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户湾的渔业 

江户幕府成立初期，自大阪周边地区移居而来的

渔夫带来捕鱼技术，带动了江户湾的渔业发展。而江

户幕府赐与移居而来的渔夫特权，促进了渔业进步。

不久，移居而来的渔夫与当地渔夫融合，在江户湾沿

岸发展出数个渔村。品川地区有 2个渔村，分别是南

品川猎师町（品川浦）、大井村御林猎师町（大井御

林浦），并发展成为向江户城供给鲜鱼的渔村。当时

仅 8个渔村能向江户城提供鲜鱼，品川的渔村便占其

二。

八渔村由北到南分别是金杉、本芝（以上位于现

在的东京都港区）、品川、大井御林（以上位于现在

的东京都品川区）、羽田（位于现在的东京都大田区）、

生麦、新宿、神奈川（以上位于现在的神奈川县）。

其中，金杉、本芝、品川担任渔村的总管，渔村有每

个月向江户城进贡 3次鲜鱼的义务，有时还需要临时

进贡。1792 年起，停止进贡鲜鱼而改成金钱，但后来

又改为每月进贡 1次金钱和鲜鱼。 

品川浦 

品川浦虽然隶属南品川宿，但由大岛家族担任名

主（执行村落内各种行政工作的官吏），具备作为村

庄的行政功能。渔村位于一块沿着目黑川突出的土地

上，设有渔夫们共享的晒渔网场、守护当地的寄木明

神社（现为寄木神社）。现在的寄木神社内，有一块

刻有神社由来、品川浦渔村繁荣历史的石碑。

品川浦的捕鱼作业使用拖网船（桁船），依靠张

帆的力量让船横向前进，拉动5到 9张底拖网（桁网）

进行捕鱼。品川浦比其他地区更盛行此种捕鱼方法，

但 19 世纪中叶，受建造要塞的影响，渔获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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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江户名所地志”）



虽然设计出了捕捞周氏新对虾（芝虾）等捕虾用的底

拖网，却因渔具和其他地区的渔民发生了纠纷。

大井御林浦 

大井御林浦隶属大井村，虽然御林浦不同于品川

浦，未设名主，但和品川浦一样有统领管理渔夫的人。 

在 1864 年 11 月记载的资料中，记录着大井御林

浦成立的由来。资料中记载，因为 1659 年芝金杉以

东的土地要建造鸟取藩（现在的鸟取县鸟取市周边地

区）的宅邸，所以对居住于此地的6户渔夫进行补偿，

将他们迁到大井村的“御林町”从事渔业，因此被叫

作“御林猎师町”。 

大井御林浦位于鲛洲（现在的东京都品川区东大

井）附近，镇守当地的神社是御林八幡社（现在的鲛

洲八幡神社）。 

在品川捕获的海鲜 

根据 1843 年的资料，在品川可捕获的海鲜有：

牛尾鱼、比目鱼、周氏新对虾（芝虾）、银鱼、大泷

六线鱼、乌贼、沙鮻、海鳗、鲷鱼、鲻鱼、水针马步

鱼、鲽鱼、赤魟、鰆鱼、魁蛤、大蛤蜊等等。 

渔业的衰退 

自江户时代起，渔业就是品川的重要产业，但随

着填海造陆等现代化的发展，造成海洋环境的改变，

渔业逐渐衰退。1962 年 12 月，品川决定放弃渔业权，

该地区的渔业就此告终。 

拖网船（桁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