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港与袭击外国人事件 

1853年，以美国佩里舰队的到来为开端，在井伊

直弼的主导之下，江户幕府在1858年与美国、荷兰、

俄罗斯、英国、法国签定条约，自次年起开放长崎（现

在的长崎县长崎市）、箱馆（现在的北海道函馆市）、

横滨（现在的神奈川县横滨市）3个港口进行贸易。

但是货物出口造成国内物资缺乏，导致物价飞涨，也

有人为此对幕府感到愤然。这些人推崇尊王攘夷的思

想而集结到一起，在1860年3月暗杀了井伊直弼。之

后，1860年发生了美国翻译官休斯根（Heusken）暗

杀事件，1861年发生了英国公使馆袭击事件等袭击外

国人的事件。

在御殿山建造外国公使馆 

由于频繁发生袭击外国人事件，这些国家遂要求

幕府在安全且便利的地方建造公使馆，幕府因此决定

在品川的御殿山建造公使馆。御殿山公使馆是西式建

筑，为防御袭击，在周围深掘壕沟、围起高耸的栅栏、

设置可收放的桥等。各国自行负担建造费用，最先建

造的是位于御殿山东南方的英国公使馆。

御殿山作为赏樱名胜，亦是深受民众喜爱的休憩

场所，因此在这里建造外国公使馆引起众人反感。品

川宿也以御殿山作为庶民的休闲去处与其历史地位

为由，向幕府提交了反对建设计划的请愿书。

公使馆的建造工程就在这种情形下动工了。英国

外交官萨道义（Ernest Satow）在其著作中提及公使

馆必须尽早完工、尽早搬迁。可以看出对于袭击事件

警戒的情形。 

长州（现在的山口县萩市周边地区）武士焚毁英

国公使馆 

●品川历史馆解说单页 

御殿山与外国公使馆纵火事件 

▲御殿山英国公使馆可收放的桥梁（《品川五外国

公使馆工程图面》收录图，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

东京志料文库藏品）

▲御殿山的外国公使馆位置图（依据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品《御殿山公使馆地图》绘制）



如同萨道义所担忧的，英国公使馆遭到攘夷派的

袭击。实施这场袭击行动的是高杉晋作、久坂玄瑞、

井上馨、伊藤博文等13名年龄二十出头的年轻长州

（现在的山口县萩市周边地区）武士。 

1862年12月12日凌晨1时，他们在品川宿的土藏

相模集合，潜入即将完工的英国公使馆纵火。在后来

任职明治政府要职的井上馨和伊藤博文留下的纪录

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形。根据其记述，他们翻越了壕

沟和栅栏潜入公使馆内，将门板等叠在一起，点燃炸

药将其全部烧毁。另外，据传高杉晋作和久坂玄端在

芝浦（现在的东京都港区）的旅店中，一边看着熊熊

燃烧的公使馆，一边饮酒作乐。庶民之间对此事件也

抱持着乐观其成的态度。 

众人其后的命运 

久坂玄端在1864年7月战死于会津藩（现在的福

岛县会津若松市周边地区）、萨摩藩（现在以鹿儿岛

县为主的地区）、长州藩之间发生的武装冲突。高杉

晋作掌握了长州藩的主导权，为推翻幕府在藩内组成

武装集团，但于1867年病故。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在艰

难中迎来了明治时代，伊藤成为日本首位内阁总理大

臣，井上馨历任各种要职。此外，伊藤的墓地位于东

京都品川区西大井（一般不对外公开）。

▲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的土藏相模 

▲御殿山英国公使馆侧面图 1861 年 8 月（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