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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津川地區

歌津地區

入谷地區

戶倉地區

位於童子山 Doji-san 的後山上，有著
一座高 412.0 公尺的陡峭山峰。1800
余年前，京城軍隊試圖征服住在此地的
居民，被派遣至此的三名隊員藏於山中，
因此得名「三人立」。另一種說法是，太
古時代的海嘯，把所有的東西都沖走了，
唯獨逃到山上的三個人倖免於難。

三人立

因東日本大地震引發
海嘯淹沒的區域

殘 谷

舟  窪

寄波澤舟川原

大船澤

入大船澤
田子澤

波傳谷

　內陸地區散佈著繩文時代的遺跡，自平安時代平泉‧藤原氏興盛時期以來，居住在此的先人們編撰
著南三陸地區的歷史。此地因易受太平洋板塊的影響，遠從太古時代起就經常遭受海嘯的襲擊。
　震災前，許多民眾是居住在河川下游的平地，但在明治時代以前，卻是居住於內陸地區。茂密的山
林和優質的水源，賦予了人們日常生計所需。
　
　往日沒有堤壩等防水建築物，因此河口附近下游地區並不適合居住，這在流傳至今的地名上可知，
就算是離海較遠的地方海嘯也會順著河水湧進。即使是經過長久的歲月，先人們也不忘以地名來傳承
大自然所帶來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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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嘯與地名   地名教導海嘯的歷史

San-nin-tachi
（站著三個人之意）

Nokori-ya
（殘存的山谷之意）

Yoppazawa
（波浪聚集的溪流之意）Funagawara

（船隻抵達河床之意）

Oobunezawa
（有大船的溪流之意）

Hadenya
（海浪傳至山谷之意）

Takozawa

Irioobunezawa

Funakubo
（有船坑之意）

河川旁的繩文遺跡被稱為殘谷
遺跡。在繩文時代，海平面要
比現在高出甚多，因此認為有
可能現在的山區在當時也浸水
了。

很久很久以前的大海嘯把
船沖盪進到坑裡之說。

章魚被海嘯沖到位於河川
上流地區的岸上。

此地名是因一夜之間海底
隆起變成陸地，隆起時的
海浪顛覆了船隻而來。

水尻川Mizushiri-River
上流的入大船川 Irioobune-River，
一艘大船因海嘯被沖上河川。

船隻被打上岸 通常被稱為「Yoppasa」

（章魚的日語為 Octpass 海裡的
 章魚被海嘯沖到河岸上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