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川小學 

 

本川小學位於元安川河畔，與原子彈爆炸遺址隔江相望，現在被用作「和平資料館」。

這所小學距離爆炸中心只有 410 公尺，是廣島地區距離爆炸中心最近的學校。該校於

1928 年建成，當時是廣島市內第一座鋼筋混凝土結構的三層建築，也是廣島第一座鋼筋

混凝土結構的校舍。 

1945年 8月 6日是廣島學校的上課日。上午 8點 15分，原子彈投下。除鋼筋混凝土

外牆和地下室以外，本川小學的全部校舍都被夷為平地。校長、10 名教職員工以及大約

400 名兒童不幸遇難。直到今天，沒有人知道他們臨終前最後一刻是什麼模樣，人們只

能猜測，正因為當時還沒有開始上課，才會有很多兒童在校園裡玩耍。 

根據了解，這所學校的倖存者只有一名教師和一名兒童。那名倖存的兒童後來這樣描

述當時的情景：當時她在校舍大門的內側，在聽到一聲巨大的響聲之後，周圍的一切都

被籠罩在了一片漆黑之中。當她走到外面的校園時，就看見太陽從漆黑的天空中散發出

微弱的光芒，在校舍外的同學被原子彈爆炸所釋放的熱輻射能量瞬間燒成灰燼。 

1946年 2月，本川小學重新開課。起初，它還是一個臨時安置學校。這裡有一張非常

打動人心的照片，拍攝於 1947年，在附近只剩下骨架的原子彈爆炸遺址的背景下，活力

四射的孩子們再次在校園裡開心地玩耍。 

小學部分舊校舍被保存下來，並於 1988 年作為本川小學和平資料館對外開放。曾經

的三層建築物只剩下一層和地下室。目前，保存這一建築遺骸的工作仍持續進行中。在

建築內牆上依舊能看到 1945年 8月 6日那天產生的黑色煤煙和創痕。資料館內陳列有被

燒毀的電話機台、原子彈爆炸遺址陽臺柱子被燒得焦黑的碎片等展品。另還有一組大型

模型非常引人注目，它再現了當時市內的慘狀，模型上方的紅色火球是原子彈投擲點

（此模型曾在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