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枚方船只停泊点路线

枚方宿（枚方驿站）地区东海道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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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时代淀川客货运输河船通行检查站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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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阵遗迹  
（江户时代大名及公家用的住宿设施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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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州七里飞脚（快递）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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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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位置

　　枚方宿本阵是江户时代大名及公家在枚方下榻时的住宿设施，建于三
矢村一带，由池尻善兵卫家代代经营。据天明5年（1785年）枚方宿向幕府
官员递交的文件记载，本阵规模相当宏大，位于间口约20间（约36米）、纵
深约24间（约43米）的地块上，占地面积约215坪（710平方米）。
本阵是大名、旗本（幕府将军的直属武士）及幕府官员等休息住宿的场所，原
则上不对普通旅人开放。
　　大名在参勤交代的旅途下榻本阵时，场面极其壮观，尤其是御三家之一
的纪州藩（和歌山藩）大名的行列更为有名，据说吸引了附近村庄及周围民
众前来围观。之后，第八代幕府将军德川吉宗在成为将军之前，担任纪州藩
主期间也曾途经枚方。
　　庆应4年（1868年）1月，幕府在鸟羽、伏见之战中败北，其影响力随之
衰退。同年3月，明治新政府为宣扬天皇亲政，策划明治天皇巡幸大阪。此次
巡幸途中，枚方宿本阵被指定为天皇的休息场所。二战前建造的纪念碑至今
依然伫立于此。
　　不久之后，明治3年（1870年），本阵被正式废除。到明治21年（1888年）
7月，原设于净念寺的茨田郡、交野郡和讃良郡的郡役所（郡政府）迁至本阵
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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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方宿本阵遗迹

池尻善兵卫宅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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