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仙台坂遗址 

1987、1988 年因道路修缮计划进行隧道工程时，

发现了位于东京都品川区东大井的仙台坂遗址，并进

行了考古发掘调查。 

由于 1658 年仙台藩（现在的宫城县仙台市周边

地区）伊达家的“下屋”宅邸建于此地附近，故将此

地称为“仙台坂”。仙台坂遗址位于下屋的东北角，

这里出土了许多属于江户时代大名宅邸的文物。此外，

也出土了与许多宅邸酿造味噌有关的文物。 

由出土文物窥见大名宅邸里的生活 

在仙台坂遗址的发掘工作，发现了宅邸与外界的

分界护城河。此护城河宽约 5米，深约 2米，据推测

内侧也曾有护城河，但完成后在较早的时期即被填平。

此外，也发现许多带有伊达家徽的瓦片。

更进一步出土的有碗盘、酒壶、锅具，普通日用

品及高级奢侈品、各式不同种类的陶器和泥巴玩具等

文物。还发现了 5只狗的骨骸，据推测曾作为宠物饲

养，并在死后被郑重埋葬。其中一只是大型犬，估计

是西洋犬或其子孙。这些出土文物成为我们了解宅邸

内生活的线索。 

1660 年，仙台藩第三代藩主伊达纲宗因品行不佳，

被江户幕府命令其隐居。之后一直到 1711 年离世，

他在下屋的宅邸生活了 50 多年。仙台坂遗址发掘出

了较多的高级陶器的碎片，可对纲宗的隐居生活窥见

一斑。 

酿造味噌 

由仙台坂遗址发掘出5处用石头堆砌的锅灶遗迹，

据推测是江户时代酿造味噌时使用。其中，最古老的

来自 18 世纪中叶。 

最初，此处的味噌酿造是为居住于江户的伊达家

族的家臣使用的小规模酿造，之后作为商品开始大规

模生产。1855 年的绘图中，将此处标记为“仙台味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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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邸”。仙台藩在常陆国龙崎（现在的茨城县龙崎市）

有一块领地，该地生产的优良黄豆即是味噌的原料。 

明治时代（1868-1911）之后，味噌酿造工厂改

建成砖瓦建筑，根据发掘出的锅炉、烟囱、烟道、烤

窑等建筑遗迹，可知其在后期已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工

厂。1902 年，伊达家族运营的味噌酿造公司由八木家

族接管经营权，公司改名为“八木合名会社仙台味噌

酿造所”。这些建筑遗迹，据推测也是在此期间前后

所建造。 

在仙台坂发现早于江户时代的遗址 

仙台坂遗址发现了 2处环绕古坟周围、由人工挖

掘的沟槽，据推测该古坟是 6世纪上半叶至中叶时所

建造，虽然如今已不再存在，但从在仙台坂遗址附近

确认到的数座古坟，我们可推测当时这一带曾有古坟

群。 

同样地，虽然现已不复在，仙台坂遗址旁边据推

测曾经存在约公元前 2000 年到公元前 1000 年、绳文

时代后期的贝冢。自绳文时代起，便有人类在这块土

地上生息。 

▲近代的味噌酿造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