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在被庆应大火（1866年）烧毁的港埼遊郭的遗址上，

作为外国人（彼）与日本人（我）共同使用的公园“彼

我公园”，于1876年（明治9年）建成。建于公园中央的

板球场上，铺设了从英国获取的西洋草坪。这是日本

最初的草坪运动场，也是如今横滨球场的起源。

棒球（1896年）、橄榄球（1901年）、足球（1904年）、曲

棍球（1907年）等许许多多体育运动于日本最初的国

际比赛，都是在这里举行的。

●
日本以及亚洲最初的橄榄球俱乐部设立于1886年（庆应2年）。英国驻

屯兵在山下町设立了“横滨FOOTBALL俱乐部”。当时的FOOTBALL是一项

未分化为橄榄球和足球的体育运动，根据当时的插图和记录来看，比

赛接近于橄榄球。

之后，1901年（明治34年），在横滨公园，庆应义塾与横滨COUNTRY & 

ATHLETIC俱乐部(YC&AC)举行了橄榄球比赛。庆应义塾的学生们接受

了具有英国留学经验的英语教师E.B.Clarke及田中银之助的橄榄球

指导。据称这是日本人首次进行橄榄球比赛。

▲明治10年代（1877年～1886年）的横滨公园及板球场（横滨开港资料馆收藏）

佩里一行观看日本相扑

（《佩里日本远征记》/

横滨开港资料馆收藏）

与上图相同的图。此插

图描绘了于横滨举行的

比赛

（出处《The Graphic》

1874年4月18日号/

横滨开港资料馆收藏）

橄榄球发祥之地

◀

横滨公园板球场

向佩里提督一行展现力士的怪力

日美和亲条约谈判期间的1854年（嘉永7年），江户的力士被动

员起来，向美方展现了搬运二百俵（1俵约为60公斤）大米及相

扑等。

白真弓肥太右卫门凭借巨大的身躯

和怪力，一次搬运起五斗俵8俵，震

惊了美国人。

此外，美国水兵提出要试着比一下

相扑，与小柳常吉进行了对战。

小柳同时压倒了三名对手，使他们

大为惊骇。

▲

橄榄球发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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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公园

地图

关于横滨市

中区历史的

纪念碑绘画地图

横滨开港的 1859 年（安政 6年）之后，

西洋的体育文化也传入中区。

请随着这本地图追寻其足迹。



●
根据英国公使的要求，1865年（庆应元年），在根岸村字立野（如今的大

和町大道）设立了射击场。免费租借了此地的英国方面，不仅向本国军

队，也向其他国家的居留外国人及日本人开放了射击场。同年，由居住

在横滨居留地的瑞士人组成的“瑞士来福枪俱乐部”（SST），举办了日

本最初的来福枪射击竞技比赛。在这场比赛中夺冠的村田经芳，在此

后的各项比赛中也多次获胜。

根岸赛马场建成之前，英军不仅把这里作为射击场，也作为赛马场使

用。并且，据称在这一带还举行了滑冰和田径比赛。

●
草坪网球于1874年（明治7年）在英国发明。2年后，居留日本的外国人

女性设立了日本最初的草坪网球俱乐部“女士草坪网球·槌球俱乐

部”（LLTCC）。

该俱乐部于1878年（明治11年），从神奈川县租借了妙香寺区域内6718

坪（约22200平方米）的土地，自费在山手公园内建成了5块网球场。这

里是日本近代网球的发祥地。

瑞士来福枪射击比赛

（出处《FAR EAST》1871

年6月1日号/

横滨开港资料馆收藏）

明治20年代（1887年

～1896年）的山手公

园的网球场（横滨开

港资料馆收藏）

明治初期的根岸赛马场

（出处《FAR  E A S T》

1870年11月16日号/

横滨美术馆收藏）

●
日本最初的西洋式赛马于1860年（万延元年），在由居留外国人建于本

村（如今的元町商业街一带）的马蹄形非正式赛马场上举行。

正式的西洋式赛马比赛在其两年后举行。居留的外国人在横滨新田

（如今的中华街一带）建造了临时的环形赛马场，正式决定了赛事并举

行了比赛。这座赛马场于第二年被关闭，迁移至山手居留地的英国驻

屯军练兵场（如今的诹访町一带）的一角。1865年（庆应元年），日本人

士官首次在这里参加了正式的赛马比赛。

之后，到了1866年（庆应2年），由幕府建成了日本最初的正式的西洋式

赛马场“根岸赛马场”（如今的根岸台·蓑泽）。此地现存的观马所，于

1929年（昭和4年），按照J.H.Morgan的设计动工，于1930年（昭和5年）

竣工。

近代赛马的起源

◀

被称为“铁炮场”的大和町街道

◀

日本网球发祥之地

◀

发行:横滨市中区役所区政推进课　2021年5月发行

邮编231-0021　横滨市中区日本大通35　TEL:045-224-8128　FAX:045-224-8214

原根岸赛马场一等

观马所

地图

大和町街道

地图

日本网球发祥之地

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