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津街道赤间宿 

 

赤间宿是唐津街道上的一个驿站。在江户时代(1603-1867)，唐津街道是贯通九州的

主要交通路线之一。福冈的铁路基础设施始建于明治时代(1868-1912)，在此之前，唐津

街道是连接佐贺县唐津市和福冈县北九州市的主要路线。赤间宿是这条路线上的 21 个驿

站之一，旅客可以在这里饮马、用餐以及寻找过夜的住处。这里一度是宗像的主要集市

区，直到明治时代一条连通福冈和北九州的新铁路绕开了此地。 

 

唐津街道的赤间宿路段长 500 米，保留了建于 19 世纪的商店和连排房屋，至今仍

有旧时的氛围。创立于江户时代的一些企业仍在运营，包括为宗像大社的神道教仪式供

应清酒的胜屋清酒厂。胜屋清酒厂始建于江户时代，在明治时代得到扩建。制作清酒的

水抽取自该地区现存的两口井之一。另一口井位于游客信息中心赤马馆。 

 

当地社区致力于通过艺术节和街头庆祝等活动来振兴城镇。在每年 2 月举办的赤间

宿祭及于历史悠久的胜屋清酒厂进行的开仓仪式等，皆为倍受欢迎的活动。造访开仓仪

式的游客可以品尝酒厂生产的各种清酒，包括限量版佳酿，还可以享用清酒馒头等美食。 

 

根据当地传说，该地区的名字来源于一匹红马。传说，神武天皇（据信是日本的第



一任天皇）带着他的军队前往大和（现在的奈良），经过此地时，一位神祇骑着一匹红马

出现，带领他们安全通过了该地区。“赤间”在日文中的发音与“赤马”相同，意为“红色的

马”。据说，为供奉这位沿途守护神武天皇的神，日本第 40 任天皇天武天皇(631-686)下

令修建了宗像的八所宫神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