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彦根城 

 

彦根，面朝琵琶湖，位于连接京城江户（现在的东京）和西日本的两条要道之一的

中山道旁。琵琶湖是这一地区的交通枢纽，从琵琶湖乘船可直达京都，而西国（近畿以

西）大名如要攻打幕府，中山道将是进攻江户的主要路径。因此，彦根自古战略位置十

分显要。 

17世纪初叶，江户时代（1603-1867）首任将军德川家康（1542-1616）为了防备反新

政府大名串联，命令因战功显赫而新晋为彦根初代藩主的井伊直政（1561-1602）在此兴

建城堡。 

但井伊直政受命不久便去世，由其子直继（1590-1662）继承父业。1604 年至 1607

年间，城堡大部分竣工。之后，其同父异母的弟弟井伊直孝（1590-1659）取代病弱的直

继成为藩主，并于 1622年最终完成了城堡和“表御殿”（藩主私宅前殿）的建设。 

彦根城是日本保存状态最好的城堡之一。它既保留了日本中世纪（12-16 世纪）山城

的主要特点，又有 17 世纪城堡作为政治中心的结构特征。比如“本丸”（主城）周围的石

墙会让人对战国时代（1467-1568）的山城产生强烈的怀念；而表御殿里面，则设有会议、

行政房间，以及回游式庭园和茶室等设施。彦根城的天守阁被指定为国宝，城内众多建

筑都是国家级重要文化财。 

作为要塞，彦根城备有多层防御设施。本丸建在彦根山平缓的山顶上，被几道城廓

包围。此城曾有三条护城河，呈同心圆状，彼此环环相扣。其中的内护城河和中护城河



至今尚存。 

虽然彦根城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但却从未曾经历过战火。1868 年德川幕府覆灭后，

明治天皇（1852-1912）于 1873年下令拆除其留下的大批古城，其中也包括彦根城。所幸，

明治天皇一行碰巧到访，时任议员大隈重信（1838-1922）被本丸的壮美深深打动，恳求

天皇为后世保留此城，彦根城因此逃过劫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