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下町的外護城河——米子川 

填埋水田建造城下町 

根據寶曆年間（1751~1763）總結的《出雲大數錄》地志書中的記載，這

條母衣街中世時期位于末次鄉（村），曾有農田。仿佛是為了印證書中的記

載，在地表下 1.8 米處發現了當時耕作的足迹和田埂，證實了這裏確實曾有

水田。 

此外，在南田町還發現了生長在以前地表上的蘆葦或寛葉香蒲的根莖，

由此從考古學角度證實了松江城下町確實是填埋水田和低窪濕地而建造的。 

 

外護城河米子川 

米子川把米子町和母衣町一分為二，是江戶初期人工挖掘的外護城河。

當時只是一條簡單挖掘的沒有牆的河溝。 

    石牆具體是何時建造的還未有定論，但是在距離現在河岸石牆內側 5米

處，發現了江戶時代的外護城河石牆。根據京極期（1634~1637）所繪的松江

城下町圖的記載，外護城河寛 19間（約 36米），深 4 尺（約 1.2米），比現

在（約 1.3 米）要寛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