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鞠智城遺址 

 

鞠智城是大和朝廷在 7世紀晚期建造的一座大型山頂城郭，它是保護日本免受唐朝和

朝鮮半島新羅王國入侵的防禦工事的一部分。但無論哪一條前線，離這座堡壘都很遠，因

此這裡被認為是一處供應基地和訓練設施，可在需要時從城郭調度物資和人力。城內的駐

軍也可能是用來防範九州南部的隼人，隼人與大和朝廷的對抗一直持續到 8世紀早期。 

西元 663年，唐朝—新羅聯盟征服了大和朝廷的長期盟友朝鮮百濟王國，唯剩日本暴

露在唐朝的威脅之下。大和朝廷擔心唐軍即將發動襲擊，於是招募來從日本海對岸逃離過

來的百濟軍官和工程師，在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建造了朝鮮風格的山城，因為這一帶很有

可能成為敵軍進攻都城飛鳥（今奈良縣）的路線。 

鞠智城是由百濟難民設計建造的土築牆芯、石構城牆式的山城之一。城角下肥沃的菊

池平原，出產大量的糧食和其他作物，可一併儲存於山上的倉庫中。這些倉庫、瞭望塔和

駐軍所在的中央區域占地 0.55 平方公里，戒備森嚴，只有通過三個狹窄山谷裡的大門才

能進入。在總面積達 1.2平方公里的鞠智城遺址中，一共發現了 72座建築的地基。 

然而，可怕的唐朝—新羅大軍並未出現，鞠智城逐漸被改造成和平時期的倉儲設施，

一直使用至 10 世紀中葉。城郭遺址現在是一座公園，糧倉、兵營和八角太鼓塔樓都已被

修復。登上觀景台，能一覽城郭全景，遊客可以在「溫故創新館」了解更多關於這座城郭

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