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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北村薰  ＿＿ Kaoru Kitamura

出生于杉户町的直木奖作家，杉户町名誉町民 毕业于早稻田大学

第一文学部。在大学时就撰写推理评论等，毕业后在担任高中国语

教师的同时，以《空中飞马》一书作为作家出道。2009 年，他以《鹭

与雪》获得第 141 届直木奖。他还获得彩之国学术文化功劳奖，并

被授予为杉户町名誉町民。他作品中记载的童年回忆常常会出现杉

户町的情景，获得了很多町民的共鸣。

“时代变迁”

北村　熏

　　我出生、成长并生活在杉户这座城镇里。我们就读的杉户小学位于

现在的中央公民馆附近。当时全校学生曾经坐在地板上观看黑白电影。

没有人吵闹。与其说是守纪律，不如说是被那些会动的画面深深吸引了。

因为我们那时还没有电视。过去也很少有点心，所以第一次喝到咖啡牛

奶时，真的美味得让人吓一跳。汽水等饮料一个夏天只能在真的非常热

的日子里才能喝上一回。

　　现在，这本《杉户宿 城镇散步指南》将告诉我们远去的时光在空间

中留下的东西。我们在小学的社会科参观时去过“本阵”。我记得曾经

看到过轿子。担任国语教师的父亲还曾经带我去看雕刻芭蕉俳句的诗碑。

《奥羽一览路上膝栗毛》出现在这里也很让我惊讶。让我知道原来“还有

这么一本书”。这是幕末的作品。

　　十返舍一九留下“この世をばどりゃお暇にせん香の煙りとともに

灰左様なら（今将与世辞 点上线香 与烟同逝）” 这一洒脱的诗句与世长

辞是在天保二年（1831 年），幕末时他已经不在了。不在的人不可能写书。

这其中的玄机，就在于序文中对一九的称呼——“先师”，原来这本书

是出自继承该姓名的弟子之手。这些地方也可以让人感受到时间的流逝。

在此作品中读到杉户的“钉屋”（旅店）时，我们会不由联想，在那个繁

盛的时代，“我们的曾祖父那代人在做什么呢”。

　　作为以杉户为舞台的历史散步之友，作为老师，这真是一本令人欢

喜的、难得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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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户宿结构图（幕府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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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重画的浮世绘】
埼玉县立历史与民俗之博物馆藏品

有据说是歌川广重创作的包含日光

街道所有“宿场”的浮世绘。“杉

户”也被描画于其中。构图上是以

位于“杉户宿”东侧入口处的清地

村的“弁天池”为中心。

关于“弁天池”，江户后期的兰学

者兼画家渡边华山在 1830 年（文

政 13 年）4 月于“杉户宿”住宿

时也曾以此作画。两位著名画家均

想将其留于画中，可见杉户 /弁天

池这一景观是多么清新，多么让人

印象深刻。

※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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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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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户宿结构图、地图

广重画的浮世绘

“宿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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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户宿的由来

杉户宿年表

日光街道与御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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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末期的杉户宿地图

↑

话说回来

“宿场”是什么？

↓

“杉户宿”是江户幕府于 1616 年（江户初期）在日光街道设置的

“宿场”之一。是从日本桥（江户：东京都）前往日光东照宫（供

奉江户幕府将军的神社：栃木县）途中 21 个宿场中的第 5个。

“宿场”给人的印象是旅行者的住宿设施，但其实不仅如此。其

最重要的作用是利用人马将相邻宿场运来的货物运到下一个宿

场。为了进行这些业务而设置了名为“问屋场”的设施。在杉户宿，

25名人员和25匹马是有常驻义务的“搬运要员”。当人马不足时，

还有向附近村庄召集人马进行补充的“助乡”制度。

另外，宿场的种类有达官贵人所住的“本阵”、补充其功能的“胁

本阵”、以及普通百姓所住的“旅笼屋”。

此外，宿场的街区出入口呈弯曲状。据说这能有效阻止敌人的入

侵，看来是有着江户防卫的意识。日光街道的宿场或许是认为威

胁会从北方过来，所以北侧可以看见很多这种弯曲状的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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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边勘左卫门家（现在是第九代）是

杉户的名门。自从 1722 年迁居至杉

户宿以来，他们集积了众多农田，在

拥有诸多佃户的同时，在江户中期以

后还经营当铺，为杉户宿及近郊的居

民提供金钱等的借贷服务。

1896 年的大地主名簿将渡边作为县

内 297 名、町区 14 名大地主中的一

名进行介绍。

其功绩之一是于 1900 年（明治 33 年）

成立了的杉户银行。

此外，除了在町内学校成立时给予了

大量金钱援助以外，在杉户农业学校

成立时也捐赠了约 1.8 万平方米的土

地等，对杉户的教育界作出了很大的

贡献。

第五代勘左卫门就任第六区杉户宿副

户长，之后历任杉户消防组的组头职

务。第六代、第七代还担任杉户町町

长的职务等（1929 年、1933 年），几

代人都为杉户町的发展尽心尽力。

data ※	个人住宅，用地内和历史
资料不对外公开

◀
广
阔
的
用
地
和
宅
邸

◀
前
面
整
齐
的
格
子

◀
伫
立
于
用
地
内
的
精
彩
的
仓
库
式

建
筑

◀
杉
户
银
行
。

　

现
在
的
埼
玉
里
索
那
银
行
的
前
身

横
町

河
原
组

保
留
的
江
户
风
情

 
 
 
 
 
 
 
 
 

北
之
玄
关
口

渡边勘左卫门府邸
杉户代表性的宅邸

横
町

01

MA
P 

N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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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性院是杉户宿生活的基石。

除了法事以外，过去还起到掌握户籍、

私塾教育、代替旅店等众多作用。

寺庙据说是从 1560 年（室町时代）

幸手城主一色为了祈求顺产和孩子的

成长而安置不动明王开始的。

1857 年（江户幕末）又请来了成田

山和菅谷山的不动明王，现在佛堂一

共供奉着三尊佛像。

1616 年（江户初期）建立的伽蓝则

供奉主佛大日如来佛。

院内有武田信玄（有名的武士）的子

孙武田信之写下的匾额、将军家相关

的徽章和守护佛堂的狮子雕刻。特别

是石造的马头观音，据说是日光街道

最大的。

明治时期的宝性院。在还没有汽车的时代，可以想象街道旁寺庙的寂静

这里供奉着 13 尊佛像

佛堂上有百兽之王。其怀抱之球意为“生命之源”以佛经的一部分为形象的街道上经常可以见到的马头观音石塔

足利家族的徽章

武田信之路过此地时写下的珍贵匾额

data ▶杉户町杉户 1-5-6

▶ 0480-32-0342

▶杉户山宝性院不动寺

宝 性 院02
MA

P 
No

.

为地区带来安心，守护着人们生活的寺院

横
町

横
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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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美的仓库和古民宅，深深吸引人心

2 3

１

4

5 6 7

8 9

1) 沿街的风格堂堂的身
姿 2) 主房内部：正门玄
关的通用口 3) 保留着当
时原貌的收纳处兼台阶 
4) 流淌着悠闲时光的室
内 5)、6) 仓库内部壮观
的圆木房梁 7) 光线柔和
的仓库窗户 8) 从 2 楼格
子窗眺望街道 9) 账本封
面写着第二代小岛定右卫
门的名字

街区边缘处的曲线形状也是宿场的特

征之一。其沿路上的庄严豪华的古民

宅就是“角谷”。

据说以前的用地内，前面的“袖藏”（仓

库）还连着另外 3个仓库。屋内用粗

大树木做成的房梁和柱子显出木材独

特的美感。

创业者是第 2代的小岛定右卫门。这里

与位于江户（现东京）的四个商店共享

信息，根据行情的变化进行大米交易。

在运送大米时，据说使用了附近的古利

根川。

data
※个人住宅，用地内和

历史资料不对外公开

03
角谷旧迹 /小岛定右卫门府邸MA

P 
No

.

横
町

横
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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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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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友
多
潇
洒芭

蕉

供奉神灵的山顶石碑

富
士
浅
间
神
社
的
巨
大
土
冢
非
常
吸
引
来
访

者
的
眼
球
。
居
民
们
亲
切
地
称
呼
其
为

″
浅

间
大
人
″
。

来
找
一
找
石
碑
在
哪
里
吧
♪

富士浅间神社土冢的脚下嵌着

一块很大的自然石，上面刻着

芭蕉的俳句。虽然不清楚芭蕉

和杉户宿之间的关系，但可见

对当时的人们来说，俳谐 * 是

非常贴近日常生活的。

*俳谐…自由运用通俗的语言创作诗句。

“富士讲”的人们通过结伴攀登富士

山，或把身边的土冢作为富士山进行

参拜，从而加深信仰。过去，无论从

哪个富士冢都能看见富士山。

在当地的神社，每年 7月 1日会举行

“初山参拜”的仪式。在土冢上，新

生儿（一岁以下）的额头将被盖上红

色的印。这是祈求无病无灾和健康成

长的传统活动。

data data▶杉户町杉户 4-10 ▶杉户町杉户 4-10

富 士 浅 间 神 社
传统活动“初山参拜”就在此处

04
MA
P 
No
.

芭蕉俳句碑
俳谐广为流行的杉户

04

MA
P 
No
.

河
原
组

河
原
组



■ 丸井酒店

丸井酒店是位于河原町的酒类小

卖店和立吞酒吧。创业者内山在

江户时期为了酿酒而移居杉户。

之后到昭和初期为止都一直在酿

酒。如今，里面建起了现代风格

的店铺和富有情调的仓库。

河原组·plus

16 17

街道的景色

这是昭和时期从下町到

新町的街景。沿路是悠

闲的氛围，据说在夏

季，商家会设置长凳乘

晚凉。

时空穿梭
严岛神社

稻荷神社

金刀比罗宫

现在的埼玉里索那银行杉户支店 附近

江户时代，这一带是古利根川船舶运输

的卸货场所，茶馆和料理店等十分热闹。

严岛神社供奉弁财天像，人们亲切地称

呼其为“弁天大人”。该神社作为守护

女人、提升技艺的神灵受到人们的信奉。

弁天大人的使者是蛇，所以愿望实现后，

人们会献上陶制的蛇或蛋。

金刀比罗宫供奉的是水上安全、稻荷神

社则供奉的是生意兴隆之神而受到人们

的信奉。

门上精美的雕刻

也不容错过！

迁至里面并被爱惜着使用的仓库

data

data

▶杉户町杉户 4-10

▶丸井酒店・立吞 CLUB HOUSE　
▶杉户町杉户 1-4-8▶0480-32-0223			※ 除了店铺以外，用地内不可进入

聚集于河畔的寺院守护着人们

04
MA
P 
No
.

严岛神社 /金刀比罗宫 /稻荷神社

河
原
组

河
原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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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着商号时的建筑物正面和见证历史的木板外壁

柜架上的物品透着往昔的商业气息，各类广告牌述说着时代的物语

渡边金物店（五金店）据说是从横町

的名家渡边家（参见 P9）另立门户

的上上辈人所创立的。现在虽然摘下

招牌关门了，但屋内还存留着过去的

面貌，日本往昔的生活在此可略见一

斑。

店铺的旧迹每月会举办一次名为“俱

乐部茶屋”的地区交流会，当天可以

进入店内，参观古民宅。由于日程不

定，须事先确认。

data ▶用地内和历史资料不对外公开

上
町

拥
有
高
札
场
的
行
人

　
　
　
　

熙
熙
攘
攘
的
街
区
場

留存着商家的面貌，让人心情平静的古民宅

渡边金物店旧迹
05

MA
P 

No
.

上

町



■ 簓子下见

渡边金物店外墙是一种名为“簓

子下见”的建筑方法（P18、

19）。木材纵横整齐地组合在一

起。只要取下“簓子” （纵向方

材），横向木板就很容易取下，

在以木制建筑为主流的日本，这

样设计是为了减少火灾时的受害

程度。

上町·plus

20 21

建于旧址的古民宅

照片是幕末维新时期，位于北陆街道的福井城下九十九
桥北端的高札场。
福井市春岳公纪念文库福井市立乡土历史博物馆藏品

福井城下町的照片

在宿场中心打出的“高札”

史料上记载的杉户宿高札场

高札场改建申请书

“高札”是指写着幕府的命令并设于

高处以周知民众的木牌。因此，“高

札场”设在人们容易看见的地方。

高札场的宽约有 4.5 米，所以被选为

高札场的那一家可以免税。

data

data ※ 虽然是个人住宅，但可以从公共道
路上参观

※	个人住宅，用地内和历史资料
不对外公开

幕府颁布告示等的人流集中地

高札场旧迹 	06
MA

P 
No

.

上

町

上

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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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宿场的旅店中，地位最高的就是本

阵。大名和幕府官员、“日光门主”（皇

子）等特定的达官贵人会在此休息、

住宿。其特征是拥有玄关和街门。

本阵不收住宿费，而是收取所支付的

谢礼。以 1836 年（天保 7年）为例，

当时是休息200匹（约50,000日元)，

住宿 300 匹（约 75,000 日元）。

data ※	个人住宅，用地内和历史资
料不对外公开

中
町

在
宿
场
的
中
心
，

　

气
派
的

″本
阵
″
等

　
　
　
　
　
　

鳞
次
栉
比

本阵旧迹 /长濑清兵卫府邸
厚重的街门象征着地位之高

07

MA
P 

No
.

※本阵旧迹：仅可以从公共道路参观

近
年
的
景
观
：
与
街
门
并
列
的
雄
伟
松
树

写
着
住
宿
人
姓
名
的

″宿
札
″(

门
牌
）

郑
重
保
管
着
的
贵
重
史
料

中
町



■ 三村 YA 酒店

改建前的店铺正如照片中的古民

宅，可以让现在的人感受到当时

商家的面貌。（已改建，现在成

了摩登大楼）

1989 年左右

中町·plus

24 25

居
住
于
下
町
的
名
主
铃
木
小
左
卫
门
所
画
的
水
墨
画

◀西侧旧迹
（现在）

东侧旧迹▶
（现在）

名主就是在领主手下担任村政的村

长。

他们的工作是把领主的命令传达给

农民，解决地租的分配、纠纷等。

村里的问题都是以名主为中心进行

处理。

此外，杉户宿还有辅佐名主的“年

寄”，以及监督名主和组头村政的

“百姓代”这一职务。

杉户宿据说每个町和组都设置有

名主。名主似乎还同时管理着“问

屋场”。（参照 P33）。

杉户宿既是由宿场发展起来的村
镇，同时也是幕府派地方官直接
管辖的农村地区。

杉户宿的胁本阵在本阵的南北侧

各有一家。虽然供普通旅行者住

宿，但要职人员也会在此住宿，

所以是以本阵为标准的旅店。作

为与普通旅笼屋的区别，胁本阵

可以设置玄关和街门。

data ▶三村YA酒店
▶杉户町杉户 4-2-4　▶0480-32-0064

胁本阵旧迹
地位高，可以设置玄关

08
MA

P 
No

.

名　主
名主的工作很重要且涉及多方面

中
町

专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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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
殿
旁
有
数
百
年
树
龄
的
大
银
杏
树

【
荒
神
社
】
三
头
六
臂
之
神

【
大
天
狗
神
】

神
殿
里
有
神
社
的

″
缘
起
书
″

荒
神
社
的
旁
边
是
稻
荷
神
社

荒神社在守护神社爱宕神社内的

假山上守护着该地区。根据神社

“缘起书”的记载，荒神社的起

源是 1376 年关东的武士在古利

根川逆流而上时因风浪汹涌，而

把舟停在这里对守护神进行祭

祀。1598 年御岳山被合祀，大

天狗神落成，1685 年稻荷神社

也被合祀。

爱宕神社是杉户宿的守护神社之一。

在经历过大火灾的杉户，人们将其作

为防火之神而深深信仰着。

传说中，爱宕神社的成立要追溯到

1705 年（江户中期）。这一年发洪水

时，爱宕大人的像流至当地香取神社

的大银杏树旁。于是这个像也被合祀

在一起成为“爱宕香取合社”。到了

明治初期，社号改成了“爱宕神社”。

有推测认为现在院内的大银杏树就是

前面所说的爱宕大人所流至的“大银

杏树”。如果在 300 年前就已经被称

为大银杏树，那么其树龄当然也超过

了 300 年。

data data▶杉户町杉户 4-4 ▶杉户町杉户 4-4

爱 宕 神 社
守护杉户宿的神社

09
MA
P 
No
.

荒神社 / 大天狗神
在神殿“缘起书”中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4 世纪

09

MA
P 
No
.

中
町

中
町



28 29

爱宕神社

南侧大街

日光街道

浴室

井

栅门

厨房

店铺兼住宅

假山

土
墙
仓
房

酒
窖

酒
窖

连
接
住
宅

的
仓
房 代代相传的造酒时代的招牌和古老工具

排列着房屋和仓库的宿场特有的竖长形用地

(1945 年初期的情形 )

※ 因地震影响被遗憾地拆除了
的伊势长旧迹

从店铺的土地面的房间到葱葱郁

郁的庭园

“驹寄”是为了防止人马进入的

正面宽 6畳 (一畳相当于 1.62

平方米 )的神龛

仓库纯白的墙壁，双扇门设计给

人以厚重感

建于守护神社爱宕神社参拜之路上的

小林质店（当铺）曾经是江户后期建

起的“伊势长”酿酒厂。前面有称为“驹

寄”的拴马用的格子围栏。可惜现在

因东日本大地震而被拆除了。

伊势屋的井水水质非常好，自家酿酒

时自不用说，据说还会分给其他酿酒

厂使用。

酿酒厂于 1890 年左右关闭。此后改

成杉户邮局，后又改成小林质店，后

代一直持守着这个家。

data
▶小林质店▶杉户町杉户 4-3-1
▶ 0480-33-3000

伊势长旧迹 /伊势屋长兵卫府邸
10

MA
P 

No
.

江户酿酒厂的风情一直传至近代

中
町

中
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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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杉户站前道路

1899 年东武铁道开通，

杉户站落成。第二年，

建造了从杉户町到车站

的道路“停车场大道”

和桥。

道路上种植着樱花，作

为樱花隧道而成为名胜

景点。战争时期（WWⅡ）

虽被采伐，但其之美被

知道从前景色的人们所

传述着。

杉户站是现在的东武动物

公园站的前身。北千住，

西新井，草加，越谷，粕

壁，杉户，久喜各站也纷

纷建成。

时空穿梭

杉户站开设

照片:高桥写真馆提供

虎屋善藏（内山周文）是杉户宿的一

名中医医生。其后继者也直到昭和时

期都作为医生负责着地区的医疗。旧

址上傲立着挺拔的大松树。商号“虎

屋”直接被药局继承。

善藏还喜好俳谐。在《多少庵俳檀史》

一书中，对善藏有这样的描写：“医

术神通”“小儿神经症只需到虎屋走

一趟，即使没诊查也能治愈。”。

此外，他还与岩槻藩士、教育者、儒

学者的儿玉南柯有亲密的交往，1809

年（江户后期）发生杉户宿大火时，

南柯第二天马上到杉户来探望。

data 个人住宅，用地内不对外公开

宿场的名医，有学识之人

汉方医虎屋旧迹 /内山周文府邸
11

MA
P 

No
.

现在，虎屋旧迹林
立着挺拔的松树

1955 年的站前道路。
尽头处是现在的虎屋药局。

中
町

中
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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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町

现在的情景 现在迁移至银行前的石碑

问屋场工人、马匹换班的样子（藤枝宿：人马继立画 /歌川广重）

1965 ～ 1974 年的情景

◀	

马
差

▲
工
人
们 

▲	

商
洽
的
情
景

	
武
士	

▼

▲ 

问
屋
场

▶	

问
屋

▶	

帐
付

▶	

年
寄

在问屋场旧迹可以看见刻着“明治天皇御小休所址”的石碑。

1876 年设置了县区务所（区政府），当时天皇巡幸东北之际

在此休息，这石碑正是记录此事。

问屋场是运输旅行者货物和安排住宿

场所的地方。

主要职位有问屋（掌管人马的监督职

位）、年寄（辅佐问屋的职位）、张付（对

出纳和事态进行记录的职位）、马差

（指挥马匹的使用和运输的职务）等。

在问屋场，大名、幕府官员、日光门

主等身份特殊的人通行时，会事先收

到预先通知的文件。

然后，家臣会先于主人进入宿场，到

问屋场与本阵负责人和旅笼组合的

“惣代”（负责人）对住宿的安排进行

洽商。此外，问屋会对运输货物的人

手和马匹进行调整。

data
▶杉户町杉户 2-13-12
▶三井住友信托银行
　杉户支店前

设
有

″问
屋
场
″
的

　
　
　
　

宿
场
重
要
地
带

负责安排人马、住宿等的重要职责

问屋场旧迹
12

MA
P 

No
.

12

MA
P 

No
.

明治天皇御小休所址

下

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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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屋场旧迹开店的“渡胜商店”

以前是杉户权贵渡边经营的油、砂

糖批发零售店。

怀旧的招牌和当时的铺面

渡胜商店 旧迹

时空穿梭

《奥羽一览道中膝栗毛》中所描绘的钉屋

祭祀稻荷神的正殿

刻着名字的鳄嘴铃

记载着钉屋的《诸国道中商人鉴》

照片 :高桥写真馆提供

伊奈稻荷神社因为位于过去的杉户

宿问屋场后面，所以被称为“问屋

场稻荷”并扎根于该地区。正殿的

鳄嘴铃上刻着在下町工作的 22 名

女性干事的名字。这当时是位于宿

场正中间的人们身边的神灵。

十返舍一九著的江户时代的小说《奥

羽一览道中膝栗毛》为现今的人们介

绍了杉户宿旅笼屋的情景。《膝栗毛》

描写了弥次郎兵卫和喜多八步行游日

本的情景，是江户老百姓之间很流行

的一个小说系列。在这部小说中登场

的杉户的钉屋和河内屋都是实际存在

的旅笼屋，由于内容非常详细，所以

人们认为十返舍一九实际上曾经在杉

户宿住宿。

data ▶杉户町杉户 2-13

伊奈稻荷神社
问屋场后面的“问屋场稻荷”。工作的女性对此有很深的信仰

13

MA
P 
No
.

据说是十返舍一九曾经住过的旅笼屋

旅笼屋 / 钉屋迹
14

MA
P 

No
.

下

町

下

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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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町
神轿库。祈求祛除疫病 院内的三个神社（白山大权现、

天满宫、稻荷神社）

刻满了报有姓名的捐献者

神明神社是杉户宿新町的守护神社，

人们亲切地称其为“神明大人”。院

内有收纳神轿的神轿库，每年 7月的

夏祭非常热闹。

data ▶杉户町杉户 2-12-26
新
町

从
上
杉
户
迁
移
后

　
　

添
上
了
新
色
彩
的
街
区

神明神社
杉户宿新町的守护神神明大人

15

MA
P 
N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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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从古利根川眺望上游的景象

1956 年左右。

在木造的古川桥上往车站方向行驶的 BONNET 巴士

大落古利根川是流淌于杉

户町和西部相邻的宫代町

之间的河流。

名称中的“大落”有流入

农业排水的意思。

到江户时代初期为止都是利根川的主流。该河流

自古以来就因洪水而改变流路，是时常泛滥的河

流，其流域的人们都苦于水灾。

大落古利根川

时空穿梭

古川桥与巴士

照片:第四代高桥屋提供

照片 : 田沼正之 提供

现在的寺院大门 脸上浮现出温柔微笑的地藏

寺院景观让人感受到当时的时代气息観

东福寺是位于新町的寺院。寺院的参

拜之路是过去的杉户宿和清地村的分

界线。

传说中，该寺原本位于杉户西域的上

杉户，但两次遭遇火灾，每次都重新

建起，据说现在所处的地点是 1615

年（江户初期）迁移而至的。

在明治时期（19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左右）的自由民权运动中，杉户

也是运动据点之一，由此可知，东福

寺也有演说会，据说非常盛大。

1889 年开始实施的市制以及町村制

中，町政府还曾经被设置于东福寺。

data ▶香取山东福寺
▶杉户町清地 1-9-3

东 福 寺
在杉户宿成立的同一时代就已在此地

16
MA

P 
No

.

新

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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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3

5

2

4
1) 大地震后残留的仓

库等也很雅致 2) 仓库

的房檐由粗大树木支

撑 3) 印着丰岛店商号

纹“KANEZYU”的瓦 4)

代表性品牌“丰泉”5）

品牌“杉户宿”的招牌

街边这座让人感受到浓厚江户时期气

息的大古民宅就是丰岛屋。现在商号

是“关口造酒”。

据说创业是在 1822 年（江户后期），

现在已经是第 14 代。这是从江户时

期至今，长期以来深受地区人们喜爱

的老字号。

估计，初代店主之所以选择在此地创

业，是因为古利根的恩泽，以及因村

名是“清地”而认为这里是“清澈之

地”。明治时代，天皇巡幸东北时，

还把这家的井水作为“御前水”饮用。

日本酒的品牌自古以来都以“丰泉”

为主力，现在也齐备了杉户相关的品

牌。除了贴着宿场图标签的“杉户宿”

以外，还有“清地村”“日光街道杉

户七福神”等绝品。

data
▶	关口酒造株式会社
▶	杉户町清地 2-1-16
▶ 0480-32-0005
※ 除了店铺以外，用地

内不可进入

清
地
村

带

″清
″
字
的
清
地
村

长久以来深受人们喜爱的有来历的老字号

丰岛屋/关口式右卫门府邸17

MA
P 

No
.

清
地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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顔背着脸的
罕见石狮子

安置着吉祥主佛的正殿

十三尊佛像引导前路穿过大门踏入神圣的空间

有着优美雕刻的被烧毁前的正殿

院内供奉着稻荷神社、天神神社、

金山神社、严岛神社、浅间神社、

三峰神社等众多神社。此外，石祠

和石碑也非常多，其中一个叫花冢

的石碑上刻着杉户宿流行的俳谐作

品。

近津神社是清地村的守护神社。

2001 年虽然遭遇火灾，但 2007 年

重建时整备了守护的林木，院内变

得很清新。

来迎院是清地村代表性的历史悠久的

寺院。

“缘起书”中记载主佛是运庆的作品，

作为奥州藤原氏族的守护佛而受到尊

崇。

这个寺院有个传说。1691 年（江户

初期），村民的母亲因眼疾而失明。

儿子连续 21 天到寺院祈求痊愈。结

愿之夜，儿子做了一个梦。梦中主佛

显现，取下母亲的眼睛，用白色的球

代替。第二天早上，母亲的病就好了，

据说此后一辈子眼睛都很好。因此，

来迎院相传是对眼病很灵验的寺院。

data ▶花光山来迎院 ▶杉户町清地 1-6-16
▶ 0480-32-1339

data ▶杉户町清地 1-1-29

近津神社
守护村子的众多神灵

18
MA
P 
No
.

来 迎 院
始于镰仓时代的历史悠久的寺院

19

MA
P 

No
.

清
地
村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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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利根川流灯祭是每年 8月

上旬举行的夏祭。人们将约

250 个 1 张榻榻米大小的自

制灯笼漂浮于河面上。在蜿

蜒河流上连绵 1km 长的灯笼

如梦幻般震撼人心。

1956 年左右的清地桥。

在江户时代

还有船问屋

时空穿梭

流灯祭

华丽的烟火与灯笼的流丽 漂浮于幽暗黄昏中的美丽灯笼让人着迷

流灯祭的起源“流灯会”

由木材组合而成的坚固仓库

出租酒壶，让人想起零售时代现在的店铺 创业以来一直与酿酒厂有联系

照片 :文魁舍印刷所提供

照片 :田沼正之　提供

伏见屋是伏见屋久五郎创立的商家，

现在经营酒类销售业。用地内，据店

主说有估计超过 150 年历史的仓库，

现在还很好地发挥着作用。

data
▶（株 )伏见屋
▶杉户町清地 1-6-28
▶ 0480-32-0009

可参观仓库内部
※参观时，请先告知店主。

data

【古利根川流灯祭】
▶ 8 月上旬举办
▶杉户町观光协会
▶杉户町杉户 1-10-21
▶ 0480-32-3719

伏见屋 /伏见屋久五郎府邸20
MA

P 
No

.

到 15 代为止都称为久五郎，家系中连续 19 代都是清地的商家

清
地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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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户宿的由来

▶宿街道长度

▶路　宽

▶户　数

▶人　数

▶问屋场

▶本　阵

▶胁本阵

▶旅笼屋

16町55间（约1.8km）

5 间（约 9.1km）

365 家

1,663 人

1 家

1 家

2 家

46 家

根据《日光街道中宿村大概帐》的记载…

杉户宿当初只有上町、中町和下町。

后来形成了新町和河原组。最后有

了横町和九间茶屋，由此宿场的结

构就定型了。

由宿场发展起来的城镇，其景观以各

户临街正面狭窄、深处广阔的土地区

划为特征。这是因为根据正面宽度，

征收宿役。在杉户宿，在 1645 年（江

户初期）正面宽度被规定为 12.7 米

左右。

杉户宿年表

日光街道与
御成道

日光街道是江户幕府整备的“五街道”

之一。五街道以江户日本桥为起点，

向各地延伸。日光街道经千住（现足

立区）、草加、越谷、粕壁（现春日

部市）、杉户、幸手等 21 个宿场通至

日光。

日光原本是作为关东修验的名山而闻

名，后来设置了德川家康的灵庙东照

宫，成为人们参拜的地方。

此外，日光街道到宇都宫为止的路段

还是东北诸大名前往江户“参勤交代”

所经过的奥州街道。

西历

西历

西历

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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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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