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拴牛石 

 

在松本城以南大约 500 米开外的一处街角立着一块石头，上面缠了一条挂着“纸垂”

（标志神明圣地的白纸片）的麻绳。它被称为“拴牛石”，在这个名字的背后，藏着一段与

两位著名武将相关的传奇故事。 

1550 年，武田信玄(1521-1573)攻克松本城。他是甲斐国（今山梨县）的统治者，也是

日本战国时代(1467-1600)最有名的武将之一。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武田信玄与上杉谦信

(1530-1578)的冲突，后者统治着北面的越后国（今新潟县）。这两位强悍的武将分别拥有

“甲斐之虎”与“越后之龙”的名号，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两者多

次交战，却始终未能决出高下。相反，长期的较量令武田信玄与上杉谦信对彼此产生了深

深的敬意，据说武田信玄过世时，上杉谦信还流下了眼泪。 

16世纪 60年代，武田信玄同时还在与南方两国交战。由于武田信玄的领地位于内陆，

他的对手便合谋阻断其领地与海岸地带间的商路。当时，农民以谷物为主食，因此盐和海

产品是不可或缺的食材，切断这类物资的供给便能有效削弱武田信玄的力量。上杉谦信看

到武田信玄的臣民们因缺盐而导致健康每况愈下，非但没有趁机出击，反而派出牛队，为

松本送去了食盐。相传当年在本町和伊势町的交界处有一块石头，被视为当地的道祖神（（位

于村庄边界、山口和其他路边的驱邪防疫之神），而这些牛就被拴在这块石头上，“栓牛石”

也因此得名。 

不过这个传说直到江户时代(1603-1867)末期才出现，而本地盐市在此之前便已存在。

尽管如此，人们依旧对这个关于两位武将惺惺相惜的故事津津乐道。时至今日，“为敌送

盐”的谚语也仍在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