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岡戰災資料館 

 

當時典型的起居室 

在那場戰爭發生的年代，日本的房子大都為木頭搭建，裡面還有各種易燃物，比如

榻榻米和障子紙門。到了晚上，人們拉上深色的窗簾以免光線透出屋外。收音機雖是獲

取資訊的重要來源，但並不是每一戶人家都有，因此鄰居們常常聚在一起收聽重要廣播。 

 

夏威夷珍珠港襲擊 

1941 年 12 月 7 日星期日，日本軍隊襲擊了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的主力戰艦，這場

襲擊發生在夏威夷當地時間的早晨，當時戰艦都停泊在珍珠港中的福特島週邊。 

這張圖片展示了魚雷擊中 USS（美國軍艦）奧克拉荷馬號時激起的水霧。 

 

USS亞利桑那號紀念館 

沉沒的 USS（美國軍艦）亞利桑那號成了船上 1177名船員中 1102人的長眠之所，

他們都戰死於 1941 年 12 月日本對珍珠港發起的襲擊中。這個紀念館建在當年沉沒的軍

艦上方的海面上，資金來源為美國政府和民眾捐款。紀念館於 1958 年開始籌建，1961

年完工，次年對外開放。 

 

大力回收金屬 

1941 年 8 月，日本政府依據《國家總動員法》下達《金屬回收令》，要求民眾捐出

金屬製品以支援戰爭所需的武器製造。隨著戰爭升級，捐獻變成了強徵，金屬茶壺、廚



具餐具，乃至寺廟裡的鐘、鑼、佛像等等，一切金屬製品都被納入了回收金屬之列。 

 

山本五十六之死 

1943 年 4 月 18 日早晨，日本海軍艦隊總指揮官山本五十六身亡，當時他所乘坐的

座機正飛越巴布亞紐幾內亞附近的布幹維爾島，遭到美軍戰鬥機攻擊。 

 

學生勞動動員令之全年動員制 

隨著戰事吃緊，越來越多成年男性被送上前線，以致於鄉村地區的軍工廠勞動力嚴

重短缺。為了緩解這個問題，政府發佈了《緊急學徒勤勞動員方策要綱》，允許國三學生

進入軍工廠甚至名古屋的飛機組裝廠工作，期間全國總計動員了約 310萬學生。 

 

防空訓練 

地方居民委員會每月主持數次防空訓練，參與者被要求佩戴防空頭巾，遵照消防滅

火步驟演練。訓練是強制性，丈夫上了戰場的女性可以不參加，但這會讓她們被貼上不

愛國的標籤。 

 

美軍的長岡空襲作戰計劃圖 

這張石版圖由數張美軍航拍照片拼合而成，照片都拍攝於 1945 年 6 月 23日，即長

岡空襲的前一個月。圓圈所覆蓋區域為目標轟炸區，實際直徑 1.2 公里，中心點為明治

公園。 



 

燃燒彈空襲下的日本城市 

1945年 3月，美軍開始對日本城市執行燃燒彈轟炸戰術，目標城市依據日本 180個

城市的人口排名選定，燃燒彈投放的目標區域為城內住宅區。地理上難以觸及（如山區

市鎮）和已經列在原子彈轟炸名單上的城市（如新潟）被排除在外。 

新潟市與小倉、廣島、京都（後來換成了長崎）同被列為原子彈轟炸目標，因而得

以免於燃燒彈轟炸，所以長岡成了整個新潟縣唯一遭到燃燒彈轟炸的城市。 

 

「南瓜炸彈」 

1945年 7月 20日早上 8點 13分，一架美軍 B-29轟炸機在左近地區（舊上組村左

近町）投下了一枚「南瓜炸彈」（因形狀而得名），4人當場死亡，5人受傷。此外，炸彈

還摧毀了兩棟房屋，並導致另外 29棟受損。 

這是一次轟炸實驗，轟炸目標原本定在長岡的津上工廠，但由於雲層降低了能見度，

導致炸彈最後被投到了左近的田野區域。 

 

M47燃燒彈全尺寸模型 

這是轟炸部隊頭機（也稱「探路者」）投下的一枚巨大的固體汽油彈。那一場轟炸中，

總計有 2172枚這種類型的炸彈被投到長岡市內。 

 

E46（M19）集束燃燒彈全尺寸模型 



這些是 B-29 轟炸機投下的集束燃燒彈，每個裝置裡包含著 38 枚 M69 小型燃燒彈，

彈內填滿固體汽油，分為兩組，每組 19枚。長岡總共被投下了 4244枚這類炸彈。 

 

送來警告的炸彈 

這個炸彈形狀的箱子裡裝著大約 10,000 張傳單。照片上是日本戰俘正在美國海軍陸

戰隊的監督下把傳單裝進炸彈裡。這類空襲預告空投傳單有個別名，叫「紙炸彈」，設計

初衷是為了打擊日本人民的鬥志。 

1945 年 7 月 31日到 8月 1 日早上，美軍在長岡投下了這些傳單，但傳單上並沒有

寫明長岡將遭到轟炸。居民被要求將撿到的傳單直接上交，當局交代不可閱讀，也就很

少有人讀到了傳單上的內容。 

 

佐佐木禎子的祈禱 

1945年 8月 6日，就在長岡空襲的 5天之後，一枚原子彈在廣島爆炸了。 

這枚小小的紙鶴寄託著一個 12歲小女孩的祈禱，她因為在爆炸中遭到輻射而罹患白

血病。禎子相信，只要堅持每天早、午、晚三次祈禱就會痊癒，令人悲傷的是她的健康

情況每況愈下，終究還是在 1955年 10月 12日去世了。 

 

密蘇里戰艦紀念館捐贈的零式戰鬥機碎片 

這塊零式艦載戰鬥機上的鋁合金碎片，是 1945 年沖繩島戰役中一名神風敢死隊員

向 USS（美國軍艦）密蘇里號發起攻擊後的殘留物，至今在軍艦的後部右舷側面仍能看



到這架零式戰鬥機襲擊時留下的痕跡。 

飛行員隕命，但密蘇里號的卡拉漢艦長確保他得到了妥善的安葬。艦長說：「既然已

經死了，那他就不再是敵人。他為他的國家而戰，以生命為代價做出了最大的犧牲。」 

 

2015年 8月  長岡—檀香山和平交流紀念活動 

2012年 3月 2日，檀香山（即火奴魯魯）和長岡市結為姐妹城市。2015年 8月 14

日至 16 日，長岡—檀香山和平交流紀念活動在夏威夷檀香山舉行，時值戰爭結束 70 週

年。 

「和平與青春研討會」同時在太平洋航空博物館裡召開。此外，為紀念在這場戰爭

中喪生的所有美、日人士，活動還包括了一場在珍珠港舉辦的「白菊」煙火表演。 

 

長岡戰災資料館的創立 

2003 年 7 月，長岡戰災資料館開館，展館旨在準確傳達長岡空襲的真實故事，為後

世不曾親歷戰爭的一代又一代年輕人留下相關記錄與資訊。 

這個展館從一開始就屬於公私合作營運，除了市政府，還另有 20 名志工參與。

2008 年，展館遷址到如今的所在地，新增了一間自習室，也有了更大的空間可以容納參

觀者，舉辦各類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