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④ 三田家住宅 (国指定文化重要财) 

面对旧奈良街道，作为江户时代的街道，另外也是  

｢柏原舟｣的据点繁盛的今町的町家。代官末吉孙左衙

门的协助下创办柏原舟的三田净久在宽永17年从大

阪伏见吴服町迁居到现在地。在明和3年 (1766年)开

始花费五年实行房子的大规模改筑。且原封不动保存

到了现在。由于关于工事的细致记录文书完整保存下

来，在经济史上也有很高的资料价值，与文书一起被

指定为重要文化财。 

在江户时代作为地域的庒屋，另外在北条屋的屋外

经营油粕问屋和柏原舟。主屋为约 240年前的明和

年间建造，用地内的还有其他的土藏、米藏、南门、

东门。离开主房的独立建筑为明治23年 (1890年)4

月明治天皇来到大阪、奈良时，皇后一行也就是本

阵的的建筑物。被指定为登録有形文化财。  

②和川替换公园 

大和川原本从本市通称筑留｢築留｣开始流入淀

川。但是，由于河内平原是湿地，常常会发生洪水。

因此，在宝永元年 (1704年) 2月进行替换工事，

开通了从本市向西，像堺的方向流入的新大和川

(现在的流路)。这个大工事在开工后，8个月的超

速度完成了竣工｡ 
 在筑留中，建立了这次替换工程的功劳者·中甚

兵卫的铜像和替换关系的碑等，现在整备在治水纪

念公园内。 

③柏原舟 船灵遗迹 

 换前的大和川频繁发生洪水。当时的代官、  末

吉孙左衙门利用了意川、平野川在大阪和柏原间

运航船根据物资的运搬首先考虑复兴由于洪水

疲敝的地域经济。宽永13年 (1636年)由当初开

始的40艘柏原舟由于预想外的顺利，在4年后的

宽永17年增加30艘，合计为70艘。到明治40年废

业为止，为作为农作物和肥料的重要运送机关的

柏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那时的船灵遗迹被休整

为现在的儿童公园。 

⑤田家住宅 (登録有形文化财) 

① 筑留二番樋(登録有形文化财) 

这个樋是在宝永元年 （1704年）从被替换的大和

川作为农业用水在旧川筋的一个长濑川的取水物。

在纪念公园的建碑中的一个上，记载着在明治21年

（1888年）的完成物。 

拱形部的最大幅测为157cm、基本采用英式堆积方

法，作为面壁的下半长手堆。拱形像铁形隧道呈马

蹄形。因为这是作为水路和樋门非常珍惜，在平成

13年12月被登録为国的有形文化财。  

③壶井寺 

在河内西国第七番灵场号名为护法山。虽然在

中世纪中世就有了叫做法禅寺的寺院，在天授年

间(1375年～ 1381年间)由于战祸烧失，那之后作

为壶井寺再建。作为观音堂的本尊，安置有传闻

为了当地人的安静生活而活跃的避雷观音的青铜

制菩萨立像 (府指定文化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