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戶灣的漁業 

江戶幕府成立初期，自大阪周圍地區移居而來的

漁夫帶來捕魚技術，帶動了江戶灣的漁業發展，而江

戶幕府賜與移居而來的漁夫特權，促進了漁業進步，

最終移居而來的漁夫與當地漁夫融合，於江戶灣沿岸

發展出數個漁村。品川地區有 2 個漁村，分別為南品

川獵師町（品川浦）、大井村御林獵師町（大井御林

浦），規模發展成為向江戶城獻上鮮魚的漁村。當時

僅 8 個漁村能向江戶城提供鮮魚，品川的漁村即占其

二。

8 個漁村由北至南分別為金杉、本芝（上述位於現今

東京都港區）、品川、大井御林（上述位於現今東京

都品川區）、羽田（位於現今東京都大田區）、生麥、

新宿、神奈川（上述位於現今神奈川縣）。其中，金

杉、本芝、品川擔任漁村的總管，漁村有每個月向江

戶城進貢 3 次鮮魚的義務，有時還需要臨時進貢。

1792 年起，進貢一度由鮮魚改成金錢，但後來又改

為每月進貢 1 次金錢和鮮魚。 

品川浦 

品川浦雖然隸屬於南品川宿，但由大島家擔任名

主（執行村落內各種行政工作的官吏），具備了村莊

的行政功能。漁村位於一塊沿著目黑川突出的土地上，

裡頭有漁夫們共用的曬漁網場、守護當地的寄木明神

社（現為寄木神社）。現在的寄木神社內，有一塊刻

印著神社由來、品川浦漁村繁榮歷史的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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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江戶名所地誌」） 



品川浦的捕魚作業使用拖網船（桁船），藉由張

帆的力量使船橫向前進，拉動 5 至 9 張底拖網（桁網）

捕魚。品川浦較其他地區還盛行以此種方法捕魚，但

19 世紀中葉，受建造要塞的影響，漁獲量因而減少，

雖設計出捕撈周氏新對蝦（芝蝦）等捕蝦用的底拖網，

卻因漁具和其他地區的漁民發生糾紛。

大井御林浦 

大井御林浦隸屬大井村，雖然御林浦和品川浦不

同，沒有名主，但和品川浦一樣有統管漁夫的人物存

在。 

於 1864 年 11 月的資料中，記錄著大井御林浦

成立的由來。資料中記載，因為 1659 年芝金杉以東

的土地要建造鳥取藩（現今鳥取縣鳥取市周圍地區）

的宅邸，故給予居住於該地的 6 戶漁夫代替的土地，

將他們遷移至大井村的「御林町」，因從事漁業爾後

被稱作「御林獵師町」。 

大井御林浦位於鮫洲（現今東京都品川區東大井）

附近，鎮守當地的神社為御林八幡社（現為鮫洲八幡

神社）。 

於品川捕獲的海鮮 

根據 1843 年的資料，在品川可捕獲的海鮮有：

牛尾魚、比目魚、周氏新對蝦（芝蝦）、銀魚、大瀧

六線魚、烏賊、沙鮻、海鰻、鯛魚、烏魚、水針魚、

鰈魚、赤魟、馬加鰆（白北仔）、魁蛤、文蛤（蛤蜊）

等等。 

漁業的衰退 

自江戶時代起，漁業對品川而言就是極為重要的

產業，但隨著填海造陸等現代化的發展，造成海洋環

境的改變，漁業漸漸衰退，最後於 1962 年 12 月，

品川放棄漁業權，此地的漁業也宣告落幕。 

拖網船（桁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