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御殿山的名称与由来 

御殿山因17世纪时，此处建造了将军行馆“品川

御殿”。品川设有将军的放鹰狩猎场，品川御殿也是

将军的休憩场所，历代将军经常造访这里。此外，若

有紧急情况发生时，这里也可作为军事防御点。 

德川家光与品川御殿 

历代将军之中，最常造访品川御殿的是第三代将

军德川家光，每当有茶会、狩猎、阅兵式等幕府的重

要活动时，便会来到品川。在18年里，造访的次数高

达近200次，是其在江户周边地区造访次数最多的地

方。泽庵宗彭的书信中记下了家光提到：“品川景色

宜人，为抚疲倦，时常造访”。由此可知家光因自身

喜爱而经常前来品川。另外，建立东海寺、邀请泽庵

任职初代住持，也是家光在品川御殿举行的茶会上所

提出的。 

此外，家光也常拜访品川的其他地方，如：北品

川稻荷社（现为品川神社）、妙国寺（现为天妙国寺）、

常林寺（现为来迎院）等处。其中最常造访的是妙国

寺，该建筑物在1634年倒塌后进行了重建。 

●品川历史馆解说单页 

品川御殿 

▲品川御殿图（品川历史馆馆藏）



御殿山大型茶会 

品川御殿在1633年举行阅兵式时，还是临时建筑，

不过在1636年5月21日举行茶会时，四周树林环绕的

建筑已被整备完毕。

家光掌权时期在品川御殿举行的茶会，包括家光

主办的在内共22次。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640年9月16

日，长府藩（现在的山口县下关市周边地区）藩主毛

利秀元主办的茶会。这场大型茶会，邀请了家光、家

光的重臣、德川一门、诸位大名等参加。像这样有权

力势力的人参加茶会，想必也会谈论政治议题。此外，

这场茶会上使用的茶釜（烧水用的壶），现收藏于山

口县下关市丰功神社。 

1702年的火灾及其影响 

品川御殿在1685年8月进行了修缮，之后却在

1702年2月11日的火灾中烧毁。同年8月14日，品川御

殿被废除，之后再未重建。在这场火灾中，家光重建

的妙国寺五重塔也遭焚毁，品川也损失惨重。 

后来，御殿山作为赏樱名胜之地，吸引着众多游

客到此赏樱游憩，成为人们休憩的场所。

品川御殿旧址 

品川御殿的所在地据推测位于现在的东京都品

川区北品川4丁目的旅馆附近，根据1845年9月的史料

记载，在大约长宽14×11米范围内留存有品川御殿的

基石。当时距品川御殿烧毁已经过了150年，却仍留

存可一窥踪迹的遗物。 

▲茶釜（烧水用的壶，下关丰功神社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