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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的品川

工业化的序幕 

随着铁路开通，出现了引进欧美机械和技术的工厂，品川成为文明开化的象征。

1873 年，政府积极提倡产业振兴政策，在北品川设立国营品川硝子制造所（玻璃

工厂）。1887 年，政府将工厂售与西村胜三等人，转为民营企业，生产啤酒瓶和餐

具等。 

交通网的发展和城市化 

荏原地区原本是城市近郊的农村，1923 年发生关东大地震※后，来自市中心的灾民

涌入，同时也有来自外地的移民，因此人口急速增加。现在的东急目黑线、池上

线、大井町线等铁路的开通，又加快了这一进程，沿线陆续出现住宅区，商店街、

学校等也相继出现。 

※关东大地震：1923 年 9 月 1 日，发生相当于里氏震级 7.9 的大地震，关东地区

及周围受灾严重。 

战争时期的品川 

1937 年第二次日中战争※爆发后，人们的生活不分公私进入“战时体制”，物资不

足、生活穷困。随着战情恶化，空袭加剧，特别是 1945 年 5 月 24 日到 26 日的空

袭，荏原区（现在的东京都品川区约西半部分的地区）受创甚大。 

※第二次日中战争：在北京西郊卢沟桥发生的军事冲突（卢沟桥事变），导致第二

次日中战争全面爆发。 

从复兴迈向高度成长 

失去家园的人们，住在用仅有的材料搭建的棚屋里，长期以来苦于物资的不足。

经过这样的战后混乱时期，进入 20 世纪 50 年代后，人们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

不久就迎来了高度经济成长时代。1960 年开通都营地铁 1号线（都营地铁浅草线）、

1962 年建设首都高速公路，在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品川的内湾渔业告终，填海

造地后原有的海湾成为卫星城，或转变成新产业的发展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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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08_01 仙台味噌工厂 

八木合名会社仙台味噌酿造所提供 

1924 年 

江户时代，仙台藩（现在的宫城县仙台

市周边地区）有一座位于仙台坂（现在

的品川区东大井）的宅邸，并在宅邸生

产味噌。明治时代（1868-1912）之后，

由八木合名会社接替了味噌生产的工

作。 

1_08_02 

仙台味噌陶桶 

明治时代

1986—1988 年 

仙台坂遗址出土

这是八木合名会社用来存放仙台味噌的

容器，经挖掘调查而出土。此外，在挖

掘调查中还发现了江户时代的石头灶与

明治时代的红砖灶等遗迹，成为后人一

窥当时如何酿造味噌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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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08_03 

染成金红色并点缀樱花图样的玻璃花瓶

相传是大重仲左卫门之作

明治时代 19 世纪末

品川区指定文化遗产

相传这是来自萨摩国（现在以鹿儿岛县

为主的地区）的大重仲左卫门所制作的

其中一个产品。大重在品川硝子制造所

学习如何制造玻璃，并研发出煤油灯、

餐具等精美产品。 

1_08_04 

带盖儿的玻璃碗 

明治时代 19 世纪末

一般认为这个碗在品川硝子制造所制

造，当时可能用于物理化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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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08_05 品川白炼瓦制造所制耐火砖 

明治时代

1986—1988 年 

仙台坂遗址出土 

下总国佐仓（现在的千叶县佐仓市）出

身的西村胜三，1887 年在品川硝子制造

所内设立了品川白炼瓦制造所。 

1_08_06 

煤油灯 

煤油灯在明治时代（1868-1911）得到迅

速普及，特别是在 20 世纪 10 到 20 年代

期间迎来了最为兴盛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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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08_07 

化妆水“明色美颜水” 

1885 年发售 

1_08_08 

明治商会制造的洁牙粉

1909 年后上市

如同“洁牙粉”这个名称，当时是粉末

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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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08_09 

KING 第 2 卷第 10 号 

1926 年 10 月 1 日发行 

约从 1920 年起，阅读大众休闲杂志蔚为

风尚，当时有许多新杂志创刊发行并迅

速成长。特别是 1926 年创刊的《KING》

的发行量超过百万本。 

1_08_10 目黑电影馆周刊（右）与目黑电影馆名

电影集第一集（左） 

右：1925 年 

左：1926 年

《目黑电影馆周刊》是 1923 年在上大崎

开张，专门播放西洋电影的“目黑电影

馆”所发行的电影宣传册；《目黑电影馆

名电影集》则介绍与解说在目黑电影馆

上映的电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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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08_11 

弹珠台 

約 1934 年 

滚动小圆珠玩耍的游戏，用木棒从右下

方撞击圆珠，比赛进洞得分。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日本十分流行。 

1_08_12 

家庭用电影放映机 

20 世纪上半叶 

手动播放纸制的底片，家用电影放映机。

1_08_13 

燃烧弹 

1945 年 5 月 25 日，一枚 M69 燃烧弹投

射到当时的杜松国民学校（东京都品川

区丰町 4-24）校园内。这是燃烧弹的弹

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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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08_14 

战时存放食粮的陶制容器 

約 1943 年 

大日本防空食粮株式会社制造

2004 年大井鹿岛遗址出土

金属在战争时期优先用于制造军需品，

故以陶制容器作为罐头的替代品。 

1_08_15 

空袭警报器 

摇动机器后方的把手便可拉响警报。 

1_08_16 

爱国妇人会绶带 

爱国妇人会是照顾伤兵和战死者遗属的

妇女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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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08_17 被动员到工厂劳动的学生所佩戴的袖章

約 1944 年 

学生在战争时期成为兵工厂的劳动力之

一，从 1944 年开始全年动员学生到工厂

劳动。由于一个工厂内通常有来自好几

所学校的学生，故配戴胸章或袖章便于

识别。 

1_08_18 

防毒面具（市民使用）

1943 年 2 月 

这是符合日本内务省规格的十七年式防

空用防毒面具，是分发到各家庭的其中

一种防火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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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08_19 

慰问袋 

将书信或娱乐用品装入袋内，寄给战场

上的士兵。 

1_08_20 

杂物袋 

約 1945 年 

布製背包。 

1_08_21 

绑腿带 

約 1945 年 

为便于行动，绑在裤脚和小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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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08_22 

钢盔 

約 1941 年 

钢盔在战争时不仅是士兵的装备，也是

男性市民随身携带的防空用品。 

1_08_23 

防空头巾 

約 1945 年 

妇女和小孩随身携带的防空用品。 



1_08 近现代 

12 

1_08_24 

自动电饭锅 第一号 

东芝生产制造 1955 年 

按下开关便可自动煮饭的电饭锅，1955

年研发成功。 

1_08_25 

微型电视机

索尼株式会社制造

1963 年 

这是当时开发成功的全球最小、最轻的

黑白电视机。 

1_08_26 

8 厘米摄像机（Single-8） 

佳能相机株式会社制造

1965 年 

这是小型电影用摄像机，虽然只能录下

无声的视频，但因为可用视频记录日常

生活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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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08_27 

搅拌式电动洗衣机 

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制造

1953 年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洗衣机、黑白电

视机、电冰箱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