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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歷史遺產、博物館與城市文化治理
林昱伶、陳盈儒、楊晴羽╱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生

一、城市負面歷史的保存與再現－以長崎原爆事件為例

林昱伶

日本長崎市作為世界最後一個被爆地，在滿目瘡痍過後踏上一段漫長的復原之
路，原爆事件對於城市及市民而言，是凍結而無法遺忘的負面歷史，也因此產生許多
負面遺產（Negative Heritage）。本文則依據筆者於2019年5月14日至18日至長崎市參
訪，田野所遇之十處相關地點1為觀察個案，並以田野資料為線索，爬梳相關文獻與政
府資料，欲理解長崎市政府如何展開保存與再現負面歷史與遺產的行動，與之共存。

這樣的行動奠基於官方積極重建地域的政策。自設置「災害調查特別委員會」
後，至今仍持續進行復原工作，包括生存者及後代生活與健康調查、醫療、公共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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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包含國立長崎追悼原子彈死難者和平祈念館、長崎原爆資料館、長崎市永井隆紀念館、原子彈落下中心地（爆心地）、和
平公園、被爆當時的地層、福濟寺（長崎觀音）、浦上天主堂、江崎鼈甲美術品製作所與岡正治平和紀念資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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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長崎原爆政策記事及相關設置（一）（整理／林昱伶）

表2 長崎原爆政策記事及相關設置（二）（整理／林昱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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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地質研究等等。其中1949年8月9日施行的《長崎國際文化都市建設法》2確立了重
建長崎的方向，同時揭示了官方欲將負面歷史轉化為推進和平動能的企圖，也因此展
開相對應的都市建設計劃及長崎國際文化館的設置。筆者田野所遇地點中有八處皆是
官方管理單位3，包含有厚生勞動省（日本中央省廳）以及附屬於長崎市政府下的原爆
被爆對策部平和推進課、中央總和事務所地域整備1課、文化觀光部文化財課、文化
觀光部世界遺產課等。從官方角度梳理政策頒布、相關設置建立與官方管理單位的配
置，可以理解負面歷史與遺產是基於何種上位的立場被保存與再現。

圖一　江崎鼈甲美術品製作所的原爆相關展示（攝影／林昱伶）

⸻—
2.  該法目的在於將長崎市建設為國際文化城市，以增進國際文化與實現永久和平的理想。
3. 此為筆者於2019年11月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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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此必須提出的是，礙於篇幅限制，上述所提的單一法律無法代表官方細緻
組織的重建網絡，尚有其他法令如《原爆倖存者援助法》、相關委員會及調查研究等
在此無法詳述，也必須意識到，除了官方之外也存在民間的努力。如江崎鼈甲美術品
製作所與岡正治平和紀念資料館，兩者皆從自身經驗出發，以小歷史敘事來記憶原爆
事件，包含災後工藝業的衝擊以及因戰爭被輸送至日本的中國與韓國被爆者等。從非
官方的民間角度則可看見在官方論述下被忽略的敘事，同時也提醒我們必須理解原爆
事件的複雜性與負面歷史保存、再現的多元可能。

　

圖二　岡正治平和紀念資料館入口處（攝影／林昱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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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長崎原爆資料館與祈念館的連結

陳盈儒

二戰後成立的「長崎原爆資料館」（以下簡稱資料館）與「國立長崎追悼原爆死
難者和平祈念館」（以下簡稱祈念館），分別以理性知識與情感悼念；官方敘事及個
人故事的佈局，分工又串連地展現博物館記憶原爆歷史作為。館方連接兩館參觀動
線，強調「在資料館了解、在祈念館祈念」，這樣的連結帶來何種參觀經驗？長崎這
座城市如何透過資料館與祈念館來記憶與哀悼原爆事件？除了智性上理解原爆事件
外，祈念館所著重的、心理層次的悼念有何重要性？這些問題皆是本議題筆者關注的
核心。

資料館展覽以長崎為原爆受害者的角度敘事，從十六世紀長崎歷史講起，到遭受
原爆的傷害、毀滅，最後是戰後城市的復興，以及未來廢除核武的願景。展覽內容以
大量動態、靜態影像呈現原爆後長崎宛如煉獄的場景，並以真跡物件佐證。整體而
言，資料館展覽偏向知識學習型、符合館方目標「向全世界講述原爆的受害悲慘故
事、表達祈禱和平的願望」。而祈念館的功能則與資料館相當不同，以「追悼」為核
心的祈念館，處理的更像是心理層次的議題。其追悼大廳是一處寧靜且具聖潔感的空
間，深處存放原爆死難者名冊。當觀眾從資料館順著館方連結的動線走進追悼大廳
後，可以在此將先前參觀中可能累積的複雜情緒，在死難者名冊前轉為致哀，或是祈
念。

博物館學者Julia Rose曾言，展示困難歷史（difficult history）是一條進路，可以
為世人帶來哀悼、紀念、教育等意義；但它同時也可能為人們帶來震驚、痛苦、不安
等感受。若未對此處理，博物館經驗有可能會成為一種負面經驗，造成觀者抗拒再參
觀，或在參觀前已先建立心理防衛機制；祈念館的悼念功能可以說是處理上述震驚、
痛苦等感受的一種方法。而戰爭議題之複雜與難言，再加上每座博物館皆有其觀點與
資源條件限制，在一所博物館中要處理所有原爆面向實屬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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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資料館展覽中的靜態影像與真跡物件（攝影／陳盈儒）

圖二 在祈念館的祈念大廳深處安置著原爆死難者名冊（攝影／陳
盈儒）

因此，或許資料館與祈念館的「分工」是
給予觀者更全面認識、接受同一議題的處方。
就此面向而言，在筆者的觀察中，資料館與祈
念館的連結確實有其意義與實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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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銘記原爆歷史的另一種途徑：試論長崎市永井隆紀念館的
展覽

楊晴羽

前言

永井隆是誰？在各種談論長崎原爆歷史的資料當中，他是時常被提起的人物。永
井隆本身是原爆的受害者，亦即所謂的「被爆者」。在這個身份之外，永井隆在原爆
事件中，也身兼醫師、研究者、精神導師與作家等角色，試圖治癒原爆在生還者身上
與心上留下的巨大創傷，可說是長崎民間社會中最早一批勇於回應原爆事件的指標性
人物。

雖然永井隆在原爆後僅生存了六年便過世4 ，但他在這段期間許多激勵人心的事
蹟、十餘本以原爆為主題的著作皆成為後人認識長崎原爆歷史的素材，並成為長崎市
民記憶原爆歷史的節點之一。因此，本文欲透過分析長崎市永井隆紀念館（以下簡稱
紀念館）的常設展，試論紀念館如何以個人生命史的角度記憶與訴說這段關於原爆的
負面歷史。

永井隆的重要性

在進入展覽分析之前，有必要先就被爆者在戰後的社會處境與相關支援團體出現
的時代背景做概要性說明，以理解永井隆的重要性。基於對原爆後遺症的不理解與恐
慌，被爆者在戰後飽受社會歧視，同時需面對原爆造成的長期性身心健康問題，以及
因此衍生的經濟困難。在漫長的復原之路上，一直要到1954年的福龍丸事件5引起一波

⸻—
4.  根據永井隆官網資料顯示，永井隆出生於1908年（明治41年），卒於1951年（昭和26年）。



 
 
 
 
 
 
 
 
 
 
 
 
 
 
 
 
 
 
 
 
 
 
 
 
 
 
 
 
 
 
 
 
 
 
 
 
 
 
 
 
 

 

140

文資學報
第十三期

社會運動後，才陸續出現具規模的被爆者支援團體，以爭取醫療補助、廢除核武、支
援被爆者自立服務等為目標（Southard, 2017）。

由上述可知，戰後最初的十年間，被爆者可說多處於孤立無援的狀態。因此，永
井隆雖然因早逝而無緣參與上述的社會運動，但早在被爆者支援團體成立之前，他便
抱持著相當堅決的反核武立場，並透過各種行動試圖療癒被爆者的身心創傷，例如投
入原爆後遺症的研究、捐出版稅以支援市區重建工作6、為貧困被爆兒童蓋私人圖書7

等。由此觀之，永井隆的行動可視為戰後最初十年中少數難得的被爆者支援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永井隆曾在「浦上教會聯合追悼會」代表教徒致詞，主張長崎的
犧牲是為人類發動戰爭而贖罪，延續了長崎四百年的基督徒殉教歷史（Southard，2017

）。Southard（2017）指出，永井隆的主張影響了許多教徒被爆者，且其作品影響日
本社會深遠，讓日本社會大眾認為長崎倖存者是以虔誠的心態面對原爆，與廣島倖存
者主動表達憤怒的形象不同。

三、	 展覽內容與展示手法分析

常設展分六個展區（表1），作為展覽起始的展區一採用常見的人物介紹方式⸺
年表及影像，概述性地介紹永井隆的一生。接續的三個展區，則依照永井隆的生命歷
程，描述他在原爆前的生活、原爆當下的經歷與心境轉折、原爆後的行動與對原爆的
看法、生命末期的著述生活。最後的展區六則聚焦於永井隆的思想層面，利用12則摘

⸻—
5. 福龍丸事件源於日本漁船福龍丸因美國試爆氫彈而遭受無妄之災，這起事件促使日本國內出現全國性的反美、反核武試爆
運動浪潮。在此背景之下，廣島趁勢在原爆十週年紀念日舉辦「第一屆禁止原子彈與氫彈世界大會」，隔年移師長崎舉
辦。被爆者開始在利用這些全國關注的場合中說出自身經歷，並呼籲廢除核武。與此同時，地方性與全國性的被爆者支持
團體也紛紛成立。

6. 參考資料來源：長崎市永井隆紀念館導覽折頁資料
7. 參考資料來源：長崎市永井隆紀念館導覽折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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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自本人著作的句子，傳達「反戰、反核武、反思日本戰爭責任、渴望和平」等訊息。

表1 展區與展板內容大意列表

展區 展板內容大意

展區一：永井隆博士的生涯 永井隆生涯概述

展區二：醫學與信仰 永井隆在原爆事件前的生活樣貌

展區三：原爆！那個時刻 永井隆在原爆事件中的親身經歷，以及從沮喪絕望到力圖振
作的心境轉折。

展區四：祈禱和平 永井隆鼓舞人心的具體作為，以及對原爆事件的看法

展區五：如己堂的著述生活 永井隆最後幾年以著述為重的生活樣貌

展區六：來自永井隆博士的
教導

傳達反戰、反核武、反思日本戰爭責任、渴望和平的訊息。

整體而言，常設展在展示手法上有兩個特點。首先，展覽成功地營造如見本人的
觀展氛圍，這又體現在展板文字與展品兩方面。在展板文字方面，直接取材自永井隆
的著作或是其他人以永井隆為主題所撰寫的著作，且多以第一人稱口吻呈現，營造出
永井隆正在對觀眾說話的氛圍。在展品方面，則陳列了大量的人物照片、親筆書畫、
手稿原件與本人使用過的物品，如畫具、餐具、衣服等。在展板文字與展品的加乘效
果下，讓觀眾觀展時產生永井隆彷彿就在現場的感覺。

其次，展覽形塑了多元且飽滿的人物形象。展覽依循著永井隆的生命歷程，透過
不同的事件，堆疊出永井隆的多種形象，包括醫生、作家、慈父、虔誠教徒與和平祈
禱者。在這些形象之中，又以「虔誠教徒與和平祈禱者」的形象最鮮明，例如在不同
展區的展板文中，字裡行間不時出現與宗教相關的描述，並可見到許多與宗教相關的
展品。



 
 
 
 
 
 
 
 
 
 
 
 
 
 
 
 
 
 
 
 
 
 
 
 
 
 
 
 
 
 
 
 
 
 
 
 
 
 
 
 
 

 

142

文資學報
第十三期

四、	 結論

總結來說，紀念館的展覽在展示論述上，一方面符合長崎市官方在談論原爆事件
時以祈求和平為基調的立場，另一方面也提供了較少出現在長崎市官方發言中的觀
點，即永井隆認為被爆者是為人類贖罪而犧牲、反省日本戰爭責任等看法。在展示手
法上，拉近了觀眾與永井隆之間的距離，營造如見本人的觀展氛圍，並透過不同生命
階段的經歷，堆疊出飽滿且多元的人物形象，其中又以虔誠教徒與和平祈禱者的形象
最鮮明。最重要的是，紀念館的展覽在大歷史敘事之外，透過指標性人物的個人生命
史去談論原爆事件，作為銘記原爆歷史的另一種方式，也讓觀眾有機會看到更多醫療
救援之外的市民行動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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