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戦後の主なできごと年表編

袖珍版　广岛和平信息

纪念碑编 其二 （纪念碑24～47）

✿本纪念碑编主要记载了和平纪念公园及其周边纪念碑的概要

✿纪念碑位置请参考袖珍版广岛和平信息（地图）

１24.  马塞尔·朱诺博士（Marcel Junod）纪念碑

1979年9月8日 朱诺博士纪念碑筹建会立

25.  诺曼·卡森斯先生（Norman Cousins）纪念碑

2003年8月2日 诺曼·卡森斯先生纪念碑筹建委员会立

26.  巴巴拉•雷诺德女士(Barbara REYNOLDS)纪念碑

2011年6月12日 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 世界友谊中心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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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暴风雨中的母子像

1960年8月5日 广岛市妇女会联合会立

29.  祈祷之泉

1964年11月 广岛银行立

30.  全日本保险公司遇难职员纪念碑

1965年8月6日 全日本保险公司工会立

331.  峠三吉诗碑

1963年8月6日 促进和平广岛县文化会议、峠三吉诗碑筹建委员会

32.  材木町遗址碑

1957年8月6日 原材木町幸存者立

33.  原子弹爆炸遇难者纪念碑（广岛和平城市纪念碑）

1952年8月6日 广岛市立

８46.  广岛县农业会原子弹爆炸遇难者慰灵碑

47.  原子弹爆炸遇难的被动员参加劳动学生慰灵慈母观音像

７
43.  原子弹爆炸遇难者广岛纪念碑

1982年8月5日 原子弹爆炸遇难者广岛纪念碑筹建委员会立

44.  煤炭行业原子弹爆炸殉难者慰灵碑

1957年8月6日 全国煤炭行业者立

45.  广岛煤气公司原子弹爆炸遇难者凭吊碑

1967年8月2日 广岛煤气公司立

６ 40.  和平纪念碑

1984年6月24日 广岛西狮子联会、长崎西狮子联会立

41.  原子弹爆炸建筑工人和工匠遇难者纪念碑

1988年8月5日 全国建筑工会总联合会、广岛县建筑工会立

42.  “和平祈祷”俳句碑

1987年11月12日 广岛双叶狮子联会立

５
37.  和平池

1957年8月3日 日本青年会议所立

38.  原天神町北组慰灵碑

1973年2月 原天神町北组居民立

39.  广岛邮局职员殉职碑

1975年8月 广岛邮局友好者立

４
34.  和平祈祷像

1977年8月2日 广岛和平祈祷像筹建会立

35.  和平灯

1964年8月1日  和平灯筹建委员会立

36.  祈祷之像

1960年8月15日 和平祈祷慰灵国民大祭实行委员会立

安らかに眠って下さい

　　　過ちは

　繰返しませぬから

博士是瑞士的医学家。他为调查盟军的俘虏实情，
当时作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驻日代表团长来日。当他
知道被炸后的惨状，马上联络盟军最高司令官总部要求
援救。在实施受害调查的同时，他还筹备医疗物资，并
亲自参加治疗工作。此碑是为赞美博士为援救受害者作
出的丰功伟绩而立。

1971年8月6日 广岛县农业合作社中央会、广岛县信
用农业合作社联合会、广岛县经济农业合作社联合会、
广岛县同荣社互助农业合作社联合会、广岛县厚生农业
合作社 联合会立

  慰灵碑的位置就是当时广岛县农业会广岛分所之
地。职员全部牺牲。此碑为悼念牺牲者而立。

 1966年7月31日 当时市内21所旧制初中和女子学校
学生遗属立

  这是悼念广岛市内旧制初中和女校共21所学校的
学生的慰灵碑。镶在假石山里的铜制名牌上刻着约4,000
名死难者的名字。假石山上立着一尊高2m的青铜观音像

这是右手抱着婴儿，左手护着幼儿艰难地挣扎着活
下去的一位母亲形象。日本禁止原子弹和氢弹协议会为
纪念第5届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的召开，向广岛赠
送了此塑像的原型。以后广岛市妇女会联合会展开募捐
活动，集资建立了这座青铜像。

峠三吉28岁时，在离爆炸中心3km的翠町自家中被炸
。战后，他通过参加青年运动和文化运动，渐成和平运
动的先锋，并发表了许多爱护和平的作品。诗碑正面刻
着峠三吉的诗句，背面刻着诗句的英语译文。

由全国学童的募捐以及广岛商工会的协助而建立。
基座制作资金来自募捐，雕像为圆锷胜三先生的捐赠。
雕像造型如在默默地守护着原子弹爆炸遇难者纪念碑一
般，一轮娥眉月上，母亲怀抱中的小孩吹着小号。

这是第5届日本青年会议所会员大会的一项纪念活动
而建成的。池塘环抱原子弹爆炸遇难者纪念碑，彷如纪
念碑浮在池塘上面。1964年8月1日安设“和平灯”时，
把池塘后方扩展到17m宽、70m长，形成今日的形状。

为纪念广岛和长崎两狮子联会的姊妹友好缔结，决
定分别在广岛和长崎两市立“和平纪念碑”而设立的。

在爆炸中心附近的元安川河边发掘出一些被炸的瓦
块。广岛县高中生和平研讨会实行委员会呼吁人们把它
保存下来，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实现，立了这座纪念碑。
基座镶着一个由被炸瓦块组成的方块。

慰灵碑立在当时煤炭统管关联公司所在地，人们把
它通称为“原子弹爆炸地藏菩萨”。原子弹爆炸幸存职
员向全国煤炭行业者呼吁募捐集资立了这座慰灵碑。

该公司的办公楼就是现在的立碑之地。猛烈的冲击
波把地板和天花板冲走，只剩下西侧一部分，其余全倒
塌。此碑为悼念牺牲者和对和平的祈祷而立。

为悼念原子弹爆炸牺牲的许许多多的建筑工人和工
匠以及他们的家属，并发誓不能再成为核武器的牺牲者
而立的纪念碑。同年，长崎市也立了同样的慰灵碑。

诗碑上刻着中曾根康弘原首相在出席和平纪念典礼
大会上咏怀的俳句。“人”字型的石板上再砌同型的石
碑而立成的俳句碑来自志同道合的市民的构思，它包含
了想要告诉后世被原子弹爆炸夺走了生命的人们的悲痛
的心情。

天神町沿南北方向伸延，分为北组和南组。作为市
内繁华街的中心的天神街是兴旺是商业和生活容为一
体，充满生机的街道。因距爆炸中心仅有500m，一瞬间
房屋全毁，无数居民不幸牺牲。

此碑在元安桥东侧的邮局旧址附近。为把原子弹爆
炸受害之地的广岛邮局遗址永远保存下来，和悼念殉职
者而建立的。

和平灯由丹下建三先生设计，它表示“核武器从地
球上彻底消失的日子到来之前将持续燃烧”，自1964年8
月1日点火以来一直燃烧至今。基座是掌心形状，由全国
的神社、寺院及教会送来的“宗教火种”以及从溶炉等
全国工业地区送来的“产业火种”一起点燃。

本雕像是悼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困难重重之
际为国殉难的牺牲者和祈祷和平之念而制作的。站立在
基座上抱着孩子的年轻夫妇雕像是雕刻家为横江嘉纯先
生制作。基座的右前方是广岛出身诗人大木惇夫先生的
诗碑。

材木町距爆炸中心约450m，原子弹爆炸使它一瞬间
化为一片废墟。藩政时代，这条街顾名思义是一条聚集
了许多木材批发店的街道。战时，为拆除楼房对象的地
区，就在拆除作业时被炸。此碑是疏散到别处的幸存原
居民怀着对原街之恋和为悼念牺牲者而立的。

它是以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而被毁的广岛市作
为和平之都来重建为愿望而修建的。石碑里设有石室，
不论海内外人士，凡是因原子弹爆炸而遇难死亡的人的
名字都记录在原子弹爆炸死难者名册上，并收藏于石室
。慰灵碑建成后经过了32年的风吹雨打，混凝土结构的
土俑形顶部磨损严重，1984年7月开始重修，现在的慰灵
碑是1985年3月26日完工的。

为悼念被炸后呻唤着“给我水、给我水”而离开人
间的牺牲者建造的喷泉。当时被称为西日本最华丽的喷
泉。东西长27m、南北宽19m的椭圆形喷水池里设置了许
多喷口，晚上还有彩灯相辉映。

为悼念原子弹爆炸牺牲的保险公司职员，公开征集
碑文和碑形，募捐集资立的石碑。碑文的作者是一家保
险公司的职员。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东馆新建竣工时，
石碑从该馆南侧迁移到东北侧现在的位置。

诺曼•卡森斯先生为在原子弹爆炸或战争中失去亲骨
肉的孩子展开了“精神养子运动”，并竭尽全力帮助被
炸女性在美国治疗瘢痕瘤。为赞美他为呼吁废除核武器
而作出的丰功伟绩，树立了此纪念碑。1964年获得广岛
市特别名誉市民称号。

在世界各国坚持呼吁废除核武器,同时向访问广岛的
诸多人士广泛传达“广岛之心声”, 雷诺德女士为广岛
的世界化献出了一生,为赞扬其功绩而修建的。1975年获
广岛市特别名誉市民称号。

参考: 
《广岛解说》财团法人广岛和平文化中心
《慰灵碑解说指南》（被炸体验证言者交流会编）

世界联邦广岛县和广岛市宣言纪念塔筹建委员会和
广岛市为纪念20年前作出的世界联邦都市宣言而建立。
塔身造型为世界联邦徽标，五面象征五大洲。

1974年10月30日 世界联邦广岛县和广岛市宣言纪念塔筹建委员会立

27.  和平之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