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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污染如何被讲述? 环境污染的社会讲述与污染治理有怎样的联系? 带着这样的疑问，

本文以日本四日市市为例，描述并分析从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在四日市市从“重污染城市”转变为“环境

重生城市”的过程中，环境污染的社会讲述活动如何变化。四日市市的环境污染的社会讲述活动，在最初

的环境污染抗争时期，发挥了揭示问题、联系环境污染受害者与环境抗争运动等作用; 在环境污染诉讼结

束后，污染作为问题逐渐淡出公众视野，环境污染的社会讲述继续对未完的污染问题进行“可视化”建构;

当环境改善取得一定成果后，环境污染的社会讲述超越了污染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对立，成为城市“集体记

忆”的形塑活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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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环境污染与问题建构

客观存在的环境污染如果不被“发现”并作为

问题提出，环境污染治理也将无从开始，即客观存

在的环境污染需要经历“建构”才有可能成为“问

题”并进入“问题解决”阶段。然而，反思环境污染

的历史与现实，我们不难发现在不同的社会文脉

中，同样的环境污染，其建构主体、建构方式以及

建构结果不同。并且，在环境污染的建构中，污染

受害者不是环境污染讲述主要力量的情形亦不少

见。那么，环境污染究竟如何被讲述? 环境污染

的社会讲述与污染治理有怎样的联系?

2． 日本的污染治理经验与日本环境社会学

二战后的日本，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至

20 世纪 70 年代初，实现了令世界惊异的经济快速

发展，但也为之付出了巨大的环境污染代价，以至

于日本人称自己的国家为“公害列岛”。20 世纪震

惊世界的环境污染八大公害事件中有四件是在二

战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发生或者加剧的。然

而，之后日本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取得的成果也

众所周知: 被污染的环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环

境污染治理的法律政策建设不断完善、体系化; 环

境污染治理技术与设备的研发跻身世界前列。这

些成果与二战后日本环境污染受害者所经历的苦

难和日本公民社会的奋起、艰辛并坚持不懈的抗

争密不可分。
也正是立足在如此的经验之上，日本的环境

社会学产生、发展并凝练出其独创的理论。在针

对环境污染，特别是工业产业活动给居民带来的

环境污染问题领域的研究中，日本环境社会学在

把握受害、“加害 － 受害”结构与反污染运动两方

面的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上有着深厚的学术积

累，这一点成为日本环境社会学的重要特色之一。
当带着“环境污染是如何被讲述、建构，并且如何

逐渐得到解决”的问题重新梳理并细读日本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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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时，笔者有如下的发现。
“受害结构论”与“加害 － 受害论”揭示了环境

污染受害者所承受之害具有多重结构: 由环境污

染引起的健康不适给受害者及其家庭带来巨大的

精神苦痛，令其家庭生活水准降低，迫使其家庭更

改其生活设计，使受害者及其家庭的人际关系恶

化、甚至在地域生活中陷入被疏离的境地［1］，而多

重受害背后存在着连锁的、派生的加害过程［2 － 3］。
正是因为污染受害者承受的不仅仅是健康损失，

而且加害过程具有连锁性、派生性，所以污染受害

者出于自我保护反而对污染及受害选择沉默。换

言之，“受害结构论”与“加害 － 受害论”在为我们

勾勒污染受害者的受害整体结构、动态把握加害

过程的同时，解释了污染受害者受苦但难言、受苦

但不愿言的原因。
在日本环境污染抗争运动的研究中，长谷川

公一指出环境污染抗争运动的社会功能之一是

“揭示环境问题”［4］72。而环境污染抗争运动研究

不只关注运动如何发现、揭示环境问题，更关注运

动这一集体行为如何发生、持续、衰退。并且，环

境污染抗争运动所研究的多为问题纠纷高潮期，

对于运动取得阶段性成果或运动逐渐低潮后的事

态发展关注不多。
20 世纪 70 年代初，以四大公害诉讼胜利为代

表，日本反对产业环境污染的环境污染抗争运动

取得胜利，并推动了当时日本治理环境污染的制

度建设。之后，日本产业环境污染严重地区的环

境改善逐步开展。数十年过去，进入 21 世纪后，一

些研究开始关注产业污染受害者的当下现状，其

中有的介绍了受害者运动开始向“环境创造运动”
转型，有的介绍了环境运动开始有关“公害记忆”
的活动［5 － 7］。除了在研究领域中被提及的地区以

外，在现实中，诸如水俣市、四日市市①、大阪市等

曾经是日本产业环境污染重灾区的地方，现在都

有着不同形式的环境污染纪念设施与学习设施以

及讲述环境污染的社会活动。
3． 本文的研究课题

在现代化进程中，日本经济腾飞早于中国。
也正因为此，日本比中国更早开始经历经济快速

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灾难，有着更长的挣扎、奋斗

历程。今日的中国正处在环境污染治理的关键时

期，反思日本经验，可以给中国带来前瞻性的启

发。本文以日本四日市市大气污染治理为例，在

资料文献分析与访谈调查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描

述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大气污染发生直至今天，在

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环境污染是如何被讲述的;

并分析随着污染治理的开展环境污染的社会讲述

是如何变化的。

二、案例分析

1． 四日市市与四日市哮喘

四日市哮喘常被列为 20 世纪世界八大公害事

件之一。四日市哮喘病与熊本水俣病、新澙水俣病、

富山骨痛病并称为二战后日本的“四大公害病”。
20 世纪 70 年代初，经历了长时间的诉讼斗争之后，

围绕四大公害病展开的法律诉讼案件均以原告居民

方的胜诉而告终。此后，日本有关公害的制度建设

进程加快，全国环境治理污染进入了全新的阶段。

四日市市是位于日本中部地区三重县②的海滨

工业城市，面临太平洋，港口条件良好。二战期间，

日本海军工场曾建在四日市市海滨。二战后，日本

经过十年完成了战后恢复，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

国家开始强有力地推动重工业发展、区域开发和能

源转型。其间，1955 年日本决定在四日市市滨海建

设由外国石油资本与国内资本共同出资的石油化学

联合大型工场，此举使四日市市成为日本全国区域

开发的示范城市。国内外大资本的联手、与煤炭相

比成为新能源的石油、代表现代化的大型联合工场

等，这一切都让刚从战争废墟中恢复过来的日本及

四日市市当地人民对联合工场抱有极大的期待。虽

然规模大，但联合工场的建设高效推进，1959 年四

日市市第一石油化学联合工场的各工场就全力开始

运转。

然而，联合工场的运转立刻给工场周边环境带

来明显的影响: 空气污染、恶臭、海水污染、噪音、震
动等问题突现，居民生活受到严重干扰。而且，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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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四日市市”这一表达中“四日市”是该市的名称，第二个
“市”的意思是城市。

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县”下设“市”、“町”、“村”
行政区域。



间内工场周边居民很多开始罹患呼吸道疾病。但

是，环境污染与居民的病痛未能抑制经济发展的

步伐。四日市市滨海又相继建成第二与第三石油

化学联合工场。20 世纪 60 年代，联合工场引发的

污染日益严重，四日市市环境污染抗争运动开始

形成。特别是随着污染的加重，居民健康问题凸

显，以致“四日市哮喘”成为当时日本家喻户晓的

词语。1967 年，在环境污染抗争运动的支持下，九

名受害居民将第一石油化学联合工场的六家大企

业推向 被 告 席，四 日 市 哮 喘 公 害 病 诉 讼 开 始。
1972 年 7 月，经历了将近五年的诉讼斗争，原告居

民方取得公害诉讼的胜利。此后，随着日本全国

污染治理步伐的加快，四日市市也拉开了污染治

理的新序幕。20 世纪 80 年代，四日市市环境改善

成果逐渐显现; 1990 年，由政府、企业共同出资成

立了四日市市国际环境技术转移中心，四日市市

开始向其他地方与国家传递在治理污染中积累的

技术经验; 1995 年，四日市市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的全球 500 佳环境奖。至今，四日市市海滨的石

油联合工场依然没有停止运转，企业生产依然会

给环境带来负荷。
以下，本文将按照四日市市环境污染治理的

阶段性，分时期描述并分析在四日市市环境污染

的社会讲述及其变化。每个阶段的描述与分析均

将关注环境污染社会讲述行为的发生、主体、内

容、功能。
2． 环境污染抗争期 (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

①工场周边直接污染受害者个体层面的问题

转变为日本全国的问题。在上文中曾提及，1959
年四日市市第一石油化学联合工场开始全面运

转，便即刻给周边环境带来了明显且严重的影响，

如空气污染、恶臭、海水污染、噪音、震动等。特别

是在邻接第一石油化学联合工场的盐滨地区，居

民生活受到了各种干扰: 工场噪音与震动影响居

民休息、孩子学习; 工场粉尘弄脏居民晾晒的衣

服; 带有化学气味的恶臭、浑浊的空气令居民不敢

开窗; 渔民捕捞的鱼中出现了带有石油臭味的“异

臭鱼”，而且“异臭鱼”问题不断加重。第一石油化

学联合工场的全面启动给周边带来了突发的、深

程度的、多重的污染，污染不仅给周边居民带来生

活上的困扰，而且使居民的生计也受到影响。
污染发生后，受影响的居民迅速通过当时既

有的日常组织发出声音，集体性地讲述环境污染。
在日本，自治会是地缘型居民自治组织。1960 年，

盐滨地区联合自治会对全体居民进行了问卷调

查，全面掌握了居民的受害状况，并向四日市市卫

生科反映了情况; 同年，渔民们通过其行业组织

“渔业协同组合”向三重县反映了海水污染问题。
接到问题反映后，四日市市成立了“四日市公害对

策委员会”，将其作为市长咨询机构，并且在四日

市市市民报《广报四日市》( 1961 年 10 月 1 日) 上

公布了盐滨地区联合自治会所做的居民受害调

查。在污染发生初期，居民在个人层面因环境污

染所受的困扰通过既有的居民自治组织、行业组

织得到讲述，成为居民、渔民集体层面的困扰，并

且促使体制内产生了对应行动。
盐滨地区居民的行动、市政府的回应又令第

一石油化学联合工场引发的环境污染在四日市市

内受到更广泛的社会关注。四日市市的社会党、
共产党等政党组织，市议会议员和市政府职员工

会、地区劳动工会、市医师会都开始了反对环境污

染的活动。
此时，日本正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大规模的区

域开发，四日市市被视作区域开发的示范城市，在

开发示范地的四日市市，第一石油化学联合工场

造成的环境污染，引起了日本全国的震荡。日本

中央政府把四日市市的问题作为政府课题并派

“黑川调查团”、“都留调查团”到四日市市进行实

地调查。有各种产业开发计划的地区也都分别派

考察团到四日市市，全国性的报纸、电视等媒体也

开始对四日市市的环境污染进行各种报道［8 － 10］。
一时间，四日市市由产业开发先进地区转为污染

先进地区，四日市市第一石油化学联合工场周边

的环境污染也变为日本全国关注的焦点。
②与污染受害者脱节的公害抗争运动。四日

市市公害由联合工场周边的问题成为了日本全国

的问题，讲述四日市市公害的社会主体已经不只

是联合工场周边直接受害的居民，反对公害的主

要力量也不再是联合工场周围的受害居民。莲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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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彦［11］、山本英治［12］、小野英二［8］的研究都指出

受当地政治权力结构的影响，四日市市的保守派

政治势力与革新派政治势力无法联合起来共同领

导公害抗争运动。当时，执掌市政的保守势力贯

穿居民自治组织，而革新势力的社会党、共产党、
地区劳动工会以及市议员都在积极开展公害抗争

活动，并且成立了“四日市公害反对协议会( 简称

公对协) ”作为组织公害抗争运动的组织。由于政

治色彩的分歧，四日市市公害抗争运动没有得到

市民的广泛支持。
由革新势力组成的“公对协”在四日市市内发

动了数次千人以上规模的反公害集会与游行活

动，这些活动经过媒体报道在外部人眼里呈现的

是四日市市公害抗争运动高昂的状态。但是，“其

实体非常冷清”，“市民看运动的眼光也非常冷

漠”①。2009 年，笔者在四日市市采访当时“公对

协”事务局工作人员泽井余志郎老先生时，他如下

回忆:

“公对协”会给各个劳动工会提出要求，这次

是 2 000 人的集会，你们工会要动员多少人参加，

参加人就是这样被调动起来的。经过电视和报纸

一报道，好像四日市市的运动很热烈，但实际聚集

起来的人，1 000 人也好，2 000 人也罢，上次安保

运动你和你参加，这次反公害运动你和你去参加，

都是这样被动员来的。运动结束，大家去啤酒园

喝啤酒，之后就散了②。
从泽井余志郎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四

日市市的公害抗争运动是依靠“公对协”对工会组

织的动员能力来进行组织的。运动参加者中有很

多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参加到活动中的，这样

组织而成的公害抗争运动虽然以“反对公害”、“根

除公害”、“救助公害受害者”为口号，但是与污染

受害者渐渐脱节。
1966 年，为了悼念因无法继续忍受污染折磨

而自杀的居民，“公对协”再次发动了“反公害市民

集会”。泽井余志郎作为“公对协”事务局工作人

员参加了大会，在这次大会上，站在泽井余志郎身

边的污染受害居民中村留次郎很生气地质问泽井

“你们在说反对公害，反对公害，但是你们真的知

道公害的可怕吗”③? 由此可见，在四日市市公害

抗争运动的过程中，运动逐渐与污染受害者脱节，

依靠运动组织自身的人员动员能力开始独行。
③连接污染受害者与污染抗争运动的“公害

记录讲述运动”。在 1966 年悼念自杀的公害受害

者的市民集会上，“公对协”事务局工作人员泽井

余志郎被污染受害者中村留次郎质问。在中村留

次郎的怒气中，泽井余志郎意识到，“高呼‘反对公

害’固然是勇敢的行为，然而污染受害者的痛苦却

不被人所知，只有在了解受害者的实际状态之上，

反公害才是真正的反公害”。
以此为契机，泽井余志郎开始了自己的反公

害运动，他开始探访在县立盐滨医院住院的哮喘

病患者。在医院，他亲眼看到即便在“清洁空气病

室”也会犯病的患者在哮喘发作时的痛苦。同时，

他还频繁地去污染最严重的盐滨地区矶津村落，

渐渐地，泽井余志郎融入到受害居民中去，与受害

居民建立起信赖关系。之后，泽井余志郎开始用

录音机录下受害居民用方言讲述的公害，然后原

封不动地把录音整理成文字，受害居民读了泽井

整理出的文字说“我竟然说得这么不错，看来我们

不能轻易放弃”、“这是谁说的? 这个人用矶津话

讲出的都是实话，我也想这样来说说真心话”。泽

井余志郎的公害记录得到了污染受害者的认可，

并且为污染受害者讲述污染开辟了新途径。
1967 年 9 月，在反公害运动的支持下，九名盐

滨地区矶津村落的哮喘病患者把第一石油化学联

合工场的六家大企业告上了法庭，四日市哮喘病

公害诉讼拉开序幕。这些原告居民均患有哮喘，

而被告企业则均是资本雄厚的大公司。身患重疾

的原告居民难以完成对被告行为违法之处的举

证，在法庭上支持原告的是由 56 名律师组成的原

告律师团，但是这些律师中不在四日市市的占绝

大多数。在公害诉讼开始后，原告居民方需要各

种后援工作，为此，公害抗争运动的轴心也转移到

支持受害居民进行诉讼的方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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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段话来自四日市市制作的四日市公害纪实片《讲述四日
市公害 第三集( 市民运动篇) 》． 参见: 四日市市． 四日市公害を語
るビデオ第 3 巻( 市民運動編) ［MT］． 2004．

这段话来自 2009 年 12 月 8 日笔者在四日市环境学习中心
对泽井余志郎进行的访谈记录。

泽井先生的话取自 2008 年 8 月 10 日笔者在四日市港口大
厦对泽井余志郎进行的访谈记录。



诉讼开始的第二年，泽井余志郎开始以“公害

记录会”署名，编写并印发蜡纸刻写的《记录·公

害》文集。文集里记录着泽井余志郎根据录音整

理出的受害者对公害的讲述，还有“公害日志”的

栏目，里面按时间顺序客观列着某段时间内发生

的与四日市市公害相关的各种事件。
虽然开始只是我一个人做，以“公害记录会”

为名，是想如果有愿意一起做的人可以加入，当然

不愿意做的时候随时退出①。
为了反对公害而来到四日市市的一些有志者

协助泽井余志郎共同进行公害记录活动。在公害

诉讼期，每集《记录·公害》印发 300 至 600 册，一

部分免费赠给受害居民与原告律师团; 一部分文

集有偿提供，获得的资金用作印刷工本费和诉讼

支援金。
第一石油化学联合工场给四日市市带来的不

仅仅是大气污染，工场的废水排放造成了严重的

海水污染。1968 年，田尻宗昭作为海上保安官被

派到四日市市维护海上安全，在任期间，田尻宗昭

发现第一石油化学联合工场中名为“石原产业”的

企业将工场废水直接排入海中。田尻宗昭揭发了

石原产业的罪行，使其受到刑事起诉，而田尻宗昭

这一行为的背后，有着来自公害记录的影响。田

尻宗昭对公害记录如下回忆: “其中一个一个的记

录，都是公害受害者血与汗的人生记录，有着巨大

的震撼力。公害记录让我深刻地领会到———公害

不只是 ppm，而是人的公害。这对此后我致力于公

害事件的影响之大，无法说清”。
《记录·公害》文集不仅为污染受害者开辟了

讲述污染的途径，而且为原告律师团及支持受害

居民诉讼斗争的人们提供了受害居民的真实感

受，成为联系四日市市反公害运动与受害居民的

纽带，同时，公害记录也成为其他反公害斗争人们

的精神鼓舞。
在四日市市污染发展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

环境污染抗争期，四日市市的环境污染首先由联

合工场周边的受害居民通过既有的体制通道被讲

述出，推动了污染的“问题化”。此后，四日市市公

害受到全市乃在日本全国的关注，四日市市内反

公害运动兴起。环境污染讲述的主体从受害居民

转为媒体与运动，被讲述的内容变成反公害的口

号、反公害运动的报道，逐渐与污染受害者疏离，

环境污染抗争运动逐渐受到污染受害者的质疑与

批判。在对运动的批判与反思中，站在污染受害

者方的公害讲述活动重新形成，缩短了反公害运

动、受害居民的支持者们与受害者之间的距离。
3． 环境污染改善期(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至 20

世纪 80 年代)

1972 年 7 月，四日市哮喘病公害诉讼以原告

居民的全面胜诉告终。在与之前后相差不多的时

间内，包括四日市哮喘公害病诉讼在内的四大公

害诉讼均以受害居民的胜利而结束。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后，日本在国家层面开始加快治理环境污

染的制度建设。四大公害诉讼的胜利作为反公害

运动的成果，进一步推动了制度建设步伐加快。
在四日市市，反公害运动取得公害诉讼胜利

的成果后，开始逐渐衰退。四日市市外部对四日

市市公害的关注也逐渐减少。图 1 显示了 1950—
1984 年日本《朝日新闻》对四日市市公害报道数的

变化，其中可以很明显地确认到公害诉讼结束后

媒体对四日市市公害关注程度的下降。

图 1 《朝日新闻》有关四日市市公害

报道的数量变化( 1950—1984 年) ②

受害居民虽然取得了公害诉讼胜利，但是联

合工场的机器与设备并没有停止运转，哮喘患者

的病症也没有即刻出现好转，四日市市的天空依

然是灰色的。笔者分析指出，公害诉讼后，在四日

市市，逐渐形成了“地方政府主导的强化限制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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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段话来自 2009 年 12 月 8 日笔者在四日市市环境学习中
心对泽井余志郎进行的访谈记录。

2010 年 5 月 16 日笔者利用朝日新闻的《闻藏 II》“1945—
1989 年朝日新闻微缩版”数据库，以“四日市 ＆ 公害”为条件进行
了检索，图 1 是根据检索结果制成。



害控制体系”，该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控制污

染加剧、改善环境的作用。1976 年，四日市市地区

的硫磺 氧 化 物 的 排 放 达 到 了 环 境 标 准 的 要 求。
1981 年，四日市市环境污染地区居民呼吸道疾病

的新增率与非污染地区相同。但是，在四日市市

地方性公害控制体系的作用下，污染排放的减少

只是“满足环境标准要求”意义上的减少，并非实

现了污染零排放［15］。
在公害诉讼结束后，泽井余志郎的公害记录

活动没有停止，其坚持追踪并记录诉讼后污染地

区与受害居民的状况，并且整理了 1972 年前与公

害抗争运动、公害诉讼相关的诸多资料，继续编

写、印发《记录·公害》。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在

小学社会科课程中设有“公害”这一单元，一些小

学老师联系泽井余志郎希望获得有关公害资料的

帮助，并且人数不断增多。泽井余志郎有求必应，

把自己保存的公害材料复印后送给对方，如果对

方要求，他还会见面亲自为对方讲解四日市市公

害的历史。在无偿提供公害资料、讲述公害污染

的活动中寄托着泽井余志郎这样的期望: “不只是

作为社会科上课的材料，至今四日市市公害依然

没有结束，希望教师们不仅能够通过学习认识公

害，并且能够为根除公害而奋斗。希望至今的公

害记录能够有助于包括受害居民在内的市民去正

视公害”［13］23 － 24。对于自己的记录与讲述活动，泽

井余志郎则抱着这样的态度: “只要公害还在，即

使不采用诸如告发之类积极的抗争形式，但我会

把公害记录一直坚持下去”［13］32。
1984 年，第一石油化学联合工场出版了记录

四日市市公害的书，名为《くさい魚とぜんそくの

証文( 异臭鱼与哮喘的证词) 》［13］。此书初版印刷

了 2 000 本，上市后四个月初版本数售罄［16］。该

书不仅收录了《记录·公害》各集小册子中记录的

诉讼结束前受害居民的话语，同时还收录着诉讼

后受污染地区的变化与原告患者的话语。例如，

四日市公害诉讼一周年时，原告患者批判道:“‘米

本判决’①的意义完全被葬，一周年后的今天患者

没有得到救助”［13］221。在胜诉三周年纪念时，原告

患者批判了用钱进行赔偿的问题解决方法; 在胜

诉十周年纪念时，原告患者对环境标准的批判，这

些来自受害居民的批判都以居民话语的形式记录

在书里。

公害诉讼胜诉后，国家层面与四日市市层面

的污染治理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污染依

然存在。第一石油化学联合工场与当地居民之间

的矛盾不再以尖锐对抗的形式表现，对于不在污

染区生活的人而言，问题变得隐蔽。此时，第一石

油化学联合工场的公害记录活动继续记录污染受

害者的话语，为污染受害者提供话语表达的渠道，

并且通过公害学习资料、书籍的形式将信息传递

给更多的人。虽然与之前的反公害运动相比，记

录公害的方式算不上积极的告发行为，但是在污

染作为问题逐渐淡出公众视野后，关于第一石油

化学联合工场的公害记录发挥着将未完的污染问

题“可视化”、重新进行问题建构的功能，公害记录

也是对市民发出的正视公害、坚持与公害作战的

行动号召。
4．“环境时代”期(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在日本的大众话语、媒
体话语以及政策话语中“公害”一词的出现频率渐少，

取而代之的是“环境”。有关温室效应、气候异常、臭
氧空洞等地球规模环境问题的话题变多。环境问题

不断复杂化、多样化，国际间有关环境问题的官方与

民间活动也日益活跃。

在四日市市，产业污染的形态不再是高浓度的污

染排放，不再给当地居民带来明显的健康损伤。1990

年，四日市市国际环境技术转移中心成立，四日市市

开始向其他地方与国家传递污染治理中积累的技术

经验。1995 年，四日市市制定了《四日市环境基本条

例》; 同年，四日市市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全球

500 佳环境奖，并发布了《舒适环境城市宣言》。在四

日市市，比起“公害”、“污染”，“环境”一词开始更多

地出现在政策话语和人们的生活话语中。然而，笔者

指出，曾经产业污染严重的四日市市滨海地区，如今

产业污染排放被“环境标准”赋予了正当性，低浓度的

污染物排放成为合理的、日常的行为，污染对于周边

居民生活的影响从显在转为潜在; 同时，在四日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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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四日市市公害诉讼的审判官姓米本，所以四日市市公害诉讼
判决又称“米本判决”。



污染治理过程中，城市空间结构发生了变化，人口

与城市街区由临海部向内陆部转移，临海地区出

现空洞化［17］。如此这般，在四日市市，产业污染依

然存在，但是其形态变得更加隐蔽，20 世纪 60 年

代严重的产业污染逐渐成为历史，在时间上远离

市民，并且由于治理污染带来的城市空间结构变

化，产业污染从空间上也与市民的视野渐远。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四日市市产业污染的

讲述活动又发生了新的变化。1997 年 7 月 24 日，

污染受害者以及受害者家属的代表、公害诉讼原

告律师团代表、四日市哮喘病公害诉讼运动的参

加者、医生等集聚四日市市，召开了四日市市公害

诉讼 25 周年纪念集会，集会回顾了对公害诉讼的

意义，并且讨论了公害诉讼 25 年后四日市市公害

的现状。集会发表声明: “今年 7 月 24 日是四日

市市公害诉讼判决 25 年纪念。诉讼判决后，在污

染受害者与市民运动组织、三重县、四日市市、企

业的努力下，激剧的公害污染没有了。但是至今

还有大约 650 名的公害认定患者在哮喘发作的病

痛中挣扎。硫磺氧化物的浓度虽然大幅降低了，

但是氮氧化物的浓度这十年一直居高不下，我们

很难说其达到了三重县制定的环境目标值”［18］。
集会还号召市民“大家一起确认四日市公害诉讼

判决的意义，让公害真正消失，共同建设自然环境

丰富、宜居的城市”。同时，集会呼唤企业“积极公

开环境与灾害方面的信息，促进居民参与，与居民

共同保护环境与安全，创造对话机会”。为了践行

号召与呼唤，集会参加者决定成立“四日市再生

‘公害市民塾’( 简称市民塾) ”。在“环境时代”，

集会再度讲述了环境污染，并把环境污染治理与

城市建设连在一起。集会参加者都是曾在公害抗

争运动中以及公害诉讼斗争中与污染企业站在对

立立场上的人，但是，在 25 周年的纪念集会上，他

们对企业的态度从对立转为希望对话。
以这次集会为契机成立的“市民塾”以泽井余

志郎为中心，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泽井余志郎

一直坚持公害记录活动，1997 年他已年近 70 岁。
市民塾秉承的组织运营方针是“好加入好退出，把

市民塾办成开放式的组织”［19］。自 1997 年成立以

来，市民塾定期开公害学习例会: 有的年度例会是

每月举办，有的年度例会是隔月举办; 从 2007 年开

始，学习例会固定为每月第四周的周一举办。例

会参与频度最高的人员构成了市民塾的主要成

员，他们多为四日市市内中小学以及大学的工作

人员、联合工场企业的退休人员、大学生、主妇，这

些主要成员不仅参加例会，还负责企划、准备其他

形式的公害学习活动。
市民塾成立后，一直致力于公害资料的整理

与保存，其主要活动成果可以总结为如下四点。
第一，发行了 100 期名为《公害市民塾·瓦版》的

公害资料集。资料集里收录了 20 世纪 60 年代以

来有关四日市公害的资料、报纸简报，资料集选用

B4 纸，每期页数不等，最多 41 页，最少 1 页，平均

19 页。第二，编辑了 10 册《四 日 市 公 害 学 习 指

南》。2007 年，发行了该学习指南的 CD 版。第

三，从成立时起，市民塾就开设了网络主页，在主

页上介绍、记录市民塾的活动，选取登载公害资料

的精粹，并且开辟问答版块，回答浏览者有关四日

市市公害的问题，搭建了让更多人认识四日市市

公害的平台。第四，整理公害照片并将照片数据

化。2009 年 6 月到 2010 年 8 月，市民塾整理了

1972 年公害诉讼判决前的 1 503 张照片、1973—
2004 年的 753 张照片，并且制成了照片数据库供

公害学习使用［20］。这些资料整理保存活动都是市

民塾成员自发的无酬活动，遇到向市民塾咨询公

害学习资料的学校与个人，市民塾会无偿提供这

些学习资料。此外，市民塾每年还会接到 10 ～ 50
所中小学的邀请，直接给中小学生讲述公害历史，

带领学生们参观学习曾经污染严重的地区。
不仅如此，市民塾还加强了与行政机关的沟

通。长期以来，市民塾通过给城市长期计划书提

建议、与环境部长对话等形式，要求市行政开设公

害资料保存与学习的硬件设施［21］。在市民塾的推

动下，2001 年，四日市市环境部主页上开设了“公

害资料馆”栏目; 2005 年，在四日市市环境学习中

心里开设了公害资料室; 2010 年，“整备开设公害

资料馆”写入了四日市市新的城市综合发展规划

《四日市市新综合计划( 2011—2020 年度) 》中。
此外，市民塾的活动弥补了“环境”教育与“环

境”学习中缺失的部分。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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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市市先后成立了四日市市环境技术转移中心与

四日市市环境学习中心: 在环境技术转移中心讲

述的是环境污染治理的技术与政策; 在环境学习

中心举办的多是关于垃圾分类、资源再利用、观察

动植物、观察自然等的“环境”学习与实践活动。
与之不同，市民塾组织重新学习的、讲述的、保存

的公害资料是来自污染受害者的话语，是从污染

受害者的角度看到的公害。市民塾为什么要坚持

污染受害者的立场? 通过活动想要传递怎样的信

息? 市民塾在编写的学习资料中如下表述:

渔民因为发臭的鱼受尽了苦，哮喘发作让公

害病患者感受到死亡的痛苦，洗干净的衣服被工

场粉尘弄脏，吐奶的婴儿，看着吐奶的婴儿疼在心

中的母亲，甚至忍到极限走上绝路的人们……我

们的今天、污染治理对策的进步是建立在这些污

染受害者痛苦经历之上的。我们必须牢记在心，

为了不再犯同样的错误①。
公害，特别是受害者的体验、实际状态的记

录、保存与相关信息传播，对于不再重蹈公害悲剧

覆辙、建设舒适环境而言，是必不可缺的事情②。
在大谈“环境”、逐渐忘却“公害”的“环境时

代”里，在四日市市，站在污染受害者立场上的环

境污染讲述活动重新展开。重新展开的讲述活动

建立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污染讲述活动的历史

积淀之上，并且以市民团体活动的形式稳定地、日
常地进行。污染讲述活动不是为了对立与告发，

而是与城市建设联系在一起，使断裂的“环境”与

“公害”重新接轨，并且注重推动行政行为。在四

日市市，产业环境污染曾给四日市市带来痛苦的

记忆，给城市印象带来负面的影响。今天，历史逐

渐远去，面对痛苦的历史，有的人选择不主动提

起，有的人选择更快地扭转城市整体的负面影响，

有的人则选择重新提起。在这多元的选择中，市

民塾的环境污染讲述活动已经超越了污染受害者

与加害者的对立，成为城市“集体记忆”的形塑活

动之一。

三、结论与思考

本文追寻着四日市市产业污染治理的历史进

程，分时期考察了各个时期的污染讲述活动及其

变化。
首先，从环境污染社会讲述的主体来看，环境

污染社会讲述主体随着环境污染治理进程而不断

变化。在污染发生初期，污染直接受害居民的生

活地缘组织———自治会、行业组织———渔业协同

组合代表受害者集体发声，使环境污染成为问题

进入行政视野与公众视野。污染造成的危害并没

有停留在个体层面，而是作为社会问题得以呈现。
此后，四日市市内的政党系统的组织、工会系统的

组织以及医师会等组织、四日市市外的媒体与各

种调查团等各主体也纷纷关注产业污染、调查污

染，开始为反对环境污染发声，非污染直接受害者

的人群也开始集体性地关注、讲述环境污染。继

而，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为反对环境污染新的运

动组织出现，强力表达着反对污染、批判污染、要

求解决问题的意愿。其间，在对已有公害运动组

织的反思中诞生了直接记录污染受害者话语的活

动，成为连接污染受害者与反公害运动的纽带。
公害诉讼结束后，四日市市公害逐渐淡出社会关

注的视野，反公害运动的大部分活动也逐渐落幕，

但其中的公害记录活动依然继续，污染受害者的

话语与公害现状的记录没有停止。而且，公害记

录的成果没有停留在个人层面，而是通过资料与

书籍的形式在社会中传播。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

始进入“环境时代”后，产业环境污染逐渐被忘却，

此时曾为反对公害而奋起抗争的相关者再次集

会，促生了新型的环境污染社会讲述活动。在新

时代下，环境污染社会讲述活动吸收新的市民力

量，以市民团体的形式稳定、日常地展开。在四日

市市，环境污染社会讲述的主体在不断更新。体

制内的社会整合组织的配置状况，体制外社会运

动生成、运作以及自省的能力，市民团体形成与发

展的社会环境是促使四日市市环境污染的社会讲

述主体出现并实现更替的社会条件。
其次，从环境污染社会讲述的内容来看，污染

17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①

②

此段话引自市民塾 2007 年发行的 CD 版《四日市公害学习
指南·四日市公害判决 35 周年》． 参见: 四日市再生“公害市民
塾”． 四日市公害ガイドブック集 四日市公害判決 35 年( CD) ．
市民组织自制 CD，2007a．

此段话引自市民塾编辑的《四日市公害学习指南》第六册扉
页。参见: 四日市再生“公害市民塾”． 四日市公害学習案内ガイド
ブック． 市民组织自编资料，No6．



刚出现时，直接受害居民讲述的是与生活、生计息

息相关的、具体的污染受害状况。环境污染成为

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投入公害抗争的

社会力量增多。随之，在环境污染的讲述中，用

“反对公害”、“根除公害”、“救助公害受害者”的

抽象口号或理想、用科学数据讲述的内容变多，环

境污染的讲述开始与直接污染受害者脱节。此

时，泽井余志郎开创的公害记录活动重新将直接

受害者的话语带入环境污染社会讲述内容。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产业污染状况得到一定改善，

污染治理过程中的技术积累与政策应对作为经验

被不断讲述传递。同时，从曾经的污染抗争运动

产生并且坚持而来的公害记录运动也得以重组并

坚持从污染受害者的立场讲述环境污染，使得被

忘却的痛苦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令“环境时代”中

的污染讲述内容更加全面。
在四日市市，环境污染的社会讲述在最初发

挥了揭示问题、推动解决问题步伐的功能，是对负

面问题的应对。现在，环境污染的社会讲述活动

已经在城市建设特别是在舒适城市环境建设这一

城市正向良性环境的创造中找到定位。在四日市

市长达半个世纪的产业污染治理过程中，环境污

染的社会讲述中只有少部分是由污染直接受害者

承担，更多的由市民社会承担，并且随着市民社会

力量凸显方式的变化而变化。
从四日市市经验中反观中国，包智明等在回

顾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与反思、重新理解中国经

验二者相结合时，指出“当前我国的环境抗争抑或

治理陷入了一个看似无解的困境，其根源不在于

发展主义的幽灵而在于‘社会’缺席”［22］。而四日

市市的经验为我们展示的则是一幅“社会”在场的

环境治理图景。日常的居民组织、职业行会、劳动

工会、运动组织、有识之士团体、大众媒体、市民组

织等，四日市经验中的“社会”是多元的，而且“社

会”在场贯穿污染治理数十年的过程。一方面，一

些团体与组织在组建时的目标并不是治理环境污

染，其参与环境污染治理只是原有组织功能的延

伸与扩大。另一方面，环境污染抗争运动的一部

分团体与组织在新的社会情境中具有自身调整、
重新定位的能力。或许对环境污染治理而言看似

间接，但社会整合的组织配置状况是如何促进或

制约环境污染治理的社会建构的? 环境污染发生

或者预测到环境污染即将发生时，已有的与环境

污染无关的社会组织与团体是否可以将功能扩大

与延伸到环境污染治理方面? 经历了与环境污染

相关的冲突与交锋后，环境污染治理功能能否再

次嵌回日常的市民组织与生活中去。这些看似间

接的问题，实质上影响着环境污染治理的进程，这

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研究和现实进程中给予更多

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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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Narratives of Environment Pollution:

A Case Study of Yokkaichi Air Pollution

GAO Na
( School of Humanities，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0096，China)

Abstract: How will environment pollution be narrated by the public? And how will narrative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relate to pollution control? This paper describes and analyzes the narratives of pollution in the process
that Yokkaichi being transformed from a ″heavily-polluted city″ to ″environmentally-regenerated city″ since 1960s
until now． In Yokkaichi，the public narratives of pollution helped to reveal the problems，contact the victims of
pollution and promote environmental protests． After the pollution lawsuits in the city，when pollution as a big
problem gradually faded from public views，public narratives in Yokkaichi did not cease and continued to reveal
the unsolved pollution． While some achievements were made in the recovery of polluted-environment，the narra-
tives were transformed from confrontational stances between the pollution victims and polluters to one of the city'
s collective memory shaping activitie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 environmental protests; public nuisance; pollution control; public narr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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