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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本人針對這次東日本的大地震，對於台

灣各界對日本伸出的援手，表達誠摯的感謝。我

們也希望關於這次災害發生原因的分析，可以分

享這個經驗給台灣，因為台灣跟日本一樣是一個

島國型的、人口密度非常高的地方，災害發生的

種類跟日本非常相似。

由311大地震震度的分布圖（圖1）可以看
出，紅色的部分地區就是震度比較高，也就是說

更接近震央附近，並不是說整個東日本的震度，

震度都是非常的高，也有一些區域並沒有這麼嚴

重。

我們也可以看到，在整個地圖來比對的話，

那些比較紅、比較橘、比較黃，剛好是在人口密

度比較高的區域。那其實就是為什麼這次災害會

這麼嚴重。在整個日本歷史當中，也發生過非常

多的地震，但是在邁入近代化之前，住居並不是

說非常密集的型態，所以災害就不是非常明顯。

日本在戰後，人口密度增加，在原本不會蓋城鎮

的地方蓋了城鎮，所以說地震海嘯發生的時候，

就變成一個複合型的災害，對人命財產的危害也

就比較大。

這個是當時地震的時候被海嘯所侵襲的石卷

地區（圖2）。我們可以看到，海嘯對地區的一
個侵襲情形。那我們大概可以從圖像資料裡面明

確的知道，哪些區域損害會比較大，哪些區域比

較沒有損害；也可以知道哪些規模、構造的建築

物，可以在海嘯來的時候是比較安全的；其實有

很多受到災害的地區其實也是比較新興開發的區

域。

由受災建物的錄影資料可看出，這次地震非

常激烈的震動，你會發現這個地震的周期是非常

的長。這次地震受到影響的地區不只有東北，包

含關東地區、橫濱、甚至大阪都有受到災害。由

編者按：長谷建雄二，本身的專長是建築防災、都市防災跟防火方面。目前也

擔任日本建築學會副會長，本文為長谷見教授於第九屆市民公開國際論壇演講的文

字稿，針對2012年311東日本大地震的調查報告。

圖 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之震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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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石卷地區受災實境

（網路資料：

）

圖 氣仙沼市地區受災實境（ 網路資料）

錄影資料可以看到，在地震發生的時候避難做的

誘導逃生，這個飯店後場空間平常不會有太多人

進來，但是在地震剛發生的時候，就訓練有素的

做一個誘導逃生。

在飯店的前場，也是一樣。地震發生後，東

京的飯店也扮演了一個角色，因為很多人沒辦法

回家，所以飯店、住宿設施的開放空間就會變成

是臨時收容、避難場所。這就變成飯店從業人員

的訓練，或是整個防災的訓練，在震災發生的時

候，他要協助的並不只是飯店的旅客。你可以發

現大廳都是避難者，這並不只是針對旅客，還有

很多都是當地的市民，許多都是無法回家的人。

當然在地震發生的時候，有一些重要的手術

是不能停的，其實他們也是剛好拍到的手術過程

受災的時候，他們本來是在做防災的研討，就是

說手術是在地震發生的時候會怎麼樣，結果剛好

就發生在311大地震來的時候。藉由拍這樣的影
片，知道在手術進行的時間，人、事、物到底會

發生怎麼樣狀況來做防災的因應，比如說這個空

間必須朝向一個更高耐震等級的裝修。

可以看到血袋在晃動，但其實旁邊正在進行

手術。這個時候在主持開刀的醫生的判斷之下，

他仍然繼續開刀沒有停止。那這個醫生是非常有

名、非常厲害的醫生，他其實就是幫日本天皇執

行心臟手術的主治醫生，他當時也做了非常專業

的判斷。

這個是氣仙沼市（圖3），位於仙台附近，
因為海嘯襲擊引起火災。因為海嘯來襲，可能汽

車、船舶都會有燃油，所以很容易發生火災，然

後又造成延燒，這是災害中非常特別的現象。

這個海嘯，它會導致火災。但跟地震不一樣

的地方是，海嘯會造成一些可移動或是不可移動

的建築物，或跟天然地形產生衝突，然後會導致

火災。

另一種特殊狀況是說，汽車是直接被海嘯沖

到海嘯避難建築物，產生火災，然後建築物就全

燒毀了，這種狀況也有。

汽車在經驗上或在學理上是它是個會起火，

是會機電燃燒的裝備。除了海嘯以外之外，我們

也特別密切注意當地震發生的時候，首都圈，比

如像東京都高架道路或是高速公路，會產生車輛

衝突火災，它是比較難控制的。

基本上地震的預測，以目前的技術來說，要

去預測巨大的地震在技術上是非常困難的。這次

為什麼會發生這麼大的災害，其實也是我們預測

的不足。就預測發生地震機率而言，從日本的歷

史地震紀錄來看，大概也只有幾百年。但是要真

正嚴格從這些地震紀錄去預測未來地震發生的機

率的話，那可能須要一千年的資料記載，目前是

沒有辦法做到的。

歷史上海嘯的記載是很難留下明確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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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當海水上到土地的時候是呈現液體的，然後

蔓延的一個狀態，所以很多地區都會有一大片面

積的影響，但它的最高淹到的高度或是規模到底

如何，在以前的歷史記載上，也無辦法做一科學

的紀錄。事實上任何一個海嘯對於一個地區的影

響，它其實還是必需要藉由攝影的技術，真正有

影像才有辦法知道它的規模以及它的影響性。

地震的發生的影響不只有震災區，間接對

於經濟面的影響或是對於物質供給的影響，事實

上會影響到全國或甚至會影響到一個區域，甚或

是會影響世界的經濟，對國外也會造成影響。這

次發生了不只地震，它也包含了海嘯跟核能的事

故，所以這個災害也是當初無法預測到的。

日本學界認為這是千年一次的大地震，而

且在日本的地震觀測史上，算是有史以來最大。

以這樣的規模而言，不只是對於日本，它對於世

界的影響非常的大。而且這次這樣的災害不能說

是由單純的地震所形成，它也因地震所形成的海

嘯，而海嘯所形成的核能事故而造成複合式的災

害（圖4）。
比 如 說 我 們 從

1704年跟1707年的地震
到西元869年，大概也
是這麼久以前才有如

此規模。那是1704年跟
1707年兩次的大地震，
它本是在關東地區，

那時候的關東地區人

口密度已經非常高

了，所以所形成的地

震，從關東到九州，

都產生很大的災害。

特別是1704年關
東的直下型地震，震

央就是在關東地區，

而且它非常的淺，所以引起非常大的災害。所受

到的影響是關東以西，像東海、名古屋地區，也

受到一些災害。

另一個更大的地震是在869年貞觀地震。貞
觀時期是日本在模仿唐朝的貞觀之治，所以對於

貞觀時期發生地震時，對日本造成了一些影響。

其實跟311地震對於日本社會的影響是一樣，當
初貞觀地震發生以後，原來日本是模仿唐朝的古

代中央集權的體制，但是因為受到災害後，所以

整個中央政權已經變成無力化，最後就導致地方

權力集團的形態。就類似鐮倉時期之前由武士當

家，地方割據的情形。

在那個時候兩次的1704年的大地震跟869
年貞觀大地震（圖5），兩次富士山都有火山爆
發。當然我們目前沒有十足的證據，證明火山爆

發和地震的關係。但這樣的爆發卻剛好在發生在

這兩次的地震，歷史上也只有這兩次。而火山爆

發的影響造成非常多的區域無發耕作，後勢影響

很大。

火山降灰，直至目前為止還有很多區域無發

圖 東日本全域地表面 高輻射劑量之空間線

量率文部科學省

圖 富士山貞觀時代與寶永時代噴發

範圍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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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作。而這樣火山爆發事件也會讓我聯想到這次

311大地震核能事故。
我們可以發現，元祿(1699-1703)、寶永

(1704-1711)的地震發生之後，那時候17進入18世
紀正值日本高度成長的時候，但地震事故發生之

後，就會造成人口停滯。

當我提出這些看法，卻被社會學者反駁說這

樣的理由並不充分。他們認為人口停滯是因為日

本可耕地的面積已到達極限。可耕地面積以及氣

候條件，當氣候條件產生變化，例如冬天更冷，

農地生產條件也會變差，進而影響收成。如果當

時都是採用稻作的話，無法收成便會造成饑荒。

我們看下圖（圖6）X軸，橫軸是年代別，

譬如說1600年到1700年是這條紅線，而這個享保
飢饉就是當人口達到一定的數量的時候，剛好可

耕種面積有限，因為天災的發生產生饑荒，人口

就會下降。

為什麼會產生這樣大一個社會的變遷，其實

因為米其實是當時日本非常重要的經濟作物，而

且整個經濟的好跟不好跟米的價格有非常大的關

係。

因為米越來越缺乏就會產生哄抬，所以有人

買得起有人買不起，或是說因為米的缺乏，造成

社會的動盪。在以前單純的這種社會，他可能會

因為單一的經濟作物成長情況產生社會動盪那這

樣的情況，但它會隨著商業流通的擴大、貿易對

象的變更、西洋學問的移入，農作物會多樣化，

情報也會多樣化，社會會產生多元的價值，比較

不會因為單一的災害讓社會產生崩解。

在日本慢慢邁入現代化的過程當中，慢慢

形成對災害適應力比較強的社會。整個社會的多

元，以及對災害的因應越來越成熟的話，比較不

會因為單一的災害造成社會的崩解。譬如說十八

世紀的中期，有產生世界性的飢荒，那是因為氣

候的變遷，那時候全球有三千多萬人餓死，包含

歐洲就有數百萬人，但是日本當時大概是幾十

萬人，而且他並沒有因為這個饑荒造成社會的動

亂。

但是日本傳統上還是農業的社會，雖然有商

業的導入跟貿易行為的提升，但是在整個發生社

會動盪不穩定的因素，主要還是來自於米的生產

地，生產完以後還是會集中到大都市，反而是米

的生產區域並沒有足夠的米。因為都集中到大都

市，像是東京、大阪。所以在邁入近代時期的飢

荒，不是來自於說天候環境的關係，不是因為產

量減少，而是來自於分配的不均。

為什麼日本會慢慢形成對災害適應較強的

社會，主要是來自於十八世紀所形成庶民的文

化，慢慢形成市民的社會。庶民文化很重要的特

徵就是藉由情報的交換，就是印刷、演戲、文藝

等等，來教育庶民之間對於防災的看法、或是藉

由祭典或是文化活動，加強庶民與庶民之間的連

結。

像這樣庶民文化的發展歷程，也是日本邁向

現代化的動力基礎。像我本身是有在研究都市傳

統防災跟文化的關係，後來發現說，好像這種傳

統祭典的文化越盛行的地方其防災能力越強，本

圖 元祿寶永地震 世紀初時代日本人口耕地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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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我以為，這是不是只是一種偶然。

日本這種庶民文化的形成跟祭典的豐盛，多

是在十八世紀開始。那祭典事實上是來自於社區

跟社群的動員，藉由動員，共同進行一件事情，

去加強人跟人之間的連結跟互助的精神。

當然在邁向近代化的日本，乃至於到現在，

常常都有人認為祭典這種事情只是觀光形式或觀

光的價值，但沒有實質的意義。但自從震災發生

以後，人跟人互助，藉由互助合作的精神，祭典

這件事情有重新被檢視的必要（圖7）。
像日本傳統的防災計畫，往往都會虎頭蛇

尾，因為防災活動是很強制性的，所以有必要

說，有沒有可能在未來的防災演練或計畫，變成

祭典的一部份或生活的一部份，讓人跟人在交流

的過程當中，當成生活知識的培養或是社群活動

的一部份，讓它變得更有親近性。

在我所在的早稻田大學，剛好也是位於東京

比較傳統的生活區域，那這邊也在傳統上也受到

了一些災害。從整個歷史上來看，這種大型災害

的發生，譬如說地震、大型火災或是海嘯，當然

它是個災害沒錯，但它會對所有的社會產生變化

的作用，譬如說這種變化的作用，會針對在災害

發生之前是比較不具有彈性或是剛硬、比較脆弱

的社會組織。但隨著災害的發生，可能因為環境

也好，都市基盤也好，都需要做一些改變。好像

每次災害都會造成社會的變革，日本也在近代隨

著災害的發生，慢慢的把中央的集權慢慢的去打

破。

在整個歷史上來看，從元祿時期的地震，他

是徹底的改變的農業的型態，或是說真觀時期的

地震，他改變了中央集權的型態，到地方分權的

型態。就是說災害的發生會帶動社會的變化，是

不是在這次災害的發生也會看到社會的變化。譬

如說從原本大量生產大量製造大量浪費的型態，

會朝向另一個面向，這也是可以觀察的。331大
地震發生後，受災區存活下來的人們，對於社會

的看法、價值觀，會呈現跟災難發生前不一樣的

型態。在整個社會價值觀變動之下，我們的居住

環境也會對防災有更積極的認識與改善。

我們看下面的圖，這個是東京的墨田區的傳

統住宅區它是木構造的，當我把它做成不管是結

構上或材料上做了不燃或者結構強度的改善。這

是改善前、改善後，原來墨田區發生火災，黃色

區域會遭到延燒而產生生命財產損失的區域。但

改善後，區域受災面積會變得很小（圖8），所
以說藉由社會價值觀的改善跟社會基盤的改善，

會對日本社會產生不一樣的面貌。

海嘯在很早之前就有專家學者對日本提出警

告，這裡有發生海嘯的風險，但為什麼還是有高

危險性的產業作在海嘯高風險的區域，因為他們

還是認為這是機率的問題，所以才會導致這次的

地震海嘯的形成而造成毀滅性的災害。

日本在這幾十年的防災技術發展上，譬如說

去避免所謂海嘯發生時失敗的避難，或是說如何

防止海嘯導致主要動線或建築物的破壞等等，其

實很多的危險、很多的防災技術都有被提出，但

很可惜在這次災害發生，我們後來反省，有很多

技術都沒有被活用。所以這個社會防災的研發是

一件事情，但有沒有被活用是另外一件事情。

圖 防災演練或計畫變成祭典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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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講，在災害還沒發生的時候，你做一

些防災的法制化，或是列入法律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還沒發生時，大家會認為說這是機率的問

題。當然你要把防災的技術納入法制化，防災考

量法規化的話，事實上法這件事情他是有強制力

的，所以當沒有很明確的風險或是機率告訴說什

麼時候會發生，沒有明確誘因的話，法制化是困

難的。但是隨著這次地震的發生，也確實讓法制

化更邁進了一步，或是說如何將這種具有防災的

技術，讓整個社會活用，隨著這次災害的發生，

往前進了一步。

要讓這樣一個整體社會防災能力的提升，

有賴於法治的規定跟行政組織的配合，再和整個

社會有明確共助的基礎，跟自己有沒有自助的能

力。這樣整體序列的關係需要被構築起來，才有

辦法形成具有比較高性能防災的社會。

譬如說傳統日本社會的宗教活動或是祭典，

就變成說行政他有支援，社區一些協會也有共同

營造的基礎，然後自己也具有這個熱誠。所以祭

典會跟防災能產生正向的聯結，也是代表把行

政、共助、自助，這個地方是一體的，意味著防

災社會而努力。

最後我們用簡單介紹一下日本建築學會目前

針對東日本大震災的調查活動到底做了什麼，那

我們是結合了土木協會、地震協會共同做的調查

報告書。

因為這個地震、海嘯、核災，這種複合型的

災難不只是建築的專業，所以我們結合了非常多

的學會。包含地震、都市計畫、火災、地盤工學

等等。然後在這一系列的調查活動（圖9），總
共出了三十幾套，從2013年大概要以三年度的期
程逐次出版。

這次的日本建築學會在日本舉行的時候有台

灣非常多的學者專家來與會，也針對東日本大地

震提出了看法跟指教，所以在未來應該不是一個

國家一個區域性的問題，所以我們未來日本建築

學會也不排除成立一個跨國性的機制，來針對所

有技術以及經驗來做一個東亞國家之間更多的交

流。

圖 東日本大震災調查報告書

封面
圖 傳統住宅區不燃化受災模擬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