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来关宿 

 

  11 月 4 日，我参加学校组织的【关宿（千叶县野田市）】研修。当天早晨我们
到达关宿城博物馆后，学艺课长长尾崎先生为我们讲解了关宿的历史以及舟运产
业的发展，之后，我们又参观了博物馆内部。下午，我们去参观了千叶的キッコ
ーマンしょうゆ（龟甲万酱油）的工厂，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了酱油的制作过程、

以及世界各地的酱油等等的小知识。最后，还给我们一人发了一瓶免费的龟甲万
酱油和一瓶饮料。真的是超级开心的一天。 
  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千叶君吧，因为和千叶县的形状一模一样，所以千叶君被
作为千叶县的吉祥物。而【关宿】正是位于千叶君鼻子的位置。对于人类来说，

鼻子是一个重要的器官，同样的，对于千叶县来说，关宿曾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场所。从镰仓时代开始，随着输送庄园产物的水运的发展，关宿作为北关东的
交通要处被重视。 

 

 
    千叶县地图                                千叶君 
  
 



 

 在博物馆的入口处有展出蛇笼（右）和小舟(左)。过去，由于关宿经常发洪水，

所以通过在蛇笼中填满碎石，来起到保护河川的两岸以及补强斜面的作用。还有，
小舟是一种避难手段，在洪水发生时，通过小舟可以将人们带到安全的地方。 

 

 
  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关宿水运虽极其发达，但随之而来的是常年的水害。
历史上有记载的大规模的洪水，在江户时代就发生过 7 次，明治时代以后就有过



6 次。为了防止水害，江户幕府、明治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治水对策，另外，当
地人也为了「自助」，建了水塚。水塚是以前的紧急避难所，比一般的房子要高
一些，建有贮藏室和仓库。现在户外的水塚基本都已经被拆了，但是在关宿城博

物馆内的第 1 展示厅里还保留有水塚的模型。 

 
水塚模型 

 
  在参观馆内前，尾崎晃先生在博物馆会议室为我们进行了详细的讲解，为了让

我们更好的理解，还专门准备了 PPT，PPT 的题目是「被水包围的城市」。 
  博物馆有 3 个展示厅，第 1 展示厅内有近现代的利根川和江户川的资料以及
模型；第 2 展示厅有近代利根川和江户川的资料；第 3 展示厅里有河川交通和
传统产业资料的展示。并且，在第 3 展示厅内还有大型的船模型展出，以及随着

河川交通发展民俗和文化相关资料的介绍。 
  展望室在最顶层的 4 楼。因为关宿博物馆位于关东平原中央的位置，所以从展
望室可以观望关东平原。如果天气好的话，能够看到富士山、筑波山。但是这次
因为去的时候天气不是很好，所以没有能够看到富士山，真的十分可惜。不过，

风景还是很漂亮的。 



 

  参观完馆内后，在尾崎先生的带领下，我们通过博物馆附近的中之岛公园，向
关宿水闸门方向走去。今年日本 11 月的天气还是很暖和的，中之岛公园的草木
依然依然生机勃勃。果然，有水的地方的植物非常漂亮呢，我还看到了满树开满
白色小花的山茶树。 

 

  从博物馆出发，走了大概 15 分钟左右，我们到达了关宿水闸门。虽然博物馆
属于千叶县境内，但是关宿水闸门却属于茨木县境内，这种感觉很奇妙。这里的
水不是很深，非常清澈、漂亮。 



 

  我想大家应该都听过「江户川」吧，但是，大家知道江户川的源头在哪里么? 
  其实，江户川是利根川水系的分流，在关宿水闸门处分开。关宿水闸门是在江

户川的源头部建设的水门和闸门并用的设施，有着调节江户川水量的作用。 
  过去，水闸门附近是很繁华的地方。从全国各地运来的货物，都通过利根川和
江户川，运往江户（现在的东京）进行贩卖。过去，「人和物、陆和川」的密切
联系是这个国家经济的支柱。现在，随着汽车、电车、飞机等新的交通工具的发

展，这个地方慢慢开始衰败，住民也越来越少。由此能感受到交通方式的发展对
于一个城市命运的深远影响。 
  关宿博物馆和水闸门的参观结束后，我们乘坐了 30 分钟的巴士，到达了「龟
甲万酱油工厂」，开始了 1 小时左右的参观。 



 

  首先，我们观看了十五分钟的影像，对于制作酱油的原料和过程，有了一个简
单的了解。「大豆、小麦、食盐」是酱油的基础材料。之后，参观了制作工程，

制作酱油的装置比我现象中的要大很多。酱油制作完成，大约分为「初期」、「发
酵期」、「成熟期」3 个阶段。这三个阶段，酱油的形、色、味的变化都是不同的，
在酱油工厂内有一个长廊，上面摆放着三个时期的酱油，参观者可以进行近距离
的观察，非常有意思。 

  最后，我们还学习了酱油的历史。7 世纪，「酱」从中国传来。13 世纪，日本
的关西开始制作酱油；17 世纪开始关东也开始了制造酱油。据说，制作方法是
在 18 世纪才真正的完成，直到现在，也一直在延续着当时的制作方法。让我印
象深刻的是，过去酱油的制作需要大量的人力，而现在却基本不需要人工操作，

实现了机械化。看到这样大的酱油工厂规模，真的是很震撼。 
  世界各地的龟甲万酱油也有专门的展示区。 



 
   
 从明治时代开始，龟甲万酱油就开始向欧洲输出。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龟甲万酱

油基本都是用塑料瓶装的，可是，以前装酱油的容器竟然是用木桶、或者罐装的！ 

 
  
   真的是开心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