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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 月 28 日，EAA 组织我们去福岛进行为期一日的考察，目的是了解 2011 年地

震海啸以及核泄漏受灾后当地的现状与回响。 

在实地考察之前，我对福岛情况的了解只限于新闻。2011 年灾难发生之后，中国互联

网流传着福岛核泄漏会污染食盐的传言，各地超市里的食盐被疯抢一空。自此之后，每当中

文互联网出现“福岛”二字，大家言语里都透露着恐惧。甚至当我和家人分享我们的游学时，

我爸爸也会回复说“看一眼快跑吧”。可见，福岛核泄漏除了实际的污染影响、地震海啸对

当地居民的伤害之外，还存在着污名化现象，使得人们从心底里抵触受灾地。 

但来到日本之后，我感受到了日本国内对于福岛问题的重视。东大驹场校区食堂会推出

福岛食材的套餐，我们之后将在环境省工作的 tutor 森要同学也在谈及自己未来工作的时

候着重指出了福岛的污染处理问题。而游学当日的见闻，也让我理解到日本是如何面对灾难、

记住灾难的。 

一方面，我看到了科学、清晰、有效的处理手段。在“中間貯蔵施設”和“東京電力廃

炉資料館”，我们不仅观看了相关的视频、文字、图片资料，也聆听了工作人员细致详细的

解说。我第一次在游学的时候感受到，工作人员像中小学老师一样努力尝试让我们明白其中

的道理：污染物是怎么被处理的？为什么要这么处理？当前的处理遇到了什么困难？我们

会怎么尝试解决？灾难发生时核电站到底怎么了？工作人员们做了什么努力？为什么还是

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可以说，在这两地的见学帮我补足了关于福岛核泄漏的历史知识，也

让我看到了当下的希望和挑战。即使我不是日本国民，我也开始积极思考福岛命运的走向。

这是因为在环境省和东京电力公司的作为中，我看到了责任。 

另一方面，我看到了人道的、多种形式的对于灾难记忆的保留，以及对受灾人民的同情

和尊重。在富冈当地的博物馆中，受灾前后的记忆被以图片、视频、画作、实物等形式保存

着，墙上写着大大的“富冈是不会输的”。在之后的“語リ部”中，我们更是从当地年轻人

的讲述中了解了当年的事、当下的事，以及当地人对未来的认识和展望。我的 tutor 告诉

我，“語リ部”这个词本身就有“保留记忆的人”的意思。我认为这非常重要。 

在游学之中，我既看到了科学秩序的污染处理、开明坦诚的担当，也看到了人道主义的

纪念、当地人对家乡的痛与爱。当我们坐在海边的大巴上听着語リ部讲述当时那 15 米的巨

浪时，我都起了鸡皮疙瘩，我似乎也感受着那个时刻福岛的恐惧和战栗。但在看到当地积极

的复兴行为时，我又由衷地感到希望和祝福。 

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少自然和人为的灾害。但我似乎很少看到这样公开、透明、坦诚

且富有情感地去讨论受灾的公共事业。在福岛我学到了很多。希望等我有能力了，也可以帮

助中国受灾群众和地区保存一份记忆，这是对生者、对逝者、也是对自己生而为人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