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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5年1月17日，日本发生了里氏7.2 级的阪神大地震。
2008年5月12日，中国发生了里氏7.8 级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两次大地震都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带来了严
重的损失。
地震受灾者所遭受的痛苦，至今仍令人心痛不已。
我们无法预料地震今后何时再发生，但我们从心底里希望能够尽量减少因灾害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希
望受灾地区的生产和生活基础不再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和打击。
同时，也强烈地希望地震发生后马上就能够有效地开展救灾、援助和重建工作。
　　现在，经日本神户大学和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共同合作，日本神户大学阪神大地震研究部分成
果的中译本《日本阪神大地震研究》一书与中国读者见面了。
这次出版是根据神户大学的提议，“希望将历时10年潜心研究的阪神大地震研究成果为中国所借鉴”
，内容经双方协商，由神户大学从已经出版的6册系列性研究著作中，精选出对中国地震重建有借鉴
意义的部分，由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组织专职研究人员、研究生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的部分师生
负责翻译、校对，由北京大学出版社负责出版。
　　我们衷心希望以本书的出版为契机，加强中日之间有关地震和灾害对策方面的研究，进一步促进
中日两国的交流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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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95年1月17日，日本发生了里氏7.2级的阪神大地震，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震后，由神户大学组织学者开展了历时十年的研究，出版了“阪神大震灾研究”系列丛书。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和日本神户大学从这6卷书中编选了29篇论文，汇集成本书。
书中不仅包括了城市型大地震的特点和受灾情况，还具体再现了大地震后避难、救援以及应急临时住
宅建设，受灾者的健康、心理状况，住宅重建，震灾教育，对未来的影响以及从中获取的经验、教训
等详细情况，以期对中国的震后重建有所借鉴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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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紧张与不安　第二节  受灾者的健康与压力　第三节  孤独死亡、自杀、工伤死亡等震灾相关死亡　
第四节  地震与心理康复——灾区诊所的实际经验　第五节  沉默的地震孤儿们第四章  住宅重建　第一
节  从避难所看受灾与住宅重建　第二节  以受灾市区的住宅重建为目标　第三节  受灾地区住宅的恢复
重建能够实现吗？
　第四节  城市的整合与分割——重建公营住宅的实际状况及其意义　第五节  受灾公寓重建所面临的
困难第五章  产业重建　第一节  震灾与雇佣问题　第二节  阪神地区的产业复兴形势仍十分严峻　第三
节  受灾地区的雇佣问题　第四节  灾区产业的现状和全面恢复所面临的课题第六章  震灾教育和未来的
继承　第一节  大学震灾教育系统的开发　第二节  防灾福利社区活动的开展　第三节  城市规划中的农
村一城市协作体系　第四节  赈灾志愿者组织的活动——日本赈灾志愿者网络组织的五年历程　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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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淡路大地震资料的保存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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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是，灾难不会放过任何人，谁都没有责任。
因此作为受灾者，完全应该尽可能地接受支援。
在灾难发生的初期，家人、亲戚或者邻居对身边的儿童和老年人进行安慰，给他们进行特别援助也是
很重要的。
　　而且，在调查中我们也深切体会到在灾难发生后一个月内，通常的辅导咨询并不是很有效。
在这个时期，与其对受灾者就其烦恼进行疏导不如给受灾者每一个人分别提供具体的对其重建生活有
用的信息。
比如为他们提供捐款和贷款的领取方法和领取地点，前往路线，临时住宅的入住时间和入住地区，在
入住临时住宅之前的在避难所的生活保障等特别具体的地区性和个人性的信息。
只有尽早正确地给受灾者提供这样的信息才能有效地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
　　接下来陈述一下在对受灾者烦恼的调查中得到的启示。
　　每个受灾者的心里都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存着地震前的生活状态的记忆。
而且由于过于急切地希望能尽早恢复到以往的生活状态中，而经常忘记地震前生活状态和眼前现实之
间的差距。
总之，从接受眼前的现实开始，一步一步地迈向以后的生活是很重要的。
　　比如想一些改善在避难所生活的办法（重新认识生活环境、避难所的区划），在志愿者的帮助下
逐渐自立（帮助照料身边的老人、帮助做饭等，寻找自己在避难所可以发挥的作用），重视和志愿者
以及在避难所新认识的人们之间的人际关系和地域网络关系，这些对将来重新振兴受灾地区是十分必
要的。
　　不要将避难所的生活当做是临时的，即使是在那里生活期间，也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质量更高
的生活。
　　通过我们的调查，对今后的防灾工作的进行可以提出以下一些建议。
　　就像林等人提出的建议一样，应该在每个地域社区内设置“地区守门员”（地区的防灾对策委员
），建立能够按照非常时期的对策指南做出灵活应对的自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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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编译的日文研究成果，原著的来历是：日本神户大学在神户大地震发生以后，立即组织本
地区学界人士，先后花费10年时间，开展了地震研究和跟踪调查，关注地震造成的灾害，及时总结人
们灾后重建和生活的经验，出版了5本与阪神大地震有关的系列书籍。
这些书籍所谈内容对汶川地震灾区的重建和人们生活的恢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对于地震灾害的应急
管理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汇编了日本神户大学研究日本阪神大地震的成果，对于我国地震灾害的应急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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