永久續航力 

2013 國際會議：文化遺產與防災230 

國際工作室：大學的社會責任-以創造全民健康的社會為目標 

2014 手工設計愛地球企劃-透過設計理解防災 

註：參酌國際交流基金官網，研究者自行整理。 

    日本與泰國的知識交流從 1980 年開始，由於知識交流的門檻較高，雙方相

互了解的程度以及語言能力必須達到一定水準，才能進一步討論交流模式或進行

專業人才培育工作，因此直至 2000 年以後才蓬勃發展。從表 3-6 可推知，知識

交流多以研討會、論壇、工作室的形式呈現，國際級大型會議不在少數，反觀國

際交流基金與泰國的學術研究機關合辦的研究活動並不活絡。會議主題大多以區

域研究為主。泰國因為歷史因素，能夠坦然接受並理解日本文化，加上國內經濟

迅速發展，社會制度相較鄰近國家成熟，在東南亞諸國中，泰國稱得上較為對等

的夥伴，因此會議的題材層級幾乎是跳脫國家、走向區域性議題甚至全球性的危

機，由此可以反映出泰國近年來與日本之政治外交關係相當穩固，無須再三討論。

泰國對於自身存在的亞洲、東亞、東協、湄公河流域關注提升，但以鄰近國家為

研究對象的論壇屈指可數。此外，以日本為對象的研究不再關注日本國內的政治、

經濟、貿易等主流性層面，而是轉向社會福利政策、性別角色、外籍勞工與移民、

國民所得分配等與人民息息相關的權益議題。 

 

 

 

                                                     
229平成 24(2012)年度 知的交流会議助成プログラム 助成対象事業一覧、国際交流基金、2015

年 3 月 12 日、http://www.jpf.go.jp/j/intel/exchange/support/2012.html#southeastasia 。 
230平成 25(2013)年度 知的交流会議助成プログラム 助成対象事業一覧、国際交流基金、2015

年 3 月 12 日、http://www.jpf.go.jp/j/intel/exchange/support/2013.html#southeastasia 。 

http://www.jpf.go.jp/j/intel/exchange/support/2012.html#southeastasia
http://www.jpf.go.jp/j/intel/exchange/support/2013.html#southeast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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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關於國際交流基金對泰國所推行的文化藝術交流與日本研究，有學者認為日

本在泰國的文化交流充分尊重泰國文化，在對泰國歷史、政治、經濟、社會與文

化充分了解的基礎上，通過政府援助、企業支援，以及大眾流行文化輸出等作法，

貫徹了從政府到民間，從經濟到文化的建設路線，牢牢抓住其中的關鍵點，同時

不忽略其他任何細節因素，最終扭轉泰國對日本的印象，讓日本文化順利滲透到

人民生活的各個角落，可說是國際文化交流中一個相當成功的典範231。 

    不可否認經過長期往來，日本對於泰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層面有一定程

度的了解，但研究者認為日本對泰國進行文化交流最初的目的在於壓低反日情緒，

如果當初泰國人沒有反動，日本是否如此快速展開文化交流與日本研究的實行，

不得而知。所謂貫徹「從政府到民間，從經濟到文化」的路線，算是面臨反日暴

動的衝擊之下不得不轉換的跑道。開發程度與社會結構不同導致思考模式的差異，

日本特別強調上下關係，屬於固定型的縱向社會，泰國則是個人意識強烈的橫向

社會
232。派遣至泰國的日本企業員工對於尚處開發中的泰國，態度難免高傲，在

職場不會跟泰國員工交流，而泰國人因此更加認定日本以文化交流之名，行經濟

壓榨之實，並非真心與泰國對等交流233。 

    時至今日，走過初期的磨合與猜疑，除了政府與企業會從旁協助國際交流基

金以及其他機構舉辦活動之外，人民也從被動接受日本資訊，轉為積極主動參與

交流活動與年度盛事。國際交流基金曼谷日本文化中心人員表示，近年來泰國人

民對於交流活動很有想法，如有想觀賞的電影或書籍，或是想要更深入了解某方

面的藝術相關知識，希望能夠成立工作室，都會直接致電員工，表達他們的需求。

此外，由於對泰國的文化交流發展成熟，人民普遍接受度很高，國際交流基金會

依據各區域的交流情形進行不同程度的活動內容。如圖 3-1 所示，大都市是重點

                                                     
231林志亮、陳碧蘭，「日本在泰國軟實力構建的關鍵性因素分析」，東南亞研究，第 4 期(2013 年

6 月)，頁 44-45。 
232国際交流基金編、東南アジアとの対話：文化交流をめぐって(東京：国際交流基金、1977)、

79 ページ。 
233同上、81-82 ページ。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8 
 

推廣的地區，因此在曼谷等南部一帶舉行茶道或花道等傳統藝術工作室，通常會

提高難度，不再只是講解基本知識，而是引進不同流派，讓參與者對該領域有更

進階的認識，反觀北部與東北部地區的交流發展較緩慢，還是以基礎推廣為優先，

再循序漸進
234
。 

 

[圖 3-1] 日本文化藝術交流在泰國不同區域發展之示意圖。 

註：研究者自製。 

    從活動主導權、活動內容、以及交流型態看出國際交流基金在泰國推行國際

文化交流的轉變及特色。活動主導權由最初的日本單向主導到日泰共同合作。

2003 年到 2006 年235期間，與泰國的交流目標在於「推動新舊融合、兼容並蓄的

文化藝術交流與市民交流」，仍以日本文化為單一重點。2006 年後，隨著彼此的

熟稔度上升，開始出現將日本文化融合泰國元素，在藝術設計、流行時尚等大眾

文化上呈現所謂「亞洲新時代文化」的創新理念。2012 年後則出現日本人以泰

國建築風格為主題開設的展覽，反之也有泰國設計師利用日本和紙進行圖形設計

的作品展，發展出一套新型模式，跳脫雙方文化的融合，以「外國人」的觀點客

                                                     
234 資料為 2014年 3月 5日研究者訪問國際交流基金東京本部亞洲交流特別事業部職員所取得之

內容。 
235 研究者在國際交流基金年度計劃書僅找到 2003 年開始的相關資料，因此以 2003 年為起始

年。 

北部與東北部地
區的日本交流推
動時間較晚，發
展緩慢，仍以基
礎知識推廣為主。 

以曼谷為中心的
鄰近都會區接觸
日本文化已久，
現階段推廣較為
深入、進階的文
化藝術探討。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9 
 

觀表達對方的文化特點(參照圖 3-2)。此外，由於泰國人民對於日本文化交流活

動的主動積極，提供親身體驗的工作室數量增加，俳句比賽、國際交流基金標識

設計比賽的舉辦，甚至招募泰國籍工作人員。職權轉換與活動內容的改變顯示日

本與泰國對彼此有相當程度的了解與信賴關係，泰國在自由民主的環境下，國家

發展未受壓制，在軟硬體各方面發展較為成熟，也促進日本研究與知識交流快速

發展，泰國的日本研究題目具有現在化、柔軟度、深度等特點，此外國際型研討

會與工作室舉辦次數頻繁，泰國學者專家及學生反應熱絡，足見在泰國的文化交

流是一成功的範例。 

 

[圖 3-2] 國際交流基金在泰國推行文化藝術交流的演變。 

註：研究者自製 

    泰國的成功模式可歸納為歷史與時間兩大因素。歷史問題複雜難解，其中所

牽涉的國仇家恨更是難以跨越的鴻溝。相較於曾經在戰爭時期受到日本佔領的其

他東南亞國家，泰國並沒有這樣的經歷，甚至還在二次大戰期間與日本結盟，即

使數度分合，亦敵亦友的關係並沒有遺留歷史問題。在泰國人民不反日的立場之

下，要讓他們接受日本文化相對簡單許多。此外，日本進出泰國的時間甚早，在

泰國尚未受到其他國家文化洗禮之前，日本與泰國以貿易活動開啟往來之路，通

2003年-2006年 

日本單向交流 

2006年-2012年 

日泰共同合作 

2012年以後 

彼此展現對方文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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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之餘也將傳統文化帶入泰國日常生活中。接觸時間早，關係發展穩定，且當時

的日本是亞洲最富裕的民主國家，泰國將之視為國家發展的一個典範，對於接受

日本的文化、價值觀、生活方式等並不排斥。在這樣的歷史背景推動之下，造就

今日在泰國隨處可見的日本足跡，以及深入的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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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日本對越南之國際文化交流 

 

第一節 日本與越南外交關係之發展 

    二次大戰結束後，曾是越南殖民國的法國重回越南，企圖重新獲得在越南的

統治權。「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為求越南獨立，向法國宣戰，此為史上

有名的越法戰爭。1954 年，胡志明在奠邊府之役打敗法國。同年，越南與法國

簽署「日內瓦協議」，越南因此以北緯 17 度為界，被劃分為南越、北越。北越是

胡志明所領導的「越南民主共和國」，南越則是由吳廷琰所創立的「越南共和國」

為主軸236。日本於 1954 年 10 月與南越的吳廷琰政權建立「公使層級」的外交關

係，間接承認南越是越南唯一合法政權。1955 年開始，日本便開始著手處理對

南越的戰後賠償問題，但雙方對於賠償金額未達到共識，直到 1959 年才解決
237
。

1972 年，受到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的衝擊，日本政府認為亞洲政策需轉換

方向，因此在 1973 年，日本與「越南民主共和國」，也就是當時的北越，建立外

交關係。1975 年 10 月開設日本大使館，日越雙方同意日本提供 135 億日圓的無

償援助，作為實際上的賠償238。隨著西貢淪陷，越戰宣告終結，1976 年南北越

統一，國名改為「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是「越南民主共和國」的繼承國家。

即使改了國名，主體依舊相同，不影響兩國的外交關係。戰事終結，日本對於與

越南關係發展有進一步的期待239。然而 1978 年 12 月，柬埔寨內戰戰況激烈，大

量柬埔寨難民湧入越南，造成越南民生問題。與此同時，柬埔寨軍隊越境攻擊等

軍事衝突持續爆發，越南軍隊選擇出兵攻打柬埔寨，引發國際社會與日本輿論不

滿，除了少數金額的人道性質的無償援助之外，1979 年正式凍結對越南的所有

經濟援助，雙方關係進入冰河期。柬埔寨內戰結束後，遲至 1992 年，日本才重

新開啟對越南經濟援助，從此兩國關係才開始順利發展。 

                                                     
236顧長永，越南-巨變的二十年(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7)，頁 12-13。 
237永野慎一郎、近藤正臣編、日本の戦後賠償 アジア經濟協力の出発(東京: 勁草書房、1999

年)、95-96 ページ。 
238同上、101 ページ。 
239木村汎、グエン‧ズイ‧ズン、古田元夫編、日本‧ベトナム関係を学ぶ人のために（京都：世

界思想社、2000 年）、63 ペー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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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戰期間，日本軍曾進駐法屬中南半島北部240，而在 1941 年胡志明將國內

的「印度支那共產黨」改名為「越南獨立同盟（簡稱越盟）」後不久，日本人就

占領越南，成為新的殖民者，當然也就成為越盟的反抗對象，直到二戰結束241。

儘管曾被日本佔領過，越南並沒有中國或韓國那樣仇日，反而期待日本所帶來的

經濟援助與廣大市場的商機，另一方面又對日本的影響力及存在感戒慎恐懼。尤

其是 1970 年代初期，日本經濟起飛，政府將東南亞視為經濟擴張的主要區域迅

速打入當地市場，「資本主義壓榨者」的形象鮮明，引發反感。越戰結束後，日

本想對外展現「獨立外交」，表明不再受到美國的支配242。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產

生「福田主義」，對外政策走向多元化，不再只是經濟取向，在國家建設整備或

文化、科學技術開發上，也開始進行投資
243
。歷經美軍撤退、美國影響力減少的

越南自然成了日本實現「獨立外交」、推行「福田主義」的重點國家。日本希望

透過經濟制約，避免越南過度傾向中國或蘇聯等共產主義國家。福田主義對於日

本與越南外交關係發展有很大的貢獻。」然而舊南越西貢政權所遺留的對日債務

問題，統一後的越南是否繼承，讓日越相當頭痛，雙方一度僵持不下，直到 1978

年 4 月，日本政府同意越南不必償還債務，並且連續四年給予四十億日圓的無償

援助，繼承問題就此解決，這才正式開啟日本對越南的援助外交。同年 11 月，

越南與蘇聯簽訂「友好合作條約」，越南軍隊大舉進攻柬埔寨，日本國內出現了

對越南 ODA是否有間接援助越南軍備，以便攻打柬埔寨之嫌的質疑聲浪244。1979

年，日本凍結對越南一切援助，也導致外交關係陷入低潮。而後，蘇聯面臨經濟

危機，戈巴契夫擔任總書記之後，開始修補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並停止對其附庸

國的援助。越南因實施嚴厲的極權統治與共產主義，原有的資本主義發展基礎瓦

解，國內市場蕭條，又失去蘇聯及日本的援助，經濟雪上加霜。為尋求自我解套，

                                                     
240ベトナム基礎データ、外務省、2015 年 3 月 4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vietnam/data.html 。 
241顧長永，越南-巨變的二十年(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7)，頁 10-11。 
242木村汎、グエン‧ズイ‧ズン、古田元夫編、日本‧ベトナム関係を学ぶ人のために（京都：世

界思想社、2000 年）、155 ページ。 
243同上、155-156 ページ。 
244同上、73-75 ページ。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vietnam/dat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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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政府在 1986 年正式提出「改革開放」(DoiMoi)政策，對往後的越南政治及

經濟發展，都造成革命性的改變245。與此同時，對日本的印象也產生很大的轉變。 

    越南長期以來將日本視為美國帝國主義與中國霸權主義的合作夥伴246。從經

濟層面來看，越南政府認為日本附屬美國之下，在政治與外交方面也對美國言聽

計從，毫無自主權可言，因此將日本視為美國的一部分247。直到 1970 年代中葉，

越戰結束後，美國影響力大減，日本與西歐國家經濟力快速發展，躍升「資本主

義三巨頭」的行列，越南至此對日本才開始改觀，將日本視為亞洲獨大的區域大

國以及世界經濟強國。同時，越南認為可以活用日本強大的經濟力協助國內發展，

以日本經濟發展成功為範本，為越南的改革開放路線背書，說明對外開放經濟與

投資，與國際社會相互依存，對國家發展有益無害。儘管此時日本與越南的關係

因柬埔寨內戰而停擺，在越南的改革開放時期，日本被列為必須深入了解並維持

關係的重點國家
248。 

    1989 年越南軍隊從柬埔寨撤退，1991 年達成柬埔寨和平後，日本於 1992

年 11 月重啟經濟援助。1995 年由於美越建交、越南正式加入東協為一契機，在

此之後，日本成為對越南提供援助金額最多的外資援助國249。越南內部對於與資

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關係過度熱絡感到不安，經濟與技術大國的日本存在感過大，

對共產主義者的管理造成威脅。但大部分人對於與日越經濟關係擴大樂觀其成250。

日本在 1992 年重啟經濟援助，有兩種不同見解。其一，由於冷戰體制的崩壞、

越南與東協關係改善、包括柬埔寨紛爭在內國際局勢的改變，日本不得不等到

1992 年才重啟援助，屬於消極面解讀。另外的說法是日本希望好好發揮福田主

義的效力，引領越南回歸國際社會，對此花費數十年時間執行策略也在所不惜，

                                                     
245顧長永，越南-巨變的二十年(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7)，頁 19-20。 
246木村汎、グエン‧ズイ‧ズン、古田元夫編、日本‧ベトナム関係を学ぶ人のために（京都：世

界思想社、2000 年）、86 ページ。 
247同上、88 ページ。 
248同上、97-100 ページ。 
249ベトナム社会主義共和国（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 Nam）基礎データ、外務省、2015 年 3 月

4 日、http://www.mofa.go.jp/mofaj/area/vietnam/data.html 。 
250磯部啓三編、白石昌也、「ポスト冷戦期インドシナ圏の地域協力」、ベトナムとタイ－経済発

展と地域協力（東京：大明堂、1988 年）、38 ページ。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vietnam/dat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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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積極性見解251。除了強化對越南經濟援助以貿易投資，日本政府針對區域性

政治、經濟、安全保障、文化、國際問題來擴大合作252。 

    進入新世紀後的雙邊關係有進一步的發展。2006 年後日越雙邊高層互訪行

程也如火如荼地展開，如：2007 年阮明哲國家主席訪日，日本政府罕見地以「國

賓」的規格接待社會主義國家元首253，同時發表「深化日越關係之共同聲明」。

2009 年，農德孟書記長訪日時，與麻生太郎首相共同發表「維持亞洲地區和平

與繁榮之日越戰略夥伴共同聲明254」。該聲明中指出，日越雙邊首腦之間每年定

期互訪、加強日越合作委員會等既有的對話架構、儘快落實日越經濟合作協定

(EPA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談判等多數的合作議題，日越雙邊邁向進

一步合作的新時代。之後 2010 年菅直人首相訪越，2011 年 10 月和 2012 年 2 月

阮首相訪日，2013 年安倍晉三首相上任後選擇越南為優先出訪國，同年 12 月越

南首相續訪日。2014 年，安倍首相在東京與越南副總理武德儋進行會談，確認

了在中越關係持續緊張的南海問題上相互合作的安全保障政策，雙方首腦持續往

來，加強雙邊關係
255。 

    貿易投資方面，為了改善外資環境、保護投資家的權益並推動自由化，2003

年 11 月簽署「日越投資協定」。根據 2012 年日本外務省資料顯示，日本是越南

第二大出口國及第三大進口國。截至 2013 年 12 月的累積投資登記金額，日本在

越南的投資達到 345.8 億美元，高居首位256。簡而言之，越南於 1986 年推動改革

開放政策，歷經冷戰結束、達成東南亞地區和平後，雙方建立起實質的密切關係，

即使經濟交流的規模還在起步的階段，但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的快速發展和進展，

                                                     
251

Akitoshi Miyashita, Beyond Passivism: Gaiatsu, Interests and Japan’s Foreign Aid Diplomac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97), p. 131. 
252木村汎、グエン‧ズイ‧ズン、古田元夫編、日本‧ベトナム関係を学ぶ人のために（京都：世

界思想社、2000 年）、213 ページ。 
253坪井善明、ベトナム新時代―「豊かさ」への模索(東京：岩波書店、2008 年)、192 ページ。 
254
アジアにおける平和と繁栄のための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に関する日本ベトナム共同声

明，外務省，2009 年 4 月 20 日，http://www.mofa.go.jp/mofaj/area/vietnam/visit/0904_ks.html。 
255日本與越南確認在南海問題上合作，日經中文網，2015 年 4 月 22 日，

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9412-20140523.html。 
256最近のベトナム情勢と日ベトナム関係（概要）、外務省、2015 年 3 月 4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vietnam/kankei.html 。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vietnam/visit/0904_ks.html
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9412-20140523.html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vietnam/kanke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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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具有進步的空間和可能性。根據日本法務省「在日居留外國人統計表」顯示，

截至 2014 年，在日越南人高達 99865 人，次於中國、韓國、菲律賓、巴西，是

外國居民第五多國家，其中以技能研習者與勞動工作者最多257。 

    國際交流基金越南日本文化交流中心於 2008 年成立，在學術交流方面，截

至 2012 年，日本的越南留學生有 4373 人，次於中國、韓國、與台灣，為世界第

四多的國家。2007 年開始，日越科學合作協定合同委員會每隔兩年在東京與河

內舉辦。文化交流方面，最初是在 1993 年舉行「越南日本祭」。2008 年開始每

年 9 月在日本定期舉辦「Vietnam Festival 越南祭」。2013 年為紀念日越建交四十

週年，在越南舉辦「日越友好音樂祭」，推行了約兩百五十項交流活動
258。2006

年至 2008 年，日本派遣奈良女子大學生活環境學部教授上野邦一、奈良文化財

研究所客座研究員西村康、以及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教授坪井善明前往越南

進行昇龍皇城遺跡考古與保存修復之文化合作企劃259。國際交流基金越南日本文

化交流中心雖是東南亞地區最晚成立的據點，日本與越南建交後，雙方開始貿易

上的往來，交流時間並不短。2000 年，日本強化在越南的日語教育推廣，為文

化交流與日本研究奠定良好基礎。越南日本文化交流中心自成立後，為了提高越

南人民對日本文化交流的接受度及日本研究的風氣，舉辦許多活動推廣日語教育，

將日本生活中的食衣住行、重要節慶融入日語教育，希望激發越南人對日本的興

趣，加快交流的速度。 

 

 

 

 

                                                     
257 【在留外国人統計（旧登録外国人統計）統計表】、法務省、2015 年 4 月 24 日、

http://www.e-stat.go.jp/SG1/estat/List.do?lid=000001133760。 
258最近のベトナム情勢と日ベトナム関係（概要）、外務省、2015 年 3 月 4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vietnam/kankei.html 。 
259平成 20(2008)年度 文化協力(主催)事業一覧、国際交流基金、2015 年 6 月 12 日、

https://www.jpf.go.jp/j/project/culture/human/cooperation/supportlist20_c_s.html。 

http://www.e-stat.go.jp/SG1/estat/List.do?lid=000001133760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vietnam/kankei.html
https://www.jpf.go.jp/j/project/culture/human/cooperation/supportlist20_c_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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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日本對越南之文化藝術交流 

一、國際交流基金越南日本文化交流中心之成立 

國際交流基金越南日本文化交流中心成立雖晚，但日本與越南的交流早在八

世紀就開始。當時日本奈良舉行大佛開光儀式，越南的僧侶與占婆的音樂團體前

來參加260。阿倍仲麻呂從中國返回日本時，在途中有經過越南地區。十六世紀到

十七世紀期間，越南會安因其國際港口貿易活動活絡變得熱鬧繁榮，許多日本商

人前往通商並建立「日本人町」。1992 年，為促進與越南文化上交流，日本演員

杉良太郎在文部省的獲准之下創立「日越文化交流協會」，以民間財團法人的立

場在越南推行文化藝術交流活動
261。近年來，越南經濟成長快速，國家發展逐漸

成熟，國際地位攀升，日本意識到越南的重要性，因此選擇在 2008 年 3 月設立

國際交流基金越南日本文化交流中心。根據國際交流基金人員的訪談指出，越南

從 2003 年開始一直將日語當作中學教育的第一外語，2005 年日本派遣專家及日

語教師遠赴越南，共同討論及編撰日語教材，透過日本專家的參與，提升越南的

日語教育品質。2006 年，安倍首相出訪越南，進行日越首腦會談，根據之前派

往越南考察與協助日語教學的專家返國報告，安倍得知越南對日本的重視程度，

認為日本與越南的關係太偏政治經濟，希望能加強文化交流，因此提出成立國際

交流基金辦事處的想法，經過長時間的協商與溝通，終於在 2008 年成立262。3

月 10 日，國際交流基金越南日本文化交流中心舉行開幕儀式，同時慶祝日越建

交三十五周年。國際交流基金理事長小倉和夫期許「用越南的土培育日本的樹」，

越南政府也表示，日越經濟關係持續深化，希望文化與教育方面的交流也能跟進，

彼此相互理解。263國際交流基金越南日本文化交流中心除了不定期舉辦展覽、講

                                                     
260 ファン・ハイ・リン、「ベトナムにおける日本研究と研究者育成」、国際日本学：文部科学

省 21世紀COEプログラム採択日本発信の国際日本学の構築研究成果報告集（2010年第 8号）、

25 ページ。 
261杉良太郎、「民間外交のパイオニア－外務省よりべトナム親善大使に委嘱された」、財界人

（2005 年 12 月号）、57 ページ。 
262資料為國立政治大學石原忠浩教授赴越南訪談國際交流基金越南日本文化交流中心人員所取

得之內容(訪談日期：2014 年 7 月 16 日)。 
263安藤一生、「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ー・オープン日本生まれの「木」がベトナムの「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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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工作室等文化交流活動，內設有圖書館，藏書豐富，有越南版的日本人氣漫

畫，日文版的流行雜誌或期刊也會定期更新，另有電影、動畫 DVD 可供觀賞264。 

二、文化藝術交流 

國際交流基金在越南的起步晚，但態度十分積極，從 2009 年開始便展開一

連串交流活動。由於項目繁多，研究者僅就越南日本文化交流中心官方網站所提

供 2009 年到 2014 年的重要活動列表並簡單介紹(參考表 4-1)。 

[表 4-1] 2009-2014 國際交流基金對越南之文化藝術交流活動一覽表 

年份 活動 

2009 展覽：日本童玩展265、「我喜愛的河內」寫真展266 

座談：河內圍棋推廣座談會267 

公演：HOIAN-JAPAN FESTIVAL2009 會安日越文化祭268、 

落語寄席在河內269 

工作室：出借浴衣拍照、七夕摺紙、太極拳交流、搗麻糬、神佛誕

辰、竹扇製作、香道、書道、茶道270 

2010 展覽：CAMAMOTO による”On Each Milestone”藝術展271 

講座：花道272、風呂敷273 

電影祭：越南國際電影祭274 

公演：英語落語公演275 

                                                                                                                                                      
で育つ」、をちこち : 遠近（2008 年第 23 号）、68 ページ。 
264図書館、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ー、2015 年 4 月 23 日、

http://jpf.org.vn/jp/library/the-collections-and-services/ 。 
265
「日本のおもちゃ展」、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ー、2009 年 7 月 3 日、

http://jpf.org.vn/jp/2012/07/03/1318/ 。 
266「私の好きな、ハノイ」写真展、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ー、2009 年 11 月 13 日、

http://jpf.org.vn/jp/2012/07/03/1372/ 。 
267ハノイ囲碁イベント、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ー、2009 年 4 月 5 日、

http://jpf.org.vn/jp/2012/07/03/1427/ 。 
268第 6 回 越日文化交流ホイアンフェスティバル、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ー、2009 年

8 月 15 日、http://jpf.org.vn/jp/2012/07/03/1345/ 。 
269「寄席 in ハノイ」公演、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ー、2009 年 11 月 28 日、

http://jpf.org.vn/jp/2012/07/03/1415/ 。 
270第 6 回 越日文化交流ホイアンフェスティバル、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ー、2009 年

8 月 16 日、http://jpf.org.vn/jp/2012/07/03/1345/ 。 
271

CAMAMOTO “On Each Milestone”展開催、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ー、2010 年 7 月 23

日、http://jpf.org.vn/jp/2012/07/04/1473/ 。 
272いけばなのレクデモとワークショップ、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ー、2010年 9月 12日、

http://jpf.org.vn/jp/2012/07/04/1486/ 。 
273ふろしきレクチャー＆ワークショップ、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ー、2010 年 3 月 9 日、

http://jpf.org.vn/jp/2012/07/03/1456/ 。 
274第 1 回ベトナム国際映画祭、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ー、2010 年 10 月 17 日、

http://jpf.org.vn/jp/2012/07/04/1515/ 。 

http://jpf.org.vn/jp/library/the-collections-and-services/
http://jpf.org.vn/jp/2012/07/03/1318/
http://jpf.org.vn/jp/2012/07/03/1372/
http://jpf.org.vn/jp/2012/07/03/1427/
http://jpf.org.vn/jp/2012/07/03/1345/
http://jpf.org.vn/jp/2012/07/03/1415/
http://jpf.org.vn/jp/2012/07/03/1345/
http://jpf.org.vn/jp/2012/07/04/1473/
http://jpf.org.vn/jp/2012/07/04/1486/
http://jpf.org.vn/jp/2012/07/03/1456/
http://jpf.org.vn/jp/2012/07/04/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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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花道、風呂敷 

2011 展覽：孩子們所見的戰爭與和平畫展276、沉默的娃娃277 

電影祭：日本動畫電影祭278 

公演：默劇時間279 

2012 展覽：「Skylines With Flying People」越南現代藝術展280 

講座：311 日本東北大地震的點滴回顧281 

公演：宮澤賢治的銀河鐵道之夜戲曲朗讀劇282、桂歌藏的落語公演
283 

工作室：智慧型機器人技術體驗、從落語學日語284、從手打烏龍麵

學日語285 

2013 展覽：日越友好紀念畫展：冬之花園286 

講座：日語教育-越南學習者的發音教育講座287、 

與 Android 機器人一起學日語會話288 

公演：Android 機器人話劇公演 

音樂會：Drums & Voices 音樂會289 

                                                                                                                                                      
275桂歌蔵 – 英語落語公演、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ー、2010 年 10 月 19 日、

http://jpf.org.vn/jp/2012/07/04/1499/ 。 
276「子どもたちがみた戦争と平和」展、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ー、2011 年 6 月 20 日、

http://jpf.org.vn/jp/2012/07/06/2013/ 。 
277「アートドール：沈黙の語るもの」展、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ー、2011 年 8 月 30 日、

http://jpf.org.vn/jp/2012/07/06/2062/ 。 
278日本アニメーション映画祭、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ー、2011 年 1 月 12 日、

http://jpf.org.vn/jp/2012/07/04/1611/ 。 
279いいむろなおきマイムソロ『マイムの時間』ベトナム公演、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

ー、2011 年 6 月 7 日、http://jpf.org.vn/jp/2012/07/06/1996/ 。 
280
スカイラインズ・ウィズ・フライング・ピープルーベトナム現代アート活性化プロジェクト、

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ー、2012 年 12 月 4 日、

http://jpf.org.vn/jp/2012/12/01/skylines-with-flying-people/ 。 
281「3.11 東日本大震災の記憶」ＤＶＤ上映＆講演会、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ー、2012

年 3 月 10 日、http://jpf.org.vn/jp/2012/07/04/1654/ 。 
282戯曲リーディング発表公演「銀河鉄道の夜」、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ー、2012 年 4 月

1 日、http://jpf.org.vn/jp/2012/07/04/1667/ 。 
283桂歌蔵・落語公演～上半身と語りだけで笑わす世界的にもユニークな Sit Down Comedy の世

界～、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ー、2012 年 10 月 24 日、http://jpf.org.vn/jp/2012/10/10/ 。 
284ベトナム人のための日本文化体験講座「落語で学ぶ日本語」、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

ー、2012 年 10 月 28 日、http://jpf.org.vn/jp/2012/10/01/japanese-by-rakugo/ 。 
285大学生・社会人のための日本文化体験講座「Udon で学ぶ日本語」、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

ンター、2012 年 12 月 22 日、http://jpf.org.vn/jp/2012/11/22/ 。 
286日越友好年記念: 「ウィンター・ガーデン」展 (ホーチミン市)、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

ター、2013 年 6 月 8 日、http://jpf.org.vn/jp/2013/05/29/winter-garden-exhibition/ 。 
287日本語教育セミナー「ベトナム人学習者のための音声教育」、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

ー、2013 年 2 月 23 日、http://jpf.org.vn/jp/2013/01/26/japanese-education-seminar-022013/ 。 
288
世界初！アンドロイドと学ぶ日本語会話講座＆アンドロイド演劇『さようなら』ベトナム公

演、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ー、2013 年 8 月 31 日、

http://jpf.org.vn/jp/2013/08/20/android-theatre-sayonara/ 。 

http://jpf.org.vn/jp/2012/07/04/1499/
http://jpf.org.vn/jp/2012/07/06/2013/
http://jpf.org.vn/jp/2012/07/06/2062/
http://jpf.org.vn/jp/2012/07/04/1611/
http://jpf.org.vn/jp/2012/07/06/1996/
http://jpf.org.vn/jp/2012/12/01/skylines-with-flying-people/
http://jpf.org.vn/jp/2012/07/04/1654/
http://jpf.org.vn/jp/2012/07/04/1667/
http://jpf.org.vn/jp/2012/10/10/
http://jpf.org.vn/jp/2012/10/01/japanese-by-rakugo/
http://jpf.org.vn/jp/2012/11/22/
http://jpf.org.vn/jp/2013/05/29/winter-garden-exhibition/
http://jpf.org.vn/jp/2013/01/26/japanese-education-seminar-022013/
http://jpf.org.vn/jp/2013/08/20/android-theatre-sayon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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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典：會安日本祭290 

工作室：從茶道學日語、正月過年學日語291、夏日祭典學日語292、

男兒節學日語293 

2014 展覽：日本東北手工藝品展294 

講座：高橋源一郎-作家巡迴講座295 

比賽：服裝設計比賽296 

祭典：2014 日語祭297 

工作室：手作和菓子學日語298、女兒節學日語299、花道學日語300、茶

道學日語、看漫畫學日語301 

註：參酌國際交流基金官網，研究者自行整理。 

    2009 年，越南人民可透過日本童玩展認識日本童玩從古至今的演變過程，

並從中發現與越南玩具的不同之處，對於有家庭的民眾來說更是促進親子感情、

增長親子知識的優質活動。「我喜愛的河內」攝影展，作品來自定居河內的四十

四位日本人，透過他們身為外國人特別的視角來傳達河內之美，特別是在熱鬧的

街道或鬧區所捕捉到人民日常生活的樣貌，有種平凡卻不平凡的特殊魅力。圍棋

                                                                                                                                                      
289ドラムス＆ヴォイセズ、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ー、2013 年 10 月 17 日、

http://jpf.org.vn/jp/2013/10/05/drums-voices/ 。 
290ホイアン日本祭り 2013、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ー、2013 年 8 月 22 日、

http://jpf.org.vn/jp/2013/08/22/hoian-matsuri-2013-2/ 。 
291

[HCM] 年中行事で学ぶ日本語（お正月編）、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ー、2013 年 11 月

15 日、http://jpf.org.vn/jp/2013/11/15/tet-nhat-ban-hcmc/ 。 
292
年中行事（夏祭り）で学ぶ日本語 （ハノイ）、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ー、2013 年 6

月 19 日、http://jpf.org.vn/jp/2013/06/19/natsu-matsuri-hanoi/ 。 
293年中行事（こどもの日）で学ぶ日本語 (HN)、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ー、2013 年 4 月

16 日、http://jpf.org.vn/jp/2013/04/16/ 。 
294

[HCM] 美しい東北の手仕事展を開催、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ー、2014年 10月 22日、

http://jpf.org.vn/jp/2014/10/22/hcm-hn- 。 
295高橋源一郎さん 作家巡回講演会、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ー、2014 年 2 月 28 日、

http://jpf.org.vn/jp/2014/02/28/takahashi-genichiro-talk/ 。 
296[ハノイ]Sakura Collection 学生ファッションデザインコンテスト、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

ンター、2014 年 9 月 16 日、http://jpf.org.vn/jp/2014/09/16/ 。 
297日本語フェスティバル 2014、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ー、2014 年 2 月 6 日、

http://jpf.org.vn/jp/2014/02/06/le-hoi-tieng-nhat-2014/ 。 
298（ホーチミン市）和菓子作りで学ぶ日本語、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ー、2014 年 1 月

23 日、http://jpf.org.vn/jp/2014/01/23/hcm-wagashi/ 。 
299（ホーチミン市）年中行事で学ぶ日本語「ひな祭り編」、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ー、

2014 年 2 月 18 日、http://jpf.org.vn/jp/2014/02/18/hcmc-hina-matsuri/ 。 
300（ホーチミン市）「生け花で学ぶ日本語」、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ー、2014年 3月 28

日、http://jpf.org.vn/jp/2014/03/28/hcmc-ikebana/ 。 
301（ホーチミン市）マンガで学ぶ日本語、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ー、2014 年 7 月 1 日、

http://jpf.org.vn/jp/2014/07/01/hcmc-manga/ 。 

http://jpf.org.vn/jp/2013/10/05/drums-voices/
http://jpf.org.vn/jp/2013/08/22/hoian-matsuri-2013-2/
http://jpf.org.vn/jp/2013/11/15/tet-nhat-ban-hcmc/
http://jpf.org.vn/jp/2013/06/19/natsu-matsuri-hanoi/
http://jpf.org.vn/jp/2013/04/16/
http://jpf.org.vn/jp/2014/10/22/hcm-hn-
http://jpf.org.vn/jp/2014/02/28/takahashi-genichiro-talk/
http://jpf.org.vn/jp/2014/09/16/
http://jpf.org.vn/jp/2014/02/06/le-hoi-tieng-nhat-2014/
http://jpf.org.vn/jp/2014/01/23/hcm-wagashi/
http://jpf.org.vn/jp/2014/02/18/hcmc-hina-matsuri/
http://jpf.org.vn/jp/2014/03/28/hcmc-ikebana/
http://jpf.org.vn/jp/2014/07/01/hcmc-man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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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講座乃是針對一般市民，由河內圍棋俱樂部與東京大學教養學部合作不定期

舉辦圍棋比賽，通過預賽的選手可參加河內市政府所舉辦的圍棋大賽。第六屆會

安日越文化祭，每年吸引許多日本觀光客前來共襄盛舉。地點選在古都會安，一

方面帶動當地觀光經濟，一方面也讓外來遊客欣賞會安特有的古都風情。另外，

國際交流基金有意招募越南年輕文化人到日本，翻譯家、電影導演、經理人、藝

術評論家、建築師、新聞記者等，安排與該領域的日本專家見面進行交流302。 

    2010 年，越南國際電影祭為紀念昇龍皇城遷都千年首次舉辦的大規模電影

祭，日本提供許多賣座的優質電影，如：細田守執導的科幻動畫作品「夏日大作

戰」與「穿越時空的少女」、土井裕康執導的純愛電影「花水木」、宇惠和昭導演

的輕鬆愛情小品「我的達令是外國人」等。土井裕康導演也應邀赴越與喜愛日本

電影的觀眾進行會談。越南人民有五成以上是三十歲以下的年輕族群，國際交流

基金認為在這種青春洋溢的特殊環境，必須從大家熟知的大眾流行文化開始推廣，

如動漫畫或動畫電影。對年輕人來說，大眾文化相較於傳統的茶道或歌舞伎來得

平易近人，不需要太多專業知識或鑑賞能力，只要帶著愉快、開放的態度，就能

從中獲得對日本基本的認知。越南日本文化交流中心便以大眾文化為中心，舉辦

了許多動漫畫與動畫電影相關的延伸性活動，如：2010 年由越南動漫迷主辦的

「Acctive EXPO 2010」。越南主辦人員向日本招募動漫角色扮演者(cosplayer)到

越南進行舞蹈表演或服飾的展示，讓越南的動漫迷不必前往日本就能看到貨真價

實，地道的角色扮演，約有兩千人蒞臨會場。另外也有由日本主辦的動畫電影祭，

除了播放具有代表性的動畫電影，也進一步介紹關於聲優之工作內容，讓海外動

漫迷對日本動畫產業有更深入的了解303。 

    2011 年是沖繩與越南友好協會二十周年，為紀念友誼長存，開辦「戰爭與

和平畫展」，將沖繩小孩與越南小孩所描繪的作品交換，在河內展出。「沉默娃娃」

                                                     
302年報平成 21(2009)年度、国際交流基金、2010 年 9 月 1 日、

http://www.jpf.go.jp/j/about/result/ar/2009/img/ar2009_02_01.pdf 。 
303年報平成 22(2010)年度、国際交流基金、2011 年 10 月 1 日、

http://www.jpf.go.jp/j/about/result/ar/2010/img/ar2010_02_01.pdf 。 

http://www.jpf.go.jp/j/about/result/ar/2009/img/ar2009_02_01.pdf
http://www.jpf.go.jp/j/about/result/ar/2010/img/ar2010_02_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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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支援越南藝術家創作的企劃，協助年輕插畫家 Tran Thu Hang 開個展，其作

品反映出日本文化與越南文化的異同。2011 年日本電影祭以動畫電影為主題，

透過該活動讓人民了解日本動畫魅力所在，繼 2004 年日本文化廳舉辦之後，紀

念昇龍皇城建都千年，在河內初次舉辦，上映的都是 2000 年後口碑極佳的電影，

如：動畫大師宮崎駿的「神隱少女」、今敏的「千年女優」、細田守的「夏日大作

戰」等。這次除了安排導演到越南共同參與，也邀請知名動畫聲優齋賀光希進行

現場聲優表演及談話。由飯室直樹所主演的「默劇時間」在河內舉行第二次公演，

在胡志明市則是首次演出，是第二次在越南的巡迴公演。表演者利用身體的擺動

勾勒出在獨自的時間生活中亟欲逃脫的掙扎，深沉的意境中結合默劇的笑點在越

南大受好評。 

    2012 年的越南現代藝術展，日方派遣建築師與藝術家去越南進行藝術交流

與知識分享，藉此活化越南現代藝術。越南近年來經濟發展迅速，但文化藝術卻

舉步維艱，因此國際交流基金規劃了支援越南文化工作者的企劃，讓日本與越南

的藝術家交流一個月，是越南首次正式的現代藝術交流活動。2011 年 3 月 11 日

日本東北遭逢前所未有的大地震與海嘯。災害發生時國內外媒體大幅報導，但隨

著時間過去，在電視上幾乎看不見災區重建與災民生活等相關訊息。即將滿一周

年，311 大地震的紀錄片已完成，日本派遣兩位來自東北地區的學者來越南分享

災區重建過程以及從中所記取的教訓與未來應該重視的防災課題。「宮澤賢治的

銀河鐵道之夜戲曲朗讀劇」由國際交流基金、青年劇團、河內大學共同舉辦，河

內大學日文系學生參與演出。「銀河鐵道之夜」曾在法國以法語公演，這是首次

在海外以日語演出。落語是日本傳統文化藝術之一，表演者跪坐在墊子上，利用

臉部表情與上半身，配合相聲內容擺動，形成活潑生動的「落語」文化。日本著

名師匠桂歌藏特別受邀赴越進行落語公演，傳遞日本傳統文化與語言之美妙。 

    2013 年，「日語教育-越南學習者的發音教育講座」由越南日本人才合作中心

協辦，對象以日語教師與日本籍語言學老師為主，針對越南人的日語發音問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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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討論並研擬解決方法。「與 Android 機器人一起學日語會話」是國際交流基金

史上首次在 Android 機器人話劇公演結束後，由青年劇團團長平田歐莉莎為越南

的日語學習者開啟講座，請學習者先行編寫日語對話，將該對話導入與 Android

機器人的互動中，練習日語的同時也能體驗日本最新科技的奧妙。「Drums & 

Voices 音樂會」集合來自日本、越南、泰國、緬甸等七國的十二位傳統音樂演奏

家，是東協在 2013 年規模最大的國際性音樂盛典。「會安日本祭」是從 2003 年

開始，每年都在世界遺產古都會安舉行的夏日祭典，邀請外來觀光客與當地居民

同樂。2013 年是日越友好四十周年，不論是傳統的太鼓表演、殺陣技術，或是

時下流行的音樂、時尚，不必到日本就能欣賞到原汁原味的文化藝術。此外，工

作室如：夏季浴衣體驗、動漫角色扮演、製作章魚燒等活動，藉著親身體驗，在

歡樂熱鬧的氣氛之下廣泛吸收日本文化。 

    2014 年，獲獎無數的知名作家高橋源一郎舉行巡迴講座，出道作品「再見

了，暴力分子」譯成越南語在越南發行，在當地文壇備受關注，此次主要分享出

道以來一路創作的心路歷程及成為作家的初衷。為挖掘年輕一代的設計人才所舉

辦的「學生服裝設計比賽」與日本「櫻之時尚展」(Sakura Collection)合作。櫻之

時尚展主要以「日本」為主題，參賽的學生或年輕設計師須利用日本傳統布料或

素材，結合東南亞地區各國的文化與其創意，設計出時尚又有特色的服飾，優勝

者將獲邀前往日本時裝秀見習。 

    為了促進日越民間的交流與理解，引進現代的日本生活文化及青少年次文化

相當重要。二十五歲以下的年輕人佔了越南總人口一半，接下來最重要的任務莫

過於將年輕族群視為主要交流主體，向他們大力推廣日本大眾文化。國際交流基

金在 2009 年曾在河內集結了日越兩國的政府官員以及民間的文化工作者，舉行

官民共同會議，也在胡志明市針對兩國之間文化交流現狀及今後的改善與發展為

主題，進行兩國民間對話，參加者以電影工作者、舞台劇演員、文學作家或評論

家居多。他們普遍認為現在的日本文化交流過度偏向茶道、花道、或和服等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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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介紹，此後的文化交流應以年輕族群最主要對象，希望能夠提高日本流行

文化的比例。文學方面，他們認為日本文學作家人才輩出，獲得諾貝爾獎的作家

不在少數，但在越南卻鮮少介紹，作品的翻譯品質依舊偏低304。然而從工作室活

動多與日語學習結合，2014 年在越南中北部地區舉辦首次的日語祭。由此可看

出日語學習在越南不夠普及。比起傳統藝術與現代文化的交流，日語教育的推廣

仍是國際交流基金現階段的重心所在。如何在日語普及化與文化藝術交流中取得

平衡，是日本的一大考驗。 

 

 

 

 

 

 

 

 

 

 

 

 

 

 

 

 

 

                                                     
304安藤一生、「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ー・オープン日本生まれの「木」がベトナムの「土」

で育つ」、をちこち : 遠近（2008 年第 23 号）、69 ペー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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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本對越南之日本研究與知識交流 

一、日本研究 

    越法戰爭期間，為求越南脫離殖民，回歸獨立，越南政府派遣約兩百名年輕

人前往日本留學，此為史上有名的「東遊運動305」。越戰期間，越南的北部與南

部先後成立日語學校，發表日本明治維新或經濟成長的研究。1973 年建交後，

日語教育在越南開始受到關注，但是人文社會科學相關日本研究機關或研究人員

卻很少，直到 1990 年代，擁有日語基礎的年輕一代投入研究領域才逐漸發展。 

[表 4-2] 日本研究機關與研究者培育機構之變遷306 

年份 研究 教育 

1973-1993 研究機關： 

越南社會科學附屬漢語研究

所、亞洲太平洋研究所、世界經

濟研究所、文學研究所、歷史學

研究所、河內總合大學、胡志明

市總合大學。 

教育機關： 

河內總合大學與胡志明

市總合大學的歷史學系

及文學系的課程中，加入

日本史及日本文學。 

 

1993-2003 研究機關： 

以總合大學為前身所創立的國

家大學河內分校與胡志明分校

附屬人文社會科學大學東洋學

院中成立日本學系。 

 

教育機關： 

1993 年 9 月，在以總合

大學為前身所創立的國

家大學河內分校與胡志

明分校附屬人文社會科

學大學東洋學院成立日

本學系，開啟日本學在越

南的新頁。2000 年 9 月，

越南國家大學河內分校

附屬人文社會科學大學

東洋學院日本學系增設

日本研究碩士學程。 

2003-2009 研究機關： 

2008 年，越南國家大學胡志明

附屬人文社會科學大學成立日

本研究中心。 

越南國家大學河內分校

附屬人文社會科學大學

東洋學院日本學系在

2004 年開辦日本學研究

                                                     
305

Grants Database For the year 2005、国際交流基金、2005 年 2 月 19 日、

http://www.jpf.go.jp/e/project/intel/exchange/support/2005.html#southeastasia。 
306
ファン・ハイ・リン、「ベトナムにおける日本研究と研究者育成」、国際日本学 : 文部科学

省 21世紀 COEプログラム採択日本発信の国際日本学の構築研究成果報告集（2010年第 8号）、

26 ページ。 

http://www.jpf.go.jp/e/project/intel/exchange/support/2005.html#southeast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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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2006 年開始舉辦日

本學講座。 

註：參酌ファン・ハイ・リン、「ベトナムにおける日本研究と研究者育成」、国

際日本学 : 文部科学省 21 世紀 COE プログラム採択日本発信の国際日本学の

構築研究成果報告集，研究者自行整理。 

 

[表 4-3] 2000 年-2014 年越南之日本研究者的研究領域與題目整理 

研究領域 研究題目 

教育 日本明治時期與近代越南教育改革之比較研究307
(2001) 

日本教育制度與改革之研究308
(2004) 

日本大學的「日本學」教育與研究之近況分析309
(2007) 

政治 1954 年到 1975 年日越關係之研究310
(2000) 

福澤諭吉「文明開化論」與越南改革者「國際政治觀」之比較研

究與分析311
(2001) 

1970 年福田主義與東南亞地區日本政治崛起之研究312
(2010) 

經濟 1945 年後日本經濟發展與所得分配313(2001) 

日本高度經濟成長中「人」之因素探討(2003) 

日本經濟發展中的社會保障問題314
(2004) 

日本與越南近代提升經濟競爭力之行政改革(2005) 

十六世紀日本與越南之貿易文化315
(2011) 

比較日本與越南貿易活動對環境負荷之影響316
(2014) 

企管 從日本企業成長研究越南市場經濟發展中人才培育制度(2006) 

                                                     
307
平成 13(2001)年度日本研究フェロー一覧、国際交流基金、2001 年 3 月 4 日、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2001.html#n01 。 
308日本研究フェロー平成 16(2004)年度、国際交流基金、2004 年 2 月 25 日、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2004.html 。 
309平成 19(2007)年度日本研究フェロー一覧、国際交流基金、2007 年 3 月 1 日、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2007.html 。 
310

Grants Database For the year 2000、国際交流基金、2000 年 4 月 1 日，

http://www.jpf.go.jp/e/project/intel/exchange/support/2000.html#southeastasia。 
311平成 13(2001)年度日本研究フェロー一覧、国際交流基金、2001 年 3 月 4 日、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2001.html#n01 。 
312平成 22(2010)年度日本研究フェロー一覧、国際交流基金、2010 年 3 月 21 日，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pdf/Asia_2010.pdf。 
313平成 13(2001)年度日本研究フェロー一覧、国際交流基金、2001 年 3 月 4 日、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2001.html#n01 。 
314日本研究フェロー平成 16(2004)年度、国際交流基金、2004 年 2 月 25 日、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2004.html 。 
315平成 23(2011)年度日本研究フェロー一覧、国際交流基金、2011 年 2 月 26 日，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pdf/Asia_2011.pdf。 
316平成 26(2014)年度日本研究フェロー一覧 / アジア、国際交流基金、2014 年 2 月 23 日，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2014/asia.html。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2001.html#n01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2004.html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2007.html
http://www.jpf.go.jp/e/project/intel/exchange/support/2000.html#southeastasia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2001.html#n01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pdf/Asia_2010.pdf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2001.html#n01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2004.html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pdf/Asia_2011.pdf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2014/asi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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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越企業組織文化之比較317
(2010) 

宗教 1945年到 2006年傳統宗教復興到新興宗教崛起對社會文化的影

響-以日本與越南為比較主體318
(2007)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 1996 年日本新興宗教之研究319
(2013) 

文化 日法共同統治下越南河內的文化發展(2002)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葉日本與越南兩性關係受到「賢妻良母

論」之影響比較(2006) 

日本與越南性教育與性文化對年輕世代性行為觀念之影響
320

(2010) 

日本與越南的溝通文化：「拒絕」之用字與行為比較321
(2011) 

日本圖書館數位化環境下的書籍管理322
(2011) 

日本與越南工業化時期社會階層之研究
323

(2012) 

日本近畿地區越南籍新住民的就業選擇與狀況之考察324
(2012) 

從漫畫閱讀分析日本與越南青少年生活方式325
(2013) 

2012 年日本高齡化社會保障制度之改革326
(2014) 

文學 上田秋成讀本考究與阮嶼「傳奇漫錄」之比較(2003) 

「今昔物語集」傳承要點之比較研究(2005) 

川端康成與越南作家美學之比較(2008) 

禪學之俳句對越南古詩的影響327
(2010) 

                                                     
317平成 22(2010)年度日本研究フェロー一覧、国際交流基金、2010 年 3 月 21 日，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pdf/Asia_2010.pdf。 
318
平成 19(2007)年度日本研究フェロー一覧、国際交流基金、2007 年 3 月 1 日、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2007.html。 
319平成 25(2013)年度日本研究フェロー一覧 / アジア、国際交流基金、2013 年 3 月 27 日、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2013/asia.html#header。 
320平成 22(2010)年度日本研究フェロー一覧、国際交流基金、2010 年 3 月 21 日、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pdf/Asia_2010.pdf。 
321平成 23(2011)年度日本研究フェロー一覧、国際交流基金、2011 年 2 月 26 日、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pdf/Asia_2011.pdf。 
322平成 23(2011)年度日本研究フェロー一覧、国際交流基金、2011 年 2 月 26 日、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pdf/Asia_2011.pdf。 
323平成 24(2012)年度日本研究フェロー一覧、国際交流基金、2012 年 3 月 4 日、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pdf/Asia_2012.pdf。 
324平成 24(2012)年度日本研究フェロー一覧、国際交流基金、2012 年 3 月 4 日、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pdf/Asia_2012.pdf。 
325平成 25(2013)年度日本研究フェロー一覧 / アジア、国際交流基金、2013 年 3 月 27 日、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2013/asia.html#header。 
326平成 26(2014)年度日本研究フェロー一覧 / アジア、国際交流基金、2014 年 2 月 23 日、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2014/asia.html。 
327平成 22(2010)年度日本研究フェロー一覧、国際交流基金、2010 年 3 月 21 日、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pdf/Asia_2010.pdf。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pdf/Asia_2010.pdf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2007.html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2013/asia.html#header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pdf/Asia_2010.pdf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pdf/Asia_2011.pdf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pdf/Asia_2011.pdf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pdf/Asia_2012.pdf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pdf/Asia_2012.pdf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2013/asia.html#header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2014/asia.html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pdf/Asia_20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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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思想對紫式部「源氏物語」與阮攸「金雲翹傳」影響之比較
328

(2012) 

日本美學文化中本居宣長之國學思想研究329
(2013) 

川端康成的佛教美學：以「鏡子世界」為研究中心330
(2014) 

法律 促進良好的勞資關係-日本與越南法律之比較(2009) 

農業 1960 年開始日本農業機關的主要改革(2009) 

註：參酌國際交流基金官網，研究者自行整理。 

    根據表 4-2 的資料可看出，1973 年雙方剛建交，越南僅有少數人懂日語，加

上第一手資料不足，文獻只能依靠中文、英語、法語、俄羅斯語等二手翻譯資料

為研究文獻，對日本的印象受到這些「第三國」的影響，無法正確理解日本模樣，

屬於「間接式」研究331。日語推廣需要培養發展，不諳語言造成研究上的瓶頸。

當時教育機關的授課教材與參考書皆同樣以中文、英語、法語、俄羅斯語編寫而

成。日本研究尚未成為獨立學科，日本經濟研究的課程會出現在經濟學系的課表

上。日本政治研究則併入政治系一起授課。此外，研究者多散落在各研究中心或

大學，因此 1993 年前的研究主題多集中在經濟領域，日本歷史、人文、社會的

相關研究偏少。由於研究的未來發展性與區域研究基礎十分欠缺，導致研究領域

嚴重失衡。當時的越南人民甚至研究者對於日本的了解相當粗淺且偏頗，主觀意

識過剩，以至於無法快速接受日本相關文化。研究的目的與內容通常由政黨或政

府機關直接決定，研究者的自主性低。如果想要繼續進行人文、社會相關研究，

可能面臨到該領域專家短缺或是重要參考文獻不足的窘境332。 

    1993 年，越南政府成立「日本研究中心」，隸屬國立社會人文科學中心，此

                                                     
328平成 24(2012)年度日本研究フェロー一覧、国際交流基金、2012 年 3 月 4 日、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pdf/Asia_2012.pdf。 
329平成 25(2013)年度日本研究フェロー一覧 / アジア、国際交流基金、2013 年 3 月 27 日、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2013/asia.html#header。 
330平成 26(2014)年度日本研究フェロー一覧 / アジア、国際交流基金、2014 年 2 月 23 日、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2014/asia.html。 
331 ファン・ハイ・リン、「ベトナムにおける日本研究と研究者育成」、国際日本学：文部科学

省 21世紀 COEプログラム採択日本発信の国際日本学の構築研究成果報告集（2010年第 8号）、

26 ページ。 
332木村汎、グエン‧ズイ‧ズン、古田元夫編、日本‧ベトナム関係を学ぶ人のために（京都：世

界思想社、2000 年）、243 ページ。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pdf/Asia_2012.pdf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2013/asia.html#header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study/fellowship/2014/asi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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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可說是越南日本研究的一大里程碑333。接下來的十年，日本學獨立成為一系，

甚至成立碩士學程。大學則著重日本歷史與文化，研究所以經濟、社會、政治為

主流，對於日本時事的研究，如：對外政策、日越關係、日本經濟衰退等也多有

著墨
334
。課程方面，除了日語，日本的史地、文化、宗教、經濟、政治、外交政

策、企業管理等，也列為必修科目的一環。將日本學導入必修科目後，學生能夠

提前接觸文學、文化、史地的人文科學取向的領域，也啟發了這方面的研究風氣。

雖然年輕研究者占少數，但他們有日語基礎，可以直接閱讀日語文獻，開始轉向

「直接式」研究。除了綜合型的日本研究中心之外，在各個研究院或大學也增設

日本研究部門，全國的圖書館也快速補足日本相關書籍。然而，越南的日本研究

相較其他國家晚，雖然研究論文的數量增多，就研究內容來說，水準並未大幅提

升
335。即使懂得日語的研究員增加，但是日語程度參差不齊，限制了研究發展。 

    進入二十一世紀，具有赴日留學經驗的年輕研究者增加，研究文獻以第一手

的日語原文書或官方資料為主。越南國家大學河內分校與胡志明分校附屬人文社

會科學大學東洋學院日本學系在 2007 年 9 月引進學分制並加開選修課程，除了

日語、日本史地、經濟、文化、外交政策等必修科目之外，增設藝術導論、佛教、

思想史導論、生活文化、文學概論等選修科目。另外，用日語教授日本學的老師

比以前增加許多336。在這個時期，文化與文學相關研究最多且題目非常多元。文

化方面，舉凡較為嚴肅的高齡化社會制度，或是一般性的漫畫閱讀與青少年生活

相關分析，甚至是在保守的越南社會中顯得突兀大膽的性教育研究，開始出現研

究主題中。從文學的題目可發現日本諾貝爾文學作家川端康成受到研究者的熱愛，

日本的「美學」勾起越南人的興趣，與國際聞名的日本流行時尚有相當程度的關

                                                     
333木村汎、グエン‧ズイ‧ズン、古田元夫編、日本‧ベトナム関係を学ぶ人のために（京都：世

界思想社、2000 年）、241 ページ。 
334同上、245 ページ。 
335 同上、246 ページ。 
336

 ファン・ハイ・リン、「ベトナムにおける日本研究と研究者育成」、国際日本学：文部科学

省 21世紀 COEプログラム採択日本発信の国際日本学の構築研究成果報告集（2010年第 8号）、

26 ペー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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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參考表 4-3)。2008 年，國際交流基金越南日本文化交流中心成立，提供多種

獎學金協助當地研究員前往日本進行田野調查或專家訪談，提升了研究層次，也

讓研究成果更符合日本現況。然而胡志明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的研究員在日越合辦

的官民共同會議中表示，日越共同研究企劃的獎學金都是給日本籍研究員獲得，

再由他們尋找越南籍研究夥伴，基本上都是日本人主導，越南籍研究員少有機會

成為研究計畫的主導者，期許能夠提供更多支援協助培育越南籍日本研究專家337。

另外有個問題是，日語學習逐漸形成風氣，但是學習者偏向在日常生活實用性高、

便於找工作的日語，想對日本進行深入研究的人並不多338。此外，研究人員的僱

用制度及薪資並不完善，且遲遲不見改善，不少人因此對日本研究斷念。如何留

住優秀的研究人才，並創造出能夠讓他們好好發揮所學的環境，是今後必須克服

的一大問題。 

二、知識交流 

    1993 年 9 月，越南政府創設越南國家社會科學院附屬日本研究中心，同時

出版第一本「日本研究雜誌」，而後同為越南國家社會學院附屬機關的東北亞研

究所併入日本研究中心，「日本研究雜誌」改名為「東北亞研究雜誌」。 

[表 4-4]2003-2014 國際交流基金在泰國舉辦之研討會議一覽 

年份 研討會主題 

2003 日越關係之過去、現在、與未來339 

2005 日越教育與文化交流：東遊運動百年紀念340 

2006 日本研究研討會 

日本研究工作室在南越341 

2007 日越法律知識交流會議342 

                                                     
337安藤一生、「ベトナム日本文化交流センター・オープン日本生まれの「木」がベトナムの「土」

で育つ」、をちこち : 遠近（2008 年第 23 号）、69-70 ページ。 
338同上、70 ページ。 
339

Grants Database For the year 2003、国際交流基金、2003 年 8 月 3 日、

http://www.jpf.go.jp/e/project/intel/exchange/support/2003.html#southeastasia。 
340

Grants Database For the year 2005、国際交流基金、2005 年 2 月 19 日、

http://www.jpf.go.jp/e/project/intel/exchange/support/2005.html#southeastasia。 
341

Grants Database For the year 2006、国際交流基金、2006 年 3 月 12 日、

http://www.jpf.go.jp/e/project/intel/exchange/support/2006.html#southeastasia。 
342平成 19(2007)年度知的交流会議助成プログラム助成対象事業一覧、国際交流基金、2007 年 2

月 25 日、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exchange/support/2007.html#southeastasia。 

http://www.jpf.go.jp/e/project/intel/exchange/support/2003.html#southeastasia
http://www.jpf.go.jp/e/project/intel/exchange/support/2005.html#southeastasia
http://www.jpf.go.jp/e/project/intel/exchange/support/2006.html#southeastasia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exchange/support/2007.html#southeast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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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從日本中小企業學習企業成功之道 

日本高等教育及課程編排之探討 

國際研討會：利用授課研究提升教職員的專業度343 

2010 近代亞洲文學之驗證：西洋文學理論初探 

從日本中小企業學習企業成功之道344 

2011 柬埔寨、日本、寮國、越南知識交流會議：教育的社會價值 

國際工作室：田野調查知識與人類科學345 

2013 日越關係史的回顧與展望：從越南中部的觀點346 

註：參酌國際交流基金官網，研究者自行整理。 

    國際交流基金到 2008 年才成立文化交流中心，在這之前的活動則由駐越南

日本大使館負責，在東南亞地區的其他辦事處協辦347。由於越南與日本建交時間

晚，文化交流中心成立時間也晚，重心依舊擺在日語推廣與文化藝術交流，知識

交流的活動相對稀少。從表 4-4 可觀察出研討會的主題偏向教育與學術研究，三

場國際型研討會與工作室分別探討提升教職員在日語教育或日本研究的專業知

識、教育社會價值，以及如何進行田野調查，日本高等教育課程編排顯現出國際

交流基金將日本校園的教育模式引進越南以利日本籍及越南籍日語教師或教授

教學的積極度，同時也說明越南的學術研究制度不夠成熟。 

 

 

 

 

 

 

 

                                                     
343平成 21(2009)年度知的交流会議助成プログラム助成対象事業一覧、国際交流基金、2009 年 2

月 23 日、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exchange/support/2009.html#header。 
344平成 22(2010)年度知的交流会議助成プログラム助成対象事業一覧、国際交流基金、2010 年 2

月 6 日、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exchange/support/2010.html#header。 
345平成 23(2011)年度知的交流会議助成プログラム助成対象事業一覧、国際交流基金、2011 年 3

月 10 日、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exchange/support/2011.html#header。 
346
平成 25(2013)年度知的交流会議助成プログラム助成対象事業一覧、国際交流基金、2013 年 2

月 9 日、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exchange/support/2013.html#header。 
347資料為訪談國際交流基金東京本部亞洲交流特別事業準備單位職員所取得之內容。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exchange/support/2009.html#header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exchange/support/2010.html#header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exchange/support/2011.html#header
http://www.jpf.go.jp/j/project/intel/exchange/support/2013.html#h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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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越南相對而言較無反日情結，年輕世代憧憬日本流行文化，百姓對於日本長

期 ODA 援助多抱持正面評價，日語學習者逐年攀升，對於文化交流活動相當踴

躍，座無虛席。就在一切看似順利的情形下，國際交流基金越南日本文化交流中

心人員卻指出日本文化的推廣不如想像中快速。事實上，經濟都市胡志明市直到

2011 年還出現日語教師嚴重缺乏的現象，雖然反映出當地人對於學習日語的熱

情，但「韓流」文化的佈局更為積極348。儘管越南人民不排斥接觸日本文化，但

由於韓國文化早先一步進入越南社會，對當地生活造成的影響不容忽視，日本想

要深入推廣國家文化的確面臨困境。近年來，韓國藝能文化搭配網際網路的發達

及高端的行銷手法，在全世界攻城掠地。擁有龐大的人口的東南亞地區中，韓國

政府發現，日本並未深耕越南這塊市場。韓國政府與韓國電視台合作將韓國流行

文化推廣至海外，在 1997 年他們與駐越南的韓國企業三方合作，擬定行銷策略，

藉由無償提供韓劇換取越南電視台的廣告時段，全力放送韓國廣告，加上浪漫感

人的純愛偶像劇賺人熱淚，溫暖的台詞深植人心，很快地在越南引發「韓流」熱

潮。由表 4-5 可發現，越南是「深化韓流推廣」中唯一的東南亞國家349。 

[表 4-5]韓國流行文化擴大推廣戰略 

韓流推廣階段 國家 具體內容 

深化 中國、香港、日本、越南 加強雙向交流、保護著作權 

擴散 台灣、泰國、印尼、馬來西亞

等 

擴增韓流明星活動數量以及韓

國明星採訪援助等 

潛在 中南美洲、中東、中亞、俄國

等 

大量進口韓劇及韓國電影、協

助韓國文創產業在當地發展 

註：參酌李美智「韓国政府による対東南アジア韓流振興政策--タイ・ベトナム

へのテレビ・ドラマ輸出を中心に」，研究者整理。 

    研究者認為日本對越南的交流一直處於被動狀態，國際交流基金越南日本文

化交流中心之所以成立也是因為日本政府觀察到越南的中學長期以來將日語視

為第一外語，再根據派遣至越南的學者所撰寫的報告書內容，發現越南對日本的

                                                     
348
資料為研究者訪問國立政治大學石原忠浩教授所取得之內容。 

349李美智、「韓国政府による対東南アジア「韓流」振興政策--タイ・ベトナムへのテレビ・ド

ラマ輸出を中心に」、東南アジア研究（2010 年 48 卷第 3 号）、265－293 ペー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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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相當關注，才提出成立辦事處的構想。如果日本態度夠積極，夠重視與越南

的關係發展，早在 1973 年建交後，就能著手成立交流基金的據點，不至於拖延

至 2008 年。熟悉越南事務且致力於深化日越文化交流的日越特別大使杉良太郎

350曾說，相較於鄰近的泰國或新加坡，日本政府或進駐越南的日本企業對當地的

了解不深，只對越南的經濟與投資稍微有興趣，完全沒想過要跟人民或員工有進

一步的認識，文化交流也毫無進展，只有不斷投入金錢。其他先進國家的投資量

遠低於日本，對日本來說其實是個開拓越南市場的大好機會，卻因為日本政府與

企業感覺遲鈍而錯失良機。他亦認為多數日本企業家或商務人士的文化素養相當

貧瘠，短視近利，凡事只會用利益主義或績效主義的觀點作判斷。日本人總愛充

耳不聞，視而不見。想要提高經濟效益，首先要先了解對方的文化背景，同時適

時適切地傳達本國文化，才是深化兩國關係最重要的關鍵
351。 

 

 

 

 

 

 

 

 

 

 

 

 

 

 

 

 

 

                                                     
350杉良太郎氏に対する日ベトナム特別大使の委嘱状交付，外務省，2015 年 4 月 18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4_000843.html。 
351杉良太郎、「民間外交のパイオニア－外務省よりべトナム親善大使に委嘱された」、財界人

（2005 年 12 月号）、57-58 ページ。 

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4_000843.html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3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日本對東南亞國家公眾外交之比較 

    本文以日本公眾外交政策中的國際文化交流為主軸，透過文獻分析法與訪談，

分析日本對東南亞地區的泰國與越南之文化藝術交流及日本研究與知識交流的

推廣現況與效果。以下將綜合各章節的論述，探討泰國與越南在國際文化交流上

之發展異同。  

一、文化藝術交流型態相近，內容有所差異 

    日本對泰國與越南在文化藝術交流的推廣方面，使用相同的文化型態為

傳遞媒介，諸如在第三章與第四章提到的演說、講座、舞台劇、比賽、工作

室等以人為主體的直接型交流以及以展覽及電影祭等以作品為主軸的間接

型交流。然而，泰國因為受到日本文化影響較久，對於該文化有一定程度的

理解。因此，活動內容的深度會提高，比如在首都曼谷及其周圍較發達的城

市舉行茶道或花道等傳統藝術體驗，通常不再強調基本知識，而是請日本專

家介紹不同流派與風格，讓參與的民眾對於日本傳統文化有更進階的認識。

此外，國際交流基金曼谷日本文化中心從2011年開始招募泰國籍工作人員，

也常舉行兒童俳句比賽，或是募集泰國人創意，為國際交流基金曼谷日本文

化中心設計標誌。日本在越南推行的文化藝術交流中，在講座、舞台劇等方

面內容相似，但由於越南民眾對於日本文化的理解相對不夠深入，不論是推

行大眾文化或是傳統藝術，主要還是以基本知識為推廣重心。另外，日語在

越南未完全普及，故工作室活動幾乎與日語學習作結合，這樣的活動內容在

泰國已不復見。研究者認為泰國的文化藝術交流屬於多元深入，反觀越南的

交流內容則以提升日語學習普及化與傳達基本的日本文化藝術知識為主軸，

顯現出日本與越南交流還停留在初級階段。 

二、日本研究演變方向相同，知識交流活動內容有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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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的日本研究題目由 1980 年代注重「食衣住行」物質上的基本需求，

到 2000 年後走向「育樂」更進階的精神層面的研究，越南的研究主題也從

初期以日本產業與經濟為導向的研究，到後期學生開始接觸日本文化與文學，

帶動了文化方面相關研究，跳脫原先較為生硬的主流研究。然而在知識交流

方面，國際交流基金在泰國舉行的研討會或論壇多屬於國際型規格，且交流

主題層級幾乎是跳脫國家、走向區域性甚至是全球性議題，包括社會福利政

策、性別議題、外籍勞工與移民問題、國民所得分配等社會性較強，與國民

權益相關的主題。國際交流基金在越南的據點於 2008 年才成立，重心依舊

擺在日語推廣與文化藝術交流，知識交流活動相對稀少，主題偏向教育制度

與學術研究，也曾針對日本與越南的關係發展進行探討，說明兩國關係不夠

熟稔，越南的教育制度與學術研究環境尚未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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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發現 

    根據第三章與第四章的整理與論述回頭探究第一章所提出的問題意識，研究

者發現日本文化向海外推廣的確有其難度，而以泰國與越南來說，在泰國的推廣

相較於越南容易許多。與泰國長年的外交關係給予日本很充裕的時間換取向人民

推廣的空間，加上日本與泰國均有皇室文化，且交流頻繁，關係密切，泰國人民

自然對於日本的印象改變不少。儘管曾經因為大量日貨進口問題引發反日暴動，

短暫的情緒並不影響泰國的「不仇日」立場，而該反日情結也成為促使日本政府

重視對泰國文化交流的一大契機。此外，泰國人民對於日本文化的憧憬及參與活

動的積極主動，是促使文化藝術交流迅速開花的要因。文化交流順利推廣，在泰

國全民對於日本的理解達到一定水平時，順水推舟，日本研究逐漸蓬勃發展，在

泰國建立起研究網絡，日本專家學者派遣至此舉辦國際型研討會，日本對泰國的

國際文化交流順利地走向國際交流基金所規劃的最深入也最艱難的最後階段352，

至此我們可說日本與泰國的交流相當成功，少了歷史問題，不似中國、韓國、或

其他東南亞國家固有的仇日情結，泰國人民對日本文化採取開放與包容到最後接

受並融合；長期的往來換取空間，在泰國尚未接受其他異國文化洗禮的狀態之下，

抓準對的時間點進入當地；以上天時地利人和，使得日本文化藝術在泰國的推廣

度較高，日本對泰國的國際文化交流可說是典型的成功模式，其他國家要仿效這

樣的典範有其困難度。 

    相對於在泰國推廣的順利程度，越南方面的國際文化交流推廣不易，學生認

為「時間」與「韓流」為兩大主因。由於越南南北政局分裂與戰爭的紛擾不斷，

日本雖然在 1954 年與當時的南越建立公使層級的外交關係，但直到 1973 年，日

本官方才正式與越南建交353，日越往來時間短導致雙方對彼此的理解不夠深入。

但在建交之後，日本具有絕佳時機點前往開發越南的市場卻視而不見，看著機會

                                                     
352 國際交流基金既定的「國際文化交流」順序：強化存在感，文化交流與合作，日語普及化，

知識對話。 
353永野慎一郎と近藤正臣、日本の戦後賠償 アジア経済協力の出発(東京：勁草書房、1999)、

95-100 ペー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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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白溜走，讓韓國搶先一步，時至今日要推廣文化交流踢到鐵板才深感費力。儘

管在 2008 年國際交流基金越南日本文化交流中心成立之前，日本駐越南大使館

在當地也有進行零星的交流工作，尤其是日語教育推廣。國際交流基金越南日本

文化交流中心所舉辦的文化藝術交流活動中，大多是以淺顯易懂的交流內容結合

簡單的應用日語的形式，由此可推知先前的日語推廣尚未完全普及，加上韓國文

化影響層面大且深，日本如何在「韓流」強力吹襲之下殺出重圍，是現階段最大

的瓶頸，也是最迫切解決的課題。 

    亡羊補牢，猶未晚矣。研究者認為，越南人民熱衷參與活動，代表他們對日

本藝術文化有高度興趣，只是需要時間，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引領入門，慢慢提升

對日本文化藝術的理解後，便能進一步推動知識交流與學術研究的水平，在文化

活動方面也能順利進入雙方合作階段。唯一要注意的是，越南人較為害羞，不擅

長表達自己的需求，不像泰國人民會打電話到辦事處表達他們對交流活動的期待

354。因此，國際交流基金應該多傾聽民眾的聲音，可以不定期舉辦座談會或是一

般茶會，提供越南人民一個發聲的窗口，讓辦事處人員了解民眾需求，讓日本國

際文化交流活動趕緊步上軌道。 

    第一章問題意識的第二部分提到國際交流基金推動國際文化交流之際是否

因國而異。根據泰國與越南的案例，國際交流基金會秉持的他們既定的順序進行，

先增加在當地的曝光度及存在感，進而推行較為軟性的文化交流活動，另一方面

推廣日語教育達到普及化程度，最後階段則是在全民對日本具備一定了解、日語

普及的狀況下，舉辦知識交流相關的研討會或講座，深入探討較嚴肅生硬的議題。

基本上大方向不變，不過執行中的小細節會因為國情不同稍作調整，讓人民更容

易接受。細節部分通常由當地辦事處負責協商。因此，研究者認為國際交流基金

在進行國際文化交流時，並沒有因為國家不同而改變施行的順序與做法，儘管細

節稍有不同，方向依舊相同，故沒有因國而異的現象。 

                                                     
354資料為研究者於 2014 年 3 月 5 日訪談國際交流基金東京本部亞洲交流特別事業準備單位職員

所取得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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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日本與泰國及越南重要歷史事件一覽表 

年份 泰國 越南 

1945-1990 *1887 年-日本與泰國建交 

1960 年-1970 年-償還「特別日圓」 

1970 年代初期-泰國出現反日情緒 

1974 年-國際交流基金曼谷日本文

化中心成立 

1954 年-日本與南越建立公使

層級外交關係 

1973 年-日本與北越(現在的越

南)正式建立外交關係 

1978 年-越南出兵攻打柬埔寨 

1979 年-日本凍結對越南援助 

1991-2000 無 1992 年-日本重啟對越南援助 

2001-2014 無 2008 年-國際交流基金越南日

本文化交流中心成立 

註：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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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建議 

    根據研究者的搜尋與調查，本研究應該是台灣學術界中首篇以日本國際交流

基金為出發點對東南亞地區進行國際文化交流研究的論文。在資料蒐集過程中，

不論是學校或是國家圖書館，關於這方面的中英文書籍幾乎沒有，研究者只能仰

賴從日本國會圖書館取得的少許日語文獻與國際交流基金的網路資料。資料量少

增加了分析上的難度。嚴格說來，這是一篇整理大於分析的論文，語言上的障礙

也導致論文可能流於偏頗。 

    對於未來想從事日本對東南亞地區國際文化交流研究的同學，研究者提出兩

項建議。首先，如果能夠解決語言上的障礙，研究結果將更精準。研究者不懂東

南亞地區的語言，相關文獻無法閱讀，僅能單方面參考來自日本的資料，這樣一

來所歸結的論點極易失去客觀性。此外，能夠閱讀東南亞的資料，研究資料的母

體自然擴增許多，能夠降低分析的難度，提高研究的準確性。第二，如果經費或

預算允許，可前往東南亞國家對當地人民進行問卷調查，確實了解他們對「日本」

這國家或日本文化交流的真實感受為何，得到的數據會比文獻上所看到的精準。

相信以上兩點如能付諸實行，在日本與東南亞地區文獻的交叉研究之下，結果將

更具其參考價值。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研究者認為，台灣能以日本的國際文化交流模式為參

考依據，適度調整現有的執行方式，提高台灣在東南亞地區人民眼中的好感度與

在國際社會的能見度。台灣文化交流的團隊橫跨外交部、教育部、新聞局等政府

機關，而以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為台灣國際文化交流的窗口
355。除了仰賴政府機

關，台灣有大量來自東南亞地區的外籍勞工或新住民。相較於日本，台灣有這樣

的機會，我們不該只將眼光放在他們是勞工或外籍婚配的身分上，如果能夠以友

善的態度與他們接觸，以對等的心去探討他們的文化，做好國民外交，也是成就

文化交流的捷徑之一，因此應該把握機會，向他們學習異國文化，促進彼此理解

                                                     
355 張毓芹，「台灣公共外交之發展與研究-以推動參與聯合國之工作為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

士論文(2006)，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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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交流才是。 

    國際文化交流結合訊息傳播、提供親身體驗與知識研究三種方式，藉由文化

交流的方式突顯國家特色及文化形象，並透過文化藝術傳遞、語言教育、學術研

究、專家派遣來提供「文化」與「知識」方面的訊息交換，在國家外交上的影響

力不可同日而語。國際文化交流需要時間推廣，細水長流，並非立竿見影，馬上

能看到效果。關於國際文化交流的研究也是如此，本文的研究只是一個開端，希

望能拋磚引玉，期許更多後進加入該主題的研究，增加台灣學術界的多樣性，同

時讓日本的國際文化交流相關研究能夠受到關注，成為一個研究新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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