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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爾不群】徐瑞湖事必躬親 積極落實臺日交流無縫接軌

專訪

【記者楊宜君專訪】提及日本311強震，腦中不免浮現出日本東北地區受到地震和海

嘯侵襲的畫面，在災難背後，臺灣救援團隊在第一時間趕赴現場，「我方提供物資、

人力，但因為與日本之間沒有邦交關係，相對在救援、捐輸方面仍然需要透過聯合國

的協助。」目前在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擔任副代表的徐瑞湖，有著一顆熱愛臺灣

的心，升副代表職務前，擔任駐日代表處札幌分處處長的他，任內積極推廣臺灣，行

銷事務遍及經濟貿易、社會文化到觀光旅遊，透過公共政策、舉辦活動宣傳和行銷臺

灣，讓日本人藉以了解臺灣。 

 

畢業於本校日文系、日文系碩士班的徐瑞湖，從小接觸日語，在耳濡目染的家庭環境

下，讓他對日本語有著先天的優勢和領悟力。師專畢業後，曾擔任小學老師長達12年

，白天當老師，晚上還遠從景美通車到淡水念夜間部，回憶起這段求學歷程，當時的

苦已化為甘味，「當時念夜間部的學生通常是社會人士，大家對大學生活沒有太多的

憧憬，但同儕間的互動卻很融洽，記得在班際籃、排球賽事中，熱烈又激昂的賽況

，讓我覺得自己宛如年輕小夥子般，且回到校園讓我體會到當學生的自在，以及重拾

學習的樂趣。」 

 

求學階段影響徐瑞湖最深遠的是，當時任職於日文系教授「日本地理」的林丕雄老師

，帶給他的啟發不只是專業領域，還引領他進入「三行詩」的世界。從日本著名懷鄉

詩人石川啄木的三行詩中，讓他見識到日本獨特的文化見解、培養出濃厚的情感連結

，也奠定了日後從事日本外交的一項關鍵利器和優勢。 

對徐瑞湖來說，從事外交就像參與一場三輪戰。他笑說，第一次隨興地準備考試像是

在試水溫，第二次考試花了一整個暑假的時間，還特地飛到日本收集資料；此外，也

到本校歐研所、經濟系修習國際關係、經濟學2門課程，可惜的是，「差2分，就錄取

了！」在當時的那個年代想要成為外交官絕非易事，但他不氣餒地考了3次，終獲錄

取。 

 

歷經轉職的變化，徐瑞湖巧妙地運用前項工作經驗應用到外交職務上，他回想考上外

交官的第一件任務，是接待日本團到國民黨會見國會議員，原以為陪伴外賓即達成任

務，但聽到科長一聲令下要他現場翻譯，當下愣住。他笑說，「只好拿出當老師時硬



掰的拿手絕活，把聽到的隻字片語翻譯出來。」爽直個性為徐瑞湖找到解決困難的方

向，他也持續告訴自己，成為一位盡責的外交官是需要不間斷地學習，而嚐遍挫折的

苦澀更讓他感到值得，「因為這是人生不可或缺且必經的過程。」 

問起臺灣發起311強震募款及援助活動，是否促進外交情感。徐瑞湖坦言，其實臺日

的感情本有著密切關連，不會因為時空、情境而有所改變。而地震、海嘯發生過後

，臺灣不只是在第一時間支援，而最讓他感動的是，「日本災民親身感受到關心，且

不只都深切地體認到臺灣的人道救援，讓更多日本國民看到我國的善良及巨額資助。

」 

此外，日人也因有此般特殊情誼，讓2012年來臺日人多達136萬人次，創下有始以來

的最高記錄。正因臺日間觀光往來相當頻繁，徐瑞湖說道，臺灣高鐵剛開始通車時

，日人都想來嘗鮮，故宮、總統府、烏山頭水庫等景點，皆是日人旅臺優先探訪的標

的。他也提示到臺日有太多共同點，提醒國內更須要重視基礎建設，如此才能吸引更

多國際遊客，為臺灣外交展現積極的構面。 

 

徐瑞湖在任職駐日代表處札幌分處處長時，積極推廣臺灣及實施本國人至日本觀光的

配套政策，如相互國的駕照承認、投資貿易協議、打工度假簽證及免簽證等措施。尤

其在爭取免簽證時，更是積極拜會日本各部會，從這些政策中能看見徐瑞湖的樂觀及

企圖心，且能給國民帶來便利就是外交官最大的成就感。 

在國民外交方面，徐瑞湖說：「臺灣人很善良，每當遇到外國遊客都很熱心地提供幫

助，這是屬於我國人民的特質，更讓我們有更多發展的空間。」 

若提到日本文化對徐瑞湖的影響，他相當推崇日本人對於古文物的處置，像是京都和

奈良等地區型文化資產的保存。此外，日本公民守法、守時、重承諾及團隊合作的觀

念，皆令他感到印象深刻，值得借鏡。今年8月榮升駐日副代表，徐瑞湖表示，目前

以協助大使職務為優先，積極讓臺日關係更緊密，並發展及擴充更大的交流空間。 

徐瑞湖觀察日本，近20年來處於通貨緊縮，在無加薪且不敢消費的情況下，首相安倍

提出新一波經濟改革，企圖以財政和貨幣政策，解決積病已久的沉�。 

 

徐瑞湖在回應外交議題，他說明「外交是內政的延長，才能讓整個國家與國際接軌。

」對於臺日間的友好關係，他很簡明扼要地表示，兩國交流建立在臺日悠久的歷史中

。但他提醒欲從事外交的後進，「此項工作可以接觸到很多政治家，貼身觀察長處是

很好的學習契機，也期勉學弟妹，選擇一個良性的志向發展，並發揮所學，才能扮演

好中介角色，為臺日關係盡一份心力。」 

具備豐厚外交閱歷的徐瑞湖認為，臺灣的軟實力不僅源自於在地文化，更來自於臺灣



人民具有接納外來文化的熱情及海量，透過四十餘年在觀察體認，他對於今年八月接

任駐日代表處副代表一職更是滿懷抱負，堅信臺灣在國際的能見度能持續擴大，落實

外交部的國際社會無縫接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