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了江戶時期，確立了以幕府為中心的幕藩體制。在都市、
驛站、鄉間等設置了「高札場（告示牌）」，做為傳達資訊
的方法。 
 
 初期在王法與法令等隨著老中（幕府職稱）交替更改時
就會以高札公布。 
 
自正德年間開始（1711～）沒有任何變動的告示牌以「定
札」維持到幕府末期。其他還有「覺（暫時性告示牌）」
等的告示牌，根據時期公布的牌數也不同。 
 
 藪原宿的高札場（也曾稱為御判形），是高二間三尺、
寬二間四尺的建築物，就在此地。 
 
 左邊的下坡道（舊中山道）一帶被稱為出口，即從京方
來驛站的入口附近，由於這裡呈鍵型道路（枡形），因此
曾是人們聚集的顯眼地點。 
 
公布的高札具驛站風格，以定三札（人倫、徒黨（結黨）、
切支丹（基督教徒））及駄賃札（運費）等為主。 
 
木祖村鄉土館有著過去公布在此驛站的幕府末期定三札
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