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木祖村史蹟　鳥居峠

標高1,197ｍ。

位於木祖村與鹽尻奈良井（舊楢川村）的邊境，是流往太平洋的木曾川與流往日本海的奈良

井川的分水嶺。

在和銅6年（713年）時，被稱為「懸坂」，並以「吉蘇路」之名稱開為官道。

鎌倉時代以後，雖留有被稱為「奈良井峠」或「藪原峠」之紀錄，但在明應年間（一説為大

永年間），木曾義元在此地與松本的小笠原氏戰爭並戰勝，為了感謝神明而建造了鳥居，因

此被稱為「鳥居峠」。

江戶時代時，此山口雖是中山道中少數的難關，但也是交通要衝，不論是參勤交代（各領主

輪流率家臣前往江戶覲見將軍之制度）、日光例幣使（朝廷派往東照宮的奉幣使）等公務

者，或是前往伊勢神宮及善光寺參拜的善男信女、爬登御嶽山膜拜的修行者都在此路通行，

因此極為熱鬧。

在指定區域內、有「鳥居峠古戰場之碑」、「明治天皇駐蹕記念碑」、「明治天皇手植之

松」、「御嶽遙拜所」、木曾義仲用來書寫戰勝祈願文的湧水「硯水」，還有用來防衛的

「狼煙台・砦跡」等地。

「產子的日本七葉樹傳說」以及芭蕉也詠詩讚賞的「日本七葉樹巨木」群生在此。

「木祖村的文化遺產巡禮」

（S61（1986年）.3.25發行・木祖村教育委員會）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