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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枚方宿键屋资料馆
（枚方驿站键屋）

伏见船船番所遗迹
（伏见船通行检查站遗迹）

船布告板遗迹

过书船船番所遗迹
(江户时代淀川客货运输河船通行检查站遗迹)

枚方滨（问屋滨）遗迹
（淀川水运码头遗迹）

本阵遗迹  
（江户时代大名及公家用的住宿设施遗迹）

意贺美神社
（梅林）

町飞脚遗迹
（城里快递遗迹）

一里冢遗迹
（里程碑遗迹）

东见附
（驿站东门）

问屋场遗迹）
（驿站事务所遗迹）

净念寺

台镜寺

愿生坊
（真宗大谷派寺院）

宗左十字路口
（京街道和磐船街道的交叉点）

大隆寺

布告板遗迹
专光寺

枚方渡口遗迹

土桥（枚方桥）遗迹

纪州七里飞脚（快递）遗迹

长夜灯

一乘寺

下井遗迹 净行寺

乡仓遗迹

横穿河底的水路

糙叶树

铸造工厂遗迹

御茶屋御殿遗迹

  刈弃布告板
（定期割剪芦苇杂木等布告板）遗迹

西见附
（驿站西门）

枚方船只停泊点

枚方市站

枚方公园站

枚方船只停泊点路线

枚方宿（枚方驿站）地区东海道路线

当前位置

　　枚方与净土真宗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二者的相遇可以追溯到战国
时代 (1467—1585年或1615年 )顺兴寺建立之时。永禄2年（1559年），
净土真宗本愿寺开山祖师莲如的第27个孩子实从入顺兴寺，使该寺成为
一家众（与本愿寺宗主同为一个家系的一族）的寺院而繁荣。实从留下了
一部名为《私心记》的日记，生动地描绘了当时枚方居民的生活场景。根据
《私心记》的记载，以顺兴寺为中心形成了包括“藏谷”“上町”“下町”等在
内的城镇。镇上居民众多，其中不乏经营油店、盐店、味噌店等商铺的商人，
这些商铺都有各自的商号（店名）。这种以真宗寺院为中心形成发展起来
的集落，被称为“寺内町”。
　　枚方寺内町位于现今枚方上之町一带，地处台地之上。然而，随着本
愿寺势力的衰退，顺兴寺被废弃，寺内町也日渐式微。 到了江户时代，淀川
沿岸形成了枚方宿（枚方驿站），原先位于台地上的城市功能也逐步转移
到了宿场（古代驿站）。
　　后来，本愿寺分裂为东本愿寺和西本愿寺。天和2年（1682年），东本
愿寺将枚方重新建立的寺院命名为愿生坊（真宗大谷派寺院），而西本愿
寺则将净念寺设为“本寺兼带所”（由本山直接管理的寺院）并给予其特别
的优待。当地人称愿生坊为“东御坊”，称净念寺为“西御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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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土真宗与枚方寺内町

《河内名所图册》 　枚方万年寺
描绘了丘陵上的万年寺和淀川岸边的枚方宿。
但是图中所示本阵、东御坊、西御坊的位置与实际地理位置存在差异。

东海道（京街道）
枚方宿导游图（枚方驿站导游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