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戰跡碑  

悲慘戰爭結局的見證  

美國佔領日本始於西元 1945 年 3 月 26 日時登陸慶良間群島。這座戰跡碑位於村道阿波

連線旁，靠近照山園地自然步道入口，其歷史可追溯至西元 1979 年，碑上的長篇文章出

自日本天主教作家曾野綾子，記述了令人悲痛的故事，全文如下： 

 

戰跡碑碑文 

 

碑上記錄了西元 1945 年時島上發生的慘烈戰役，以及島民喪生的故事。 

 

從太平洋戰爭最後一年的 3 月 23 日開始，渡嘉敷島遭受到美國飛機的無止境的空襲，以

及特遣部隊艦艇的海上轟炸。山林成為火海，島嶼籠罩在煙霧之中。由於島上備戰的夾板

船無法在夜間出擊，於是自殺式特攻艇部隊奉命將這些船隻鑿沉。315 名來自海上挺進第

3 戰隊，以及同一基地其他部隊的官兵必須在島上駐防。 

 

3 月 27 日這天降下了傾盆大雨，再加上美軍攻勢的逼迫下，島上居民集中到恩納河原等

地。在隔天的 3 月 28 日，他們不願落入敵人手中，而選擇自我了斷。有些島民全家圍坐

成一圈，拔掉手榴彈上的插銷自盡，有些則由身體較為強壯的父親和兒子殺死較為柔弱

的母親和女兒。他們這樣做是出於對親人的愛。在這天和後續幾天，島上共有 394 名居

民喪生。 



 

此後，倖存者遭遇了可怕的饑荒，只能吃蜥蜴、老鼠和蘇鐵的樹幹充飢。當死亡臨近時，

聚集在衣服縫線處的蝨子就會離開，取而代之的是蒼蠅，牠們會在奄奄一息的人們的眼

睛裡產卵。 

 

至於 315 名官兵中，有 18 人餓死，52 人死於美軍的襲擊。直到西元 1945 年 8 月 23 日，

軍隊接到投降命令。 

 

8 月 20 日，第一中隊前進陣地的各部隊把武器擺放成堆，官兵們向自己的武器告別，並

向遙遠的皇居方向行禮。陽光明媚，天空與大海蔚藍，數百艘敵艦或靜靜航行，或停泊在

周圍海域。就這樣，戰爭以一種令人茫然的方式結束了。  

 

（摘自陣中日記） 

 

曾野綾子 

西元 1979 年 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