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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山門（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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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二之丸角樓約��分

水戶站方向（地下通道）

也請參觀 偕樂園
從 JR 常磐線水戶站北口搭乘巴士約 �� 分鐘
�號月台：前往偕樂園 → 在「偕樂園/常盤神社前」下車
                  櫻川伽羅方向→「歷史館偕樂園入口」下車
�號月台：前往偕樂園 → 在「偕樂園」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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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指定的特別史蹟·重要文化財產
本丸二之丸

水戶城弘道館

偕楽園

三之丸

����年《”水戸城下武士小路図”：水戶城下町武士胡同地圖》（復製品）
藩主的宮殿位於水戶城的二之丸，藩校弘道館則位於三之丸。當時的千波湖面積是現在的�.��倍，
領主和高級家臣從水戶城乘船前往偕樂園。

千波湖千波湖

繁體中文 ����



德川齊明編劇。 《游於藝》取自《論語》中
的一段話：「子曰 志於道 據於徳 依於仁 游
於藝」。 「游於藝」中的藝，是指禮、樂、射、
馬、書、算六藝。就是不要太沉迷於文學
和武術，而是從容地掌握藝術。

在弘道館中追蹤齊昭的想法

❶「弘道館」招牌

❸「游於藝」招牌

德川齊昭的書。背面寫著「天保十二年（����）我在仲冬的一
天寫下這篇文章」。仲冬是農曆十一月。

❹弘道館記碑拓片
德川齊昭的精選和書法。 《弘道館記》記載了弘道館的創辦精神和教

育方針，於����年以齊昭的名義出版。藤田東湖受命撰寫草稿，每一個
字都傾注了心血，吸收了學者的意見。石碑位於弘道館公園的八卦堂內。

❻「至善堂」招牌
德川齊昭的書。 “至善”出自《大學》中的一段話：“大学之道 在明明徳 

在親民 在止於至善”。它的意思是基於完美的善而行動。

❺要石歌碑拓片
德川齊昭創作並創作了這首詩。詩的內容反映了德川齊昭堅定走日

本人民該走的路的願望。石碑位於孔廟南側。

❼種梅記碑拓片
德川齊昭的收藏和書法。記載了齊昭在弘道館和偕樂園種植梅樹的

目的。石碑立於八卦堂南側。

❾學生警鐘
德川齊昭編劇、編劇。表面有一首和歌詩，上面寫著“物学布 人乃為

仁登 佐也加爾毛 暁告流 鐘能古慧鉇”。前表面和內表面的拓片陳列在
上層天花板附近。鐘樓位於孔廟北側。

❽農夫娃娃
這是以德川齊昭親自鑄造並送給孩子們的人偶為

主題的放大雕塑。最初的農夫玩偶很小，只有手掌大
小，據說成明在吃飯時會把它放在餐桌的一角，並在
飯前給農夫們奉上米飯，以表達謝意。

❷兩個大文字「尊攘」
奉德川齊昭之命，由副醫師　松延年　敏撰寫。 ”尊攘”是”尊王攘夷

”的縮寫，這個想法成為江戶時代末期日本的口號。自 ���� 年以來，
它一直在現址展出。

創建講道館的德川齊昭自成為藩主以來，透過各種方式向民眾展示
自己的想法和政策。弘道館內仍殘留著許多體現成明思想的東西。請
試著追尋齊昭與建築一起留下的想法。

試
驗
場 【國老詰所（恢復）】

領地的長老和其他官員都坐在這裡。

【大番組詰所】
「大番組」是為了守護領主而存在的。

【番頭詰所】
由負責看守封建領主的龐大警察部隊
的首領「番頭」負責管理。

【至善堂 禦座之間】
諸侯的王座室（休息的地方）。
這是明治元年（����年）第��
代將軍德川慶喜的宅邸房間。

【至善堂 二之間·三之間】
這裡是諸侯子弟讀書的地方。
慶喜（幼名七郎麻呂）也曾在此
求學。

【進入方】
榻榻米房間和門廊之間有一條鋪
著榻榻米的走廊。在封建領主和
高級武士的住宅中經常可以看到
它們的身影。

【十間榻榻米走廊】
連接正廳和至善堂的
走 廊。保 護 領 主 的 諸
侯的前廳。

【正廳 正席之間】
考試和各種儀式都是在領主在場
的情況下舉行的。

【試驗場】
武 術 考試 是在 大樓
內 進 行 的，大 樓 周
圍 有 堤 防。有 時 會
與 其他氏 族 的 武 士
進行比賽。

【正廳二之間、三之間】
舉行考試 和各種 儀 式，有
高級 部 長出 席。 正 席之 間
和二之間也被用作講堂。

【正廳　入口】
入口處有一個很大的「禮台」。門上還留有 ���� 年講
道館戰役留下的彈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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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廳 諸役會所】
訪客等候室。

弘道館前視圖

江戶時代末期，各地建有宗族學校，其中現存的弘
道館規模最大、設備最齊全。弘道館的建築繼承了
正統的書院造建築，但其龐大的體量和簡潔的手法
卻給人一種悠閒的感覺，讓人感受到大領地的威嚴

［參考：《茨城の文化財　第��集※》］
※《茨城縣文化遺產第��卷》

關於弘道館的建築
弘 道 館 是 由 水 戶 藩 第 九 代 藩 主 德 川 齊 昭

（����-����）創立的藩校。 ����年，選址在水戶城
三之丸一帶，隔年開始動工，����年�月完工。

正廳，又稱學宮，是封建領主出席和進行文武考
試的地方，至善堂是領主的座位（休息的地方）。每
個房間都有自己的地板和架子，採用倒角方柱和長
按的書院式建築，並由十間榻榻米走廊（長走廊）連
接。主辦公室亦設有附屬書院。
正廳入口左右兩側的屋頂為入母屋式，正廳和自至
善堂的後方為四坡屋頂（屋頂頂部大致水平的屋脊）
。另外，主要特色是入口屋簷下有一個柿子茅草屋
頂。下層屋頂由獨立柱支撐，並以吊鐵向上懸掛。

建築面積　：���㎡
*包括恢復部分（國老詰所、浴室、廁所）

榻榻米數量：���.�榻榻米
快　門　板：約���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