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岡山市長電子雜誌(54)  平成 27 年 8月 21 號  

【故鄉的英雄 妹尾太郎兼康】 

大家好!我是岡山市長大森。

這次想和大家聊聊關於一位故鄉英雄的話題。

前日在參加南區的某學習會時，我得到了一本名為《從“平家物語”諸書中

讀解比較妹尾太郎兼康》的書。

作者妹尾次男氏從五十五歲後開始花費了近十年的時間，細心攻讀三十種類

以上的《平家物語》並做下筆記，由此開始其執筆工作，就《平家物語》中所

描寫的妹尾太郎兼康這一人物作了詳細的介紹。

據妹尾氏書中所寫，以備中國妹尾鄉為據點的當時為平氏方武將的兼康在《平

家物語》最初的部分中，被作為一個“備中國住民”得到介紹。雖然所記述的

其人物像如身為偏僻鄉村的武將，是平家眾多惡行的執行者等非常反面的角

色，但之後兼康在故事中屢次登場之同時其形象又發生了變化。最後，該書還

特意寫下“瀨尾(可以猜測因某些原因將妹尾改名)臨終”這一章，也表達了筆

者今後要為解開這一變遷之謎而繼續努力的意志與決心。

另外，傳說兼康還打下了“湛井十二處鄉用水(※)”的基礎，因此在當地建

有將兼康作為祭神的兼康神社，聽說還會舉行讚譽其偉業的傳統祭祀活動。

無論是提到日本或是岡山的歷史，兼康的確不是眾人皆知的有名人物。

但儘管如此，代表我國的古典文學作品《平家物語》中留有兼康的名字。而

且他也是為岡山能夠有今日發展而奠定基礎的眾多人物之一，這是無可置疑的

準確事實。像筆者妹尾氏這樣，對這位至今從未受到過關注的故鄉英雄進行勤



懇仔細地調查並向人們廣泛介紹的行為，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在緬懷著先人前輩們所實現的眾多偉業之同時，我也將再次提醒自己要不斷

提高對於故鄉的自身主體性意識。

※湛井(tatai)十二處鄉用水

是從岡山三大河川之一的高粱川取水，自總社市流往東南方向，滋潤了十二

處鄉土後最終注入兒島灣的大規模用水。現在也是作為岡山平野的農業用水不

可或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