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丰臣秀吉与屋久杉 

 

屋久杉是屋久岛的象征。16 世纪晚期，一代枭雄丰臣秀吉(1536-1598)听闻岛上出

产优质杉树，便下令要用屋久杉在京都建造一间寺院的本堂（主殿）。此举令屋久杉在日

本全国名声大噪。 

 

丰臣秀吉的青眼 

16 世纪晚期，经过长期内战，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1586 年 4 月，为供奉一尊大

佛，他下令寻找杉木和柏木，在京都方广寺新建一间大殿。当时九州大部分地区处于岛

津家族控制下，他们是丰臣秀吉的对手，因此起初并没有听令。1587 年，丰臣秀吉打败

了岛津家族，命令家主岛津义久(1533–1611)向他进贡屋久杉。 

丰臣秀吉要求亲信大名领主石田三成(1560–1600)派出家臣之首伊集院忠栋(?-1599)

和岛津忠长(1551–1610)一起赴屋久岛调查适用木材。两人在岛民指引下察看过几棵树

木后，发现屋久杉确实品质优良且耐用，还有美丽的疤瘤花纹，非常适合用作建筑材料。

岛津义久和弟弟岛津义弘(1535–1619)于 1595 年颁布的布告中提及了这次调查，如此写

道，“为修建大佛本堂而调查记录过的树木，不得擅动。” 

丰臣秀吉需要的屋久杉最后到底有没有抵达京都，如今不得而知，毕竟运输如此庞

大的原木无论在物流还是在财力上都是挑战。1592 年，因丰臣秀吉对麾下的军事部署，

使得岛津家族没有足够的船只从屋久岛运送木材，且财力方面也只能支撑把原木加工成



板材和柱材后再送往京都，因此这个故事的后文还有待考证。 

 

威尔逊树桩 

这个被称为“威尔逊树桩”的屋久杉树桩，被认为是为丰臣秀吉修寺而砍伐留下的见

证。它以英国植物猎人及植物学家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 1876-

1930)的名字命名，纪念他在 1914 年发现了这个树桩并公诸于世。1917 年，日本植物

学家田代善太郎(1872-1947)和威尔逊会面后，于 1918 年至 1923 年在屋久岛展开了他

的首次学术考察。他在 1926 年的报告中表示，树桩的再生状态说明这棵树的砍伐时间

应在 18 世纪早期。 

这个树桩位于屋久岛国立公园特别保护区里的大株步道旁、海拔 1030 米处。砍伐

前树龄据推测已 2000 多岁。树桩直径超过 4 米，中间的空洞里有小股涌泉，还有供奉

着山神彦火火出见命、树神久久能智神以及山与海之神大山祇命的木魂神社。宫之浦的

海滨酒店内展示着威尔逊树桩的复制品，来访者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这个树桩是何等的巨

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