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太平洋一側的海洋運輸與品川 

12世紀末至16世紀後期的品川，與六浦、神奈川

（現今神奈川縣橫濱市）並列為關東的重要港口城市，

是交通和物流的據點。航行日本太平洋一側的船舶使

品川成為物資交流地點，繁榮發展，由西日本地區運

送過來的物資經由品川運往各地。品川對來港船隻課

稅，稅金用於維修圓覺寺（神奈川縣鐮倉市）和金澤

稱名寺（神奈川橫濱市）。進入14世紀後，活躍於品

川的海運商人有出生於熊野地方（現今和歌山縣南部

及三重縣南部地區）的鈴木道胤和榎本道琳等人。 

●品川歷史館解說頁

12 世紀末至 16 世紀後期繁榮的品川 

▲抵達品川的船舶、船主、海運商人名冊（稱名寺藏品，神奈川縣立金澤文庫受託保管） 1392 年 



品川的城鎮與寺院 

此時期品川地區的城鎮，隔著目黑川以沿海地區

為中心發展。在鐮倉幕府的保護之下，寺院及神社鱗

次櫛比，武士與商人等人信仰虔誠。城鎮上居住著宗

教家、商人、工匠、從事漁業和海運相關工作的人們

等，有各種不同階級的居民居住於此。 

佛教的宗派可分為禪宗、淨土宗、時宗、日蓮宗

等，寺院以這些當時新成立的宗派為大宗。與鐮倉的

寺院有直接關聯的清德寺、海晏寺、海禪寺、本光寺、

妙國寺（現為天妙國寺）、願行寺等寺院於城鎮與社

會的發展扮演了重要角色。信徒踴躍捐贈土地，因此

出現了如同妙國寺擁有廣大土地和建築物的大寺

院。 

此外，北品川的御殿山為人們為了祈求來世的幸

福於此舉行祭祀和送葬的神聖之地。 

▲品川寺院神社推測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