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2 軍司令部戰壕 

 

第 32軍司令部戰壕是位於首里城地下的一處地道群，由日本陸軍在二戰期間建造，

以防備美軍對沖繩島發起進攻。工程於 1944 年 12 月動工，在次年 3 月沖繩島戰役爆發

之前停工。5 月底，日軍退守沖繩島南部，司令部的使用時間總計不超過一個月左右。

但司令部戰壕的存在別具意義，有助於後世理解沖繩島戰役中首里城所遭遇的命運，以

及島上眾多居民傷亡的慘狀。 

 

選擇首里城的理由 

早在 1879 年，首里城就曾作為日軍軍營。當時，琉球王國覆滅，成為了日本的沖

繩縣。幾十年後，太平洋戰爭爆發，盟軍逼近日本。日本軍隊意識到有必要深挖戰壕，

以備勢必到來的戰爭。因此，多個日占太平洋島嶼上都修建了地下防禦工事，其中就包

括了沖繩島和日本本島。 

選擇在首里城下修建如此龐大的地下司令部，主要基於島上的幾大天然優勢：首里

城所在的小山為堅硬的琉球石灰岩山體，被認爲能經受住來自海上和空中的猛烈轟炸；

居高臨下的地勢，可確保視野一覽無餘。可惜建造者似乎並未考慮過，一座軍事基地可

能為首里城和其他無價的歷史遺跡帶來怎樣的風險。畢竟，一旦戰爭打響，司令部所在

地必定會成為主要攻擊目標。1945年 4月到 5月間，美國海軍的集火炮擊摧毀了地下司

令部，緊隨其後的地面戰爭和空襲更幾乎將整個首里地區夷為平地。5 月下旬，日本駐

軍撤退至南部的摩文仁地區。 

如今，這處地下司令部仍有部分留存，但出於安全考慮暫時未對大眾開放。 

 

佈局和功能 

地道群由一條中心長坑道和五條與之相連接的岔道組成，全長逾 1 公里，司令部在

「ハンタン山」（Hantanyama，即從龍潭、圓鑑池到首里城的陡坡）設有一個混凝土入

口，坑道蜿蜒穿過首里城下方，直達另一側的金城町。戰壕最深處距離地面約 30公尺。

整個設施共有 5 個主要出入口，但大部分已消失。坑道內曾容納約 1000 人駐紮，包括

軍官、志願兵、工人、學生及其他人員。此外，戰壕內除配備軍火庫和軍工技術設施外，

還設有數量眾多的辦公室、廚房、公共休息室、起居生活區等，較大的套房和會議室則

歸指揮官專用。 

 

毀棄及其在戰後的意義 

為了避免地下司令部被盟軍利用，日軍在撤離時炸毀了戰壕，不少坑段被毀，但仍

有部分區域未受波及。戰後，人們在倖存的地道內支起鋼樑和支架，以免坑道繼續坍塌。

只是出於安全考慮，依然封閉了所有出入口。隨著時間推移，人們漸漸認識到這處遺址



在幫助後世瞭解沖繩島戰役和首里城歷史方面的意義，所以對戰壕的評價也越來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