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若狹街道 

 

自古以來，若狹街道就承擔著從港口城鎮小濱向古都奈良和京都運送海產及其他貨物

的職責。在江戶時代（1603-1867），這是「 鯖街道」商貿網路諸多道路中最熱鬧的一條。

若狹街道始於小濱，過熊川宿，翻越保坂峠「（音同 卡」），一路向南，依次途經朽木村、

大原和八瀨各村，最終抵達京都北部的出町柳。 

 

有關若狹街道的歷史記錄 

江戶時代若狹街道沿線的貨運和商貿活動都有記錄可查「，如《小小濱場仲買文書》 「，

這也讓人們能夠推算出當時行旅的規模。此外，18 世紀中葉出版的圖》中也保留著有關

的記載，例《，關於疏通小濱與熊川宿之間船運河道的建設專案；某一年出入 宿仲町」

（驛鎮）的馬匹總計數百頭等具體記錄。 

 

朝聖之路的一環 

除了是商貿要道之外，若狹街道還在宗教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本州中部有一條 西

國三十三所觀音巡禮路線」，橫跨 2府 5縣（兵庫縣、京都府、大阪府、和歌山縣、奈良

縣、滋賀縣、岐阜縣），連接 33處供奉觀音菩薩的寺院，被列入日本遺產名錄。而若狹街

道連接著這條朝聖之路中的兩站——松尾寺和寶嚴寺。據 18世紀早期熊川宿的商貿記錄

顯示，有時候，沿若狹街道參拜並在宿仲町過夜的巡禮者可達數百人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