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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索隊所發現的遺體，被移送到町營體育館內的大禮堂。大量的屍體橫躺在大廳裡的景象，這個事
實真的令人難以接受。
　
  災害發生後，宮城縣相繼接到來自沿海城市訴說「沒有地方安置遺體」「沒有足夠的棺木」。縣內 27
所火葬場中有 7處受損無法運營，宮城縣的火葬能力因燃料短缺而下降至正常情況下的 4分之一程度。
1日最多只能火化 50具左右的屍體，根本無法趕上遺體的數量。
　
  就在各個災地棺材短缺的情況下，載滿棺材木料的卡車來到了鎮上。似乎是受到了最初「與萬餘的居
民無法取得連繫」媒體報導的影響。災民們在卸下材料後，開始一個個組裝起來。
　
  由於停電，鎮上的火葬場無法運營，許多家屬只好選擇山形縣等遠方的縣市進行火化。有些地方政府
被迫只好採取暫時下葬的對策，但南三陸町的事態並不至此。
　
  不但無法舉行葬儀，火化時圍繞在棺木旁的也只有三兩的至親，寥寂地目送亡者離去。
　
  至今還有人在等候未歸的家人。聽聞有一戶人家，為當天分開後再也見不到的家人舉辦葬禮，把名字
刻印在墓碑上。  當要將名字刻印在墓碑上時，  對於沒有東西可以埋葬的死者家屬而言，其悲傷可想而
知。

在被隔絕的地方 11

無法火葬　甚至無法弔問的日子

▲ 站在町內的墓園瞭望大海。受災前，在一排排建築物的後方才是大海。現在感覺大海更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