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袋町小學 

 

袋町小學位於距原子彈爆炸中心東南方向 460公尺處。它在日本遭受原子彈襲擊後的

救援活動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現在，它是一座和平資料館，裡面保存著從殘骸

裡發現的各種證明原子彈轟炸受害狀況的資料，其中包括遭受原子彈襲擊後的倖存者們

拼盡全力寫下的留言。通過親眼目睹這些實實在在的遺物，能切身感受到世界上第一個

遭受原子彈攻擊的國家民眾的痛苦。 

袋町小學於 1876年在現址上興建，校舍採用的是當時常見的木造結構。西校舍（現

為和平資料館），則建於 1937年。建校之初的校舍被原子彈徹底摧毀，但因新建的西校

舍為鋼筋混凝土建築，其外牆並沒有坍塌。當時，大部分小學生都被疏散到了外地，但

仍有部分學生留在廣島。原子彈轟炸那天，袋町小學當時約有 160名學生在校上課，倖

存者寥寥可數。此外，該校還有 16名教職員工遇難。 

正是得益於當時的最新建築西校舍的保護，3 名兒童才能夠倖免於難。原子彈投下的

瞬間，這 3名兒童待在至今仍保留的西校舍內側，之後移動到了地下室（現在地下 3公

尺的地方)。在此之前，其中一人正打著赤腳在室外玩耍，因被命令穿鞋才跑進校舍，轉

眼間，原子彈落下。 

原子彈轟炸的第二天，出於救護倖存者的迫切需要，袋町小學成為臨時救助站。當

時，國際紅十字會的派遣員、瑞士藉醫生馬塞爾·朱諾（1904-1961）來到日本，對救助站

的工作做出了重大貢獻。朱諾醫生馬不停蹄地忙於災民救治。在袋町，他每天要治療近

百名患者。為了表彰其卓越的功績，在和平資料館外立有朱諾醫生的肖像浮雕。 

袋町小學於 1946年 6月恢復上課，當時有 37名學生和 3名教師在校。西校舍在經過

修復後數年裡，一直都在使用。但鑒於過度老化，決定在保留部分建築的前提下進行重

建。1999 年，地方政府職員在鏟去牆壁上的灰泥時，發現了原子彈轟炸倖存者手寫的留

言。此後，在校舍的其他地方也發現了同樣的留言，因此建築物保護計劃得以推進，並

建立了一個獨立的資料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