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濱藩的米倉舊址 

 

現在松木神社所在地過去曾經矗立著 12座米倉，它們是小濱藩的官倉，用來存放徵

收的稅糧。在江戶時代（1603-1867），各種稅收都是以稻米、大豆等食物繳納，而非錢財。。

據史料記載，小濱藩曾一次從 61個村莊徵收了將近 30,000俵（計量單位，1俵合 75公

斤）大米運送到熊川宿。這些米就被臨時存放在米倉中，由駐紮在附近的兩名。 奉行」。（行

政官員）負責管理。 

 

經熊川宿押米到京都 

自藩內各村徵收上來的稅糧走若狹街道、經北川押送到熊川宿。船隻抵達後，貨物先

被送到 奉行所」（行政官員的辦公場所）登記，然後才能存入官倉。之後，這些稻米就

會用馬匹運送到近江國（今滋賀縣）的高島裝船，然後渡過琵琶湖到大津，再從大津將這

些稅糧押送至首都京都。 

 

米倉的拆除與松木神社的建立 

1871年，明治政府廢除藩制，代之以 都道府縣」制，小濱藩的米倉和奉行所隨之拆

毀。，址上上最後什麼也沒剩下。不過其中有幾座米倉可能被移走用作了私人倉庫。1933年，

為紀念當地村莊代表松木莊左衛門。（1625-1652）。，人們在米倉址上上建立了松木神社。松

木莊左衛門為背負重稅的農民發聲，但因違反了下階層民眾不得直接向政府請願的禁令而

被處死。最終，稅賦被降低，村民們的負擔也得以減輕，而犧牲性命的松木莊左衛門則成

為了當地人心目中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