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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校前身嘉義農林學校棒球隊於 1931 年赴日本參加第 17 回夏季甲子園大會，獲得「準優

勝」（亞軍），震驚日本棒壇，博得「天下嘉農」美譽。當年獲得冠軍的學校為日本中京商業

學校，而今為名古屋有名的私立中京大學。由於嘉義市政府和社會賢達人士的促成，本校於

2015 年 12 月與中京大學締結姊妹校。為了能更具體促進彼此的合作，因此特別安排於今年二

月底由邱校長率領本校一級主管回訪，同時進一步協商具體的學術交流事項。本校人文藝術

學院與德島大學和岡山大學互動頻繁，也已簽訂院級的 MOU，因此安排順道拜訪此兩校的校

長，期望能將雙方的交流由院級提升到校級。經過此次的訪問，與中京大學獲得兩項結論：(1)

每兩年棒球隊實質交流一次，在日本名古屋和嘉義各進行一場友誼賽，(2)兩校每年各派 5 名

交換生進行實質交流。與德島大學和岡山大學達成發展校級交流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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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本次學術交流預計拜訪中京大學、德島大學和岡山大學。本校去年 12 月已與中京大學締

結姊妹校，此行有兩個目的，一為促進彼此棒球隊實質交流，二為實現雙方學生實際的交流。

本校人文藝術學院與德島大學和岡山大學已簽訂院級 MOU，此行的目的希望將兩校的交流由

院級提升至校級。

二、緣由

本校前身嘉義農林學校棒球隊於 1931 年奪得全臺高校棒球冠軍，打破「冠軍錦旗不過濁

水溪」的魔咒。同年，代表臺灣赴日本參加第 17 回夏季甲子園大會，以 3 勝 1 負佳績獲得「準

優勝」（亞軍），震驚日本棒壇，博得「天下嘉農」美譽。當年獲得冠軍的學校為日本中京商

業學校，而如今當年中京商業學校也演進為名古屋有名的私立中京大學，中京大學也一直保

留棒球隊，而且實力也不弱。本校的棒球隊則因二次大戰、228 事件以及當年政府不支持而中

斷，一直到 1970 年代再度成軍，目前在全國大學棒球錦標賽表現突出。

2015 年，由於嘉義市政府和社會賢達人士的促成，本校於 12 月與中京大學締結姊妹校。

在簽訂 MOU 前夕，邱校長臨時有要事前往美國進行學術交流，而無法親自主持簽約儀式，因

此安排於今年二月底率本校一級主管回訪以示禮貌，同時進一步協商具體的學術交流事項。

本校人文藝術學院與德島大學和岡山大學互動頻繁，也已簽訂院級的 MOU，因此安排順道拜

訪此兩校的校長，期望能將雙方的交流提升到校級。

三、過程

自 2 月 28 日起，赴日參訪及交流八天，將走訪的學校有中京大學（名古屋）、德島大學

和岡山大學等三校，第七天將參觀廣島嚴島神社、原爆紀念館等。本次參訪行程如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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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8 日

上午 11:45

抵達名古屋中部國際機場(NGO)，抵達後，由中京大學代表刀根實主任至機場接機。

下午 1:30

抵達住宿地點: Sir Winston Hotel（〒466-0825 Aichi Prefecture, Nagoya, 昭和区八事本町

100−36）。

下午 2:00~下午 6:00

參觀 Sir Winston Hotel 右側的八事山興正寺以及附近的周遭環境，興正寺是相當典雅的古

寺，可惜只有少數梅花綻放，櫻花仍含苞待放中。

下午 7:00

由刀根實主任陪同在 Sir Winston Hotel 用餐。在用餐中，刀根實主任簡略介紹該校的近況

以及未來兩天參訪的細節。本校也充分向刀根實主任表達本校參訪期待達成的事項，以利正

式場合的交流和互動。

2 月 29 日

上午 10:30-12:00

參觀中京大學豐田校區，此校區的主要特色在運動方面，有最先進的訓練設施，工學院

也致力於運動相關人工智慧之研究，還設有划冰、冰上曲棍球訓練用的冰宮，令人驚嘆！棒

球場也設於此校區，由於是冬天，棒球隊作移地訓練，大部分隊員都不在學校。

下午 3:30

抵達中京大學名古屋校區，受梅村清英理事長和安村仁至校長熱烈歡迎，並安排簡要的

晤談。日方與會的有梅村清英理事長、安村仁至校長、北本暢常任理事、明木茂夫教授和刀

根實主任。我方與會的是代表團五位成員。日方特別安排明木茂夫教授為翻譯，我方陳碧秀

主任是留日的學者則擔任我方的翻譯。會談中主要提起過去兩校因棒球而結緣，彼此也希望

兩校在未來能做進一步的交流和合作。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梅村清英理事長和安村仁至校長

特別提到臺灣在 311 福島事件後對日方的援助，他們表達高度感謝之意。

下午 4 時

中京大學特別安排附屬高中師生（含中京高中棒球隊教練及團員）與我方代表團成員做

進一步的交流。交流中談及目前幾位臺灣籍的日本職棒選手在日本的表現都非常的優秀，中

京高中棒球隊團員也希望將來有一天能到本校交流。與附屬高中師生交流後，特別安排參觀

圖書館最先進的自動借還書系統。此外也參觀了社會學院中臺灣史研究所，是日本三大臺灣

研究中心之一。陪同我們參觀的明木茂夫教授是九州大學博士，教中國文學，主要專長是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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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音樂，明木茂夫教授的中文相當流暢。

下午 6 時 30 分

由中京大學特別安排晚宴（日本料理），日方代表為梅村清英理事長、安村仁志校長、北

本暢常任理事、明木茂夫教授和刀根實主任，道地的日式傳統料理，是非常正式的晚宴。邱

校長代表我方致感謝詞，非常感謝中京大學以如此高規格的方式接待我方代表。由於在前一

天的晚餐刀根實主任已暗示中京大學為私立大學，決策權在董事會，校長只是執行者，明天

參加正式會議的只有校長和校級的一級主管，董事會的人不會參加，因此我方的訴求必須在

今晚向梅村清英理事長提出，經過他首肯的話，明日的正式會議就會很順利。我方的訴求有

兩項，一為雙方棒球隊每兩年互訪一次並舉行友誼賽，再現 1931 年的光景，二為實現雙方學

生實際的交流。梅村清英理事長曾經留學美國，英文相當流利，因此雙方的溝通相當流暢，

在晚宴中，我方的訴求也獲得梅村清英理事長的首肯。

3 月 1 日

上午 10:00

與中京大學安村仁志校長及校級代表座談。日方代表為安村仁志校長、Oida Yukio 副校

長、桑村哲生學長補佐、明木茂夫教授、井口弘和工學部學部長、白井正敏經濟學部教授、

大森達也學長補佐、向日恒喜經營學部學部長、高橋繁浩體育会水泳部部長和刀根實主任。

在互相介紹雙方的成員之後，雙方校長簡介自己學校的特色，然後開始討論未來合作的事項，

雙方就各種方面做了密切的交流。至於我方的兩項訴求，由於昨晚已獲梅村清英理事長首肯，

因此很快就達到共識。每兩年棒球隊實質交流一次，在日本和嘉義各進行一場友誼賽。每年

兩校各派 5名交換生進行實質交流。會談之後，本校就在本校的首頁發布新聞稿，新聞稿如

后：

嘉大、中京大 共掀甲子園棒球熱潮

嘉義大學校長邱義源率主任秘書李安進、研發長陳榮洪、進修部主任陳碧秀及前教

務長徐志平一行 5 人赴日，於 3 月 1 日參訪姐妹校中京大學，受到中京大學梅村清英理事長、

安村仁志校長熱情接待，雙方並進行交流訪談會議，達成兩校棒球隊互訪、提供交換生名額

及學術研究合作等多項協議。

1931 年嘉大前身嘉義農林棒球隊在奪得全臺高校棒球冠軍後，代表臺灣參加第 17

回夏季甲子園大會，獲得準優勝（亞軍），震驚日本棒壇，並博得「天下嘉農」之美譽，當時

取得冠軍的就是中京大學的前身中京商高校，如今兩校皆已發展為優質綜合大學，且皆仍繼

續培育實力堅強的大學棒球隊，因此兩校特別珍惜此一棒球緣分。

中京大學於運動教育、運動競技、運動健康等領域學制完整、規模宏大，在日本具

舉足輕重之地位，不但培養許多世界級頂尖選手，其工學院亦就人體工學、人工智慧、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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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媒體科技等方面進行聚焦研究，未來兩校將針對高齡化、少子化、全球化等教育問題

進行研究合作，且每年各提供 5 名交換生名額。

上午 12:00

與中京大學安村仁志校長及校級代表餐敘。

下午 13:00

下午參觀熱田神宮（Atsuta Shirine）、名古屋城（Nagoya Castle）、豐田產業技術紀念館

（Toyota Comemorative Museum of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3 月 2 日

於名古屋車站搭乘 JR(車次 Shinkannsen NOZOMI No.27)，抵達新神戶車站(Shin-Kobe JR

station)，轉乘新神戶巴士轉運站(JR 車站旁)，搭乘 Awa Express Kobe No.67 前往德島。住進

Hotel Clement Tokushima (飯店位於車站旁)（〒770-0831 徳島市寺島本町西 1 丁目 61 番地）。

下午 6:30

晚宴由德島大學總合科學部平井松午院長於志美津料理店作東，田久保國際長、細井和

雄副國際長和荒武達朗准教授也在場。由於總合科學部與本校人文藝術學院長期交流，徐前

教務長與荒武達朗准教授也是舊識，田久保國際長和細井和雄副國際長的英文相當流利，沒

有語言的隔閡。荒武達朗准教授的中文相當流暢，居間進行翻譯的工作，因此與平井松午院

長的溝通無礙。一群人除徐前教務長與荒武達朗准教授是舊識外，其餘從未謀面，在席間彼

此的交流非常熱情，好像是一群多年未聚的老朋友一樣，更拉近雙方的感情，相信對未來的

交流有很大的幫助。席間獲得德島大學香川校長的任期至今年 4 月，如要發展校級的交流，

香川校長可能會因任期將至持保留的態度。意外得知於臺灣研究卓有成就，曾幾乎跑遍全臺

的人類學家鳥居龍藏的出生地就在德島。用餐後，大家合影留念。

3 月 3 日

上午 09:30

德島大學國際處人員於飯店大廳接送本校成員，先由荒武先生和田久保先生帶領，搭乘

纜車上到眉山去眺望德島市，並在平和紀念塔前以及瞭望台上留影。其後荒武先生開車載我

們到該校醫學院繞了一下，接著的重點是參觀理工學院幾個實驗室，他們正在發展生物工程，

尤其是生質能源的開發，所以與本校有很大的合作空間。

上午 12:30

午餐於總合科學部平井松午院長辦公室吃豐盛的餐盒，除了昨晚田久保國際長、細井和

雄副國際長外，今日又多了叚森健介教授和佐久間亮副院長，大家暢所欲言，氣氛十分熱絡。

下午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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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德島大學校長，與香川校長討論合作事項，香川校長雖然任期將屆，仍熱忱接待，

並表示積極合作的意願。將離開德島大學，發現該校為了歡迎我們的到訪，德島大學特別懸

掛中華民國國旗，可謂真誠可感。

下午 4:46

搭乘火車前往岡山(直達車)，德島大學幫我們買自由座搭特急火車前往岡山，每人占一

個雙人座，寬敞舒適。六點五十左右才到達岡山，飯店也在車站旁。當晚住宿 HOTEL GRANNIE

OKAYAMA（〒700-8515 岡山市北区駅元町 1 番 5）

3 月 4 日

上午 9:45~10:30

曾經在嘉大任教五年的土屋洋老師，現在是岡山大學的准（副）教授。土屋洋老師先帶

我們去參觀岡山大學的臨海實驗所，根據網頁顯示，此實驗所過去發表相當多有關於泥鰍內

分泌的報告和烏賊生理生態的報告，在學術上是相當活躍的研究所。所長坂本竜哉教授親自

帶我們參觀了各個實驗室，實驗所裡除了一般的儀器外，也有相當先進的電子顯微鏡和共聚

焦顯微鏡，由於有聞到乙醚的味道，才知道此實驗所也從事哺乳動物的研究，最後他還帶我

們去看他們的船。這個實驗站對著瀨戶內海，相當清幽，也是淡海水交會的地方，生物相當

多樣性，遠遠還可以看到一些帆船，遠眺水天一色，令人心怳神怡。坂本竜哉教授 20 年前曾

在美國馬里蘭大學海洋生物科技研究中心(COMB)陳鐵雄老師研究室從事博士後研究，此次同

行的李主秘是水生系教授，在念書時亦曾於該中心從事研究和坂本所長有一些淵源，將來合

作的機會很大。

上午 11:30~12:00

岡山大學森田潔校長接見，松本俊郎學部長、張星源副研究科長和土屋洋老師作陪，彼

此介紹與會的人員並簡介自己學校的特色，發現除了文學外，岡山大學在農學方面也有很多

人才，彼此研究的主題可以達到互補的作用，經過三十多分鐘的晤談，對於簽訂校際合約，

兩位校長都樂見其成。

中午 12:00-13:10

中午在岡山大學校區的餐廳，由社會文化學院的松本俊郎學部長作東，張星源副研究科

長和土屋洋老師陪同用餐。大家都談到少子女化的問題，解決的方法之一是招收國際學生，

日本政府核准補助三十所大學經費，希望他們向國際化邁進，岡山大學亦在列，他們的目標

是從目前的五百國際生，增加到二千人，這真的是一項艱難的任務。

下午 1:20-2:00

下午的節目是安排和環境生命科學的神崎浩科長討論合作事宜，但科長太忙，晚到了二

十分鐘，所以只能簡單的交換一點意見。不過雖然時間短暫，彼此還是留下不錯的印象。座

5



中還有兩位農學教授村田芳行、中村宜督，他們比較早來，談的內容比較豐富，兩位都是年

輕教授，對雙方進一步的合作表達強烈的意願。

下午 2:10

結束岡山大學的交流參訪，正式的行程也就宣告完成了。Hotel Check out 後，抵達車站

搭車（鐵路）前往廣島。住宿: APA Hotel Hiroshima-Ekimae Hiroshima (廣島－站前阿帕酒店)

（廣島縣廣島市南區松原町 10-11）

3 月 5 日

最後一站為廣島，是屬於文化考察。從岡山出發前往廣島嚴島神社與宮島口，看紅色大

鳥居、原爆紀念館、平和公園。很難想像這個曾經遭受原子彈攻擊，多達八萬人瞬間喪生，

七萬多人受重傷的城市，如今變得如此繁華。在參觀完原爆紀念館後，我們沿著有軌電車的

線路，徒步走回車站旁的飯店，欣賞城市的風光，幾乎忘了戰爭的可怕。當時原子彈是在空

中爆炸，因此建築物受到幾乎垂直的攻擊，使部分牆壁免於倒塌。目前作為紀念建築的是當

年的產業奬勵館，因為頂部有鋼筋，得以保留它的圓形屋頂，當地人稱之為原爆圓頂。

參觀原爆紀念館的規劃，可以先搭火車到宮島，再轉渡輪到嚴島神社欣賞大鳥居的美麗

丰姿，然後從宮島搭市區有軌電車到原爆所在的平和公園。今天天氣極好，很適合漫遊。事

實上原子彈並沒有把廣島夷為平地，其受損區域只有 12 平方公里。不過如今看來，當初爆炸

地點的樹木都已經枝繁葉茂，大街上高樓林立，街巷內歌舞昇平。爆炸地點被列為世界文化

遺產，這種榮耀卻是十幾萬條人命換來的。

3 月 6 日

上午 5:30

搭接駁車到機場，車程約 1 小時，搭機返國。

四、心得及建議
這一次到日本進行學術交流感受頗深，無論是從交通運輸、社區環境整潔、安排餐會、

安排會議和三所大學與臺灣的大學做一比較，都有很大的不一樣。在交通運輸方面，搭乘的
乘客很多，很有秩序，不吵雜，無論是公車，火車和新幹線都很乾淨。日本方面在安排餐會
很講究，那些人出席都事先規劃好，而且隔天正式會議可能碰觸的議題，都會事先取得共識，
以利正式會議的進行。在正式會議的時候，日方都會特別安排翻譯，而且在討論的時候，都
會較聚焦的討論，不會像在臺灣一樣，想到甚麼就講甚麼。在校園方面，日本校園的植樹好
像都有特別規劃，而且適時對校樹進行修剪和造型，讓校園環境充滿文化藝術氣息，臺灣大
部分的學校都是靠颱風對校樹進行修剪。

五、附錄
此行帶回中京大學、德島大學和岡山大學單本的學校簡介，由於任務需要，將此簡介置

於本校國際處供學生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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