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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直到前不久，我仍然是赞成使用核电的。
主要是考虑到地球上煤、石油、天然气的储量都是有限的，而能够替代上述三者的能源方案中，核电
相对来说是最为“成熟”的。
所以我最初听到“核电就是魔鬼，也只能和它同行”的说法时，居然认为可以表示同意。
　　但是读了平井宪夫的《核电员工最后遗言》之后，我改变了观点——现在我的观点是：至少目前
的核电技术，作为民用需慎之又慎（军事用途可以例外，比如核动力航空母舰、核动力潜艇等）。
因为本书指出了核电现存的一些致命问题——而这些问题以前恰恰是被我们普遍忽视的。
只报喜不报忧的“核电科普”　　在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我不止一次被媒体在
采访中问到同一个问题：为何在书店找不到关于核泄漏、核辐射等方面的科普书？
当然随后许多出版社马上就一拥而上，炮制出了一大批这方面的“急就章”书籍，但在福岛核电站泄
漏事故之前，我也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也许这个问题一直没有人注意过。
　　当时我对媒体的回答是：这和我们对科普的认识误区直接有关。
我们多年来把科普看作一种歌颂科学技术的括动。
在传统的科普理念中，科学技术可能带来的任何危害和负面作用，都被断然排除在科普内容之外。
例如有关核电的科普，总是强调核电如何“高效”和“清洁”，以及现代核电站是如何“安全”。
但对核电站实际造成的问题和可能的危害，则几乎总是绝口不提。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通常被认为是“环保”的话题，而不是科普的题中应有之义。
　　核电的“高效”，到现在为止也许尚无问题，但“清洁”就很成问题。
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核电站不冒出火电厂烟囱通常要冒出的烟——现在还有更时髦的说法是碳排放——
就断定核电站更清洁。
　　一座核电站只要一开始运行，即使是完全正常的状态，也不可避免地会有核辐射散布出来。
核辐射无声无色无味，杀人伤人于无形，怎么能说是“清洁”的呢？
当然，核电专家会向我们保证说，核电站在设计上有多重保障，即使有核辐射，也足以确保这些辐射
是“微量”的。
不会对人体有任何伤害。
　　但更大的问题是，一旦发生了福岛核电站这样的泄漏事故，辐射污染全面进入土壤、空气和海水
，还谈什么“清洁”呢？
换句话说，核电站对环境潜在的污染可能性，远远大于火电厂的那些烟尘排放。
　　在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有一个已经去世十五年的日本人平井宪夫，重新被世人关注。
因为他的遗作《核电员工最后遗言》早已预言了福岛核电站今天的命运——事实上现在的事态比他当
年的预言更为恶化。
　　平井宪夫是核电技师，生前参加过日本多座核电站的建设（包括福岛核电站），后因长期遭受核
辐射罹患癌症，遂成为废除核电运动的积极分子，五十八岁时去世。
他的《核电员工最后遗言》的最大价值，在于提供了来自核电建设和运行第一线的真实情况报告一这
些情况与公众常见的“核电科普”以及核电专家的安全承诺大相径庭！
核电站的第一个致命问题　　平井宪夫书中最重要的贡献，是指出了如下事实：核电专家在图纸上设
计出来的“绝对安全”的核电站方案，实际上是无法在施工和运行中实现的——因为人在核辐射环境
中，生理和心理都使他无法正常工作。
所以核电站无论设计多么合理，理论上多么安全可靠，在实际施工和维护时总是难以达到设计要求，
难以绝对保证质量。
而设计核电站的人，当然不是那些在现场核辐射环境中施工或检修的工人。
　　这是_个以前在关于核电的讨论中从未被公众注意到的问题。
　　平井在书中举过一个例子：有一次运行中的核电机组一根位于高辐射区的螺栓松了，为了拧紧这
根螺栓，不得不安排了三十个工人，轮番冲上前去，每人只能工作几秒钟，有人甚至扳手还没拿到时
间就到了。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核电员工最后遗言>>

结果为了将这根螺栓拧紧三圈，动用了一百六十人次，费用高达四百万日元。
　　平井告诉读者，日本的核电站总是将每年一度的检修维护安排在冬季，为的是可以招募附近农闲
时的农民或渔民来充当临时工。
因为电力公司的员工们都知道检修时的环境中有核辐射，他们谁也不愿意去核辐射环境中工作。
　　核电就是这样一种要求工人定期在核辐射环境中工作，而且还会使周边居民长期在核辐射环境中
生活的工业。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反人道的工业。
核电站的第÷个致命问题　　核电站的另一个致命问题，是它运行中所产生的放射性核废料。
世界各国都为此事大伤脑筋，至今也没有妥善的解决办法。
正是在这样因循苟且的状态中，核废料继续分分秒秒在产生出来，堆积起来。
　　日本的办法，起先是将核废料装入铁桶，直接丢进大海（想想日本的渔业吧），后来决定在青森
县建立“核燃基地”，计划在那里堆放三百万桶核废料，并持续管理三百年。
美国则计划在尤卡山的地下隧道存放七万七千吨高放射性核废料，但不幸的是他们现有的核废料已经
足以填满尤卡山。
而以核电产生的废料放射性钚239为例，它的半衰期长达两万四千年，持续管理三百年又有什么用呢？
　　这个问题不是新问题，但确实是一个迄今为止仍然无法解决的问题。
核电站的第三个致命问题　　核电站还有一个非常怪诞的问题——如果说世界上竟有一种只能开工运
行却无法关闭停产的工厂的话，那大概就是核电厂了。
因为核电厂的核反应堆只要一开始运行，这个持续高热的放射性怪物就如中国民谚所说的“请神容易
送神难”——停产、封堆、冷却等等，都需要持续花费极高的成本。
例如，一个核电机组停机封堆之后，至少需要使用外来电力帮助它持续冷却五十年以上。
　　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就是此次出事的福岛核电站一号机组。
据平井宪夫披露，原本计划运行十年就要关闭的，结果电力公司发现关闭它是个极大的难题，只好让
它继续运行。
如今它运行了四十年终于出事。
　　这个问题也是以前在关于核电的讨论中从未被公众注意到的。
　　核电站比原子弹更危险　　在我们地球上，核电站重大事故至少已经发生了三起：切尔诺贝利核
电站事故、三里岛核电站事故、福岛核电站事故。
小的事故就更多了，只是外界不曾注意而已。
原子弹当然在核试验中爆炸过多枚了，真正用于战争而投放的则有过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爆炸的两枚。
但上述爆炸当然都不是事故，因为都是在受控状态下进行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说：世界上的核电站至少已经发生过三起重大事故，而全世界的原子弹还没有发
生过重大事故，因而，核电站比原子弹更危险？
　　也许有人会争辩说：谁敢保证原子弹没有发生过事故？
即使发生了事故，军方也一定会全力将其掩盖起来。
但电力公司也同样有掩盖核电站事故的动机，而原子弹如果真的出了重大事故，恐怕谁也没有能力面
对无孔不入的西方媒体长期将其掩盖。
　　事实上，核电站确实比原子弹更危险——而且危险得多。
　　这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核电站是要“运行”的，它要持续进行核反应，而投放爆炸之前的原子
弹，并不处在“运行”状态中。
　　核电站的上述三个致命问题，对原子弹来说都不存在。
　　更何况，原子弹是用来攻击敌国的，但核电站要是出了问题，受害的却是本国民众！
　　所以，运行核电站，与某种意义上比存放原子弹更危险。
　　追问核电：　　我们为什么要用越来越多的电？
 福岛核电站事件之后，全球的核电发展会因此而停滞吗？
　　各国都有一些激进人士主张完全废止核电，但另一些人士则认为应该积极发展核电。
主张发展核电的人甚至提出了“核电就是魔鬼，也只能与它同行”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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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评判这个说法，首先应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总是不断地、毫无节制地增加对电力的需
求？
　　现在，几乎全世界的人都在埋头奔向一种叫做“现代化”的生活，而且已经停不下来了。
我们正在一列叫做“现代化”的欲望特快列车上。
我们已经上了车，现在发现谁都不能下车了；而且也没人能告诉我们，这列列车将驶向何方；更可怕
的是，这列列车不仅没有刹车机制，反而只有加速机制。
事实上，可以说我们已经被科学技术劫持了，或者说被“现代化”劫持了。
正是这种状态，导致我们无休无止地增加对电力的需求，以满足我们贪得无厌的物欲。
　　如果没有切尔诺贝利，没有福岛，也许我们还有理由停留在“现代化”的迷梦中，但事到如今，
我们实在应该梦醒，应该反思了！
如果真的只能与魔鬼同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问问，我们为什么还一定要在这条路上走呢？
或者说我们至少还应该认真地想想：奔向“现代化”的这条道儿我们究竟该怎么击，　　我们对待科
学技术的态度　　眼下的现实是，全球都在死命追求高污染、高能耗的“现代化”，煤、石油和天然
气总会用完。
太阳能和风电目前发电成本还很高，技术上也远未成熟，离开大规模商业化推广还有很大距离。
可是全球对电力的需求仍在快速增长，根本等不及新能源的研发和成熟。
所以核电在许多人看来是目前难以放弃的选择。
　　我们即使不赞成将目前的核电技术推广应用于民用，但并不反对进一步研发更安全的核电技术。
如果有朝一日，这种核电技术真正成熟了——以上文所说的三个致命问题都得到有效解决为标志，那
也不妨推广应用。
　　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认为能做的事情之一是思考。
哪怕这种思考目前只能得出无奈的结论，也比不加思考只顾向前狂奔要好。
　　首先是我们看待科学技术的态度。
我们不应该只知道一味赞美科学技术，还应该全面看待科学技术，应该对科学技术可能的负面作用提
出警告和反思。
想当然地认为科学技术必定美好，必定会给我们带来更美好的生活，其实只是盲目的信念。
　　人类确实正在享用科学技术的成果。
但它们是否真正美好，需要时间来检验。
比如杀虫剂，使用十五年后就被证明危害非常大，可人们已经依赖它和自然界建立了新的动态平衡，
想不用也不行了。
核电极可能也会形成类似的局面。
又如三聚氰胺、瘦肉精等等，都曾经被我们视为“科学技术成就”，甚至获得过国家奖项，这些“科
学技术成就”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呢？
再如对于转基因主粮，如今争议激烈。
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刻反思。
　　今天的科学共同体，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它也会谋求利益最大化，也会与资本和市场结合，但它身上却一直罩着别的利益共同体所没有的光环
。
所以它更需要伦理的引导，更需要法律的约束，更需要一切现代资本和市场都必不可少的监督。
　　2011年7月26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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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政府不敢说、电力公司极力隐瞒的核电秘密：核电设施必须启用临时包工、门外汉打工族维
修：大家都会错意了，以为核电厂是多么高科技的先端产物。
核电不像各位想得这么高级。
核电工人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门外汉——他们大都是渔夫或农民，在工作闲暇的冬季来核电厂打
工。
污染大海。
放射线养出来的鱼能吃吗？
日本核电厂保养结束后，几十吨的放射性废水会被直接排入大海⋯⋯把核废料桶运到船上、丢进千叶
外海。
这些铁桶应不到一年就会锈蚀。
核废料不知道变怎样了？
附近的鱼不知道会变怎样？
核电厂工人的超量辐射曝露：我们会要求工人一口气曝晒三个礼拜到一个月的量，以顺利完成工作，
根本没料到这会造成白血病或癌症。
核电工人总是对安全自信满满，就算身体变差，也不认为与核电有关，因为他们从不知道放射能的真
正恐怖。
永远不会醒的恶梦：无法废炉、无法拆除。
只要插入核燃料棒运转过一次，核电厂就会变成大型放射性物体。
日本有许多超过三十年的老旧核电厂，政府不知道处理方式，只好任其继续运转下去。
日本政府预计在六所村埋三百万桶核废料、管理三百年。
但是三百年后这些铁桶会变怎样？
三百年后管理这些废弃物的业者还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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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平井宪夫，日本核电员工揭发内幕第一人。
平井是取得日本国家认定的一级工厂配管技师资格的职人，他先在千代田化工厂工作，从一九七七年
换到日立制作所集团的吉田熔接工业后，其后有二十年都参与核电的建设以及维修等工作，其中包括
东京电力的福岛核一、福岛核二，中部电力的滨冈核电、日本原电敦贺核电、东海核电等，主要是建
设沸水型原子炉核电厂，也监督定期检查时的配管工程等。
因长期遭受核辐射，平井于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因癌症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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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核电就是魔鬼，也只能和它同行吗？
序章 一串黑色的念珠：平井宪走传奇第一章 我的最后告白：核电到底是什么玩意？
第二章 我们都被骗了！
第三章 沉默的恐惧：滨冈核电与东京的未来！
第四章 台湾，你好吗——一位原子炉设计师的深切反省第五章 核电工业里的隐形人：日，台包工的
见证第六章 赎罪：我想告诉这个核电厂林立的国家⋯⋯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核电员工最后遗言>>

章节摘录

　　现在在日本网络上红得发紫的一位人物是平井宪夫，在日文谷歌（google）上打“平井”两字，
第一个出现的就是“平井宪夫”，而非歌手平井坚。
平井宪夫到底是什么人？
真有其人吗？
　　在日本的网络上，甚至中文、英文等网络上都传说这人其实不存在，直到与平井很熟悉的一位朋
友恩田在日本讲谈社四月二十三日出版的《周刊现代》（现为日本发行量最大的周刊）介绍了平井这
个人，日本各界才了解平井确有其人，证实了平井的确是根据现场经验来谈核电，把核电的真相告白
出来，而有了“希望你了解核电到底是什么玩意”这份阿部告发报告的诞生。
　　因为平井先生的告白实在太真实、太恐怖了，让许多支持核电的人都怕起来，担心这份告自的影
响力巨大，因此才会有人拼命说这篇内部告发报告是假的、是网友开玩笑写的，或说是反核电人士伪
造的黑函，内容全是捏造的，甚至也有同样自称核电作业员的人为文多所批判。
平井先生，你真的存在！
　　要告发核电厂许多根本问题，会遭到极大压力，因此曾经在核电厂工作的工程师或设计师，如后
藤政志（前东芝原子炉围阻体设计者）或是小仓志郎（前东芝核电设计维修工程师），早年也曾以笔
名写过告发的报告，提醒世人注意。
　　但核电工业相关势力相当庞大，最后终究会查出是谁写的，有工作人员曾遭打入冷宫，也有些人
担心家人安全，一直没有出面，但这次福岛核灾让许多人都公开表态，如后藤、小仓等在311福岛核灾
爆发后，尤其情势告急的三月十四日起连日举行记者会说明福岛核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因此有人
认为平井宪夫与后藤、小仓等人一样，现在还在匿名中，或只是一个笔名。
　　全日本媒体都在寻找平井宪夫．但没人拢得到——答案揭晓，当然拢不到。
因为平井先生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过世了。
享年才五十八岁。
　　不过相信大部分人读了这篇告白都可以理解，许多内容若不是在现场工作的人是写不出来的，因
此网络上支持的声音非常大，在网络上流传的除了日文版外，也还有中文版、英文版、德文版等等。
　　我根据恩田先生的报导，才知道原来网络上流传的平井先生的告白文章，最早是NG0组织“PKO
法杂则推广会”在一九九五年坂神大地震之后自费出版小书《地震与核电》时，其中收录了平井先生
的告白，因为内容实在太震撼了，所以该会又在一九九六年把平井的告白另外出版成《平井宪夫先生
的话》，其中就刊载有另一篇平井的文章《希望你了解核电到底是什么玩意》。
其后，网络新闻JanJan找到负责统筹该会的佐藤弓子，取得同意，而在网络上贴出来。
　　我也学JanJan，去找到佐藤弓子女士及另一位小田美智子女士，遂而正式取得中文出版权。
　　佐藤跟小田是在一九八八年参加平井先生与核电相关集会时认识的，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七日坂神
大地震发生时，佐藤等人向平井先生邀稿，不过平井先生本人不大善于用文字表现，因此原稿是她们
把平井先生的演讲稿以及数次请他口述后整理而成的。
　　对于现在平井的告白在网路上出现各种语言版本，她们并不清楚，福岛核灾发生后，德国等国家
也都来请求授权出版德文版，日文版也有出版社想发行，但因为她们不考虑营利、想以最低廉的售价
让更多人阅读到，因此并不希望让普通出版社出版平井的告白，虽说如此，至今不通过书店渠道也已
经卖出数万本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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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不是反核运动家。
这二十年来，我一直在核电厂工作。
我遭受了一百次以上的体内辐射污染，得了癌症。
我曾经畏惧死亡，但母亲鼓励我，没有比死更可怕的事情。
因此，我决定在死前站出来，把我知道的真相公诸于世。
只想在这里告诉大家：所谓的核电厂，就是这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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