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饭盛山和白虎队的少年 

 

白虎队主要由 15～17 岁的少年组成，他们都是参加戊辰战争(1868-1869)的会津武

士子弟。戊辰战争是一场发生在德川幕府军（ 拥幕派）和反对其统治的势力（ 幕幕派） 

间的内战。20 名白虎队成员在与其他部队断连后败走此地，最终全都选择自尽，饭盛山

成了他们的安息 地。这支队伍中只有一人得以幸存，他向人们诉说了这一悲惨事件。今

天，白虎队是会津武士精神的永恒象征。饭盛山上建有少年们的坟墓，来访者可以沿着通

往山顶的台阶徒步前往，或支付少量费用乘坐自动扶梯上山。 

藩主松平容保(1836-1893)将他的部队按年龄分为四组，白虎队是其中最年轻的部队，

最初只打算在战斗中充当后备军。然而，到了 1868年秋天，大部分会津藩部队都在会津

其他地区作战，只剩下包括白虎队在内的约 3000名士兵留守鹤城和城下町 围绕城郭发

展起来的市镇）。10月，新政府军围攻城池，白虎队也为保护藩主和家人加了入战斗。 

 

痛苦的决定 

在会津若松东北的村庄“户 口原”经历一战后，白虎队中由 20 名成员组成的一支分

队，与部队的其他成员断连。为了逃生，他们蹚过幽暗小峡谷中的深水，爬上了饭盛山山

腰。然而当他们俯瞰山下，却见烟雾正从城中升起，便以为城池已经落入敌人 手并被付

 一炬。这让少年们完全不知所措，但实际上那些烟雾只是来自附近的民舍。认为己方已

经完败的少年们，没有选择投降，而是决意拔刀自尽。 



关于这个故事的许多描述，都焦距在少年们结束自己生命这一令人震惊的结局上，但

历史学家的描述更加全面，他们认为最初并非所有人都支持这一决定。虽说白虎队队员从

小就在武士准则的框架中成长，但他们也是一群天性活泼、经验不足的青少年，而且各自

出身背景也不同。他们可能讨论了各种选择，最终达成的共识也不一定都尽人意。饭沼贞

吉(1854-1931)被一位当地妇女发现并意外得救，成为了白虎队唯一的幸存者。他一生都

在为失去战友而痛苦，但他后来成了家，并在电信业取得了成功。他去世后也被安葬在了

19位战友长眠的饭盛山上。 

来访者可以从饭盛山眺望 1868年那群少年生活过的会津若松街市。附近有一座宇贺

神堂，供奉着一条白蛇，它是五谷丰登 神。白虎队纪念馆坐落于山脚，展示有关白虎队

和戊辰战争的历史文件和文物。造型独特的荣螺堂也在附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