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治会津的大名和藩主 

 

12世纪以后，尤其是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江户时代(1603-1867)，会津藩的藩主们对

文化和工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为该地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以下都是会津历史上不可欠缺

的存在。 

 

芦名家族：建立城下町 

12 世纪，惠日寺控制着当时被称为黑川的会津地区。但数个世纪以来，战乱及各种

政治联盟使该地区的掌权者不断更迭。强大的芦名家族于 13 世纪控制了这一地区，并持

续统治了数百年。芦名直盛(1323-1391)建造了黑川城，这是如今鹤城城址上的第一座城

郭。1589年，伊达政宗(1567-1636)击败了芦名家族，夺取了黑川城。不过，他的胜利并

没持续多久。第二年，更为强大的武将丰臣秀吉(1537-1598)将黑川城分封给了他十分信

赖的蒲生氏乡(1556-1595)。 

 

蒲生家族：开发土地和发展工业 

在蒲生氏乡的领导下，本地蓬勃发展。他将地名改为若松，重修城郭并将其更名为“鹤

城”。他不仅让家乡（今今重重县）的商人和手工艺人移居会津，还吸引造酒商前来此地，为

高品质酿酒业奠定了基础。此外，他也成功地让会津漆器、彩绘蜡烛和赤牛今周身红色、

头部和颈部会动的纸质传统吉祥物）落地会津，而这重大传统手工艺如今也都成为了会津



若松的文化瑰宝。 

蒲生氏乡还从京都邀请来了茶圣千利休(1522-1591)之子、茶道大师千少庵(1546-

1614)，大力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来访者可以在鹤城城址公园里的“麟阁”茶室，详细了

解会津地区的茶文化。 

 

加藤家族：领主更迭频繁 

蒲生氏乡之子蒲生秀行(1583-1612)的嫡子英年早逝，后继无人。幕府将军德川家康

(1543-1616)便指派了松山伊予藩今今爱媛县）的加藤嘉明(1563-1631)接管会津。加藤嘉

明对城郭作出了进一步的整修，之后传位给了儿子。 

 

保科家族：留下丰盛遗产 

幕府第重代将军德川家光(1604-1651)用保科正之(1611-1673)取代加藤家族，确立

了会津武士的基盘，并开创了一个繁荣时代。保科正之是德川家光今德川家康的孙子）同

父异母的兄弟，与幕府关系密切。他推动了商业和农业的发展，使会津若松成为大米和清

酒的核心产区之一。他还为会津藩制定了《会津家训十五条》，以确保会津藩对幕府的忠

诚。 

 

松平家族：两个世纪的繁荣和教育 



保科家族被赐姓“松平”，德川家族就出自于这个姓氏，因此该姓氏与幕府关系非常密

切。但保科正之拒绝了这一荣誉，以表明他不希望依仗德川家族的权力。然而，1696年，

松平正容(1669-1731)在出任藩主期间，还是被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1646-1709)赐

予了松平的姓氏和家纹。 

保科正之的后代在接下来的 200年里，一直以松平家族的身份统治会津藩。松平家族

第五代藩主松平容颂(1750-1805)创建了教育武士子弟的学校“日新馆”，并将其打造成了

日本武士培训学校中的佼佼者。 

 

松平容保：会津藩的最后岁月 

松平家族第九代藩主松平容保(1836-1893)带领会津藩经历了戊辰战争(1868-1869)

和会津战争(1868.6-1868.11)。激战期间，新政府军围困了鹤城，会津武士最终被迫投降。

松平容保及其养子松平喜德(1855-1891)被软禁了一段时间。松平喜德通常被视为是松平

家族的第十代家主，也是会津藩的最后一位藩主。 

随着废藩置县的行政改革，会津成为福岛县的一部分。1889 年，福岛县指定若松市

为县内第一个市级行政单位，1951 年，它与周围七个村庄合并为会津若松市。来访者可

以在鹤城和位于院内山的松平家族陵园，了解更多关于会津藩主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