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士山信仰與品川 

日本自古以來即認為神佛

寄宿於山岳之間，將山作為神聖

的崇拜對象，特別是日本第一高

山富士山，受到許多崇奉。 

根據日蓮宗僧侶「日親」於

1470年留下的紀錄，品川的海運

商人鈴木道胤每年6月會派遣6

名官員至富士。當時，人們深信

登上富士山能避免災難降臨，富

士山因而成為人們朝聖參拜之聖地。 

富士山信仰團體與富士塚 

江戶時代，富士山信仰普及至一般民眾，各地陸

續結成富士山信仰團體。這些團體會祭拜富士山的神

祇，從遠方膜拜富士山，模仿富士山的形狀築山攀登，

以代替攀爬真正的富士山。品川神社內的「品川富士」，

即由品川宿的信仰團體「丸嘉講」於1869年所築。另

外，此類團體不僅有宗教信仰目的，同時也促進了成

員間之交流與娛樂活動。 

品川富士的開山儀式 

過去，品川宿共有6個富士山信仰團體，其中「丸

嘉講」與「山清講」為自同一個團體分枝而出的團體。

現在仍持續活動的僅剩「丸嘉講」，成員數雖逐漸下

滑，但全盛時期曾超過300人。丸嘉講主要進行的活

動為品川富士開山儀式，以及7月下旬至8月上旬舉行

的富士登山。 

品川富士開山儀式於每年7月1日舉行，成員會穿

著一身白色衣裝，於品川富士旁的淺間神社集合，一

同登上品川富士，於半山腰的神社和山頂上虔誠祈

福。

除此之外，也會每月1次不定期召開於幹事家中

集合唸誦祈禱文等活動。 

●品川歴史館解説シート 品川的富士山信仰團體 

▲《富士山參拜指南》歌川貞秀（橋本玉蘭齋）作畫 1859 年 品川歷史館館藏 

▲品川富士的開山儀式 
（品川區指定無形民俗文化資產） 

●品川歷史館解說頁



1930年至1940年代的富士登山 

雖然現在丸嘉講已經不再舉行富士登山活動，但

在過去曾舉行三天兩夜或四天三夜的登山活動。以下

為過去曾任職丸嘉講代表的榎本治郎（已故）所口述

記錄的內容。 

每年一至6月，於富士山麓提供參拜者住宿場所

的人會至丸嘉講拜訪。每個團體於當地由誰負責打點

是固定的，不會更換，丸嘉講為位於富士吉田的菊谷

家。6月下旬，丸嘉講拜訪品川神社內的御嶽神社，

請教登山日期，據傳若於其他日期登山，將會造成山

地荒蕪。 

關於第一次登上富士山的年齡並無特別限制，榎

本治郎於1937年第一次登上富士山，當年他僅12歲。

當時，約30至40人一大早由品川出發，到達菊谷家後，

會行走往返距離約5公里遠的吉田胎內，為登富士山

做熱身。 

當日於菊谷家住宿一宿，翌日凌晨4時穿著白衣

裝，手持木杖出發。首先參拜富士吉田的北口本宮富

士淺間神社，之後搭乘巴士前往海拔1420公尺的馬返，

由此處進入吉田口登山道。行李交給菊谷家的2名搬

運人，因此榎本手中僅拿著水壺和點心。 

途中，參拜

位於經岳（海拔

2386公尺）的御

堂，登至富士山

頂（海拔3776公

尺）後，以順時

針方向繞行火山

口周圍，至富士

山氣象觀測站

（已於2004年

關閉）附近參

拜。 

於此，會分

為繼續繞行火

山口周圍的隊

伍和繞行山腰

的隊伍，前者沿

火山口繼續前

行，由方才走過

的吉田口登山

道下山，於富士

山八合目下的

丸嘉講常用旅宿住宿一宿；後者由御殿場口登山道下

山，於海拔2702公尺的寶永山洞窟（現已不存在）住

宿一宿。榎本治郎等人選擇了後者。

翌日早晨，以順時針方向沿富士山腰繞行一周，

越過危險的大澤（現無法通行）前，先唸誦一部分祈

禱文參拜，過了大澤後有供休息的小屋（現已不存在），

大家在這裡用午餐，吃了烏龍麵。 

小屋內，會於幹事發的一塊布上蓋章，日後大家

將這塊布縫在白衣裝上，還會拿到一張紙，將紙綁在

木杖的底端之後，便不再使用木杖。 

接下來繼續前進，約下午3時抵達小御嶽神社，

與繞行火山口的隊伍會合，一同參拜。之後經由吉田

口登山道下山，於菊谷家住宿一宿，翌日再回到品

川。 

日後，將自山頂上汲取的水作為「聖水」分給每

一位成員，同時徵收會費。會費一年僅收取這麼1次。

▲1930 年代富士登山的模様 
（榎本治郎提供） 

▲富士信仰相關史料（榎本治郎
捐贈，品川歷史館館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