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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月9月21日 中台灣地震 日本的救災： 

  從地理位置來看，台灣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與日本同屬於經常發生地震的地帶。

台灣近二十年來天然災害中，1999年9月21日發生在台灣中部的南投縣集集鎮附近7.6級

的大地震，造成二千四百一十五名死亡，二十九名失蹤，一萬一千三百零五名受傷。該

地震為二十世紀台灣所發生的最大的天然災害。 

  回顧當時的救災情況，日本政府在第一時間接受到聯合國人道援助事務協調廳／國

際連合人道問題調整事務所（UN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簡稱

OCHA）的請求，希望能立即組成國際緊急救助隊（Japan Disaster Relief Team，簡稱

JDR）前往台灣救援，日本政府接獲命令後，由日本外務省主導，要求消防廳立即派出

國際消防救助隊員（International Rescue Team of Japan Fire-Service，簡稱IRT-JF）前往台

灣進行救災工作。 

  9月21日、22日這兩天，日本國際緊急救助隊共派出一百一十名成員前往台灣。其成

員包含四十六名國際消防救助隊員及其他成員（外務省、自治省消防廳、警察廳、海上

保安廳及國際協力機構等）從日本羽田、成田機場立刻整裝前往台灣。國際消防救助隊

其成員來自全日本各地的消防局，以東京消防廳派遣十八名為最多。該救難隊抵達災區

後，立即進行救援活動，在災區共出動三十二次行動，發現八名，營救出七名。 

  9月27日，日本國際緊急救助隊的白川團長跟當時內政部消防署長陳弘毅研議後，該

階段日本國際緊急救助隊的任務已達成，並由陳署長代表台灣政府向國際緊急救助隊致

上十二萬分謝意，該救助隊於9月28日中午離台。當天隊伍返抵日本國門時，出入境管理

局的官員看到他們為台灣辛勤的付出，立刻全體起立熱烈的鼓掌歡迎他們回國，並向日

本國際緊急救助隊至上深深地一鞠躬，感謝他們的辛勞，機場的旅客，看到這一幕情

景，不禁也留下感動的眼淚。這次的救援行動，日本政府迅速組成救助隊，在發生地震

的當天就派遣救助隊伍到台灣來協助，台灣人民對日本大讚不已，也讓台灣對日本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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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印象。不僅如此，這些國際消防救助隊員的成員，至今在日本每年都會定期聚會

來聯繫感情。 

2011年3月11日 東日本大地震 台灣的回饋： 

  2011年3月11日，東日本發生地震規模9.0的大地震造成日本嚴重的傷亡，超過一萬

五千八百九十五名死亡，六千一百五十六名輕重傷，兩千五百三十九名行蹤不明。我們

透過媒體的報導可以知道，海嘯重創日本的岩手、宮城、福島三個縣，東京電力公司的

福島第一核能發電廠發生嚴重的核能外洩。日本頓時就像電影「日本沈沒」所演的一

樣，災區陷入焦土。在台灣媒體以及各界的呼籲下，台灣全體上下總動員，在當時的街

道上你會看見，許多出自內心，希望能替日本盡點心力的台灣人，自動發起的捐款活

動。根據當時統計，台灣各界捐助高達兩百億日幣。 

  大家或許會有許多疑問，為什麼台灣人對日本會這樣的情感存在？全世界比台灣大

的國家很多，但對日本的捐款卻不如台灣。台灣人對日本的熱情與善意又是從哪裡來？

幫助日本的捐助行為為何變得熱情盛大？長期旅居台灣的日本作家木下諄一先生花了四

年的時間寫了一本小說《アリガト謝謝》，書中針對前述的種種疑問做了解答。讓他寫

這本小書的動機有幾項，首先在網路上看到某位日本女性在推特（Twitter）上發起答謝

台灣計畫，以及日本東北地區的有許多人想進一步了解台灣，許多台灣人也想對日本傳

達自己的心情。這些理由讓木下先生的心情意外串起來開始動筆。木下先生做了一個結

論，「他認為向遭遇不幸的人伸出援手是台灣人與生俱來的美德，再加上這次遭逢苦境

的是『日本』這個和台灣有著特殊歷史淵源的國家，因此才形成龐大的捐助熱潮；不同

世代、立場的台灣人對日本的種種特殊情感，無法只用台灣就是『親日』一句話解

釋」。台灣人如此的舉動，也讓每年到了3月11日東日本大地震，日本人就會想起大力伸

出援手的台灣人。當然在台灣，可以說是「流行文化」與「歷史因素」搭起與日本的友

誼橋梁。回顧當時捐款的盛況，就連知名台菜餐廳就以義賣菜脯蛋的名義震災募款，都

可以募得總金額超過一千七百萬日幣。或許是1999年9月21日的那場事件讓台灣人印象深

刻，當時地震發生沒多久，日本搜救隊立刻趕來救援，也讓許多台灣人感恩日本人的幫

忙，在東日本大地震時，不遺餘力的捐款。 

花蓮的強震 日本的關懷： 

  2018年2月6日23點50分，於台灣花蓮發生規模6.4級的強力地震，此次地震是台灣繼

2016年高雄美濃地震後最嚴重的一起地震。 

  鄰國的日本得知台灣發生強震後，首相安倍晉三，2月8日上午立即致函蔡英文總

統，表達慰問。不僅如此，日本政府緊急派七名專業人士，攜帶兩台「深層生命探測

儀」來台協助救援，其成員有一名外務省官員，兩名東京消防廳官員，兩名警視廳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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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一名海上保安廳官員與日本政府委託從事對外援助的「國際協力機構」（JICA）一

名人員，2月8日抵達松山之後轉搭乘軍機，前往花蓮協助救災。在社群網站也可看到日

本首相官邸的官方網頁上，由安倍首相親筆寫的「台灣加油」四個大字，也向「因台灣

東部發生的強力地震而犧牲的罹難者至上深切的哀悼，並向受災戶致上衷心的慰問之

意。並且提到東日本大地震時，日本受到長年以來的朋友—— 台灣的各位溫暖的幫忙，

日本國民直到現在仍記憶鮮明。在重要的友人面臨困難的時刻，日本願意協助台灣任何

必要的協助」。日本國會跨黨派日華議員懇談會幹事長古屋圭司、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會

長大橋光夫及理事長谷崎泰明都表達慰問之意。 

  不僅日本政府積極的協助台灣救援，在日本的民間也許多關心台灣人民的聲音，各

大社群網站都表達關心與祈福。例如：日本藝能界與台灣關係非常密切的渡邊直美，地

震發生沒多久就在社群網站發文表示相當擔心台灣的地震。演員阿部寬來台擔任品牌大

使時，對於花蓮災情感到遺憾，期盼大家能夠儘早恢復平靜正常生活，他本人也捐出一

千萬日幣震災，成為首位捐款的日本影星。許多日本網友在推特呼籲大家踴躍捐款，向

台灣回報當時日本311大地震時對日本巨額的捐款。尤其在當時日本311受災最嚴重的宮

城縣東北部的南三陸的商店街，在全部二十八家店鋪及旅客服務中心放置募款箱，希望

能傳達慰問災民之意。 

台日間「善的情誼」、「善的循環」： 

  今年2月25日，在東京舉行的馬拉松約有一千名幸運的台灣人出席參加日本的東京馬

拉松，多位穿著寫有「台灣」上衣的跑者，沿途的日本民眾高喊台灣加油讓人印象深

刻。有些選手還多虧日本民眾的加油才讓他跑完。甚至在沿路上還可以看到「花蓮加

油」的布條。沿途觀戰的日本人都在為台灣加油，日本人對他們很熱情，因為當天天氣

寒冷，當地的日本人還提供食物及補品給台灣選手。如此的民間交流更突顯出台日間深

固的友誼。 

  從台灣發生921大地震以來，台日間每次不幸遭逢天災，彼此都會互相協助幫忙。例

如：2016年台南地震發生後，日本民間不斷捐款幫助台灣救災，日本政府更在地震後捐

款一百二十萬美元給台灣紅十字會提供支援。另外日本熊本大地震、北九州豪雨洪水發

生時，台灣人也伸出援手幫忙。轉述目前駐日代表謝長廷形容，「台日間已經確立『善

的循環』，不僅深化雙方人民的情感，也凸顯台日友好情誼」。 

台日關係的突破 未來的展望： 

  近年來的台日間的關係，自1972年日本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來，不論在政府

間的交流及民間上的往來，可說是非常良好的一個時期。根據駐日代表處委託日本「一

般社團法人中央調查社」於2017年11月7日至16日對日本民眾進行對於台灣之觀感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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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調查，對象為二十歲至八十九歲日本民眾，樣本數一千名。 

  根據該調查結果，51.7％受訪者認為台灣為亞洲地區最親近國家。69％受訪者對台

灣有「親近感」，理由以「台灣人親切、友好」最多（76.8％），其次為「雙方交流歷

史悠久」（46.1％）、「東日本大地震時對日本支援」（31.3％）。57.9％受訪者認為台

灣「可信賴」（8.8％認為「非常可信賴」，49.1％認為「可信賴」），理由以「對日本

友好」最多（57％），其次為「公想自由民主等價值觀」（45.9％）、「係和平國家」

（43.9％）。另外，67％受訪者認為「目前台日關係良好」，並有52.3％受訪者認為「台

日關係將來會有發展」。高達69.2％受訪者知道或聽過台日在自然災害或重大事故發生

時，互相援助。在旅遊方面，有53％的受訪者表示，想去台灣旅遊，其中二十歲至二十

九歲的受訪者則有65.6％表示想去台灣，日本年輕人想來台灣旅遊的比率高於其他年齡

層。很多年輕日本人往往避免選擇亞洲作為旅遊地，但台灣似乎是個例外。地理位置與

日本相近的台灣，因歷史因素，有不少地方讓日本人感到不陌生，在台灣，日本文化無

處不在。在很多方面，有日本人認為台灣比日本更自由，覺得更有作為一個人的價值。

在這裡人們不太在乎規則，但日本人對待事務比較嚴厲，也更難有通融的空間。 

  再者，有專家分析，大多數的日本人放假想找個可以低調、放鬆的地方。根據JTB

旅行社統計，有越來越多日本女性單獨或結伴同遊台灣，去年日本就有一百八十九萬人

次來過台灣，現在更有超過一萬兩千名日本人在台北居住。 

  台日在安全保障層面上，根據日本自民黨眾議員鈴木馨祐2017年12月13日，出席

「台美日三邊對話研討會」時，提到自民黨內部正在研議是否有可能在國會成立日本版

《台灣關係法》，並表示「兩，三年內可能出現進展」。關於日本版的《台灣關係法》

是由日本安倍晉三的胞弟岸信夫，在2014年時任外務副大臣時，以他為首的一個眾議院

日台經濟文化交流會中所提出來的。岸信夫議員在2016年蔡英文總統就職典禮時，親自

率團拜訪，並與蔡總統閉門會談一個小時。岸信夫議員會後強調，日本與台灣有許多合

作的空間，台灣的國際參與不能處於真空狀態。另外，蔡英文總統回應，在「新南向政

策」上，有很多項目需要日本的協助來共同完成、共同開發第三國的市場。 

  2017月1月1日，日本的對台窗口「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更名為「公益財團法人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另外，2017月5月17日，台灣的對日窗口，「亞東關係協會」更名

為「台灣日本關係協會」，在雙方尚無實質的外交關係下，此舉對台日雙方都是一項大

的突破。 

  當然，未來台日間在各領域上合作的空間無限大，台日間共同享有的自由，民主主

義，基本人權的普遍共同價值，並在日美同盟的基礎下與台灣的合作才能替亞太地區帶

來和平與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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