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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代代相传的渔民。捕鱼的地方主要是水俣病资料馆前面广阔的不知火海海

域。可是，突然有一天我住的出水地区出现了异常的现象，大量的死鱼浮在水面，附近

的猫也纷纷发狂而死。 

    那时我才 30 几岁，正值壮年，但是总觉得身体疲惫不堪，手脚感到麻木，无法出海

打鱼。附近的居民们也出现和我相同的症状。这个时候，我站了出来和政府进行交涉。

但是政府的政策都是一些抛弃患者的方案，引起了受害者的强烈不满。 

    1980 年为了救济受害者，让国家和熊本县（相当于中国的省）以及氮工厂承担再生

水俣市的责任，引发了水俣病第 3 次诉讼。 

    这个官司的过程非常坎坷，其间借助了很多人的力量，经过 16 年的奋斗，最终以政

府出面和解的形式终结（停止诉讼，政府出钱解决问题）。以当时的山富首相道歉做为前

提，改变了一直以来抛弃患者的政策。内容上虽有些不充分，但是救济了 1 万多名受害

者。我们确信，经过我们的斗争挽回了水俣病患者的尊严，进而为我们国家民主主义的

进步作出了一些贡献。  

    我的家和土地是用我和我妻子被认定为水俣病患者所得到的赔偿金买下来的。所以，

我想让这块土地和家能为社会做点儿贡献，于是和周围的朋友们商量之后，2001 年成立

了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NPO 水俣），以环境保护和护理事业为中心开始了我们回报社

会的活动。于 2002 年在我家开设了名为（三郎之家）的一个护理中心。 

    这个中心可以收容 8 位高龄者，同时可以提供 9 位外来患者的护理服务。今后，在

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会与大家一起积极参加环境保护和社会福利活动。 

【照片；政府解决政策和解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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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被认定水俣病 

讲述一些忍受着水俣病的痛苦，还得去捕鱼的故事，

担任第 3 次水俣病诉讼的原告团长，为救济受害者而

四处奔走的事情等。 

1997 年 4 月开始，成为水俣病资料馆的谈话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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