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沖泊港 

 

沖泊港是石見銀山的開採歷史上第二個用於運送白銀的碼頭，銀山產出的白銀由此運

往日本國內及海外市場。1562 年，毛利家取代大內家掌控這一地區後，開闢出了一條從

石見銀山通往日本海的新路。沖泊港就位於這條新路的盡頭，扮演著商港和海軍基地的雙

重角色。1570 年，毛利家在港口入口處建起要塞，保障沖泊港的白銀運輸和連接溫泉津

港的物資運送線路的安全。於是，港口附近沿途出現了一座獨特的長方形村莊。 

17世紀早期，石見銀山受江戶（今東京）新幕府直接管轄，產出的白銀不再送往出海

港口，而是經陸路被送到位於瀨戶內海的尾道，然後轉運至大坂（今大阪）和江戶。沖泊

港成為一處恬靜的小漁村，但 16世紀的規劃布局依然分毫未變。村內的神社已於近年重

建，繼續保佑著往來海上平安。遊客來到這裡，可以沿著港口岸邊漫步，眺望曾經防衛森

嚴的島嶼，看一看至今仍在的 60多個突起的岩體——這些岩體使用質地柔軟的岩石切削

而成，供當年運銀船停靠時繫舟泊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