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船上山（山頂） 

 

船上山與南側的勝田山（1149 公尺）、甲山（1338 公尺）以及矢筈山（1358 公尺）

同為大山北側外輪山（二重火山的舊噴火壁）的一部分，其頂峰處（615 公尺）有一片

寧謐遼闊的草原。山頂的熔岩圓頂丘，以過去火山噴發時形成的岩板為基石，於 60 萬年

至 40 萬年前硬化而成。 

相較於鄰近群山，船上山算不上高峰，卻有其悠久歷史。奈良時代（710-794）的

718 年，修驗道綜合了「神道的山岳信仰」及「道教的山岳修行」兩大要素，當時大山

成為了修驗道的中心地。到了平安時代（794-1185），大山與東側三德山上的寺廟以及

大山寺這兩座寺廟結下淵源，以「伯耆三山」之一稱號而廣為人知，其山頂聖地只允許

修驗道的修行者進入。 

數百年後，船上山成為了日本史上另一重大事件的舞台。1332 年，因倒幕計劃敗露，

後醍醐天皇被鎌倉幕府（從 1185 年起，統治日本的武家政權）廢黜，流放至隱岐島。

隔年，伺機脫離隱岐島的後醍醐天皇，一路逃至船上山，得當地一位名叫「名和長年」

的武將相助，藏匿在此。他們以船上山為據點，舉兵迎擊。船上山被三面險崖所環繞，

有如天然要塞，令幕府軍一敗塗地。船上山一戰為後醍醐天皇帶來了關鍵性的勝利，不

久後，鎌倉幕府迎來了終結，日本的統治權也重歸天皇手中。 

登上東側的小山丘，就能看到矗立於此的石碑。這塊石碑設於 1924 年，為紀念當

年站在船上山山頂，盡情眺望美景的後醍醐天皇而修建。石碑背後的地面上，撰有幾乎

相同的碑文，但記錄年份卻寫著「1923 年」，雕刻者的名字也與石碑上的相左。推測其

因可能是，最初修建的石碑在竣工後不久就因故倒塌。如今我們看到的，或是由另一位

雕刻家於翌年重建的版本也未可知。 

後醍醐天皇的舊居遺址，位於船上山西南側的智積寺遺址附近。1932 年，被指定為

「國家歷史遺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