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JENESYS2.0」 

中国大学生代表团 

访问日程 2016 年 3月 8日（周二）～3月 15 日（周二） 

 

1 概要 

由中国日本友好协会派遣的中国大学生代表团一行 99名成员，于 3月 8日至 3月 15

日对日本进行了为期 8天的访问。（团长：程海波  中国日本友好协会 副秘书长） 

作为「JENESYS2.0」项目的一环，代表团访问了东京都、神奈川县、京都府、滋贺县， 

通过与日本大学生和的当地市民的交流，加深了相互理解和友谊。此外，代表团还参加了

日本的围棋、服装设计、音乐等相关活动，考察了环境、历史、文化、社会等各领域设施，

亲身体验了“酷日本”文化，对日本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2 日程  

3 月 8日（周二） 

抵达成田机场 

参观浅草寺（围棋分团）、台场（服装设计、音乐分团），说明会 

3 月 9日（周三） 

  围棋分团：访问公益财团法人日本棋院，进行日中围棋交流 

  服装设计分团：听取能乐讲座(矢来能乐堂)，访问文化学园大学并进行交流 

  音乐分团：听取能乐讲座(矢来能乐堂)，访问洗足学园音乐大学并进行交流 

 欢饮会 

3 月 10日（周四） 

  围棋分团：参观早稻田大学校园，考察池袋防灾馆 

  服装设计分团：参观皇居二重桥，考察三菱一号馆美术馆、本所防灾馆 

  音乐分团：访问三得利音乐厅，考察有明清扫工厂 

  前往京都府  

3 月 11日（周五） 

  围棋分团：体验日本文化(制作红豆糕，欣赏琵琶的独奏独唱)，进行日中学生围棋交流 

服装设计分团：体验日本文化（试穿和服），参观高台寺，与京都外国语大学学生交流      

         （参观龙安寺、金阁寺） 

音乐分团：体验日本文化(制作红豆糕，欣赏琵琶的独奏独唱)，与龙谷大学混声合唱团交流 

3 月 12日（周六） 

参观清水寺、三十三间堂、伏见稻荷大社 

前往滋贺县，在日野町进行家庭寄宿 

3 月 13日（周日） 

  在日野町进行家庭寄宿，在日式温泉旅馆体验日本文化 

3 月 14日（周一） 

 前往东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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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台场（围棋分团），考察年轻人时尚元素(原宿)（服装设计分团）、乐器专卖店 

（银座）（音乐分团），考察商业设施，欢送报告会 

3 月 15日（周二） 

围棋分团：参观东京塔、皇居二重桥，考察东京证券交易所 

服装设计分团：访问株式会社恩瓦德樫山，参观东京塔 

音乐分团：参观东京塔、皇居二重桥 

由羽田机场启程回国 

 

 

3 照片 

  

3 月 8 日 参观台场（东京都） 3 月 8 日 说明会（东京都） 

  

3 月 9 日 听取远藤喜久观世流仕手方能乐师的

讲座（东京都） 

3 月 9 日 听取远藤喜久观世流仕手方能乐师的

讲座（东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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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9 日 访问公益财团法人日本棋院，进行日

中围棋交流 （东京都）  

3 月 9 日 访问文化学园大学并进行交流 

（东京都） 

  

3 月 9 日 访问洗足学园音乐大学并进行交流 

（神奈川县） 

3 月 9 日 中原邦之外务省亚洲大洋州局中国蒙

古第一课地域调整官在欢迎会上致辞（东京都） 

  

3 月 9 日 程海波团长在欢迎会上致辞（东京都） 3 月 9 日 团员在欢迎会上表演节目（东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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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0 日 参观早稻田大学校园（东京都） 3 月 10 日 考察三菱一号馆美术馆（东京都） 

  

3 月 10 日 访问三得利音乐厅（东京都） 3 月 10 日 考察池袋防灾馆（东京都） 

  

3 月 10 日 考察本所防灾馆（东京都） 3 月 10 日 考察有明清扫工厂（东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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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1 日 体验日本文化(制作红豆糕) 

（京都府） 

3月 11日 体验日本文化(欣赏琵琶的独奏独唱) 

（京都府） 

  

3 月 11 日 体验日本文化(试穿和服)（京都府） 3 月 11 日 日中学生进行围棋交流（京都府） 

  

3月 11日 与京都外国语大学学生交流（京都府） 3月 11日 与龙谷大学混声合唱団交流（京都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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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2 日 参观清水寺（京都府） 3 月 12 日 参观三十三间堂（京都府） 

 
 

3 月 12 日 参观伏见稻荷大社（京都府） 3 月 13 日 在日野町进行家庭寄宿（滋贺县） 

  

3 月 13 日 在日野町进行家庭寄宿（滋贺县）  
3 月 14 日 团员在欢送报告会上汇报访日成果 

（东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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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5 日 访问株式会社恩瓦德樫山（东京都） 3 月 15 日 参观东京塔（东京都） 

  

3 月 15 日 参观皇居二重桥（东京都） 3 月 15 日 考察东京证券交易所（东京都） 

  

 

4 团员的感想（精选） 

○ 这次访问，应该是想让我们更多的了解日本，了解日本文化，更多样化的交流，所以

这次的日程安排很紧凑。要说印象最深的是家庭寄宿。大家跟寄宿家庭都是笑着见面，哭

着离开，由此可见在短短不到 24 小时的两天一夜时间里结下了多么不舍、深厚的感情。

我和另外三个小伙伴所寄宿的家庭中，只有一个爷爷和奶奶，老人们的儿女已经各自成家。

第一个晚上，我们一起包饺子，中日饺子的包法不一样，我们相互学习对方的包法。原本

只能吃十多个饺子的我们那天却吃了二三十个。接下来还特意请来老师让我们欣赏日本的

古筝。第二天又让我们体验了日本的和服。爷爷奶奶真的很热情，和蔼。我们已经当自己

的亲人般对待。 

参观日本棋院和日本棋手交流也是此次访日很期待的。大家不论胜负，只是两国青年

棋手之间的交流，这是很难得的。 

从很多细节能感受到日本人的热情、细心。而且日本真的很干净，国民素质很高，很

自觉，这些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 本次访问中我们参观访问了很多日本著名的景点，与日本当地大学生、棋手以及居民

进行了交流。在此次交流访问中给我留下了许多印象深刻的画面。日本的街头繁华中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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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井然有序，既有东京街头繁华的商业街，也有滋贺县迷人的自然风景。 

日本棋院的交流是这次围棋访问的重中之重。在与日本棋院的职业棋手以及日本名牌

大学学生的围棋交流中，虽然我们语言基本不通，但围棋无国界，棋盘上的每一手棋都有

它的意思，一盘棋就是由一次又一次的思想碰撞构成的。“手谈”之中，其乐无穷。 

另一件印象极为深刻的事是在滋贺县的民宿体验。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平常的日本家庭。

我们四个又都不会日语，但我们通过字典，肢体语言等方式进行了交流，举手投足间，主

人的热情好客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感动，尽管只有短短一天的相处，但在离别时的情绪却是

十分不舍。回国后，我有很多这次在日本的所见所闻想和大家分享，推荐他们来日本玩。 

 

〇 为期 8天的访问就要接近尾声了。欢乐的时光永远是短暂的，日本人整体的国民素质

打动了我，感受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民族，我们参观了许多地方，在防灾馆的 2011 年日

本地震纪录片给了我比较深刻的印象。在访问日本之前，对这个罕见的自然灾害并没有太

多的了解，又由于教科书的引导，对于日本并没有太多的好感，但是这个短暂的纪录片我

看哭了，日本人民在自然灾害面前的团结意识令我非常感动，又想起自己国家的汶川大地

震，日本人民的援助，所以我觉得两国之前的关系并不应该像现在这样的关系相当紧张，

21 世纪是一个展新的时代，社会在进步，只有彼此之间的友谊才能长久的共同发展进步，

回国之后我希望国民不应该把对日本的印象永久停留在历史上，只有向前看，社会才能发

展，国之强盛在于人民的力量，擅于发现美的眼光，才是最重要的。 

 

〇 要说这次日本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我大概会说两个词，美丽、干净。我是

一个很喜欢水的人，来到日本后我真的惊讶于它随处可见的河流及周围随处可见的林木。

清澈见底，只能这么形容。见惯了国内的绿水，一直以为古人的“水皆缥碧，千丈见底，

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是夸张。但是现在，我信了。日本无处不在的礼节也让我十分的惊

异，虽然也看到过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不得不承认，在中国现有情况下还是很难

做到日本的程度。日本的都市也很繁华，但是给人的感觉却并不喧闹。日本的乡村的生活

确实比中国大部分农村要好。而且日本的环境保护意识真是让人印象深刻，居然还会有猴

子、野猪和鹿。如果让我形容日本，我会说，干净、高效、美丽、有礼。 

这次日本之行，很愉快，也很开心，不仅体验到了日本的风土人情，还感受到了日本

的文化，如果有机会我还要来。 

 

〇 这次日本之行收获颇丰，日本及日本民众也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日本民众热情

好客，各种基础设施十分完备，时间观念强，风景秀丽，印象最深的一次活动当属民宿体

验。 

这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体验日本普通民众的家庭生活，晚餐第一次做寿司，虽然语

言不通，但主人耐心细致的示范使我们学会。饭后主人为我们准备了很多益智类的游戏，

并亲自示范辅导我们做精美的小工艺品，并向我们展示了他收藏的古董以及他自己制做的

各种工艺品，不得不感叹，主人家简直就是一个小展览馆！ 

经过一晚舒适的睡眠之后，我们又在主人的带领下做起了木工活，一只只可爱的竹蜻

蜓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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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受到了非常细致周到的照顾，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再见。 

在日本清水寺、三十三间堂等风景秀丽的地方也留下了我们的足迹，赶上大晴天的我

们欣赏到了美妙的景色。 

回中国后，我一定会向我的小伙伴们如实转告我在日本的所见所闻所感，也希望中日

两国人民的关系逐步趋于正常化，并越来越好。 

 

〇 来日本前对日本人的了解并不是很多，只知道日本人都非常有礼貌并且国民素质普遍

很高，但这些了解都比较片面。来日本后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这个国家的人民素养是由内而

外，发自内心的，似乎是生在这个国家就会有的一种素养，非常令人感动。 

就谈谈我的专业领域围棋吧。做为一名职业棋手，这次围棋能以艺术的形式参加到这

次访问我感到非常骄傲和荣幸，众所周知围棋一直处于中日韩三国鼎立的状态，但随着时

代的快速发展，中韩两国的围棋发展只重在于争夺胜负，而日本在争胜的基础上很好的保

留了围棋的棋道文化，这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〇 这次来日本从东京文化学园大学的考察到日野町的民宿生活，都让我十分难忘。在东

京文化学园大学里，我们观看了他们大学的博物馆、时尚资料资源中心、文化･衣环境学

研究所等，发现这里的大学设计服装时，十分注重人的身体感受，从人的走路姿势还有温

度环境等去研究设计衣服，而不是仅仅注重衣服的设计概念和美观度。从这点上来讲，十

分值得我们研究学习。而在观看时尚资料资源中心时发现，学校将相关资料以多种方式（按

时间、地区、设计师等）分类，可以让学生十分便捷的找到他们想要的任何有关于时尚的

资料。 

在日野町的民宿中，我们认识了十分可爱的老爷爷，老妈妈，他们对我们就像对自己

的家人一样。带我们上山采蘑菇，下地收菜，洗碗做饭，我们也在这种日常生活中与他们

越来越亲近。而且了解发现，家中的老妈妈会做拼贴画，金属画等，曾经还是一名插花师。

并且教我们如何做干花书签，钥匙链等，给我们展示许多技艺，让我们学到很多小手艺。 

总之，这是一次难忘的交流学习活动，也希望以后有机会还能来参加，并且将自身经

历和感受，所看所想告诉自己的好朋友，让他们有机会也亲自来日本感受体验日本文化。 

 

〇 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首先是初到日本感慨社会整个环境的干净整洁，每一位公民都是制服加身，精气神都

很好，日本真的是重视礼节的国家。 

  有幸与日本文化学园的服装专业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了解了他们的学习流程，最

有感触的是他们从小培养的团结协作精神。个人的成功不是成功，重要的是为了他人，为

了团体做了什么。 

  各种寺庙、神社保留了许多我们中国的唐宋文化，从中看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影

子，感触颇深。 

  今天我们参观了恩瓦德樫山，真的是太先进。硬件、软件设施让我们惊叹。 

日本的一切让我印象深刻，这绝对会成为我的最珍贵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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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日本国民素质很高，对人总是满脸笑容，热情有理，即便是陌生人见面也会相互点头

致意，服务行业为客人考虑周到。如果问路，可以一直送你到路口或者为你画地图详细解

释。人行道没有占道行为，马路窄，所以自行车与行人共用人行道，秩序井然。 

  无论是大城市东京，还是小城镇日野町，繁华都市或是偏僻乡村，所到之处，无不干

净整齐。城市里道路两旁绿树成萌，鲜花盛开，乡村田园阡陌纵横，空气清新，蓝天白云

交相辉映，和着低矮的连排房子呈现出美丽而传神的田园风光。城市里绿化面积很大，有

大片的树林和公园草地，松树全部修剪成祥云的可爱模样。空气在任何地方都非常清新，

能见度超高。 

  公共设施人性化，公共厕所非常干净，商店门口有塑料伞套，宾馆的浴室镜子温度不

同，有一块不会起雾。因为泡澡是日本的待客最高礼仪，所以每家每户都有浴缸，房间内

外都一尘不染。 

  日本对民族传统和历史遗存珍爱有加，愿意穿上古老的和服，行走穿梭在古老的街道

上，行古老的礼仪，举行仪式。 

  日本的强大有自身的道理，有很多值得我们中国年轻一代学习的地方。 

 

〇 很荣幸能够受邀请来到日本进行文化交流，此次访问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常重要。没来

日本前其实对本国没有太多的了解，自从第一天来到日本就深深的爱上了这里。印象最深

的是环境。日本的环境真的很好，很干净。我们到达的第一个地方是日方的晚会。他们准

备的很周到，坐落在最高层，一眼望去看到了整个东京的样子。 

我真的爱上了日本。另外与大学生的交流让我感受到了两国大学生的友情。真的很热

心。我们聊天，聊文化，聊语言，我们留下了联系方式。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联系。同学导

游带我们参观了日本的各种寺院。我们穿着和服，感受日本的文化，我们觉得自己穿和服

的样子很有意思。我们感受到了日本民族的团结，对于文化的保留和民族自豪感。这一周

有太多太多的感受，千言万语也表达不出自己内心的感受。感谢民宿这一方式，让我们更

加的“接地气”，我们有太多的不舍，只有感恩。 

 

〇 此次访问，给我留下了最深刻印象的是日本人民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从翻译的讲解中

我了解到，日本人民对传统文化的极力保护，他们通过保护传统的建筑来守护历史的遗迹；

他们通过把能乐引入日常婚庆等活动中来全民化这个高雅的艺术；他们通过举行热闹的庆

典来纪念祖先的功德･･････在我看来，日本在继承传统文化这一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

的地方。 

简单来说 ，日本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继承是落实到每个公民心中的，而中国对传统

文化的保护和继承还停留在政府努力推广的阶段，公民的意识还比较淡薄。举一个小例子，

此次访问中，我们有幸前往滋贺县日野町的普通家庭中寄宿，我们的小组所在的家庭是一

对年长的夫妇，爷爷通过 word、相册、宣传手册向我们介绍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发展过

程、历史人物以及当今人们为了纪念传统文化而举行的盛大的日野祭，还带我们去参观了

日野祭的线路、历史人物的故居等。 

从这种点点滴滴，我感受到了日本人民对传统文化的敬重和保护，只有全民化的保护，

才有了传统文化风华依旧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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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日本的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的传统文化在全民化的

保护下得以发展，壮大。相信在我们中国公民的努力下，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能不断地发扬，

更加熠熠生辉。 

 

〇 由于历史因素和教育因素，在之前对日本并无好感。只是听说日本很干净、发达、国

民素质高。经历了此次体验，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这一切。日本人民的热情友好，以礼待

人，让人感到非常温暖，基础设施也真的很棒，日本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 

在参观了日本文化学园大学之后，我感触很深，学校的基础设施非常完善。我自身是

学服装设计的，我感觉那里就是学服设的天堂，各种资源应有尽有。在和日本学生交流之

后，我发现他们并不会对中国有仇视的态度，所以对中国仇视日本这一点无法理解。我希

望，中国青年也不要再对日本有偏见，希望彼此能友好相待。 

 

〇 这次的交流活动行程非常丰富，体验了日本能乐，来到了洗足学园音乐大学以及龙谷

大学进行了交流，还去了有明垃圾场、清水寺、三十三间堂等景点游览。然而在那么多交

流活动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项活动毫无疑问，那一定是民宿生活的体验。从一开始的

互不相识到最后离别时的不舍，充分体现了两国人民的友好，在刚进家门时，受到了“爸

爸妈妈”的各种照顾，妈妈细心地教我们做寿司，做手工挂件。晚上睡得比我们晚，早上

起得比我们早，把我们视为自己的女儿，还带我们穿和服上街过女儿节。这一切都让我们

很感动。当妈妈知道我是手风琴专业的学生时，拿出了家中古老的手风琴，我也为爸爸妈

妈演奏了几首小曲，与同行的小提琴专业的小伙伴一同和妈妈的陶笛合奏了一首日本民歌，

让我们的交流更深一步。虽然语言不通，但依旧能通过音乐给彼此带来快乐。离别之时，

除了伤感就是舍不得。爸爸妈妈，下次来日本一定回来看望你们。 

访日之行结束了，回到国内一定会和同学亲戚分享日本之行的感受，告诉他们日本的

环境非常好，国民素质普遍很高，日本父母对我们悉心照料，让亲朋好友有机会能够来到

日本，增进日中两国友谊，互相取长补短。 

 

〇 八天七夜，留给了我太多无法忘却的记忆。忘不了矢来能乐堂能乐大师的精彩讲解，

忘不了洗足学园音乐大学的激情交流，忘不了三得利音乐厅的宏伟壮丽；也忘不了清水寺、

三十三间堂的美丽肃穆。但是在这次旅途中最让我难忘的还是滋贺县日野町的家庭寄宿体

验。 

我有幸住在了日野町的家庭，家里虽然只有爷爷奶奶两口人，但是却收拾的井井有条，

非常的温馨。我们一起向奶奶学习制作日式料理，一起向爷爷学习演唱日式民歌，切磋音

乐技艺。我们还一起聊天，一起学习折千纸鹤。更加难得的是我们还一起同爷爷奶奶下地

干农活，体验日式乡村生活。爷爷奶奶虽然和我们语言不通，但是却非常的有耐心，我们

听不懂的话他们会不厌其烦地重复一遍又一遍，我们没有干过农活，他们却手把手教给我

们技艺。他们年纪已经不小了，可是却陪我们聊天到深夜，就像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这

些事情真的令我们非常的感动，以至于在最后离别的时候我们都万分不舍，甚至流下了泪

水。希望下次还能有机会来到日本，去看望我在日本的爸爸妈妈。 

回国后，我会尽我所能，将日本友好热情的民风、先进的科技以及优秀的传统文化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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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我身边的朋友们，让更多的人们能够看到日本的发达，去领悟日本的美好。 

 

〇 本次活动我本人印象较为深刻的就是访问有明清扫工厂，不仅了解了日方垃圾处理工

厂的运行机制与方式，也深入了解了日本遍及全体国民的垃圾分类制度。看到了中日两国

间在公民环保意识与垃圾处理方式上的不小差距。 

首先，在垃圾被运输往处理厂之前，日本公民以极强的环保意识与法治精神对生活中

产生的各类垃圾进行自行分类，其执行力之强分类之准确都为人称道。公民自行分类后再

由专业回收车辆将垃圾回收入清扫工厂，进入工厂后进行二次分类以确保各类垃圾有准确

的处理方式，各类垃圾经过高科技技术如高温、挤压、除臭等方式后达到无害化的目标。

经我自己的询问了解，如同有明清扫工厂的同类型垃圾处理厂，处理垃圾过程中所产生的

废气、废水、废渣往往低于政府要求标准数倍乃至更多，能够二次利用。 

我认为日本能取得如此不易的环保成就不仅得益于先进的科学技术，更依靠国民高度

的环保意识与自律精神，这点也是作为中国人应当学习借鉴的地方。 

 

〇 以前认为日本是一个死板的国家，对待所有人毕恭毕敬，人也偏向理性。通过此访，

我发现这个观点是很偏激的。他们的守规矩，他们对人的尊重都是建立在彼此相信的基础

上。也就是说，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尤其是对陌生人的关心，让我很受触动。 

作为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的学生，在此次专业交流上收获颇丰。两次学校的访问，让

我了解到了同龄同系朋友们的专业水平和音乐思维。尤其是龙谷大学的访问，当看到龙谷

大学合唱团站得整齐，向我们微笑时，我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虽然他们不是专业院校的

音乐学生，但那颗热爱音乐的心绝对不输任何人。在参观完三得利音乐厅后，我下定决心，

十年后我一定会站在这个舞台的中央，和大家分享我的音乐，开一场真正意义的独奏音乐

会。这也激励着我继续向前行。 

 

〇 日本人的礼貌与守纪是全世界闻名的，而访前并不知道是否各行各业都有这样的标准，

而访问时无论是服务业，工商业或机构部门，从上到下，从内到外均体现出这点，让我非

常敬畏。    

虽然作为发达国家，我原本认为日本的城乡差距是有的，而通过田舍体验发现差距似

乎仅仅体现在生活节奏与方式上，反倒更增添一份宁静安逸。 

本次访问了洗足学园音乐大学和龙谷大学，虽然没有与对口的专业学生交流略带遗憾，

但从另一点上来说却收获颇丰，在洗足学园，了解到了该校的专业教育上的先进性-即自

选制，取消强制的研修科目，确保学生不会将时间浪费在对自己来说无意义的科目上，从

而保证在专业上的钻研。同时，龙谷大学的合唱团虽为业余，却表现出了十足的专业精神，

认识到对自己所珍视的东西，必须要抱有浓厚的兴趣并为之付出十二分的努力。 

 

〇 参加活动之前，对日本的环境保护意识，待人处事的态度早有所闻，参加之后更真切

并亲身体会到日本每一个人，甚至是不认识的路人的热情以及大家对环境保护的自觉性。 

作为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对日本传统能乐的讲座颇有收获，日本艺术家对传统音乐的

保护、传承与创新的精神，使得日本留下了相当珍贵的艺术瑰宝，也让音乐学的学术研究



 

13 

更加丰富，希望在日后的学习中，中国的学者能更多关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