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戶時代的品川農業 

江戶時代的品川大部分為農村，水

田種植稻米，旱田種植小麥、小米、紅

豆、蘿蔔、茄子、蔥、蕪菁、胡蘿蔔、

南瓜、竹筍等作物。這些農作物中，有

些會冠上種植地的地名，例如1843年的

紀錄中，可見「大井胡蘿蔔」、「品川

蔥」等蔬菜的紀錄，其他還有「居木橋

南瓜」、「戶越竹筍」、「品川蕪菁」

等皆相當知名。如此冠上江戶近郊地名

的蔬菜，又被稱為「江戶蔬菜」，成為

當地的特產品。 

品川的江戶蔬菜 

居木橋南瓜：據說為1638年，僧侶澤庵宗彭自

京都買來南瓜的種子，由居木橋村的官吏松原庄左衛

門開始栽種而起。其特徵為表面有著許多皺摺，直至

約1930年代也仍於關東地區大範圍種植。 

戶越竹筍：約1772年至1781年，由海運業商人

山路治郎兵衛勝孝自薩摩藩（現今鹿兒島縣為主地區）

引進孟宗竹並開始於戶越種植，之後擴展至周圍的農

家，附近一帶成為竹筍的一大產地。1806年於現今東

京都品川區小山1丁目立了山路治郎兵衛勝孝的墓

碑。 

●品川歷史館解說頁

品川的農業 

▲居木橋南瓜 
（東京都農林綜合研究中心藏品） 

▲品川「江戶蔬菜」種植分佈圖 



品川蕪菁：1804年由薩摩藩編纂的資料中，

記載有向幕府進貢品川蕪菁的紀錄。此種蕪菁的

根較長，非常適合用於醃製醬菜。 

城市與農村的循環系統 

農村使用排洩物作為肥料，故向位於城市的武士

宅邸、民家簽訂契約，支付抽肥費用，這筆費用對屋

主來說是相當重要的收入。而透過百姓抽肥可維持城

鎮良好的衛生狀況，水肥所灌溉的農作物再運送至城

鎮裡，發揮循環系統的作用。 

僅存的農村記憶 

隨著日本現代化的腳步，農村地區開發成為住宅

用地，漸漸無人種植蔬菜。 

品川仍保留著過去清洗蔬菜的場所，如大井水神、

瀧王子稻荷社內的水池，以及大井的原之水神池等地。

大井的原之水神池旁設有紀念碑，標明此處過去為蔬

菜清洗處，讓人不禁思念起那逝去的風景。 ▲大井的原之水神池（品川區指定史蹟）

▲左為品川蕪菁（出自國立公文書館館藏《圖說農業》）▲山路治郎兵衛勝孝之墓碑（品川區指定史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