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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國參訪目的 
 

    因應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推動都市再生乃是我國當前國土建設與都市發展最

重要的挑戰，過往早期台灣在進行舊市區衰敗、窳陋地區的改善時，僅採取消極

的注重建築硬體面改善的「都市更新」，然而都市更新往往遭人詬病的為其對於

都市產業面、文化面的發展、改善效果有限。 

 

    傳統產業或是老舊市區的活化再生，不只是要解決衰敗的現況問題，更要注

重當地的環境價值、傳統文化價值和社區居民共同的城市記憶等等軟體面之發展。

為建構永續發展的都市環境與經濟發展，更必須積極的推動「都市再生」，從僅

強調硬體環境改善的「都市更新」，走向地方經濟發展與城市文化發展兼具的「都

市再生」過程。 

 

    此次參訪目的即是希望台日兩國彼此學習交流對於城市之都市計畫、都市與

景觀設計、土木工程、水利工程等各方面技術的發展經驗。日本金澤市是以其對

於都市再生之經驗與古蹟、舊街區之保存聞名於世的城市，此次都市規劃與設計

實務短期課程相信對於學習都市規劃與設計的地政系學生將有相當大的幫助，藉

由不同國家城市規劃經驗之分享，希望學生回國後能夠學以致用，在未來台灣邁

向都市再生發展過程中，將此行日本城市參訪經驗所學習到之內容，應用於解決、

改善未來台灣的城市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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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金澤市之介紹 
 

金澤市位於日本本州中部，離東京約 300 公里，大阪 250 公里。金澤市是位

於日本石川縣的城市。北陸地方最大的城市，也是石川縣的縣廳所在地。金澤市

面積為 467.77 平方公里，總人口約 45.7 萬，有學校 156 所，圖書館 5 間，公民館

62 間，都市公園 536 處。 

 

金澤市位於日本海側金澤平原，剛好位於北陸的中部。於安土桃山時代，本

能寺之變後前田利家遷入金澤城得以發展。江戶時代由於屬獲封最高的一百萬石，

有「加賀百萬石」之稱的加賀藩的城下町，是當時是日本第四大都市，人口超過

十萬，僅次江戶、大坂和京都市。 

 

但自明治維新以來，隨著工業化發展，士族和商人的遷出導致人口減少。又

因太平洋側的港口城市的迅速發展，所以以現代日本來說，金澤市只屬於日本的

中型地方城市的規模。 

 

金澤市傳統文化有加賀友禪、金澤金箔、金澤佛壇、金澤漆器、加賀蒔繪、

九谷燒、大樋燒 加賀刺繡、加賀毛針等聞名全日本。而金澤市有以下幾個特點: 

 

1. 保有日本文化傳統的古城: 

金澤市之建設基礎源於江戶時代(1603~1867)統治此區域的前田家所建造的。

繁盛時期僅排在江戶、大阪、京都之後。在日本有「小京都」之稱，保留了日本

過往傳統文化及庶民生活之重鎮，並以其對於古蹟及傳統街區之保存聞名。 

 

2.藝術、觀光發達的旅遊城: 

金澤因處於日本海側，代表著遠離倒幕運動的中心、也遠離二次大戰的主要

軍事據點，多次日本的主要政治運動之下仍能倖免於難，市中心仍然存在大量戰

前、甚至幕府時代的建築，令金澤成為日本一個主要的旅遊景點。其中日本三大

名園之一的兼六園就是位於金澤，而西元 2004 年金澤 21 世紀美術館成立，使其

成為最受注目的現代美術館。 

 

3.學風盛行的學術城: 

石川縣有大學或短期教育大學等高等教育機構 19 處。按人數比例計算，次

於京都，全國排名第二。另外，大學院校的學生人數也次於東京、京都、大阪、

福岡排第五位，為何如此重視學問，追其原因在於明治時期。明治政府為了培養

出負擔日本未來的骨幹，在全國各地特色了舊制高等中學。其中，靠日本海地區

唯一開校的就是金澤大學的前身。在日本可說為學風盛行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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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金澤市市章 

 

 

圖 2-2 石川縣金澤市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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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澤大學介紹 
 

金澤大學已有150年的歷史，為日本早期四間著名國立大學之一，歷史悠久。

金澤大學在 2008 年，將學科分為 3 個學域，16 個學類。入學第一年扎實地打好

初步基礎以後，以第二年開始選擇自己感興趣的學科。金澤大學的宗旨是學生能

夠學習到自己想要的內容，以求做到學習真正學問的學校。 

 

除了 3 個學域 16 個學類外，大學院還有 5 個研究所以及癌症研究所等，是

綜合型大學。校園總面積達到 260 萬平方公尺，以全國標準來看，為全國第三位。 

而此行與本校進行學術交流的為環境設計學類都市計畫學系，以都市計畫為主要

之學習課程，但由於都市計畫專攻在金澤大學屬於理工學域，較重視工程面、數

理計算性之分析手段，在金澤大學屬於相當熱門且著名之科系。 

 

 

圖 3-1 金澤大學校園一覽 

 

 

圖 3-2 金澤大學校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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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訪行程介紹 
 

    此行由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白仁德副教授帶領大學部土地資源規劃組學生於

西元 2010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6 日前往日本石川縣廳金澤市與當地國立金澤大學

環境設計學類都市計畫組進行為期七天六夜的都市規劃與設計實務短期課程。 

 

    參訪的主題包括:能登半島-老舊街區更新與參訪、金澤大學校園參訪與課程

學習、金澤散策-古蹟保存與都市現代化、富山電車-公共交通之路面電車、高山

市與合掌村-古蹟保存與觀光等幾個主題，學習面向含有: 都市計畫、都市與景

觀設計、交通運輸、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和古蹟與傳統街區保存等幾個面向。

行程表如下所示: 

 

 
表 4-1 金澤大學都市規劃與設計實務短期課程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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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能登半島-老舊街區更新與參訪 
 

    八月一日，由金澤校方代表，環境設計學類都市計畫組的沈振江老師、金澤

大學國際交流處的薛芸兩位老師，以及金澤大學的五位碩士班學生帶領參訪團啟

程前往能登半島。金澤市所處之能登半島面臨日本海，具有壯麗的海岸風光，此

行的第一站，為位在能登半島頂端，堪稱日本三大朝市之一的輪島朝市。 

 

    輪島朝市之特產為能登半島每日當地捕撈之漁獲以及當地歷史悠久之手工

藝品─輪島漆器。輪島朝市市場攤販鄰街設攤、散發熱情攬客的氛圍，然而本參

訪團深入觀察之後發現，輪島朝市內各條供攤販設攤的街道，為因應觀光人潮、

便於清掃維護，街道之幅度較一般日本商店街為寬，且每一攤搭設之遮雨、遮陽

棚感覺較為整齊劃一、地面亦較為清潔乾爽，少了台灣傳統市場常有的汙水排放

地面、污物垃圾隨地放置的負面情形。可見透過當地居民的在地認同配合著土地

使用和都市設計的手法，也能使達成當地產業與都市景觀雙贏之局面。 

 

    下午參訪團前往輪島的門前總持寺祖院參觀，門前總持寺祖院過去為日本曹

洞宗(佛教之分支)的修行勝地，經由此行使本團見識到了過去日本大化革新時 

期佛教興盛地傳入日本並且為當地所帶來之改變，寺院內可以見到中國傳統典型 

之寺院建築形式，且對於傳統歷史建物之保存與維護相當優良，此行較為可惜之

處為該寺院內正逢整修，我們無緣進入大殿、更進一步地參訪大殿歷史建物的珍

貴面貌。 

 

    在回金澤市的途中，則繞道能登半島南端之七尾市，由於本此負責帶領我們

行程的沈振江老師，曾參與七尾市之都市規劃，因此我們便實地走訪七尾，了解

當地商業設施的建設現況，以及其觀光景點之魅力所在。 

 

    離開七尾市時，則沿能登半島，行經“千里濱”，沈振江老師建議參訪團的

座車沿著海岸邊行駛，此舉令許多未曾乘車馳騁於沙灘的團員們備感驚奇。千里

濱的沙岸上，雖然未鋪設柏油路，但立有一個個速限、注意行人等之道路標示，

且來此之遊客們皆將車輛直接停於沙灘上，便在一旁戲水、烤肉，我們在一邊欣

賞千里濱之上能登海岸的落日餘暉，一邊則能見到另一側成群排列的遊客及車輛，

成為一幅十分有趣的景像，此與台灣通常車輛無法直接停靠在海灘上的情形大異

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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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1 休息站具設計感的空橋          圖 5-2 輪島朝市之市集街景 

 

   

  圖 5-3 輪島著名能登鐵金剛展覽館       圖 5-4 輪島朝市漆器展覽館 

 

    

      圖 5-5 輪島市集上的商店               圖 5-6 輪島當地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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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7 輪島當地著名漆器店            圖 5-8 市集上的創意招牌 

 

 

     圖 5-9 輪島市集旁之河堤            圖 5-10 表參道兩旁之街景 

 

  

       圖 5-11 當地神社入口               圖 5-12 重藏神社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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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13 神社旁之御手洗              圖 5-14 神社正廳 

 

  

      圖 5-15 總持寺祖院立碑             圖 5-16 佛寺前的庭院景觀   

 

  

       圖 5-17 佛寺入口處                 圖 5-18 總持寺之偏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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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19 佛寺內供佛處              圖 5-20 說明佛寺歷史之木雕 

 

  

  圖 5-21 寺院內展示早期住持之服飾        圖 5-22 進行禮佛之法器 

 

      

  圖 5-23 院內「此經難持」雕像        圖 5-24 「芳春院」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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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金澤大學校園參訪與課程學習 
 

    八月二日的行程，則是正式前往金澤大學開始此次之課程，金澤大學位於金

澤市南郊，原位於金澤市中心的金澤古城內，為因應古蹟保存以及校園規模之擴

大而遷徙至現址。 

 

    由市中心前往，車程約二十數分鐘，當我們見到金澤大學之校園門牌後，便

開始爬坡，其地理環境與政大皆為依山而建、因此校地甚廣，隨著坡度變化進行

樓層配置及建築結構調整之教學大樓，一見此景便令身為政大學生的參訪團員們

頗感親切。 

 

    在飽覽校園自然風光後，便前往本次課程教室之地點─理工學院大樓，該樓

的特色在於入門後便是雄偉的挑高，除了感受到空間的氣派外，更增加了視覺之

開放性與通透性，可以說是大學自由學風在硬體設施上之具體體現。 

 

    第一堂課，為前任金澤大學環境設計學院(現已改制為理工學院下之環境設

計學類)院長的川上光彥教授主講，題目是「金澤市的傳統街區保護規劃與實踐」，

以金澤市的歷史背景與都市發展現況為主題，替參訪團深入淺出地介紹了金澤市

的概況，使參訪團快速對於金澤市有了基本的認識。 

 

   也藉由川上教授的說明，使參訪團瞭解到金澤公部門如何與當地居民溝通對

話，一起致力於當地具有歷史價值建物的保存與維護，對於保有當地住戶共同城

市生活經驗和傳統文化的傳承有很大的貢獻! 

 

    第二堂課則是來自歧阜經濟大學的杉原健一教授主講，題目為「城市規劃與

古建築的思維景觀模擬」，講授有關 3D 圖面建檔原理，這對於本系同學而言是

過去較少接觸的領域，這次有機會直接向外國學者學習有關軟體應用與圖學的課

程，透過 3D 圖面建檔原理能夠將城市的規劃發展從 2D 平面朝向 3D 立體邁進，

使規劃的面向更趨完善，相信對於專攻都市規劃的參訪團員們日後在此方面之學

習有相當之啟發。 

 

    兩堂課後，用餐時間大家一起到理工學院大樓內之學生餐廳用餐，其學生餐

廳規模之大、菜色種類之多，令人驚艷，重點是，除了日式、西式、中式菜色及

各式小菜皆備齊外，其價格皆低於日本當地物價，令人欽佩期學校對於價格之管

控以及金澤大學學生會之努力爭取，始有可能達到最低的成本與利潤、徹底重視

學生食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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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過後稍事休息，於下午一點半開始後半段的課程，由沈振江老師講授，

主題為「三維設計與政策模擬的規劃支持系統開發與應用」，為有關於昨日參訪

的七尾市之都市規劃。沈老師更介紹現在日本的地方都市計劃委員會在審理都市

計畫案時所用之模擬軟體，可以直接將各種預計施作之街道家具、植栽等透過電

腦模擬呈現在街道模型之中，了解若完工後將成為如何之樣貌。而當地都市計畫

審議委員會，更善用網路的力量，架設網路平台供一般市民上網發表、陳述對於

都市計畫之各種意見，不論是具體意見、民眾的感想等等皆可透過網路討論的方

式傳達給參與都市計畫審議之專家學者了解，算是促進民眾參與公共建設計畫事

業的積極手段，值得台灣做為今後提升民眾參與情況改善之重要對策參考。 

 

    最後，則進入政治大學與金澤大學學生交流工作坊(Workshop)的時間，由金

澤大學學生進行報告，報告主題分別為「金澤市寺町地區歷史景觀復原」與「金

澤市居住區規劃的實踐與課題」，另外，由台灣參訪團成員們提出問題，進而開

始小組討論。 

 

    金澤大學的報告者有平井建二、陳哲源、彭玲茜和胡飛瑜等同學，報告內容

包括了在 Google Map 上進行歷史街區建物模型資料庫的建置、以及大型集客設

施(商業設施)設置區位選擇之相關研究。對於此些研究課題，本校參訪團成員深

感興趣，因此提出相當多關於歷史街區如何保存和公私協力方面的相關問題，在

彼此分組討論後，雙方都獲益良多，金澤大學方面亦對於政大參訪團成員們鞭辟

入裏的觀察深表激賞。 

 

    由於，金澤大學環境設計學類都市計畫組，雖與政大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

組相同，以都市計畫為主要之學習課程，但由於都市計畫組在金澤大學屬於理工

學院，較重視工程面、數理計算性之分析手段，而政治大學地政系則屬社會科學

學院，因此較偏重於以經濟理論分析與法學之角度來處理都市計畫之問題，因此，

兩校成員在面臨相同的都市計畫課題時，不但各自觀點互異、處理之手法亦大異

其趣，因此此次交流對於兩校學生而言實屬難得之經驗，皆拓展了各自以往對於

都市計畫既有的觀點及視野，學會以不同的角度來處理現況上的各種難題。 

 

    課程完畢後，由金澤大學碩士班學生帶領政大參訪團四處走訪校園內，其中，

令台灣學生最印象深刻的莫屬於理工學院圖書館中的圖書自動分類機器，館員特

地為參訪者介紹了這個先進的圖書整理設備，此設備為一個大型自動分類的機械

手臂以及藏書空間，在約三層樓高之空間中，機械手臂會將學生所歸還的書依照

書上的書碼自動歸回架上，學生亦不需要親自前往書櫃尋找所要的書，只需從電

腦上選取書目，電腦手臂便會自動從藏書櫃中依照書碼取出指定的書，十分便利

而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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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時間，則前往金澤大學理工學院大樓內的餐廳”すみれ亭”，參加由金澤

大學校方所替我們舉辦的歡迎晚宴，會中，金澤大學校方代表有金澤大學理工學

院學院長山崎光悅教授、理工學院環境設計學類的川上光彥教授、沈振江副教授、

歧阜經濟大學的坂本二郎教授、金澤大學國際交流處薛芸小姐、毛利泰江小姐等，

除了對政治大學學術交流參訪團的到訪表示誠摯歡迎，並互相交換學習心得與課

程資料等，並期許不遠的將來政治大學地政學系能與金澤大學理工學院能簽署正

式的交換學生協定，為兩校未來的情誼，進一步交流打下基礎，並在研究上能相

互切磋、共同成長。 

 

  
  圖 6-1 歡迎政大學生來訪之立牌         圖 6-2 金澤大學校園景色 

 

  

      圖 6-3 理工學院圖書館              圖 6-4 金澤大學校園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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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5 白教授與川上教授合影         圖 6-6 白教授與杉原教授合影 

 

   

   圖 6-7 白教授與沈教授合影       圖 6-8 歡迎會由理工學院山崎院長主持 

 

  

       圖 6-9 白教授進行談話           圖 6-10 白教授與山崎院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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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金澤散策-古蹟保存與都市現代化 
 

    八月三日的課程，則以金澤城現場勘查與實地參訪為主，一早即前往了金澤

市公所，在金澤大學川上光彥教授、沈振江副教授的引薦下，我們有幸請到金澤

市都市政策局交通政策部交通政策課課長─木谷弘司博士進行介紹，他同時亦為

金澤大學校友，因此對於本參訪團此次前往金澤大學的參訪與暑期課程表示誠摯

的歡迎，木谷博士進行官方版的金澤市都市計畫簡報與未來發展架構，由於透過

前一日的課程，參訪團成員們已經對於金澤市有了基礎之認識，因此木谷博士的

內容說明對團員們而言較為容易吸收與了解。同時，川上教授在一旁旁聽的同時，

亦不時對於內容進行補充，使團員們更深刻而具體地掌握金澤市的都市計畫現況，

簡報結束後，木谷博士再一次代表金澤市公所，歡迎政大參訪團的來訪。 

 

    接著，參訪團一行人前往緊鄰市公所的二十一世紀美術館，二十一世紀美術

館為一圓形的結構物，因此全館動線貫通，裡面展示了許多後現代藝術風格的作

品，而當時館內正好在展示一位在地建築師所主導當地一所小學的改建計畫，在

正中央擺了小學現在樣貌的模型，四周則貼滿了各種居民以小學學生對於小學改

建的期望，讓參訪團見識了日本地區性建設營造，尤其是與社區息息相關的設施

建設，配合居民對於在地社區的想望打造符合在地期望的社區規劃。 

 

    下午，則前往金澤市內最重要的兩個景點─金澤城及兼六園。兼六園則是日

本三大庭園之一，為江戶時代代表性的池泉回游式(亦即將庭園內道路鋪設成為

繞池塘的形式)。與日本岡山市的後樂園、水戶市的偕樂園並稱日本三大名園。

為江戶時代加賀藩主前田齊泰所建，之所以取名為「兼六」，乃由於宋代詩人李

格飛的「洛陽名園記」，提到名園應兼具宏大、幽邃、人力、倉古、水泉、眺望

等六項特質之意義而來。兼六園與金澤城都為保存良好的歷史古蹟，隨時皆有來

自世界各國的遊客前來遊覽，且無不被其壯闊宏大、古色古香之建築之美所震懾。

能親眼一睹此兩樣具有代表性的歷史遺跡，對於遠從台灣來的參訪團成員們而言

意義非凡。 

 

    金澤城為日本戰國時代加賀藩藩主前田家之居城，歷史約四百三十年，前田

利家是加賀百萬石前田氏的始祖，因追隨織田信長而奠定了名將的基礎，前田利

家幼年即結識了豐臣秀吉，在織田信長統治時期，前田成為進江長濱、越前府中、

能登七尾的城主，豐臣秀吉在擊敗柴田勝家的戰爭過後，前田與豐臣結盟，於西

元 1583 年進入金澤城。 

 

    金澤城著名的建築為「菱櫓」、「五十間長屋」、「橋爪門續櫓」的復原工程，

為依照西元 1809 年重建之樣貌，使用日本傳統工藝技術建成的。整體以柱、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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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的拾梁式木架構為主，加上土牆、橫木組成的耐力壁結構，建材的連接則採

卯等傳統連接方式。這是明治以來日本最大規模的木製城堡建築，預計可使用

200-250 年，採用現代科技技術、設置鋼筋混凝土的地基，自動滅火設備以及無

障礙空間的樓梯輪椅升降機、電梯等。 

 

 

  

     圖 7-1 木谷博士進行簡報              圖 7-2 川上教授補充說明 

 

  

      圖 7-3 簡報互動討論情形           圖 7-4 白教授與木谷博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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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 參訪團於金澤市公所合影 

 

  

       圖 7-6 兼六園湖面景色                 圖 7-7 兼六園步道 

 

  
    圖 7-8 兼六園庭院造景                    圖 7-9 兼六園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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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0 參訪團於兼六園合影 

 

  

      圖 7-11 金澤城城樓                    圖 7-12 五十間長屋 

 

  
    圖 7-13 金澤城「菱櫓」建物       圖 7-14 金澤城「橋爪門續櫓」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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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15 建築物形式展市               圖 7-16 金澤城模型 

 

 

圖 7-17 參訪團於金澤城門合影 

 

 

 

 

 

 

 

 

 

 

 



 
 

22 
 

八、富山電車-公共交通之路面電車 
 

    八月四日的行程，在飽覽了金澤市內的各種風光與歷史景觀之後，參訪行程

的第五天，也是本參訪團唯一一天的單獨行動，參訪團從金澤車站搭乘電車前往

相鄰的富山縣富山市。 

 

    首先來到富山縣政府前廣場，在此廣場將在隔日由富山縣政府舉辦大型的音

樂祭活動，穿過富山縣府前廣場中間的一排行道樹，便是富山縣政府，雄偉聳立、

四方對稱的建築樣式，充滿了官廳莊嚴的氛圍，周圍相依而建的還有富山縣警察

本廳及富山縣議會議事堂，格外地增加了肅穆的氣息。 

 

    參訪團一路往南走，到達了富山城址公園，富山城一樣為日本戰國時代的歷

史古城，但因全址正在進行整修維護工程而無法進去一覽全貌，著實遺憾。但參

訪團在富山城址公園外發現一整排的自行租借裝置系統，此乃富山市近年來努力

完成的建設之一，在富山市內的主要景點周邊皆有設置，方便遊客不論在哪個地

方借出腳踏車，都能在另外的地點歸還，而不必特地回到原本租借的地點歸還，

自動腳踏車租借的硬體設施在台灣亦有推廣，相信這是在環境永續的願景下，要

達成推廣大眾運輸、低碳旅遊所不可或缺的主要方式之一。 

 

    由於無法進入富山城內參觀，參訪團便依照原訂計畫在城址公園邊的松川 

(為神通川的支流)搭乘遊覽船。神通川為江戶初期到明治末期為止，一直為富山

當地最大的通商路徑而持續繁榮的所在，遊覽船一路航行在河道上，一邊介紹河 

川上的七條橋，而河岸旁植有約 460 株的染井吉野櫻，為「日本百大櫻花名勝」 

之一，可惜參訪團到訪之時為夏季，無緣體驗優游松川上賞櫻的愜意情懷。 

 

    中午則前往富山城公園以南的總曲輪「FERIO」，除了現在是富山當地最大

的百貨公司之外，總曲輪商店街更是全日本第五個設置商店街頂篷的地點，就地

方性商業設施之發展歷史而言可以稱的上是先驅。 

 

待考察完富山總曲輪之商業設施及商店街設施現況後，便就近搭成富山路面

電車，富山市的路面電車乃環繞市中心區，取代舊有富山市的環狀電車線，而於

2009 年開始營運的路面電車，不僅是觀光的首選，由於其行經富山市中心各主

要設施，因此亦為地方居民日常所仰賴的重要交通手段。富山市路面電車有效地

排除與路面交通的衝突，打造一個成功的市中心環狀網絡，對於現階段仍未有直

接行使路面的電車系統的台北而言，將是相當好的參考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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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8-1 金澤車站前廣場                圖 8-2 水舞招牌 

 

  

        圖 8-3 金澤車站內部                圖 8-4 開往富山市之電車 

 

   

      圖 8-5 富山市公所前噴水池              圖 8-6 富山市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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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7 參訪團於富山市公所門口合影 

 

  
      圖 8-8 富山市自行車租借系統             圖 8-9 富山城公園 

 

   

      圖 8-10 松川上之遊覽船                圖 8-11 松川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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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8-12 總曲輪「FERIO」           圖 8-13 富山市電車軌道 

 

    
       圖 8-14 富山市新型電車          圖 8-15 富山市舊型環狀電車 

 

  

      圖 8-16 富山市街道景象              圖 8-17 富山市道路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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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高山市與合掌村-古蹟保存與再生 
 

    八月五日，可說是此參訪行程的最後一天，這天參訪團乘坐由金澤大學校方

所提供的巴士，首先前往臨近石川縣的歧阜縣高山市參訪。高山市乃由過去歧阜

北部區的九個町村所合併而成的，該市目前算是日本面積最大的市(縣轄市)，約

莫相當於東京都的面積。 

 

    高山市美稱為飛驒小京都，高山市中心區域不僅有江戶時代傳統的櫛比鱗次

的傳統家屋及商店街建築，當地更盛產飛驒牛，因而當地多被稱為飛驒高山，甚

至在米其林觀光手冊中被評價為三星級的觀光景點。 

 

    於本參訪團前往參訪的當日，除了大批日本本國觀光客外，還遇上其他三四

個國家之觀光團，其人氣可見一斑。高山市傳統街區中，亦可見到傳統人力車的

車伕，載著觀光客一邊進行觀光導覽，十分具有古味。午餐便在高山市內，享用

高山市盛產的飛驒牛肉料理。下午則前往同樣位於歧阜縣內的白川鄉合掌村。 

 

    合掌村於 1995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訂為世界文化遺產，白川村內完整的

保存了合掌造建物，其乃由人字形的兩邊屋頂所構成的形狀猶如兩掌指間相合一

般而得名，構造上屋頂完全由茅草搭建、並且人工興建不需用到任何釘子，村民

們每遇到有哪一戶的房屋需要翻修時，便由保留最原始建築智慧的村人們集合眾

力進行。 

 

    在合掌村參訪彷彿來到了世外桃源，一座座最原始的合掌造建物、水田、及

各種農業灌溉設施，正是最原始的農業時代樣貌，而合掌村四周受山脈環繞，進

村尚須經由吊橋，更加深了其隔絕於人世的形象。 

 

    到訪的遊客無不醉心於眼前一望無盡的原始之美，此種保留了人類歷史與智

慧的文化結晶，應當受到世界更多的重視與保護，以確保人類能永久地保有此種

珍貴的文化遺產。 

 

    在參訪完歧阜縣著名日本傳統村落景點後，巴士再度帶領團員們回到金澤大

學，進行課程心得發表與授證典禮，每位參訪團員各自發表對於這幾天課程的所

學與體悟，以及實地參訪時所見各種景象時留下的印象與記憶。 

 

    最後，並由政治大學帶團領隊白仁德老師與金澤大學的沈振江老師對參訪團

的學生們進行評論與發表勉勵之詞。授證儀式之進行，金澤校方由理工學院環境

設計學類都市計畫專攻的沈振江副教授、坂本二郎先生、金澤大學國際交流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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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泰江小姐共同主持，雖然此次金澤大學的長野副校長因臨時有事無法出席，

但沈振江老師仍代表金澤校方，期許今後兩校的進一步交流，並勉勵本次前往參

訪的政治大學參訪團學生們繼續在都市計畫領域的學習上能有更大的企圖與成

就。 

 

 

        圖 9-1 高山市街景                   圖 9-2 高山市役所 

 

  

        圖 9-3 合掌村建物                    圖 9-4 合掌村聚落 

 

 

         圖 9-5 合掌村鐘樓                   圖 9-6 合掌村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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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9-7 合掌村田園風光               圖 9-8 合掌村茅草屋 

 

 

    圖 9-11 白教授於修業式談話               圖 9-12 教授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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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國際學術交流參訪心得與結論 
 

    此次日本金澤大學都市規劃與設計實務短期課程之參訪行程，讓學習都市規

劃的參訪團學生們學習到相當寶貴的經驗，如同下圖 10-1 所示，在金澤市的城

市規劃中，看見了公部門期望達到滿足當地居民發展期望、生態環境永續性之經

營 和進行強化在地產業發展等城市發展目標；而在地居民則有城市共同生活經

驗之保存、在地傳統文化、建築延續、符合居民理想居住的城市等種種期望；身

為規劃者所需負起的責任即是成為公部門與私部門的協調平台、提供在地居民易

於了解資訊和結合學術與實務之規劃策略等多重身分。 

 

    城市的發展是需要居住在此所有人共同努力的，城市規劃不再是「由上而下」、

「由下而上」的規劃流程，而是公部門、規劃者、當地居民三方面共同對話、交

流，透過三者合作共同擬訂出符合大眾期望的城市規劃構想，促使城市散發出源

源不絕的生命力! 

 

    儘管日本與台灣在城市發展、風土民情和文化背景皆有很大的差異，但是藉

由此次的學術交流行程，將促使兩國在城市規劃經驗、技術和策略上更上層樓。

也希望藉由這次的參訪考察之旅，促使日本的金澤大學與台灣的政治大學能繼續

而頻繁的進行課程交流互動，為兩校未來的情誼，進一步交流打下基礎，並在研

究上、學習經驗上能相互切磋、共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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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1 城市規劃之結構 

 

 
圖 10-2 修業式參訪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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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出國參訪人員 

 

教職員 

白仁德  副教授 

 

學生 

林相伯  地政學系四年級 

蕭閎偉  地政學系四年級 

程沛綺  地政學系四年級 

陳學祥  地政學系四年級 

謝宛妤  地政學系三年級 

張廷瑜  地政學系三年級 

邱盛琳  地政學系三年級 

謝欣融  地政學系三年級 

陳彥全  地政學系三年級 

孫  宇  地政學系三年級 

吳俊廷  地政學系三年級 

陳奕璇  地政學系三年級 

葉慧菁  地政學系三年級 

周曉柔  地政學系三年級 

陳柏蒔  地政學系三年級 

張景崴  地政學系二年級 

賴櫻芳  民族學系二年級 

張雅婷  民族學系二年級 

蘇怡萍  民族學系二年級 

吳政芫  經濟學系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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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附件 
 

附件一、金澤大學川上光彥教授-「金澤市的傳統街區保護規劃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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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歧阜經濟大學的杉原健一教授-「城市規劃與古建築的思維景觀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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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金澤大學沈振江教授-「三維設計與政策模擬規劃支持系統開發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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