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讓邊緣成為社會創新的起點：記日本
九州南部地區的地方創生參訪經驗

為了解活躍於日本九州南部地區的地方實踐者、地方創生團

隊如何透過海洋網絡與連結的優勢，來串聯與經營地方社群，進

而打造同時具備地方特色與 SDGs、里山／里海等普世價值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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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九州南部地區地方創生參訪行程
（改繪自Wikipedia Commons，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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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創生行動方案，2023年 6月 26日至 7月 3日間，國科會人文

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辦公室、教育部 USR推動中心，及臺日大

學地方連結與社會實踐聯盟的部分成員學校，共同前往日本九州

南部地區參訪。8天的行程一共參訪了 11個組織／單位，主題涵

蓋團結經濟、藝術創生、弱勢邊緣社群服務創新、橫／縱向社群

組織連結等地方營造過程所涉及的重要議題。 

奠基於海洋性格的地方創生行動

以地理位置來看，九州南部地區緊臨東中國海（東海），為

日本循海路來往中國、東南亞，甚至歐洲大陸的交通樞紐。本次

參訪的地區屬於江戶幕府時期（1603-1867年）的薩摩藩（今鹿

兒島縣）與熊本藩（今熊本縣與大分縣一帶）。此地區與長州藩

（本州最西部，今山口縣）、土佐藩（四國南部，今高知縣），

和佐賀藩（又稱肥前藩，今佐賀縣與長崎縣，位於其中的長崎市

是江戶鎖國時期對外貿易的主要港口）同屬德川幕府政權南方的

邊陲地帶。

從海洋網絡連結的視角來看，這些「邊緣地區」反而是日本

來往朝鮮半島、中國，以及歐洲大陸的重要航路位置。十七至

十八世紀，歐洲的工藝品、東南亞的香料、中國的生絲及臺灣的

砂糖、鹿皮都以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中介，經此航道輸入日本，也

是江戶政權在鎖國時期持續與歐亞交流，獲取國外知識、文明的

重要管道（羽田正，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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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憑著海洋網絡的連結，生活在這些「邊緣地區」的人們比

日本其他地區更早開始接觸外來文化，並發展出獨特的海洋性格：

其行動思惟面對東海（海外）而非東京（內陸），並且不拘泥於

自身所處的地域文化及當下的時間性，而是尋求跨域間相互資源

共享、交流，為未來 50到 150年的願景實現打下基礎。

舉例來說，1865年薩摩藩曾不顧幕府的鎖國令，派遺 19名

藩士從西海岸的甑島偷渡出航，經香港至英國留學，其中包括後

來擔任明治政府外務卿、文部卿及元老院議長的寺島宗則。他在

留學期間成功遊說英國政府支持薩長同盟的倒幕派，以對抗法國

政府支持的幕府派。此外，明治政府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禮、大阪

圖 2   江戶幕府時期日本南部地區藩國地圖與本次地方創生參訪行程
（改繪自Wikipedia Commons，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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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工會議所初任會長五代友厚，以及東京開成學校（東京大學前

身）校長、東京博物館館長畠山義成也都是此批赴英留學的薩摩

藩士。他們將西方的現代文明帶回日本，在日本的現代化轉型過

程中扮演著重要的倡議與推動角色，被稱之為「黎明日本的原動

力」。

而 15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仍可以看到懷抱著鄉土愛的地方

實踐者們活躍於此地，繼承著如此的海洋文化性格，開創了九州

南部地區特有的地方創生行動特徵。即便面對著當代少子化、地

方文化衰微等即刻的現實問題，他們想像中的「地方」仍不只包

括自己當下所身處的地域，而是希望藉由海洋的交通網絡連結，

讓舶來品、外來文化經由跨文化之間的調適與融合，與本地既有

的事物、文化相互結合，以創生新事物的組合來推動地方發展。

在他們眼中，地方社會的生活包含了各種繽紛而多元的樣態，一

方面經由海洋的連結相互交流共享，另一方面也個別自立發展、

分棲共生。

同時，受到當代多元文化主義的影響，本次拜訪的地方實踐

者們雖然繼承了明治維新時期的海洋文化性格，卻也發展出許多

與維新志士們不一樣的行動方式：訴諸和平手段，以當代科技或

媒介來重建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同時，他們並未

全然以普世文明價值來取代本土傳統文化，而是希望藉由兩者在

地方的嫁接與融合來促成社會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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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當代九州南部地區地方創生行動與明治維新的比較

 

在此脈絡下，本文將從「網絡連結、團結共伴」、「邊緣創新、

朝向未來」、「面向海洋、分棲共生」三個相互交纏的行動特徵

來闡述這些活躍於當代九州南部地區的地方創生者所呈現出來的

行動特色。

網絡連結、團結共伴

在人類的文明裡，海洋是包容、流動，與串聯異質社群的重

要媒介，因此，網絡與連結是海洋文化性格中很重要的價值觀。

日本經濟史學者川勝平太就主張，相較於以排他性、競爭性的土

地私有制為基礎的大陸史觀，海洋史觀更強調以島嶼和海洋構成

的「多島海」為座標軸，來理解不同地域、文化，與社群如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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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過程中形成物產、觀念、生產技術等文明發展元素的複合與

調適，來帶動生活革命，以構建相互連結、團結的分棲共生網絡。

這次我們所拜訪的地方創生實踐者們大多數是「薩摩新興領

導力論壇」（Satsuma Emerging Leadership Forum，簡稱 SELF）

的成員。這個位於鹿兒島的非營利組織由 36位不同行業的工作

者所組成，包括南極觀測隊研究員、大學老師、銀行家、水產加

工社長、旅館經營者等。然而這群人並不是一開始就成立 NPO，

而是先藉由露營與合宿活動來創造短期共同生活與交流討論的空

間，讓鬆散的異質人群可以經由對話討論和共同活動來組建伙伴

網絡，並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各種可以實踐的提案，再一起去執行。

延續這樣的精神，他們自 2022年起進一步把行動擴大成開

放式的「薩摩會議」。這個會議定位為戰略性會議，一如成員

River Bank森林學校的負責人坂口修一郎先生所言，其目的是為

了效法 150多年前的維新志士，藉由當代的行動來打造未來的世

界。因此，這個會議每年都談一樣的主題：「為了150年後的世界，

我們現在應該要留下什麼？」在這個主題之下，開啟歷史、文明、

革命、資本主義、勞動與日常生活、旅行、媒體、社會變革、都

市設計、地域文化經濟圈、循環、文化觀光等開放式的論壇，邀

請日本各地對相關議題有興趣的民眾一起來討論，針對地方近身

面臨的問題，設計出在日常生活中即可實踐的解決方案，並且在

會議後相互支援，落實行動方案。SELF的代表理事古川理沙小

姐用「超人力霸王」來形容這個組織的伙伴們：平時各自忙各自

的事，但是當地方有需要的時候，就會視當下需要集結起來一起

行動，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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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緣創新、分棲共生

藉由海洋的連結來形成團結而多元的伙伴社群，讓人們可以

重新用多元的網絡視角來看待世界運作，同時也讓那些過去不被

陸地主流／中心文化所重視的邊緣海上民族、漁民、商人，甚至

海賊能夠重新煥發光彩，成為創新主流文化的重要力量。這也是

本次參訪中我們所看到的地方行動特色之一。 

譬如自 1973年開園的菖蒲學園，目前包括三個事業主體：

身心障礙者自立支持事業、文化創造事業，和地方交流事業。學

園擁有劇場、陶藝、布、和紙、木工四個藝術創造型工坊，是一

所陪伴智能與精神障礙者的社會福利措施兼庇護工場。園區內的

「設施使用者」1可以按照自身的興趣及身體能力選擇要進到哪個

工坊進行自由創作，而學園也會協助將其創作出來的作品適度地

商品化，以此作為與社區居民互動的媒介，另一方面也協助創作

者延續藝術創造力。

「藝術創作」是菖蒲學園各種工藝作坊的重要元素。園方認

為，工坊的作品不能僅為了迎合主流社會的審美眼光及商品標準

而做，否則就容易以一個「共同標準」來區辨品質優劣及手藝好

壞，讓設施使用者之間或職員與設施使用者之間產生上下階級關

係。因此，以「藝術創作」來定義設施使用者所創作的工藝作品，

才能讓設施使用者可以盡情、自由自在地發揮創作能力，不受任

何標準的限制。同時，主流社會的人們也可以透過設施使用者創

作出來的作品更加認識、了解他們的想法，進而拓寬自身對既有

事物的想像侷限，甚至去挑戰主流社會對於「正常」的定義。

1 「設施使用者」為菖蒲學園對園內所服務的身心障礙者的稱呼。透過此稱呼，園方希望

避免社會主流群體對身心障礙者的刻板印象及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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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方並未將設施使用者所處的邊緣角色視為人格或身心發展

的「障礙」．反而將其視為創作、創意發想的起點，並且不斷思

考園區所提供的各項服務設施是否能夠帶給設施使用者幸福，以

及幸福、正常的標準到底是什麼。園方認為，與其引導設施使用

者去適應主流社會所定義的「正常」道路，不如創造一個空間（如

劇場、工藝作坊），讓各種不同身體狀態的人們都能夠充份發揮

他們已經有的能力或是他們所具備的特質，甚至反過來拓寬主流

社會對於「正常」的想像，讓社會更能涵納異質群體的差異性，

創造一個彼此和諧共存、分棲共生的多樣社會。

類似這種不將自己所處的邊緣、弱勢位置視為缺點，而是以

此作為創新的起點，創造意義流動、差異包容、多元發展的精神，

正是海洋文化性格的具體展現。

面向海洋、朝向未來

這次的參訪行程中，我們也拜訪了許多依海而生、行動朝向

海洋、不拘泥於當下成果，專注於為未來的願景實現構築基礎的

地方實踐者，例如甑島列島 Island Company社長山下賢太先生所

提倡的「鹿兒島離島文化經濟圈」（Rito Lab）構想。山下社長

希望用「一片海洋」（東海）的意象來連結鹿兒島縣內南北橫跨

600公里、28個離島的地方工作者，藉由相互合作，共同經營旅

宿餐飲、開發地方特產、舉辦漁師振興祭典、編輯地方雜誌、投

入空屋再生等活動，打造小島共同體，讓各島可以透過相互的連

結來創造糧食、交通、物流、醫療、金融、教育等面向上的自給

與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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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社長認為，這些同樣位於東海上的小島因為歷史發展的

關係導致地域劃分及認同產生斷裂，過去同屬琉球王國的小島因

為部分島嶼被江戶幕府時期的薩摩藩佔領，如今分屬鹿兒島縣與

沖繩縣，而沖繩島又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美軍佔領的歷史而

與其他離島產生了不同認同經驗。同樣地，同處東海的韓國濟州

島與臺灣島也因為歷史發展的關係而產生截然不同的島嶼經驗。

然而，對山下社長而言，海洋並沒有將這些島嶼分隔開來，

反而是將它們連接起來。因此，他所著眼的地方創生並不只有包

括他所在的甑島，而是希望透過離島共同文化經濟圈的倡議，讓

這些擁有不同認同經驗和歷史發展過程，但同樣位於東海的島

 圖 3   東海島嶼的斷裂認同與 Island Company的東海島聯盟規劃
（底圖改繪自 Googl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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嶼，能夠重新藉由海洋產生交流與連結，相互支援、共同打造離

島未來發展的願景目標。

結語

總結而言，不論明治維新或當代的九州南部地區地方創生行

動，都是從薩摩藩、肥後國等南方邊緣海洋為起點而發動的。雖

然這些地方向來不是日本政治的核心，但因為地理位置面臨海洋

的交通要道，使得生活在此地區的人們比主流／中心的人們更能

夠理解世界的變化，且不會受限於日本主體的視野。從海洋的觀

點來看，他們認為，日本和世界政治經濟和社會變遷是連接在一

起的，而當日本面臨社會、政治經濟上的困境，需要改變的時刻，

他們也都勇敢地站出來，透過各種可能的手段，打破既成的框架

和權力結構，來實踐創新社會的理想。

而邊緣是創新的起點，這些活躍於九州南部地區的地方實踐

者／團隊，都試圖發揮海洋流動的特性，將自身的邊緣位置及想

法視為改革主流社會問題的起點，透過網絡的組織串聯與實踐方

案倡議、行動，帶領著人們重新去思考什麼是正常、什麼是主流，

以及如何通過行動的實踐，創造出不同群體都能在此安居的環

境，讓居民們共享快樂且有意義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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