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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人之城 芥川山城遗迹 

 
芥川山城痕迹，是位于摄津峡东侧的三好山的战国时代的山城，以摄津国最大的东西约 500

米，南北约 400 米规模自豪。山麓的三方是是芥川流动深的峡谷，敌人难攻击天然的城寨。主

城郭(本丸)弄活山顶打地基的高低差，在山全部上(里)配置着人们称呼为生活的曲子圈的许多

的广场。 
 
向(到)战国时代的城郭高(贵)的石垣和水堀采用没有，切断山的山脊的堀切和野战工事(堤坝)

抵御了敌人。这些遗骸很好地残留在城址，本偶尔新奇的石垣能确认为与大公司传达的谷筋。 
 
永正 13 年(1516)之前担任摄津国的守护的细川量国筑城，在工程上(里)不论昼夜，说 300～500

人工作了。继续为与高国的战斗胜利的细川晴天原进城,不过在，天文 18 年(1549)时被阿波•

德岛被进入摄津的家臣三好长庆放逐了。长庆从京都也赶出将军足利义辉，用实力开始天下（当

时畿内）的支配。 
 
又在天文 22 年(1553)时攻芥川山城，作为自己的居城。作为天下人的居城，一般认为是高槻

出身(生)重臣松永久秀们的家臣在城内修建房地，寻求裁定和见面的许多人做了登城。发掘调

查非常棒的建筑物痕迹找到着，多的生活工具出土着。 

 

芥川山城曾是战国时期畿内的基石。俸禄 11 年（1568）的拥有者，足利义昭的织田信长跟随

三好进入城堡，在这里欢迎天皇的使者，并在畿内会见了重要人物和军事指挥官，我在其中扮

演着很好的角色。此后，义昭的附庸的和田惟政就成为了城堡的领主，高山右近的父亲飞騨守

成为了城堡的领主，但是第二年他移居到高槻城，并且芥川山城逐渐结束了它的作用。

芥川山城遗迹假想图（圖：山本尊敏） 

在主机柜中检测到基石建筑 

（宫殿建筑） 
在该部分中检测到的残留物 位于主机柜的南部下方 

城堡中可能没有经过确认的炮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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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川山城迹位于摄津峡东侧的三好山，为战国时代（1467～1615年）建筑于摄津（现今的大阪北部）的山城中规模最大的城迹。除东西长约500米，南北长约400米，山脚地带的三面有河川流淌而过之外，另有一道峡谷，形成一座敌人难以进攻的天然堡垒。城堡中心的「本丸」（即主要城郭）利用地形的高低差伫立于山顶，人们生活且被称为曲轮的广场则位于山上各处。当时的城郭据说是利用阻断山脊及挖掘壕沟与土垒来防止敌人入侵，而非在之后的日本城堡中常见的高耸城墙与护城河。在此城迹中仍能看见该遗迹。此外，在山谷可看到在当时非常稀少的城墙。

芥川山城是在1516年由负责守护摄津的细川高国所建，据说建造工程有300～500人日夜不停持续进行。此后，由战胜高国的细川晴元进城，但于1549年被从阿波（现今的德岛县）前来摄津的家臣三好长庆所驱逐。长庆还把幕府将军足利义辉从京都驱逐，开始统治畿内地区（当时的日本实质政治中心）。于1553年攻下芥川山城将其作为自己的居城。松永久秀等家臣也在城内安家，许多求见的人也纷纷前来城堡。就这样，芥川山城成为战国时代统率畿内的中枢。在考古发掘时除了发现宏伟的建筑物遗迹之外，还挖掘出许多生活用具。

1568年，拥立足利义昭的织田信长为驱逐三好长庆而进城，并在此迎接天皇的使者，以及与畿内的贵族官员、武士等重要人士会面后，如愿进入京都。此后，由足利义昭的家臣和田惟政成为城主，任命知名的吉利支丹大名高山右近的父亲为守城大将，但是在1569年迁居至高槻城，芥川山城逐渐结束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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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川山城迹想像图（画家：山本尊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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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本丸南侧往下一层的曲轮中发掘到的砖列建物（被插入地面的瓦板环绕的建筑物）（由北）。有可能是在山城中仍鲜少被确认到的橹（守卫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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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丸被发掘到的基石建筑
（御殿建筑）




战国最初之天下人  三好长庆  

 

三好长庆 

从天文 22 年(1553)长(久)俸禄 3 年(1560)的约 7 年，三好

长庆从芥川山城在畿内（当时的天下）上(里)号令了。是长

庆被织田信长被认为是打先锋的天下人原因。长庆由人材

发掘巧妙，在权力中枢起用了松永久秀们的家臣。还有，

为使裁判城眼下的真上村和郡家村的争水(争水)，为与地域

的人们相对的政治注入力量。连与界的商人也发生关系爱

好连歌和茶道，承认的基督教等教育人也有。 

 

 

 

松永久秀 

松永久秀，好久地作为坏人被谈了,不过，事实是成为长庆

的右腕的忠臣。对那个出身有诸说,不过，本市的东五百住

的出身(生)成行高槻城主的土豪层生这样的见解最有力。  
 
 
 
 
 
 
 
 
 
 
 
 
 
 
 

三好长吉雕像 
（京都大学博物馆珍藏） 

松永久秀雕像 
（城乡历史博物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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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好长庆

自1553年到1560年的约七年期间，三好长庆未拥立幕府将军，而是自己从芥川山城内向畿内地区（当时的日本实质政治中心）发令。这就是为什么长庆是织田信长率先攻打的天下人（掌握中央政府政权者）之原因。此外，长庆如同仲裁真上村与郡家村的用水纷争般，致力于与当地人民面对的执政。同时也通过与堺市的商人交流，熟悉连歌与茶道，并认可基督教的传教等展现其具修养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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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好长庆肖像摹本
（收藏于京都大学综合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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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永久秀

松永久秀在日本的历史中虽然被描述为坏人，但是事实上，他不仅是长庆的忠臣也是其得力助手。关于他的身世有多种说法，但是最为有力的说法是他出身于高槻市的东五百住，并诞生在一个与高槻城主相关的当地豪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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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永久秀肖像
（收藏于高槻市立城迹历史馆）




认定为续日本 100 名城之一  芥川山城遗迹 

 

芥川山城痕迹是巧妙地利用在三好山(俗称城山)，纵览大阪平原的天然的险要地方的战国时代屈

指可数的城郭。对最高所设置主城郭，配置周围的石垣等，至今传达着那个威容。永正 13年(1516)

之前摄津守护细川量国筑城，让家臣能势赖则保护了城。 

 

此后，从阿波•德岛进入摄津的三好长庆，代替作为主人的细川晴天原，在天文 22 年(1553)时

进城。长庆是转让继承人给长(久)俸禄 3 年(1560)，长子义兴，为河内饭盛城到引退为止的约 7

年，在城。一边重用属下松永久秀们，不拥立足利将军家用自己的名字在畿内一带号令了。是

被认为是宛如城是政权的首都，长庆为织田信长打先锋的天下人原因。 

 

以后，长庆，为使裁判眼下的真上村和郡家村的争水(争水)，为与地域的人们相对的政治注入了

力量。与界的商人发生关系表现了爱好连歌和茶道，承认的基督教的传教等教育。找到主城郭

的发掘调查真正的建筑物痕迹，成为战国时代的城郭的印象为之一变的成果。 

 

长(久)俸禄 11 年(1568)，追赶三好一族的织田信长首先以这个城作为目标，看准天下的形势之

后完成了上面洛。将军足利义昭的家臣和田惟政治向高槻城转移即使进城，到翌年，芥川山城

慢慢结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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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川山城迹位于三好山，是座能俯瞰大阪平原，巧妙形成的天然堡垒，同时也是战国时代（1467～1615年）首屈一指的城郭。主要城郭建造于最高处，至今仍然能观赏到壕沟、土垒及部分城墙。 1516年由负责守护摄津（现今的大阪北部）的细川高国所建，并由家臣能势赖则守护城堡。此后从阿波（现今的德岛县）来摄津的三好长庆将当时的城主细川晴元驱逐，并于1553年进城成为城主。长庆在此城居住了约七年时间，并于1560年将户主的权利与义务传给长子三好义兴后，迁居至河内（现今的大阪南部）的饭盛城。在重用松永久秀等家臣的同时，不拥立足利将军家，而是以自己的名号在畿内一带（当时的日本实质政治中心）发令。在此期间，城堡为政权的首都，这就是为什么长庆是织田信长率先攻打的天下人（掌握中央政府政权者）之原因。此后，长庆如同仲裁真上村与郡家村的用水纷争般，致力于与当地人民面对的执政。他通过与堺市的商人交流，熟悉连歌与茶道，并认可基督教的传教等展现修养。

 在主城郭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一个完整的建筑遗迹，完全改变了战国时代的城郭印象。

 1568年，驱逐三好一族的织田信长首先以此城堡为目标，在确定了天下的局势后，如愿进入京都。之后，将军足利义昭的家臣和田惟政进城，但是也在1569年迁居至高槻城，芥川山城逐渐结束其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