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莊城下町 解說板６   城下的米倉「岩渕(ㄩㄢ)蔵」 

 
 

現今的市公所第二廳舍及市消防署所位處的一帶，在江戶時代，被作為本莊城下的倉庫「岩渕蔵」使用。岩渕蔵在江戶時代初期，由本城氏於

城下町建設同時期設置，在那之後，由本莊藩六郷氏所繼承，是一座存在至明治 4 年（1871 年）的廢藩為止的重要設施。 ※「蔵」在日語中為儲

藏財物、資源的建築、倉庫之意。 

當前位置附近在當時除了有長屋門以外，貞享 4 年（1687 年）的畫作中，描繪著子吉川及大澤川匯流點附近，有著船舶容易進入的低窪地，以

及面相該地所林立的多棟細長形倉庫建築。在平成 19 年（2007 年）與 25 年（2013 年）實施的挖掘調査中，也有確認到這些比鄰的倉庫遺址，以

及推估是當時用於運貨的大型水路遺跡。在江戶時代被稱作「蔵小路」，如今的美倉町便是源自此岩渕蔵。岩渕蔵除了保管領地內的米以外，也作為

支付藩內武士們祿米的配給所。此外，本莊藩除了岩渕蔵以外，在本莊湊（古雪湊）附近的觀音町亦設有藩的米倉。 

當前位置位於本莊城北側的武家町北端，屬於下級武士及足輕（平時從雜務，戰時從軍的士兵）所居住的區域。而向東方延伸的蔵小路街道，

則是能經過東側的赤沼町、通往子吉川對岸或矢島方向的城下主要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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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