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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可以参加本次的游学活动，我感到非常荣幸。在为期三天的旅行中，我看到了从未欣赏过的

福岛县自然美景，结交了各国的留学生朋友，体验了传统手工艺品的制作，还品尝了自己亲手采摘的新

鲜草莓。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永生难忘的美好回忆。 

    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游学活动的第一天，体验了名为“須賀

川絵のぼり”的传统绘画艺术。在体

验活动中，大家试着画了“須賀川絵

のぼり”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钟

馗”的卡通形象。说来也是有缘分，

这一流派的传承者们与中国有名的

画家——范曾先生还有一些渊源，墙上

挂着范曾先生年轻时的照片，还有落

款为“范曾”的写有“吉野屋”三个

大字的牌匾，由此，感到文化的交流

与共通真是令人惊叹。更为有趣的是，我与“钟馗”的姓氏相同，都是“钟”，

虽然说是“钟馗”的后人有些不切实际，但也确实感到了隐在这之中的千丝万

缕的“缘”。 

    除此之外，我感触良多的是，分别在福岛海洋科学馆，相马市传承镇魂祈念馆和水产试验场相马支

场进行的三场关于 2011 年震灾与福岛第一核电站爆炸的小型演讲会。从工作人员的口中，展示的图片

中，播放的视频中，我详细了解了当时的受灾情况与近年来的复兴过程，令我不禁为之深思。 

说到当年的大地震与核泄漏事件，人人谈虎色变。尤其是不了解真实情况，或是应该说没有正规渠

道能够了解到真实情况的日本国外，在各种小道传言中，福岛县俨然成为了深受核泄漏所害而无法居住

的无人区。的确，在我来福岛大学交换留学之前，也受到了来自家人与朋友的反对，但当时的我坚信，

既然日本本国国民还在这片土地上生活，那么我也一定可以。于是毅然决然地来到这里，结果发现，这

里明明是“世外桃源”，不仅是各种水果蔬菜的产地，一年四季都有新鲜便宜的水果吃，而且气候适宜，

风景秀美，空气清新，有很多历史悠久的古城，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一块宜居的沃土。 

如果非要从科学数据上分析福岛的安全性，现在核辐射值最高的地方莫过于福岛第一核电站的遗

址，而我们坐着大巴直接通过了距离那里仅有几公里的六号国道，测量值为 4微西弗（マイクロシーベ

ルト），这个值几乎是福岛市内辐射量值的四十倍。听起来很可怕，其实并非如此。因为一些国家所使

用的表示辐射量的单位不同，所以之中造成了很多误会，例如中国常用的是毫西弗（ミリシーベルト）,

按照中国标准，一个人每年受到的辐射量应小于 2.7毫西弗，而 1毫西弗=1000微西弗，也就是说，就

算在核爆炸遗址周边，也只有 0.004毫西弗的辐射量，远远低于规定值，是很安全的。再补充一句，日

常生活中坐飞机 10个小时也会接受到 30微西弗的辐射。由此可见，福岛县受到的传言伤害可以说是毫

无根据的。 

不知道我所写的这些话是否真真切切地传达到世人耳中，只希望作为生活在福岛的一份子，我若能

为福岛的复兴尽绵薄之力，将是无比光荣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