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松尾矿山的鼎盛时期 

 

20世纪初的数十年之间，位于岩手县北部八幡平山区的松尾矿山，不仅是全亚洲硫磺

矿产量最高的矿山，还被誉为社区生活的典范而备受瞩目。1914 年，松尾矿山揭开了采

矿活动的序幕,并于 20世纪 50年代中期达到鼎峰。当时，包括 4900名工作人员在内的

15000 人，皆安居在近代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集体公寓里。公寓内配备抽水马桶、集中供

热锅炉等设施,其豪华程度前所未有，可谓无与伦比。学校、大型医院、电影院也纷纷应

运而生，员工的薪资水准更是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依据公司的经营策略，矿山并无

酒店和酒馆进驻。这座在海拔 1000 米处兴盛而起、面向家庭的生活社区，被世人誉为

“云端天堂”。 

松尾矿山采得的硫磺和硫化矿石，被用于制造肥料、杀虫剂、杀菌剂、黏合剂、橡胶，

以及人造丝等纤维、相册、蜡烛、火柴、胶卷盒、乒乓球、橡皮筋等面向工业及普通消

费者所需的各类产品。自 20世纪 30年代中期起，松尾矿山满足了国内硫磺需求的 80%，

甚至销往海外。然而,由于二战后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与国外更为廉价的产品竞争加剧；加

之硫磺作为石油提炼和其他碳氢化合物处理的副产品可以低成本回收，因此从火山地带

提炼硫磺的方式，变成了一种陈旧的模式。松尾矿山的“天堂”实质上于 1969 年就此退出

了历史舞台。 

松尾矿山首次试验性开采的历史可追溯至 1888 年。位于柏台的松尾矿山资料馆，是

一座专门保存并展示这座矿山历史的设施。馆内收藏着丰富的物品和资料，充分展示了

矿山社会在松尾矿山鼎盛时期所展现的繁荣兴旺。从展示品(大多仅有日文解说)中，可感

知到矿物的采掘和提炼过程，以及各类技术与作业方法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化。例

如，铁路运输从人车、马车进化至汽油车、蒸汽机车，最终实现了电气化。此外，松尾

矿山资料馆还涵盖了矿山生活的娱乐层面，从居民的便携式留声机与幻灯片放映机，到

室内乐团、家庭聚会、茶会等包罗万象的文娱活动，无不令人目不暇给。在琳琅满目的

展示品中，还包括昭和天皇于 1954 年在此逗留时使用过的丝质睡袜，以及 1951 年铁路

电气化之后引进的 25吨级机车。 

松尾矿山于 1969年谢幕后，矿山上的学校也在 1970年随之关闭。曾容纳 1000多名居

民的木造集体公寓于 1972 年及 1973 年被焚毁。医院的建筑一度被学习院大学用作卫星

设施，直至 2006年被夷为平地。昔日风华绝代的矿山社会，如今仅残存无人居住的钢筋

混凝土住宅的空壳。这些摇摇欲坠的建筑危险重重，游客不得入内，但可在八幡平

Aspite线的道路旁遥望其沧桑之姿，也能随心所欲拍照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