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户时代后，日本建立了以幕府为中心的幕藩体制。为了传达

信息，幕府在城市、驿站、乡镇等地方设立了“高札场（布告栏）”。 

 

 一开始，每逢颁布法令制度和掟书（法度书的一种形式）等

老中（江户幕府的职名）职位交替时，都会制作布告牌挂在高

札场中。自正德年间起（1711～）没有变更的布告栏被直接当

作“定札”并一直持续到了幕末。其他还有名为“觉（临时公告）”

之类的布告栏，根据时期不同，公布的牌数也不同。 

 

 薮原宿的高札场（也被称为御判形）是高两间三尺、宽两间

四尺的建筑物，就位于这个地方。 

 

 在左侧往下走的坡道（旧中山道）一带被称为出口，即从京

都方向来驿站的入口附近，由于这里的路呈直角模样（四方形），

因此曾是人们聚集的显眼地点。 

 

一般认为，公示的布告栏很有驿站小镇的特色，以定三札（人

伦、徒党（结党）、切支丹（基督徒））和驮赁札（运费）等为

主。 

 

在木祖村乡土馆中，有一块幕府末期在本驿站公布的定三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