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户时代的品川农业 

江户时代的品川大部分为农村，水

田种植大米，旱田种植小麦、小米、红

豆、萝卜、茄子、葱、芜菁、胡萝卜、

南瓜、竹笋等作物。这些农作物中，有

些会冠上种植地的地名，例如1843年的

纪录中，可见“大井胡萝卜”、“品川

葱”等蔬菜纪录，其他还有“居木桥南

瓜”、“户越竹笋”、“品川芜菁”等

均相当知名。如此冠上江户近郊地名的

蔬菜又被称为“江户蔬菜”，成为当地

特产品。 

品川的江户蔬菜 

居木桥南瓜：相传始于1638年，僧

侣泽庵宗彭自京都买来南瓜的种子，由

居木桥村的官吏松原庄左卫门开始栽种。其特征为表

面皱褶较多，直到约20世纪30年代也仍在关东地区大

范围种植。 

户越竹笋：约1772年到1781年，由海运业商人山

路治郎兵卫胜孝从萨摩藩（现在以鹿儿岛县为主的地

区）引进孟宗竹并开始在户越种植，之后扩展到周边

的农家，附近一带成为竹笋的一大产地。1806年，在

现在的东京都品川区小山1丁目竖立了山路治郎兵卫

胜孝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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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川的农业 

▲居木桥南瓜

（东京都农林综合研究中心藏品）

▲品川“江户蔬菜”种植分布图



品川芜菁：1804年萨摩藩编纂的资料中，记

载有向幕府进贡品川芜菁的纪录。此种芜菁的根

较长，是腌制酱菜的便利食材。 

城市与农村的循环系统 

农村使用排泄物作为肥料，故向位于城市的武士

宅邸、民家签订契约，支付抽肥费用，这笔费用对屋

主来说是相当重要的收入。而通过百姓抽肥可维持城

镇良好的卫生状况，用水肥灌溉的农作物再运送到城

镇里，发挥循环系统的作用。 

仅存的农村记忆 

随着日本现代化发展，农村地区开发成为住宅用

地，渐渐不再种植蔬菜。 

品川仍保留着过去清洗蔬菜的场所，如大井水神、

泷王子稻荷社内的水池、以及大井的原之水神池等处。

大井的原之水神池旁设有纪念碑，标明此处曾经是清

洗蔬菜的场所，让人不禁思念起那逝去的风景。 

▲大井的原之水神池（品川区指定史迹）

▲左边是品川芜菁（出自国立公文书馆馆藏《图说农业》）▲山路治郎兵卫胜孝的墓碑（品川区指定史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