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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茶屋御殿遗迹
　　此地是连接京都大阪交通大动脉的重要节点，可以俯瞰到淀川与京街道，丰
臣秀吉于文禄4年（1595年）在此地修建御茶屋御殿。根据三矢村留下的记录，能
够证明秀吉曾在此地建造“御茶殿”。据传，秀吉家臣枚方城主本多内膳正政康的
女儿“乙御前”曾被允许居住在这里。
　　秀吉在京都伏见和大阪分别设置据点，频繁往来于两地之间。而枚方位于沿
途的中间点，想必也曾多次到访。据传，文禄5年（1596年）修筑淀川堤防期间，秀
吉曾从对岸的大冢地区意气风发地眺望正在施工中的枚方工地。
　　进入江户时代后，御茶屋御殿成为幕府的公用设施。据记载，第二代将军德川
秀忠曾于元和9年（1623年）在此逗留，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于宽永3年（1626年）
逗留。为迎接家光来访，秀吉建造的“大茶殿”旁又新建了一座面阔5间、进深3
间的御殿。  

　　之后这些建筑没有被使用。承应3年（1654年），因“大茶殿”年久失修，幕府
决定将其拆除，后建的御殿被充作储存拆卸材料的仓库。不幸的是，延宝 7年
（1679年）7月1日，枚方宿发生了一场大火，后建的御殿也未能幸免，全数烧毁，
之后未再重建。

从三矢村的历史记录中可以看到

“太阁”的字样。

（根据现藏于枚方市教育委员会的奥田家文书）

（现藏于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

《东海道分间延绘图》中对枚方宿（枚方驿站）部分的记录（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
尽管御茶屋御殿已不复存在，这片区域仍被称为“御殿山”或“御殿遗

址”。这片东西45间、南北27间的土地被划为免除年贡的“除地”，保留

着其特殊地位。

根据刊行于御殿烧毁前夕的《河内鉴名所记》，

当时御殿境内曾有三座桧皮葺（屋顶铺以扁柏树皮）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