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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松城公园园内地图（浜松城公園園内マッ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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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内推荐景点＞ 

① 天守阁

1958 年(昭和 33 年)4 月重建。 

这是三楼三层(地下一层)建筑、一、二层为展室、三层为展望室、地下展示着被围城时的

水井。 

② 天守门

2014 年(平成 26 年)3 月复元。 

这是木制结构铺瓦的橹门、橹楼内部展示着发掘调查发现的一部分瓦和土器 

③ 石垣 

这是 400 年前当时筑城时的石垣。 

当时采用了利用天然石堆积砌筑的、被称作是「野面积」的技法。 

④ 家康公塑像 

滨松城第一代城主德川家康公塑像。 

右手所持的是家康公铠胄象征的羊齿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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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中央草坪广场

位于公园中央部的园内最大的广场。 

被用于举办各种活动、尤其节暇日更加热闹。 

⑥ 日本庭园

位于公园西侧的庭园。 

除山门和凉亭之外、还有瀑布和竹林等、同时也是公园内欣赏红叶的好去处。 

⑦ 滨松市美术馆

1971 年(昭和 46 年)7 月开馆。 

作为公立美术馆、它是全国第八个开馆的、同时也是静冈县内第一家开馆的、具有历史的

美术馆。 

⑧ 滨松市茶室「松韵亭」 

1997 年(平成 9年)11 月开放的茶席。 

在茶室园内建有设置有广间和立礼席的主栋、偏栋「萩庵」和日本庭园、是一座规范的茶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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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停车场开放时间 8:00～21:30。 

・天守阁、天守门、滨松市美术馆另外收取门票。 

・利用滨松市茶室中的呈茶席、要另外收取呈茶费用。 

・园内禁烟、吸烟请在指定的场所。 

・因为是利用自然地势修整的公园、所以园内道路会有高低不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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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松城的变迁Ⅰ（浜松城の変遷Ⅰ） 

滨松城在家康住城前后、经历了数次扩建和改建。 

① 在今川支配下时引间城的时代(16 世纪前叶) 

滨松城的前身是建于 15世纪左右的引间城。引间城是在位于引间驿站西侧的丘陵地面建筑

的城池。建筑城池时的城主尚不明确、但在 16世纪前叶时、今川支配时的饭尾成为了城主。 

此城集合了四处曲轮、呈方形构造、如今在滨松城公园东北部的元城町东照宫地界内、依

然可见到其时代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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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德川家康所辖时的滨松城筑城期(1580 年前后)时代 

1570 年(元龟元年)、由于今川的灭亡、德川家康由三河的冈崎移居滨松。 

引间城从此改称为滨松城、作为防犯甲斐的武田信玄攻击的前线基地、此城进行了扩建和

修缮。 

人们可能想像得到、滨松城是作为军事施设的实用性城池、可是这里却没有存留下家康居

住在此期间关于城池的具体记录和图绘。只是随着近年来的发掘调查、该城的姿貌才得以

逐渐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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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松城的变迁Ⅱ（浜松城の変遷Ⅱ）

滨松城在家康住城前后、经历了数次扩建和改建。 

③ 堀尾吉晴所辖的织丰系郭化的时代(1590 年～1600 年) 

1590 年(天正 18 年)小田原合战后、受丰臣秀吉之命、家康被异地封主入关东、之后秀吉的

重臣堀尾吉晴成为城主。吉晴为显示丰臣的权威、将此城改造成了有着采用当时最新技术

的高石垣和具备雄伟天守的织丰系城郭(*)现在留存在滨松城的石垣、被认为是吉晴居于此

城期间所建之物。 

(*) 「高石垣、瓦葺、础石建物」是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所建城郭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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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德川谱代所辖的近世滨松城时代(17 世纪前叶之后) 

1600 年(庆长 5 年)、关原之战中、家康战胜了西军。此后、滨松城成为了德川谱代大名管

治的城池。 

战乱时代终结、滨松城作为行政设施的形象、得以进一歩完善。 

雄伟的天守被认为在 17世纪前叶已毁之、但是作为城池周边城街整体整理修建的一环、对

三之丸进行了扩建、又新建了大手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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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康居城期间的滨松城Ⅰ（家康在城期の浜松城Ⅰ） 

① 近代都市「滨松」的出发点 

根据『武德编年集成』的记载可以认为、1569 年(永禄 12 年)5 月 7 日、家康将城名改称为

滨松。从那时起、近代都市「滨松」的名称便固定了下来。 

家康正式移居滨松城的时期、应该是在 1570 年(元龟元年)。虽按照文献有所差异。 

之后的 1577 年～1582 年(天成 5 年～10 年)间、在对滨松城兴起土木的同时、又增建了建

筑。家康一步步扩建着前身的引间城、并花费时间对滨松城进行了修缮。 



10 

家康居城期间的滨松城Ⅱ（家康在城期の浜松城Ⅱ） 

家康作为滨松城城主的 17 年间、日々夜夜倾力于与武田的战事中。 

② 与武田间的攻防 

随着今川的灭亡、远江成为了家康与甲斐武田对阵的战场。家康以滨松城为大本营,在各地

修缮、新筑城池、迅速扩大了其自身势力。 

另一方面、武田军从骏河、东三河方面进攻远江、在战斗中接连取胜、直逼滨松城。 

据传、1572 年(元龟 3 年)三方原一战、武田军直攻到了位于滨松城西北处的犀崖付近、家

康死里求活、捡条性命逃归了滨松城。 

可以认为、当时的滨松城是与武田作战的出击据点、是防御要塞的至关城池。



11 

家康居城期间的滨松城Ⅲ（家康在城期の浜松城Ⅲ） 

③ 家康的滨松城 

家康居城期间的滨松城、被认为是没有石垣、无铺瓦建筑物的战国时代实用性的土堆城池。 

如意示图所示、它展示了壕堀、土垒、围着木制围栏的曲轮和简单的了望棚及铺有板材屋

顶的建筑物。 

根据截至目前的挖堀调查、从元城町东照宫、作左曲轮、清水曲轮等出土了被认为是家康

居住城池期间的遗物。但从在旧元城小学校内发现的水井遗迹中、出土了瓦片、这也可以

认为存在家康巳经着手营造了使用屋瓦的建筑物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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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康居城期间的滨松城Ⅳ（家康在城期の浜松城Ⅳ） 

根据挖掘调查、发现了在江户时代绘图中未曾描绘的旱堀。 

④ 所发现的壕堀遗迹 

＜壕堀的特征＞ 

壕堀的規模為幅寛 9.7 米、深 1.7 米、如果考慮近代以後削挖掉的地盤高度、可以推定其

本来的深度要有 3米之多。 

从壕堀的斜面上没有石垣這点来看、可以了解它就是所謂的「土堆」構造。 

＜壕堀的地层断面＞ 

在壕堀的最下层、可见受水浸食的特征。这里包含了许多并未腐烂的植物碎片。在其上一

层面有人为回填的地层。接近地表部分、已确认是利用了与周边同样的良质土壤进行过整

理填埋。 

壕堀当初尽管有所积水、但是可以认为、后来随着城池内的改修、对此进行了填埋。 

＜壕堀的年代＞ 

从壕堀内部人为堆积层和其上面整理填埋层中、出土了土器、陶器等。这些出土器物所示

时代、大约在 1560 年代前后、壕堀极有可能是在战国时代就业巳废墟的遗迹。 

家康开始筑城是在 1570 年(元龟元年)、之后在 1578 年(天正 6 年)和翌年期间、在城内又

集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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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的石垣（新たに発見された石垣） 

～由发掘调查而判明～

＜发现时的状况＞ 

此石垣是在 2014 年(平成 26 年)进行的发掘调查时发现的。 

翌年、又对石垣部分进行了全面清查。 

所发现的石垣、是与天守台同样利用了天然石堆砌而成。这一堆砌技法是将石块长向横放、

在横向留出接缝、它也被称之为布积技法。 

从这些石垣的状况可以推定、这是堀尾吉晴居城时期(1590 年代)所遗留的结构。 

＜整修后的情形＞ 

在进行保护遗留结构的同时、于 2018 年(平成 30年)展开了修整。 

修整的主要手法如下、 

*在石垣下面部分堆土、控制基础部分的劣化。 

*在石垣的上面部分贴饰相同的石材、形成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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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石块的情形＞ 

这是从上面所见的石垣。 

在石垣的内侧、为提高排水机能、不留空隙地填满了被称作「里入石」的拳头大小的石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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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门（鉄門）

～滨松城要塞之门～

铁门、如字所示。可见门扇和门柱等门体的一部分使用了铁制的材料。它作为通往本丸的

正面出入口、是相当重要的门。它同天守门一样、是在门的上部设有橹楼的橹门。 

在江户时代前叶的图绘(左上)上、门的内侧描绘有桝形(四角形)的虎口(对侵入之敌可以从

前后左右自由攻击的空间)、由此可知、铁门具有相当高的防御机能。 

直到 1872 年(明治 5年)、铁门曾一直存在、但后来一度撤下之后、便失去了踪迹。 

另外、关于铁门的推定位置、由东侧步行道路上的板块可得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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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丸南部分的旱堀（本丸南の空堀）

此处堀是为了提高包含天守曲轮在内的本丸一带的防御机能而设置的旱堀。 

此处旱堀的特征是在旱堀的中央部分设置土堆(中土堆)形状起伏状态(造成高低差)、它即

可拖延敌方的进攻、又便于使用铁炮和弓箭攻击敌方。 

此外、筑城人还精心策划、靠近本丸的东北部分造成了口袋状的地形、当攻到壕堀深处的

敌人沿着墙壁移动时、可以从三个方向(前方和左右)发起攻击。 

包丁堀大概是在公园南侧道路的下面、所以它的大小(范围)现在还尚末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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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陡壁（登り塀） 

～在全国也罕见的在倾斜地面的石垒～ 

立陡壁就是沿着天守曲轮和本丸之间高低不平的斜面砌筑起发挥障碍物作用的石垒、并在

之上面筑起的墙壁。这种墙壁的特征是不只用石垣仅仅围住天守曲轮这样平坦的场所、而

且将斜面也一同围起来、具有防止进攻之敌在斜面上横向移动的机能。 

根据近年发掘调查明确了石垒两侧的石垣、安装过壁柱的柱穴、由此得知了石垒的幅宽。 

立陡壁南端点的推定位置、根据南端步行道处的板块得到了确认。 

＜通过挖掘发现了围绕本丸的石垒＞ 

・西側的石垣  

・曾安装过壁柱的柱穴(2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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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康公亲手栽种的蜜柑（家康公お手植えみかん） 

据传说、这颗蜜柑树是德川家康公退去公职、隐居骏府城时、将纪州(和歌山县)贡上的盆

栽蜜柑亲自移植到了本丸天守阁下的「红叶山庭园」。此苗木是由静冈市赠与的。 

～此蜜柑是一种镰仓时代由中国传入的(纪州蜜柑或是小蜜柑)、它的特点是香气浓厚、果

实小型、有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