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胁本遗址 

 

位于奈良盆地东南部樱井市的绳文时代～奈良时代的复合遗址。在三轮山南麓和初濑川

北岸之间的狭窄台地上展开，是控制东方的榛原通往东国的关隘。作为古坟时代中期末段的

雄略大王的王宫－泊濑朝仓宫之有力候选地而闻名。 

    该遗址中 3 个时期的遗迹群特别受到关注。即：①弥生时代后期后半段～庄内期，②古

坟时代中期后半段～后期，③飞鸟时代。 

① 在长 400m 的范围内发现了超过 20 栋的竖穴式建筑物等。特别是在 SB13004 周边发

掘出土与青铜器铸造和铁器生产有关的遗物等备受关注。该时期在奈良盆地与青铜

器铸造有关的遗物仅见于东南部的胁本遗址和大福遗址。而且，青铜器铸造关联遗

物包括铜铎的残片和铸造失败的青铜箭镞，说明弥生时代的象征性器物被破坏，并

以其为原料制造新的器物。也许这是新时代开始的象征。推定位于同一盆地东南部

的缠向遗址是该时期王权的中枢。迄今虽未出土过与青铜器铸造相关联的遗物。但

是，曾出土过铜铎的残片，尚有探讨的余地。 

②  与①稍有时代差异，在同一范围内发掘出竖穴式建筑物 5 栋以上，掘立柱(无础栽

埋柱)建筑物 5 栋以上，以及大规模的铺石池塘或壕沟状遗存等。是与所谓泊濑朝仓

宫关联性很高的遗迹群。靠近盆地的西侧造出池塘或壕沟，东隅的高阶部地面有掘

立柱(无础栽埋柱)建筑物群，低阶部配置竖穴建筑群。在通往东国的门户可能设置

了关所一样的王宫。 

③  ②的掘立柱(无础栽埋柱)建筑物群分布区域的周边，发掘出 8 间×3 间的东西轴大

型掘立柱建筑物。在其周围正方位配置栅栏状遗存，大型掘立柱建筑群大体分布在 100m

见方的范围内。其可能属于与天武天皇时期的泊濑斋宫有关的遗迹群。 

如前所述，在通往东国的关隘口的狭窄台地上，特别是①～③的时期作为具有强烈政治

色彩的遗迹群发展起来。使人感到在古坟时代～奈良时代期间，王权中枢的所在地奈良盆地

有必要确保与东国的信息通道。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规模并非巨大的遗址对王权而言堪称战

略之重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