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仙台坂遺址 

1987、1988 年因道路整頓計畫進行隧道工程時，

發現了位於東京都品川區東大井的仙台坂遺址，並進

行考古發掘調查。 

仙台坂之名來自 1658 年仙台藩（現今宮城縣仙

台市周圍地區）伊達家的「下屋」宅邸建於此地附近，

故稱為「仙台坂」。仙台坂遺址位於下屋的東北角，

出土了許多屬於江戶時代大名宅邸的文物。此外，也

出土了許多宅邸釀造味噌相關的文物。 

由出土文物窺見大名宅邸生活 

因仙台坂遺址的發掘，發現了宅邸與外界的分界

護城河。此護城河寬約 5 公尺，深約 2 公尺，推測內

側也曾挖有護城河，但完成後於較早的時期即被填平。

此外，也發現許多帶有伊達家家徽的瓦片。

更進一步出土的有碗盤、酒壺、鍋具，平凡的日

用品至高級奢侈品、各式不同種類的陶器和泥巴玩具

等文物。還發現了 5 隻狗的骨骸，推測應是作為寵物

飼養，並在死後鄭重埋葬。其中一隻為大型犬，推估

為西洋犬或其子孫。這些出土文物成為了我們了解宅

邸內生活的線索。 

1660 年，仙台藩第三代藩主伊達綱宗因品行不

佳，被江戶幕府命令隱居。直至 1711 年逝世前，他

在下屋的宅邸度過了 50 多年的生活。由仙台坂遺址

發掘出較多高級陶器的碎片，可從中窺見綱宗的隱居

生活。 

釀造味噌 

由仙台坂遺址發掘出5處以石頭建成的爐灶痕跡，

推估為於江戶時代釀造味噌時使用。當中，最古老的

甚至為 18 世紀中葉的產物。 

此處味噌最初僅為住於江戶的伊達家家臣小規

模釀造，後來才發展成商品，開始大規模生產。1855

年的繪圖中，將此處標記為「仙台味噌宅邸」。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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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名宅邸與味噌工廠的出土

▲仙台坂遺址出土文物 

孩童的玩具 

瓦片 裝鹽的容器 

泥巴人偶 加入油後可點燈的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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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於常陸國龍崎（現今茨城縣龍崎市）擁有一塊領地，

該地生產的優良黃豆即為味噌的原料。 

明治時代（1868-1911）之後，味噌釀造工廠改

建為磚瓦建築，藉由發掘出鍋爐、煙囪、煙道、烤窯

等建築殘存的痕跡，可知後期發展成為現代化的工廠。

1902 年，伊達家營運的味噌釀造公司由八木家接管

經營權，公司改名為「八木合名會社仙台味噌釀造所」。

這些殘存的建築遺跡，推測也是於此時期前後所建造。

於仙台坂發現早於江戶時代的遺址 

仙台坂遺址發現了 2 處環繞古墳周圍、由人工挖

掘的溝槽，推測該古墳為 6 世紀上半葉至中葉時所建

造，雖然現今已不存在，但由仙台坂遺址附近確認到

的數座古墳，我們可假設當時這一帶曾為古墳群。 

同樣地，雖然現已不復在，推測仙台坂遺址旁的

土地上曾經存在約西元前2000年至西元前1000年、

繩文時代後期的貝塚。自繩文時代起，便有人類於這

片土地上生活。 

▲近代的味噌釀造設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