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洲的戰爭與北海道1

木製戰鬥機用的試製主翼及補助油箱

從中間天花板上垂下的翼（右主翼3分之2）及輔助燃料箱是1943～1944（昭和18~19）年北海道道立工業
試驗場試製的木製戰鬥機的機身部分。這時正是亞洲・太平洋戰爭末期，可看出在資源匱乏中日本仍然堅持
戰爭下去的姿態。
這場戰爭中人員傷亡非常慘重。請大家一邊想像戰時與日本相關的亞洲太平洋地區的人民狀況，一邊參觀這
個時代的變遷。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物流斷絕，北海道產品進入世界市場後，小樽貿易港出現了急速

成長。在港口地區，工人們結成的工會組織也活動頻繁。1927（昭和2）年，小樽港等地持續

不斷的罷工得到了日本全國的支持。作家小林多喜二也描寫了他們的勞動及生活。但是，

隨著普通選舉的開始，《治安維持法》出爐，特別高等警察對這些運動進行了激烈的鎮壓，

日本也因此進入了戰爭的時代。

日本在1931（昭和6）年發動了滿洲事變（中國稱「九一八事變」），1937年開始了與中國的

全面戰爭。1936年，日本發生了二二六事件，石狩平野等在北海道舉行的陸軍特別大演習，

出現了新的戰爭徵兆。在日中戰爭久拖不決的背景下，1940年日本國內的政黨解散，大政

翼贊會崛起，國民被編到「鄰組」的組織內。學校、職場，日本全國到處籠罩在戰爭的氣氛中。

戰爭擴大到東南亞和西太平洋地區，變成了一場日本與多國間的大戰。這時許多人從北海

道被送到「滿洲」，朝鮮人被帶來從事北海道內的煤礦及建築業。阿圖島淪陷後，北海道周

邊，日本的船舶頻頻遭到潛艇的襲擊。1945（昭和20）年沖繩淪陷後，本州及北海道也遭到

了美軍的空襲。

1945（昭和20）年日本戰敗，大批軍人與民間人士從戰地及佔領地返回日本，因食品供應

不足，於是日本政府再次著手開發北海道。規定日本不得戰爭、不得保有戰力的新憲法出

爐後，受到了大多數國民的歡迎。但是，朝鮮戰爭爆發後，日本成立了警察預備隊（後來的

自衛隊）。隔年簽訂三藩市合約的同時，還簽訂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於是美軍留駐日本。

美蘇對立的東西冷戰陰影籠罩著整個日本。
日本籠罩在東西冷戰的陰影下，北海道及沖繩成了亞洲冷
戰的最前哨。在美軍與自衛隊基地、演習場附近，居民反對

的聲浪不斷，1960（昭和35）年，要求廢除《日美安全保障
條約》的運動漫延日本全國。在北海道的惠庭及長沼審判中，
自衛隊及憲法成為爭論的焦點，現在矢臼別的實彈演習問
題依然受到關注。

日美安保與惠庭、長沼、矢臼別

軍教事件、普通選舉及治安維持法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嚴重受害的教訓中，全世界開始普及
裁軍、民主主義及共產主義思想。日本也出現了勞工運動及
主張裁軍的輿論，雖然有實施普選，但特別高等警察還是依
照《治安維持法》，對共產主義者、勞工運動及學生運動進行

激烈的鎮壓。1925（大正14）年，在小樽高等商業學校舉行
的軍事訓練成了問題，於是學生號召全國的學生起來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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