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答案：正中的小袖只有领口及两袖处绣有家徽，图案最为素朴，因而为上层居民服饰。

“绘双纸屋”是江户典型的贩卖出版物的场所。一般

开设在如图中紫色所示，较为繁华的商业街地区，以

便吸引顾客。店中商品售价一般并不昂贵并且贴近平

民，就像是如今销售明星海报一样的场所，十分为民

众所欢迎。仔细观看展品，会发现有详细的解说。当

时的人气商品，大多为风景绘卷，美人像，街景等等。

欣赏这些日本传统的浮世绘，你是否也体会到了浓厚欣赏这些日本传统的浮世绘，你是否也体会到了浓厚

的江户风情？

右侧两幅小图是“谷歌地图”上查到的江户桥

广小路地区的今貌。著名的百货商店“三越百

货”也坐落于这片地区。而左图这块硕大的招

牌正是江户时代“三越百货”标志的前身。观

古思今，不觉情趣盎然？

本展室也常设有公家、武家、及上层住民当时所穿和服（“小袖”）的展示。出

于保护藏品等目的，展品经常轮流更换。因此您实际看到的展品与此处展示的照

片可能存在差异，敬请谅解。

因为身份阶级的差异，公家与武家的妇女所穿的“小袖”，无论颜色素雅与否，

其花纹大小与内容是有着严格规定的，就与中国古代的服饰制度相仿，各阶层只

能穿着自己阶层的服饰。

于是，在随机拍摄的某次展示中，下图三件服饰其一为公家所穿，于是，在随机拍摄的某次展示中，下图三件服饰其一为公家所穿，

其一为武家常用，其一为上层居民服饰。您能判断出哪件是上层居民

日常穿用的“小袖”吗？ （提示：上层居民等级较武家与公家为低，

服装是否因此有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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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叶大学・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　留学生項目
International Student Project, Chiba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Museum of Japanese History  
千叶大学国际教育中心与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简称历博）从 2009年起，以在千叶大学就读的外国留学生为对象，共同展开了教育合作项目。此次制
作的学习单由留学生们在活用了历博综合展示的课堂上制作完成。这次导览指南的内容是留学生们用一年时间总结的学习成果，表达了他们各自对历博展
示的见解。



卖荞麦面的移动摊铺，和中国现在

的小摊贩类似。唯一不同的或许是

江户的荞麦摊只能站着吃面吧。

水茶屋（茶水铺），炎炎夏日买上

一碗糖水，可能是与中国人大啖盐

水棒冰一般的享受。听说不少水茶

屋的女店员都是大美女哦~

日本虽无花鸟鱼虫市场，夏季的虫

鸣却也是很受好评的，卖虫的小店

颇能代表日本人的这一情趣。

“都市的时代”正中的展台也十分

引人注目。

用模型展示的是江户桥广小路地区

人们的生活形态。在此我们截取了

一些颇有代表意味的场景，请您试

着按图索骥，利用展台边的小望远

镜，找找照片中的景与人，遥想当镜，找找照片中的景与人，遥想当

时的生活形态。

从江户的建筑到人物活动，江户这

一城市的活力在展台的微缩景观里

一览无余。从中结合展台边的提示

和触摸屏的介绍，相信您能找到您

眼中那个独特的江户。

“奉公人”是背着包袱在街上做

生意的行脚商人，游走在店铺与

客人之间，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这是为了观察火情而设置的瞭望台，

在一片两层楼建筑中显得十分醒目。

可谓是城镇里最为重要的建筑。

仔细观察屋顶，会发现有一些与众

不同的地方。用牡蛎壳修葺的屋顶

也好，屋顶上承接雨水的木桶也好，

这些归根结底都是为了防火。

这里还有一个警钟。叫做“半钟”。

在没有警铃的江户，发现火情后的

通报，可就靠这来通知民众了。

河边的这样的仓库，叫做“土手藏”。

与别的木质建筑不同，石质的“土手藏”

显然更为坚固耐用，最重要的还是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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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川（河名）边的搬运工，当时

劳动者的典型形象。

高札（告示牌），多用于政府向民众布告

重要内容，是传达信息的重要渠道。偶可

见纵火犯通缉等。在一墙之隔的“人与物

的流动”展位，可见高札的实体模型。

A

B

B

C

C

E

E

J

J

D

D

F

F

G

G

H

H

I

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