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士山信仰与品川 

日本自古以来即认为神佛

宿于山岳之间，将山作为神圣的

崇拜对象，特别是日本第一高山

富士山，受到许多崇奉。 

根据日莲宗僧侣“日亲”在

1470年留下的纪录，品川海运商

人铃木道胤每年6月会派遣6名

官员到富士。当时，人们深信登

上富士山能避免灾难降临，富士山因而成为人们朝圣

参拜的圣地。 

富士山信仰团体与富士冢 

江户时代，富士山信仰普及到一般民众之间，各

地陆续结成富士山信仰团体。这些团体会祭拜富士山

的神祇，从远方膜拜富士山，模仿富士山的形状筑小

山攀登，代替攀爬真正的富士山。品川神社内的“品

川富士”即由品川宿的信仰团体“丸嘉讲”在1869年

所筑之山。另外，此种团体不仅有宗教信仰目的，同

时也促进了成员间的交流与娱乐活动。 

品川富士的开山仪式 

过去，品川宿共有6个富士山信仰团体，其中“丸

嘉讲”与“山清讲”是自同一个团体分枝而出的团体。

现在仍持续活动的仅“丸嘉讲”，成员人数虽逐渐减

少，但全盛时期曾超过300人。丸嘉讲主要进行的活

动是品川富士开山仪式，以及7月下旬到8月上旬举行

的富士登山。 

品川富士开山仪式在每年7月1日举行，成员会穿

着一身白衣装，在品川富士旁的浅间神社集合，一同

登上品川富士，在位于半山腰的神社和山顶上虔诚祈

祷。

除此之外，也会每月1次不定期召开在干事家中

集合念诵祈祷文等活动。 

●品川歴史館解説シート 品川的富士山信仰团体 

▲《富士山参拜指南》歌川贞秀（桥本玉兰斋）作画 1859年 品川历史馆馆藏

▲品川富士的开山仪式

（品川区指定非物质民俗文化遗产）

●品川历史馆解说单页



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富士登山 

虽然现在丸嘉讲已不再举行富士登山活动，但在

过去曾举办三天两夜或四天三夜的登山活动。以下内

容根据过去曾任职丸嘉讲代表的榎本治郎（已故）口

述进行记录。 

每年一到6月，在富士山麓负责为参拜者提供住

宿场所的人会到丸嘉讲拜访。每个团体在当地由哪个

家族负责打理是固定的，不会更换，丸嘉讲是位于富

士吉田的菊谷家。6月下旬，丸嘉讲拜访品川神社内

的御岳神社，请教登山日期，据传，若在其它日期登

山，将会造成山地荒芜。 

关于第一次登上富士山的年龄并无特别限制，榎

本治郎在1937年第一次登上富士山，时年12岁。当时，

约30到40人清晨由品川出发，到达菊谷家后，作为登

富士山的热身准备，会到距离约5公里的吉田胎内走

一个往返。 

当日在菊谷家住宿休息一晚，次日凌晨4时穿着

白衣装，手持木杖出发。首先参拜富士吉田的北口本

宫富士浅间神社，之后搭乘巴士前往海拔1420米的马

返，从这里开始攀登吉田口登山道。因为行李都交给

了菊谷家的2名货物搬运员，所以榎本手中仅拿着水

壶和点心。 

途中，参拜

位于经岳（海拔

2386米）的御堂，

登上富士山顶

（海拔3776米）

后，以顺时针方

向绕行火山口

周围，到富士山

气象观测站（已

在2004年关闭）

附近参拜。 

这时候，会

分成继续绕行火

山口周边的队伍

和绕行山腰的队

伍，前者沿火山

口继续前行，顺

着方才走过的吉

田口登山道下山，

在富士山八合目

下的丸嘉讲常宿

旅店住宿一晚；

后者由御殿场口

登山道下山，在海拔2702米的宝永山洞窟（现已不存

在）住宿一晚。榎本治郎等人选择了后者。

次日早晨，以顺时针方向沿富士山腰绕行一周，

越过危险的大泽（现无法通行）之前，先念诵一部分

祈祷文进行参拜，穿过后有供休息的小屋（现已不存

在），大家在这里享用午餐乌龙面。 

小屋内，会在干事发的一块布上盖章，日后大家

将这块布缝在白衣装上。还会拿到一张纸，将纸绑在

木杖的底端之后，便不再使用木杖。 

接下来继续前进，约下午3时抵达小御岳神社，

与绕行火山口的队伍会合，一同参拜。之后经由吉田

口登山道下山，在菊谷家住宿一晚，次日再回到品川。 

日后，将在山顶上汲取的水作为“圣水”分给每

一位成员，同时征收会费。会费一年仅征收这么1次。

▲20世纪 30年代富士登山情景

（榎本治郎提供） 

▲富士信仰相关史料（榎本治

郎捐赠，品川历史馆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