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荘城下町 解说板 1  「本荘城与城下町」 

 

本荘城是山形大名（拥有广阔领土的武士)最上义光的重臣-本城满茂的居城（本城城），于庆长 18年（1613年）完工。在最上氏改易后，此城

经历了本多正纯的时期，然后在元和 9年（1623年）由六乡政乘从常陆府中（现在的茨城县石冈市）入主，一直居住到明治 4年（1871年）废藩为

止。此城是建于平野之上的平山城，将与鸟海山山脉相邻的尾崎山设为本丸和二之丸，北东侧山麓设为三之丸，有着“尾崎城”“鶴舞城”称号的土

筑名城。 

  在本城氏时期，城外围一直延伸到现在的中竖町附近，形成了城区。然而，随着最上氏的改易，城池遭到了破坏。在元和 9年（1623年）入主

的六乡氏的改革下，缩小了城和城下町的规模，将现在的本荘公园和市政府划分为城区。到了 17世纪后半叶，位于本丸的城主居馆和藩厅被移至三

之丸（本荘公园广场），逐渐成为政务中心。 

  

城下町是与城紧密相连而建的。武家町环绕着城周围，与高位大臣居住地-现在的樱小路、表尾崎町、里尾崎町，以及与下级家臣的居住地-大

泽川东岸到现在的谷山小路、美仓町相近。此外，町人町以城西北的大門与武家町分割，有计划地将现在的上横町和中横町一带划分为大町、肴町、

日役町、古雪町等。除了城下町独特的错综复杂的十字路口、丁字路口、弯曲的钩状道路、短冊状（长方形）的房屋分割等，猎师町、锻冶町、桶

屋町等，工匠町的町名，都保留了城下町时代的痕迹。可以看出，现在的市区是在城下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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