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户的大名宅邸 

1657年江户发生了一场大火，幕府因而整顿了赐

予大名的宅邸，宅邸分成“上屋”、“中屋”、“下

屋”3种。大名和其家人居住在上屋，通常位于距离

江户城最近的地方；中屋则供隐居的大名或大名的继

承人居住，或是作为上屋的备用设施使用；下屋的地

点相比上屋、中屋，距离江户城更远，通常作为别墅

使用。位于海边或河边的宅邸，也会用作卸货或保管

货物的场所。除了幕府赐予的宅邸之外，大名自己购

买土地而拥有的宅邸为“抱屋”。 

品川靠近江户，因此有许多下屋和抱屋。例如：

大井村有萨摩藩（现在的鹿儿岛县为主地区）岛津家

族和土佐藩（现在的高知县为主地区）山内家族的宅

邸；上大崎村有一桥家族和松代藩（现在的长野县长

野市周边地区）真田家族的宅邸；下大崎村有仙台藩

（现在的宫城县仙台市周边地区）伊达家族的宅邸；

北品川有宇土藩（现在的熊本县宇土市周边地区）细

川家族的宅邸。其中，熊本藩（现在的熊本县熊本市

周边地区）细川家族的下屋和抱屋规模最大。 

细川家族的宅邸一开始赏赐了细川家族的支系，

但支系与本家交换宅邸后，即成为细川本家的财产。

全盛时期宅邸将近33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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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名宅邸

▲熊本藩户越宅邸图（永青文库藏品）



熊本藩户越宅邸图 

第一页的平面图为1671年绘制，从中可以了解到

宅邸整体广阔的全貌。宅邸内以中央往南北延伸的马

场为界，分为东西2个部分。东侧庭园内，建筑物位

于东北方，设想自建筑物眺望外面的风景，而在西南

面设置了小山丘和水池。现在的户越公园（东京都品

川区丰町2-1）便位于过去的东庭园的所在地方。

西侧的庭园较东侧大2倍以上，中央仿造琵琶湖

（位于滋贺县，日本第一大湖）建了一个偌大的水池，

南边仿富士山（跨越县界，位于静冈县和山梨县的日

本第一高山）、东边仿筑波山（位于茨城县的山峰）

建造了假山。庭园内有小径，也有歇脚的休憩场所，

可享受散步的乐趣。熊本县的水前寺公园也以相同的

样式建造。 

另外，因为除了这张平面图之外，没有其他与西

侧庭园相关的资料，土地的由来等细节已无从考证。 

之后的户越宅邸 

1678年户越宅邸不幸烧毁，因和其他武家交换土

地，部分土地在1700年归还给了幕府，但仍然由细川

家族管理到1758年为止。之后，土地陆陆续续交给其

他武家，直到1806年时才完全脱离细川家族。 

现在，户越宅邸的部分土地被改造为户越公园，

成为民众休憩的场所。 

▲户越宅邸东侧庭园建筑物平面布局

1.会客室 
2.卧室 
3.起居室 
4.玄关 
5.厨房 

▲如今的户越公园▲1846 年的户越宅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