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莊城下町 解說板１   「本莊城與城下町」 

 

本莊城原先是作為山形地區的大名（擁有廣大領土的武士）最上義光的重臣－本城滿茂的居城（本城城），於慶長 18 年（1613 年）完工。而最上氏被褫奪權位後，

六郷政乘透過本多正純，在元和 9 年（1623 年）從常陸府中（現今茨城縣石岡市）入主此地後，便作為六郷氏的居城，存續到明治 4 年（1871 年）廢藩為止。在與鳥海

山腳相連的丘陵北端有一座尾崎山，此處為城堡的本丸及二之丸，而在其東北側山腳則設有三之丸，屬於平山城類型的城堡。是一座被譽為「尾崎城」、「鶴舞城」的戰壕

名城。 

  在本城氏的時代，建有外護城河到現今的中竪町附近，將此範圍作為城區的一部份。但隨著最上氏被褫奪權位，城堡也隨之被拆除。而元和 9 年（1623 年）入主此

地的六郷氏則將城堡及城下町的規模縮小，城堡區域相當於現今的本莊公園及市役所附近的範圍。到了 17 世紀後半，原本位於本丸的城主住宅及藩廳移至三之丸（本莊

公園廣場），將其作為政務中心。 

這座城堡的城下町是作為城堡的一部份建設而成，因此武家町被設計成圍繞城堡周圍，而與城堡相接的現今櫻小路、表尾崎町、裏尾崎町有重臣的屋宅。從大澤川東岸

到現今的谷山小路、美倉町一帶是足輕町的範圍。位於城堡西北方的大門外，與武家町相隔的町人町則被配置在現今的上橫町、中橫町一帶至大町、肴町、日役町、古雪

町的區塊，是相當有計畫性的佈局。如今，除了留下城下町特有的錯綜十字路、T 字路、曲桿狀的勾形道路、長方形的房屋佈局以外，從獵師町、鍛治町、桶屋町等工匠

城鎮的町名也能感覺到城下町時代的韻味。可見現今的市區是以當時的城下町為基礎建構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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