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港與攻擊外國人事件 

1853年美國培里艦隊的到來為開端，在井伊直弼

的主導之下，江戶幕府於1858年與美國、荷蘭、俄國、

英國、法國簽定條約，自翌年起於長崎（現今長崎縣

長崎市）、箱館（現今北海道函館市）、橫濱（現今

神奈川縣橫濱市）3個港口開放貿易。但貨物出口造

成國內物資缺乏，導致物價飛漲，因而對幕府反感的

民眾大有人在。這些人因推崇尊王攘夷思想而集結，

於1860年3月暗殺了井伊直弼。之後，1860年發生了

美國口譯官赫斯肯（Heusken）暗殺事件，1861年發

生了英國公使館襲擊事件等攻擊外國人的事件時有

所聞。

於御殿山建造外國公使館 

由於攻擊外國人事件頻傳，這些國家遂要求幕府

於安全且便利的地點建造公使館，幕府因此決定於品

川的御殿山建立公使館。御殿山的公使館採西式建築，

為防禦攻擊，於周圍深掘濠溝、圍起高聳的柵欄、設

置可收放的橋等。建造費用由各國自行負擔，最先建

造的為位於御殿山東南方的英國公使館。

御殿山身為賞櫻名勝，是民眾喜愛的休憩場所，

於此建造外國公使館引起眾人反感。品川宿也以御殿

山作為庶民的休閒去處與其歷史地位為由，向幕府提

交了反對建設計畫的陳情書。

公使館的建造工程即於此種情形下動工了。英國

外交官薩道義（Ernest Satow）於其著作中提及公使

館必須盡快完工並完成搬遷，對於攻擊事件顯得相當

警戒。 

●品川歷史館解說頁

御殿山與外國公使館縱火事件 

▲御殿山英國公使館可收放的橋樑（《品川五外國公
使館工程圖面》收錄圖，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東京
誌料文庫藏品）

▲御殿山的外國公使館位置圖（依據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品《御殿山公使館地圖》繪製）



長州（現今山口縣萩市周圍地區）武士焚燬英國

公使館 

如同薩道義所擔憂的，英國公使館遭攘夷派襲擊，

執行這場攻擊行動的為高杉晉作、久坂玄瑞、井上馨、

伊藤博文等13名年齡約二十出頭的年輕長州（現今山

口縣萩市周圍地區）武士。 

1862年12月12日凌晨1時，他們於品川宿的土藏

相模集合，潛入接近完工的英國公使館縱火。在後來

任職明治政府要職的井上馨和伊藤博文留下的紀錄

中，記載了當時的情形。根據其記述，他們翻越了濠

溝和柵欄潛入公使館內部，將門板等疊在一起，點燃

炸藥燒毀了整座公使館。另外，據傳高杉晉作和久坂

玄端於芝浦（現今東京都港區）的旅店中，一邊看著

熊熊燃燒的公使館，一邊飲酒作樂。庶民之間對此事

件也抱持著樂觀其成的態度。 

眾人其後的命運 

久坂玄端於1864年7月戰死於會津藩（現今福島

縣會津若松市周圍地區）、薩摩藩（現今鹿兒島縣為

主地區）、長州藩之間發生的武裝衝突。高杉晉作握

有長州藩的主導權，為推翻幕府於藩內組成武裝集團，

但於1867年病故。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堅持至明治時代，

伊藤成為日本首位內閣總理大臣，井上馨歷任各種要

職。此外，伊藤的墓地位於東京都品川區西大井（一

般不對外公開）。

▲1920 年代末期的土藏相模

▲御殿山英國公使館側面圖 1861 年 8 月（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