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近期整理之史料介紹 

箱田惠子*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http://www.mofa.go.jp/mofaj/annai/honsho/shiryo/）成立於1971

年4月，隸屬於外務省，其設立之目的為收藏、整理及提供檔案之公開使用。 

外交史料館所收藏的戰前期間（1945年前）的主要史料是大致可劃分為以下

的史料群：1．幕末期間的外交記錄「正‧續通信全覽」（約 2100冊的簿冊）、2．

從外務省創設時（1869年‧明治 2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止的外交活動的

記錄「外務省記錄」（約48000冊的簿冊）、3．條約書（目錄約600件）、4．國書‧

親函（約1100份）。就戰後的外交檔案而言，凡30年以上的資料，均拍攝成縮微

膠卷，於1976年5月以後依次對外公開。另有典藏於分館，由吉田茂記念事業財

團所贈送的吉田茂相關的資料（書信‧遺物等420件）。外交史料館除了將這些史

料予以整理公開利用外，並進行外交文書編纂工作，主要是按年次出版《日本外

交書》，計「本卷」和特輯（「別卷」）共出版185冊。有關外交史料館相關出版品，

在網站http://www.mofa.go.jp/mofaj/annai/shocho/clear/kanbou03.html有一覽表。 

「外務省記錄」是外交史料館主要典藏，包括從外務省創設時到第二次世界

戰爭結束為止的外交記錄、與駐外使領館之間往返公函‧電報等外交文件，分類、

整理如下：明治‧大正時期的資料（約 22000冊的簿冊）分為 1門（政治）、2門

（條約）等 8個類別；昭和戰前期的資料（約 26000冊的簿冊）是按「ABC式分

類」方式分為A門（政治‧外交）、B門（條約‧協定‧國際會議）等16個類別。

關於戰前期間「外務省記錄」，已出版《外交史料館所藏外務省記錄總目錄  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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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共3冊（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編、原書房、1992-1993年），可以提供檢索查尋。

（關於戰後資料，外交史料館裡備有縮微膠卷檢索目錄。） 

另 外 ， 於 2001年 11 月 設 立 的 「 亞 洲 歷 史 資 料 中 心 」

http://www.jacar.go.jp/index.htm，將日本政府各部門和機關所收藏的關於日本與其他

亞洲諸國之間的歷史資料，予以數位化，並於網路上公開，其內容亦包括戰前期

「外務省記錄」。截至2003年8月止，開放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有關戰前期「外

務省記錄」包括1門（政治）之1類（帝國外交）、2類（諸國外交）、A門（政治‧

外交）的全部以及「調書」（外務省各單位，因職務所需為特定事件所匯集的資料）。

未來一年，將陸續公開的資料有：1門（政治）（從 3類（宣傳）到 7類（國際企

業））、C門（軍事）以及 I門（文化‧宗教‧衛生‧勞動及社會問題）。而預定在

二年以內公開的資料有：B門（條約‧協定‧國際會議）和H門（東方文化事業）。

關于更詳細的內容可參考http://www.jacar.go.jp/f_3.htm。 

另外，同樣預定在二年以內通過「亞洲歷史資料中心」予以公開的史料，還

包括「海軍省等移管南方軍政關係史料」。此批資料於1990年以後由外交史料館予

以整理後開放。所謂「南方軍政」，是指亞洲太平洋戰爭開始以後，在日本軍占領

的列強的舊殖民地上所施行的一般行政。關於「海軍省等移管南方軍政關係史

料」，小池聖一先生曾撰文介紹，據該簡介，「海軍省等移管南方軍政關係史料」

收錄了目錄943份的文件，由「Ⅰ.海軍南方軍政關係」、「Ⅱ.陸軍南方軍政關係」、

「Ⅲ.其他」三個史料群組成，其中以「Ⅰ.海軍南方軍政關係」數量最多。此批資

料的特色包含海軍民政府和民政部施行於海軍軍政擔任地區的經濟政策、委託擔

當企業的經營動向、臺灣銀行和南方開發金庫執行於軍政地區的金融政策等報

告，對經濟史、企業史研究，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請參考小池聖一，<外交史

料館所藏『海軍省等移管南方軍政關係史料』解題>，《外交史料館報》第 6號，

1992年。） 

還有被稱為「茗荷谷研修所舊記錄」的史料。這個史料是同「海軍省等移管

南方軍政關係史料」一樣，由外交史料館最近完成整理、向公眾公開的，而且「亞

洲歷史資料中心」也預定提供的。關于這個「茗荷谷研修所舊記錄」，熊本史雄先

生也撰寫了內容簡介。據這篇簡介稱，這個「茗荷谷研修所舊記錄」是曾在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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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文京區茗荷谷的外務省研修所保管的未整理的文件群。這個史料有目錄1315份

的文件，包括從昭和 4 年（1929）到 21 年（1946）的記錄，由以下三個史料群組

成：1、移交給興亞院、大東亞省的外務省所擔任的工作，尤其對中國、滿洲經濟

活動相關的史料；2、跟拓務省、內務省所擔任的殖民地行政相關的史料，以和「東

洋拓殖株式會社」、「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有關的文件為中心；3、同1、2的史料一

起被外務省研修所保管的未整理的「外務省記錄」。這個「茗荷谷研修所舊記錄」

的最大特徵，就是這個史料是由屬于 E 門（財政‧經濟‧產業‧貿易）的文件為

中心的文件群組成的。我們可以預期這個史料可為研究戰前‧戰爭期間的占領地

經濟提供珍貴的資料。（請參考熊本史雄，<外交史料館藏「茗荷谷研修所舊記錄」

の構造とその史料的位置──拓務省関係史料を中心に──>，《外交史料館報》

第16號，2002年。） 

「海軍省等移管南方軍政關係史料」和「茗荷谷研修所舊記錄」都是由於戰

爭的結束，從海軍省、內務省等移到擔任戰後處理事業的外務省管理局，以利外

務省在進行戰後處理中，作為辦公參考資料。如關于移交給興亞院、大東亞省的

外務省所擔任的事務的文件，我們可以預期這個史料可能彌補該年代的「外務省

記錄」缺少的部分。還有，對于要研究占領地行政的實際狀況，擔任占領地行政

的各省的有關文件，一定是必備的研究材料。如同戰前期「外務省記錄」，這些史

料也可通過網路提供日本國內外廣大人士閱覽，由此可以促進多方面的日本與其

他亞洲諸國之間的近代和現代的歷史研究，尤其 1930、1940 年代的經濟方面的研

究，過去因為缺少資料，所以研究上有所限制，這些史料正可提供關於執行於占

領地的經濟措施、企業活動等的珍貴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