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平洋戰爭路線 

 

按時間順序遊覽與西元 1945年美軍進攻慶良間相關的六處遺址  

 

路線：  西山-渡嘉敷村 

路程： 不適用 

時間：  2 小時 

難度：  不適用 

 

 

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軍採用跳島戰術，向日本本土進攻，一次征服一組島嶼。美軍於

西元 1945 年 2 月 19 日進攻硫磺島，並於 4 月 1 日進攻沖繩，期間他們在 3 月 26 日登陸

座間味群島，接著於 3 月 27 日佔領渡嘉敷島，將慶良間群島收入囊中。  

 

本行程將按時間順序，帶您逐一遊覽渡嘉敷北部多個與戰爭相關的重要遺址。雖然起點的

西山可以徒步攀登，但大多數遊客還是偏好騎摩托車或駕車前往，因為這段路程相當陡峭

而且沒有遮蔽。六處遺址的分布大致如下：位於西山山頂的國立沖繩青少年交流之家內有

三處遺址，另一處遺址位於返回渡嘉敷村的半路上，還有兩處遺址在渡嘉敷村內。 

 

行程 

抵達起點 

從渡嘉敷村向南出發，經村道青年之家線，前往位於西山山頂的國立沖繩青少年交流之家。

請前往接待區，告訴工作人員您已到達。您可以在西山和渡嘉敷村使用渡嘉敷島地圖，確

定自己所在的位置。 

 

1.侵略的開始 

進入國立沖繩青少年交流之家後，前往西山觀景台。站在觀景台上，可將渡嘉敷島西邊的

整個座間味群島（座間味島、安室島、阿嘉島、慶留間島和外地島）盡收眼底，還可以欣

賞渡名喜島、粟國島和久米島。3 月 23 日，美軍開始對座間味群島展開空中和海上轟炸；

3 月 26 日，美軍登陸座間味。 

 

2.平民集體自殺事件遺址 

3 月 27 日，美軍進軍渡嘉敷島，從西部的渡嘉志久海灘登陸。許多在叢林中避難的島上

居民不願落入敵人手中，於是選擇自我了斷。您可以參觀其中一處集體自殺事件遺址，，這

裡正是美軍登陸後第二天（3 月 28 日），發生數百名平民自殺事件的所在地。穿過舊美軍



倉庫旁邊的一扇大門，繞過紀念碑，沿著階梯進入山上的森林，直到抵達一片四周立著圍

欄的空地，這裡就是集體自殺事件的遺址。在回程路上，您可以停下來閱讀紀念碑後方的

解說板，上面重印了當時美國報紙中的文章，文章中詳細記錄了登島美軍士兵因他們無意

引發的自殺事件而產生的恐懼感。 

 

3.沖繩島戰役 

接下來前往東邊的觀景台，，從這裡可以到到島島（北北方）、前島（正前方）、慶瀨島島（前

島以北的三個小島）和沖繩島。3 月 29 日，隨著慶良間群島有組織的抵抗宣告失敗，美軍

迅速前進，於 3 月 31 日控制了前島和神山島（慶瀨島島三島之一），然後於 4 月 1 日登陸

沖繩。  

 

據官方記載，沖繩島戰役在 6 月 22 日結束之前持續了 82 天，但一直到 9 月都持續有小規

模衝突。這是一場極其血腥的戰役，約有 12,500 名美國士兵、94,000 名日本士兵和數量不

詳的沖繩平民（據估計高達 30 萬人口的一半）喪生。  

 

4.慶良間戰歿者紀念碑 

您需要開車向著渡嘉敷的方向往回走三分之二的路程，才能到達下一個地點。經過直升機

停機坪後，您就會到到白玉之塔戰爭紀念碑的標誌。這座紀念碑最初建於西元 1951 年 3

月 28 日，也就是美軍登陸 6 年後，是為了紀念島上居民、日本士兵、軍隊聘僱的民工和

防衛隊成員而立，原先位於西山的實際集體自殺事件遺址，但在美國於西元 1962 年出於

軍事目的徵用西山後便移至現址。 

 

5.彈痕累累的石灰岩牆 

下一站是與渡嘉敷村渡嘉敷神社相距不遠的根元宅邸巨大石灰岩牆。這裡曾矗立著一棟富

麗堂皇的房屋，一位富裕的船長居住於此，但房屋在戰爭中遭到毀壞，僅牆壁保留下來。

到到您能否在石灰岩牆壁上找到彈痕。牆壁上較大的凹坑是戰鬥機的機關槍所留下，較小

的凹坑則是手持武器造成的。外牆北邊角落的顏色與其他地方不同，因為這部分的牆壁在

二戰中被毀，現在已經過重建。 

 

6.伊江村民收容地 

渡嘉敷村的最後一處遺址是伊江村民收容地紀念碑，。當時，美軍定定在瀨島島（位於渡嘉

敷島北方 70 公里處）建立向日本本土進攻的基地，並將瀨島島約 1,700 名村民遷移至渡

嘉敷村。經歷美軍轟炸後，只有部分居民能搬進少數倖免於難的房屋和附屬建築中，許多

人不得不住在帳篷中。西元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後，在深山中避難的當地居民得以

回到原本生活的地方，使得渡嘉敷當地人和被扣押的瀨島島居民不得不擠在一起生活，這

種情況持續了大約 2 年，直到美軍允許瀨島島居民回到自己的故鄉才結束。 



 

渡嘉敷內其他戰爭相關遺址 

特攻艇掩體（渡嘉志久海灘） 

戰跡碑（村道阿波連線） 

赤松隊本部壕（國立沖繩青少年交流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