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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感谢大家浏览本馆的官方网站。 

下面是本馆的相关说明。 

这里的名称为：国立长崎追悼原子弹死难者和平祈念馆。 

本馆是为了追悼由于原子弹爆炸而殉难的逝者而建成的。 

 

这座建筑里面有 7处流水的地方。 

为什么会设置这么多流水的地方呢？ 

那是因为在核爆殉难者中，大多都是在祈求着“请给我水”的渴求中死去的。 

为了众多因遭遇了核爆而在对水的渴求中死去的殉难者，馆内的流水会源源

不息。 

在这 7处流水的地方中，最大的一处是建在地面的、直径为 29米的水盘。 

在这个水盘上大约点亮有 7 万点灯光。这 7 万点灯光，是与原子弹被投下当

年的殉难者人数大致相同的数字。为了追悼那些逝者，灯光每天都会被点亮。另外

这座建筑的墙壁是用杉板进行水泥注浆造模建成的。通过杉板的年轮以及层层的

积累来表现“历史的进程”。 

 

另外在追悼大厅有 12根玻璃光柱。仔细看会发现光是由下向上照射的。这里

蕴含着希望将和平的愿望传递给全世界的寓意。 

 

在玻璃光柱正前方是高 9米的名册柜。 

里面安放的是书写着核爆殉难者名字的名册。现在的 199册中，记录着 19万

5607人(仅为长崎的核爆受害者·自 2023 年 8月 9日至今) 的名字。里面也记载

着外国殉难者的名字。 

在名册柜最下一层右侧有一册空白的名薄。为什么会有一册空白的名薄呢？

因为在原子弹爆炸当时，爆炸中心附近有着大约 3000°至 4000°的高温。因此，

有的人家是全家殉难，还有很多不清楚姓名的殉难者。为了追悼他们，安放了这样

一本无字名薄。 

 

在这座名册柜正前方 250 米处是原子弹落下的中心地点。原子弹是在中心地

点上空 500 米处爆炸的。这座建筑的设计融入了能够看见原子弹曾经爆炸的天空

的视角。 

请不要忘记，在那一片天空下，曾经有过和大家一样生活在那里的人。请大家

在心里想象着那些人的遭遇，在追悼大厅进行追思祈祷。 

本馆的说明至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