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悠久山公園 

 

春季的悠久山公園遊人如織，尤以 4 月上旬到中旬期間櫻花盛放時為盛。秋天是另

一個熱鬧的時節，落葉為步道染上深深淺淺的棕色、紅色和黃色。這個公園的名字源自

東面毗鄰的悠久山。 

從江戶時代（1603-1867），牧野忠辰（1665-1722）擔任以長岡為中心的長岡藩

（封建時代的行政區劃）藩主（封建時代的領主）起，這裡就已經是熱門的聚會地點。

當時牧野忠辰下令在如今的公園所在地種下了若干櫻花樹，從那以後，春日到悠久山西

側看櫻花便蔚為風潮。 

不過，我們今天看到的公園在 1918 年紀念長岡建城 300 週年時才開園。建園的想

法出自「引能仕石油公司」（Eneos）創始人，出身於長岡本地的山田又七（1855-1917）。 

公園入口不遠處的蒼柴神社已有近 250 年歷史，這裡是瞭解「七五三」節的熱門去

處。每年 11月活動期間，父母們會帶上這幾個年紀的孩子來到神社，祈禱他們健康成長。

神社後面豎立著一些紀念碑，是為 14 位歷代長岡藩主以及在戊辰戰爭（1868-1869）中

捐軀的武士而建。 

附近還有一座神社，供奉的是「忠犬 Shiro」。當地傳說 Shiro 的主人一家從江戶

（今東京）搬到長岡，落戶在蒼柴神社附近，卻沒有帶上 Shiro。Shiro 十分想念主人，

於是獨自從老家出發，長途跋涉 250多公里，終於與主人重聚。2018年，為紀念長岡建

城 400週年建立了「Shiro神社」。 



距離 Shiro 神社不遠的「蛇橋」為城內一些長者合力修建，來訪遊客還能在橋邊看

到一座獻給作家兼教育先驅小林虎三郎（1828-1877）的紀念碑，他最為人所知的貢獻，

是提出了「米百俵」（一百袋稻米）理念。 

1868年明治維新之際，長岡糧食短缺，長岡市管理者尋得 100袋稻米打算賑濟居民。

小林虎三郎卻在此時提出：「如果用來吃，100 袋稻米轉眼就沒了。但如果用來做教育，

就可以在未來變成 1 萬袋，甚至 100 萬袋稻米。」他提議把米賣掉，所得資金用來修建

一所學校。儘管最初遇到了一些阻力，但人們終究還是接受了他的觀念，用賣稻米的錢

修建了日本現代小學的前身——「國漢學校」。 

悠久山公園另一側還有紀念其他長岡歷史名人的紀念碑。其中一座紀念一位名叫河

井繼之助（1827-1868）的武士，他雖然持反戰立場，卻依然在戊辰戰爭中盡忠職守，

對抗帝國軍隊。此外還有一座是著名作家、小說家、哲學家松岡讓（1891-1969）的紀

念碑。 

在諸多景點中，喜愛動物或攜年幼孩子同行的遊客或許更青睞悠久山動物園，園裡

有座猴山。 

長岡市鄉土史料館是這座公園的主要景點之一，白色多層建築令人印象深刻，外形

設計靈感來自封建時代的日本城，如早已毀於 1868 年戊辰戰爭中的長岡城。這處城的

舊址就是如今 JR 長岡站所在地。史料館於 1968 年對外開放，許多從長岡城地基挖掘出

來的石頭都被嵌入了石牆，構成了入口立面的一部分。 



鄉土史料館透過展示長岡市創建者們的生平生活來講述長岡的歷史。展品中有來自

牧野家的相關文物，這個家族曾長期統治當地，延續了 13代藩主。其他展品則來自近代

的知名人物，如二戰時期的日本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1884-19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