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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椿山莊大飯店　庭園



此地於日本南北朝時代為知名的山茶花（椿）自生景點，
別名「茶花山（Tsubakiyama）」︒明治時期功績卓著的山縣
有朋公爵非常喜歡此地，明治11年（1878年）自費買下，
建築庭園︑宅邸，並因別名「茶花山」日文可寫為「椿山」，
因此取名「椿山莊」，為今日姿態奠下基礎︒
山縣公爵建設的庭園中現存者名為「山縣三名園」，包括約
40年間作為自宅使用的目白「椿山莊」，京都的別墅「無鄰
菴」及安享晚年的小田原「古稀庵」，至今仍能感受到獨特
氛圍︒
三大名園都能感受到山縣公爵對「水景」的堅持，園內隨
處可見讓人遙想公爵故鄉—山口縣萩市的水流︑水池︑瀑
布等︒
大正7年（1918年），在關西財經界扮演主導角色的藤田平
太郎男爵（藤田組第2代大當家）從山縣公爵手中接手此一
庭園︒藤田男爵隨處配置包含三重塔在內的文化財產，讓
人神馳當年歷史︒從熱愛大自然，衷心賞玩山水美景的山
縣公爵，轉手給承繼其意志，讓庭園更具風情的藤田男爵，
目前本庭園則是由藤田觀光持有︒

春季賞玩櫻花︑綠意，初夏觀螢，仲夏的綠意盎然，秋季
的楓紅，冬季的雪景及初春的山茶花︒東京椿山荘大飯店
的庭園不只有四季，更以超越四季的上述「七季（七個季
節）」自豪︒庭園秀「東京雲海」搭配運用大自然及現代技術，
為日本國內規模最大的雲霧秀，除此之外，七個季節中不
論何時到訪，都能看到有如奇蹟一般的絕美景致︒
為了慶祝開業70週年，遴選出「令和十二景」，歡迎光臨這
座承繼自山縣公爵的庭園，從不同切入點（賞玩景致處）
盡情賞玩，享受跨時代承繼的自然資產及悠閒的療癒時光︒

東京椿山莊大飯店　庭園 令和十二景

歷史與七個季節，走訪奇蹟般的絕美景致 1. 三重塔「圓通閣」
創建於廣島縣賀茂郡篁山竹林寺的三

重塔︒

大正14年（1925年）移建至此︒不論

是根據建築施工法或細節樣式，均可

推估建於室町時代前期︒此外，有傳

說指出過去（平安時代末期）平清盛

曾進行第一次修復，確切創建時期仍

是一個謎團︒

平成22年（2010年）進行移建後第一

次「平成大改建」，奉祀本尊之聖觀世

音菩薩︒

由臨濟宗相國寺派有馬賴底高僧舉辦落成慶祝法會及入佛

開眼法會，命名「圓通閣」︒

3. 聴秋瀑
從幽翠池流出的池水自岩石間傾瀉而下，形成一個小瀑布︒

山縣公爵將瀑布取名為聽（賞玩）秋（楓紅）瀑（瀑布），風

情獨具，也能一窺山縣公爵對水景的堅持︒

4. 古香井
井水來自秩父山系的地下水︒藤田平太郎男爵夫人 富子尤

其鍾愛古香井周邊，表示十分療癒︒此外，據稱大正12年

（1923年）東京大地震時，開放災民前來汲取井水，讓人

們免於口渴︒

2. 幽翠池
從當年山縣公爵起造時就存在的水池，特徵為葫蘆外型︒

過去也名列山縣公爵自行選定的「椿山荘十大

勝景」，直到今天仍讓人遙想當年氛圍︒以水

池周邊為中心，舉辦庭園雲霧秀「東京雲海」︒

跨時代存在的幽翠池與四季風情不同的雲海

相映成趣，值得一看︒

鎌倉時代後期逸品︒為江戸時代茶人︑園藝家推崇的「名

燈籠」之一，備受歡迎︒由於備受好評，模仿作品眾多，

昭和53年（1978年），石造美術品研究權威—川勝政太郎博

士發表調查結果，指出椿山莊庭園的燈籠為製作於鎌倉時

代的原作，現存於奈良県般若寺的燈籠反而可能是模仿品，

可以看到平成23年（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時燈籠倒塌後

修復的痕跡︒

作為有形文化財產，將用心承繼並持續守護︒

8. 般若寺式石燈籠

自古以來山茶花（椿）自生，為江

戶時代知名遊憩聖地，能到此遙想

當年︒椿山莊名稱起源自「茶花山

（椿山）」，因此將建築物正面的山

丘也稱為「椿山」︒此外，三重塔後

方為了向山縣公爵故鄉—山口縣萩

市的笠山茶花（椿）群生林致敬，

設有青苔庭園及山茶花小徑︒

9. 椿山・椿小路

昭和40年（1965年）竣工︒瀑布︑岩石組合動態表現水流，

水聲讓庭園充滿活力，讓瀑布若隱若現的美麗楓紅等，代

代相傳過程中，先人也十分重視山縣公爵時代傳承至今的

美麗水景︒從瀑布後方也能將庭園一覽無遺︒

10. 五丈瀑布

7. 御神木
樹齡約500年︒是東京椿山莊大飯

店最古老的苦櫧樹，守護此地的悠

久歷史︒平成16～18年（2004～2006

年）選拔「椿山莊 新十大勝景」時，

入選勝景之一︒

6. 螢澤
原名「竹裏溪」，是山縣公爵選定的「椿山莊十大勝景」之一，

現在仍能看到溪流︒從弁慶橋能賞玩初夏風物的螢火蟲，

螢光閃爍如夢似幻︒

11. 閑雅庭
昭和62年（1987年）落成的數寄屋型態料亭「錦水」︒為紀

念椿山莊開幕70週年（令和5年，2023年），將位於錦水中

心的中庭命名為「閑雅庭」，選為「令和十二景」︒

閑雅庭能賞玩多元水景，包括清澈水流緩緩流淌，雄壯的

大瀑布及建築物前的雲錦池︒庭園名稱起源於明治︑大正︑

昭和年間紀錄（《日本之名勝》等處）均高度評價椿山莊，

稱讚其「閑雅」，因而得名︒

12. 望鄉橋水景
山縣公爵建造庭園的象徵性要素是水流相互融合︒除了此

地之外，在京都無鄰菴︑小田原古稀庵也都能看到共通處︒

庭園理念應該來自山縣公爵的故鄉—萩市之風景︒

令和5年（2023年），將山縣公爵十分堅持的水景選定為「令

和十二景」，並從遙想遠方故里的角度切入，將腳下木橋

新命名為「望鄉橋」︒

◆殘月
藤田男爵在本身的箱根小涌谷別墅模仿表千家茶室「殘月

亭」建設茶室（大正7年，1918年完成），昭和22年（1947年）

移建至此，特徵為有殘月地板︒

◆瓢石
從與豐臣秀吉淵源深厚的大阪移設至此的石造物︒根據傳

統工匠・西村大造調查結果中提到「使用名稱由來是太閤秀

吉的太閤石，並鏤空有葫蘆圖樣︒如果是這樣就十分有趣」，

這一詮釋意味深長︒

◆椿山莊紀念碑
山縣有朋公爵回顧當年買下此地後起造，並將其命名為椿

山莊，在石碑上感懷提到

「之後住在這裡的人會如我所願，也是繼續守護大自然，

並賞玩山水美景嗎」︒

◆羅漢石
據稱根據江戸時代中期畫家伊藤若冲草稿製

作的五百羅漢中，約20座安放在京都伏見的

石峰寺︒

5. 雲錦池
雲錦指的是描繪春季櫻花與秋季楓紅的彩繪圖案︒據說水

池名稱起源於對岸櫻樹︑楓樹眾多，春秋兩季美景讓水面

有如染色一般這個水池也是庭園起

造時就已存在的水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