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濱松城特色 

 

16 世紀初期至中期，今川家（室町幕府足利氏將軍的同族）在這裡建造了一座較小

的城，名為「曳馬城」。後來德川家康（1542-1616）擊敗今川家，於 1570 年將主要力

量遷至該地，開始建造一座更大的城。相傳，由於日文中「曳馬」有「下馬後牽馬」之

意，而武士下馬便是落敗，德川家康覺得「曳馬」二字不祥，於是將城改名為「濱松」，

字面意思就是「海濱的松樹」。 

1867 年幕府時代結束，濱松城遭拆除，大部分土地被出售。如今的天守閣是 1958

年重建的，但下面的石基被認為是德川家康的下一任城主堀尾義春（1543-1611）所建。

這些石基採用「野面積工法」（毛面砌法）建造，這種方法是日本最初的石牆建造技術，

即將不規則的毛石堆砌起來，最大一面朝外，然後用碎石填補大石頭之間的空隙。這些

堅固的石基（石牆）歷經數百年風雨，依然保持著出色的排水性和抗震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