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海道驛站第一站 

1601 年，德川家康下令於連接江戶與京都、大

坂（現今的大阪）的東海道設置驛站，驛站平時必須

備有運送貨物的人力與馬匹，品川宿每天必須預備

100 名人力、100 頭馬匹，若所需勞力超過此數量時，

則請周圍的村落協助。貨物於「問屋場」裝卸，以接

力的方式運送至下一個驛站。 

以目黑川為界，分為北品川宿和南品川宿。品川

宿原由這 2 所驛站組成，1772 年於北品川宿北側新

增了「步行新宿」，之後即由這 3 所驛站分工合作。

新的驛站和原本負責調度人馬運輸貨物的驛站不同，

僅提供人力，故稱「步行新宿」。

品川宿為東海道上從江戶數來的第一處驛站，故

經由東海道出入江戶的人，一定會通過品川宿，來往

人潮眾多，興建了許多旅店和茶屋。當中甚至有以女

性接待客人的旅店，1843 年時共有 92 所。 

●品川歷史館解說頁

品川宿 

▲東海道繪圖（品川部分） 遠近道印作 菱川師宣繪 

▲品川宿（出自《江戶名勝描繪地誌》） 



住宿設施 

驛站的住宿設施可分為本陣、脇本陣、旅籠屋（旅

店）、木賃宿（自己煮飯的簡易旅店）。 

「本陣」為大名或貴族等身分高貴者專用的設施，

品川宿有 1 間本陣。 

「脇本陣」為本陣無法使用時的預備設施，品川

宿有 2 間協本陣。 

「旅籠屋」和「木賃宿」主要提供一般旅客使用，

旅籠屋會提供餐點，木賃宿則需要自己攜帶食材烹煮。

18 世紀之後木賃宿開始減少，許多旅客轉而使用旅

籠屋。 

品川宿的官吏與名主 

「名主」為執行村落城鎮內各種行政工作的官吏，

多為當地的有力人士代代相傳。品川宿也有名主，南

品川宿為利田家，北品川宿為宇田川家，隸屬南品川

宿的南品川獵師町則由大島家相傳。步行新宿原為飯

田家和名村家負責，後來由飯田家單獨繼承。 

據傳宇田川家因太田道灌要建築江戶城，於

1457 年來到品川，宇田川家與飯田家、守護北品川

宿的神社「北品川稻荷社」（現今的品川神社）神官

的小泉家有親戚關係。

利田家則據傳源於 16 世紀下半葉活躍於品川的

鳥海一族，後改姓為利田。

▲江戶名勝 御殿山賞櫻 歌川廣重（初代） 

▲本陣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