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2军司令部战壕 

 

第 32 军司令部战壕是位于首里城地下的一个地道群，由日本陆军在二战期间建造，

旨在防备美军对冲绳岛发起进攻。工程于 1944 年 12 月动工，在次年 3 月冲绳岛战役爆

发之前停工。5 月底，日军退守冲绳岛南部，司令部的使用时间总计不过一个月左右。

但司令部战壕的存在别具意义，非常有助于后世了解冲绳岛战役中首里城所遭遇的命运，

以及岛上众多居民伤亡的惨状。 

 

选择首里城的理由 

早在 1879 年，首里城就曾被用作日军军营。当时，琉球王国覆灭，成为了日本的

冲绳县。几十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盟军逼近日本。日本军队意识到有必要深挖战壕，

以备势必到来的战争。因此，多个日军占领的太平洋岛屿上都修建有地下防御工事，其

中就包括冲绳岛和日本本岛。 

选择在首里城下修建这样一处庞大的地下司令部，主要基于这里的几大天然优势：

城堡所在的小山为坚硬的琉球石灰岩山体，被认为能够经受得住来自海上和空中的重火

力轰炸；居高临下的地势，可确保周遭环境一览无余。但建造者似乎从未考虑过，一座

军事基地可能为首里城和其他无价的历史遗迹带来怎样的风险。毕竟，一旦战争打响，

司令部所在地必定会成为主要攻击目标。1945 年 4 月到 5 月间，美国海军的集火炮击摧

毁了地下司令部，随后到来的地面战争和空袭更是几乎将整个首里地区夷为平地。5 月

下旬，日本驻军撤退至南部的摩文仁地区。 

这处地下司令部如今仍有部分留存，但出于安全考虑，暂时还不适合对公众开放。 

 

布局和功能 

这处地下设施由一条中心长坑道和五条与之相连接的岔道组成，全长逾 1 公里。司

令部在“ハンタン山”（Hantanyama，即从龙潭、圆鉴池到首里城的陡坡）设有一个混凝

土入口，坑道蜿蜒穿过首里城下方，直达另一侧的金城町。战壕最深处距离地面约 30 米。

整个设施共有 5 个主要出入口，但大部分已不可见。坑道内曾容纳约 1000 人驻扎，包

括军官、志愿兵、工人、学生及其他人员。此外，战壕内除配备军火库和军工技术设施

外，还设有数量众多的办公室、厨房、公共休息室、起居生活区等，较大的套间和会议

室则供指挥官专用。 

 

毁弃及其在战后的意义 

为了避免地下司令部被登岛盟军利用，日军在撤离时炸毁了战壕。不少坑段被毁，

但仍有部分区域未受波及。战后，人们在幸存的地道内支起钢梁和支架，以免坑道继续



坍塌，只是出于安全考虑，依然封闭了所有出入口。随着时间推移，人们渐渐认识到这

处遗址在帮助后世了解冲绳岛战役和首里城历史方面的意义，所以赋予它的评价也越来

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