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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1
日  天气  晴    

今 天 是

“南 京 日 本 文

化 周”的 开 幕

式，我 作 为 志

愿者参加了活

动。上午的工

作 结 束，中 饭

吃到一半的时

候，刷 到 了 微

博 上“东 日 本

大 地 震”的 新

闻。本以为只

是一场对日本来说并不足为奇的地震，随

后而来的铺天盖地的现场报道让我意识

到，这是一场真正的巨大的灾难。下午，

尽管包括日方工作人员在内的大家心情

都十分沉重，但依然按计划完成了文化周

的活动行程。

2012年3月28日  天气 晴

2年半前，作为交换留学生，我第一次

来到日本。时隔一年半之后，我又一次回

到了东京，开始新的留学生涯。正值3.11大

地震一周年的时间段，媒体纷纷推出纪念特

辑。我频繁地读到“震災後”三个字，嗅到

了那场地震对整个日本社会带来的创伤气

味。有机会，我想亲自去灾区看一看。

2012年9月13日  天气  阴

在大地震已经过去十八个月后，我跟

随了一个 NGO 组织，坐夜行 BUS 从东京达

到仙台，再辗转来到宫城县的石卷市。这

里是地震时的海啸受灾区，灾后的重建工

作已经有了一定的进展，但沿途依然能看

到大片的废墟，堆积的废弃汽车。车上十

分沉默。到达了目的地的渔村，我们见到

了当地的渔民，和他们一起织补渔网，出

海，吃新鲜捕捞的海鲜。作为志愿者的我

们并没有帮上什么实际的忙，在食宿的张

罗间也许还给当地的渔民添了麻烦，即便

如此，来自全日本各地、甚至全球各地的志

愿者们还是一批批地来，而渔民们也总是

笑意盈盈地热情迎接。

2015年4月11日  天气 阴

结束了三年的硕士课程，我在这天踏

上了归国的路途。大地震过去四年零一个

月，社会的创伤在逐渐愈合，当地人的笑脸

却在我这个异乡人告别日本时的脑海中一

闪而过。这是交流的符号。

简　历

陆译颉，2011年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日语

专业，2015年硕士毕业于东京大学大众传

媒专业，现在上海从事媒体传播工作。

留日日记四则

“如 果

不 是 房 角

的‘津波水

位线’标识

赫然入眼，

我都未曾发觉这里曾被灾难吞噬过。”这是

我在石卷市漫步时，与小伙伴说的最多的一

句话。

第一次的东日本之行选在宫城县，既

是因为作为一名资深吃货对于美食的向

往，也是三年签证的诱惑力使然。去年 6 月

我终于搭上了 JR 东北线，一路向东。

其实从抵达石卷车站开始，我就未曾

有“这里是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的感

觉。城市到处都有可爱的漫画形象；广场

上年轻人弹着吉他，大声高唱；街道间阿

姨们牵着狗狗互相道好……除了临近海

岸那些大规模建造的新房，这个城市完全

没有灾难的痕迹，更像是一座朝气蓬勃的

新城！

随后我带着欣喜来到了石卷市附近满

是猫咪的小岛，田代岛，这里也曾经历了巨

浪，而之从造起了新房，甚至是造起了猫咪

形象的楼房。在这里我有幸结识了一位中

国女孩。她回忆说，“虽然当时巨浪迎来，

令人恐慌，但是当地的日本老者组织大家

于避难所集合，各家各户拿出粮食等物资。

大家一起互相鼓励、同吃同住、有时候还唱

歌娱乐……”我想这就是人们对抗灾难的

力量，乐观、互助、去微笑、去重建……

四个月后我前往了岩手县盛冈市久

负盛名的小岩井牧场，以及世界文化遗产

中尊寺。满眼秋叶的 10 月里，阳光映衬出

的不是晚秋，而是孩子们满脸的朝气。东

日本虽不如东京、大阪那般繁华；不似北

海道、冲绳那样盛名；这里经历过灾难，备

受游人冷落，却没有让这里的人们忘记微

笑，失去希望。灾难后的东日本，让世人

更为关注，我也相信未来也会更有意思，

更富魅力！

简　历

杨妍，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现为旅行达

人、杂志编辑。从小就喜爱日本文化，虽

然不懂日语，却励志要走遍日本。希望能

将深入日本的攻略分享给大家，让每个热

爱日本的小伙伴都能克服语言障碍，自由

行遍日本！

我眼中的东日本受灾地
——深入东北，满是期待

5 年 前 的

今 天，2011 年 3

月 11 日，发 生

了东日本大地

震。

    被海啸侵袭

的东北地区遭

受了巨大的灾

难，众多人遇难

或下落不明。

  在日本举国陷

入悲痛之际，中

国政府和国民伸出援手则显得如此可贵。

地震发生 3 天后，15 名中国紧急救援队员赶

赴岩手县的大船渡灾区开展救援工作。此

外，中国政府提供了总计高达三千万元的

紧急救援物资，我们还收到了来自中国各

界人士的高额资金援助。尽管历代首相都

曾表达了谢意，在此，我谨对大家给予我们

温暖而又强有力的支援，再一次表达由衷

的感谢。

从那之后的 5 年，日本东北地区收到来

自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支援，正在

全力进行灾后重建。避难者人数相比于最

高峰时大幅减少，区域社会和区域产业都

在切实地恢复发展。

目前，我馆正在积极地宣传日本东北

地区的魅力，极力消除由于东日本大地震

有关的谣言而产生的负面影响。例如去年，

我们邀请著名博主访问东北地区，亲身体

验其魅力及安全性并通过微博等媒介做了

推广，此外，还在上海市内举办了观光宣传

活动，让上海及周边地区的朋友们在切身

体会到东日本魅力的同时，进一步加深了

对它安全性的理解。

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人们还未正

确了解日本食品。日本的食品采用国际通

用的基准值设定，有严格的检查体系以及

快速的上市限制，其安全性是切实有保障

的。超过基准值的食品比例已减少至全体

的 0.2%，而且从未发生过超过基准值的食

品直接上市销售的情况。

    请您一定亲自去日本的东北看看，在那

可以品尝到当前无法想象到的既安全又美

味的山珍海味。

昨 天 ， 今 天 ， 明 天
——东日本大地震五周年纪念

3.11 东日本大地震已经过去快五年

了。为消除人们对东日本大地震的负面

印象，我馆正积极开展以日本东北地区为

首的，有关东日本的魅力宣传活动。作为

其中一环，在由中国朋友投稿，通过微博

表达访日旅行感想及魅力的第二届原创

微博大赛中，我馆特别设立了“魅力东日

本奖”。

2 月 20 日，在总领事官邸举办了“魅力

东日本奖”的颁奖仪式，为 10 位文字和照

片优异突出的获奖者分别颁发了奖状和奖

品。获奖者们不仅发表了获奖感言，还与

到场的熟知东日本魅力的各位专家、日本

国家旅游局、东日本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东

北观光推进机构的各界人士齐聚一堂，就

东日本的魅力畅所欲言。

此外，本地大型旅行社里日本旅游商

品开发的负责人也受邀出席，在去年创下

500 万中国游客赴日旅游的大背景下，如何

开发日本东北地区的旅游产品也成了现场

交流讨论的话题之一。正如我馆总领事在

当天致辞中所说的那样，“东日本大地震发

生五年以来，中国各界人士给予东北地区

的支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希望各位获奖

者和受邀人今后也能作为日本的好朋友，

继续发展与我馆及各位来宾之间的紧密联

系。衷心期盼更多的中国游客能够来到日

本，来到东北地区观光访问”。

日中关系新闻
想必大家都知道，近几年访问日本的中国游客人数处于增长趋势，现在两国在

民间和经济领域的交流又再度频繁起来。甚至最近在政治领域，日中关系也再次出

现回暖迹象。今年 2 月 22 日，日本参议院的议员代表团 10 人到访北京，由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张德江委员长接见，与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共同举行“日中

议员会议”并交换意见。时隔约 4 年，两国重启了定期议员交流机制，也期待今后日

中两国在各领域的交流更加密切。

总 领 事 寄 语

第二届原创微博大赛
“魅力东日本奖”颁奖仪式

第二届原创微博大赛
“魅力东日本奖”获奖者合影

第二届原创微博大赛
“魅力东日本奖”奖品



宫城县

宫城县位于日本东北地区的中央，南

接福岛县，北连秋田县、岩手县，是 311 东日

本大地震中人员伤亡最严重的县。为了将

宫城县原有的姿态再次完美呈现，县内在

灾后制定了 10 年复兴计划，该计划分为 3

年、4 年和 3 年三阶段。前 3 年为“复原期”，

即为受灾者恢复原有的基础生活所需及公

共设施；之后的 4 年是“再生期”，在此期

间，不仅向直接的受灾者，也将向因地震影

响陷入生活、工作等困境的人们提供支援；

最后的 3 年则是全力推进县内开发的“发展

期”，力争在 2021 年完成复兴计划。

复兴计划的内容包括主要基础设施状

况、环境、生活、卫生和废弃物等、经济、商

工、农林水产业、公共土木设施、教育、防灾、

安全、安心等等。现在，举例来看看宫城县

在复兴的这条艰难道路上是如何走的吧。

保健·医疗·福利等方面
●	 在县内 13 个城镇 56 处设有“临时住房

支援中心”，为居住在临时住房内的受灾

者提供生活及健康咨询。
●	 成立“儿童心理关爱小组”，巡回开展面

对面咨询和医疗关爱。
●	 设立“宫城心理关爱中心”，进行对受灾

民众及支援者的心理

疏导。

观光方面

据 官 方 数 据，这

几年前往宫城县旅游

的人数呈稳步上升趋

势。从官民一体的持续性宣传活动的开展、

到复兴观光和教育旅行的促进、以及利用

媒体介绍沿海城市的观光信息等等，都体

现出宫城县对于观光复兴的决心和诚意。

而为了吸引更多的海外游客，宫城县携手

东京都和北海道等地区，在上海、大连举办

观光研讨会和洽谈会、邀请旅行社和媒体

前去观光等切实行动，拉近了宫城县和人

们的距离。

宫城县的县市仙台市对于中国朋友来

说也许并不陌生，鲁迅笔下的仙台和藤野

先生一定能走进大家的记忆。4 月中下旬，

将是今年樱花满开之时，品着松岛有名的

烤牡蛎漫步在樱花树下，一定是城市中一

道美丽的风景。

复兴之路任重道远，走好走稳至关重要。

我们会持续关注，也希望得到您的支持！

特集：东日本地区的震后复兴之路

福岛县

福岛县位于日本东北地区最南端，距

离东京约 200 公里，新干线 90 分钟。自然风

景秀美，温泉、樱花等观光资源丰富。

福岛县是东日本大地震受灾最严重的

自治体，加上地震引发的福岛第一核电站

核泄漏事故，让福岛县成为了外界关注的

焦点。灾难让福岛县在房屋建筑和公共设

施、生活环境等方面蒙受了重大损失。为了

尽快实现灾后重建，还原美丽和平的家园，

福岛县制定了复兴计划三大基本理念：不

依靠核能，创造让居民安居乐业的可持续

发展型社会；聚集热爱福岛、关心福岛的所

有人士的力量推动复兴重建进程；再生并

重现福岛这片值得骄傲的故土。

    下面，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福岛在以下

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效吧。

住房和公共基础设施的修建

为了避难和受灾居民能过上安定的生

活，福岛县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复兴公营

住宅”建设。根据该项目，因核泄漏事故而

被迫避难的居民将入驻复兴公营住宅，计

划建造总数为 4，890 户。公共基础方面，已

有 93% 的设施修复工程进入实施状态，全

体的 73% 已修建完成。

消除核辐射对居民和环境的影响

在各方长期努力之下，福岛县内的空

间放射线量同比 2011 年 4 月，已明显减少。

县内房屋、设施、道路的除染工作也有条不

紊地进行着。在居民健康方面，福岛县制定

了以保障全体县民身心健康，并能够长期

维持及增进县民健康为目的的“县民健康

调查”，对县民的被辐射量进行统计，并实施

甲 状 腺 检 查。 福

岛 县 还 积 极 建 设

“福岛县环境创造

中 心”，以 期 早 日

恢 复 福 岛 的 自 然

和生活环境。

经济产业的振兴

灾 后 重 建 离

不开经济的振兴，

福 岛 县 正 抓 紧 恢

复 农 林 水 产 业 产

量，同时通过除染

作业和检测体制，

确 保 食 品 安 全。

特别是大米，实行严格的全量逐袋检测。

2015 年 4 月 ~6 月，福 岛 县 举 办 了

Fukushima Destination Campaign，成 功 将 游

客人数回复到了震灾前的 9 成。今后，福岛

县和县民还将充分利用县内的旅游资源，

齐心协力振兴旅游业。

除了重振传统行业，福岛县还从长远

发展角度考虑，积极推进再生能源等产业

的发展。

    经过 5 年的不懈努力，如今的福岛县正焕

发出生机勃勃的魅力。夏日的向日葵、春天

的樱花雨、美味可口的轮箱饭、美轮美奂的

阿武隈洞，等着您的到来！

前　言

2011年3月11日14时46分，东日本地区发生了里氏9.0级

大地震，并引发大范围的海啸。无情的灾难吞噬了曾经最美好

的家园。废墟、避难、核辐射、无人区……在灾后很长一段时间

成为了日本东北灾区挥散不去的疼痛。为了重建家园，受灾各

县制定了一系列应地制宜的振兴政策。在每一个人的辛勤努

力下，5年后的今天，这片土地又呈现出了崭新的生机。在五周

年之际，一起走进当时受灾最严重的3个县看看吧。

岩手县

岩手县位于日本本州岛东北地区，东

临太平洋海域。面积仅次于北海道，占日本

国土总面积的 4%。这里历史悠久、物产丰

富，特别是秋季鲑鱼的捕获量居本州岛第

一位。

3 月 11 日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海啸摧

毁了岩手县沿海地区人们赖以生存的家

园，当地经济蒙受了巨大损失。然而岩手县

的县民们却没有失去希望，积极投入重建

事业。尽管目前还未完全恢复到地震前的

状况，但在这短短的五年内已经取得了显

著的成绩。

挥别苦痛，重新出发
岩手县因海啸灾害产生了约 618 万

吨灾害废弃物，这个数量约为岩手县一年

中产生的正常废弃物的 14 倍。在县内外

自治体的帮助，以及县民的努力下，2014

年 3 月底灾害废弃物已经全部处理完毕。

在焕然一新的这片土地上，县民们的未来

充满无限的可能性。

岩手县的复兴教育

为了培养担负着岩手复兴重任的下一

代人才，岩手县内所有的公立中小学校以

及县立高中、特别支援学校开设了“岩手

的复兴教育”课程。运用书本及防灾教育

DVD 等媒介，让孩子们了解生命的可贵，人

与人之间感情维系的重要性，以及防灾安

全的必要性。

观光的复苏

2013 年 NHK 播 出 了 电 视 连 续 剧《海

女》，讲述一位出生东京的少女回到母亲的

故乡岩手县，努力工作继承海女职业，意外

成为地方偶像后以成为全国偶像为目标，

不懈奋斗的励志故事。该剧在日本全国范

围内大获成功，引起了“海女”热潮。岩手

县在这股热潮的推动下大力推广旅游资

源，吸引外部游客。

2016 年第 71 届全国体育大会将在岩手

县举行，东日本大地震海啸灾害最为严重

的地区之一——釜石市将建造能容纳近 1

万 6000 人的比赛场馆，作为赛场承办地之

一举办 2019 年橄榄球世界杯。

福岛县大内宿

福岛县会津若松城

福岛县花见山

岩手县岩手山
岩手县远野绫织的芝樱

岩手县常行堂

宫城县白石城

宫城县牡蛎 宫城县七夕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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