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命

我們致力於促進與多元化世界
進行自由、平等、開放的思想對話、政策研究
和文化交流，為創造可持續發展的未來做出貢獻。

新聞記者松本重治、反省日美交戰原因、

認為缺乏相互理解是點燃戰爭的導火線。於是、在戰後不久的 ���� 年、

他與以美國慈善家約翰·戴維森·洛克菲勒三世為首的同仁們共同創建了

民間非營利組織「國際文化會館」。

國際文化會館一定會秉承初心，堅持努力履行日益重要的使命。

（左上起）尼赫魯總理、沃爾特·格羅皮烏斯、佳亞特里·斯
皮瓦克（文學理論家）、約翰·霍爾 / 馬裡烏斯·詹森 / 埃德
溫·O·賴肖爾 / 松本重治、埃莉諾·羅斯福、巴拉克·奧巴
馬、唐納德·基恩 / 安部公房 / 武滿徹、緒方貞子、野口勇、
帕拉格·格卡納、安藤忠雄、比爾·維奧拉（藝術家）

ミッション

多 様な世 界との 知 的 対 話 、政 策 研 究 、
文 化 交 流を促 進し、自由で、開かれた、
持 続 可 能な未 来をつくることに 貢 献する。

戦後まもない1952年、ジャーナリストの松本重治は、

日米が戦火を交えるに至ったのは互いの理解が足りなかったからだとの反省に立ち、

米国の慈善活動家ジョン・Ｄ・ロックフェラー三世をはじめとする同志たちとともに、

民間の非営利団体「国際文化会館」を創設しました。

国際文化会館は、日々重要性を増すこのミッションを果たすべく、

今後も邁進してまいります。

（左上から）ネルー首相、ヴァルター・グロピウス、ガヤトリ・スピヴァク
（思想家）、ジョン・ホール／マリウス・ジャンセン／エドウィン・O・ライシャ
ワー／松本重治、エレノア・ルーズベルト、バラク・オバマ、ドナルド・
キーン／安部公房／武満徹、緒方貞子、イサム・ノグチ、パラグ・カンナ、
安藤忠雄、ビル・ヴィオラ（芸術家）



歡 迎 來 到 國 際 文 化 會 館

公 益 財 團 法 人 國 際 文 化 會 館（International  House of  Japan），是 在

獲 得 以 美 國 洛 克 菲 勒 財 團 為 首，日 本 國 内 外 的 諸 多 組 織 和 個 人 支 援 後，

於 ���� 年，正式創立的。

創 立 以 來，這 裡 成 為 活 躍 在 各 個 領 域 的 學 術 研 究 者、藝 術 家、經 濟 學

家、新 聞 媒 體 人 的 活 動 基 地 和 交 流 空 間。���� 年、起 草《世 界 人 權 宣

言》的埃莉諾 · 羅斯福，�� 年、作為「現代建築之父」被世人熟知的沃

爾特 · 格羅皮烏斯，�� 年、作為國賓訪日的印度尼赫魯總理都有來會

館 訪 問。此 後，會 館 還 邀 請 過 前 日 本 聯 合 國 難 民 署 高 級 專 員 緒 方 貞 子、

國際政治學者約瑟夫 · 奈、政治哲學家安東尼奧 · 奈格里等具有時代

代 表 性 的 文 化 名 人 來 館 切 磋 交 流、從 汲 取 世 界 智 慧 的 人 物 交 流 開 始，

會 館 不 僅 提 供 各 種 有 助 於 解 決 全 球 化 課 題 的 計 畫 方 案，也 成 為 培 養 下

一代領導者、以及給到政策研究·建議的智囊機構。

基 於 設 立 背 景，國 際 文 化 會 館 的 建 造 理 念 不 同 於 一 般 商 業 設 施。從 會

議 場 所、商 談 空 間、到 住 宿、餐 廳 和 圖 書 室，正 如 International  

House 名 稱 所 傳 達 的 那 樣，它 起 到 促 進 人 與 人 相 聚、交 流 的 作 用，在

海外也被親切的稱為「I-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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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文 化 會 館 ， 作 為 亞 太 地 區 的 思 想 交 流 樞 紐 ， 是 一 個 民 間 非 營 利

組 織 機 構 。 會 館 以 國 際 關 係 · 地 域 研 究 、 地 理 政 治 學 、 社 會 體 系 ·

治 理 · 創 新 、 文 明 論 · 哲 學 、 藝 術 · 設 計 等 項 目 作 爲 主 軸 ， 致 力 於

促 進 自 由 、 平 等 、 開 放 的 交 流 和 開 創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未 來 。

���� 年日美藝術家交流項目庭園展示
「旅居—The Journey Itself Home」

地 經 學 研 究 所「加 拿 大 不 列 顛 哥 倫 比 亞
省省長和加拿大駐日大使研討會」

因汲取世界智慧項目受邀來日的
思想家安東尼奧·奈格里

長 谷 川 祐 子 和 鈴 木 一 人 討 論 藝 術 和 地
緣 經 濟 學 之 間 的 協 同 效 應。

作 為 亞 太 地 區 的
思 想 交 流 樞 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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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 位巨匠打造的
日本現代主義建築傑作

靜謐的東館於 ���� 年竣工、它作為唯一一座由 � 位日本現代主義建築

大師前川國男、坂倉準三和吉村順三共同設計的建築而被世人熟知。建

築至今仍保留著許多當初的設計理念，例如與庭園相映襯的木質窗框，

陽台上的欄杆扶手等，所以即便到現在它仍是建築愛好者們的聖地。

���� 年，為了加強抗震能力，會館建築不得不面臨全面重建。但在重新

評估了它的歷史·人文價値后，人們決定在盡可能保留它外觀的前提下，

進行内部翻新。因此，會館也成為適應時代再生的，作為戰後名建築被

完美保留下來的優秀案例。繼 ���� 年，第二次（���� 年）榮獲日本建築

學會獎。且自 ���� 年 � 月起，被登錄為日本有形文化財産。

從左起分別是吉村、前川和坂倉。他們
的經驗和品味在國際文化會館的建築中
得以完美呈現。

圖為作為國立西洋美術館的設計擔當來
日的建築師勒柯比西耶，在學生前川和
坂倉的帶領下參觀了會館 (���� 年 )08  |  09



自建築内延伸出去的日本庭園，是 ���� 年、由當時在此坐擁
住宅官邸的岩崎小彌太，委託日本京都首屈一指的造園家「植
治」第七代小川治兵衛建造的。庭園被譽為保留了桃山時代或
江戸時代早期遺跡的現代庭園傑作，並於 ���� 年 �� 月被登錄
為港區名勝。



主 樓 位 於 用 地 東 側 ， 擁 有 不 同 規 格 的 房 型 ， 包 括 單 人 房 、 雙 人 房 和 雙 床 房 。 
提 供 人 與 人 邂 逅 、 交 流 的 空 間 ， 且 所 有 房 間 都 面 朝 綠 意 盎 然 的 日 式 庭 園 。打 造 人 與 人 邂 逅 ， 交 流 的 空 間

住 宿

圖 書 室 珍 藏 約 � 萬 � 千 本 書 籍 和 約 � � � 本 期 刊 雜 誌 ， 以 日 本 和 國 際 關 係 相
關 的 英 文 出 版 物 為 主 。 自 會 館 創 設 以 來 ， 圖 書 室 為 日 本 研 究 學 者 和 專 家 們
提 供 各 類 參 考 資 料 · 信 息 ， 以 及 對 機 構 · 人 物 的 介 紹 。

圖 書 室

在 SAKURA 餐 廳，賓 客 可 以 一 邊 欣 賞 日 本 庭 園 的 美 景，一 邊 品 嘗 正 宗 的 法
式料理和時令食材。并且，在 Tea Lounge「The Garden」設有可以俯瞰整
個庭園的特等座位，還提供可以滿足各種場合需求的早午晚餐和簡餐。

餐 飲

會 館 依 不 同 用 途 ， 設 有 最 多 可 容 納 � � � 人 的 各 種 宴 會 廳 · 會 議 室 。 綠 蔭 環
繞 的 開 放 式 大 廳 ， 可 作 為 多 用 途 設 施 舉 辦 國 際 會 議 、 演 講 會 、 晚 宴 等 各 種
活 動 。

宴 會 廳 · 會 議 室 · 庭 園

左上 / 住宿設施，左下 / 圖書室，右上 / 餐廳 SAKURA，右下 / 宴會廳＊住宿對象為會員及會員介紹的賓客。圖書室僅限會員及住客使用。庭園僅限會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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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於 入 會 和 捐 款

國 際 文 化 會 館 是 依 靠 極 具 思 想 和 進 取 精 神 的 會 員 們 的 支 持 而 持 續 發 展

的 組 織 機 構。我 們 為 會 員 安 排 能 增 進 彼 此 交 流 的 社 交 聚 會，同 時 我 們

也 會 邀 請 活 躍 在 各 領 域 的 國 内 外 知 名 人 士 來 館 演 講。如 果 您 同 意 並 認

可 我 們 會 館 的 活 動 宗 旨，歡 迎 考 慮 加 入 我 們。并 且，對 國 際 文 化 會 館

的捐款、可作為捐款減免對象、享有税法上的優惠待遇

如果您還想了解更多關於會員制度的詳細内容、活動特典和捐款事項，

歡迎您隨時與我們聯絡。也可以通過瀏覽我們的官網來獲取相關資訊。

〒���-���� 東京都港區六本木�-��-��
TEL ��-����-����（代表）　FAX ��-����-����
https://ihj.global

關於會員制度
www.i-house.or.jp/eng/members/

關於捐款
www.i-house.or.jp/eng/donate/

相關咨詢（會員部）
��-����-����（平日 �：�� ～ ��：��）　member@i-house.or.jp

地下鐵來館指南

都營大江戸線 麻布十番站（� 號出口）出來步行 � 分鐘
東京地下鐵南北線 麻布十番站（� 號出口）出來步行 � 分鐘
東京地下鐵日比谷線 六本木站（� 號出口）出來步行 �� 分鐘

外苑東通

六本木
hil ls

六本木 � 丁目交叉點

●東洋英和女學院

國際文化會館
I-House

鳥
居
坂

六
本
木
通

大江戸線
麻布十番站
� 號出口

南北線麻布十番站
� 號出口

●Almond

日比谷線
六本木站 � 號出口

公 益 財 團 法 人  國 際 文 化 會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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