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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木健三氏は，1907（明治 40）年に現在の北海
道美国町に生まれた．小樽水産学校，樺太での漁業
実務を経て，1928（昭和 3）年より利尻島にて荒
木漁業部のニシン定置網経営に従事したが，これは
利尻島や天塩沿岸などに父親の代からの所有漁場の
基盤があったためである．1933（昭和 8）年，荒
木漁業部が合同漁業株式会社に加わったことにより
その社員となったが，1947（昭和 22）年に合同漁
業が解散となった後は，同社から買い取った沓形一
ケ統のニシン漁場経営を自ら行った．春ニシン漁と
ともに，さまざまな沖合各種機船漁業を手広く展開
したが，1957（昭和 32）年にはニシン定置漁業，
1971（昭和 46）年にはすべての機船漁業から手を
引いた（岡村，1981）．海区漁業調整委員会会長，
沓形漁業協同組合長，日本水難救済会沓形救難所
長，利尻町港湾審議会長，利尻高校 PTA 会長，沓
形防犯組合長および利尻町防犯協会長，行政相談委
員，など，様々な役職を務め，1991（平成 3）年

10 月，84 歳にてその生涯を終えた．座右の銘は「吾
が道を往く」だったという（日刊宗谷，1979）．

利尻町立博物館が所蔵する荒木健三氏の資料につ
いては，その詳細な由来は不明である．しかし，荒
木氏は 1980（昭和 55）年から 1988（昭和 63）
年まで利尻町博物館協議会委員であったほか，資料
に添付されていたメモによると，1992（平成 2）
年頃に当館への受け入れがされていたことが判明し
ている．受け入れ資料は未整理のまま保管されてい
たが，2016 年より整理作業を開始し，荒木健三コ
レクション【KAr】（以下，荒木コレクション）と
して登録番号の添付を行った．

コレクションは 2021 年 12 月時点で 7,103 点を
数え，荒木氏が収集した主に書類，文献，書籍で構
成されている．分野は漁業関係が目立つが，考古学
から文芸までと多岐に渡る．複写資料も少なくない
が，現在では入手が困難と思われる本島の貴重な一
次資料も数多く含まれている．晩年の荒木氏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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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list of the Araki-Kenzo Collection of Rishiri Town Museu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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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nzo Araki (1907–1991) was a fisherman, who lived at Kutsugata, western Rishiri Island, since 

1928. He managed both set-net fishing of herring at spring and various fisheries using a powered fish-

ing boat except for bottom trawling fishing. After his retirement from the front line of fishing, he tried to 

compile a history of Rishiri Island, especially a history of fishing on this island. His various materials, e.g. 

books, newsletters, memorial magazines, reports, photos, etc., which were collected by himself for his his-

torical interest when he was alive, have been unregistered in the custody of Rishiri Town Museum since 

1992. This is the checklist of his collection, the Araki-Kenzo Collection (KAr), and the number of materials 

amounts to 7,103 in Dec. 2021. There are many sources concerning Rishiri Island in a wide range of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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尻島漁業変遷史」，さらには「利尻島史」をまとめ
る構想を持っていたとのことで（岡村，1981），お
そらくそのために収集された膨大な資料が本コレク
ションの基盤となったものと想像された．

荒木氏が目指していた利尻島史の解明のため，こ
こにその目録を掲載することで，その保存管理と活
用に供したい．なお，資料整理には佐孝直美さん（仙
法志）に多大なるご尽力をいただいた．心より感謝
申し上げ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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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木健三コレクション【KAr】

凡例
・KAr に始まる数字が，コレクション番号である．
・コレクション番号末尾の記号は次のことを示す．

*：利尻島に関連する記述あり，+：複写資料ま
たは複写資料を含む．

・掲載順は，資料の形態や様式・分野ごとにまとめ，
そのカテゴリー中では登録番号順に配列した．

・個別資料の記述については，主に下記の順とする

が，カテゴリーによっては変更もありうる．
コレクション番号（KAr0000），資料名（書名，
書類名，品名，など），年代（発行年，記載年，
など），［資料内容（著者，発行者，内訳，備考，
など），【】は内訳点数を示す］，（点数）

・ひとつの封筒に複数のカテゴリーにまたがる資料
が収められていた場合は，代表的なカテゴリー
に含めた．詳細は内訳を参照のこと．

・年代などが明記されていないものでも，間接的
な証拠から推察される年代があるものについて
は？マークをつけた上で記入した．

書籍類

KAr3，蝦夷日誌　〔上〕，1971，［松浦武四郎（吉
田常吉編），時事通信社］，（1）

KAr4，蝦夷日誌　〔下〕，1971，［松浦武四郎（吉
田常吉編），時事通信社］，（1）

KAr7， 北 海 道 史 人 名 辞 典　 あ － か　 第 1 巻，
1953，［橘文七，北海道文化資料保存協会］，（1）

KAr8，武四郎つれづれ　北の風土記，1975，［吉
田武三，北海道新聞社］，（1）

KAr9，坂と歴史の港町　小樽，1979，［朝日新聞
小樽通信局，北海道教育新報社］，（1）

KAr15，北海道再発見　－歴史・伝説そして旅－，
1975，［小寺平吉，学芸書林］，（1）

KAr16，蝦夷草紙，1971，［最上徳内（吉田常吉編），
時事通信社］，（1）

KAr17，新聞にみる北海道の明治・大正　－報道と
論説の巧罪－，1980，［佐藤忠雄，北海道新聞社］，
（1）

KAr22*，北海道史町村行政區劃，1942，［北海道
自治協会］，（1）

KAr36，北海道史人名辞典　き－そ　第二巻，
1955，［橘文七，北海道文化資料保存協会］，（1）

KAr37，北海道史人名辞典　き－そ　第二巻，
1955，［橘文七，北海道文化資料保存協会］，（1）

KAr38，殖民広報　第12巻　自第88号至第95号，
1989，［野沢信義，北海道出版企画センター］，（1）



53荒木健三資料目録（1）

KAr39，殖民広報　第10巻　自第70号至第77号，
1988，［野沢信義，北海道出版企画センター］，（1）

KAr41，北海道史人名辞典　た～ふ　第三巻，
1957，［橘文七，北海道文化資料保存協会］，（1）

KAr42，北海道史人名辞典　へ～わ　第四巻，
1957，［橘文七，北海道文化資料保存協会］，（1）

KAr46，幕末維新古地図大図鑑，1977，［岩田豊樹，
百年社］，（1）

KAr65，松浦武四郎紀行集　全三巻，1975，［吉田
武三，富山房］，（1）

KAr66，草薙，羅生門，弱法師，夜討曾我，須磨源
氏　外四，1970，［寶生重英，わんや書店］，（1）

KAr67，北海道の研究　2　考古篇Ⅱ，1984，［石
附喜三男，清文堂出版］，（1）

KAr120*，利尻島の植物目録と礼文島特産植物目
録，1984，［松野力蔵］，（1）

KAr121，水産小六法，1964，［水産庁，水産社］，（1）
KAr122，やさしい　土地や家屋の税金のすべて，

1973，［布施常蔵，財団法人大蔵財務協会］，（1）
KAr123*，利尻電業の歩み，1972，［利尻電気組合］，

（1）
KAr124，くらしの相談室　わかりやすい行政案内

　昭和 56 年版，1981，［財団法人行政管理研修
センター］，（1）

KAr125，社会保険事務手続集，1964，［佐藤政男，
社会保険法規研究所］，（1）

KAr126，水産化學，1948，［奥田譲，産業図書］，（1）
KAr127， や さ し い 所 得 税　 昭 和 48 年 度 版，

1974，［国税庁広報課，財団法人大蔵財務協会］，
（1）

KAr128，就業規則の作り方，1955，［宇治田八朗，
日本法令様式販売所］，（1）

KAr131，国の行政機構と業務，1979，［堀越輝治，
財団法人行政管理研究センター］，（1）

KAr132，改正　船舶職員法及び関係法令，1957，
［成山堂書店］，（1）

KAr133，行政相談ハンドブック《54 年》，1979，
［全国行政相談委員連合協議会，第一法規］，（1）

KAr134，榮養と食事の化學，1944，［藤巻良知・
有本邦太郎，丸善株式會社］，（1）

KAr135，やさしい譲渡所得 '65，1966，［山田末治，
財団法人大蔵財務協会］，（1）

KAr136，やさしい地方税 '65，1965，［古木隆蔵，
財団法人大蔵財務協会］，（1）

KAr137，海区漁業調整委員会委員選挙関係法令
集，1964，［北海道自治協会］，（1）

KAr138，用字用語　新表記事典，1977，［田中重弥，
第一法規］，（1）

KAr139，夫婦親子の法律知識，1976，［長谷川国雄，
自由国民社］，（1）

KAr140，誰にもわかる　あらゆる契約手続の法律
実務，1965，［日東書院］，（1）

KAr141，漁船事務の手引，1966，［望月正温，水
産北海道協会］，（1）

KAr142，船舶設備関係法令，1965，［（株）成山堂
書店］，（1）

KAr143，日本漁業の法律問題，1978，［佐藤隆夫，
㈱勁草書房］，（1）

KAr144，日本漁業權制度史論，1948，［原暉三，
北隆館］，（1）

KAr145，朝日現代用語辞典　1975，1974，［大田
信夫，朝日新聞社］，（1）

KAr146，現代常識語辞典，1977，［東山毎美，法
学書院］，（1）

KAr147，誰にもわかる　土地・家屋の法律実務，
1964，［日東書院］，（1）

KAr149，日本故事物語　下，1983，［池田弥三郎，
河出文庫］，（1）

KAr150，油脂化學，1938，［桑田勉，岩波書店］，（1）
KAr151，行政相談委員の活動記録，1979，［荘村

正人，中央法規出版］，（1）
KAr152，浮遊生物學實驗法，1950，［小久保清治，

恒屋社更生閣］，（1）
KAr153，知っておきたい　時事用語解説 '67，

1966，［北原次郎，法学書院］，（1）
KAr154，日本漁村の過剰人口，1956，［近藤康男・

梶井功，東京大學出版會］，（1）
KAr155，わかり易い青色申告簡易帳簿のつけ方，

1957，［名古屋国税局所得税課，精文館書店］，（1）
KAr156，「数ことば」物知り辞典，1983，［岩崎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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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鷹橋信夫，明日香出版社］，（1）
KAr157，海事六法（40 年版），1965，［海事六法

編纂委員会，海文堂］，（1）
KAr158，オンブズマン，1982，［田中重弥，第一

法規出版］，（1）
KAr159，魚類生理学の實際，1947，［末廣恭雄，

竹内書房］，（1）
KAr160，新版　青色申告簿記の実務，1965，［住

谷甲子郎，東栄堂］，（1）
KAr162，行政相談委員の活動記録（Ⅳ），1980，［荘

村正人，中央法規出版］，（1）
KAr163，卓上四季，1985，［森田博志，北海道新

聞社］，（1）
KAr164，コンサイス外来語辞典，1972，［三省堂

編集所，三省堂］，（1）
KAr165，改訂　労働基準法の手続，1955，［宇治

田八朗，日本法令様式販売所］，（1）
KAr166，くらしの相談室，1977，［財団法人行政

管理研究センター］，（1）
KAr167，文章の書き方 101 の法則，1976，［大隈

秀夫，日本実業出版社］，（1）
KAr168，沿岸漁業　構造改善事業の解説，1964，

［倉片備，新水産新聞社］，（1）
KAr169，行政相談の歩み，1981，［新日本法規出

版］，（1）
KAr175，行政相談事例集，1974，［行政管理庁行

政監察局］，（1）
KAr176，用字用語新表記辞典，1977，［田中重弥，

第一法規出版］，（1）
KAr177，3 時間でわかる借地借家法　貸借関係を

円満にする法律常識，1981，［重田九十九，実業
之日本社］，（1）

KAr178，社会保険のてびき，1966，［船木庸行，
社会保険研究所］，（1）

KAr179，改訂　海藻工業，1951，［高橋武雄，産
業図書］，（1）

KAr180，やさしい所得税 '65，1966，［古木隆蔵，
社団法人大蔵財務協会］，（1）

KAr208，風土記　稚内百年史（改訂版），1977，［野
中長平］，（1）

KAr209*，昭和三十年　道北経濟興信録，1955，［，
稚内興信所］，（1）

KAr210，日本漁業史，1947，［山口和雄，生活社］，
（1）

KAr211，冷凍工學，1957，［藤田保太郎，丸善出
版株式會社］，（1）

KAr212，日本水産文献要覧　1950 年版，1950，［白
泉社］，（1）

KAr213，魚類学，1951，［末廣恭雄，岩波書店］，（1）
KAr214*，北海道のみなと，1961，［中村賢次，栗

林商会東京支店］，（1）
KAr217，日本水産文献要覧　1951 年版，1951，［白

泉社］，（1）
KAr219*，新聞と写真に見る　北海道の昭和史，

1926 ～ 1989，［北海道新聞社］，（1）
KAr220， 北 海 道 大 百 科 事 典　《 上 》　 あ － そ，

1981，［渡辺喜久雄，北海道新聞社］，（1）
KAr221， 北 海 道 大 百 科 事 典　《 下 》　 た － わ，

1981，［渡辺喜久雄，北海道新聞社］，（1）
KAr222，北海道大観，1920，［園田末熊，北海民

輪社］，（1）
KAr223，日本漁具・漁法図説，1977，［金田禎之，

成山堂書店］，（1）
KAr224，北海道年鑑　昭和 51 年度版，1976，［戸

田正彦，北海道新聞社］，（1）
KAr225，北海道年鑑　昭和 55 年度版，1980，［戸

田正彦，北海道新聞社］，（1）
KAr226，北海道年鑑　昭和 57 年度版，1982，［戸

田正彦，北海道新聞社］，（1）
KAr227，北海道年鑑　1986，1986，［森田博志，

北海道新聞社］，（1）
KAr228，北海道年鑑　1988，1988，［森田博志，

北海道新聞社］，（1）
KAr229，挿画に拾う北海道史，1987，［高倉新一郎，

北海道出版企画センター］，（1）
KAr230，北海道意外史　上，1979，［須藤隆仙，

みやま書房］，（1）
KAr231，北海道史年譜，1930，［橋本堯尚，書肆

尚古堂］，（1）
KAr232，江差の繁次郎，1977，［中村純三，み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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ま書房］，（1）
KAr233，続　江差の繁次郎，1977，［中村純三，

みやま書房］，（1）
KAr234，卓上の四季　③昭和 34 年 1 月～ 40 年 6

月，1986，［森田博志，北海道新聞社］，（1）
KAr235*，島物がたり，1948，［時雨音羽］，（1）
KAr236*，北海道文化史考，1932，［古賀修吉，富

貴堂書房］，（1）
KAr237，北海紀聞，1931，［清野謙次，岡書院］，（1）
KAr238，日本北方史の論理，1974，［海保嶺夫，

雄山閣］，（1）
KAr239，北海道治概況，1936，［高野陽太郎］，（1）
KAr242，增訂　松前蝦夷地場所請負制度の研究，

1971，［白山友正，巌南堂書店］，（1）
KAr246，由利町史，1970，［由利町史編さん委員会，

由利町］，（1）
KAr247，北海道消防銘鑑，1956，［深見松太郎，

財団法人北海道消防協会］，（1）
KAr248，水産動植物名漢和辞典，1960，［西武男，

財団法人農林協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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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609，日本人事録　東日本篇，1958，［森山幸夫，

中央探偵社］，（1）
KAr610，実用魚類圖鑑，1949，［東京漁商漁業協

同組合連合会企画課，大日本水産會新聞部］，（1）
KAr611，船の常識，1951，［山口增人，海文堂］，（1）
KAr614，水産増殖学，1956，［田村正，紀元社出版］，

（1）
KAr616，人脈北海道　市町村篇，1973，［北海道

新聞社］，（1）
KAr617*，マクドナルド「日本回想記」，1979，［ウ

イリアム・ルイス，村上直次郎（編），富田虎男（訳
訂），刀水書房］，（1）

KAr618，考古資料の見方《遺跡編》，1977，［甘粕
　健，柏書房］，（1）

KAr620，夫婦，1975，［圓山雅也，第一法規］，（1）
KAr621，手形，1975，［圓山雅也，第一法規］，（1）
KAr622，魚と人と海，1977，［大島襄二，日本放

送出版協会］，（1）
KAr623，人脈北海道　赤レンガ篇，1974，［北海

道新聞社］，（1）
KAr624，北海タイムス年鑑，1941，［戸倉忠次，

北海タイムス社］，（1）
KAr625，冷凍事業，1948，［吉武知爾，日本冷凍

事業協議会］，（1）
KAr626，気象の一般知識，1948，［加藤藤吉，牧

書房］，（1）
KAr627，魚網集覧，1934，［伊吹群作，左文字書房］，

（1）
KAr630，人脈北海道　農業編，1976，［北海道新

聞社］，（1）
KAr631，人脈北海道　スポーツ編，1974，［北海

道新聞社］，（1）
KAr632，やさしい水産経済，1956，［北海水産新

聞社］，（1）
KAr633，人脈北海道　金融界編，1973，［北海道

新聞社］，（1）
KAr634，随筆　船，1951，［和辻春樹，海文堂］，（1）
KAr635，北の魚，1976，［吉本光一，朝日新聞社］，

（1）
KAr636，人脈北海道　学界編，1976，［北海道新

聞社］，（1）
KAr637，人脈北海道　作家・評論家編，1974，［北

海道新聞社］，（1）
KAr643，実用油脂便覧，1949，［土屋知太郎，産

業図書］，（1）
KAr644，北海道方言辞典，1983，［石垣福雄，北

海道新聞社］，（1）
KAr645，日本魚名集覧，1972，［澁沢敬三，アチッ

クミューゼアム］，（1）
KAr646，日本海藻図鑑，1956，［岡田喜一，風間

書房］，（1）
KAr647，食品細菌学　上巻，1949，［谷川英一，

生活社］，（1）
KAr648，北海道水産関係興信録　昭和 25 年度，

1950，［北海道水産］，（1）
KAr649，海洋學，1942，［野満隆治，興亜日本社］，

（1）
KAr650，食品加工化學，1949，［相馬豊造，朝倉

書店］，（1）
KAr651，水産植物學，1948，［殖田三郎，厚生閣］，

（1）
KAr652，行政サービスの実践，1983，［中央法規

出版］，（1）
KAr653，北海道の歴史，1983，［榎本守恵，北海

道新聞社］，（1）
KAr654，日本水産學，1950，［雨宮育作，地球出版］，

（1）
KAr655，舶用焼玉機關，1948，［中谷勝紀，天然社］，

（1）
KAr656，改訂　漁具図説，1951，［勝木重太郎，

左文字書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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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657，食品細菌學　下巻，1949，［谷川英一，
生活社刊］，（1）

KAr659，津別町の地名起源，1978，［北海道津別
高校・三好勲］，（1）

KAr660，1965 年　稚内市史年表，1965，［稚内
市史編集室，稚内市］，（1）

KAr666，海の科学　航海篇上巻，1970，［小樽市
教育研究所］，（1）

KAr668，海の科学　航海篇・気象篇下巻，1970，
［小樽市教育研究所］，（1）

KAr670，漁船損害補償法等関係法規，1963，［漁
船保険中央会］，（1）

KAr676，農林漁業金融公庫借入申込様式集，
1954，［財団法人農林協会］，（1）

KAr682，水産動植物慣用名集覧，1953，［水産庁，
財団法人森林協会］，（1）

KAr683，最北文化への挑戦，1982，［稚内文庫編
集委員会，稚内市］，（1）

KAr684，実用魚介方言図説，1952，［田中茂穗，
風間書房］，（1）

KAr685，北限への招待，1981，［稚内文庫編集委
員会，稚内市］，（1）

KAr686，冷凍食品の知識，1949，［加藤舜郎，生
活社］，（1）

KAr687，人脈北海道　学界編（上），1977，［北海
道新聞社］，（1）

KAr688，魚の質問帳，1948，［末廣恭雄，梓書房］，
（1）

KAr689，魚の科学，1948，［檜山義夫，朝倉書店］，
（1）

KAr690，冷凍食用蛙，1949，［加藤舜郎，水産文庫］，
（1）

KAr691，海豚の利用と鯖漁業，1946，［野口榮三郎・
中村了，霞ヶ関書房］，（1）

KAr692，道民便利帳　1973 ／産業編，1973，［北
海道］，（1）

KAr693，道民便利帳　1973 ／生活編，1973，［北
海道］，（1）

KAr694，北海道の歴史散歩，1979，［北海道歴史
教育研究会，山川出版社］，（1）

KAr695，漁業気象，1950，［宇田道隆，ジープ社］，
（1）

KAr696， サ ケ・ マ ス 類 の 加 工　 ウ ニ の 加 工，
1980，［財団法人北水協会］，（1）

KAr697*，汐風　回想～利尻島の漁業あれこれ，
1990，［佐々木市之助，佐々木敦］，（1）

KAr712， 北 海 道 百 年　 開 拓 使・ 三 県 時 代 編，
1972，［北海道新聞社］，（1）

KAr713，北海道百年　大正・昭和時代編，1972，
［北海道新聞社］，（1）

KAr714，北海道百年　道庁時代編，1972，［北海
道新聞社］，（1）

KAr715，戌牛東西蝦夷山川地理取調日誌，1985，
［松浦武四郎，北海道出版企画センター］，（1）

KAr716，水産細菌學，1948，［谷川英一，生活社］，
（1）

KAr717，水産動物科學，1949，［大島幸吉，朝倉
書店］，（1）

KAr718，水産加工學，1949，［土屋靖彦，東洋書
館版］，（1）

KAr719，深海の魚族，1949，［浦原稔治，日本出
版社］，（1）

KAr720，水産食品製造科學，1950，［奥田譲・大
谷武夫，恒星社厚生閣］，（1）

KAr721，トロール漁業，1949，［齋藤市郎，丸善
出版］，（1）

KAr722，すしの魚，1975，［末広恭雄，平凡社］，（1）
KAr723，磯魚の生態学，1971，［奥野良之助，創

元社］，（1）
KAr724，暮らしのための裁判知識　性，1974，［圓

山雅也，第一法規出版］，（1）
KAr725，革新的水産体制の構想，1942，［岡本正一，

霞ヶ関書房］，（1）
KAr726，日本の魚Ⅰ　磯の魚，1952，［檜山義夫・

岸浪百草居，創元社］，（1）
KAr727，北海道繪本，1975，［更科源蔵，さろる

ん書房］，（1）
KAr728，續北海道繪本，1976，［更科源蔵，さろ

るん書房］，（1）
KAr729*，北海道の地名，1984，［山田秀三，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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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新聞社］，（1）
KAr730，三航蝦夷日誌　下巻，1971，［吉田武三，

吉川弘文館］，（1）
KAr731，海苔養殖讀本，1952，［殖田三郎，全国

海苔貝類漁業協同組合連合］，（1）
KAr732，北海道開拓物語，1975，［秋永芳郎，国

土社］，（1）
KAr733，北海道蝦夷語地名解，1972，［永田方正，

国書刊行会］，（1）
KAr734，水産関係興信録　昭和 27 年度，1952，［北

海水産新聞社］，（1）
KAr735， 物 語 虻 田 町 史　 第 2 巻 江 戸 時 代 編，

1981，［虻田町史編集委員会，虻田町］，（1）
KAr736，イカとその漁業並びに加工業，1951，［谷

川英一・齋藤市郎・谷田専治，北海道水産新聞
社］，（1）

KAr737，イカの化学と加工，1958，［右田正男・
谷川英一，北海道水産新聞社］，（1）

KAr739，煉製品，1948，［大日本水産會，水産講
座部］，（1）

KAr740，タラバガニと其の漁業，1949，［佐藤榮，
北方出版社］，（1）

KAr741，櫻鱒と琵琶鱒，1957，［大島正満，日本
漁学振興会］，（1）

KAr746，サンマとその漁業　水産庁編，1951，［水
産週報社］，（1）

KAr748，北海道の文化 46，1982，［北海道文化財
保護協会］，（1）

KAr749，佃煮の製造，1953，［松浦寛・松本高行，
北海水産新聞社］，（1）

KAr750，海岸一本釣漁業，1952，［木村金太郎・
石橋宗吉，岩崎書店］，（1）

KAr752，江差町史　資料編第一巻，1977，［江差
町史編集室，江差町］，（1）

KAr753*，江差町史　西蝦夷地場所絵図，1977，［江
差町史編集室，江差町］，（1）

KAr754，稚内市史，1968，［稚内市史編纂室，稚
内市］，（1）

KAr755，枝幸町史　上巻，1967，［枝幸町史編集室，
枝幸町］，（1）

KAr756，礼文町史，1972，［礼文町役場企画室，
礼文町］，（1）

KAr757，日本郵便創業史，1975，［薮内吉彦，雄
山閣出版］，（1）

KAr758，船渠と船舶修理，1950，［立川春重，有
隣堂出版］，（1）

KAr759，北海道三等局沿革史，1927，［北海道三
等局長協会編纂，北文社］，（1）

KAr760，北海道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調査報告書，
1974，［北海道庁，名著出版］，（1）

KAr761*，北海道郵政百年史資料，1971，［福井卓
治，山音文学会］，（1）

KAr762，最新水産製造全書　上巻，1938，［木村
金太郎，大日本水産會］，（1）

KAr763，税務署なんか恐くない，1973，［吉田文一，
サンケイ新聞社出版局］，（1）

KAr764，漁業災害補償法の解説と手引き，1965，
［農林新聞社・編集部，農林新聞社］，（1）

KAr765，暮らしのための裁判知識　不動産取引，
1974，［圓山雅也，第一法規出版］，（1）

KAr768，漁業協同組合の資金　－漁業手形の借入－，
1949，［中川喜一］，（1）

KAr769，文章のうまくなる本，1976，［現代ペン
文字研究会，KK ベストブック社］，（1）

KAr770，原稿の書き方，1976，［尾川正二，講談社］，
（1）

KAr774，北海道港湾建設史，1978，［財団法人北
海道開発協会］，（1）

KAr775，北海道港湾建設回想録，1978，［財団法
人北海道開発協会］，（1）

KAr776，われらの北方領土，1960 年代？，［北海
道総務部領土復帰北方漁業対策本部］，（1）

KAr777，北方領土，1971，［北海道］，（1）
KAr779，北海道経済の百年，1967，［北海タイム

ス社］，（1）
KAr780，改訂暮しのための法律，1976，［我妻栄・

中川善之助・遠藤浩，第一法規出版］，（1）
KAr782，航海士必携（改訂版），1948，［神戸高等

商船学校航海学部，合資会社天然社］，（1）
KAr783，舶用ヂーゼル機関，1948，［中谷勝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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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会社天然社］，（1）
KAr784，木造船と魚網の防蝕，1949，［大島重義，

産業図書株式會社］，（1）
KAr785，初等船舶算法，1948，［高木淳，合資会

社天然社］，（1）
KAr788，北海道港湾変遷史，1960，［中村廉次，

技報堂］，（1）
KAr789，浜頓別，1971，［浜頓別町］，（1）
KAr790，北海開発事績，1921，［地方振興事績調

査會］，（1）
KAr791，北海道の電信電話史，1964，［電気電信

共済会北海道支部］，（1）
KAr792，昭和二十四年版　北海海運年鑑　第九回

海の記念日出版，1949，［北海海運局］，（1）
KAr793，日本の古地図，1970，［南波松太郎・室

賀信男・海野一隆，創元社］，（1）
KAr794，地方行政區畫便覧　全，1977，［内務省

地理局，象山社］，（1）
KAr795，くらしの行政相談，1984，［新日本法規

出版］，（1）
KAr796，各種資格制度のあらまし，1985，［新日

本法規出版］，（1）
KAr797，茫々　田辺玄心師追悼記，1983，［杉山

田正二］，（1）
KAr798，水産関係興信録 1958，1958，［北海水

産新聞社］，（1）
KAr799*，武井家乃人々，1974，［武井末次郎，武

井安郎兵衛］，（1）
KAr800，北海道　サケマス　母なる川に帰って来

る神秘の魚　1981，1981，［北海道さけ・ます
増殖事業協会］，（1）

KAr801，北海道のサケ・マス　1983，1983，［北
海道さけ・ます増殖事業協会］，（1）

KAr804，六法全書　昭和四十一年版，1966，［有
斐閣］，（1）

KAr805，日常生活の法律全集，1975，［自由国民
社］，（1）

KAr806，日常生活の法律全集，1966，［自由国民
社］，（1）

KAr807，行政相談ハンドブック《昭和 56 年度》，

1981，［第一法規出版］，（1）
KAr808，行政相談ハンドブック《昭和 58 年度》，

1983，［第一法規出版］，（1）
KAr809，日本産魚類検索，1943，［岡田弥一郎・

松原喜代松，三省堂］，（1）
KAr810，行政相談の手引　年金・恩給，医療編，

1984，［第一法規出版］，（1）
KAr811，行政相談委員の活動記録，1977，［中央

法規出版］，（1）
KAr812，自動車事故の責任と賠償，1978，［高崎

尚志，第一法規出版］，（1）
KAr813，オンブズマン制度　－行政苦情救済の新

たな方向－，1986，［第一法規出版］，（1）
KAr814，行政相談委員の活動記録，1978，［中央

法規出版］，（1）
KAr815，行政相談委員必携，1976，［行政管理庁

行政監察局］，（1）
KAr816，行政相談委員の手引，1973，［行政管理

庁行政監察局］，（1）
KAr817，実用法律事典　9　社会福祉，1977，［第

一法規出版］，（1）
KAr818，公害相談事例集，1979，［第一法規出版］，

（1）
KAr825，最新鉄道圖，1948，［東京交通社］，（1）
KAr834，市浦村史　資料編　下巻，1977，［市浦

村史編纂委員会］，（1）
KAr835，市浦村史　資料編　中巻，1976，［市浦

村史編纂委員会］，（1）
KAr836*，角川日本地名大辞典　1　北海道　上

巻，1987，［角川書店］，（1）
KAr837*，角川日本地名大辞典　1　北海道　下

巻，1987，［角川書店］，（1）
KAr838，猿払村史，1976，［猿払村史編纂発行委

員会，猿払村役場］，（1）
KAr839，岩内町史，1987，［岩内町役場］，（1）
KAr840，下北半嶋史，1978，［笹澤魯羊，名著出版］，

（1）
KAr841，宇會利百話，1978，［笹澤魯羊，名著出版］，

（1）
KAr842，新北海道史　第 7 巻　史料一，1969，［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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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史印刷出版協同企業体］，（1）
KAr843，上ノ國村史，1978，［松崎岩穂，上ノ國

町役場］，（1）
KAr844，網走市史　上巻　先史時代篇　原史時代

篇，1958，［網走市史編纂員会，網走市］，（1）
KAr849，岩内史年譜，1970，［長濱金太郎，岩内

町役場］，（1）
KAr850，大系日本の歴史　1　日本人の誕生，

1987，［佐原眞，小学館］，（1）
KAr851，大系日本の歴史　2　古墳時代，1988，［和

田萃，小学館］，（1）
KAr852，大系日本の歴史　3　古代国家の歩み，

1988，［吉田孝，小学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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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めて，1988，［北海道みんぞく文化研究会］，（1）
KAr1183，北海道を探る　18　野辺地特集その 1，

1989，［北海道みんぞく文化研究会］，（1）
KAr1184，浅海増殖の理論と実際，1957，［黒田

竹彌・土田頼英・谷沢義明・植本東彦，漁村文
化協会］，（1）

KAr1185，調味食品，1944，［小貫基，雄山閣版］，（1）
KAr1186，北方史入門　日本人とロシア人の大探

検史，1974，［吉田武三，現代ジャーナリズム出
版会］，（1）

KAr1187，海藻，1974，［宮下章，法政大学出版局］，
（1）

KAr1188，底曵漁業と其の資源，1943，［里内晋，
水産社］，（1）

KAr1189，チガイソの智識，1940，［北海道水産
試験場］，（1）

KAr1190，海難は防げる，1958，［北海水産新聞
社］，（1）

KAr1191*，「出船の港」と利尻島，1976，［時雨音
羽，北書房］，（1）

KAr1192，北海道歴史の旅，1983，［本田貢，北
海道教育社］，（1）

KAr1193*，風雪に向う自然と人々，1984，［稚内
市］，（1）

KAr1194*，利尻・礼文両島の高山植物とその景観，
1974，［松野力蔵編著，利尻・礼文の自然を守る
会］，（1）

KAr1195*，利尻島の植物目録と礼文島特産植物目
録　索引，1985，［松野力蔵］，（1）

KAr1196*，北海詩談，1954，［伊藤誠哉，北海詩
友社］，（1）

KAr1197，北海道立志編　第貳巻，1961，［北海

道圖書出版合資會社］，（1）
KAr1198，水産食糧増産法入賞論文集，1946，［北

海道水産研究會］，（1）
KAr1199，海岸の地理，1948，［辻村太郎，平凡社］，

（1）
KAr1200，開拓　北海道の歴史，1973，［毎日新

聞社］，（1）
KAr1201，日本語と北海道方言，1976，［石垣福雄，

北海道新聞社］，（1）
KAr1202，北海道拓殖史，1947，［高倉新一郎，

柏葉書院］，（1）
KAr1203，北海道立志編　第壹巻，1961，［北海

道圖書出版合資會社］，（1）
KAr1204，郷土史事典　北海道，1980，［昌平社］，

（1）
KAr1205，北門叢書　第五冊，1972，［大友てふ，

国書刊行会］，（1）
KAr1206*，北海道郷土暦，1955，［札幌中央放送

局］，（1）
KAr1207，北海道拓殖要覧，1897，［北海道廳］，（1）
KAr1209，新體制解説　附録，1940，［北海タイ

ムス社］，（1）
KAr1210，さよなら道教委，1972，［岡村正吉，

北海道教育新報社］，（1）
KAr1212，日本の民俗　北海道，1974，［高倉新

一郎，第一法規］，（1）
KAr1213，北海道小誌　全，1913，［荒勘三郎（編），

細川碧］，（1）
KAr1214，北海道史料所在目録　第三集，1952，［北

海道総務部企画室］，（1）
KAr1216，北海道史料所在目録　第 5 集，1954，［北

海道総務部企画室］，（1）
KAr1218，北海道発達史，1911，［及川徳兵衛，

久末末吉］，（1）
KAr1249，万家日用諸通一覧　全，1848，［浪花

書房］，（1）
KAr1348，水産冷凍食品學，1950，［加藤舜郎，

山根書店］，（1）
KAr1363， 水 産 物 検 査 所 支 所 要 覧，1972 ～

1977，［（背表紙の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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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1587*，大正十五年六月末日現在　港湾要覧，
1926，［北海道廳］，（1）

KAr1595*，北海道の機船底曳網漁業とその資源　
1956 年 4 月，1956，［北海道区水産研究所・北
海道立水産試験場・北海道区底魚資源研究集団，
北海道水産研究会］，（1）

KAr1612，古書散歩　文明開化の跡をたどって，
1979，［惣郷正明，朝日イブニングニュース社］，
（1）

KAr1613，日本史年表，1973，［日本歴史大事典
編集委員会，河出書房新社］，（1）

KAr1614，魚貝藻記，1967，［村上義威，いさな
書房］，（1）

KAr1615，ほっかいどう語　－その発生と変遷－，
1974，［戸田正彦，北海道新聞社］，（1）

KAr1616*，実録　北海博徒伝，1980，［大西雄三，
みやま書房］，（1）

KAr1617*，ノンフィクション集　北海道に生き
て，1980，［北海道新聞社］，（1）

KAr1618， 日 本 の 歴 史 1　 日 本 の は じ ま り，
1972，［岡田章雄・豊田武・和歌森太郎，読売新
聞社］，（1）

KAr1619*，冬の都の物語，1988，［岡田昇，冨田
耕作・情報センター出版局］，（1）

KAr1620*，おたる再発見，1984，［北海道新聞社・
平忠昭，北海道新聞社］，（1）

KAr1621，地方史の思想，1973，［芳賀登，日本
放送出版協会］，（1）

KAr1622*，でんでん今昔 50 話，1978，［北海道
電気通信局文書広報課，財団法人電気通信共済
会北海道支部］，（1）

KAr1623*，風雪六十年　夕張発展の裏面史・簗田
郡太郎伝，1966，［森武峰・『風雪六十年』刊行会，
夕張タイムス社］，（1）

KAr1624，帆船，1976，［中村庸夫，白井達男・
朝日ソラノマ］，（1）

KAr1625，日本人はどこから来たか，1971，［樋
口隆康，野間省一・講談社］，（1）

KAr1626，鰊場物語，1978，［内田五郎，戸田正彦・
北海道新聞社］，（1）

KAr1627，水産加工指導資料　No.10　ホヤ（海
鞘）の加工，1980，［北海道立中央水産試験場］，（1）

KAr1628，水産加工指導資料　No.11　サメ（鮫）
とカスベ（鱏）の加工，1981，［北海道立中央水
産試験場］，（1）

KAr1629，水産加工指導資料 No.12　北海道の海
面と内水面両域にみられる魚の加工（アユ（鮎），
キュウリウオ，チカ，ワカサギ（公魚），シシャ
モ（柳葉魚），シラウオ（白魚），トゲウオウグ
イ（鯎），ヤツメウナギ（八目鰻）），1981，［北
海道立中央水産試験場］，（1）

KAr1630，紋別と興部のアイヌ地名　紋別郷土史
研究会「郷土誌」No.5，1978，［伊藤せいち・
伊藤公平，紋別郷土史会・加藤章］，（1）

KAr1631*，人物叢書　最上徳内，1977，［島谷良吉・
日本歴史学会，吉川弘文館］，（1）

KAr1632*，明治大正図誌 5，1978，［永井秀夫・
小池喜孝・関秀志，岡山猛・筑摩書房］，（1）

KAr1633*，北海道電気事業史，1978，［北海道電
気事業史編纂委員会，北海道電気協会］，（1）

KAr1634*，北海道の氣候，1953，［札幌管区氣象台，
北海道産業気象協會］，（1）

KAr1635，松前神楽，1964，［近藤鏡次郎，松前
教育委員会・松前神楽保存会］，（1）

KAr1636*，日本百名山，1964，［深田久弥，佐藤
亮一・新潮社］，（1）

KAr1637，アイヌ語會話字典，1978，［神保小虎・
金澤庄三郎，野沢信義・北海道出版企画セン
ター］，（1）

KAr1638*，アイヌ語地名解　北海道地名の起源，
1966，［更科源蔵，入江好之・北書房］，（1）

KAr1639*，北方の植物　アルス文化叢書 36，
1944，［舘脇操，アルス］，（1）

KAr1640，日本史年表　歴史学研究会編，1972，［歴
史学研究会，岩波雄二郎・岩波書店］，（1）

KAr1641，地名アイヌ語小事典，1984，［知里真
志保，野沢信義・北海道出版企画センター］，（1）

KAr1642，わたしの歴史，1980，［荒井勉，水上寛裕・
けやき出版］，（1）

KAr1643，北海道　道路 53 話　北海道新聞社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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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戸田正彦・北海道新聞社］，（1）
KAr1644，図説　歴史散歩事典，1981，［井上光貞，

野澤繋ニ・山川出版社］，（1）
KAr1645，日本の歴史 2　飛鳥と奈良，1972，［岡

田章雄・豊田武・和歌森太郎，二宮信親・読売
新聞社］，（1）

KAr1646，ヤン衆，1983，［野中武祉，相原幹男・
ブックス刊行所］，（1）

KAr1647，北海道方言辞典，1983，［石垣福雄，
平忠昭・北海道新社］，（1）

KAr1648， 県 史 シ リ ー ズ 1　 北 海 道 の 歴 史，
1972，［榎本守恵・君尹彦，野澤繋ニ・山川出版
社］，（1）

KAr1649，メディアの昭和史　岩波ブックレット
　No. 130，1999，［荒井直之，岩波書店］，（1）

KAr1650，運輸省船員局監修　船員労働安全衛生
規則，1971，［運輸省船員局，船員災害防止協会］，
（1）

KAr1651，三訂　日の丸・君が代　紀元節・教育
勅語　歴史教育者協議会編，1986，［歴史教育協
議会『日の丸・君が代　紀元節・教育勅語』編
集委員会，大村健五・地歴社］，（1）

KAr1652，語源散策，1975，［岩淵悦太郎・桑原
隆次郎，朝居正彦・毎日新聞社］，（1）

KAr1653，北海道・ロマン伝説の旅，1976，［城
谷武男，噴火湾社］，（1）

KAr1654，ビールづくりの先人　中川清近衛傳，
1982，［菊池武男・柳井佐喜，渡部喜一・八潮出
版社］，（1）

KAr1655，地名の語源，1977，［鏡味完二・鏡味
明克，角川春樹・角川書店］，（1）

KAr1656，飛騨屋久衛兵，1983，［飛騨屋久衛兵
研究会，下呂ロータリークラブ・曽我伍郎］，（1）

KAr1657，アイヌ語地名を歩く，1986，［山田秀三，
森田博志・北海道新聞社］，（1）

KAr1658，戦国武将の人間像，1987，［佐藤鐵郎］，
（1）

KAr1659，私の魚博物誌，1979，［内田恵太郎，
下野博・立風書房］，（1）

KAr1660*，雑学　北海道の地名の旅，1982，［本

多貢，佐賀庄蔵・新北海道教育新報社］，（1）
KAr1661， 大 系　 日 本 の 歴 史 ７　 戦 国 大 名，

1988，［脇田晴子，相賀徹夫・小学館］，（1）
KAr1662*，哭くな北方の人々，1976，［八条志馬，

石澤三郎・栄光出版社］，（1）
KAr1663*，図鑑　北日本の魚と海藻，1983，［魚

類：尼岡邦夫・仲谷一宏，海藻：藪凞・山本弘敏，
赤澤収一・北日本海洋センター］，（1）

KAr1767，北海道史　第一，1918，［北海道廳］，（1）
KAr1787，十勝日誌（復刻版），蝦夷志（書写本復

刻版），1980，［松浦武四郎，新井石白，佐藤忠雄］，
（1）

KAr1788，燻製食品，1948，［谷川英一，丸善出版］，
（1）

KAr1789，北海道海面漁業調整規則，北海道内水
面漁業調整規則，発行年不明，［北海道水産部漁
業調整課，水産 PR センター］，（1）

KAr1790，水産副産物の化學的研究，1942，［東
秀雄，水産社］，（1）

KAr1834，船員労働安全衛生規則及び関係法令，
1965，［運輸省船員局監修，成山堂書店］，（1）

KAr1837*，青森県人名大事典，1969，［尾崎竹四郎・
楠美隆之進，東奥日報社］，（1）

KAr1841，役員会議事録，1956，［庄司嘉，山水社］，
（1）

広報

KAr101*，広報りしり，1983，［利尻町役場，No. 
144］，（1）

KAr102*，広報りしり，1983，［利尻町役場，No. 
144］，（1）

KAr103*，広報りしり，1983，［利尻町役場，No. 
144］，（1）

KAr104*，広報りしり，1991，［利尻町役場，No. 
239］，（1）

KAr444*，広報りしり，1968–1984，［総務部企
画係，利尻町役場，No. 13, 17, 22, 25, 27–34, 
36–47, 49–53, 55–95, 97–103, 105–110, 112–
134, 136–16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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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445*，広報りしり，1985，［総務部企画係，利
尻町役場，No. 166–236］，（71）

KAr446*，ふるさとだより，1983，［住民課広報交
通安全係，利尻町役場］，（1）

KAr447，けいさつのまど，1983，［警察庁長官官
房総務課広報室，No. 71］，（1）

KAr448*，利尻町議会だより，1990，［利尻町議会
広報委員会，利尻町議会］，（1）

KAr449*，昭和 62 年ふるさとだより，1987，［商
工課広報交通係，利尻町役場］，（1）

KAr450*，昭和 63 年ふるさとだより，1988，［商
工課広報交通係，利尻町役場］，（1）

KAr451*，1989 年ふるさとだより，1989，［商工
課広報交通係，利尻町役場］，（1）

KAr452*，平成 2 年ふるさとだより，1990，［商工
課広報交通係，利尻町役場］，（1）

KAr453*，利尻町議会だより，1990，［利尻町議会
広報委員会，利尻町議会，創刊号］，（1）

KAr456*，交通安全家庭新聞冬の交通事故防止特集
号，1985?，［利尻町・利尻町交通安全推進協議
会，沓形・仙法志交通安全協会］，（1）

KAr457*，交通安全家庭新聞冬の交通事故防止特集
号，1986?，［利尻町・利尻町交通安全推進協議
会］，（1）

KAr458*， 昭 和 63 年 消 防 出 初 式 の お し ら せ，
1988，［沓形の分列行進経路図あり］，（1）

KAr459*，広報社会福祉だより，1986，［利尻町社
会福祉協議会］，（1）

KAr460*，利尻町校外補導連絡協議会だより，
1989，［利尻町教育委員会社会教育係，No. 4］，
（1）

KAr462*，広報東利尻，1985，［総務課，東利尻
町，No. 94–101, 103–120, 122–125, 128–129, 
131–132, 134, 136］，（35）

KAr463*，広報東利尻，1968–1990，［総務課，東
利尻町，No. 22, 25, 27–93, 126–127, 130］，
（52）

KAr465*，締めていますかシートベルト，1984?，
［町交通安全推進協議会，東利尻町］，（1）

KAr466*，議会ひがし利尻，1985，［東利尻町議会

事務局，No. 22–43, 45–68］，（44）
KAr467，ほっかいどう，1972–1988，［北海道広

報課，No. 1–9, 11–48, 50–73, 79］，（72）
KAr469*，広報 '76　利礼特集，1976，［稚内土木

現業所事務部総務課，北海道稚内土木現業所］，
（1）

KAr470*，宗谷だより　1969.1，1969，［北海道
宗谷支庁，北海道百年記念スポーツ大会（利尻
島駅伝競争の写真あり）］，（1）

KAr471*，広報そうや，1970，［宗谷支庁総務課，
No. 16，「海を渡った肉牛二頭」の記事あり］，（1）

KAr472，広報おたる，1973，［小樽市総務部広報課，
No. 296］，（1）

KAr473*，広報おたる，1977，［小樽市総務部広報
課，No. 349，「小樽利尻礼文の経済交流促進」
の記事あり］，（1）

KAr485，行政と管理，1975，［行政管理庁，No. 8］，
（1）

KAr486，行政と管理，1980，［行政管理庁，No. 
28］，（1）

KAr487，行政と管理，1984，［行政管理庁，No. 
52］，（1）

KAr678，北海ざいむ　1980–1990，1980，［大蔵
省北海道財務局広報］，（1）

KAr859，ほっかいどう，1965–1991，［北海道広
報課，'85: 春・夏・秋・冬 , '86: 秋・冬 , '87: 夏・秋 , 
'88: 春・秋 , '89: 春・夏・秋・冬 , '90: 夏・秋］，（15）

KAr1264，共済だより，1983，［北海道労働福祉
共済会］，（1）

KAr1265，北海ざいむ，1990，［大蔵省北海道財
産局広報］，（1）

KAr1301*，広報りしり，1975–1982，［利尻町役場，
No. 52【1】，54【5】，79【4】，8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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