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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寓/預言：反思核子現代性」專題導言

Introduction to “Allegory/Prophesy: Nuclear Modernity 
Reconsidered”

2011年3月11日之後，原本平靜的福島赫然躍上國際版面。地震、海
嘯以及隨後核電廠爆炸所造成的災難畫面，在全球媒體的反覆播送下，

震懾人心，並在短短的瞬間將「フクシマ」（福島）定格為災難的寓言與
預言。福島不但勾起世人對車諾比與三哩島核災事故的回憶，更聯繫起

廣島與長崎的戰爭記憶。這些意外蒙災的血肉之軀與殘敗市景一方面提

醒我們「核」之威猛可怕，另一方面也指向「核」之於當代社會的內在

性。二次戰後六十年來，「核」不僅是經濟與工業發展的重要動力，亦

已成為現代幸福生活的能量來源。雖然核武的外在威脅不曾稍滅，我們

早已對存在生活之中的核能失去了警覺，忘卻了核爆不光是嚇阻敵人的

殺手，更是毀滅自己的武器。如果說廣島核爆是現代文明的警世寓言，

提醒我們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那麼「フクシマ」就是未來世界的末日預
言，警告我們不要再錯下去，核海無涯，回頭尋岸。

的確，福島事件之後，全球社會開始反省「核子現代性」的困境。

德國政府率先決定放棄核能，將資源投注到其他再生能源的開發；日本

政府也在民間壓力下考慮廢核。今年7月29日東京民眾包圍首相官邸的
公民自發行動更掀起了一波新的市民運動。馬來西亞雖然沒有核電廠，

但是馬國民眾亦在福島災難中獲得啟示和力量，發展反對澳洲公司萊納

斯(L y n a s)在關丹地區開設稀土廠的社會運動。沖繩民眾不但在福島的反
核運動中看到核能發展與美軍基地的連結，甚至開始關心台灣核電廠的

運轉狀況，因為若是坐落在東北角的核一、核二廠出了問題，距離台灣

只有一千多公里的沖繩居民亦將蒙受其害，無處可逃。在台灣，因為馬

政府執意建成後商轉，延宕了十多年的核四問題將再次以怪獸之姿浮出

水面。然而，更為迫切的蘭嶼核廢問題仍未解決，達悟族人只好繼續堅

守土地與文化，反抗政府的霸道，驅趕外來的惡靈。這就是我們活在其

中，無可遁逃的核子現代性：為了經濟與產業的發展，我們不只將未來

與環境抵押給核能巨獸，更為了一己之利犧牲了社會與區域中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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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李健聰在論壇文章中所言，「國家機器在為開發計畫護航之時，往

往收買專業，將資訊壟斷，阻絕人民在攸關自身生命安全的公共政策決

策之外」，進而掩蓋政府與資本的勾結，逃避公眾監督，獨斷獨行。

因此，獨裁體制與公害實是「一體兩面的共犯關係」。開沼博對於日本

「原子村」（即核能產業與政府部門的互持共生結構）的批評亦是立基

在這樣的觀察上。所以，如果福島的災難有任何現世意義的話，那就是

以肉身炸出一條批判反思的道路，要求我們解除核子現代性的壓制，在

廢墟上重新尋找生活的意義，探求另類發展的道路。正因如此，我們認

為，我們對「フクシマ」的認識不能只是停格在災難的畫面與悲情，而該
積極地探索與批判福島的意義。

這個論壇組織了四篇文章，分別從災難共同體，日本動畫與反萊納

斯運動出發來反省核子現代性，探索核寓／預言的現實意義。我們感謝

趙京華、秦剛、大塚英志三位老師不吝賜稿，以及陳文先生協助翻譯，

讓中文世界可以開始對福島核災進行較為深入的討論。馬來西亞的李健

聰先生，在百忙之中仗義撰稿，更幫助我們打開思想福島的視野，讓核

子現代性的問題有了更寬廣的觀照。

福島之後，更嚴峻的挑戰才將展開，本刊會持續關注這個議題。這

個論壇既是一個小小的開始，也是一次誠摯的邀請。希望各方朋友一起

來反思核子現代性的問題，這也是作為倖存者的我們，對福島的責任。

王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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