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冈山市长电子杂志（30） 平成 26 年 10 月 2 日号 

【追忆御岳火山喷发遇难者横田和正先生】 

    大家好！我是冈山市长大森。 

    昨天，我参加了在前几天的御岳火山喷发中遇难的横田和正先生的葬礼。

其实，横田先生是我冈山操山高中时代网球队的伙伴。当时，该球队中只有 8

名（男 6 名、女 2 名）我们年级的同学，横田是其中之一。我想通过报道了解

到他的人品及经历的人很多。而那时的他就属于安静型的，后以退休为契机，

从两年前开始说是“距离日本的阿尔比斯山很近”而只身移居长野县，精力充

沛地做自然观察会的导游，却被卷入本次的火山喷发事件中。在此，谨致故人

冥福在天，永得安息。 

  身边的朋友因自然灾害而丧生，这种事情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在接受巨

大冲击的同时，脑中又回想起了在内阁府负责防灾工作时的情景。 

  当时，说起自然灾害，话题往往就会集中到地震、大雨等方面。但是，也

有不少关于“不能忘了火山”的意见被反映上来。在某一次中央防灾会议上，

由火山喷发预报联络会会长藤井敏嗣给大家做关于火山危险性的报告，在座的

各位包括总理在内，大家全都聚精会神地听讲。当时的情景至今仍然印象深刻。 

  报告是以浅间山、樱岛为话题中心。在一连串的讨论中藤井先生所讲的内

容，也被刊登在今年 9月 29 日的日本经济新闻专栏上了，下面从中摘录几段以

作介绍。 

    “过去学校的教科书上是把火山分为活火山、休眠火山、死火山三类，所

以头脑中被灌输这种分类法的人很多吧。（中略）但是，现在这种分类法被废除，

（据新的分类法）过去一万年以内喷发过的火山全被认为是‘活的’。 



  历史时代即自有文字以来如果没有喷发记录，那就被看作死了，即使有记

录如果长期“沉睡”的话就称其为处于休眠状态。这都是过去的判定方法。由

于将人类的时间感觉用于了大自然，所以这种判定方法不合适。因此进行了重

新研究并渐渐地有了新的进展。最后的定论缘于 1979 年御岳火山喷发。因为此

所谓的死火山过去原来一直是活着的。 

  现在这座御岳火山又在爆发。（以下省略）” 

    以上是从专栏中引用而来的。看到本次御岳火山喷发的报道，我再一次感

觉到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无奈的一面。 

  我国是一个有 110 多座活火山密集分布的“火山列岛”。值得庆幸的是冈山

县被认定为没有活火山。然而，自然有时会成为远远超过人类智慧的威胁而降

临到我们头上。 

  我再一次强烈认识到，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要对不知何时发生、又不知

会发生何事的自然灾害进行预防，在可以预想的范围内尽可能地采取一些对策、

措施，同时灾害发生时，必须迅速救助人命、修复重建等全力以赴地去应对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