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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人之城  芥川山城遺跡 

 

芥川山城痕跡，是位於攝津峽東側的三好山的戰國時代的山城，以攝津國最大的東西約 500

米，南北約 400 米規模自豪。山麓的三方是是芥川流動深的峽谷，敵人難攻擊天然的城寨。主

城郭(本丸)弄活山頂打地基的高低差，在山全部上(裡)配置著人們稱呼為生活的曲子圈的許多

的廣場。 

 

向(到)戰國時代的城郭高(貴)的石垣和水堀採用沒有，切斷山的山脊的堀切和野戰工事(堤壩)

抵禦了敵人。這些遺骸很好地殘留在城址，本偶爾新奇的石垣能確認為與大公司傳達的谷筋。 

 

永正 13 年(1516)之前擔任攝津國的守護的細川量國築城，在工程上(裡)不論晝夜，說 300～500

人工作了。繼續為與高國的戰鬥勝利的細川晴天原進城,不過在，天文 18 年(1549)時被阿波•

德島被進入攝津的家臣三好長慶放逐了。長慶從京都也趕出將軍足利義輝，用實力開始天下（當

時畿內）的支配。 

 

又在天文 22 年(1553)時攻芥川山城，作為自己的居城。作為天下人的居城，一般認為是高槻

出身(生)重臣松永久秀們的家臣在城內修建房地，尋求裁定和見面的許多人做了登城。發掘調

查非常棒的建築物痕跡找到著，多的生活工具出土著。 

 

芥川山城曾是戰國時期畿内的基石。俸禄 11 年（1568），擁有足利義昭的織田信長跟隨三好

進入城堡，在這裡迎接天皇的使者，並在畿内會見了重要人物和軍事指揮官，我在其中扮演著

很好的角色。此後，義昭的附庸的和田惟政就成為了城堡的領主，高山右近的父親飛騨守成為

了城堡的領主，但是第二年他移居到高槻城，並且芥川山城逐漸結束了它的作用。 

  

在主機櫃中檢測到基石建築 
（宮殿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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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芥川山城遺跡假想圖（圖：山本尊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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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川山城跡位於攝津峽東側的三好山，為戰國時代（1467～1615年）建築於攝津（現今的大阪北部）的山城中規模最大的城跡。除東西長約500公尺，南北長約400公尺，山麓地帶的三面有河川流淌而過之外，另有一道峽谷，形成一座敵人難以進攻的天然堡壘。城堡中心的「本丸」（即主要城郭）利用地形的高低差佇立於山頂，人們生活且被稱為曲輪的廣場則位於山上各處。當時的城郭據說是透過阻斷山脊及挖掘壕溝與土壘來防止敵人入侵，而非在之後的日本城堡中常見的高聳城牆與護城河。在此城跡中仍能看見該遺址。此外，在山谷可看到在當時非常稀少的城牆。

 芥川山城是在1516年由負責守護攝津的細川高國所建，據說建造工程有300～500人不論晝夜持續進行。此後，由戰勝高國的細川晴元進城，但於1549年被從阿波（現今的德島縣）前來攝津的家臣三好長慶所驅逐。長慶還把幕府將軍足利義輝從京都驅逐，開始統治畿內地區（當時的日本實質政治中心）。於1553年攻下芥川山城將其作為自己的居城。松永久秀等家臣也在城內安家，許多求見的人也紛紛前來城堡。如此般，芥川山城成為戰國時代統率畿內的中樞。在考古發掘時除了發現宏偉的建築物遺跡之外，還挖掘出許多生活用具。

 1568年，擁立足利義昭的織田信長為驅逐三好長慶而進城，並在此迎接天皇的使者，以及與畿內的貴族官員、武士等重要人士會面後，如願進入京都。此後，由足利義昭的家臣和田惟政成為城主，任命知名的吉利支丹大名高山右近的父親為守城大將，但是在1569年遷居至高槻城，芥川山城逐漸結束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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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川山城跡想像圖（畫家：山本尊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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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從本丸南側往下一層的曲輪中發掘到的磚列建物（被插入地面的瓦板環繞的建築物）（由北）。有可能是在山城中仍鮮少被確認到的櫓（守衛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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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丸被發掘到的基石建築
（御殿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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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川山城跡位於攝津峽東側的三好山，為戰國時代（1467～1615年）建築於攝津（現今的大阪北部）的山城中規模最大的城跡。除東西長約500公尺，南北長約400公尺，山麓地帶的三面有河川流淌而過之外，另有一道峽谷，形成一座敵人難以進攻的天然堡壘。城堡中心的「本丸」（即主要城郭）利用地形的高低差佇立於山頂，人們生活且被稱為曲輪的廣場則位於山上各處。當時的城郭據說是透過阻斷山脊及挖掘壕溝與土壘來防止敵人入侵，而非在之後的日本城堡中常見的高聳城牆與護城河。在此城跡中仍能看見該遺址。此外，在山谷可看到在當時非常稀少的城牆。

芥川山城是在1516年由負責守護攝津的細川高國所建，據說建造工程有300～500人不論晝夜持續進行。此後，由戰勝高國的細川晴元進城，但於1549年被從阿波（現今的德島縣）前來攝津的家臣三好長慶所驅逐。長慶還把幕府將軍足利義輝從京都驅逐，開始統治畿內地區（當時的日本實質政治中心）。於1553年攻下芥川山城將其作為自己的居城。松永久秀等家臣也在城內安家，許多求見的人也紛紛前來城堡。如此般，芥川山城成為戰國時代統率畿內的中樞。在考古發掘時除了發現宏偉的建築物遺跡之外，還挖掘出許多生活用具。

1568年，擁立足利義昭的織田信長為驅逐三好長慶而進城，並在此迎接天皇的使者，以及與畿內的貴族官員、武士等重要人士會面後，如願進入京都。此後，由足利義昭的家臣和田惟政成為城主，任命知名的吉利支丹大名高山右近的父親為守城大將，但是在1569年遷居至高槻城，芥川山城逐漸結束其作用。




戰國最初之天下人  三好長慶  
 
三好長慶 

從天文 22 年(1553)長(久)俸祿 3 年(1560)的約 7 年，三好長

慶從芥川山城在畿內（當時的天下）上(裡)號令了。是長慶

被織田信長被認為是打先鋒的天下人原因。長慶由人材發掘

巧妙，在權力中樞起用了松永久秀們的家臣。還有，為使裁

判城眼下的真上村和郡家村的爭水(爭水)，為與地域的人們

相對的政治注入力量。連與界的商人也發生關係愛好連歌和

茶道，承認的基督教等教育人也有。 

 
 
 
 
 
松永久秀 

松永久秀，好久地作為壞人被談了,不過，事實是成為長慶

的右腕的忠臣。對那個出身有諸說,不過，本市的東五百住

的出身(生)成行高槻城主的土豪層生這樣的見解最有力。 

  

 

 

 

 

 

 

 

 

 

三好長吉雕像 
（京都大學博物館珍藏） 

松永久秀雕像 
（城鄉歷史博物館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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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好長慶

自1553年到1560年的約七年期間，三好長慶未擁立幕府將軍，而是自己從芥川山城內向畿內地區（當時的日本實質政治中心）發令。這就是為什麼長慶是織田信長率先攻打的天下人（掌握中央政府政權者）之原因。此外，長慶如同仲裁真上村與郡家村的用水紛爭般，，致力於與當地人民面對的執政。同時也透過與堺市的商人交流，熟悉連歌與茶道，並認可基督教的傳教等展現其具修養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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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好長慶肖像摹本
（收藏於京都大學綜合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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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永久秀

松永久秀在日本的歷史中雖然被描述為壞人，但是事實上，他不僅是長慶的忠臣也是其得力助手。關於他的身世有多種說法，但是最為有力的說法是他出身於高槻市的東五百住，並誕生在一個與高槻城主相關的當地豪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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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永久秀肖像
（收藏於高槻市立城跡歷史館）




認定為續日本 100 名城之一  芥川山城遺跡 

 

芥川山城痕跡是巧妙地利用在三好山(俗稱城山)，縱覽大阪平原的天然的險要地方的戰國時代屈

指可數的城郭。對最高所設置主城郭，配置周圍的石垣等，至今傳達著那個威容。永正 13年(1516)

之前攝津守護細川量國築城，讓家臣能勢賴則保護了城。 

 

此後，從阿波•德島進入攝津的三好長慶，代替作為主人的細川晴天原，在天文 22 年(1553)時

進城。長慶是轉讓繼承人給長(久)俸祿 3 年(1560)，長子義興，為河內飯盛城到引退為止的約 7

年，在城。一邊重用屬下松永久秀們，不擁立足利將軍家用自己的名字在畿內一帶號令了。是

被認為是宛如城是政權的首都，長慶為織田信長打先鋒的天下人原因。 

 

以後，長慶，為使裁判眼下的真上村和郡家村的爭水(爭水)，為與地域的人們相對的政治注入了

力量。與界的商人發生關係表現了愛好連歌和茶道，承認的基督教的傳教等教育。找到主城郭

的發掘調查真正的建築物痕跡，成為戰國時代的城郭的印象為之一變的成果。 

 

長(久)俸祿 11 年(1568)，追趕三好一族的織田信長首先以這個城作為目標，看準天下的形勢之

後完成了上面洛。將軍足利義昭的家臣和田惟政治向高槻城轉移即使進城，到翌年，芥川山城

慢慢結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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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川山城跡位於三好山，是座能俯瞰大阪平原，巧妙形成的天然堡壘，同時也是戰國時代（1467～1615年）首屈一指的城郭。主要城郭建造於最高處，至今仍然能觀賞到壕溝、土壘及部分城牆。1516年由負責守護攝津（現今的大阪北部）的細川高國所建，並由家臣能勢賴則守護城堡。此後從阿波（現今的德島縣）來攝津的三好長慶將當時的城主細川晴元驅逐，並於1553年進城成為城主。長慶在此城居住了約七年時間，並於1560年將戶主的權利與義務傳給長子三好義興後，遷居至河內（現今的大阪南部）的飯盛城。在重用松永久秀等家臣的同時，不擁立足利將軍家，而是以自己的名號在畿內一帶（當時的日本實質政治中心）發令。在此期間，城堡為政權的首都，這就是為什麼長慶是織田信長率先攻打的天下人（掌握中央政府政權者）之原因。此後，長慶如同仲裁真上村與郡家村的用水紛爭般，致力於與當地人民面對的執政。他透過與堺市的商人交流，熟悉連歌與茶道，並認可基督教的傳教等展現修養。

 在主城郭的考古發掘中，發現一個完整的建築遺跡，完全改變了戰國時代的城郭印象。

 1568年，驅逐三好一族的織田信長首先以此城堡為目標，在確定了天下的局勢後，如願進入京都。之後，將軍足利義昭的家臣和田惟政進城，但是也在1569年遷居至高槻城，芥川山城逐漸結束其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