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平宣言 

76年前的今天，我们的家乡被一枚原子弹夷为平地，不仅让众多无辜的人们惨死，还让勉强存活下来的人们也

饱受放射线伤害、对健康的担心以及生活困苦等折磨，他们终其一生都未能抚平沉重的身心创伤。一位遭受核

爆后生下女儿的核爆受害者这样说道：“了解到核爆如此可怕之后，再想到它带来的影响，我在乎孩子更甚于自己，

苦恼、精神上的痛苦随之而来。想到女儿的将来，痛苦就更深切，夜不能寐的日子持续不断。” 

“绝不能让其他人也遭受这样的痛苦” ——这是核爆受害者在遭受到不堪回首的惨痛经历之后，而今不得不考

虑被放射线辐射过的身体的今后情况以及孩子们的未来，始终无法从不安、纠结、苦恼中逃脱后发自内心的愿

望。一直以来，核爆受害者在讲述自身的经历，传达核武器如何可怕和非人道的同时，怀抱着对他人的关怀之

心，不断传播对和平的愿望。核爆受害者的这些愿望和行动在历经75年的岁月后，终于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今

年1月22日，以《禁止核武器条约》正式生效的形式取得成果。今后，各国执政者应支持该条约，根据该条约致力

于实现无核武器威胁的可持续社会。 

当前，新冠病毒在全世界范围蔓延，对人类形成了威胁，而世界各国在尽早结束疫情的方向上保持一致，

并正在实施各种对策。那么，世界各国也必定可以同心协力，废除为赢得战争而研发却变成给人类带来凄惨结

局的威胁的核武器。如要实现可持续社会，与无差别杀人的核武器的共存是绝不可有的，我们需要为实现彻底

废除的目标而集结全人类的智慧。 

废除核武器的道路一定不会是平坦的，但年轻人继承核爆受害者的愿望并开始行动，即是点亮未来的希望

之光。在那一天见识过地狱的核爆受害者将希望托付给担当起未来的年轻人们：“希望每个人哪怕从小事做起，

也为和平做出力所能及的事情，继续守护无比宝贵的和平。” 为了让身边重要的人过上丰盈而健康的人生，希望今

后的年轻人们怀抱着“核武器不可存在”的信念，并将其不断传播出去。 

我们决不能忘记，以年轻人为中心的上述行动一定会变成让各国执政者决意转变核威慑政策的原动力。在

核爆3年后，海伦·凯勒到访广岛时用一句话鼓舞了致力于重建的市民：“一个人能做到的事情不多，但是大家一

起努力，便可以实现许多事情。”这也印证了个人之力可以集结成影响世界的原动力。在选择执政者的市民社会中

一旦形成有助于享受和平的共同价值观，“我们不需要象征人类的暴力天性的核武器”的声音变成市民社会全体

成员的意见，我们将稳步地迈向无核世界。核爆受害地广岛将继续“守护”核爆受害的真相，不断开展促进跨国“传

播”以及向下一代“传达”的活动，与全世界165个国家与地区中超过8,000个的国家与地区的和平首长会议加盟城市协

力，振兴有助于在全世界范围共享和平精神的文化——“和平文化”，并开展助推执政者的政策转变的环境建设。 

在核裁军讨论停滞、围绕着核武器的世界情势呈现混乱状态的背景下，我们向各国执政者强烈呼吁：希望

大家基于人类的经验，理解有益于本国利益的并非威胁他国，而是构建相互体谅、长期的友好关系。从用核武

器威胁对手以保护自己的思维，转换为以通过对话构建的信任关系为基础互相保障安全的思维。为此，也希望

大家到访核爆受害地，深入了解核爆受害的真相，诚实地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核裁军义务，并

加入如何有效发挥《禁止核武器条约》的作用的讨论。 

对于日本政府，我们希望政府诚恳地倾听核爆受害者的心声，尽快成为《禁止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并

参加将举办的第1届缔约国会议，实施为恢复各国的信任以及实现不依赖核武器的安全保障创造良好环境等措施，

在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之间充分发挥桥梁作用。此外，我们也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倾听平均年龄接近84岁的核爆

受害者等身心遭受放射线不良影响的人们，了解他们在生活上遭受的各种痛苦和苦恼，尽快救济黑雨受害者，并进一

步改善核爆受害者援助政策。 

今天，在被炸76周年的和平纪念典礼之际，我们向核爆牺牲者之灵致以深切的哀悼，并发誓：为实现废除

核武器和未来世界的永久和平，将与核爆受害地长崎以及怀着共同愿望的世界人民共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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