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荘城下町 解说板 6    城下的米仓「岩渕仓」 

 

 

现在市政府第二厅舍和市消防署所在的区域，曾是江户时代本荘城下“岩渕仓”的所在地。岩渕仓在江户时代初期由本荘氏在建设城下町时设

立，随后由本荘藩六乡氏继承，并一直持续到明治 4年（1871年）废藩为止，岩渕仓在其存在期间一直是重要的设施。 

在现在的位置附近曾存在一座长屋门。根据贞享 4年（1687年）的绘图，可见子吉川和大泽川汇流点附近的低地，这里的河船易于进入，对岸

则是一排狭长的仓库。在平成 19年（2007年）和平成 25年（2013年）的发掘调查中，发现了与绘图相似的建筑遗迹，以及可能用于搬运货物的大

型水渠遗迹。江户时期被称为“仓小路”，如今的美仓町源自这座岩渕仓。岩渕仓不仅管理领内的稻谷，还具有向藩士提供禄米的功能。此外，本荘

藩在毗邻本荘凑（古雪凑）的观音町也设有藩的米仓。 

现在的地区位于本荘城北侧武家町的北端，是下级武士和足轻（杂役）居住的区域。通往东部的仓小路通过东侧的赤沼町，延伸至子吉川对岸

和矢岛方向，成为城下主要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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