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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現代的品川

工業化的序幕 

隨著鐵路開通，出現引進歐美機械和技術的工廠，品川成為文明開化的象徵。1873
年，政府積極提倡產業振興政策，於北品川設立國營的品川硝子製造所（玻璃工
廠），1887 年政府將工廠轉售給西村勝三等人，轉為民營企業，生產啤酒瓶和餐
具。 

發達的交通網和都市化 

荏原地區原為都市近郊的農村，1923 年發生關東大地震※後湧入來自市區的災
民，也有來自外地的移民，人口因而急速增加。現為東急目黑線、池上線、大井
町線等鐵路於當時通車，更進一步加速了此地的發展，沿線陸續出現住宅區，商
店街、學校等生活機能也隨之完善。 

※關東大地震：1923 年 9 月 1 日，發生相當於芮氏地震規模 7.9 的大地震，關東
地區及周遭皆受創嚴重。 

戰爭時期的品川 

1937 年第二次日中戰爭※爆發後，人們的生活不分公私進入「戰時體制」，物資不
足、生活窮困。隨著戰情惡化，空襲加劇，特別是 1945 年 5 月 24 日至 26 日的
空襲，荏原區（現今東京都品川區約西半部分的地區）受創甚大。 

※第二次中日戰爭：於北京西郊蘆溝橋發生的軍事衝突（蘆溝橋事變），演變為全
面爆發第二次中日戰爭。 

從復興邁向高度成長 

失去家園的人們，住在用僅有的材料搭建的臨時屋裡，長期以來苦於物資不足。
經歷戰後如此混亂的時期後，時至 1950 年代，人民的生活逐漸走向安定，邁向高
度經濟成長時代。1960 年開通都營地鐵 1 號線（都營地鐵淺草線）、1962 年建造
了首都高速公路，但在都市快速發展的另一面，品川的內灣漁業走向黃昏，填海
造陸後原有的海灣轉變成為新市鎮或新產業的發展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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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08_01 仙台味噌工廠 

八木合名會社仙台味噌釀造所提供 
1924 年 
江戶時代，仙台藩（現今宮城縣仙台市
周圍地區）有一座宅邸位於仙台坂（現
今品川區東大井），並在宅邸內生產味
噌。明治時代（1868-1912）之後，由
八木合名會社接下了生產味噌的工作。

1_08_02 

仙台味噌陶桶 

明治時代
1986—1988 年
仙台坂遺址出土
此為八木合名會社用來存放仙台味噌的
容器，經挖掘調查而出土。此外，在挖
掘調查中還發現了江戶時代的石頭灶與
明治時代的紅磚灶等遺跡，成為後人了
解當時如何釀造味噌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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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08_03 

染成金紅色並點綴櫻花圖樣的玻璃花瓶

據傳為大重仲左衛門所作
明治時代 19 世紀末
品川區指定文化資產
據傳此為來自薩摩國（現今鹿兒島縣為
主地區）的大重仲左衛門所製作的其中
一個產品。大重於品川硝子製造所學習
如何製造玻璃，並研發出煤油燈、餐具
等精美產品。 

1_08_04 

附蓋玻璃碗 

明治時代 19 世紀末
一般認為此碗於品川硝子製造所製造，
當時可能用於物理化學實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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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08_05 品川白煉瓦製造所製耐火磚 

明治時代
1986—1988 年 
仙台坂遺址出土 
下總國佐倉（現今千葉縣佐倉市）出身
的西村勝三，1887 年於品川硝子製造所
內設立了品川白煉瓦製造所。 

1_08_06 

煤油燈 

煤油燈於明治時代（1868-1911）迅速
普及，特別是於 1910 至 1920 年代期間
成長至最高峰。 



1_08 近現代 

5 

1_08_07 

化妝水「明色美顏水」 

1885 年發售 

1_08_08 

明治商會製造的潔牙粉

1909 年後上市
如同「潔牙粉」這個名稱，當時為粉末
狀產品。 



1_08 近現代 

6 

1_08_09 

KING 第 2 卷第 10 號 

1926 年 10 月 1 日發行
約自 1920 年起，閱讀大眾休閒雜誌蔚
為風潮，有許多新雜誌創刊發行、急速
成長。特別是 1926 年創刊的《KING》
發行了超過百萬本。 

1_08_10 目黑電影館週刊（右）與目黑電影館名
電影集第一集（左） 

右：1925 年
左：1926 年
《目黑電影館週刊》為 1923 年於上大
崎開館，專門播放西洋電影的「目黑電
影館」所發行的電影宣傳冊；《目黑電影
館名電影集》內則介紹與解說在目黑電
影館上映的電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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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08_11 

彈珠台 

約 1934 年 
滾動小圓球遊玩的遊戲，使用木棒從右
下方撞擊發射圓球，進洞即得分。在
1920 年代的日本十分流行。 

1_08_12 

家庭用電影放映機 

20 世紀上半葉 
手動播放紙製的底片，家庭用的電影放
映機。 

1_08_13 

燃燒彈 

1945 年 5 月 25 日，一枚 M69 燃燒彈
投射到當時的杜松國民學校（東京都品
川區豐町 4-24）校園內，此為燃燒彈的
彈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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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08_14 

戰時存放食糧的陶製容器 

約 1943 年
大日本防空食糧株式會社製造
2004 年大井鹿島遺址出土
金屬於戰爭時期優先用於製造軍需品，
故以陶製容器作為罐頭的替代品。 

1_08_15 

空襲警報器 

搖動機器後方的把手便可響起警報。 

1_08_16 

愛國婦人會值星帶 

愛國婦人會為照顧傷兵和戰死者遺屬的
婦女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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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08_17 被動員至工廠工作的學生所佩帶的臂章

約 1944 年 
學生於戰爭時期成為軍需工廠的勞動力
之一，自 1944 年起全年動員學生至工
廠工作。由於一個工廠內通常有來自好
幾所學校的學生，故配戴胸章或腕臂章
便於識別。 

1_08_18 

防毒面具（市民用）

1943 年 2 月
此為符合日本內務省規格的十七年式防
空用防毒面具，是分發至各家庭的其中
一種防火用具。 

1_08_19 

慰問袋 

將書信或娛樂用品裝入袋內，寄給戰場
上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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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08_20 

雜囊 

約 1945 年
布製背包。 

1_08_21 

綁腿帶 

約 1945 年 
綁在褲管和小腿上以便於行動。 

1_08_22 

鋼盔 

約 1941 年 
鋼盔在戰爭時不僅是士兵的裝備，也是
男性市民隨身攜帶的防空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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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08_23 

防空頭巾 

約 1945 年 
婦女和小孩隨身攜帶的防空用品。 

1_08_24 

自動電鍋 第一號 

東芝生產製造 1955 年 
按下開關便可自動煮飯的電鍋，1955
年研發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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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08_25 

微型電視機 

Sony 株式會社製造
1963 年
此為當時開發成功的全球最小、最輕的
黑白電視機。 

1_08_26 

8 厘米攝影機（Single-8） 

Canon Camera 株式會社製造
1965 年
此為小型電影用攝影機，雖只能錄下無
聲的影片，但因為可用影片記錄日常生
活而普及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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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08_27 

攪拌式電動洗衣機 

松下電器產業株式會社製造
1953 年 
1950 年代後期，洗衣機、黑白電視、電
冰箱成為人們的生活必需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