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迪生紀念碑 

 

湯瑪斯·阿爾瓦·愛迪生（1847-1931），著名的美國發明家、革新者和實業家，成果

極豐。留聲機、第一代攝影機、白熾燈泡……經他發明或改良的許多東西對於現代生活

來說都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傳說其中白熾燈泡的研究就與八幡市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1934 年，人們在男山上的石清水八幡宮神社內修建起一座紀念碑，用以紀念愛迪生及其

成就。1958 年，紀念碑原樣遷移到現址，並於 1984 年完成了重新設計和改建。 

1878 年，愛迪生正埋首於研究電子照明系統，試圖製造出一種可長時間持續照明的

燈泡，其中的關鍵點在於找到合適的燈絲材料。他嘗試過無數種材料，從金屬到棉線，

甚至鬍鬚，最終判斷：竹絲可能是最有希望的。於是，他派遣助手前往世界各地搜尋竹

子樣本，其中也包含京都。果不其然，品質上乘的竹子能加工出可持續使用 1000 小時

以上的耐用燈絲，這個發現為白熾燈的應用和普及做出了重大貢獻。人們相信愛迪生最

終選用的就是產自石清水八幡宮神社附近林中的竹子，這裡的竹子向來以品質優越聞名

全日本。 

每逢這位大發明家的生日和忌日，石清水八幡宮都會舉辦紀念活動，一年兩度分別

在 2 月 11 日當天和 10 月 18 日前後。此外，神社內還有紀念愛迪生的木製繪馬（日本

神社或寺院中許願用的小牌子，通常為木製並繪有圖案），他在八幡市的地位和聲望由此

可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