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御殿山的名稱與由來 

御殿山的名稱來自17世紀時，此處建設了將軍的

行館「品川御殿」。品川有將軍的放鷹狩獵場，因此

將軍也經常到品川御殿休息，歷代將軍皆經常造訪。

此外，若有緊急情況發生時，也可作為軍事防禦據

點。 

德川家光與品川御殿 

歷代將軍之中，最常造訪品川御殿的便屬第三代

將軍德川家光，每當有茶會、狩獵、閱兵式等幕府的

重要活動時，便會來到品川，18年內竟造訪了近200

次，為家光於江戶周圍地區造訪最頻繁的地方。澤庵

宗彭的書信記錄了家光的發言：「品川景色宜人，為

撫疲倦，時常造訪。」由此可知家光因自身喜愛而經

常前來品川。另外，建立東海寺、請澤庵任職初代住

持，也是家光於品川御殿舉行的茶會上所提出的。 

此外，家光也常拜訪品川的其他地方，如：北品

川稻荷社（現為品川神社）、妙國寺（現為天妙國寺）、

常林寺（現為來迎院）等處。其中最常造訪的為妙國

寺，其建築物於1634年倒塌後進行了重建工程。 

●品川歷史館解說頁

品川御殿 

▲品川御殿圖（品川歷史館館藏） 



御殿山的大型茶會 

品川御殿於1633年舉行閱兵式時，仍為臨時建築，

不過於1636年5月21日舉行茶會時，已修建完工，建

築四周有樹林包圍。

家光掌權時期於品川御殿舉行的茶會，包含家光

主辦的在內共22次。當中規模最大的就屬1640年9月

16日，長府藩（現今山口縣下關市周圍地區）藩主毛

利秀元主辦的茶會。這場大型茶會，邀請了家光、家

光的重臣、德川一門、諸位大名等人參加。如此多位

有權人士參加的茶會，想必也會談及政治議題。此外，

這場茶會上使用的茶釜（燒水用的壺），現收藏於山

口縣下關市豐功神社。 

1702年的火災與其影響 

品川御殿於1685年8月進行了修繕工程，卻於

1702年2月11日的火災中燒毀。同年8月14日，品川

御殿被廢除，之後便無緣再次重建。在這場火災中，

家光重建的妙國寺五重塔也遭焚燬，品川損失慘重。 

後來，御殿山成為賞櫻名勝，為許多賞櫻遊客造

訪的景點，是人們的休憩場所。

品川御殿舊址 

品川御殿的所在地推測為現今東京都品川區北

品川4丁目的旅館附近，根據1845年9月的史料記載，

於約長寬14x11公尺範圍殘存有品川御殿基石。當時

距品川御殿燒毀已經約過了150年，卻仍留存可一窺

蹤跡的遺物。 

▲茶釜（燒水用的壺，下關豐功神社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