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彦根城 

 

面朝琵琶湖的彥根位於連接京城江戶（現在的東京）和西日本的兩條要道之一的中

山道旁。琵琶湖是這一地區的交通樞紐，由此乘船可直達京都，而西國（近畿以西）大

名如要攻打幕府，中山道將是進攻江戶的主要路徑。因此，彥根自古戰略位置即十分重

要。 

17世紀初葉，江戶時代（1603-1867）首任將軍德川家康（1542-1616）為了防備反對

新政府的大名們串聯，命令因戰功顯赫而新晉為彥根初代藩主的井伊直政（1561-1602）

在此興建城堡。 

然而井伊直政受命不久便去世，其子直繼（1590-1662）繼承父業。1604 年至 1607

年間，城堡大致竣工。之後，其同父異母的弟弟井伊直孝（1590-1659）取代病弱的直繼

成為藩主，並於 1622年最終完成了城堡和「表御殿」（藩主私邸前殿）的建設。 

彥根城是日本保存狀態最好的城堡之一。它既保留了日本中世紀（12-16 世紀）山城

的主要特點，又有 17世紀城堡作為政治中心的結構特徵。「本丸」（主城）周圍的石牆，

讓人對戰國時代（1467-1568）的山城產生強烈的思懷；表御殿裡面，則設有會議和行政

辦公的房間，以及迴遊式庭園和茶室等設施。彥根城裡的天守閣被指定為國寶，許多建

築物都是國家級重要文化財。 

作為要塞，彥根城備有多層防禦設施。本丸建在彥根山平緩的山頂上，被幾道城廓

包圍。此城曾有三條護城河，呈同心圓狀，彼此環環相扣。其中的內護城河和中護城河



至今尚存。 

雖然彥根城的戰略地位非常重要，但卻未曾經歷戰火。1868 年德川幕府覆滅後，明

治天皇（1852-1912）於 1873年下令拆除包括彥根城的大批幕府所遺城堡。所幸，明治天

皇一行碰巧到訪，時任議員的大隈重信（1838-1922）被本丸的壯美深深打動，懇求天皇

為後世保留此城。彥根城因此得以逃過被拆除的劫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