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87年（明治20年），上砂川炭田的發現引領了這片土地的開發，1899年

（明治32年），來自福井縣鶉村包括山內甚之助在內的8名拓荒者，開始了

拓墾之旅，並成為當地的開端。1914年（大正3年），三井礦山株式會社成

立，拉開了這座石炭之城的歷史序幕。1918年（大正7年），三井專用鐵道

開通連接砂川和上砂川之間，為石炭產業的發展帶來了助力。三井公司不斷

開挖礦坑，同時在此投入建造發電廠、學校、水道和醫院，迅速推動了上砂

川町的繁榮，居民數量飆升至2萬人，於是便展開了分町的運動。1949年

（昭和24年），「上砂川町」自當時的砂川町和歌志内町劃分出一部分地區

而成立。然後，隨著煤炭產量的增加，1952年（昭和27年）人口達到了最高峰32,103人。然而，能源革命的推進使得1987年

（昭和62年）礦山停產，終結了長達73年的煤礦歷史。上砂川町將三井砂川中央竪坑重新利用，成立了無重力實驗中心，雖然

後來關閉，但仍是上砂川的象徵。1994年（平成6年），上砂川線停運，曾成為電視劇拍攝地點的上砂川站搬遷至現址，成為

當地的名勝之一。「炭礦館」作為能讓人們回顧歷史，認識煤礦歷史的設施，舉辦各種展覽和活動，積極推動以歷史為根基的

交流計劃，增近人們的互動交流，將煤礦產地的遺產傳承給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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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明治13年），福岡藩出身且曾擔任內務官的月形潔擔任團長，率領監獄選

址調查隊抵達此地。隔年的1881年（明治14年）9月3日，為容納政治犯等人並開拓

北海道，樺戶集治監（當時的監獄）成為國內第三所正式設立的監獄。隨著監獄的

建立，看守與其家屬也遷入此地，相關的運輸與物資供應地點也逐漸增加。

這片原野由囚犯們開墾成了農田與耕地。從1887年（明治20年）開始，與空知集治

監（三笠）共同合作，開辟了國道12號的前身——上川道路，連接北見道路往網

走，樺戶和市來知之間的樺戶道路，還有連結月形與增毛的天塩道路等，為開墾工

作奠定了基礎。然而，1919年（大正8年），隨著囚犯減少與對於過度勞役所致事

故的強烈批評，樺戶集治監被廢除。此後，1935年（昭和10年），札幌至沼田的鐵

路——札沼線的開通，將月形由監獄之鎮轉變為農業之鎮。隨著農家聚落增多，商

店等設施也逐漸擴展，不僅有種植稻米，還有花卉、哈密瓜、西瓜、蕃茄等果菜的栽培，延續至今的月形農業。1983年（昭和

58年），隨著東京都中野監獄廢止，月形監獄重啟，月形再度扮演「更生之鎮」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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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田町的煤礦歷史是1873年（明治6年）時，來曼前來調查，為煤礦開發打下基礎作為開

端。到了1894年（明治27年），富山縣的沼田喜三郎率領18戶家庭自鄉里遷徙至此，開啟

了開墾之路。1914年（大正3年），自北龍村分離並更名為上北龍村，隨後於1922年（大

正11年）正式更名為沼田村。1910年（明治43年），為運輸煤炭、木材和海產品至留萌

港，增設了留萌本線鐵路，1930年（昭和5年），明治礦業株式會社成立了昭和炭礦，同

時淺野雨龍炭礦株式會社也成立了淺野炭礦。於是在惠比島站和昭和站興建了炭礦線，於

1961年（昭和36年）由九州礦山株式會社又開設了太刀別炭礦。

然而，隨著能源從煤炭轉向石油，1968年（昭和43年）淺野炭礦停止運營，接著昭和炭礦

和太刀別炭礦於次年結束，使得留萌鐵路失去存在的意義並被廢止。在昭和30年代的全盛

時期，居住在淺野地區的人口曾達約5000人，但因沼田水壩的建設，使得城市的一部分地

區被淹沒在水庫之下。煤礦停運後，沼田町轉型為以稻米為中心的農業之鎮。然而，留萌鐵路和昭和炭礦使用的「克勞斯15號

蒸汽機關車」等作為沼田町的指定文化財被保存了下來。位於幌新溫泉附近的「沼田町炭礦資料館」還展示了各煤礦的歷史，

扮演著傳遞城市歷史到日本國內外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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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樽市的歷史可以追溯至1869年（明治2年），當時在小樽港設立的海關所，成為了其後

發展的重要契機。在此之前只能允許在北海道南部地區通行的商船，可以在此通行，港口

也開始有來自本州各地的北前船停靠。

隨後，小樽被選為空知地區煤炭的出口港，決定了現代都市小樽的發展軌跡。1882年（明

治15年）正式開通的官營幌內鐵道不僅是煤炭運輸的幹線，還是運送北海道內陸地區物資

的重要通道。在這一時期，隨著移民湧入北海道並增加內陸農產品的運出量，小樽港成為

超越函館港的北海道門戶。在這段時期，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文化財就是「炭鐵港」中唯一

的國家指定重要文化財物，即舊手宮鐵道設施。此外，日本首座的外洋性防波堤——「北

防波堤」建成後，被譽為「繼神戶、橫濱之後的商港」，成為支撐北海道經濟，包括產煤

區空知地區等的重要據點。

戰後，支持空知市民生活的行商人們開始在小樽站周邊經營起來，其中的「小樽中央市場」也成為日本遺產中唯一至今仍持續

營運的市場。小樽市民呼籲保存小樽運河的聲浪成為契機，推動小樽積極保存並善加利用市內眾多的近代遺產，開啟了全新的

新城市建設。例如，透過整備幌內鐵道遺址成為散步路線等舉措，小樽成功保留了眾多文化遺產，並使其活躍於當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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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町的追分地區在1892年（明治25年）北海道煤礦鐵路岩見澤站

至室蘭站間開通時，同步建立了「追分機關車庫」，長期以來成為鐵

路的重要樞紐不斷發展。由於這裡是室蘭本線和夕張線（現稱石勝

線）的匯合點，為從空知地區和夕張開採的煤炭運往室蘭的中繼站，

常常配置超過60台以上的機關車，是北海道五大著名機關車廠區之

一。1975年（昭和50年），室蘭至岩見澤間最後一班由SL(蒸汽機關

車)牽引的定期客運列車運行。同年，追分至夕張間也有SL的貨運列

車運行。隨著煤炭專用列車抵達追分站內，所有國鐵本線的SL逐漸消

失退役。1992年（平成4年），駕駛員編入追分站，2005年（平成17

年）再編入岩見澤整備機廠，追分的整備基地使命也就此告終。隨後

於2019年（平成31年）開設了附設鐵路資料館的「道路休息站 安平D51驛站」。這裡展出了蒸汽機關車「D51 320號機」和各種鐵

路相關資料。由安平町追分SL保存協力會負責整修和保存的「D51 320號機」在日本國內屬罕見，獨具美感，透過當地人的努力，

將這些鐵路歷史傳承給了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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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山町的歷史可以追溯至1888年（明治21年），當時宮城縣角田藩士泉麟太郎先生創立了「夕張開墾

起業組合」，開啟了當地定居的序幕。1890年（明治23年）成立了「角田村」，1900年（明治33

年）建立了角田村戶長役場。當年，原本在札幌創業的小林酒造因夕張的煤礦開發興盛，因此將酒莊

遷移至距離夕張不遠、自然豐富、水資源充沛的栗山地區。

在開墾計劃和雙重煤礦開採的推動下，栗山逐漸蓬勃發展。1926年（大正15年），為運輸夕張的煤炭

等物資，北海道炭礦鐵道開通了夕張鐵道（栗山至新夕張之間的主線）。1928年（昭和3年）室蘭本

線竣工通車。1930年（昭和5年），夕張鐵道開通了野幌至栗山間的路段，使得栗山站成為兩條鐵路

線的交匯點。進入昭和時期，隨著北炭角田炭礦的發展，人口突破了20,000人，並

增設了角田炭礦專用鐵道。1949年（昭和24年）町制實施，正式更名為「栗山

町」，1963年（昭和38年）將行政機關從角田遷移至栗山。

然而，隨著煤炭產業衰退，1970年（昭和45年）角田炭礦結束營運。鐵路運輸減

少，夕張鐵道於1975年（昭和50年）停止運行。栗山轉以農業為主要產業，並將如

小林酒造的酒藏等從歷史建築傳承下來，成為栗山重要的交流和旅遊據點之一。

栗山町的歷史可以追溯至1888年（明治21年），當時宮城縣角田藩士泉麟太郎先生創立了「夕張開墾

起業組合」，開啟了當地定居的序幕。1890年（明治23年）成立了「角田村」，1900年（明治33

年）建立了角田村戶長役場。當年，原本在札幌創業的小林酒造因夕張的煤礦開發興盛，因此將酒莊

遷移至距離夕張不遠、自然豐富、水資源充沛的栗山地區。

在開墾計劃和雙重煤礦開採的推動下，栗山逐漸蓬勃發展。1926年（大正15年），為運輸夕張的煤炭

等物資，北海道炭礦鐵道開通了夕張鐵道（栗山至新夕張之間的主線）。1928年（昭和3年）室蘭本

線竣工通車。1930年（昭和5年），夕張鐵道開通了野幌至栗山間的路段，使得栗山站成為兩條鐵路

線的交匯點。進入昭和時期，隨著北炭角田炭礦的發展，人口突破了20,000人，並

增設了角田炭礦專用鐵道。1949年（昭和24年）町制實施，正式更名為「栗山

町」，1963年（昭和38年）將行政機關從角田遷移至栗山。

然而，隨著煤炭產業衰退，1970年（昭和45年）角田炭礦結束營運。鐵路運輸減

少，夕張鐵道於1975年（昭和50年）停止運行。栗山轉以農業為主要產業，並將如

小林酒造的酒藏等從歷史建築傳承下來，成為栗山重要的交流和旅遊據點之一。

夕張市的歷史可追溯至1874年（明治7年），當時美國礦山地質學者本傑明・史密斯・

來曼(Benjamin Smith Lyman)率領的探險隊在夕張川上游調查了煤礦地質。隨後於1888

年（明治21年），道廳的技師坂市太郎在志幌加別川上游發現了煤炭的大露頭，開啟了

「炭礦之城夕張」的歷史。1890年（明治23年），北海道炭礦鐵道公司（北炭）開採了

夕張的煤礦，夕張因此成為了煤礦之城並逐漸繁榮起來，同時北炭和三菱等相關產業也

蓬勃發展。

到了1960年（昭和35年），夕張市人口達到116,908人，但在昭和40年代，能源需求由

煤炭轉向石油，導致煤礦逐漸停止運營。1990年（平成2年），三菱石炭礦業南大夕張

煤礦停止運營，結束了「炭礦之城夕張」的時代。此後，夕張的重心也朝著「從煤礦走

向觀光」的方向轉舵。

利用舊有的煤礦遺址建立了主題公園「石炭歷史村」，並於1980年（昭和55年）開設了石炭博物館等，人們以各種方式充分利用了殘存的

煤礦遺產。2007年（平成19年），夕張市成為財政再建團體，但石炭博物館經過2018年（平成30年）全面改建重新開放後，成為一個讓人

深入了解城市歷史、居民生活以及煤礦產業的核心設施。煤礦遺產持續作為地方資源，促進了交流並培養了對家鄉的情感。

夕張市的歷史可追溯至1874年（明治7年），當時美國礦山地質學者本傑明・史密斯・

來曼(Benjamin Smith Lyman)率領的探險隊在夕張川上游調查了煤礦地質。隨後於1888

年（明治21年），道廳的技師坂市太郎在志幌加別川上游發現了煤炭的大露頭，開啟了

「炭礦之城夕張」的歷史。1890年（明治23年），北海道炭礦鐵道公司（北炭）開採了

夕張的煤礦，夕張因此成為了煤礦之城並逐漸繁榮起來，同時北炭和三菱等相關產業也

蓬勃發展。

到了1960年（昭和35年），夕張市人口達到116,908人，但在昭和40年代，能源需求由

煤炭轉向石油，導致煤礦逐漸停止運營。1990年（平成2年），三菱石炭礦業南大夕張

煤礦停止運營，結束了「炭礦之城夕張」的時代。此後，夕張的重心也朝著「從煤礦走

向觀光」的方向轉舵。

利用舊有的煤礦遺址建立了主題公園「石炭歷史村」，並於1980年（昭和55年）開設了石炭博物館等，人們以各種方式充分利用了殘存的

煤礦遺產。2007年（平成19年），夕張市成為財政再建團體，但石炭博物館經過2018年（平成30年）全面改建重新開放後，成為一個讓人

深入了解城市歷史、居民生活以及煤礦產業的核心設施。煤礦遺產持續作為地方資源，促進了交流並培養了對家鄉的情感。

1882年（明治15年）11月13日，隨著官營幌內鐵道幌內至手宮段全線通車，開啟了

1884年（明治17年）至1885年（明治18年）間的岩見澤開拓計劃。1891年（明治24

年）岩見澤至歌志内段鐵路通車，次年岩見澤至輪西（室蘭）之間的鐵路也陸續開

通，使其成為陸上交通的重要樞紐。1905年（明治38年），當時的栗澤村（今岩見

澤市栗澤町）開採了萬字煤礦，隨後1914年（大正3年）萬字線全線開通，1918年

（大正7年）美流渡煤礦開採，1919年（大正8年）隨著朝日煤礦正式運作，朝日站

也開始運作，這些煤礦與鐵路的發展促進了周邊地區的繁榮。

1926年（大正15年）建成的調車場，最初的平均每日調度車輛的能力為1,617輛，到

了1953年（昭和28年）至1957年（昭和32年）的改良工程後增至1,800輛，1959年（昭和34年）至1962年（昭和37年）的志文至岩見澤段增

設工程使其調度車輛的能力提升至每日2,500輛，隨著貨物和煤炭運輸量增加，煤炭產業的衰退，岩見澤作為鐵路城市也面臨著變革的時刻。

現在的岩見澤站作為鐵路城市的象徵，採用刻印磚和古老的鐵軌等材料建造，憑藉適合鐵路城市的設計，獲得了優良設計獎。

煤炭產業雖然已經衰退，但借助在產業發展過程中建構完成的豐富交通網絡和都市機能，岩見澤有望成為空知地區的核心城市，開創地區的新

歷史。

1882年（明治15年）11月13日，隨著官營幌內鐵道幌內至手宮段全線通車，開啟了

1884年（明治17年）至1885年（明治18年）間的岩見澤開拓計劃。1891年（明治24

年）岩見澤至歌志内段鐵路通車，次年岩見澤至輪西（室蘭）之間的鐵路也陸續開

通，使其成為陸上交通的重要樞紐。1905年（明治38年），當時的栗澤村（今岩見

澤市栗澤町）開採了萬字煤礦，隨後1914年（大正3年）萬字線全線開通，1918年

（大正7年）美流渡煤礦開採，1919年（大正8年）隨著朝日煤礦正式運作，朝日站

也開始運作，這些煤礦與鐵路的發展促進了周邊地區的繁榮。

1926年（大正15年）建成的調車場，最初的平均每日調度車輛的能力為1,617輛，到

了1953年（昭和28年）至1957年（昭和32年）的改良工程後增至1,800輛，1959年（昭和34年）至1962年（昭和37年）的志文至岩見澤段增

設工程使其調度車輛的能力提升至每日2,500輛，隨著貨物和煤炭運輸量增加，煤炭產業的衰退，岩見澤作為鐵路城市也面臨著變革的時刻。

現在的岩見澤站作為鐵路城市的象徵，採用刻印磚和古老的鐵軌等材料建造，憑藉適合鐵路城市的設計，獲得了優良設計獎。

煤炭產業雖然已經衰退，但借助在產業發展過程中建構完成的豐富交通網絡和都市機能，岩見澤有望成為空知地區的核心城市，開創地區的新

歷史。

1873年（明治6年）時，榎本武揚擔任開拓使的煤礦職責，並於該年提交了「石炭山

取調書」，這成為開拓使開發幌內煤山的契機。接著，美國地質學家來曼在次年調

查了美唄煤田，並在1876年的《日本蝦夷地質要略之圖》中介紹，自明治20年代展

開對美唄煤田礦區的探索工作。1889年，徳田與三郎調查了美唄川上游等地的煤

層。在明治後期，東美唄地區和南美唄地區進行了小規模的開採，持續到了大正和

昭和時期，三菱和三井等大型財閥也展開了大規模採礦。隨著煤礦業的發展，這裡

的人口增加，1925年透過町制實施成為沼貝町（次年更名為美唄町），1950年成為

北海道第15個市。為了大量運送煤炭，三菱美唄鐵道、三菱茶志內鐵道、三井南美

唄支線相繼開通。然而，1960年代煤炭工業成了「夕陽產業」，導致1963年三井美唄煤礦停產，1972年三菱美唄煤礦關閉，美唄鐵道也停

駛。隨之而來的是，1973年北菱我路煤礦也結束營運，意味著美唄市內所有煤礦的坑口都被封閉了。在礦山關閉後，1990年，三菱美唄煤礦

竪坑櫓（上風口和下風口）被捐贈給了市政府，並在炭礦紀念森林公園中展示著威容。與此同時，在東美唄地區的舊榮小學腹地內，於1992

年（平成4年）開設了展示美唄出身雕塑家安田侃作品的藝術文化交流場所「Arte Piazza Bibai」（在2016（平成28）年改名為「安田侃雕塑

美術館Arte Piazza Bibai」），也成為了觀光資源受到關注。

1873年（明治6年）時，榎本武揚擔任開拓使的煤礦職責，並於該年提交了「石炭山

取調書」，這成為開拓使開發幌內煤山的契機。接著，美國地質學家來曼在次年調

查了美唄煤田，並在1876年的《日本蝦夷地質要略之圖》中介紹，自明治20年代展

開對美唄煤田礦區的探索工作。1889年，徳田與三郎調查了美唄川上游等地的煤

層。在明治後期，東美唄地區和南美唄地區進行了小規模的開採，持續到了大正和

昭和時期，三菱和三井等大型財閥也展開了大規模採礦。隨著煤礦業的發展，這裡

的人口增加，1925年透過町制實施成為沼貝町（次年更名為美唄町），1950年成為

北海道第15個市。為了大量運送煤炭，三菱美唄鐵道、三菱茶志內鐵道、三井南美

唄支線相繼開通。然而，1960年代煤炭工業成了「夕陽產業」，導致1963年三井美唄煤礦停產，1972年三菱美唄煤礦關閉，美唄鐵道也停

駛。隨之而來的是，1973年北菱我路煤礦也結束營運，意味著美唄市內所有煤礦的坑口都被封閉了。在礦山關閉後，1990年，三菱美唄煤礦

竪坑櫓（上風口和下風口）被捐贈給了市政府，並在炭礦紀念森林公園中展示著威容。與此同時，在東美唄地區的舊榮小學腹地內，於1992

年（平成4年）開設了展示美唄出身雕塑家安田侃作品的藝術文化交流場所「Arte Piazza Bibai」（在2016（平成28）年改名為「安田侃雕塑

美術館Arte Piazza Bibai」），也成為了觀光資源受到關注。

赤平的煤炭歷史可以追溯到1857年（安政4年），當時為北海道命名的松浦武四郎在空知川沿

岸發現了煤炭。然而因當時缺乏運輸手段，煤礦開發並未迅速進展。直到1913年（大正2年）

瀧川至下富良野間的鐵路通車後，許多煤礦才開始相繼開挖。1918年（大正7年），茂尻煤礦

成為赤平的第一座大型煤礦，隨後豐里煤礦（1937年）、赤間煤礦和住友赤平炭礦（1938年）

等大型煤礦陸續開始運營，使赤平共有77處中小型煤礦。

隨著眾多煤礦的運作，赤平的人口也隨之增加，1954年（昭和29年）成為北海道第18個市。

到了1960年（昭和35年），人口達到最高峰的59,430人，赤平站的貨物處理量甚至超過了大

阪的梅田站，成為日本第一大站，支撐了該地區的發展。然而，從昭和30年代末期開始，石炭

產業開始衰退，直至1994年（平成6年），最後一座煤礦停產，結束了赤平的「煤炭歷史」。

此後，赤平開始轉型為工業城市，積極吸引製造業企業，並在2003年（平成15年）舉辦第6屆

國際礦山歷史會議後，人們開始更加重視保存煤礦遺產。2016年（平成28年），赤平市從住石材料公司（Sumiseki Materials）無償接管了

舊住友赤平煤礦的設施，並於2018年（平成30年）開設了赤平市煤礦遺產導覽設施，承擔著將赤平煤炭歷史傳承至今的重要角色。

赤平的煤炭歷史可以追溯到1857年（安政4年），當時為北海道命名的松浦武四郎在空知川沿

岸發現了煤炭。然而因當時缺乏運輸手段，煤礦開發並未迅速進展。直到1913年（大正2年）

瀧川至下富良野間的鐵路通車後，許多煤礦才開始相繼開挖。1918年（大正7年），茂尻煤礦

成為赤平的第一座大型煤礦，隨後豐里煤礦（1937年）、赤間煤礦和住友赤平炭礦（1938年）

等大型煤礦陸續開始運營，使赤平共有77處中小型煤礦。

隨著眾多煤礦的運作，赤平的人口也隨之增加，1954年（昭和29年）成為北海道第18個市。

到了1960年（昭和35年），人口達到最高峰的59,430人，赤平站的貨物處理量甚至超過了大

阪的梅田站，成為日本第一大站，支撐了該地區的發展。然而，從昭和30年代末期開始，石炭

產業開始衰退，直至1994年（平成6年），最後一座煤礦停產，結束了赤平的「煤炭歷史」。

此後，赤平開始轉型為工業城市，積極吸引製造業企業，並在2003年（平成15年）舉辦第6屆

國際礦山歷史會議後，人們開始更加重視保存煤礦遺產。2016年（平成28年），赤平市從住石材料公司（Sumiseki Materials）無償接管了

舊住友赤平煤礦的設施，並於2018年（平成30年）開設了赤平市煤礦遺產導覽設施，承擔著將赤平煤炭歷史傳承至今的重要角色。

三笠市是北海道現代煤礦和鐵路的發源地。1868年（明治元年），在幌內發現了煤炭，

1879年（明治12年）幌內煤礦作為官營煤礦開始運營。隨後，1882年（明治15年），為了

開拓北海道並確保煤礦勞動力，在市来知設立了空知集治監（現今的監獄），同年，為了

運輸從幌內煤礦開採的煤炭，建立了北海道第一條鐵路，連接幌內至手宮（小樽）。

在接下來的年代裡，幾春別煤礦、奔別煤礦等多個煤礦開始開採。到了昭和時期，隨著機

械化的進步，大規模的煤炭開採成為了常態。三笠市人口也逐漸增加，到了1959年（昭和

34年）達到了62,781人。然而，因受到能源政策的轉變以及煤礦事故等因素影響，幾春別

煤礦於1957年（昭和32年）、奔別煤礦於1971年（昭和46年），幌內煤礦於1989年（平

成元年）相繼停產。

三笠市為有效利用殘存的煤礦遺產，1987年（昭和62年）成立了三笠鐵道紀念館，1990年（平成2年）建立了保有幌內太站舍等的克勞福德

公園（Crawford Park）。同時，為了將這些珍貴的煤礦遺產連結作為大地遺產的故事，2013年（平成25年）三笠地質公園被認定為地質公

園。以地質公園為基礎，活用煤礦遺產，推出符合炭鐵港歷史的導覽行程等，讓市內外的人們享受這段歷史，並積極推動城市發展。

三笠市是北海道現代煤礦和鐵路的發源地。1868年（明治元年），在幌內發現了煤炭，

1879年（明治12年）幌內煤礦作為官營煤礦開始運營。隨後，1882年（明治15年），為了

開拓北海道並確保煤礦勞動力，在市来知設立了空知集治監（現今的監獄），同年，為了

運輸從幌內煤礦開採的煤炭，建立了北海道第一條鐵路，連接幌內至手宮（小樽）。

在接下來的年代裡，幾春別煤礦、奔別煤礦等多個煤礦開始開採。到了昭和時期，隨著機

械化的進步，大規模的煤炭開採成為了常態。三笠市人口也逐漸增加，到了1959年（昭和

34年）達到了62,781人。然而，因受到能源政策的轉變以及煤礦事故等因素影響，幾春別

煤礦於1957年（昭和32年）、奔別煤礦於1971年（昭和46年），幌內煤礦於1989年（平

成元年）相繼停產。

三笠市為有效利用殘存的煤礦遺產，1987年（昭和62年）成立了三笠鐵道紀念館，1990年（平成2年）建立了保有幌內太站舍等的克勞福德

公園（Crawford Park）。同時，為了將這些珍貴的煤礦遺產連結作為大地遺產的故事，2013年（平成25年）三笠地質公園被認定為地質公

園。以地質公園為基礎，活用煤礦遺產，推出符合炭鐵港歷史的導覽行程等，讓市內外的人們享受這段歷史，並積極推動城市發展。

蘆別的開拓始於1893年（明治26年），煤礦開挖則在1897年（明治30年）開始。1913年（大正

2年）瀧川至富良野間鐵路通車後，以三菱礦業全面展開煤礦開採為契機，蘆別市的煤礦產業逐

漸擴大。1938年（昭和13年）啟動了高根礦業所的開採，翌年三井礦業所一號坑也開始開採。

1940年（昭和15年）建立了三井礦山蘆別專用鐵路，作為專門運送煤礦的路段。1944年（昭和

19年）明治礦業收購了東蘆別煤礦並開始運營，1947年（昭和22年）油谷炭礦開始開採，被稱

為「蘆別五山」的五大公司相繼開始開採，使得人口在1959年（昭和34年）達到7萬5千人的最

高峰，建立了「煤礦之城蘆別」。然而在1960年代，能源轉向石油，許多煤礦停止開採，到了

1992年（平成4年）隨著三井蘆別煤礦的結束，蘆別地區的地下採礦也走入歷史。

在主要產業陷入困境的情況下，蘆別市為了重振城市活力，致力於企業招

募和旅遊開發。近年來，舊頼城小學在活動期間向外開放，舊三井蘆別鐵

道炭山川橋梁的觀景平台和觀光停車區也得到整修。這樣的舉措將現存的

煤礦遺產、美麗的自然環境及特產相結合成了當地的魅力，期待能成為旅

遊資源之一，發揮其作用。

蘆別的開拓始於1893年（明治26年），煤礦開挖則在1897年（明治30年）開始。1913年（大正

2年）瀧川至富良野間鐵路通車後，以三菱礦業全面展開煤礦開採為契機，蘆別市的煤礦產業逐

漸擴大。1938年（昭和13年）啟動了高根礦業所的開採，翌年三井礦業所一號坑也開始開採。

1940年（昭和15年）建立了三井礦山蘆別專用鐵路，作為專門運送煤礦的路段。1944年（昭和

19年）明治礦業收購了東蘆別煤礦並開始運營，1947年（昭和22年）油谷炭礦開始開採，被稱

為「蘆別五山」的五大公司相繼開始開採，使得人口在1959年（昭和34年）達到7萬5千人的最

高峰，建立了「煤礦之城蘆別」。然而在1960年代，能源轉向石油，許多煤礦停止開採，到了

1992年（平成4年）隨著三井蘆別煤礦的結束，蘆別地區的地下採礦也走入歷史。

在主要產業陷入困境的情況下，蘆別市為了重振城市活力，致力於企業招

募和旅遊開發。近年來，舊頼城小學在活動期間向外開放，舊三井蘆別鐵

道炭山川橋梁的觀景平台和觀光停車區也得到整修。這樣的舉措將現存的

煤礦遺產、美麗的自然環境及特產相結合成了當地的魅力，期待能成為旅

遊資源之一，發揮其作用。

1872年（明治5年），室蘭港開港，次年1873年（明治6年），完成函館至森、再經〈海路〉的室蘭至札

幌的「札幌本道」完成。從那時起至1892年（明治25年）的鐵路建設，1894年（明治27年）被指定為

特殊出口港，室蘭成為19世紀後半因為良好的天然港口以及從空知地區運送煤炭而繁榮的煤炭運出港

口。隨後，1907年（明治40年）日本製鋼所、1909年（明治42年）北海道炭礦汽船輪西製鐵場的設

立，使室蘭在20世紀初發展為鋼鐵工業之城。室蘭港在鼎盛時期被視為北海道內最大的煤炭運出港口，

將約六成的北海道內煤炭運往日本本州。然而，隨著能源轉型為石油，室蘭港在1976年（昭和51年）終

止了作為煤炭運出港口的角色，但仍然扮演臨海工業港口和背後地區流通樞紐的角色，持續支持北海道

工業區域的發展。室蘭因其鐵路和煤炭發展，被譽為「港城」和「鋼鐵之城」，為

北海道甚至日本的現代化做出了貢獻。在眾多工廠林立的港灣內，稍稍轉換視角，

就能感受到豐富的大自然。近年來，室蘭以其獨特的地形和歷史成為「工廠夜

景」、電視劇和電影拍攝場地等的熱門拍攝地點，吸引了眾多目光。1912年（明治

45年）建成的舊室蘭站為北海道內車站中最古老的木造建築物，於1999年（平成11

年）被列為國家有形文化財，持續延續著以歷史和地方特色為基礎的城市發展。

1872年（明治5年），室蘭港開港，次年1873年（明治6年），完成函館至森、再經〈海路〉的室蘭至札

幌的「札幌本道」完成。從那時起至1892年（明治25年）的鐵路建設，1894年（明治27年）被指定為

特殊出口港，室蘭成為19世紀後半因為良好的天然港口以及從空知地區運送煤炭而繁榮的煤炭運出港

口。隨後，1907年（明治40年）日本製鋼所、1909年（明治42年）北海道炭礦汽船輪西製鐵場的設

立，使室蘭在20世紀初發展為鋼鐵工業之城。室蘭港在鼎盛時期被視為北海道內最大的煤炭運出港口，

將約六成的北海道內煤炭運往日本本州。然而，隨著能源轉型為石油，室蘭港在1976年（昭和51年）終

止了作為煤炭運出港口的角色，但仍然扮演臨海工業港口和背後地區流通樞紐的角色，持續支持北海道

工業區域的發展。室蘭因其鐵路和煤炭發展，被譽為「港城」和「鋼鐵之城」，為

北海道甚至日本的現代化做出了貢獻。在眾多工廠林立的港灣內，稍稍轉換視角，

就能感受到豐富的大自然。近年來，室蘭以其獨特的地形和歷史成為「工廠夜

景」、電視劇和電影拍攝場地等的熱門拍攝地點，吸引了眾多目光。1912年（明治

45年）建成的舊室蘭站為北海道內車站中最古老的木造建築物，於1999年（平成11

年）被列為國家有形文化財，持續延續著以歷史和地方特色為基礎的城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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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鐵港」是旨在以煤炭、鋼鐵、港口和鐵路等主題，連結構成近代北海道的三個城市（空知、室蘭、

小樽），並藉此創造人類和知識新動能的計畫。

自從開拓使於 1869 年（明治 2 年）成立以來，僅經過短短的 150 年，北海道的人口從不到 5 萬人

增長了近 100 倍，發展成一個多姿多彩的社會。深入研究其歷史，我們可以發現空知、室蘭和小樽，

以及穿越其中的鐵路所上演的產業革命故事。

擁有炭鐵港遺產的城市

日本遺產官方網站
https://japan-heritage.bunka.go.jp/ja/

炭鐵港入口網站
https://3city.net/

何謂日本遺產？
「日本遺產（Japan Heritage）」 是指透過各地區獨特的歷史魅力和特色，述說日

本文化和傳統的故事，同時必須獲得文化廳的認證。這些故事基於多樣的有形和

無形的文化資產，由地方主導，透過整合性的地區活化計畫實踐，包括資源的開

發與運用，並以策略性手段在日本國內外宣揚，以激發當地的活力與魅力。

【從北海道，看日本的國策！～北方的產業革命「炭鐵港」～】

於 2019 年（令和元年）被認定為日本遺產。

炭 鐵 港 故 事
北海道的現代化是以 1872 年（明治 5年）小樽興建石造碼頭作為開端︒隨後，小樽成為北海道的門戶，而得

到更大的發展契機則是 1879 年（明治 12 年），當時開採了北海道第一座現代化煤礦——官營幌內煤礦（現今

的三笠市幌內）︒

為了運輸這些煤炭，幌內鐵路作為北海道的第一條鐵路，首先在 1880 年（明治 13 年）

開通了手宮（小樽）至札幌之間的部分路段，並在 1882 年（明治 15 年）完全通車至

幌內︒幌內鐵路不僅運輸煤炭到小樽港，在運輸進入北海

道內陸的移民和收成的農產品方面發揮了極大功能，透過

人和物資的通暢無阻，也支撐了道都札幌的發展︒

1889 年（明治 22 年），煤礦和鐵路被轉讓給由薩摩藩士堀基創立的北海道煤礦鐵道

公司（北炭），並由該公司開展了空知煤礦（歌志內）和夕張煤礦（夕張）的開發︒

隨之，1892 年（明治 25 年）鐵路延伸至室蘭，岩見澤成為道央圈東西南北的鐵路

交會點，並促成室蘭作為石炭出口港蓬勃發展的契機︒

1906 年（明治 39 年），鐵路國有化︒北炭利用出售所得與兩家英國企

業合作，在室蘭建立了日本製鐵所︒1909 年（明治 42 年）開始投入鋼

鐵生產（輪西製鐵場：現今的日本製鐵室蘭製鐵所），使得室蘭鞏固了作為鐵鋼城

市的地位︒

然而，鐵路的國有化破壞了北炭的壟斷運輸，

財閥企業紛紛進入空知，並以此為據點，勢

力擴張到在日俄戰爭中獲得的樺太︒這一轉變不僅促進了小樽

港更進一步的發展，更在 1914 年（大正 3年）催生了小樽運

河的開鑿︒

連接空知︑小樽︑室蘭三地的鐵路成為全北海道鐵路網絡的樞

紐，而這三地的主要產業——煤炭︑港口和鋼鐵，引領了北海

道的工業化︒

小樽
赤平

美唄

夕張

三笠

室蘭

蘆別

炭鐵港料理 炭鐵港料理
炭鐵港特設網站 見證過往興衰，滿足我們味蕾與胃口的珍貴飲食文化遺產

「炭鐵港」地區傳承著獨特的飲食和文化︒
現在能讓您親身品嚐和享受美味，真切感受"活生生的歷史"︒
來吧！一起品嚐︑漫步︑參與，共同傳承「炭鐵港」的故事！

GanGan鍋  赤平 GanGan鍋  赤平

含多湯  蘆別 含多湯  蘆別夕張咖哩蕎麥麵 夕張咖哩蕎麥麵

美唄烤雞串 美唄烤雞串

小樽  麵包饅頭 小樽  麵包饅頭

南向料理  三笠 南向料理  三笠

室蘭烤雞串 室蘭烤雞串

「GanGan鍋」是自古以來在赤平相

當受人們喜愛的家庭料理。這是將豬

大腸、豆腐和蔬菜用味噌燉煮而成的

湯品，是煤礦長屋飲食文化傳承下來

的地方特色美食，近年來深受當地市

民的關注，並被稱為「GanGan鍋」。

您可以在當地的餐廳品嚐到多種不同

口味的改良菜單。

為室蘭的地方美食，將豬肉和洋蔥用

炭火烤熟，再淋上特製的醬汁，搭配

黃芥末一同享用。據說這道料理源於

昭和初期的輪西地區攤販，雖然稱為

「烤雞串」，但隨著中日戰爭後政府鼓

勵養豬增加糧食供應和軍需品利用等

原因，這裡的烤雞串使用的是豬肉。

這是一款結合了麵包和饅頭特色的點

心。在北海道內以小樽為中心，甚至

傳到了札幌、夕張等地，成為煤礦工

和勞動者喜愛的點心。內餡有紅豆、

巧克力、奶油等各種口味，這種懷舊

的風味成為小樽著名的特產，至今仍

相當受歡迎。

在煤礦最繁榮的時期，這是當地煤礦

工人的主要營養來源，深受喜愛的家

鄉味。以鹽巴烤製而成的雞肉，包含

雞腿肉、雞蛋、雞肝、雞砂肝、雞心

臟等雞的各個部位，皆可在此品嚐相

當有特色。最後將剩餘的烤雞串放入

作為用餐結尾的麵食中享用，也是美

唄獨有的飲食風格。

夕張有一家名為「藤之家」的蕎麥麵店，

深受勞動環境苛刻的煤礦工人所喜愛。

這家店的招牌菜是使用豬肉的咖哩蕎麥

麵。2009年「藤之家」關閉後，為了

守護這道靈魂美食，市內的餐廳團結起

來，成立了「夕張咖哩蕎麥麵協議會」。

每家店不僅保有傳統的元素，還加入了

自己的獨特創意，因此每家店都呈現出

各自不同的風味。

這是蘆別獨有的湯品料理。其特色在

於清爽的鹽味濃湯底，並加入了豐富

的蔬菜和海鮮等食材。這道湯料理是

戰後從前滿洲地區撤離回來的人們以

前滿洲的家庭料理為靈感所創作。由

於營養豐富，能快速讓身體暖活起來，

深受礦工們的喜愛。

這是在產煤地的歌志內、三笠和夕張

地區風行一時的火鍋料理，以用味噌

燉煮馬的腸子而聞名。最初起源於江

戶時代的秋田煤礦工地，為了補充營

養而製作，後來在明治時代來到這些

地區的礦工將其視為家鄉料理而廣為

流傳。據說其名稱「南向＝馬」源自

於禁食馬肉時代所用的暗語稱號。

圖片提供：桑田屋

除此之外，在砂川和栗山這些勞工經常出入的地區，製菓業也發展蓬勃，造就當地「栗饅頭」︑「黍糰子」
等名菓的大受歡迎︒同時，栗山的「小林酒造」也與煤礦的歷史密不可分︒小樽因為早期作為港口
商業城市而繁榮，擁有眾多甜點店︒同時，作為鐵路交匯點的小樽，保留著許多傳統市場，像是昔
日運送海鮮到煤礦地區的行商組織「嗆嗆部隊」的進貨地點「小樽中央市場」等︒

尋找寶藏

炭鐵港
導 覽 地 圖

日 本 的 產 業 近 代 化 遺 產

66公里   1小時
21分鐘

36公里  54分
鐘

49公里  1小時11分鐘

45公里  1小時15分鐘

距離表 到達炭鐵港的距離
這是從構成「炭鐵港」的13個城鎮的市中心

到達炭鐵港的大約距離和開車所需時間。同時，

前往日本遺產的45處文化資產可能需要額外

的移動時間。請務必於行前與各設施聯繫以確

認詳情。

冬季期間等，可能因天候或路況不佳，
發生移動時間大幅增加的情形，敬請
留意。
此外，也建議途中若有加油站要勤於
加油。

請留意！

【搭乘鐵路時】

【利用高速公路時】

快速40分鐘快速50分鐘快速5分鐘20分鐘特急50分鐘

小樽札幌新千歲機場南千歳苫小牧室蘭

特急25分鐘特急10分鐘特急10分鐘特急5分鐘特急3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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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公里 55公里

22公里 22公里20公里 20公里

35公里 35公里30公里 30公里32公里 32公里10公里 10公里11公里 11公里22公里 22公里5公里 5公里45公里 45公里

31公里 31公里7公里 7公里

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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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公里
  42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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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分鐘

              64公里
1小時23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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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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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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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

  18公里
26分鐘

15公里
18分鐘

  14公里
18分鐘

   57公里
1小時1分鐘

6公里
  8分鐘

14公里
20分鐘

17公里
24分鐘

25公里
  38分鐘

17公里
   24分鐘

     12公里
17分鐘

20公里
  34分鐘

  49公里
1小時17分鐘

40公里   1小時3分鐘

17公里
22分鐘

35公里
37分鐘

  27公里
39分鐘

22公里
21分鐘

   38公里
43分鐘

  40公里
56分鐘

24公里
36分鐘

39公里  1小時1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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