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船津胎內樹型 

 

所謂「熔岩樹型」是指火山噴發出的岩漿經過森林時，部分樹木在岩漿冷卻後形成的岩

石中留下的樹形空洞。船津胎內樹型保留了多棵樹木同時倒下的形態，進而形成了一條

圓形的長通道。行走在這條通道中，能看到岩漿冷卻後形成的波浪狀洞壁，還會有「牛奶」

般的水滴從頭頂上方的鐘乳石滴落下來。「富士講」的朝聖者認為這條通道穿行在富士山

的胎內（體內），穿越通道就猶如重生，遂將其命名為「胎內」通道。 

過去曾有這樣一項傳統，參拜者穿上及膝的特製草鞋，穿過通道，藉此淨化身心。通

道裡供奉著自古以來與山有密切關係的大日如來、慈悲為懷的觀世音菩薩等小佛像。從

通道出來後，朝聖者會飲用一種古時嬰兒食用的海藻湯，是產自於這條通道的當地特產，

在江戶（現東京）及關東地區謂為珍貴。以前，孕婦會把固定和服的帶子放在胎內「牛奶」

中浸泡後繫在身上，並點燃在通道內尚未燃盡的蠟燭，以祈求生產順利。 

時至今日，遊客仍可像過去的朝聖者一樣在船津胎內穿行，不同的是，通道內已改用

電燈照明，並提供頭盔以確保安全。無戶室淺間神社位於熔岩樹型上方，這裡有許多「富

士講」朝聖者修建的石碑，目的是歌頌虔誠的信仰或紀念成功登頂的事蹟。 

 

吉田胎內樹型 

在距離船津胎內樹型東南面不到 1 公里的地方，有一處名叫「吉田胎內」的胎內樹型群。

該樹型在 1892年經發現後，遂被當時的「富士講」信徒奉為聖地。如今，其入口尚可見，

但只有每年 4月 29日吉田胎內祭舉辦期間才可通行，其他時間均不對外開放。 


