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佩里舰队来航与建造品川御台场 

1853年6月3日，美国佩里舰队航行到日本，逼迫

长期禁止与外国往来的江户幕府改变政策。佩里舰队

离开后，幕府随即着手加强对江户湾的防御。根据本

多忠德、江川英龙等人的调查结果，决定在品川海域

建造要塞，即品川御台场（台场：日语意为要塞）。 

此计划参考西方书籍，计划从南品川猎师町到深

川（现在的东京都江东区）的海上，建造11座要塞，

同年8月底开始动工。建造要塞所需材料繁多，松木、

杉木等木材取自关东地区幕府直辖管理的森林，石材

则取自相模（现在的神奈川县）、伊豆、骏河（均位

于现在的静冈县），以船运方式运至品川；填海造陆

使用的土石为开挖御殿山、今治藩（现在的爱媛县今

治市周边地区）宅邸、泉岳寺等地的山丘采集而来，

运送土石的船只最高纪录曾1天达到2000艘，土木人

员1天最多达到5000人，是耗费了75万两的巨资建设。 

●品川历史馆解说单页 

▲1853 年品川御台场建造计划图 

（出自横滨开港资料馆馆藏“黑船来袭绘卷”） 

No.1、2、3⋯1854 年 7月完成 
No.5、6、御殿山下⋯1854 年 12 月完成 
No.4、7⋯中途停工 
No.8—11⋯未动工 

品川御台场 



第一、第二、第三台场在1854年7月完工，第五、

第六、动工后新增加连接陆地的要塞御殿山下台场在

同年12月完工。第四、第七台场的建设工程中途停工，

第八台场以后便未动工。 

江川太郎左卫门英龙（坦庵） 

江川太郎左卫门英龙（坦庵，1801-1855）出生

于伊豆国韮山（现在的静冈县伊豆之国市），他向幡

崎鼎、渡边崋山学习西方研究，向高岛秋帆学习西式

炮术，在韮山开设炮术学塾，讲述伊豆作为海上交通

要冲的重要性、创建海军、建造反射炉，以及在非常

时期将农民纳入士兵等思想。 

江川的江户湾防御计划，第一线是浦贺水道，品

川海域是江户内湾防御据点之一，要塞的实际建设地

点相比计划略微靠后，但江川亲自指挥并完成 6座要

塞的建造。韮山反射炉在同时期建设施工，可惜他未

等见到其完工，便于 1855 年 1 月逝世。 

品川御台场的守卫 

品川建造了6座要塞后，将其作为江户湾的防御

据点，由与德川将军家族关系密切或拥有同等地位的

大名负责守卫。1855年正式部署，随后举行联合演习、

改善防御体制，逐渐加强守卫能力。负责的大名为轮

换制，直到1868年幕府解体前，一直对品川御台场进

行警备守卫。

之后的品川要塞 

明治维新之后，品川御台场在1914年之前由陆军

省管理。这期间，1870年在第二台场西边建造了品川

灯塔。灯塔现已迁移到博物馆明治村（爱知县犬山市），

并被指定为日本国家重要文化遗产。 

绪明菊三郎向陆军省借用第四台场，在1883年建

造了西式造船厂。第三、第六台场在1915年转售给东

京市，1924年东京府知事将其暂列为史迹，1926年成

为日本国家指定史迹。 

之后，伫立于东京湾上的6个要塞当中，除第三、

第六台场之外，剩下的4个要塞或被填海造地，或被

拆除，而消失了踪影。仍留有当时影子的第三台场，

如今作为都立台场海滨公园，成为民众的游憩场所。 

从御殿山下台场旧址
出土的石墙石材

（本馆正面入口旁）►

▲要塞大炮试射情景（江川文库藏品）

▲江川坦庵画像

（江川文库藏品）

▲第三台场（2007 年 8月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