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松阪抚子】 昭和 27年（1952年）被评为三重县的天然纪念物 

据说 1830年前后（江户时代后期），居住于松阪殿町的纪州藩士继松荣二酷爱河原抚子、

经多年栽培之后、发现由于突然变异而出现≪花瓣切裂较深、卷曲、长长的垂下≫等现象的花

朵、于是将其加以改良、并培养成为了现在的松阪抚子。 

开花时期为 5月中下旬、花瓣为单层、约 5～6瓣、最长的为 15～20公分的卷曲下垂状。

花色有白色、桃色、朱色、紫藤色、暗红色、鲜红色、单色的花视为优良品种。 

日本 119代光格天皇非常喜爱此花、后将其赐与京都『宝镜寺』、因此「松阪抚子」现在

亦以「御所抚子」之名进行栽培与观赏。 

 

 

【松阪花菖蒲】 昭和 27年（1952年）被评为三重县天然纪念物  昭和 45年（1970年）

被评为三重县「县花」 

1810 年前后（江户时代后期）、居住于松阪殿町的纪州藩士吉井定五郎将野生的≪野花菖

蒲≫加以改良、并培育出了“伊势之浦”等百余种名花。 

 开花时期为 6月上中旬、花瓣为 3片、有皱褶、厚度偏薄、花瓣较大、相互重叠而下垂。

花色以明亮色居多、开花后其花形和色彩会随着时间产生变化直至花谢。 

 相较于「江户花菖蒲」、「肥后花菖蒲」、是既优雅又包含女性美的品种。 

   

 

【松阪菊】 昭和 27年（1952年）被评为三重县天然纪念物 

  松阪菊分为大轮和中轮 2类型、一般说的「伊势菊｣属≪中轮型≫ 

  中轮菊以京都「嵯峨菊」为原种、据说 1412年伊势的国司「北畠光雅」自嵯峨获赐将此

花带回后培养而成。1830年前后（江户时代后期）、松阪新町的菊花爱好者木下藤八培养出

大轮菊之后、中轮菊的花种也得到改良、进而孕育出多样的品种。 

 开花时期为 11月上中旬、花瓣较长、前端呈分叉、内卷、分枝等多种形状、其花瓣卷曲、

下垂、富有变化。 

花色有白、黄、赤褐色、鲜红色、另有红白色相间的品种。 

 松阪菊与嵯峨菊、江户菊、肥后菊相同、为拥有悠久历史的古典菊花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