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莊城下町 解說板９   古雪湊與古雪御蔵 

 

現今位在本莊港西南方的一角，留有江戶時代的本城城下御用蔵―「古雪御藏」的遺跡。 ※「蔵」在日語中為儲藏財物、資源的建築、倉庫之

意。而位於此處的港口則被稱作「古雪湊」，供航駛日本海的船隻停泊之外，也作為來往子吉川、芋川的河舟們順河而下的河港之用。 

古雪御蔵直至明治 4 年（1871 年）廢藩為止，皆用於本莊藩六鄉氏屬下官員的起居、領地內的米糧存放、管理的重要用途上。 由於其設有具備前後門

的「船場」，故被推斷亦用來管理船隻的出入。 

古雪御蔵一帶除了透過文祿年間（1592 年～1596 年）的資料能看出它是一個港口之外，同時也是交通的要衝。且與今日發音為「furuyuki」不同，

當時讀作「furuki」。而由於古雪湊的對岸就是龜田藩領地的石脇湊，兩港的迴船問屋（迴船運輸業者）亦曾為了入港的北前船爭執不休。 

北前船從古雪湊卸下書法紙、蠟、砂糖、鹽、木棉、和鐵等物資的同時，也將由利郡的米、油菜籽、大豆等運往全國。 

這項北前船所帶來的交易，除了帶來了商品以外，也將信濃國（現今長野縣）追分宿發源的追分節傳遞至此，從而誕生出民謠「本莊追分」之外，

「ookini」、「nanbo」等使用關西腔詞彙的文化也逐漸傳開。此外，越前國特產的笏谷石也傳達到此地，在古雪町的舊住家玄關前仍有機會看到。 

自古雪町到中町之間的街道上，有著 10 間左右的本莊藩公認的迴船問屋店鋪，負責買賣北前船的商品，因此有著「迴船問屋十人眾」之稱。且當時這附

近充滿了北前船船員們所出入的料理店及旅館等店家，熱鬧不已。 

 

 

 

 

 

本說明板，是受公益財團法人東日本鐵道文化財團的地方文化事業援助所設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