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船上山山顶 

 

船上山与南侧的胜田山（1149 米）、甲山（1338 米）以及矢筈山（1358 米）同为

大山北侧外轮山（二重火山的旧喷火壁）的一部分，其顶峰处（615 米）有一片静谧辽

阔的草原。山顶的熔岩圆顶丘，以过去火山爆发时形成的岩板为基石，于 60 万年至 40

万年前硬化而成。 

相较于邻近群山，船上山算不上高峰，却胜在历史悠久。修验道综合了“神道的山岳

信仰”及“道教的山岳修行”两大要素，于奈良时代（710-794）的 718 年，大山成为了修

验道的中心地。进入平安时代（794-1185），大山与东侧三德山上的寺庙以及大山寺这

两座寺庙结下渊源，以“伯耆三山”之一的称号而闻名遐迩，其山顶圣地只允许修验道的

修行者进入。 

数百年后，船上山成为了日本史上另一重大事件的舞台。1332 年，因倒幕计划败露，

后醍醐天皇被镰仓幕府（从 1185 年起，统治日本的武家政权）废黜，流放至隐岐岛。

第二年，伺机离开隐岐岛的后醍醐天皇，一路逃至船上山，得当地一位名叫“名和长年”

的武将相助，藏匿于此。他们以船上山为据点，举兵迎击。船上山被三面险崖所环绕，

有如天然要塞，令幕府军一败涂地。船上山一战为后醍醐天皇带来了关键性的胜利，不

久后，镰仓幕府迎来了终结，日本的统治权亦重归天皇手中。 

登上东侧的小山丘，便能看到矗立于此的石碑。这块石碑设于 1924 年，为纪念当

年站在船上山山顶，尽情眺望美景的后醍醐天皇而修建。石碑背后的地面上，撰有几乎

一致的碑文，但记录年份却写着“1923 年”，雕刻者的名字也与石碑上的相左。由此推测，

最初修建的石碑或许在竣工后不久就因故倒塌。如今我们所见到的，或是由另一位雕刻

家于翌年重建的版本也未可知。 

后醍醐天皇的旧居遗址，位于船上山西南侧的智积寺遗址附近。1932 年，被指定为

“国家历史遗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