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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地震亲历记》

前言

　　序　　两年前，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让我在股市里面损失了一些金钱，我很懊恼，很想扳回来，
那时的我觉得钱很重要。　　两天前，我乘坐中国国际航空CA929航班来到日本。踏上日本国土的第
二天，就遇到了千年一遇的日本大地震，9.0级，比汶川大地震还大数十倍的能量在顷刻间宣泄而出，
整个大地如海浪般起伏不定，虽然在离震中200多公里的东京，想在地震的那一分多钟内在房间里站立
起来，依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从未离死亡如此之近，近到我的生命完全由上天掌握。其
实不止是我，整个东京上千万性命是否会顷刻间灰飞烟灭，全掌握在上帝的一念之间。当时的我觉得
生命原来如此可贵。　　9.0级地震，风云为之变色，东京在地震的一小时内下了一场怪雨，震中之一
的福岛更是三月飘雪。　　整个福岛的状况可以用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来形容。海啸卷走了列车、
飞机，还有无数的轿车，数千栋房屋在海啸中不见踪影，而残存的建筑中，炼油厂在燃烧，煤气泄露
的民宅大火熊熊。但最让人揪心的却是，福岛核电站是否会变成第二个切尔诺贝利到现在仍然不得而
知。天灾虽然惨烈，但日本政府和民众的应对却很从容。余震未到，直升机已经升空巡视，救火车也
已进入各个街区防止次生灾害发生。福岛所有自动售货机震后自动转换成免费模式，而三菱银行则为
每个丢失了银行存款证明的人发放10万日元救急金。3月11日夜整个东京地铁停运，数百万人滞留，地
铁站满是等候的人群，但没有一个人暴躁地叫骂，大家都很理解地铁需要检修后才能运行；去接丈夫
的车辆造成了东京有史以来最大的塞车，所有道路无边无际地堵着，但是，整条道路听不到一声不耐
烦的喇叭，听不到一句抱怨的话，你能听到的，只是决定步行回家的丈夫们坚定而整齐的脚步声。　
　很多人到家，应该已经天亮了吧。地震当晚余震一夜未息，我被房子的摇动惊醒了4次，但起来之
后，整个东京，依然静谧美好。　　尽管煤气还未恢复，手机信号也不稳定，丧失了三分之一电力的
东京短期内也无法灯火通明，但是，灾难终将过去，人类还将生存。地震第二天下午，我背着相机去
寻找生命中的美好，也许，这才是我人生中真正应该留意的。　　2011年3月12日　星期六　　于日本
东京不知疲倦的余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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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地震亲历记》

内容概要

《日本大地震亲历记》内容简介：北京时间2011年3月11日14时46分，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9.0级地
震并引发海啸，地震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爆炸，引发核危机，核辐射向全世界扩散⋯⋯这是被历
史永远铭记的一刻。这一刻，让一个与日本有着血海深仇的中国人与16年前经历了关西阪神大地震的
年轻人诹访太一戏剧性相逢。命运，不可抵抗的命运，让他们一起共面灾难，又一起深入灾区见证灾
难。
他们之间会发生怎样的碰撞？地震后，官方报道之外，日本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海啸真是日本海底
核试验引起的吗？东京电力公司到底隐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中日救灾机制有何差异？日本年轻
人如何看待那场几十年前给中国人带来的比地震危害还深重的侵略战争？请让作者用震撼的镜头和客
观的笔触带给你真实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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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地震亲历记》

作者简介

　　张志浩，专职法医，业余作家，移民日本第二天就遭遇了9.0级大地震，随即亲赴灾区做志愿者，
同时创作《日本大地震亲历记》。平日痴迷看书与摄影，已出版畅销书《我是法医》第一季，该书被
誉为国内第一本由法医写就的经典案例。即将出版我是法医第二季《面具》，正在创作《我是法医》
第三季《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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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地震亲历记》

书籍目录

序
第一章　今夜无人入睡
　　决定我们走向何方的是命运的安排而不是我们的意志。而我这次来日本的经历就仿佛是命运的一
个嘲弄，它再一次用轻蔑的神情向人类证明，你们怎么想的完全不重要。
第二章　距离地震24小时
　　纵横交错的地铁线把新宿变成了一个庞大无比的地下蚁巢，如工蚁般形色匆匆的路人并不知道死
亡原来已经离他们如此之近，24小时后，昔日鲜活的生命或许转眼就会灰飞烟灭。
第三章　地震了！命运，不可抵抗的命运
　　在天灾面前，人类所做的一切努力如同儿戏，10余米高的海啸腾空而起，向岩手、福岛、宫城等
地袭去，深入陆地10余公里，轻而易举地推开战机、卷走汽车，把4列运行中的火车如同玩具一样抛到
一旁，更将数万座房屋夷为平地，也将万千生灵带回海洋。这场剧烈的海啸甚至在太平洋横行一圈到
达美国后，还将至少5人卷进了海里。
第四章　核能危机——怪兽在咆哮
　　余震和核电危机，如同暗夜中隐藏的两头吸血怪兽，已经磨尖了的利爪发出令人恐惧的寒光，低
沉的咆哮在它们的喉咙里滚动。它们随时都会从黑暗中跳出，择人而噬，而我就在近处，已经听到了
它们压抑的怒吼，甚至听到利爪在地面摩擦发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第五章　恐惧如暗流涌动
　　日本人真的不怕吗？回答是否定的。地震之后，特别是核危机出现后，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人的集
体情绪在悄然发生变化：男人们虽然都在坚持工作，但很多人已经悄悄将老婆、孩子送回了老家；担
心再次地震后地铁停运，汽车变成唯一的逃难工具，东京一度又出现了排队购买汽油的现象；LV、古
驰等奢侈品商店一改以往的门庭若市，变得门可罗雀；伊势丹、高岛屋、西武等百货公司销量一跌再
跌，旅游公司业绩惨淡；各种放射性医疗机构的电话被打爆⋯⋯
第六章　征召——面临生离死别
　　3月15日凌晨，我被妻子的电话铃声惊醒，在日本，大家一般都很尊重别人的私生活，单位也好，
朋友也好，这个时候打电话自从我到日本以来绝无先例。半分钟后，妻子挂断了电话，淡淡地对我说
：“全单位被征召去应对福岛核危机，汽车已经在单位门口等了。”
第七章　核扩散——汇入逃难的洪流
　　走出门外，我亲身体会到工作时无法体会到的东京人恐慌的气氛。不仅是酒店客满，往大阪方向
去的新干线也是人潮涌动，东京所有进入新干线的重要中转车站，东京、横滨、町田购票的人都排起
了长队，队伍转了几个弯，都延伸到了车站外面⋯⋯这情形简直和中国春运有得一拼了。
第八章　第二个切尔诺贝利
　　车厢的电子信息牌还在不断地播放着坏消息。由于长时间灌注海水到高温的核反应堆上，核燃料
棒外面已经结了厚厚的一层盐，重量以吨计算，这使燃料棒散热更加困难，必须立即用超纯水代替海
水灌注了。可现在需要的纯净水不是几瓶，而是数百数千吨，哪里有这么多的储备？更糟糕的是，外
壳已经破损的核燃料棒周围的盐那还是盐吗？那简直就是放射源，这么多放射源怎么处理？
第九章　穿越死亡之城——福岛
　　现在的福岛因为核危机已经划出了30公里的无人区，任何人不敢进入，就连日本媒体发布的关于
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所有图片都是在30公里之外用超级长焦摄像镜头拍摄的，这里是我们无法到达的区
域。⋯⋯要进入灾区其他两个县的话，我们必须从福岛县中央穿过。
第十章　寻找生的希望
　　我们临时决定到附近的难民安置中心去看看，寻找一些生的希望。在路边，我们发现一栋只剩下
半截的房屋，上面用斗大的字写着：“别弄坏了，屋主启！”这不仅仅是对自己过去生活的坚守，这
是如同施瓦辛格在每部电影最后“我一定会再回来”般的男子汉宣言。有这样铁打的性格，灾区总有
一天能重现光彩。
第十一章　樱花——生之绚烂
　　重见东京的繁荣美丽，我们简直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今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往年3月就该漫天开放的樱花直到前几天我离开东京的时候还很寂寥，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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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地震亲历记》

终于铺天盖地地灿烂了起来。
　　虽然知道生命短暂，但樱花就这么决绝地开了，开得是那么的灿烂，灿烂得不计成本，灿烂得没
心没肺，灿烂得扣人心弦。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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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地震亲历记》

编辑推荐

　　如果你爱日本，你应该看看这本书；　　如果你恨日本，你更应该看看这本书；　　如果你思索
生命的真谛，你就绝不能绕开这本书；　　中国作家日本地震惊魂记 重生与发现之旅！

Page 7



《日本大地震亲历记》

精彩短评

1、看过作者的很多书，感觉收益不少、
2、很真实的一本书，值得一看
3、为了写毕业论文买了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我想要的内容。很满意！
4、说实话，这本书比较失望，读完后没有能够从中学到什么，看一看还好。不过发生这样的灾难，
心情还是很沉重。
5、本来我也就没有什么仇日情节，可以说我自己本来就是一个比较中立的人，好的、坏的我都知道
，想要了解，反正对于日本我就觉得人家的秩序，组织性都比部分国人强就是了
6、重生与发现之旅

◎陈怡

诚如作者张志浩在前言中所说，本书用笔和相机忠实地记录了人类历史上“足以让灾难片《2012》相
形见绌”的一场大浩劫——北京时间2011年3月11日发生于日本东北部海域、震级高达里氏9.0级的大地
震，及其引发的巨大海啸和举世瞩目的福岛核危机。作者用惊心动魄的文字和上百张亲手拍摄的图片
，介绍了他极富个人色彩却又相当能引起国人共鸣的旅日之旅，从漂洋过海的犹疑无奈到亲历地震的
惊惧惶恐再到探访灾区的震撼感动⋯⋯这种诚恳直白的心理剖析和微妙幽深的情感体验，无疑使本书
超脱了一般的灾难纪实或报告文学：它生动的故事性和直面现场的冲击性取代了平铺直叙的枯燥与刻
板，让人跟随作者回忆的步履不时陷入愤慨、忧虑、恐怖、同情、敬佩、感动等种种情绪的波澜中。
每一个读者都会在阅读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完成从冷静的看客到精诚的思考者这一角色转变，也许这
也正是本书的最大魅力之所在。
张志浩是一名中国法医，他移民日本第二天就遭遇9.0级大地震，这种不知道该不该称之为“有缘”的
奇遇，既是本书得以诞生的契机，也是作者本人人生经历和价值观念发生重大转折的引子。缘何一名
祖上与日本结下了血海深沉的中国人会在地震发生后主动请缨亲赴灾区做志愿者？这个一直对日本怀
有特殊敌意却不得不对现实妥协移民去日的中国人，怎样克服了背井离乡的惆怅、展开异地生活的迷
茫，怎样化解了夫妻间的不满和矛盾从而挽救了濒临失败的婚姻？这场灾难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他从大地震中学到了什么？⋯⋯种种疑问和悬念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读者迫不及待地翻开书页，投入到
对东日本大地震的私人化解读和揭秘中。但是作者的用心显然远不止于此，他通过安插诹访太一这条
叙事辅线不动声色地串入日本人自己对阪神大地震的回忆与反思，大大丰富了本书的内容与层次。另
外，诹访太一也是一个独特的取材和审视对象，他是一个拥有独立思想、满怀抱负、具有国际视野的
年轻人；他家境殷实，就读名牌大学，是个名副其实的“富二代”；他亲眼目睹了阪神大地震带给亲
人同胞的创伤和痛苦；他屈从于父亲的压力学习了不喜欢的专业，为不能自主地选择未来而郁闷彷徨
⋯⋯正是从诹访太一的本地人视角出发，本书在记录灾难的基础上对日本人的国民性格和危机观念进
行了深层解析，虽然这种解析因为时间、条件有限（作者本人遭遇了地震，之后又亲赴灾区救援灾民
，该书是其救灾途中所写）缺乏系统的归纳整理和严密的逻辑推理，显得有些散乱，但就其借鉴和启
发意义而言，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通过作者的描述，我们认识到地震的次生灾害往往会给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更大损失，比如地
震引发的海啸是人员伤亡的主因，大火和爆炸则加剧了形势的恶化，能源供应的中断和交通的堵塞是
灾后修护、重建的最大难题，核能危机则使全世界特别是周边国家坐卧不安⋯⋯作者特别提醒我们要
警惕灾难后的深层危机，即受灾地区经济资源、人才和信心的流失，尤其是软实力的流失会导致整个
社会失去活力。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中国也是一个自然灾难频发的国家，我们的政府在灾后重建的
规划与实施中，除了财政、行政扶助等常规应对之策，还应格外重视“地域文化的重现”和“地域性
格的重塑”问题。地震发生后日本社会迅速而有效的通告、修护机制，健全而成熟的灾害管理、操作
流程，以及日本民众的危机意识和职业道德值得我们学习。但我绝不赞成一味地“是人而非己”——
极力褒扬日本政治的成熟而大加批判中国体制的缺陷；极力夸赞日本公民的道德品质而大加挞伐国人
的素质。部分媒体和知名人士的评论甚至上升到民族劣根性的高度来进行自我批评，着实有些耸人听
闻和不负责任：一则无视了中日两国政治、文化、民众心理的差异，二则于实际行动和具体操作上无
丝毫帮助。“拿来主义”不是空话，政府应在国情允许的范围内择取好的行政管理方法和法律法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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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地震亲历记》

习之，我们每一个公民也责无旁贷，从现在开始逐渐培养起危机防范意识，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
懂得如何筛选信息、自主决策。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抵制谣言、防止动乱，提高保护自己的能力，让
安全落到实处。
跟着作者的笔触行走，你会发现这不仅是作者本人的日本大地震亲历记，也是我们每一个读者的日本
大地震亲历记，我们和作者一起认识和发现熟悉而又陌生的日本和日本人，从而完成了一个自我审查
、自我解惑、自我提升的心灵旅程。
日本是一个说不尽道不明的话题，它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也是中华文明的学习者、后继者；它曾
经在中国的土地上制造了无数的杀戮和劫掠，也曾为中国的民主主义运动提供了范例和榜样⋯⋯如此
漫长而复杂的历史纠葛让我们对它又爱又恨、感情复杂，但无论你是爱它还是恨它，它都是值得我们
关心的对手或者朋友。即使不到日本，即使没有经历过大地震，你也能从《日本大地震亲历记》中探
查到一些你想知道或者应该知道的秘密！

7、买这书久违了用作论文资料的 用上了 好书~！
8、因为做过法医，作者面对灾难和生死时更加冷静和豁达；因为是作家，作者的笔触和图片更加激
情。他客观而又深情地叙述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历程，感叹生命的渺小、人类的无助、自然的伟大和残
暴；感佩日本人面对生死的态度和西西弗斯似的精神。生命只有一次，相信看过这本书的人都能从书
中体会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并引发人类与自然该如何相处的思考。
9、世界太小，地球上的每一个伤口都让我们疼痛，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离我们并不遥远，灾难
的警钟，并非只为日本人敲响。作者反思了人类该如何利用高科技、人与自然应该如何和谐相处、生
命的尊严与意义、中日灾难文化的差异性问题，还是很能启发读者的。该书值得一看。
10、一般，对我写论文没帮助
11、1945年的日本。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袭击后3天，两地的电车就恢复了。这次日本遭受人类史上
最高震级的地震之一，福岛核电站泄漏，人们还是次日就照常上班。地震之后，即使是社会最纤细的
血管也在冷静流通。日本邮局仍然在准时送包裹。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日本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
对待灾难，日本人仿佛安之若素。其实，日本人并非无惧地震，而是一如他们的建筑和桥梁，弹性生
存已经嵌入到这个民族当中，使之在其社会受到冲击时，依然能通过摇摆和弯曲来适应。忍耐力、生
存以及复兴所持有的集体荣誉感，使得日本尽管先前饱受毁灭与经历原子弹爆炸的惨状，依然能
在1945年后渐渐地复原，并且取得经济上的奇迹。不管我们对日本抱有何种复杂的心态，不得不承认
的是他仍然是我们可怕但也可敬的对手。
12、只是讲了些经历，词藻太过华丽，很多事在新闻上也可看到
13、一场巨大的灾难折射出这个民族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的闪光点。祈福！
14、写得还是不错的，但是书中有些内容不是很客观，还是有些亲日的。
15、之前没有注意到有这本书，看到后购买，希望对防灾有一定帮助，还没有看，有空的时候再看。
希望多些实际的实际例子，少些文字上的无用的东西。这样可以作为资料保存。
16、没有煽情，只有灾情。没有表扬，只有批评。没有赈灾晚会，只有保险公司“受灾各位尊贵的客
人一定要和我们联系”的叮咛以及遍布每个社区小超市的捐款箱。
整个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全世界这么多人，欠这么少人如此之多（福岛50人）
17、日本在灾难面前的表现值得我们深思
18、我比较敬佩日本人在如此大的地震海啸后的行动，他们的有条不紊令我惊讶
19、看完了这本书了，现在想想，还好只是小时候才有过抵制日货。并非每个日本人都该死，不管是
不是遇到灾难，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挺有感触，反正就。。。。推荐！好书！期待@我是法医的
围脖 的第三本法医系列「太极」。
20、有序、含蓄、集体主义，这些中国人也有，但是日本人做的更甚。
21、国难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真实素质
22、不错，很真实，作者的的情感到位
23、主要内容是作者亲历,胜在真实.可以当见闻看
24、因为亲历 所以真实
25、再一次被浩哥的文字所感动！重新认识了日本人！
26、多个角度看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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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写的很好，很好。

Page 10



《日本大地震亲历记》

精彩书评

1、刚带这本书去课室时，很多同学就问我为什么要看小日本的地震，要看就看唐山大地震、汶川大
地震，自己国家都没搞好就管别人，还是小日本呢？说实话，本人自从小学学了“王二小”那篇文章
后，我就觉得日本人都是坏人，日本人都该死。但当我看了香港台的一个节目后，我发现原来不是每
个日本人都该死，该死的只是那一小部分煽风点火的人而已。当我听到旁白说日本人为了赎罪将南京
特有的紫京花（大概是这个名字）洒满日本的大街小巷时，我坚信了十多年——日本人都是坏人的信
念打破了⋯⋯这本书的作者是中国人，而且他的祖先有被日本人伤害过的，所以以他的角度描写这场
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地震是绝对客观不过啦！当作者问到太一对于日本侵华事实的感受时，他说的话
使我很震撼，虽然历史已无法考究，但我更宁愿相信这个一直与我们交好的邻国带军队到达我国的初
衷是好的，只是彼此都误解了对方，才导致一直至今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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