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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馆时间／�月�日～��月��日 上午�点～下午�点（入馆时间截至下午�点��分止）
　　　　　��月�日～�月��日 上午�点～下午�点（入馆时间截至下午�点��分止）
闭 馆 日／周二（若遇公众假期则顺延至次日）
门票费用／个人：���日元／团体：���日元（��人及以上）※高中生以下免费
　　　　　※��岁及以上的长者（需出示证明） 个人：���日元／团体：���日元
　　　　　※特别展及特别企划展的参观费另行规定。
停 车 场／每��分钟���日元

语音导览设备租赁／�台：���日元　日语、英语、中文、韩语、台湾国语（支持�种语言）
通过语音为您介绍约��件主要展品。（所需时间约��～��分钟）
申请导览员／将为您导览常设展览室。
◎定期导览／周六��:��开始、周日及公众假期�:��开始，集合地点：�楼 常设展览室入口
　　　　　　所需时间约��分钟，免费提供服务（需支付参观费）
◎个别导览／免费为参观者（一人起即可接待）提供展览解说服务。（需提前预约）
　　　　　　如有需要，请随时按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在举办各种活动等时，可能会变更或暂停服务。

参 观 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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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市立子规纪念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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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规俳句“绝笔三句”

一起来创作俳句吧！愚陀佛庵（复原）

以俳句杂志《杜鹃》的设计为灵感打造
的造型门扉。这是只有在闭馆时才能
看到的独特景点。

子规的房间
以子规晚年居住的房间为原型打造的
拍照打卡点。在夏季，还可以透过玻璃
窗看到丝瓜。

博物馆商店
除了子规的相关书籍外，还准备了子
规博物馆的众多原创商品等。欢迎前
来选购！

问答游戏角
通过挑战触屏式问答游戏，参观者可
以愉快地复习展览内容。（常设展览室
内共设有�处）

触屏式影像展示
·“子规进京”
·“明治时代与现在的松山”
·“子规的笔名”

与子规君（Shikki）同乐
您可以在具备AR功能的大型显示屏
上 ，与 本 馆 的 原 创 角 色“ 子 规 君

（Shikki）”一起合影留念等。

愚陀佛庵（复原）
复原了子规与夏目漱石曾同住的愚陀
佛庵（�楼部分）。您可以进入庵内拍照
留念。

一起来创作俳句吧！
您可以将自己创作的俳句打印在长条
诗笺上。请在诗笺上盖上日期印章带
回家，作为来馆参观的纪念。

子规俳句“绝笔三句”
以梦幻的方式展示了子规的三首俳句
绝笔。当您触摸子规的笔迹时，书写的
文字会浮现出来，充满妙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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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子规君（Shikki）同乐 触屏式影像展示

封面：子规作画《自画像》

松山市立子规纪念博物馆是于����年（昭和��年）
�月开馆的文学类博物馆，旨在通过正冈子规的世界，
让更多人了解松山，加深对松山传统文化与文学的理解，
从而推动创造新文化。
����年（令和�年）�月，本馆升级更新了部分常设展区。
在这里，您可以邂逅到在明治时代积极乐观地面对人生、
将满腔热情倾注于文学革新的“正冈子规其人”。



子规及其时代

子规的随军包子规选编俳句稿《驯染集（なじみ集）》

正冈子规，一位为明治文学革新而活的人物。
他完成了俳句革新、短歌革新和文章革新，
并培养了许多有志于文学的年轻人。
此外，他深爱故乡松山，在家人和亲属的支持下，
度过了��年��个月那短暂而充实的一生。

导入
展览 子规的人物形象

江户时代的松山在松平家的统治下，
依托道后温泉和丰富的文化土壤而繁荣兴盛。
佐幕派的松山藩在幕末时期曾陷入困境，
但在子规的外祖父大原观山等人的努力下避免了战火，
迎来了明治这一新时代。

子规出生于维新动乱时期的松山。
受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他曾立志成为政治家，
进京后与夏目漱石等朋友共度多愁善感的学生生活。
在深入研究俳句等文学的同时，
他决定从大学退学，进入日本新闻社工作。
随后，他以报纸记者的身份随军参加了甲午战争。

子规（��岁）

子规（��岁）

子规（�岁）

秋山真之

子规著作《俳谐大要》

道后温泉图（江户时代后期）

在子规庵中举办俳句会的情景 《杜鹃》创刊号
子规歌论《再致歌人书（再び歌よみに与ふる書）》

（转载自YUMANI书房《日本》复刻版）

大原观山 
（个人收藏）

第��代松山藩主
松平定昭

子规与母亲八重 松山城

道后松山的历史

“子规纪念博物馆名品”专区
以子规本人的手迹资料为主，定期换展介绍本馆名品。

愚陀佛庵（复原）
这是夏目漱石作为中学教师赴任松山时的住所。子规曾在这里与漱石共同
生活了��天，一边指导俳句诗人，一边构思俳句革新。

子规的学生帽

子规追求的世界
2楼2楼 2楼 3楼

夏目漱石 寒川鼠骨 坂本四方太

俳句革新
在����年（明治��年）发表的俳论《俳谐大要》中，
子规宣言“俳句是文学的一部分”。
他以俳句杂志《杜鹃》为据点，积极传播“新俳句”，
并培养了许多有志成为俳句诗人的年轻人。

短歌革新
在����年（明治��年）发表的歌论
《致歌人书（歌よみに与ふる書）》中，
子规批判了传统的诗坛。他提倡使用日常用语和外来语，
并推崇《万叶集》，呼吁革新和歌。
同年，他在子规庵开设了“根岸短歌会”，指导后辈。

文章革新
����年（明治��年），子规发表了《叙事文》，
提倡以写实的方式清晰描写所见所闻的“写生文”。
同年，他与门生们开设了文章学习会“山会”，致力于文章的锤炼。
他自己也留下了《墨汁一滴》《病床六尺》等随笔作品。

超越病痛
在东京根岸的子规庵中，子规度过了六年多的病榻生活。
在与脊柱结核这一超乎想象的可怕病魔抗争的同时，
子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放弃文学活动。
他晚年的许多绘画作品，
如花草画和《玩具帖》等，
向我们展示了他竭尽全力活出
自我人生的境界。

门生们齐聚于“山会”

子规作画《玩具帖》 子规作画《花草图》

子规作画《自画像》

夏目漱石

松山市立子规纪念博物馆数字档案

不管何事，革命或改良必定是

新进入社会的青年人的作为；

立足于世间的老人中途推翻自

己的主张并推动革命或改良的

先例，历来几乎没有。

（子规 《病床六尺》 １９０２年６月１8日）

河东碧梧桐 高滨虚子 内藤鸣雪

俳句的门生们

长冢节 伊藤左千夫

短歌的门生们

子 规 短 歌“ 眺 望 玻 璃
门 外 的 月 夜，却 因 灯
影朦胧而不得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