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洲的战争与北海道1

用于木制战斗机而试制的主翼和辅助燃料箱

从中间天花板上垂下的翼（右主翼3分之2）及辅助燃料箱是,1943～1944（昭和18~19）年北海道道立工业
试验场试制的木制战斗机的机身部分。当时正是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末期，可以看出在资源匮乏中日本仍然
坚持战争下去的姿态。
在这场战争中，人员的伤亡是非常惨重的。请大家一边想象战时与日本相关的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人们的
状况,一边参观这个时代的变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物流断绝，北海道的产品进入世界市场后，贸易港小樽的经济出

现了急速增长。在港口地区，工人们结成的工会组织也活动频繁。1927（昭和2）年，在小樽

港等地持续不断的罢工得到了全国的支持。作家小林多喜二描写了他们的劳动和生活。

但是，随着普通选举的开始，《治安维持法》出台，特别高等警察激烈地镇压了这些运动，

日本也逐渐进入了战争的时代。

1931（昭和6）年,日本发动了满洲事变（中国称“九一八事变”），1937年开始了与中国的全

面战争。1936年，日本发生了二・二六事件，在北海道的石狩平野等地举行了陆军的特别

大演习，出现了新的战争先兆。在日中战争久拖不决的背景下，1940年，在日本国内，政党

解散，出现了大政翼赞会，国民被组织起来编入“邻组”。学校、工作场所，日本全国到处都

被笼罩在战争的气氛中。

战争扩大到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变成了一场日本与多国之间的大战。当时，许多人从北

海道被送到“满洲”，朝鲜人被抓来从事道内的煤矿和建筑业。阿图岛陷落后，在北海道的

周边，日本的船舶频频遭到潜水艇的袭击。1945（昭和20）年冲绳陷落后，本州和北海道也

遭到了美军的空袭。

1945（昭和20）年日本战败，大量军人和民间人士从战地以及占领地返回日本，由于食品

供应不足，政府再次推进开发北海道。日本的新宪法出台，规定不进行战争、不保有战力，

受到了广大国民的欢迎。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建起了警察预备队（后来的自卫队）。

第二年，在签订了旧金山和约的同时，还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美军留在了日本。

美苏对立的东西冷战阴影笼罩着日本。 日本笼罩在东西冷战的阴影下，北海道和冲绳成了亚洲冷
战的最前哨。在美军和自卫队的基地、演习场的周边，居民

的反对浪潮不断，1960（昭和35）年，要求废除《日美安全
保障条约》的运动在全国展开。在北海道，在惠庭和长沼的
审判中，自卫队和宪法成为争论的焦点，在矢臼别，现在也
在进行的实弹演习的问题受到了关注。

日美安保与基地问题

军教事件、普通选举及治安维持法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受害的教训中，裁军、民主主义及共
产主义的思想传播到了全世界。在日本也出现了工人运动
和主张裁军的舆论。虽然实施了普通选举，但是，特别高等
警察根据《治安维持法》对共产主义者、工人运动及学生运

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1925（大正14）年，在小樽高等商业
学校举行的军事训练成了问题，学生号召全国的学生起来
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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