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豐臣秀吉與屋久杉 

 

屋久杉是屋久島的象徵。16 世紀晚期，一代梟雄豐臣秀吉（1536-1598）聽聞島上

出產優質杉樹，便下令要用屋久杉在京都建造一間寺院的本堂（主殿）。此舉使屋久杉在

日本全國名聲大噪。 

 

豐臣秀吉的青眼 

16 世紀晚期，經過長期內戰，豐臣秀吉統一了日本。1586 年 4 月，為供奉一尊大

佛，他下令尋找杉木和柏木，在京都方廣寺新建一間大殿。當時九州大部分地區處於島

津家族控制下，他們是豐臣秀吉的對手，因此起初並沒有聽令。1587 年，豐臣秀吉打敗

島津家族，命令家主島津義久（1533–1611）向他進貢屋久杉。 

豐臣秀吉要求親信大名領主石田三成（1560–1600）派出家臣之首伊集院忠棟（?-

1599）和島津忠長（1551–1610）一起赴屋久島進行木材調查。兩人在島民指引下察看

過幾棵樹木後，發現屋久杉確實品質優良且耐用，還有美麗的疤瘤花紋，非常適合用作

建築材料。島津義久和弟弟島津義弘（1535–1619）於 1595 年頒佈的佈告中提及了這次

調查，如此寫道：「大佛本堂木材調查中記錄過的樹木，應保持原樣。」 

豐臣秀吉需要的屋久杉最後到底有沒有抵達京都，如今不得而知，畢竟運送如此龐

大的原木無論在物流還是在財力上都是挑戰。1592 年，因豐臣秀吉對麾下的軍事部署導

致島津家族沒有足夠的船隻從屋久島運送木材，且財力方面也只能支撐把原木加工成的



板材和柱材運往京都的費用，因此這個故事的後文還有待考證。 

 

威爾遜樹樁 

這個被稱為「威爾遜樹樁」的屋久杉樹樁，被認為是為豐臣秀吉修寺而砍伐留下的

其中一棵杉樹。它以英國植物獵人及植物學家歐尼斯特·亨利·威爾遜（Ernest Henry 

Wilson, 1876-1930）的名字命名，紀念他在 1914 年發現了這個樹樁並公諸於世。1917

年，日本植物學家田代善太郎（1872-1947）和威爾遜會面後，於 1918 年至 1923 年在

屋久島展開了他的首次學術考察。他在 1926 年的報告中表示，樹樁的再生狀態說明這

棵樹的砍伐時間應在 18 世紀早期。 

這個樹樁位於屋久島國立公園特別保護區裡的大株步道旁、海拔 1030 公尺處。砍

伐前樹齡據推測已 2000 多歲。樹樁直徑超過 4 公尺，中間的空洞裡有小股湧泉，還有

供奉著山神彥火火出見命、樹神久久能智神以及山與海之神大山祇命的木魂神社。宮之

浦的海濱酒店內展示著威爾遜樹樁的複製品，遊客可以親身體驗這個樹樁的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