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松林苑 

 

关于松林苑只见于《续日本纪》天平年间的记载。据《续日本纪》，松林苑位于皇宫之中，

是天皇飨宴五品(位)以上群臣的场所，同时也是可以进行骑射的开阔空间。总之，松林苑是天皇

御用的重要禁苑。然而，松林苑之所在一直是个迷。 

1972年，瓢箪山古坟史迹的整备调查成为认识松林苑存在的契机。橿原考古学研究所的调查

担当者在瓢箪山古坟东侧确认了南北延伸的周垣墙基的遗迹。1978年的盐冢古坟史迹整备调查也

确认了这一高出地面的土筑颓垣向北延长的部分，以此为根据，橿原考古学研究所对这一带实施

了正式的踏查。通过这次调查确认了周垣墙基遗迹的延伸，从遗物的分布状况可以推测遗存的范

围。这是一片被围墙包围的奈良时代空间宽敞的遗存，据其与平城宫北界连接的位置、地形，以

及遗迹区划、地名考证等，可以认为其就是在内郭中设置宫室的松林苑。 

    推定松林苑南与平城宫的北大垣连接，西至存留围墙残基遗迹的瓢箪山古坟东侧，东至人工

修成直线的水池东岸，东边的境界估计穿过 HISHIAGE古坟之后圆部向北延伸。考虑到地形，可想

定北界为山脊棱线。其范围东西 1.1km，南北 1.3km，歌姫街道大致南北贯通宫苑中央。 

    此后，以调查周垣墙基遗迹为开端的发掘促进了对该遗址的验证。遗存数量较多的歌姫街道

西侧微高地被推定为内郭，逐步确认其为松林苑的中心区域。同时，古坟的周濠作为苑池再利用

的状况也被证实，松林苑的实态清晰地浮现出来。此外，近年在被推定为苑东界的水上池的东侧

也相继发现了奈良时代的遗存，使研究面临新的课题。 

    在KONABE古坟西南隅的第107次调查中，发现了疑是苑池护岸的呈直线钩状屈折的石砌遗存，

在那里存在大量平城迁都后不久被遗弃的大量陶器和瓦砾。KONABE古坟东邻的石铺地面也被确认，

该古坟周边在奈良时代前半期作为苑池被利用的迹象愈发明显。但是，各地点的利用时期非常短

暂，可能是因为频繁地设置新的场所(苑池)进行飨宴。第 107次调查发现的石铺遗存的利用时期，

应是松林苑出现在《续日本纪》记载中之前，其对探讨松林苑的营造时期和性格、范围具有重要

意义，因而引人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